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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小书从交给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了；上海三联书店认为此书仍有可取之处，愿意出个新版
。
责任编辑彭毅文小姐是责任心很强的新锐，要求笔者为这一版写个序。
我想偷懒，把一篇答记者问《我和我的书》交给她作为新版代序。
她意犹未足，先是发来邮件：“先生，我觉得对话的形式有点老土和矫情，没劲!”后来不打自招，说
：“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虑一下!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袁氏风格”的
文字；假如有的话，又有哪些特点。
人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大部分中国人都识字，总会写点什么。
但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模子里印出来的，有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独特风格，谈何容易!何况自知从小没有在
文字上下功夫，又长期生活在学舌是免祸不二法门的环境中，要养成个人风格更是戛乎其难!这位编辑
小姐要笔者交出有“袁氏风格的”再版序，岂非刁钻?　　童年在家乡，不时可以看见路边或山坡上有
砖砌的小火炉，嵌着一块刻上“敬惜字纸”的小石碑；给十几家人放牛的老汉宫生常常把捡到的有字
的纸张放到里面去，用火燧点燃烧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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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认为《我和我的书》是不错的，但必须换一种写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风格的，别什么记者采
访，假情假意的哈！
或褒或贬，变着法子逼迫我另写，而且还要什么风格的!害得笔者猪年春节不得安宁，老想怎样完成这
个颇为刁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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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伟时，男，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万米路，干八小时活；冷看历史波涛，笑评人间是非，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身心两健，自得其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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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岭南文化真相　“误导”之二：“非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　走上学术讨论的正轨附录二 
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守——再答李锦全教授　治学必先立德，学德的核心是不作伪　概
念必须明晰　弄清基本事实，是讨论历史问题的基础林乐知在华活动罪名辨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催
人奋进还是诱人堕落　释几个误解西化·现代化·政治家·知识分子——甲午战争百年祭　甲午战败
的主要教训　政治家的畸形实践　知识分子的思维误区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戊戌维新
百年祭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愚昧吞噬了生机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
度《万身公法书籍》与康有为前期思想　疑难的由来　80年代的追求　公车上书前的思想特点　甲午
战后的高峰毕生上下求索的启示——梁启超与中西文化　中西结合　向西方学习什么　继承什么，如
何继承严复思想遗产三问　严复与自由主义　严复与民族主义　为何有两个严复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
与根源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晚清四失机遇的启示　晚清的四次机遇　推行官办路线　坚持中世纪政治体制
　吞下文化封闭的苦果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抗”论献疑　谁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　“被
污蔑的口岸华人”　政权与现代化力量的排拒和结合《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　共同的现代性　创造性转化的开端　走出宗法关系罗网的曲折历程　历史的启
示从《盛世危言》到《人权论集》　大清帝国的病情和救治方案　自由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　知识分
子的历史承担五四怨曲试析　历史的进步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反传统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现代中国
灾难重重的思想文化根源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　罕见的指责　“全盘西化”再咀嚼　“全
盘性反传统主义”献疑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危机”来自何方？
章太炎与中国的民主主义　政治思想的基本性质　为何反对代议制　追求什么样的中国化？
罗素在中国从《新事论》看冯友兰的文化观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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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　　19世纪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海内外已有不少质量很高的论著论及。
但在笔者看来，仍有若干问题尚待澄清。
　　“道同理一”论及其影响　　人们熟知，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后，中国上层社会(
官僚及士人)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第一个完整理论是“中体西用”论。
即冯桂芬所说：“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日鉴诸国。
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
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从19世纪60年代提出这个理论之
日起，就明确地包含着学习西方和实行中西文化结合的思想。
那些推行洋务运动的官僚们把这个原则奉为圭臬。
史家们也已指出，这个理论的负面影响，在于把学习西方限制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乃至被一些人
用以反对深入系统地进行改革。
　　但迄今为止，史家们对19世纪的中困社会精英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另一重要理论——“道同理一
”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个理论是王韬首先明确地提出的。
1867年，他在牛津大学　同该校学生讨论中西学术时说：“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
由今日而　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
前圣不云乎：‘东方　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请一言以决之日：其道大同。
”①心同理同这个古老的命题在新的形　势下被用作评论中西文化现状和未来的重要依据。
如果把他的论　断同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其含意的深邃就显露出来　了。
“严夷夏之大防”，不准“以夷变夏”，乃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　会上层中为数众多的人物所固守
的观念。
他们关注的是中西文化　的差异，并力图使之固定化。
这是冀图拒西方文化于门外的理论屏　障。
在香港生活了多年的王韬，亲身到欧洲考察后，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自然有深刻的感受。
然而他却在异中看到了同：这是同一人　类文化的分支，而展望未来则又是百川归海，世界人类文化
共同繁荣。
　　他曾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并以古老的理一分殊说作为另一论据。
他说：“闲赏论之，天下之理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
五千年前全地球由合而分，五千年后全地球由分而合。
”②同上述论断一样，这里运用的思维方法仍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的弱点——由直观、体
验中直接得出结论，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分析。
史家已经证明，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人类文明史并非他所猜想的一分为多的过程。
可是，透过这些不准确的议论，他所表达的却是当时中国的最先进思想：平等地对待各国文化，各国
互相吸收对方之长，让各国的优秀文化逐步汇合为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上述思想的先进性还在于他敏锐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看作未来世界文化发展和
实现大同理想的基础。
他说：“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
，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
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
⋯⋯道不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
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
”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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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物也。
”①近代中国理论思维发展史由此而增添了一些新内容。
　　首先，这些论述揭示出“道同理一”论是中国历代大同理论的新发展。
大同世界的理想也由回到古代黄金世界的恋旧情结转化为对未来世界充满信心的憧憬。
信心的来源则在于这个理想第一次以科学技术和世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凭藉。
　　其次，这些论述还揭示出，“道同理一”是同“道器统一”互为表里的。
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长河中，道器统一说由来已久。
程颢就说过：“器亦道，道亦器。
”②后来的薛季宣、陈亮、叶适及王夫之等人皆持这一观点。
王韬则在新的形势下重申：“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二者无相离也。
”③19世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器物远胜中国，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卫道士们抗拒西方文化的一条主要堤防是中华固有的孔子之道是西方望尘莫及的。
确认道器无相离，等于宣告西器所载之道也是优越的，中体西用说赖以存在的基础便被掏空。
因此，尽管王韬等人也说过一些中体西用或中道西器之类(体用、道器、本末虽有差别，但内涵基本相
同，常常可以互相替代)，但不无根据可以视之为门面语。
不应忘记王韬曾直截了当地揭露无知者流的大言：“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西人亦只工
其下焉者已耳!⋯⋯不知西儒何尝不讲性理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编辑推荐

　　19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　　19世纪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海内外已有不少质量很高的论著论及。
但在《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笔者看来，仍有若干问题尚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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