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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禮讚》

内容概要

在共產黨史觀、國民黨史觀與台獨史觀外，
重新解讀歷史符號──「1949」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新中國建立。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遷移台灣，新台灣從此誕生。
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1949，1949年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
1949年之於新台彎，則是文化的意義。
1949年是台灣的年分，它賦予台灣一種歷史定位的架構。
就漢人的觀點看，1661、1895與1949是台灣史上三個最關鍵性的年分。
1661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漢人移民作為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主軸就此奠定。
1895年日人據台，台灣很快的淪為新興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迅速捲進了「文明化」的現代性行程，
進入現代的世界體系。
1949年的歷史地標則是國民政府敗退入台，結果是前所未見的大量移民湧入台灣。
《1949禮讚》是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楊儒賓先生最新著作，在共產黨史觀、國民黨史觀
與台獨史觀外，對「1949」此一歷史符號的重新解讀。全書重點論述為：
1949渡海南遷，是國史上足以抗衡東晉永嘉渡江與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遷事件。1949是台灣史上三
大移民潮中文化意義最豐富的移民事件。1949創造了「兩岸三地」的新知識範疇，新中國、新台灣與
新香港同時成立。1949後的台灣學術是民國學術的繼承者，是另一種五四精神的發揚者。1949兩岸的
曲折發展指向了中國現代性與西洋現代性的銜接。跨文化性格的台灣經驗，提供了形構中的新中華文
化很重要的理論資源。
本書的緣起雖始於作者楊儒賓的自我叩問，但摸索方向明確，是一部非常有意義的公共論述。
作者楊儒賓認為，我們這群在後1949大分裂時代生長的人別無選擇地，被命運狠甩在東西衝突與古今
交會的銜接點上。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與框住我們生命的世界一起演變，時代的浪潮推著我們穿越蔣
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以至即將被穿越的馬英九的時代。 然後少年子弟江湖老，憤青被流
光帶入哀樂交集的中老年。
※ 名人推薦：
在太陽花運動後有了大翻轉。在反中成爲時尚的此刻，本土的愛台的楊儒賓無疑干冒大不韙，「禮讚
」1949，推崇台灣作爲「南渡」文化的終點，儼然將台灣置於大中國歷史的脈絡裡。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說到1949，通常我們想到的是「撤退」、「遷台」、「毋忘在莒」這樣帶著創傷的字眼，楊儒賓卻別
出心裁、隆重地用了「禮讚」。楊儒賓聚焦1949年，卻如鯤魚化大鵬，翱翔於歷史的縱長與雲空的廣
袤之間，將我們帶向不一樣的視角，看見不一樣的1949。
──陳怡蓁（趨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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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楊儒賓
1956年生於台灣台中。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主要研
究領域爲先秦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著作有《儒家身體觀》、《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
理學思潮》、《從《五經》到《新五經》》；編著有《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儒學的
氣論與工夫論》、《東亞的靜坐傳統》、《自然概念史論》等書；譯有《東洋冥想的心理學：從易經
到禪》、《孔子的樂論》、《冥契主義與哲學》、《宇宙與歷史：永恒回歸的神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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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星半吧，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从某种角度来看台湾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如果没有台湾，那
么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后是否能灵根自植是犹未可知。当然我也不懂新儒家具体YY的东西╮(╯_╰)
╭
2、坑爹的讨论会
3、主要觀點很有意義，然編輯較亂以致主要觀點在不同篇章和演說不斷重複，故給3星。主要論點
：1.1949是黃土文化與海洋文化接榫的重要年分。大量移民入台伴隨的文化財(文物：故宮，中研院，
國圖；學術機構：清大交大輔仁東吳東海等復校；人員：于右任張大千錢穆傅斯年牟宗三印順...等)是
文化意義豐富的移民事件。苦難的年代為中華民國—台灣提供了歷史機會。 2.台灣史上重要的兩個[二
二八事件]較受忽略為1911梁啟超來台，為日治時期台籍人士指點政治運動的方向[以議會取代抗爭]就
此奠定了台灣由日治至今的政治運動路線，影響深遠。個人閱讀本書想起了一個重要問題:1949渡海的
新儒家與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相互整合，所及階層範圍?兩種思想的帶動(尤其新儒家)為往後台灣民主運
動的發展實踐起到了什麼樣的關聯?
4、說對了題，但馬步太穩，我嫌他不夠血性。
5、Ой!
6、多篇短文的合辑，论点零乱。核心概念是“衣冠南渡”，一方面重申南渡保存文化命脉的旧论点
，一方面企图论证“中华民国在台湾”不是台湾史的不幸，反而是台湾史的完成。另外还夹带新儒家
“开出自由民主”那套YY说词。总的来说，虽有少许新意，但文章的完成度不高，特别是对于作者赞
美的南渡政教体制如今为何陷于绝境也未省思，反而落入企图和国民党切割的老调及新儒家最擅长的
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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