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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1960年美国科学院学术季刊Daedalus出版一期以“俄国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专号，指出
由于帝俄落后于西方国家，其知识分子忧心如焚，亟起鼓吹现代化运动，所以俄国才有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巨大变迁。
中国同一时期的贫弱处境，如与俄国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同样的觉醒吗?在台湾的少数历史学家受此一思考方向的影响，激起
了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
我有幸生逢其时，追随先进，以梁启超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学术生涯
的开始。
　　1960年代同时盛行着“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思潮。
一个国家要现代化，必须有经济成长、社会繁荣、政治民主。
这原是用以观察第三世界未能及时发展的三大函数，借用过来观察19、20世纪中国衰弱的究竟，再好
不过。
1972年我与一群理念相近的学者承担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担任计划主持人之一，自此
我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从思想史开始转向政治社会经济史。
虽然经济史是我的弱点，着墨不多，但在政治社会史方面则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一朝投身进去，如行山阴道上，趣味无穷，有应接
不暇之感。
我对此两个主题有些许认识，是在学习中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早期为了知　　识分子的定义，我在一种辞书中查得，他们是“关心社会荣枯的人”，这是从责任感
或角色关系去下定义。
四五十年来为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著作不胜枚举。
在专业化分门别类的今天，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可以称作知识分子，Edward shils就是从这个宽广
的视野去看知识分子的。
他说，凡是有专精学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ChAles~dushin所下的定义则较为严格。
他　　说一个行道中的专业人员，如果整天关在研究室中读资料、搞实验，他只是一个专家；惟有他
同时关心社会的荣枯，才是一个知识分子。
举例而言，研究核子的专家走出了实验室去参加反核运动，即可称之为知识分子。
　　探讨知识分子，许多学者都有一套理论。
最常见的是“启蒙”说。
中外古今的启蒙运动大半皆为知识分子所倡道，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恐怕人们今天仍是懵懵懂懂的。
以梁启超（1873　　~929）为例，他是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者，我的三本相关著作，似皆可用启蒙主
义涵盖贯穿。
　　再举一个例子。
严复（1854~1921）与梁启超一再反复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
一个铁 律，是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动力与口实，所以中国才受到列强的欺侮而濒于被瓜分的边缘。
但国人不必因此而恐惧自卑，亦惟有接受进化论，自强图存，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
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举证进化论一体的两面：帝国主义者以之向外侵略，吾人得
之奋袂而起。
严复、梁启超鼓励国人奋发图强，力挽狂谰，其用意在此。
　　“疏离”说是1960年代最流行的理论，尤其是研究帝俄晚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运用“疏离”观
念去观察，将难以说明19世纪俄国三代知识分子的转折历程。
著名的俄国史学家RichardPipes说，帝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后三代，第一代鼓吹现代化，要求改革农奴
制度；第二代不满沙皇的无动于衷，走上了疏离的道路；第三代则掀起革命，俄国因之大变。
①　　改革、疏离与革命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三部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

世界各国的革命几无役不有知识分子参与。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疏离感，本书有一篇短论，略窥其概。
　　我的早期研究，几乎完全接受了“启蒙——疏离——革命”三阶段说。
梁启超三十一岁之前的言行就是如此的。
起先，他那“常带感情之笔”，一面倡言权利及自由思想，一面要求清廷维新，图存图强。
及至要求得不到预期的回应，梁氏痛斥清廷颟顸无能，疏离感由然而生，他要革命。
但三十一岁以后的梁启超又退回到改良式启蒙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只宜于按部就班的变革，而非激
烈的流血革命。
他从激进回归温和，改而倡言现代化，认为惟有现代化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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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知识分子”，“识字率、人才、现代化的助力与阻力”，“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三个部分
，对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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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序第一辑　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两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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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贵地区为例第三辑　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  预备立宪的现代性  近代中国的政治领导阶层　从民
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政治精英分子　梁启超的精英主义和议会政治  言论界的骄子
——从报章发售看梁启超言论的时代性影响附录　张朋园著述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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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单打独斗发生不了多大的力量。
或许这一次的经验刺激了北大教授们感到有结合的必要。
但知识分子观点的分歧，无论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要组合是十分不易的。
所以北大并没有直接发展出近于政党的组织。
但是退而求其次，大家在一起谈谈总是可以的，一个谈话会的形式终于出现了。
　　谈话会的发动大约在民国10年（1921）。
目前可根据的材料是胡适的日记，但由于胡适日记残缺不整，我们只知道民国10年5月21日胡氏首次提
及他和王徵、丁文江、蒋梦麟聚谈，决定组织一个小会，胡适起草一个组织大纲，但内容如何，胡适
并没有记下。
6月6日，胡适又说在任鸿隽家与丁文江、王徵等再谈组会的事，不知何故，一直拖着未能实现。
但北京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非正式的聚会很多。
聚在一起就谈国家大事，极属平常。
在这些场合中，胡适经常被邀参加。
民国11年5月21日的一次聚会，胡适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在日记中说，那天是王宠惠邀在法学会吃饭，在座的有蔡元培、罗文干、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
、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一时名流，新旧杂糅。
胡适说：“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
行的方向。
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
”这几句话点出了组会的本意是要大家有机会沟通，可以找到“共同进行的方向”。
　　正式发起的是一种谈话会，发起人是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
据胡适的日记，民国11年6月20日这天，蔡元培等“邀了二十多位欧美问学在颜（惠庆）宅谈话，讨论
今日迫切问题”，有丁文江、张嘉森、周诒春、蒋方震、林长民、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
一班名流。
胡适觉得这个意思很好，认为以后可以定期开会，“每次由四五个人作主人”，不会中断。
因此他与罗文干提议，立即得到大家通过。
胡适、张嘉森、高鲁等是第二次谈话会的主人。
开会日期是6月27日，借用顾维钧家为会场，到会的人比上次还要多。
王世杰提出中国当实行邦联制（ConFemtion）的说法，谓之为“分治的统一”，胡适不以为然，与之
争论，甚为热烈。
第三次谈话会于民国11年7月14日举行，主人是顾维钧、王宠惠等人。
胡适说这次谈话的内容以联省自治为重心。
　　从三次谈话会的形式和内容来看，没有党派的关系，却有一些学术性的气氛。
但梁派的人物颇有意拉拢北大人物，组织一个新政党。
梁启超等于民国2年组织进步党，不久国会被袁世凯解散，进步党无形中停顿。
民国6年国会重开，进步党以宪政研究会的姿态出现，人称研究系。
然而民国7年的新国会为安福系所把持，梁启超等被逼退出政坛，传统的立宪派自此失势。
然而梁启超、林长民等方当壮盛之年，并不甘心就此退隐。
梁氏于民国9年欧游归来，雄心再起，想要重新组党，从办学讲学方式着手，计划培植和拉拢新兴的
知识分子，再组一个有实力的政党。
梁启超、林长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大的一批知识分子。
自从民国7年梁与胡适结识，研究系人物便与北大人物开始接近，教育与学术的接触最多，例如民国9
年以后之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
罗素、杜威、泰戈尔等访问中国，便是梁派的共学社与北大学界共同发起的。
　　双方的往还时间愈久，愈为密切，林长民终于提出了组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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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10年前后的政局，最使人心焦不安的是军阀政治，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一个解决的
办法。
大家认为军国为祸，主要是他们有军队和枪杆子。
民国元年时，全国军队不过五十万人，以后各自扩张，民国7年时已超过了一百万人，民国13年时已超
过了一百五十万人。
如果能将这些军队裁去，军阀便就失了凭藉。
当时想到的办法是联邦自治及裁兵两个办法，希望各省实行自治，控制预算，军阀拿不到钱，军队便
不得不缩减。
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有了省宪，实行自治，便可控制财政。
岂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军阀哪会束手就擒。
他们反过来利用自治运动，固守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内为所欲为，省宪对他们一无拘束力。
①然而一般知识分子以为找到了解决军阀为害的无上策略，一面支持省宪运动，一面大倡裁兵主张，
轰轰烈烈，热闹非常。
②　　梁启超、林长民等似乎就是利用省宪运动及裁兵主张这两个题目与北大人士往还的。
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林长民的行动。
林氏在进步党中与梁启超及汤化龙同为三位主要领袖。
汤化龙于民国5年被刺身死，进步党中只有梁、林支撑。
林氏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等职，与梁启超为至交，且进而结为儿女亲家。
梁启超退隐津门，仰赖林长民周旋于北京政学两界。
林长民以胡适为接触对象，是否受梁启超的指示，不得而知，在胡适的日记中，林长民频频出现。
民国11年4月间林氏便向胡氏游说组织团体，胡适一时不知如何决定，立即以信函向蔡元培请示，他给
蔡的信说：　　林宗孟（引者按：林长民）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引者按：王宠惠）、钧任（
罗文干）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
他要我也加入，我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先生一谈再说。
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
故乘便一问。
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①。
蔡元培给胡适作复，原信说：　　知林宗孟忽有组织团体之提议，请以弟所知奉告。
弟与罗钧任在欧洲时，钧任曾先到英国，回法后见告，谓林宗孟深以亮畴及弟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
有一日，在顾少川（引者按：顾维钧）所邀晚餐会上，林又以此语顾，劝顾发起云云。
此去年事也。
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　
　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
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
彼提出蒋百里（引者按：蒋方震），弟以百里颇有研究（系）色彩，不甚满意；然以军事家不易得，
亦以为可。
其后彼又提出先生及梦麟，又曾提及顾少川，弟当然赞成。
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
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
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
彼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
今宗孟又来拉公，可知主动者全是宗孟。
亮畴是好好先生。
钧任年少而颇热中，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
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
①　　从蔡元培的信，可以知道林长民的联络及组织团体的意思年前就已经有了。
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自始就是反对与研究系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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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如此，梁启超、林长民并不了解这种情形，还是锲而不舍地来拉好。
11年4月27日胡适的日记说：　　蔡（元培）先生昨夜打电话来，说宗孟、亮畴、钧任去看过他，谈过
前次商议的事；蔡先生主张不组织团体，但赞成发表意见，并由一班人出来主持裁兵的事。
他们要我起草作宣言，我不愿作；宗孟今天要来看我，我不能在家，故乘便去看他。
我说明不作宣言之故，劝他自己起草。
此事终宜慎重。
⋯⋯②　　5月27日胡适再记：　　宗孟邀吃午饭，同坐有孑民、汪伯唐、任公、钧任、唐天如、张公
权等。
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语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
易答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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