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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前言

一、前言军人出身的蒋介石（1887—1975）是一位具有浓厚帝王性格的政治强人，一生在政治上起起
伏伏，在此一过程中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本系列研究拟透过日记、来往书信、文章与档案等史
料，以不同的个案来探讨他对知识分子的评估、及与各类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民国年间中国思想界
有四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分别为：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思想。这四种意识型态
也分别对应于四类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支持并重用倾向三民主义与新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与争
取自由主义者，同时批判左倾的知识分子。本文的焦点则是放在蒋介石与梁启超（1873—1929）之间
的关系，探讨作为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立宪运动的推动者与新儒家重要源头的梁启超，对于蒋介石
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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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研院学人文库丛书之一，内容包括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民国
人物与思想三个部分。所收论文，涵及黄克武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人物等相关文稿，展
现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与中、西多样思潮交织互动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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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克武 1957年生于台北板桥。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兼所长，台
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著有《一个被
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金山乡志：政事篇》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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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甲编：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
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
一、前言
二、清中叶以降经世思想对公私问题的讨论
三、以君民共主或民主来实现大公无私
四、自主之权、絜矩之道与公私
五、自由、权利、国民与公私
六、开明自营与公私
七、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公私观
八、结论
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义与渊源
一、前言
二、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特点与演变
三、清末民初中国民主思想的解析
四、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与清末民初民主思想之差异及其诠释
五、清末民初民主思想的渊源：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六、结论
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
一、前言：转型时代的词汇竞争与文化想象
二、西方两种民主传统：弥尔主义与卢梭主义
三、两种乐观主义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特征
四、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与“意识本位的历史发展论”
五、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支流——严复、梁启超与中国式的弥尔主义
六、结论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发展：从严复到殷海光
一、前言
二、自由主义是什么？
三、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挫败
四、“三个缺失”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面貌
五、新儒家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反省与批判
六、结论
乙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
一、前言
二、清代墨学的复兴
三、《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墨子学
四、一九二○年代梁启超的墨子学
五、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特点与评估——代结论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延续与断裂：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
一、前言
二、任公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并蓄：阳明学与任公思想的取舍问题
四、结论
魂归何处？梁启超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再思考
一、前言：从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辩论谈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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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铸造“国魂”：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四、“中国不亡论”与“国性”说：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五、余论：“游魂说”与“新启蒙”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
一、前言
二、实证史学、道德知识与形上世界
三、镕铸一炉——新康德主义与佛儒思想会通下的新史学
四、任公史学思想的评估——代结论
梁启超与康德?
一、楔子：梁启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学者对梁启超译介康德之评估
三、从カント到康德：梁启超对康德中国图像的建构
四、梁启超对康德思想的阐释与评估
五、结论
严复与梁启超?
一、前言
二、严梁之初识：戊戌变法前夕
三、严梁“交锋”：戊戌之后
四、结论
丙编：民国人物与思想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
一、前言
二、康有为之孔教思想
三、孔教运动之展开及儒家是否为宗教之辩论
四、国教问题之争论
五、帝制、复辟与孔教运动之衰微
六、结论
钱穆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
一、前言
二、钱穆史学中的政治与学术
三、钱穆的学术思想──经学与史学合一
四、钱穆的政治见解——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五、结论
胡适与赫胥黎?
一、前言
二、以人治对抗天行：胡适初遇赫胥黎
三、作为方法的赫胥黎：萨迪法则与清代考据学的会通
四、存疑主义、科学主义与知识的范围
五、结论
蒋介石与阳明学：以清末调适传统为背景之分析
一、前言
二、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与近代中国的阳明学
三、蒋介石与日本阳明学：继承与批判
四、结语
蒋介石与梁启超?
一、前?言
二、蒋介石的读书生涯、文人认同与思想倾向
三、蒋介石与梁启超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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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贺麟?
一、前言
二、贺蒋交往：一般文献中的贺蒋关系
三、蒋贺交往：蒋档中的蒋贺关系
四、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与蒋介石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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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民主制度在实行上也因为上述的因素而陷入一些难以避免的困境，如韦伯所胃的官僚
制度为专业的精英分子所垄断（民意无法完全表达，常常受官僚或既得利益者的歪曲与控制）、由于
思考能力有限与被思考对象过于复杂使人们有认知上的缺陷，无法充分了解政治上的因果关系与复杂
影响、由于花费过多时间于沟通与妥协导致缺乏效率，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警告的民主政治有
转变为暴民政治的危险等。 （5）由于人性上的根本缺陷与知识上缺乏可靠的依据，自由民主传统所
追求的是平实可行的目标，而非完全的成功或最高明的理想。例如希望社会中有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管
道是一平实的理想，但要求社会上财富、权力与声望的绝对平均的分配，使“每人得其所”，则为一
彻底的成功。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在目标上多倾向追求像后者那种绝对的成功。 （6）这些困境也表
现在墨子刻所谓的“三个市场”的观念之上，此一观念将自由社会视为一思想、政治与经济的市场，
而以后验性的历史事实来了解三个市场的黑暗面，亦即是了解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政治上私利的追
求与思想上的混乱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中是不易完全避免的。他认为最近美国的多数社会科学家都
同意一个国家要追求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化要将三个市场正当化（legitimize），否则不易成功。换言之
，必须要实行政治、思想与经济生活的多元主义。但是这三种多元主义不但带来政治经济的发展，也
同时带来不得不接受的一些“负面”的现象，例如民主政治一定带来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
、廉耻丧尽的政客；资本主义则导致特权阶级与既得利益者对升斗小民的剥削；思想自由更难以避免
出现放荡与不合旧有伦理规范的观念，以及思想的纷纭，亦即在这种社会之中法律的基础不是一种“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识，而只是一些关于公理与正义的辩论，然而这些负面的现象在三个自由
市场之中是合法而不易避免的。他特别强调近代中国少有知识分子完全理解并肯定三个市场，他们所
追求的是大公无私与没有政客的民主、没有阶级之间的剥削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以及上下一心而
彼此会通的思想界；当然他们也肯定多元主义，但却认定在实现真正的多元主义之后，不好的思想会
自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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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研院学人文库: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为中研院学人文库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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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精彩短评

1、转化与调适的分类真是屡试不爽啊
2、有人物，有历史，有理有据
3、这套书可购入
4、其中有好几篇不错，特别是与蒋公有关的，政治与学术的纠缠，值得推荐。
5、下了《近代变局中的历史人物》的订单，这本就放一放了。有个感觉，近代中国和现在中国是两
个世界，越来越缺乏可比性。
6、黄克武先生的书，读起来干脆利落，学术味浓，但不影响他的思想和闪光点
7、蒋介石与贺麟；钱穆的经与史统一
8、结论平平。蒋公几篇可参。
9、还是不如王泛森
10、论孔教、蒋介石与阳明学、清末思想的几篇很不错。
11、写得挺好的，书也不贵，没太发现错字，九州真是新晋良心社
12、本书下部讨论任公思想，不可谓不精彩！
13、读黄先生的第一本书
14、一小时就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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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的笔记-第420页

        脚注倒数第2行胡适日记“1941年10月12日‘当为”1943年10月12日“

2、《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的笔记-第135页

        《墨子闲诂》当为《墨子间诂》，这是孙诒让给大陆编辑下的一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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