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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读百年》

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1卷)(上下)》旨趣，大抵如书名所示。兹就编写中有关问题稍
作说明：一、《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1卷)(上下)》所谓“百年”，原则上是指自1900
年以来亦即20世纪已经过去的岁月。全书分作5卷，每卷约涵盖20年，是皆取其大体时限，而非以精确
之年月日为断。
二、《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1卷)(上下)》收文范围以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出版）者
为主，对最近50年的取材尤其如此。这除了有其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主要还是为了主题突出，视点集
中，亦有容量、体例和现实等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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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次
第一卷
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进化论的广泛传播
译天演论自序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
及其略传
天演进化论
驳康有为书
进化与革命
进化之三时期
俱分进化论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哲学
《进化》杂志宣言
二、比较、判断，更是选择
――“东西文化”问题论争
劝学篇
论世变之亟
开通学术议
文化偏至论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吾人最后之觉悟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新旧思潮之激战
洪水与猛兽
《新潮》发刊旨趣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
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新旧与调和
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
西方文明与中国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三、东方醒狮的初吼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革命军
民族主义论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
大会的演说
讨满洲檄
绝命书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
命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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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心理的国家主义
四、热烈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
民主与科学的倡扬
专制之结果
箴奴隶
科学史教篇
敬告青年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偶像破坏论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科学万能之梦
危险之塞耳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
主张
五、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
从文艺启蒙到文学革命
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文学小言
摩罗诗力说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革命论
我之文学改良观
论应用之文字亟宜改良
怎样做白话文
致蔡鹤卿书
复林琴南书
荆生
思想革命
文学革命之反响
复王敬轩书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我之文学改良观
六、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新史学的兴起
中国史叙论
新史学
中国通史略例
信史
独史
中国历史出世辞
国学微论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
七、走教育救国的路
――新教育思潮的勃兴
教育政策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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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书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民国教育家之任务
――在北京教育界欢迎会之演辞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
说新教育之弊
今日之教育方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杜威的教育哲学
新教育
八、女子者，文明之母也
女权的觉醒
哀女界
女子家庭革命说
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
《留日女学会》题辞
《中国女报》发刊词
《女报》发刊词
女权平议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战后之妇人问题
废娼问题
女子人格问题
男女社交公开
结婚问题之研究
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
贞操问题
我之节烈观
女子解放论
离婚问题
避妊问题之研究
九、读出了“吃人”
――“打倒孔家店”！
致陈独秀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吃人与礼教
孔子与宪法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
思想变动的原因
孔子平议
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狂人日记
古迷
《吴虞文录》序
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社会改造思潮高涨
少年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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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论中国改革之难
中国立宪问题
《革命军》序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
《民报》发刊词
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破恶声论
青春
《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
新纪元
一九一六年
除三害
《民报》之六大主义
创刊宣言
民众的大联合
致毛泽东信
十一、北方吹来十月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绪言
Bolshevism的胜利
庶民的胜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社会主义史》序
谈政治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我的社会主义讨论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现在与将来
致毛泽东信
十二、究竟该怎样解决？
“问题与主义”之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问题与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
新思潮的意义
学者的良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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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天演进化论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有景教士马尔图
者著论云：人民生齿日繁，地产虽增，必有不足养之一日。达尔文家学生理，因读是书而作《惟念》
，谓世间种类既以日蕃，而所具能力多异，或强，或弱，或黠，或愚，或捷疾，而或迟钝。然则当不
足于养之时，是虽强、黠、捷疾者，其得食而存之数岂不以多，而反是者岂不邻于馁绝乎？不宁惟是
，势必强、黠、捷疾者，其种多传；而弱、愚、迟钝者，其种易灭。此即达氏《原种》书中《天择》
一篇之所深论也。案《原种》一书印行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是时，斯宾塞氏方运至深之思，著为
《会通哲学》，言一切自然之变，名天演学，见达氏之说，翕然欢迎，而以最适者存，诠达氏“天择
”之义。天演西名“义和禄尚”，最先用于斯宾塞，而为之界说，见拙译《天演论》案语中。如云天
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方其用事之时，物质由浑而之尽，由散而之凝，由纯而为杂，质力相缄
，相与为变者也。今欲取此界说所云，而一一为之引证，此诚非鄙人所暇及。故独举似其语，以为诸
公研究之资，而本日所欲特标而求诸公留意者，则有达尔文所发明之二例：其一即天择，所谓各传衍
最宜者存；其二则先世所习传为种业。至今学者于第一例翕然承认，以此为天演最要功能，一切进化
皆由于此。其第二例虽为达氏所笃信，而学者则不必以此为信例。彼谓祖父虽有薰习，然与体性所原
具者异，其效果不必遂传。德人怀士满驳之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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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料性的书，有用
2、历史的先声！文章比较经典。可惜没有收录警世钟和猛回头。
3、买了好久了一直没有评论。老公一直在看，很好的一套书。
4、好书
5、这就是昨儿说的那套书
6、主编是张岱年先生，其实很多都是这个治学团体写的。精装之品，看上去很舒服。内容多多涉及
民国过渡之一段时间，是晚清走向共和的民国阶段，书中很多是当时大家的原话，可见史料还是可以
的。不过堆积太多这样的，反而看不出编辑者的观点，呵呵，值得读但收藏呢还需考虑会。
7、非常赞的一套书！
8、资料用书，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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