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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
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
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
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
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
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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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内容简介：杜国庠，广东澄海人，著名的学者和革命家。除了长期从
事地下工作之外，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亦卓有贡献。《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顺着杜国庠的生
命轨迹，从早年教育、留学经历、地下活动、学术争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教工作等方面，比较全面
地介绍了他的道德风范和学术贡献。适合关心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革命史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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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永义，河南泌阳人。199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01-2002年度哈佛
一燕京访问学者。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苦行与救世》（1996）、《墨子与
中国文化》（2001）、《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合著，19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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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修读的专业是经济学，杜国庠在北大供职的部门是法科。他最初主讲“政党论”，以后又
开设过“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行政法”等课程。与此同时，杜国庠也在北大之外的一些学校如
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兼些课程。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恐怕也
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一方面，教师的薪水有限，另一方面，即便这些有限的薪水也无法按时发放。北
洋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时常导致教师们罢课索薪。杜国庠本人就有过带领学生到教育部长彭允彝家
中索薪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教务繁忙的缘故。杜国庠在北京期间发表的学术作品并不多。见诸报端的
主要有三篇：  《我的新银团观》、《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和《列宁与第三国际》。最后
一篇是为了纪念列宁逝世而作，可以撇开不论，倒是前两篇，涉及的都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普遍关注的
问题。由这两篇文章，可以大体了解杜国庠此时的思想动向。《我的新银团观》发表于1919年12月出
版的《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1期上，主要讨论中国政府借贷的两种不同形式之利弊，属于一个比较具
体的“经济”问题。所谓银团，是指西方列强为了协调对中国政府的借贷而成立的银行团。开始只有
英法德美四国。1912年日俄加人，变成六国。1913年美国退出，剩余的五国即所谓“旧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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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因为做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前也曾阅读过杜国庠的一些子学文章。不过，那毕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所以，当李锦全老师推荐我承担这本小册子的写作任务时，心中仍然很是惶恐。一则对杜国庠的生平
活动了解有限，二则平素对唯物史观派的研究亦缺乏深入的体会。但李师以为，我的文字浅显直白，
比较适合写这种通俗性的作品，再加上研究的领域与杜国庠最显工力之处，也有些接近，所以还是可
以尝试一下。在这种劝说下，我终于鼓足勇气，找来杜国庠的文集及相关著作，从头阅起。摆在读者
面前的，就是此次阅读经历的一点收获。就个人而言，通过此次阅读，对杜国库的道德文章的确也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但心中的惶恐却并未有丝毫的减轻：一则杜国庠的生平是如此复杂，有太多的环节
需要补充；一则对唯物史观派的研究依然缺乏深入的体会。自我安慰的借口是，引玉必须抛砖，没有
扔出去的砖头，.何来价值连城的宝玉？认真的人却说，宝玉之所以为宝玉，是因为它的稀少，砖头之
所以为砖头，是因为它太多了，如果扔出去的每一块残砖烂瓦都能引来价值连城的宝玉，那宝玉还叫
宝玉吗？我无语以对。稿成之后，承蒙李师阅读一过，订正许多错误。看到打印稿上标示出的错别字
，我又一次无语以对。丛书编委黄明同教授也曾审读拙稿，提出过很好的修改建议。这里一并谢谢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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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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