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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龍的蛻變》

内容概要

本書在內容上可以大略分為兩部份，前半以中國受到外來文化及武力衝擊後，如何自處、自省、自強
為主軸；後半則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以及兩岸各自發展建設，暗示一個大國的重新崛起。前半
部以元明時期海上交流與貿易展開序幕，敘述中國與各外來文化交流的情況，從一開始的天可汗心態
，以天下共主自居，漸漸以感興趣、好奇的神態接納了外來的科技與宗教，再到最後由於禮教民情不
合而引起衝突，最終至鎖國，而下一次再度開啟大門時，則是西方列強帶著堅強的武力與經濟而來。
在這段過程中，中國其實一直處於被動，不論是「天下共主、諸侯來朝」的階段，還是到後來基督教
的傳播皆如此，幾乎從未自己尋找文化交流的機會；中國唯一採取主動的時機只有鄭和下西洋。而在
此之後，中國的對外關係越來越保守，而在十八、十九世紀這樣的帝國主義年代，中國的保守無非讓
西方各國不滿，衝突也因此激烈，這時中國才開始變法、自強、維新卻也太遲。
到了書的後半，時序進到革命成功、政府建立、緊接著一連串的北伐、對日戰爭與之後內戰，若以幗
珉政府的角度來看，當然是節節敗退；但若以人民解放軍的角度來看則是越戰越勇。而後，雙方各自
在兩岸建立穩定的政權，各自走上不同的政體與建設之路，儘管皆艱辛坎坷，也在爭取自由民煮的過
程中犧牲了許多生命，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兩岸雖為不同的政權，但同為中國人的血，正在各方
面一步步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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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龍的蛻變》

精彩短评

1、台湾学者的大陆近代史入门最新教材，毫无新意，就是一开始提到了“南海一号”，为何评分这
么高？
2、一般以下，新意在哪里？
3、其实看的是天兒慧的巨龍的胎動 豆瓣把日版的條目也刪乾淨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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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龍的蛻變》

精彩书评

1、没有正确的修史观，就无从厘清历史的真实脉络中国向来都是后朝为前朝修史，是是非非自然是
为后朝服务。自小就学的近代史课本，本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当时怎么也想不清楚。看完这本书，却
觉得明白了许多。原来不是年少的我理解不够，只是课本根本没法说清楚。中国向来所谓成者王侯败
者寇的文化，失败的总要背负过多的责难。但是如果拿公正仁义的另外一套标准来看，是非又可能完
全颠倒。历史充满偶然，永远无法倒退，站在不同立场看到的问题就不一样。若干年后，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
2、东京每年举行的国际书展，中文书刊的角色总是毫不起眼似有若无。大陆的出版社会有几家，但
展出的出版物往往除了中医便是地图，以及汉语学习教材。有一年总算看到了一家名叫五南的台湾出
版社，居然有一些人文类书籍，不禁大喜过望。后来，借助五南参展员工赠送的该社书目，发现他们
在出版文化、学术著作方面的成就相当可观，就通过网络订购了一些感兴趣的书刊，水准也值得信赖
。这本巨龙的蜕变属于五南推出的文库系列，目前大约已有20余册。五南负责人杨荣川在发刊词中表
示，文库追求价廉质优，故采用了便于携带的小开本，取代“知识的沉重与昂贵”。我对此深以为然
，看到那些厚重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就令人头痛，毕竟，一本书中的智慧或娱乐本与形状装潢全无关联
。前面说到的三民书局文明丛书系列也是小开本，不知道大陆的出版业界何时能借鉴对岸。杨荣川说
身为出版业老兵，对当代人阅读知识的减少而倍感惭愧，以文化、学术书籍为主导的五南责无旁贷，
“不信东风唤不回”。这份理想主义的表白，让人多少有些感动，虽然我们心里知道，“东风”大抵
是一去不返了。话题回到本书的内容。之前读过主编高明士（台大历史系主任）和李君山、杨维真的
著作，高明士的研究领域是东亚古代政治与教育发展；李君山则以抗战史见长，上海南京保卫战堪称
该题材的出色专著；杨维真则专攻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龙云与中央的关系一书很耐读。因为对这几位
作者的信赖，我希望看一看他们又是如何论述中国这一百多年的跌宕历程。几位作者都没有什么惊人
立论，更谈不上故弄玄虚，行文处处可见一种宝贵的平和心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秉持
设身处地下的理解与同情，避免了今人常见的偏执。譬如说戊戌变法袁世凯告密，以“自身利害考量
⋯⋯可以理解”；又如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上，并不否定其底层民众救亡运动的性质，“其行可议，其
情可悯”。当然，没有所谓的新论或怪论，并不等于书中缺乏有价值的独特思考，如在较早开眼展望
世界的知识人中，书中提到较多的是冯桂芬，而非其它声名显赫者。另一个值得赞许处在于，对清季
的自强运动，书中说评价其成败不易，因为端看你持何标准，而与其争论其成败，不如审视运动期间
遇到了何种障碍更有意义。该书对近现代诸多事件都有类似观点，我以为甚是。中国这一百余年来的
种种变故鼎革，人们往往都要以成败评判其意义，而成败与否确实根据标准浮动有不同理解，于是乎
，双方为各寻论据，不惜以偏概全颠倒黑白。在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心态怂使下，本来或可成功的也
流于失败，不啻一大悲哀。全书若有一个主题的话，应当是中国进入世界的过程，这个进入绝非主动
为之，而是被外力生拉硬扯，暴力胁迫。中国进入世界带来的蜕变，直到今天还没有完结，仍在继续
演化当中。四位作者对此的共识，体现在他们没有局限于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把目光推至宋元以前，
东亚以外。尤其是现代史阶段，中国已经无法自外于世界，即便是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亦然。在对这个
进程的梳理中，虽然是台湾学者，却写出令我深感有趣的一段话：“自强的缘起出自不得已的情势，
运动的目标只是消极性地吓阻西洋各国进一步入侵，并非积极地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并
没有规划出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和蓝图。遇到什么危机，赶紧因应一下，造成运动缺乏整体规划，通
盘考量，只有零碎的模仿，没有全面的学习。而且，既然是基于危机做出的因应，一旦危机解除，改
革的步伐很容易就缓慢下来，有些建设甚至原地踏步。”（第三章：富国强兵的追求与幻灭）把这段
话拿来对照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来的表现，可以说颇堪寻味。或许是几位作者都执教鞭的缘故，在文风
上皆娓娓道来，从容稳健，不刻意作学术专著的高深样貌，这大概也符合文库的题旨。就文笔而言，
撰写第三四章的陈俊强给我深刻印象，其汉语有今日已不多见的典雅。这本书若能成为有志学习历史
的青少年之引荐性读物，实在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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