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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石，1936年2月15日生。1948年毕业于东台天霞镇中心国民小学。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任教。1962年1月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1994年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中华民国史》《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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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关于宣南诗社康有为谋图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袁世凯《戊戌纪略？的
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
建汤化龙密电辨讹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论《天义报》刘师
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关于孙中山
“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宋明道学
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读蒋介石未刊日记中山舰事件之谜中山舰事件之后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
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
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案“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
——读美国喻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蒋介石与1937年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世名人
未刊函电过眼录“桐工作”辨析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豪门之间的争斗——宋子文
档案管窥之一傅斯年攻倒孔祥熙——读台湾所藏傅斯年档案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浦——读美国所
藏孙光甫档案幽居流离日，爱国情愈炽——读张学良未刊日记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记——读张学
良档案主要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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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辛亥革命前，有三种人都宣传过一种名为国粹主义的思想，一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突出的代表
人物是张之洞；一是日益退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是革命派阵线中的某些分子，如章炳麟和《国粹
学报》、南社中的部分成员。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是一向自视为“诗书上国”和“礼仪之邦”的，为
了维护其统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封建文化，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鸦片战争后，清王
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仍然拒绝任何改革，拒绝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学习任何一点进步的东西；这一集
团中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可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之学，借以加强镇压人民起义的手段，
但同时认为必须保持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完整性和神圣性，于是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口号。这就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逐渐开
展，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宣传封建文化的努力也愈为加强。19世纪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民主、民权思想，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近代中国
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于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便刊刻了《劝学篇》，标榜“教忠”、
“明纲”、“宗经”、“正权”、“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企图巩固封建文化对人民
的思想统治。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革命派大力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
平等、博爱等革命理想，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进行了勇敢的抨击，并在论战中击败了改良派。近代
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革命派不仅从事理论宣传活动，也在加速政治组织工作和武装起
义，清王朝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因而，它也就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和复古思
想。1906年，清王朝规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纲为教育宗旨，同年，从刑部主
事姚大荣请，以孔子为万世师表，诏升大祀。这一时期，它宣传封建文化，更提出了一个漂亮的名目
，这就是保存国粹。在1903年清王朝颁布的《学务纲要》中即规定各级学堂必须“重国文(指文言文及
古代典籍——引者)以存国粹”。1907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成立存古学堂，并给清王朝上了一个奏疏
，大意是，当时正是“道微文敝，世变愈危”之际，他经过经年的筹计，殚心竭虑，商榷数十次，发
现只有“存国粹”才是“息乱源”的最好办法。什么是“国粹”呢?这就是“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
技能、礼教风尚”、“文字经史”、“历古相传之书籍”。对于这些，均应“专以保存为主”。他说
：    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近来学堂新进之士
，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能睹闻，至有议请罢四书五经者，有中
、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课者。⋯⋯此如籍谈自
忘其祖，司城自贱其宗。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
有洪水猛兽之忧。①可以看出，所谓保存国粹，其目的是抵御当时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新思潮、新文
化，抵御资产阶级对封建文化所作的批判，从而挽救清王朝的垂死命运。张之洞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统
治者的赞赏。“上谕嘉勉”，于是全国各地遍设存古学堂，尊孔复古之风大盛，保存国粹的调子高唱
人云。    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也逐渐加入到清王朝保存国粹的合唱队里。原先，
改良派曾经对封建文化作过一点批判，但那是极其有限的。他们都无例外地美化中国古代文明，主张
采西学而不否定中学，孔孟之道、六经之学仍须发扬。这时，由于他们的立场已从批判封建制度转为
维护封建制度，因而，也就转而从封建文化中找寻救命灵丹。1902年，梁启超曾筹创《国学报》，认
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②。1910年，在办《国风报》期间，更
对“举国不悦学”，“动弃吾之所固有以为不足齿录，而数千年来所赖以立国之道遂不复能维系人心
”的情况表示忧心忡忡，而致力于中国美好的“国性”和“国民性”的宣扬。康有为“八年于外，周
游列国”，考察了西方的许多国家后，突然发现中国的历史简直好到无以复加：“吾国经三代之政，
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所以他认为应大呼“孔子万岁”③。在他
看来，当时中国比西方所差的只是“工艺兵炮”。辛亥革命后，更发表了所谓《中国颠危在全法欧美
而尽弃国粹论》。严复于1906年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发表演说，斥责西学少年“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
，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他提倡中国的天理人伦和教化风俗，认为应“一切守
其旧者”，“五伦之中，无一可背”。④    在行将被人民革命浪潮淹没之前，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和它
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抓住封建文化这根救命稻草来挽救自己，这就是他们高喊保存“国
粹”的实质。P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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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在这块领域，容不得任何歪曲和虚假，也不
能允许一切有意的粉饰、增减与遮掩。中国近代史有广大的原野需要开垦，离开了历史真实，一切解
释、分析、评价、褒贬都是沙上楼阁，无论多么高大辉煌，终究容易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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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像杨老师这样专注一个事情几十年 太难得了
2、这样一位大家,去读他的文章吧
3、杨天石由文学研究入近代史研究，对新文学特别是民初文坛史料用力甚深，如陈寅恪所说“吾人
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
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不横斜哪得生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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