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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是近现代中国的精神源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本书通过重新发掘有关的历
史文献，全面地再现了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大观，荟萃了在自由与人权、宪政与法治、
政体问题、政党政治、革命观、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个人主义、教育思想等方
面以北大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立场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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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一、开端
二、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三、自由与人权
四、宪政·法治
五、自由主义与政本
六、政党政治
七、自由主义革命观
八、经注自由主义：财产权与市场经济
九、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十、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
十一、自由主义教育思想
十二、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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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胡适之^_^
2、2009保存。不记得哪年读过了
3、看看现今的北大，一言难尽啊
4、资料翔实。
5、民国语言风格的，其实不是很好读
6、这样的收集整理真是难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面地正直的北大，但大部分，都在战前，在民国
7、只读了适之先生的《自由主义》
8、李慎之的序比较有名，呵呵
9、这些已经可以算历史文献了
10、李慎之作序，刘军宁主编
11、在教参阅览架上取下，读完，感动，算是第一次读政治学方面的书。没多久去了单向街听当时很
火的刘瑜讲座，刘军宁和老板许知远也来了，刘军宁感觉和整个讲座氛围不搭，想讲冷笑话也没效果
。在罗辑思维上花了比较多的钱买了天堂茶话，一本都还没有读完。在图书馆五楼读的保守主义特别
好，但也没有再重读过了。
12、校庆买的
13、北大没有真正走向欧亚的可能，更加的是根本没有对自己的土地采取行动的可能，输送给他的青
年，获得的也不过是一个乾隆，可怕的不是繁荣的衰弱，而是其内部和土地一致的心知肚明，那不可
抗拒父亲的起点，和无法真正回应质量的力量储备，如果想拔地而起，那，处死自己吧
14、略翻一下即可。
15、开什么玩笑
16、这是我本人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启蒙之书
17、当年我读北大的表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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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值此北京大家庆祝建校一百
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
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
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自由主义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自
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大的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北大以内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
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
确确实实是北大人。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quot;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quot;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
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
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超越这个传统，使学术得以脱离政治权力而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以后在一
九一九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继蔡元培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
把&quot;大度包容&quot;作为办校的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
告&quot;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quot;
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
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北大成立晚几年的清华大学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镇
，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quot;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quot;。自由主义流行在许
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以及其它各种报刊，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北大可以永远
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
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
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quot;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quot;这是对自由——个人的和全社会的自由的一种贴
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堵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
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
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
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quot;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quot;。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
铭文中说的。原话是：&quot;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quot;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
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地早年说过的话：&quot;不自由，毋宁死耳
！&quot;一九五七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当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
，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发出《重申我的请
求》说：&quot;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
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quot;他还说：&quot;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
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quot;正是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
神得以维系于不堕。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再遭受那
样黑暗悲惨的日子。这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自
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
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quot;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
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quot;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自由
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
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
，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
，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抱有信心：第一，我们已经有
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
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兼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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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
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
孙中山说过：&quot;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quot;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
了这点。这个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
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
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
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2、你 懂的  豆瓣娘要审核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25e9510100fs8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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