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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

内容概要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過去做了些什麼事？在未來還有哪些該做的事？

  十位中外知名的史學家與社會學家，針對中國歷史幾個重要轉折點上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活動，作了
深刻的探討與剖析，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在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本書雖不是一本知識分子的通史，但闡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角色與傳承功能，也點出了當代知
識分子自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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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余英时主编的一个集子。结果写得最好的是自称“大鼻子先生”的墨子刻那篇《二十世纪中国知
识分子的自觉问题》，有耐心，有同情心，同时也很切实地指出问题所在。唉，又想让我叹一大口气
。
2、昨天读的
3、墨子刻的压轴文章-知识分子的不现实的入世观以及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在他的弟子黄克武的书中
也有这一观点（严复）
4、一辈子在垃圾场里做精装修
5、社科的一群教授论文集，木有啥意思
6、「⋯⋯擁抱中國傳統反而更爲有利⋯⋯中國將從失敗的孤立主義中退卻，改披上儒家傳統，以作
爲新東亞共同市場的聯繫。⋯⋯如果這個方向確實是北 京當 局今後的長期施政方向，它將對中國知
識分子又形成一個問題，北 京當 局勢必吸收一些讀書人到政府機構，或者是徵召一批學人爲政府服
務⋯⋯」92年的書，每篇文章不夠長，不夠細，但很說明了一些問題。
7、是学术会议论文集，所以比较糙，有几篇翻译得很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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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商代的受教育者，不外祝宗卜史，其教士祭师的特性，限制了社会功能，也限制了思想的范畴。
西周代兴，殷商的识分子有的服务新朝，有的失去了优势的社会地位。前者还是教士，后者获得了更
大的思想空间，《周易》和《诗经》中的深邃思想，不像教士们的贡献，大约是失落的知识分子在摆
脱束缚后，反而开拓了新的思想空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领域扩大的第一步。孔子开启文化大突破
，过去贵族礼制的内容之上有了全新的普世意义。诸子百家更是思想空间的继续扩大。秦汉之世有了
新形态的知识分子：太学的博士；察举入仕的文官；文学家；东汉增加阐释经义的儒者，太学生、隐
士等。儒家在汉代定为一尊，诸子之学逐渐融入儒家，政治上儒表法里。民间的素朴宗教，为未来的
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准备了生根的土壤。东汉以下，中国经历重大转变，不少地方士大夫以其大家族
的组织力量，成为保障地方的中心，奠定了后来士绅角色格局。儒生、道士、佛教僧侣，充实、丰富
了三家思想，并互相吸纳。中古的知识分子群，不是继续分化为更多的类型，而毋宁是功能转化更为
复杂。唐宋时代，知识分子主流再次纳入文官体系。但知识分子用进退藏，在朝为士大夫，在野为缙
绅，这一双重角色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中药成分。唐宋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印刷术普及后，大城
市涌现大批草根性的基层知识分子，成为主流精英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大众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动者。
有基层，加之科举制的逐级筛选，知识分子群遂呈现金字塔式的巨大结构。精英与群众文化的分界不
再是截断的，而成为渐变的。宋代以后，知识扩散继续进行，终于淡化了商贾与士大夫之间的界限。
正统（儒家）与非正统（释道、民间宗教）之间，也随知识扩散与文化趋同，界限逐渐淡化。近代知
识分子，最重要的现象是，其中的主流，逐渐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
的学术人士，与以知识为工作资源的专业人士。一方面，由此可以摆脱政教不分的特性；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又横亘了一条深广的鸿沟。但是，近代知识分子，无论针对传统的继承或
和西方的借鉴的观点如何，几乎所有都承继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无视自己实际上已疏离于社会
大众，仍然全心全意投身现实的事务，甚至卷入实际的政治。这种心态，可能来自过去士大夫政教不
分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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