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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朝日近代启蒙思想--以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思想为中心》由绪论、本论六章和结论三部分构成
。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问题的所在、现阶段的研究状况、研究目的。

首先，简略地阐明了中、朝、日三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特别
是中、朝、日三国所走过的不同发展历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分析了走向近代化道路上“日本
成功”和“中国和朝鲜的失败”的思想根源和文化传统。
其次，在概略地回顾研究史的基础上，指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并强调了比较思想史
的重要性。
本论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三人思想进行比较，厘清中、朝、日三国
面对西欧近代思想的挑战所进行的思想变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外来因素与三国知
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相互作用过程上。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东亚三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西学东进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特别指出三国知识界对
西学的应对态度和后果。
“华夷意识”是东亚文化圈各国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对外意识。
它以儒家的仁义礼仪为价值标准，把世界分为华夷两级，以“内华外夷”、“贵华贱夷”、“华夷之
辨”、“以华变夷”为其价值取向。
直到19世纪初，它仍占据着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统治地位和主流，不过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和程度略有
差别。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生平和思想形成过程，他们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的
背景和本国的文化环境。
19世纪60—80年代，东亚三国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
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把西洋人当作蔑视与教化对象的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列强为学习交涉对象的
洋务意识，但三国对洋务的理解和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又有差异，在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思想
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章，主要是比较了三人的西学观，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三人都处在同一历史时期，面临着同
样的问题。
东亚三国当时都处在历史转型期，要克服封建主义危机，抵抗欧美的冲击，争取民族独立，建设近代
国家，三人都把西学当作富国强兵的根本。
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都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出发，主张民族独立。
他们都指出为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应用历史进化论原理，学习欧美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奋发图强，避免被瓜分的惨祸，保持民族独立。
他们所宣传和介绍的西学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使不少青年从封建主义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思想武器。
所以，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对近代东亚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愧为近代启蒙思想家。

第四章，主要阐述了三人的自由民权思想。
严复主要是接受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学说。
严复的“自由”的内涵包括：(1)提倡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制和政治制度，只有能保证个人的法制和
政治制度才有价值和意义；
(2)提倡经济上的放任主义；(3)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4)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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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理论、经济思想、伦理学说以及社会价值观几个方面的内容。
俞吉浚和福泽谕吉则吸收了法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也受到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三人的国家观。
严复主张维新变法，俞吉浚主张文明开化，福泽谕吉倡导独立，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要排除封建主义的
东西，取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他们都要求学习西方的技术文明，同时强调必须改变国民旧的
风气，以适应新体制、新秩序的需要。

第六章，主要阐述了三人的教育思想。
严复是中国最早论述三育并重的教育家。
他说：“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日体育，日智育，日德育，三者并重。
”其中体育是国民素质的基础，近世中国民力孱弱，被外人讥为“病夫”，因此必须加强体格训练，
以“鼓民力”。
国民才智是国家
“富强之源”，智育包括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不能只在书斋里做学问，要“观物察变”，运用于实
际，以“开民智”。
德育在三育中最重要，但不能再因袭封建的人伦纲常，要树立国家观念和社会公德，以“新民德”
。

俞吉浚对国民教育的看法如下：“国家的大根本是教育之法，现天下富强之国都致力于教育，并且取
得了效果。
看一下教育制度，必有一规则，让孩子的父兄对其子女、兄弟、侄子进行教导，此外不仅命令他们进
行教授，还为他们提供场所，使想学习的人就学不再那么困难，而教育的场所为学校。
”
福泽谕吉通过几次出国考察，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事业。
他大力呼吁一切发展经济的前提是要提高整体国民素养，因此，集中人力、财力扶持教育，普及义务
教育是政府刻不容缓的责任。
并建议强制实行义务教育。
他认为“勉强使国民的子弟接受教育既是妨碍人家的私事，这种方法有害无益，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
的⋯⋯更何况教育旨在谋求世人的利益，那么推行它又会有什么障碍呢?我断言，如果有这种为全民大
众谋利益的事，即使身受其苦，身觉其痛，也要坚决实行。

”福泽谕吉不但指明了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而且在理论上为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

结论部分，主要是通过这些思想的比较、分析最后总结出三国知识界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及西方思想融
人本国的共同点和差异，进一步揭示三国近代化过程中社会改革的内在原因和外来阻力。
进一步指出三国走向近代化道路上，有着不同的命运，主要是三国的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的结合方面
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是东亚三国为了改变落后与被侵略的局面而出现的具有改革志向的知识分子
的代表。
他们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亚三国为了民族独立和走向近代化作出的努力。
他们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时，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为
什么强大，东亚为什么落后的原因和存在的差距。

他们都是接触西学的第一批人，他们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的全面对比，否定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传播资
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使本国人民大开眼界，起到了宣传救亡、富民强国道理的巨大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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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他们为学术界提供了急需的精神食粮，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反传统、倡新学的精神，将一批崭新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贡献给国人，具有解放
思想的时代意义。
他们对近代东亚三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愧为近代启蒙思想家。

《中朝日近代启蒙思想--以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思想为中心》的作者是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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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朝鲜族，男，1958年生，吉林延吉人，历史学博士。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留学日本两年，多次到韩国进修。
主要从事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国朝鲜族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主要讲授“世界近代史”、“世界史研究概论”、“近代国际关系史”、“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日本文化概论”、“日本史”、“韩国史”、“日本语基础”等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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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朝日近代启蒙思想--以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思想为中心》(作者张华)由绪论、本论六章和结论
三部分构成，全书分为东亚三国的传统社会和西势东渐；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生平与思想形成
过程；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自由民权思想；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国家观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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