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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五四”了不起　　刘再复：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香港三联约我一本书，我就把
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于“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汇为集子，也借此更加明快地表述一下自己对“五
四”启蒙运动的思想。
此集您如果能作篇序言就好了，可惜您已封笔，只好作罢。
不过，今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对于“五四”有没有新的想法。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告别革命》中，您已作过充分论述。
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语境变了，不知道您有无修正或补正。
　　李泽厚：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书屋》的文章和访谈，写得很好。
我对“五四”的看法没有改变。
在诋毁“五四”、盛行尊孔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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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更新运动，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最深远的历史事件。
一个东方大国的文化转型、心理转型就从这里开始。
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这一划时代的事实。
    本书即为刘再复先生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的合集，当中更以李泽厚与刘
再复的精彩对话作为本书代序——“五四”五说。
在当今纷纷诋毁“五四”、盛行尊孔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五四”？
刘再复教授以犀利的思想、鲜明的态度和精粹的语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书中作者还与李泽厚、李欧梵教授一起，直面真理，共论九卜年前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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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生予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爱
，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
中心荣誉教授。
著作有《性格组合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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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姜：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
，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
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
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
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
　　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
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乎，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
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均是保守派。
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辅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
化的反动。
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1921-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
直到1925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
不过，他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
然。
在吴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1928年夏季辞去职务）。
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
于清华园茔地”。
　　1988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
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
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
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
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
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
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
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
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
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
但是。
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
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人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
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
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
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
义的旗帜，20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
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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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李泽厚、李欧梵、林岗　　诸友人论衡五四新文学运动　　五四的历史功绩在于把梁启超、严
复等近代思想家的以“国”“群”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拉向以个体生命即以“已”“我”为目的
为核心的价值现。
　　传统与中国人　　人论二十五种　　思想者十八题　　文学十八题　　文学的反思　　共悟人间
　　共鉴「五四」　　鲁迅传　　阅读美国　　读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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