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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反思录》

内容概要

《九十年代反思录》收入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思想史研究、文化艺术评论及人物述评等诸多
方面的文章，完备地反映出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的思想历程。作者作文不拘一格，有逻辑严密的论文
，也有清新活泼的札记、书信、对话和序跋，但从中均可看到作者作为一位大学者的独立之精神和自
由之思想。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既有对“五四”中激进主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思考关注，既有解
读卢梭《社约论》、回顾黑格尔研究这样的深层学术思考，也有关于京剧和莎剧这样文化命题的对话
和笔记，都无不显露出这位思想家在不断地完成自己思想上的某种超越，显现出一种学术良知、思想
的智慧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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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反思录》

精彩短评

1、原本想给四星的，但是年轻时的王元化，长得可真像尹俊+牟元笛，于是，加一星。
2、看的过程中有好多问题在脑子里，奈何老先生以离去不能求解。。。
3、有关顾准的部分不详，有些遗憾。
4、比朱学勤还臭。
5、还不错。
6、这本集子是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其中对五四的一些反思写得挺启发人的。
7、选文太显芜杂，观点也不尽赞同
8、中国学者最缺的不是标新立异 而是这样有良心和有常识的踏实之人 书中对更好地理解卢梭和黑格
尔有很大的帮助 无法忘记这样一句充满禅意的话“相比做世间的光 我更愿意做世间的盐” 因为光还
是会发光发热 而盐已经淡淡的融化了 向这样的老先生致敬 深深感到惋惜
9、很深刻，特别是关于“五四”和极端主义根源......部分文章与《沉思与反思》有一定重复。王老自
己评价《九十反思》是自己“思想成熟期的作品”
10、这个应该是两年前看完的了，在兰州去格尔木的路上抑或是回来？反思一直存在，现在都是
11、大二读的，印象里还不错
12、这批文章在其他的文集中都看过，谈顾准、张中晓、杜亚泉的文章，观念都差不多依然是启蒙主
义的立场。文字稍显冗长，不耐读。
13、“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适与贵族同化，穷与游民为伍，遂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这种人有两
面性，一面夸大傲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妗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
面则是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14、王元化
15、真诚的思索。但偶尔给人以居高临下之感。
16、王老对五四的反思，仔细思考会发现，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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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九十年代反思录》是元化先生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思想史研究、文化艺术评论及人物述评等
诸多方面的文章的一本重要合集，较为完备地反映出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思考和反思的思想历程。其中
，既有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又有对公民意识的溯源；既有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对理性精神的认
识；既有对高调民主的厘清，也有对意图伦理的深究；既有对黑格尔美学与知性论的学思札记，又有
对京剧、莎剧等艺术形式的文化笔记；当然，还有贯串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内容的，对于“五四”
精神和九十年代以及作为思想史研究和反思对象的自己的反思。我自2016年1月24日借出以来，至此已
先后细读三遍，对元化先生在此书中所凝结成的对于上述若干方面的观察、理解、思考与反思备受启
发。按照反思内容的不同主题并结合我个人的相关问题意识，我将分别从以下十个方面以书评的形式
，夹叙夹议，顺摘顺评，试图向朋友们展现和分享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的反思以及成书十五年之后作
为晚辈和后生我对其反思的反思。（一）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在元化先生的观察和思
考中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作为“反思的时代”的主题。然而，他的意见与海外某些学人把现代知识分子
划为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三类或大陆上习见的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左、中、右而使每
个人都穿上号衣的分类法并不相同，不是把左的称为激进，右的称为保守。按照元化先生的理解，激
进主义是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元化先生首先在哲学基础
上否定了黑格尔意义下的“具体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内”这一命题，并认为
这只是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而并不存在于现实中——普遍性愈大，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
性则愈少；设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并使这种概况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只是美
好的空想。究其根源，元化先生为激进主义找到了三个思想源头，一个是最早进入中土的西方革命思
潮中的无政府主义，二一个是中国百年来改革多遭挫折，三一个则与中国历代的农民运动也有着一定
的关联。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的过程中，元化先生认为学术界对激进主义思潮的重估与同情，也是由
于受到“五四”庸俗进化观的影响。但是，他也同时明确指出，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
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爱国者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但是，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未
来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最后，元化先生反对对于那些因改革屡遭失败与社会过于
黑暗而成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加以嘲讽——他们往往是很高尚的，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往往能
够启迪后人，但元化先生并不会因此改变他对激进主义的看法和态度。（二）对公民意识的溯源对公
民意识的溯源，首先从常识出发，元化先生认为这是所谓“国民劣根性”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他看来
，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以致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采取了一种不关痛痒的冷漠态度，这是形成长期缺乏公民意识的主要原因。进而，倘使每个公
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认为讲公德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倘使没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
无论依靠来自外面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也是无济于事的。接着，元化先生梳理了卢梭及其社会契约
论意义下的“公意”，并认为这是《社会契约论》全书的核心。在这里，公意是相对“众意”而产生
的，公意的产生过程，就是众意的克服的过程——“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自
的利益”。在卢梭看来，从私意到众意“一度聚合”为物体变化；从众意到公意则是“二度聚合”，
为化学变化，从化合产生一种新的东西“公共人格”，或称“道德共同体”。进而，元化先生通过对
卢梭的公意、众意、私意和黑格尔的普遍、特殊、个体的比较，进一步明确指出公意永远应该是主导
并且是一切其他意志的规范。而在确认公意的的问题上，元化先生借鉴了张奚若先生在《社约论考》
中的算式方法，即“公意是私意之差（（a,b, c）），众意是私意之合（[a,b, c]）。”（三）对东西方
文化的理解元化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论战始自杜亚泉。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
中主张东西文化各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并称西方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方是外向的，中国是内
向；西方尚竞争，中国尚和平。因此，他将西方归为动的文明，东方归为静的文明，认为动静应当互
补，各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与此同时，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更进一步发挥此
意，而李大钊于一九一八年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也取“动静说”，认为“东洋文明主静，
西洋文明主动”，并将东西文明说成是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与
此相对，陈独秀对调和论持反对意见最为坚决，认为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
明”，反对调和论。此外，胡适则不排拒传统，但以西学为主体，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调和论
；而吴宓则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体，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亦不主调和论。（四）对理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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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反思录》

神的认识元化先生对于理性精神的认识源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魅力的耽迷，特别是为黑格尔哲学那
强大而犀利的精神力量而倾倒。元化先生说，他觉得它似乎有一种无坚不摧，可以扫荡现象界一切迷
雾而揭示其内在必然性的魔力并蕴含着一股清明刚毅的精神。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前向听众所做的
《开讲辞》中曾说道：“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
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
受。”正是其所体现的文艺复兴以来对人和人的思想充满信心的那种坚毅的人文精神，在那些愁苦的
岁月中增加了元化先生的生活勇气，使他在隔离中不致陷于绝望而不可自拔。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元
化先生在《文学沉思录》中曾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中引用了他论述黑格尔哲学的一段话：“真理—
—思维的最高目的；寻觅真理去，因为幸福就在真理里面；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理，它是比一切不真
实的东西更好的；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不要在随便什么结果之前让步；他应当为了真理而牺牲
他的最心爱的意见。迷妄是一切毁灭的来源，真理是最高的幸福，也是一切其他幸福的来源。”（五
）对高调民主的厘清元化先生对高调民主的厘清来源于张灏教授对于西方民主观念两种类型的概括。
在张教授看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吸收和认同的是西方社会的高调民主，分别表现为从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为要件的民族主义观点和儒家仁政和大同社会的理想为基础的传统道德的社群取向。然而，无
论近代知识分子舍弃了传统的圣贤君子的政治观念，还是现代知识分子宣扬群众是历史的动力说，事
实上，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观念始终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中退位。相反，二者以某种奇特
、悖论的方式结合着，由此我国转型期的民主思想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一倾向，在今天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观念中也常常地出现。在此，元化先生指出，如果不对民主的源流、历史的发展
以及今天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亦即批判精神——那将形成一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高调民主。他
曾引用一位思想家的名言：“正因为人性有恶，所以民主是需要的。正因为人性有善，所以民主是可
能的。”与之类似的还有丘吉尔的经典论述：“民主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今天还没有比它更好
的制度，所以我选择了民主。”（六）对意图伦理的深究元化先生对意图伦理的深究源自马克思·韦
伯的概念（an ethic of intentions）和杜亚泉在《何谓新思想》中关于态度和思想的争辩。就前者而言，
这种“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要先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
，反对什么的问题”的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
因而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见。就后者而言，杜亚泉认为
态度是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而思想则是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二者不能混同。接
着，就蒋梦麟“新思想是一种态度”的观点，杜亚泉则认为，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先改变
感情与意志，然后能发生新思想，是将人类的理性为情欲的奴隶，也是西洋现代文明之病根。进而，
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意图伦理又往往成为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化的基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知
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把屁股移过来”的所谓要义也无疑让所认识的真理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然
而，与之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思想领域的另一问题即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即对于人的力量和理
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而不承认人的精神能力的有限性。（七）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在对“五四”
精神的反思方面，元化先生首先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
之争”或“新旧之争”（尽管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
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至少包括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
”这“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其次，元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
四”文化思潮，但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与此同时，
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时代却是“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的主要内容。接着，元化先生将目光投
向“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第一、庸俗进化观点，这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
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第二，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
、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第三，功利主义，使学术失
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第四，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
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
放在首位。最后，元化先生还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更不完全反封建。“
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以及对在国学研究方面的两门显学（晋鲁胜
为之作注的《墨辩》和佛学唯识论和久被遗忘的《因明人正理论疏》）是重视的。（八）对九十年代
的反思在对九十年代的反思方面，元化先生不同意朱学勤把八十年代成为启蒙的年代，而把九十年代
称为反思的年代，并声称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的启蒙的反动的说法。在他看来，这种说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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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眩人耳目，但却是以牺牲具体事实为代价的。元化先生不认为对“五四”的重新评价就是对启蒙的
全盘否定，而对那些把启蒙只限定在“反叛、决裂、扫荡，是部分到整体的破坏”或者“对传统文化
——社会结构的彻底性颠覆”这种激进主义的范围内的提法，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的观点定于一尊。同
时，他对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所谓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因而九十年代的反思就形成了“
学术出台，思想淡化”，或今天更进一步的“学术压思想”诸如此类的意见并不同意。在他看来，今
天仍然应该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最后，元化先生将其对九十年代的反思上升到历史
和逻辑的关系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过分相信逻辑推论，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就会形
成以抽象代替具体的弊端。历史的发展固然可以从推考出某些逻辑性的规律，但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
一的，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是可以根据逻辑推理，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的。（九
）对黑格尔美学的认识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美学的认识首先集中在对于审美主客关系和审美活动中的人
的能动性的认识。在黑格尔的意义下，文艺创作过程中，心灵的现实化和现实的心灵化一直在交错进
行着。文艺创作所反映的现实不是现实世界的自然形态，而是心灵化的现实，从而使艺术美区别于自
然美。同时，文艺创作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是精神世界的抽象形态，而是现实化的心灵，从而使以
形象为特征的艺术区别以概念为特征的科学。其中，黑格尔在对有限智力和有限意志的批判中强调了
“主观自确定作用”所含有的审美活动的主观能动性，这与他所坚持的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着
的理念和精神是第一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相一致。因此，他明确指出，有限智力的局限则在
于没有认识到人的认识历程是理念的自身活动，由自在阶段向着高级自在自为阶段的不断深化，而要
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概念，就要依靠主观的自确定作用，使理念回复到自身，达到主客观在自在自为
的更高阶段上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在概念与实在的统一里，概念仍是统治的因素。”然而，
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美学体系的局限即在于，他断言心灵和心灵所产生的艺术美高于自然，认为只有
心灵才是真实的而涵盖一切的，所以美是理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同时，自然美只是心灵美的反映
，而且自然本身是有缺陷的，因而自然美所反映的心灵美知识全然不完善的粗糙形态，并不能完善地
显现美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他的艺术清洗的理论。由此，元化先生将黑格尔美学中的审美
主客关系延伸到京剧和西方戏剧的比较重。元化先生指出，西方戏剧重写实（“摹仿自然”），京剧
重写意（“比兴之义”），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在对待或处理审美主体（心）和审美客体（
物）的关系上所遵循的不同立场和原则。以及，这两种不同的戏剧观和艺术观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
·物色篇》中就有所体现，认为心既要以物为主，物也要以心为主，相互为用，以期心物交融，善入
善出。（十）对黑格尔知性论的认识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知性论的认识，建立在康德认识论的“感性—
知性—理性”之上，并经黑格尔所赋予上述三个概念的不同涵义和具体阐述。同时，马克思也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类似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表述方式，即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
感性）—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知性）—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理
性）——“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从感性过渡到知性，
从知性过渡到理性，从而克服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片面性和抽象性，而使一些被知性拆散开来的一
些简单规定经过综合恢复了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达到多样性统一。因此，在黑格尔的意义下，理性
涵盖并包括了知性，而知性却不能理解理性。就知性的特点而言，首先，知性坚执着固定的特性和多
种特性间的区别；其次，知性坚执着抽象的普遍性；最后，知性坚执着形式的同一性。因此，由于知
性具有上述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当我们用知性的分析方法去分析对象时，就往往陷入错觉；不过，知
性在一定限度的范围之内也有其一定的功用，成为认识历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理智
便不会有坚定性和确定性”。（完）张熙2016年3月14日-18日于上海国金中心
2、对黑格尔的美学，我们是敬而远之的，因为晦涩和“唯心”。当年是因为王元化才关注黑格尔美
学的。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在感性中的显现”，“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一切存在的东西只有
作为理念的一种存在时才是真实性，因为只有理念才是真正实在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是“头脚倒
置”、“唯心”的，但却是现实的、有解释力的。“黑格尔提出的极有价值的美的法则，为什么这样
被人漠视，甚至研究西方美学史的专家也往往弃之不顾，觉得不屑一提？”对黑格尔美学思想有着极
深研究的王元化感到深深的诧异。美学，无非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是“心物一体”的
。到了后来，才非要分出个第一第二，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只知一分为二，不知合二为一。黑格尔
把理念看作先天的一个客观存在，我更愿把它当作艺术家苦苦修炼得出的一个正果，这个正果就是进
入艺术殿堂的通行证，这样一个正果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也许并不重要。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划分为自
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等级，马斯洛把人生需要分为更细的七个层次。不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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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划分，艺术都处于最高境界和层次，并且每超越一个境界或层次，都需要更多的觉解。还是应了那
句话：艺术的超越源于人格的超越。艺术家的修炼是文化的视野和积淀。而关于传统文化，我们绝大
多数人是失忆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越来越淡漠。在文化荒凉孤寂的背景下，需要多长时间
、会有多少人修得正果？最近，和于明诠老师看了两次京剧，不能说演员水平有多高，却也是尽心尽
力的，但台下观众寥寥、精彩处的叫好声寥寥。不禁一丝丝的悲凉从心中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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