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的重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的重建》

13位ISBN编号：9787508627403

10位ISBN编号：7508627407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文化的重建》

内容概要

断裂的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
碎片化时代，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
史学大家英时先生为今天的中国找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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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重建》

作者简介

　　余英吋先生简介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
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丈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丈与社会科学终
身成就奖。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作品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
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
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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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重建》

书籍目录

自序
论文化超越
文化评论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民主与文化重建
陈独秀与激进思潮
一一郭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运动》序
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
现代儒学的困境
“创新”与“保守”
资本主义的新启示
一一黄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序
费正清与中国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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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功利意识和重物质的观念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一般特色，但在中国现代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双方的
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一进入近代之后，俗世生活与宗教生活分裂为两截；西方人在俗世生活中重功利
与物质，但他们仍可在宗教领域内接触到超越的精神。此外西方的文学艺术也都早已分别构成各种独
立的领域，且已形成长久的传统。所以西方人仍可从这些领域内吸取精神资源以济俗世生活的偏枯。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俗世和宗教（或道德）一直是混而不分的。一旦功利、物质观念侵蚀了中国文化
，整个人生都陷于不能超拔的境地，因为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域可以发挥济俗的功能。以前曾有人慨叹
现代中国人过分讲实际、过分重功利，因而缺乏&ldquo;敬业&rdquo;的精神。很少有人真能&ldquo;为
知识而知识&rdquo;、&ldquo;为艺术而艺术&rdquo;或&ldquo;为商业而商业&rdquo;，甚至连游戏都不
免带有其他的目的。（这是萧公权先生的说法。）这可以说是&ldquo;工具理性&rdquo;的最高发展
。&ldquo;工具理性&rdquo;在西方虽然也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只要一察西方现代思想家对&ldquo;工具
理性&rdquo;批判之强烈以及为了重建&ldquo;超越理性&rdquo;所做的各种努力，便不难发现中西文化
在近百年来的差异所在。　　&hellip;&hellip;

Page 5



《中国文化的重建》

编辑推荐

　　断裂的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碎片化时代，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史学大家英时先生为今天
的中国找灵魂。

Page 6



《中国文化的重建》

精彩短评

1、中国文化在故去一百年的遭遇，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严重危机。所以在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再
认识尤显得重要。对余先生的文化忧虑感与危机感深表同情，希望以后这就是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自
觉使命！
2、在现实中却为什么这么无力呢
3、国家的强大，民主的建设，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这个大背景。
4、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
5、对民主的认识有很多槽点。。。
6、文章不錯，可為何中信總是給我以騙錢的感覺呢
7、终于买到了，开始慢慢读慢慢体会
8、通过此书，可以对余先生的观点进行初步了解，几篇短文所述内容各有不同。
9、余英时的书平实实在，没有乱炫耀理论，思路清晰严谨，有内在的说服力。
10、文化问题总是清风逐流云。
11、这本书前半部分内容很不错，后半部分全是各种序。
12、重现中国文化过去和现在的的矛盾，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及外来文化带来的冲击，并
试就重建的方案进行有益的探讨，其定义值得深思。
13、余英时对中外文化的解读，如一坛醇香温润的黄酒。
14、余英时先生曾师从钱穆、杨联升，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余先生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
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有比较高的学术造诣，其对文化的反思往往能发人深省。
15、近代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大师
16、有些闪光点,困于篇幅短小,阐发不多,建设略缺
17、单位读书班“修身”用书，反响不错。
18、此书收录文章皆为八十年代末所作，有着时代特色。余在此书中对传统文化的温情，是对当时偏
激的贬中思潮的一种回拨。在文章中，余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一再强调，今日之儒学，是在
后一领域有积极意义。然而，试图在公共领域发挥儒学作用的大陆新儒家，与不明真相的群众，总将
余拉入新儒家的阵营。
19、虽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觉得。。。。。。，但喜欢余英吋老先生的书，建议大家都读读。
20、没有什么感觉。除了说大学生那句话。
21、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余英时的文章都很有功力。只是这本新书里，很多都是以前写的老文章，说
不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免和期待的不符。但文章里很多语言、观点都显得放得很开。以前默认的
一些敏感的表达在这本书里也直言不讳了。这多少了弥补了文章的“旧”的不足吧。作为今年刚出版
的新书，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22、旧学积底距其师远矣
23、有很多名词看不懂 很多字不认识 想说他为何可以知道这么多事情
24、费正清那篇好像有删剪吧，我记得《会友集》《中国新史》里都有收过吧
25、大有收获，值得品读。
26、余英时的书是保证
27、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8、一般般吧，没啥实质性内容，有点混字数的感觉，实在是看不下去，翻了翻仍一边了
29、书中所包括的都是余英时先生有关如何认识传统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文化在当代意义的独特观点 
在现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 这种著作实在必不可少 加之篇幅不长 适合日常阅读之用 看论文看观点~
30、文化不需要重建   需要的是浴火后的涅槃
31、读大学时有幸听过先生讲座，受益很多，今再买书一读，细细体味先生思想
32、唯大视角方有新见识
33、受益良多
34、不知怎么归类这书了。有些话多少跟当局抵触吧。如果按照他的辩解，杨念群《中层理论》掉进
韦伯陷阱就是个无厘头批评了
35、下一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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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重建》

36、内容且不论，就这个编辑起码得枪毙五分钟。
37、好在是余英时，只有他才敢吧
38、建国以后就没有对文化建设过，一直是破坏，忘记了什么叫传承，和余教授一起思考吧
39、因为简介才买这本书，希望不要失望
40、后来才知道是曦阳很多年前在中信的时候策划的，推荐一个
41、正版，挺好的。便宜
42、还没开始看，是老师推荐的书
43、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一部论文集。虽然其中每篇文章长短不一，但每一篇读来都感觉很
好。书中提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超越”情绪，让我想到“以经济建设中心”有些类似于“经济
超越”，其实中国是否像历史的“谋划者”、“推动者”、“创造者”设想的和追求的那样达到了预
期的目标，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面对着今天这个急功近利、浮躁虚伪的时代，中国太需要文
化的超越了。
44、好书，要多读多送有缘人
45、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需要停下脚步来好好读读书
46、很期待，不晓得好不好看
47、　　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虽然，我对书中内容和书名的“不符”很不爽。这本2011年5
月出版的书，收录的内容是作者1988到1991年讨论文化和思想的文字。我的不爽就是看书名以为是一
本“系统”的书，打开一开，才知道是“片断”。还有一点不爽来自书的封面。上面写着：断裂的时
代，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碎片化的时代，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为今天的中国
找灵魂。我猜，这句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而非余英时所言。
　　�
　　�这本书不难读。两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可以读完。
　　�
　　�在《论文化超越》一文中，余说文化这个名词现在西方人用得很滥。黑社会或吸毒也可以被称为
某种“文化”。余说西方如此，我倒觉得中国当下不也是如此吗？文化一词因其广泛的意义而被借用
、滥用说明其价值存在。我在某地见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文化艺术一条街。这条街里除了有一家
裱字画的和书法艺术沾边外，还有一家摄影机构，拍婚纱和写真。除这两家外，其它都是诸如衣服、
餐饮、便利店等。我以为，或者叫商业一条街比较妥当。但，为什么叫文化艺术一条街呢？发展经济
搞商业，再正常不过了，但为什么会借用、滥用文化一词呢？当然，又或者某一天，文化这个词消失
了，没人谈论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吧？
　　�
　　�余说，例如经济生活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这种规律又达不到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准
确性。这是因为经济生活免不得受其它领域的干扰。——这真是句不错的话。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之前浏览过一本叫《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书，还有汪丁丁的一本叫《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汪丁丁在书中谈论过为什么要讲经济学思想史。我以为这或许是要求得到一种具有稳定性规律的思考
吧。文化同样不具备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我记得和一些朋友聊天，我总是被他们耻
笑。他们觉得文化很扯淡，说了半天，他们觉得你什么也没说。没有一样是确定的。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想，他们可能是学物理的。
　　�本文中，余还谈到，在各个思想学术的领域内，我们都可以找到“决定论”，但是现代的各种“
决定论”又不是任意的，它们背后有几十个共同的“基本假定”。大致来说，有些“假定”包括：物
质决定精神，有形决定无形，具体的决定抽象的，粗糙的决定精致的，下层的决定上层的，卑微的决
定高贵的，深层的决定表面的，等等。
　　�我对这段话不理解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下层的决定上层的，二是卑微的决定高贵的。或者我还可
以瞎加上几条：老板决定员工、有钱的决定没钱的、政府决定人民、地产商决定拆迁户、野蛮的决定
文明的、狠毒的决定善良的。加完一看，似乎并不在同一个范围内。既然加了，就留着吧。我的这些
想法，或许都来自平时所说得，类似发展才是硬道理、有钱才是硬道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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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重建》

　　�在《民主与文化重建》一篇中，余说，民主一词，希腊原始的含义，“民主”不过是许多政治形
式之一，而且当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民主”还不是品质较高的一种政体。⋯⋯所以伯力克
里在以后的雅典“民主”竟然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了。苏格拉底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被群众判处死
刑的。柏拉图终身反对这种暴民式的“民主”，不是没有理由的。余还说，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
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民主人格和修养，美国的民主建国会进行得那样顺利。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想过华文的发展。那个时候有些苦恼。和钝刀的一些想法也相左。偶然的机
会，我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时的华文玩过几次举手的民主游戏。看了《论美国
的民主》一书，才略有所悟。民主在美国是有困境的，为民主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在林达和
刘瑜的一些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除余英时所谈的内容外，我想美国的民主还不能忽略历史
的契机和美国的地理位置，当然还应该包括一批具有民主人格和修养的英国贵族。
　　�余说，反观中国，民主的唯一精神凭借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但不幸“五四”是一个未完成
的文化运动。由于外患的凌逼，“五四”很快地从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了。——人们忙着救亡去
了。
　　�文中还谈到——布鲁姆断定，思想界的不健康已严重损害了美国民主的运作：自由变成了放纵，
容忍变成了不讲是非，民主的多数原则变成了徇众随俗。⋯⋯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
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这些看法，也使我惊觉。如此说来，我们面对的“民主”不过是个早产儿。它远远没有孕育成熟
呢。从“五四”到现在，民主不过是口号。像文化被滥用一样，或许民主也不过是及时的充当了一回
替死鬼吧。
　　�
　　�在《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一文中，我突然想到了胡兰成。我记得胡好像是赞成殖民统治的。
他在《山河岁月》一书中，好像提到过，对于侵华的日本，自然会不战自胜。其原因可能是胡相信中
国文化。相信文明必定同化野蛮吧？
　　�我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深表怀疑。从近几年收到的一些邮件，QQ群的消息等可见，狭隘的民族
主义是有害的。
　　�在本文中，余说到陆象山、朱熹、曾国藩、阮元、张之洞等人很重视教育。中国人宁愿以老师而
非官吏的身份出现。常听到有人说，“好为人师”，这句话，或多为贬义。现在想来，这种说法或许
是由对西方文化的浅显理解和厌弃中国传统文化有联系吧。
　　�
　　�在《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一文中，余说，因为我国现代是整个天地崩塌
了，西方则是上帝死亡了。这样的危机不可谓不大。
　　�我在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了解了一点“礼坏乐崩”的知识。余用天地崩塌似乎
和礼坏乐崩意义不同。礼坏乐崩我以为会有复古的嫌疑。即便，整个意义的延伸已经和当时的事实相
去甚远。
　　�余还说，今天，集体的危机过去了，个体的危机比“五四”浅析还为严重，自我的失落是大陆青
年一代的普遍现象。⋯⋯在过去一百年里，最广为人用的集体性的意义符号，如革命、爱国、人民，
但现在已不起作用。
　　�这些话的启发，让我联想到“娱乐至死”。在一个群体中，不娱乐，会很难融入。一句话，你这
个人不好玩，没意思。就能把你拒之门外。我不反对娱乐，但反对娱乐至死。“反者道之动”按照冯
友兰的意思，通俗解释就是物极必反。娱乐至死走向极端了，也就会出现另外一面。全民娱乐本身就
不是一种多元的，健康的，丰富的人生信条。若疯狂娱乐之后，或有一丝空虚，在这一丝空虚之下，
寻找补充是必须的。若还以娱乐来填补娱乐带来的空虚，怕是会形成恶性循环。
　　�书中无疑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读这本书，只是想解决我生活在当下的一些苦恼。虽然未必有用
，但启发还是很多的。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
　　�汪峰有首歌曲，我很喜欢。从百度中复制如下并结束这篇读后感：
　　�
　　�语言类别:国语歌手名称:汪峰歌手类别:大陆男歌手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得象路边的一块儿石头
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地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我狂饮暴醉至天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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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重建》

为我害怕那致命的夜的清醒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昨天凯茜从我
这儿走了我知道我还爱她她说我就象粒空中的尘土她不能再和我一起漂亮荡荡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
一个美丽的结局所以我一定会面带微笑而内心在深深的哭泣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你听见了
吗妈妈帮帮我妈妈我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个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象一
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妈妈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终将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会对你说出我
的痛苦因为那是我最后的坚强妈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凝视着深蓝色的夜空我真想是那一颗颗
闪亮的星星有无数个同伴每当那失落的感觉包围着我我都会静静地望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忘记这
个世界还是它忘记了我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
帮我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
48、一直很想看！可是抽不出时间！等哪个周末空了！就把她一口气拿下！
49、其实喜欢这本书并不是因为这本书写的有多么伟大，说白了就是很普通的社科类文化书籍。令我
兴奋的是这种书，至少是公开表示不亲共的书籍可以在大陆光明正大的出版发行，证明了我们不仅仅
可以了解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同时也将越来越开明自由，当然这是双方面的，我们开明了外国、台湾
也将改变很多分歧和看法。所以，我想对愤青说一句，不是不够自由，而是因为你无知。
50、获益匪浅。历史真的需要认真对待。
51、GRE老师推荐的有深度的杂文，读过觉得很难懂！
52、重建之前的重点是重新认识！
53、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的分析，以及对中国自身文化一种深刻的剖析，是我们更加明白了中国文化的
精神。
54、耳闻已久，儒学大家，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值得一看
55、一本相见恨晚的书
56、可读。
57、始终相信真理掌握在史学家手中的。第一篇《论文化超越》起到提纲挈领作用，八十年代作，现
在看来犹觉清明
58、20年来有些东西变了，更多的努力开始了，可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比20年前更加艰难
59、高等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特别重要，因为民主作为一种纯政治形势而言，只能保证一人一票的平等
，但不能启人以向上之机。只有大学才是大家公认的学术思想的中心，是为民主社会树立最高的精神
标准的圣地——包括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在内。因此大学中的师生首先要能拔乎流俗之上，不能为社
会风气所轻易摇动。这是民主体制下大学和政府最大不同之处。政府必须“从众”，大学则唯理性是
依，有时不惜“违众”。
60、我们的哲学老师 极力推荐这本书 对余英时很崇拜。。
61、余英时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他的作品能够穿透到传统文化的深层次。
62、略有可观
63、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
64、虽然是九十年代的文章结集，但都非常有远见地预言到了当代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危机、政治制度
困惑、社会乱象的根源。
65、内容挺好，不错！喜欢大版本的！
66、读完全书，又重读边缘化、超越、回顾与展望、文化重建、陈独秀、五四遗产、资本主义新启示
等篇目。我在扉页写道：应当重视、值得重读、可为同道推荐的一本书。
67、看到一半了
68、大家之笔，大家风范，一代学者的社会良知，文化责任，深刻眼光，严密思维，令人折服受教！
69、有一篇说到自我的失落与重建，「说不定还是要从中国的诗文、庄子、禅宗语录中去寻找答案」
，「甚至可以在中国的诗词中去探求」，想起叶嘉莹讲的五代词和辛弃疾，真有暗合之感。
70、名家果然名不虚传，这里要特别赞一下出版社的“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有慧眼
71、余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史学者，一直力图找回中国人的思想，重建中国人的文化，我辈为其精诚所
砥砺，敢不三省吾身，为中华而思索？进而有所得，有所教，幸甚！
72、看到是中信出版社的，立刻打消了购买的念头。Amazon试读了一下，似乎并无对症下药的处方，
且看到“有删节”的评论，只好从购物车中删除。
73、p.69竟然把国立东南大学括弧说成现名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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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只是节选 还是全集好一些
75、配货迅速
76、写五四那篇又很有意思，把五四说成是打倒孔家店和全面的反传统是非常不全面的。五四时期有
很多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论战很多。
77、比那个石一歌的余秋雨的文章要深刻
78、这本杂文集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很多观点与平日思考所得十分吻合，余英时以学者的客观和严
谨，几十年磨砺的文字和学术功底，厚积薄发，言吾辈所不能尽言。此书当反复阅读。
79、有些思想很有启发性。
80、此书将中国文化的阐述纳入全球视野之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81、需要细嚼慢咽呵
82、但也有一些一厢情愿
83、看完了这本书，拿眼下时髦的话说，本书体现了余先生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84、很佩服的一位学者，个人与中国文艺复兴。。
85、余老的文化功底较为深厚，看问题侧重于从文化方面作出评论，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
较少。从着本书论述看文化、宗教的积累、沉淀是促使社会渐进和改良的基础动力。
86、值得一读，思路清晰。
87、”政治力量决定一切“使得文化失去了超越的力量。
88、多少有些失望
89、提欧诺个实用的
90、书中针对五四的一些反思值得借鉴。
91、中国文化的重建
92、题目骇人听闻，内容亮点寥寥。只有第一篇可看
93、文化是中国的地位很重要，余英时的书帮我们拾起中国的传统文化
94、这几乎是一本现在中国文化的病检报告，立论，说理，举例，论事，分析，语言都入情入理，格
调清新，文风朴实，阅后受益匪浅。
95、略有点不过瘾，总觉得余老先生加把劲可以写的更精辟更深刻
96、有启蒙之意.
97、余英时大师的书，非常好，很深刻
98、有一定深度，值得参考
99、老先生说事情让你觉得靠谱，语言既简白，又是经过考据比较的，深入而浅出的。透着股让灰扑
扑的我觉得晴朗的劲，就是看这书举一而反三，慢。
100、在中国文化重建之前,49年以后在大陆成长的这几代人很难说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了
101、这些书都是一口气买的，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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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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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09页

        文明秩序只能局部改进，不能彻底摧毁之后重新设计重造。

2、《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21页

        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这句话，一直
适用于中国。

3、《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35页

        他们并不向美国人宣传延安多么好，而是集中火力攻击国民党怎样践踏人权——暗杀、摧残言论
自由、逮捕民主人士，剥夺人民游行和罢工的权利等。这句话放到现在的中国就是：“他们并不向中
国人宣传资本主义多么好，而是集中火力攻击共产党党怎样无视人权——伤害、摧残言论自由、逮捕
有关人士，阻碍人民游行的权利等。”所以，不关你是愤青还是五毛，偏听都是不对的，你能做的就
是了解得更多更多再多一点，并且不断坚信和改变自己的想法，不是仅仅的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
只有了解更多，你才能无限接近真理，即使你永远得不到。

4、《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91页

        这一页居然有别字，我只能认为是排版问题，因为无论什么输入法都不会有这样的失误

5、《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87页

        在全面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是最早崩坏的一角，紧接着便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全面动摇。

6、《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46页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因此有些思想家甚至把文化看成压迫人的负面东西。弗洛伊德认为文化是
压制性的，人的一切精神病态都是受文化过度压抑所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事实上，华侨带
到海外各地的文化大致都是经过筛选的。美国同时又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任何一个少数种族想要
改善自己的地位，便必须经过竞争的方法。

7、《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69页

        胡适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歧入政治的轨道，是一个不幸的发展。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
，可惜今天很少人能懂得这一论断的意义了。

8、《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67页

        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这种精神主要来自
高等教育，即是大学。在民主社会中大学是精神堡垒，可以发挥提高人的境界的重大功能。大学如果
能够提供较成功的人文教育，则社会将源源不断地出现大批具有通识和判断力的人才。这样大批的人
才散布在各个角落，便可以保证民主品质的逐步提升。⋯⋯政府必须“从众”，大学则唯理性是依，
有时不惜“违众”。

9、《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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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今天没有比大学教育和学风的改造更急迫的事了。我倒是感觉，大陆总要经历外国台湾香港
经历过的必然阶段，但是既然是经历，那就是时候停止了。

10、《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32页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
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后尘。上句言科举已停，已无齿录之
刻、翰林前辈之称，下句谓游学生考试有医科进士，而医科中有牙科也，此老滑稽传位笑谈。胡适把
日本的强盛归功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言外之意当然是寄望于中国
少数知识领袖作同样的努力。闻一多、吴晗在“左”倾以后对士大夫的绩效和辱骂具有象征的意义。
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因此革命夺权以后，政权的继续维持已经没有一个士大夫阶层可资依靠了。
一九四七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长竟约同党方人员对他进行了一场
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件事最能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这些激
进的知识分子挖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用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一种西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
义——填补了这个空隙。

11、《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5000页

                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人多为社会边缘的人物。

        “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在春秋时代以来，便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对中国
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系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的观念。

        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
，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
，不为“势”或“钱”所屈服。

        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
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工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

12、《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08页

        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基础。所有一切文明的社会，包括初民社会，都以不同的形式建立了私有财产
的制度。

13、《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9页

        p19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迁怒甚至从旧名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及其源头（如最近《河殇》所
表现的心态），这符合现代人对只是必须“实事求是”的要求吗？看到了我在文化上越来越左的原因
⋯⋯

p21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
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
p22王国维早就说过：现代知识分子怀疑一切，然而却从不怀疑自己立论的根据。

14、《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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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大学能成为一个认真读古人书的所在，正如布鲁姆所指出的。但中国的大学自然不必
唯希腊是尚，我们更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古典传统，并消化这个伟大的系统，以期收推陈出新之效。
中国没有民主的制度传统，但是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不乏与现代民主精神相契合的因子。

15、《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69页

        文化、思想能够开创政治，而不是政治力量可以宰制文化和思想。

16、《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9页

        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
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借。

17、《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3页

        最初中国人还以为西方的长处只在船坚炮利，因此以为只要“师夷之长技”即可应付；稍后则发
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因此再进一步要求“变法”。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人更进一步了解
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这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

18、《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8页

        功利意识和重物质的观念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一般特色，但在中国现代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双方的
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一进入近代之后，俗世生活与宗教生活分裂为两截；西方人在俗世生活中重功利
与物质，但他们仍可在宗教领域内接触到超越的精神。此外西方的文学艺术也都早已分别构成各种独
立的领域，且已形成长久的传统。所以西方人仍可从这些领域内吸取精神资源以济俗世生活的偏枯。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俗世和宗教（或道德）一直是混而不分的。一旦功利、物质观念侵蚀了中国文化
，整个人生都陷于不能超拔的境地，因为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域可以发挥济俗的功能。这可以说是“工
具理性”的最高发展。

19、《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07页

        我们应该辨别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是马列主义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一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
义。后者采用民主的方式实行有限度的计划经济，但并不没收一切私人财产。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则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以暴力革命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结果是所有生产资料都控制在一个最具独占性政
治组织的手上。于是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在西方而言，这是消灭了“公民社会”，
在中国而言，也是消灭了“民间社会”。

20、《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07页

        我觉得我们应该分辨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是马列主义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一是所谓民主社
会主义。我最不喜欢我们院长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总喜欢把别人的话语很自然的卖弄成自己的话语介绍
给不了解真相的人。

21、《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24页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斯诺评论“科学的文化”和“文学的文化”之间已经完全失去沟通，而且
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基础便是各种边缘的社群，如妇女、黑人、同性恋者等要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力、
合法性、文化上的发言权之类的。这种抗争之所以最后以文化评论为主要展出，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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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自主的力量。许多问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政治、社会问题，但分析到最后还
是文化的力量在无形中起着主宰作用。

22、《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87页

        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
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便也完全隔绝了。

23、《中国文化的重建》的笔记-第165页

        中国革命的政治家大多是业余的，没有责任感，不顾政治后果。韦伯认为政治家有三大要素，即
热情、责任感和判断。中国现代革命家只有热情而缺乏责任感和判断。以为只要有科学精神，一切问
题都可以解决。中国人因此变得都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都要立竿见
影，一切事情都是以功利的观点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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