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
———战争 、 革命与 1910年代的 “思想战”

汪　　晖

摘　要:晚清以降的各个变革阶段之间并不能用线性的现代化史观简单地加以解释。基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的影响, “五四” 文化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

值, 如何看待 19 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 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

题, 构成了 “五四文化转向” 的基本问题。 “五四” 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 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

互转化 、 渗透和变奏。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 产生于一种新

的意识 、 思想 、 文化和历史理解。在这种断裂中, “文化” 承担着双重任务, 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

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 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促成政治的生成 、 造化和

改易。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 、 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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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觉悟” 的时代

“五四” 运动至今整整 90个年头, 正如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 它在中国历史中到底具

有什么意义, 至今并未更加清晰, 反而日渐模糊了。 “五四” 文化运动提出的众多命题, 如科

学 、民主 、共和, 都说不上是它的独创, 早在晚清时代, “五四” 的各种要素已经存在 。正由于

此, 过去 20年中, 影响较大的 “五四” 叙述是将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源头追至晚清, 拒绝以

“五四” 为中心划分现代史的正统叙事。在纯粹实证的意义上, “五四” 的确承晚清的各种潮流

而来。但问题很可能是:“五四” 能够在一个纯然实证的意义上说明其意义吗?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 “五四” 叙述将洋务运动 、 戊戌变法 、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置于同一个

潮流的不同阶段之上, 即从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向观念层面变革的转化和突进 。这是一个更

为典型的现代化叙事。① 上述两种叙述各有侧重:前者隐含了对于 “五四” 传统历史定位的怀

疑, 后者承认 “五四” 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开创性意义, 但它们都肯定了晚清与 “五四” 的连

续性, 就此而言, 它们与那种将 “五四” 定位为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的观点在历史

叙事上并没有更为根本的区别。②

·117·

①

②

如果以 “五四” 文献为据, 陈独秀的 《吾人最后之觉悟》 ( 《青年杂志》 第一卷第六号 ( 1916 年 2 月) )

首揭斯义。这一观点此后为许多人继承, 虽然分段略有不同。

彭明:《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中共党史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大约 40年前, 迈斯纳 ( M aurice Meisner) 率先将 “五四” 与中国的 60 年代放置于同一个

脉络中进行观察, 他指出: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运动都是以 “意识的转化” 为宗旨的 “文化

革命” 。①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 但未能得到充分论证 。这里的问题是:“五四” 的 “文化转

向” 所蕴含的断裂意识究竟从何而来, 为什么 20世纪中国政治始终与 “文化革命” 密切相关?

用器物 、制度与观念的演进描述 “五四”, 将晚清以降的变革置于直线发展的脉络中, 没有真正

把握 “五四文化转向” 中所蕴含的 “转向” 的意义 。

推动 “五四” 之 “文化转向” 的, 不仅是从器物 、 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

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 “觉悟” 。第一次世界大战 、 中国的共和危机使 18 、 19 世纪的欧洲现代

性模式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 、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 以及与此相关的

价值系统, 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共和危机与国家危亡不再仅仅被归咎于中国传统, 而且

也被视为 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在共和危机 、 欧洲战争与俄国革命的背景下, 西方形象

的变化显然也是 “五四” 文化转向的动因之一。如果将梁启超早年的 《新民说》 与他写作于欧

洲战争期间的 《欧游心影录》 相比, 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内含完美的西方形象, 而后者却显示了

西方文明的百孔千疮。梁启超此时谈论的 “中国人之自觉” 不再是借鉴西方文明的自觉, 而是

从西方文明危机中反观自身的自觉 。② 1917年 4 月, 杜亚泉在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 中说:

“战后之人类生活, 必大起变化, 已无疑义, 改革时代, 实近在眉睫之前。”③ 又说:“此次大战,

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 一种 “东西洋之现代生活, 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 、 “东西洋之现

代文明, 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 的 “觉悟” 油然而生, “而新文明之发生, 亦因人心之觉悟,

有迫不及待之势。”④

这一 “文化转向” 并不仅仅是 “保守派” 的观点。《新青年》 的基本政治主张在于奠定真正

的共和根基, 不仅反击帝制复辟的政治企图, 而且铲除帝制复辟的社会基础 。但他们不可能对

战争危机视而不见, 而俄国革命及德国革命也给了他们重新看待西方历史的契机。陈独秀在

《一九一六年》 中说:“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 。” 在欧洲

战争的影响下, 军事 、 政治 、学术 、 思想 “必有剧变, 大异于前” 。⑤ 一年之后, 俄国二月革命

爆发, 陈独秀断言:“此次大战争, 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 、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 亦将

为旷古所罕闻 。吾料欧洲之历史, 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 。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 推测战后之

世界大势, 无有是处。”⑥ 总之, 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 如何看待 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

楷模的西方模式, 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 构成了 “五四文化转向” 的基本

问题。因此, 构成 “五四” 文化运动根本特征的, 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 、渗透和变奏 。

没有一种与 19世纪的政治 —经济模式断裂的意志, 中国的激进政治不可能形成;同样, 没

有这一断裂的意识, 中国的那些被称之为 “保守主义” 的文化理论也不可能形成 。这种对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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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 的态度并非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 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 文化论战的双方都逐渐展

开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将 “五四文化转向” 置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震惊之

中, 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这一 “意识的转变” 的普遍意义。这是一个 “自觉” 的时代, 一个

通过 “自觉” 激活新政治的时代, 一个以相互对立的 “自觉” 展开论战并对各种立场进行理论

化的时代。翻阅这个时期的各种印刷物, “自觉” 与 “觉悟” 的字样扑面而来。所有这些 “自

觉” 或 “觉悟” 均以欧洲战争与共和危机为前提———前者击破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人创造的近

于完美的西方形象, 后者打碎了仅凭共和政治本身 (但不同立场的自觉对于共和价值的评价则

截然对立) 就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幻觉。总之, 新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 “自觉” 之上, 但

政治与自觉的这种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意味着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

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 它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 、思想 、 文化和历史理解 。

文化与政治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质, 它们之间并无必然分界。但为什么在战争与共和危

机的政治背景下, 《新青年》 刻意地在文化与政治这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范畴之间做出区分, 又

为什么 《东方杂志》 等刊物对战争与共和危机的探讨逐渐地转向东西文明问题, 进而为文化或

文明论战提供了前提? 很明显, “五四” 文化运动的激进方面与保守方面均高度关注政治问题,

转向 “文明问题” 或 “文化问题” 不是对政治的逃避, 而是对政治独特的介入方式。 “文化转

向” 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政治的内涵 、 边界和议题, 其潜在含义是对既往政治的拒绝。在这一

文化运动中, 政治对立和政治斗争直接地呈现为文化对立和文化斗争, 换言之, 政治的中心是

文化 、 价值 、 伦理 、道德及其呈现形式 (语言 、文体和艺术表现, 等等) 。

“五四” 文化运动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 但它的直接产物之一却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

成 ———从共产党的成立到国民党的改组, 以及青年党等其他政治团体的诞生。20世纪的 “文化”

承担着双重的任务, 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 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

国家与政党的运动 (或 “革命”) 促成政治的生成 、 造化和改易。20世纪的 “文化” 命运始终在

外在于国家政治与内在于国家政治之间摆荡, 前者的范例是 “五四” 文化运动, 而后者的范例

是政党与国家内部持续不断的 “文化革命” 。无论是 “外在” 还是 “内在”, 一种通过文化与政

治的区分而介入 、 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在这个意义上, “五四” 文

化运动是后 19世纪新政治的重要开端之一 。

一 、 从 “文明冲突” 到 “文明调和”

1.事件与历史

1918年 9月, 《新青年》 第五卷第三号刊登了主编陈独秀的 《质问 〈东方杂志〉 记者———

〈东方杂志〉 与复辟问题》 一文 。① 三个月后, 《东方杂志》 主编杜亚泉发表 《答 〈新青年〉 杂志

记者之质问》 一文加以回应 。② 越二月, 陈独秀又发表 《再质问 〈东方杂志〉 记者》 一文, ③ 杜

亚泉未作回应, 但其时围绕 “东西文明能否调和” 的思想论战已经大规模展开。

“东西文明及其调和” 不是杜亚泉一时一地的偶然言论, 而是《东方杂志》长期关注的话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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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 《质问 〈东方杂志〉 记者——— 〈东方杂志〉 与复辟问题》, 《新青年》 第五卷第三号 ( 1918 年

9 月) 。

伧父:《东方杂志》 第十五卷第十二号 ( 1918 年 12 月) 。

陈独秀:《再质问 〈东方杂志〉 记者》 , 《新青年》 第六卷第二号 ( 1919 年 2 月) 。

在杜亚泉执掌主编权的首期 《东方杂志》 上, 即刊载了一篇在欧洲引起反响的文章 ( 英文原题为



这个问题产生于什么情境 、 针对什么问题而来? 为了厘清这一论战的前因后果, 有必要对 《东

方杂志》 本身进行追踪考察, 分析导向有关文明讨论的历史动力和思想脉络 。《东方杂志》 由上

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创刊于 1904年 3月 11日, 至 1948年 12月停刊, 前后出版刊物 44卷, 中

间三度短暂停刊, 总时间跨度长达 45年。杜亚泉担任 《东方杂志》 主编是从1912年 7月 1日出

版的第九卷第一号开始的, 但由于前任主编孟森于 1909年起当选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该年 6月

12日出版的第六卷第五号起就已经由杜亚泉全面负责编辑工作了。因此, 《东方杂志》 的改版是

杜亚泉主政时期的产物 。“东西文明” 问题正是在他主编时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 并最终引发了

《东方杂志》 与 《新青年》 之间的辩论。

晚清时代即有 “中体西用” 问题的大辩论, 但 “五四” 前后的 “东西文明论战” 有着截然

不同的含义。概括地说, 这场讨论直接产生于中国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共和危机这两个

重大事件的回应:如何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结果? 如何理解民国初期 、 尤其是洪宪帝

制时期的共和危机 ? “东西文明论战” 在文明 、文化 、 思想的旗号下展开讨论, 但其政治含义全

部与这两个问题有关。1919年 1月, 杜亚泉在 《东方杂志》 第十六卷第十一号发表 《大战终结

后国人之觉悟如何》, 他感慨万千地说:“吾人对此时局, 自不能不有一种觉悟, 即世界人类经

此大决斗与大牺牲以后, 于物质精神两方面, 必有一种之大改革 。 ……即如吾国之南北战争,

本以参战为诱因, 近以受此影响, 退兵罢战, 可知吾国人于时局上已有若干觉悟 。但觉悟程度

如何, 与吾国将来对于世界之大改革能否适应, 至有关系 。故吾人亟欲以大战争影响之所及告

我国人, 以促国人之觉悟焉” 。
①
在这里, 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南北内战视为具有内在联

系的事件, 并以此为据, 提出促进 “国人之觉悟” 的必要性 。这个 “觉悟” 的内涵是什么呢?

民国建立后, 《东方杂志》 始终关注共和时代的政治危机;在战争期间, 对共和危机的讨论

逐渐地与对由战争引发的文明危机的思考关联在一起。在 1914—1919 年间, 杂志每期刊载中外

大事记, 发表大量国际政治和军事分析;它对东西文明的差异 、冲突及调和的分析与对欧洲战

争的分析紧密相关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东方杂志》 将延续晚清启蒙的基本观点;②如果

没有共和危机, 《东方杂志》 也将延续民初对于民主政治的乐观看法 。但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杂志

的面貌和议题 。杜亚泉辞职后 《东方杂志》 发表的那份声明说:“自本志之出世, 至今已十七年

矣 。而此第十七年, 又适为欧战告终后之第一年。世局更新, 则杂志界亦不得不明定期的, 以

顺应世界之潮流。”③言下之意, 杜亚泉的去职与 《东方杂志》 的转向根源于一个事实:思想文化

上的 “战后时代” 开始了。

霍布斯鲍姆在 《极端的年代》 中将 “短二十世纪” 的开端确定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的时刻, 而其终结则为 1991年苏东的解体。④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中心主题 。这也意

味着整个 20世纪的历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的终结正是这次

战争产生的历史范式的终结 。作为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欧洲战争在不同领域 、 不同

社会触发了一系列后续性事件, 中国的共和危机也忝列其中 。这里所说的 “重大事件” 是指

　　　　“ Le tte rs from John Chinaman”, 译者称为中国无名氏所著) , 其主要内容即讨论 “东西文明之冲突” 。

见 《耸动欧人之名论》 ,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一号 ( 1911年 2 月) , 第 6—10 页。

①　伧父:《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 《东方杂志》 第十六卷第一号 ( 1919 年 1 月) , 第 1—8 页。

②　杜亚泉从 1911年起接编 《东方杂志》 , 前后十年。 1900 年, 他创办晚清科学启蒙刊物 《亚泉杂志》, 是

晚清时代科学启蒙的倡导者。

③　坚瓠:《本志之希望》 , 《东方杂志》 第十七卷第一号 ( 1920 年 1 月) , 第 1 页。

④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郑明萱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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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改变了历史演进的轨迹 、 创造了新价值和范式的事件, 如法国大革命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俄国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革命等等。但是, 这些历史变动所以能够构成改变历史进程

的事件, 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的规模浩大, 而在于它们终结了此前形成的历史范式, 在它们之后

发生的一切不再是历史的自然延续, 而是这一新事件所开创的范式的序列性展开 。

事件总是依存于人们对于事件的认识 、 判断和感觉, 以及基于这些新的认识 、判断和感觉

而产生的行动 。战争与革命在这个时代紧密相联, 但不同的人对于这些事件的意义的理解未必

一样。《东方杂志》 与 《新青年》 共同面对着战争与共和的双重危机, 但两者建立历史叙述的方

式截然不同:前者紧密追踪战争发展与共和危机的轨迹, 反思战争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而后者

以革命 (先是法国革命, 后是俄国革命) 为线索, 试图从革命所带动的历史变动和价值指向中

探索摆脱战争与共和危机的道路;前者在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中国 “文明” 的意义, 注重传统的

现代能量, 构思中国的未来, 而后者立足于 “青年” 、 “青春”, 以 “新文化” 、 “新思想” 召唤

“新主体”, 为新时代的创造奠定地基 。因此, 建立自身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的不同方式直接地产

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伴随着杜亚泉的去职, 《东方杂志》 和 《新青年》 在思想言论方面的

影响发生了易位, 这一转变与战后时期中国政治和思想的中心问题发生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洲战争与中国的共和危机不仅在时间上相互重叠, 而且两者有着密切联系 。就直接原因

而言, 这场战争产生于普法战争 ( 1870—1871) 后逐渐形成的德—奥同盟和英 、 法 、 俄 “三国

协约” 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对殖民地的争夺, 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 俄国 、日本 、 美国 、 意大

利等 28个国家相继成为交战国,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格局 。大战期间, 1915年末, 在筹

安会和其他政治势力的鼓动及袁世凯本人的策划之下, 洪宪帝制登场。与以往政治危机有所不

同, 帝制复辟当然是共和危机的产物, 但由此引发的围绕国家统一问题的争论却与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独特形式———民族国家间的战争 ———有着密切关系。战争爆发后, 日本以承担日英同盟

义务 、 保卫东亚和平相标榜, 宣布对德参战。1914年 8月 27日, 日军封锁胶州湾, 以进攻青岛

的名义出兵山东。1915年 1月 18日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 “二十一条”, 其中涉及山东 、 南满 、

蒙古 、 汉冶萍公司 、沿海港湾和岛屿的租借, 以及在政治 、 财政 、 军事 、 警察等领域全面控制

中国的各项条款, 并于 5月 7日提出对华最后通牒, 限 48小时内答复。帝制的迅速败亡与袁世

凯接受日本的 “二十一条” 有密切联系, 但对帝制的隐秘同情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死亡而迅速

消失。原因很简单, 对帝制的同情不同于对袁世凯的同情, 前者不仅植根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混

乱和合法性危机之中, 而且也与中国知识人在战争期间对于欧洲现代国家形态的思考有关。辛

亥革命后, 蒙古 、 西藏问题随之被视为从帝制向共和政体转换所产生的危机的征候, ① 而欧洲民

族国家间战争也提供了重新思考现代国家形式的契机。帝制失败后, 围绕参战问题, 在主战的

段祺瑞政府与反对参战的黎元洪总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 “府院之争” 。出人意外的是, 这场府院

之争的结果竟然是 1917年 6月的张勋复辟事件。从洪宪帝制到张勋复辟, 中国政治领域围绕政

体问题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选择问题纠缠在一起 。

同样是在 1917年, 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 列宁与德国签订 《布列斯特 —立托

夫斯克和约》, 宣布退出大战。1918年德国发生一月革命, 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 德意志共

和国成立。在观察和分析战争的动因与结果的过程中, 中国知识人逐渐地将重心从战争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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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有为于 1911 年冬撰 《共和政体论》 曰:“晚清若去 , 蒙 、 藏必不能保。” 1913 年 1 月至 3 月, 他在

《不忍》 杂志第一 、 二册发表 《蒙藏哀辞》, 重述这一观点, 并说:“虽然, 蒙 、 藏之自立, 起于前年之

革命, 则不能尽责于今政府矣。” 见 《康有为全集》 第十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1—14 页。



革命, 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和分歧。1919年 “五四” 运动直接起因于对巴黎和会及 《凡尔赛条

约》 出卖中国权益的抗议, 而这个危机又根源于日本与德国对山东权益的争夺, 以及德国的战

败 。在这个意义上, “五四” 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列性后果之一。战争的结束与苏联的成

立, 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国民党

的改组, 以及北伐战争的展开, 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内, 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 它们看似截

然不同, 却相互关联。

在这一剧烈的变迁之中, “东西文明” 是如何生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中心问题, 又为什么会

在 “五四” 以后逐渐消退呢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东西文明”问题发生 、 发展 、变异的详情末节 。

2.对欧洲战争的民族主义回应:从政体问题转向国家问题

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历史契机, 中国知识界不可能将如此众多的事件放置在一个

世界性事件的序列性展开中加以思考 。早在 1911年, 《东方杂志》 即刊文讨论普法战争后欧洲

的局势及各国外交政策, 预言欧洲大患即在欧洲境内;但考虑到英日盟约将于 1915年届满, 有

可能引发日 、 英 、 俄在满蒙的角逐, 中国和亚洲很可能难以幸免于难, 一种 “此后十五年, 实

为欧亚两洲危急存亡关头” 的预感逐渐浮出水面。① 针对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倡导日英同盟, 钱智

修发表 《论日英对华同盟》 一文, 提出中英同盟的必要性 。文章预示了日本参与协约国战争对

中国利益的损害。② 也就是说, 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 中国知识人已经预见到这场远在欧洲的战

争与中国有着难以逃避的关系 。在这一广阔的世界视野中, 《东方杂志》 将民国以来政治问题的

重心从 “政治” (立宪 、议会 、政党) 转向了 “国家” (主权 、 统一 、 独立) 。与该杂志在 1911

年对于旨在转移统治权的 “革命战争” 与共和宪政的全面肯定相比较, ③ 这一政治思考的重心转

移是一个重要事件 。

杜亚泉的 《接续主义》 一文刊载于第十一卷第一号, 即欧洲战争一触即发之际 。他强调:

“国家非一时之业”, 包含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 。“截然中断, 则国家之基础, 必为之动摇。盖旧

时之习惯既失, 各人之意见纷乘”, 无法形成共识。国家及其延续性暗含着对革命造成了国家基

础动摇的判断 。从这个判断出发, 他提出了 “保守” 和 “新旧间之接续” 的必要性:“持接续主

义以施行政治于国家, 则开进之中, 不可不注意于保守, 固已 。然所谓保守者, 在不事纷更,

而非力求复古也。国家当扰乱以后, 旧时法制, 其一部分已经破坏, 若其接续尚未痊愈者, 但

稍微护持, 不加摧折, 则其创痍亦自然愈合 。若其破坏已甚, 接续全断者, 则惟有就现在之状

况修饰之, 整理之, 为不接续之接续 。必欲复兴旧制, 摧折新机, 则破坏之后, 重以破坏, 而

国本愈摇矣” 。④ “接续主义” 需要在两个语境中加以理解:一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 临时政府不

得不寻求各国承认 ———革命既然包含了断裂, 重新获得承认就是必然的。但是, 革命之后的中

国难道不是延续着中国的正统吗 ?寻求承认不就等同于承认国家自身的断裂吗? 在上述语境中,

接续主义对国家延续性的重申隐含着对将皇权与共和截然对立的革命观念的批判和修正, 其真

正的动机是维护中国主权。另一方面, 伴随清王朝的覆灭, 中国周边形势日趋严峻。在俄国的

策动之下, 外蒙首先寻求独立。围绕册封等问题, 库伦政府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分歧直接关涉

中国主权;甚至并不属于外蒙范围的海拉尔也出现了独立问题, 后者与俄国缔结了协约并拒绝

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1915年底, “中英藏事会议” 在伦敦召开, 主要内容涉及修改光绪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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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某西人来稿:《最近欧洲各国之外交政策》,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二号 ( 1911 年 3 月) , 第 1—4 页。

钱智修:《论日英对华同盟》,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一号 ( 1914 年 7 月) , 第 1 页。

伧父:《革命战争》 ,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九号 ( 1911 年 11 月) , 第 1—3 页。

伧父:《接续主义》 ,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一号 ( 1914 年 7 月 1 日) , 第 1—3 页。



( 1906) 签订的原约及附带条件 。1906年原约第 5条载明 “西藏大员尊北京政府训令, 深愿改良

西藏法律, 俾与各国法律改同一律”, 英国则应允在中国放弃治外法权等。但民国之后, 英国

“以中国司法, 尚未十分改良, 而藏地尤甚” 为由, “拟援十年修改约章之例”, 取消此条, 并要

求中国开放拉萨。① “接续主义” 所要处理的国家连续性问题, 事实上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清朝

皇权具备着多面而模糊的代表性, 如中国皇帝 、 蒙古大汗 、 满洲族长 、 儒教政体的代表 、 喇嘛

教的信徒等等, 从而将 “中国” 这一复合社会凝聚在一个以各种线索勾连起来的庞大王朝体系

之中。中华民国承清而起, 但其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变, 蒙古 、 西藏等边疆区域发生的离心倾向

成为长久缠绕这一新国家的危机。“五四” 时代的文化论战逐渐地将政体问题解释为专制政体与

共和政体的对立, 晚清革命浪潮爆发以来始终挥之难去的皇权的多重代表性问题却被掩盖了。

因此, 两个政体之间是否存在接续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接续主义》 发表之时, 蒙古问题已

经发生, 西藏问题也在萌芽和发展之中, 而外交承认直接地关涉中国主权的完整性。杜亚泉论

证国家对于延续性的依赖, 显然是对这一历史局势的回应 。杜亚泉在文中强调国家的延续依存

于国民个人对于国家目的的自觉服从, 将政治的传承问题与公民的道德状态关联起来, 从而为

《东方杂志》 将对政治的关注转向文明或文化问题埋下了伏笔 。

欧洲战争是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中国究竟有何影响? 除了有关满蒙 、 西藏 、 山东等问题的

持续讨论外, 从 1914年战争爆发至1919年和约签订, 没有任何其他杂志像 《东方杂志》 这样如

此紧密地追踪欧洲战争的每一局部发展和全局变化, 并发表各种研究和评论 。以 “中外大事记”

的方式模仿其做法的, 是 1915年创刊的 《青年杂志》 。1914年 9月出版的 《东方杂志》 第十一

卷第三号头条文章即杜亚泉的 《大战争与中国》 一文指出:“今日欧洲各国之大战争, 实为百年

以来之大变;而其影响于吾中国者, 亦将为十年中之小变”, 明确地将中国即将发生的变迁放置

在欧洲战争这一事件的脉络之中 。② 由于胶州湾问题, 中国在战争中偏向协约国, 但即便如此,

早在战争爆发前, 《东方杂志》 分析普法战争后欧洲列强的均势平衡, 指出欧洲危机的爆发与对

势力范围的争夺直接相关。③ 总之, 欧洲战争势必导致战争双方向其他地区扩张, 忧虑并不是单

向的。

欧洲战争与民族国家体制有着紧密关系, 在这一体制下, 民族认同超越了种族认同, 以致

同种却不同族的政治体之间发生了空前惨烈的战争 。为了避免被瓜分或分裂的命运, 必须唤起

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觉 ( “吾国民之爱国心” 和 “吾民族之自觉心”) , 这是杜亚泉和 《东

方杂志》 对于欧洲战争的第一个回应 。④ 因此, 从 “接续主义” 的角度论述国家的延续性本身也

意味着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政治议题发生了一次位移, 即从政体问题转向了国家问题 。

二 、 超民族国家的构想与文明冲突论

1.“白种联合论” 与 “大亚细亚主义”

在战争初兴之际, 《东方杂志》 对欧洲各国冲突的分析也透露了另一种视角, 即一种从超越

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观察战争结果及其走向的视角。欧洲战争催生了欧洲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反

思 ———作为一个种族和文明单位的欧洲, 有无可能消弭战争, 最终走向联合? 这是一种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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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青年杂志》 第一卷第四号 ( 1915年 12 月) “国内大事记” 所载 “中英藏事会议” , 第 3 页。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三号 ( 1914 年 9 月 1 日) , 第 1—7 页。

凡将:《十年以来世界大势综论》, 《东方杂志》 第九卷第七号 ( 1913 年 1 月) , 第 1—8 页。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三号 ( 1914 年 9 月 1 日) , 第 1—7 页。



对政治民族主义的反思而回向种族主义的逻辑———一种以种族主义克服民族国家冲突的逻辑。

对中国知识人而言,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这种超国家 、 超民族的文明结合体出现, 中国又

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钱智修的 《白种大同盟论》 可以视为这一论述的开端。该文引用麦雷少佐

( M ajor S tew art Mur ry ) 刊载于 《十九世纪》 ( The N ineteenth Century ) 上的文章说:“麦氏之

文, 引拿破仑在圣海冷那岛 ( S t.Helena) 之预言为证, 即 `时势所迫, 欧洲列强, 必须为或种

形式之联合' 是也 。因谓白种人欲握全世界之霸权, 则不列颠之盎格鲁撒克逊人, 乃至欧洲及

北美合众国之白种人, 不可不结坚固之团体” 。据麦氏之意, 一旦欧洲大战争发生, 大陆各国,

乃至大不列颠, 均于太平洋上无立足地 。“此日本人之机会也, 而中国人则必为日本之后援。于

是而斐洲之骚乱起, 而亚洲亦兴师而出征。 …… (以下皆麦氏之言) ……中国人者, 从无不婚

不嫁之男女, 自 1750至 1800之五十年, 人口已增加一倍。则今后之五十年, 又安知不再增加一

倍 。试思此八百兆之中国人, 吾人又何以御之 ?试思今后之五十年, 其重要又如何 ?” 在详细介

绍了白种大联合或欧洲统一的观点之后, 作者约略提及伦敦王家学校校长考尔特谷 ( Dr.

Caldectt ) 博士关于 “人类之联合” 的观点, 这种观点集中 “在耶稣教是否以人类全体能受该教

之教旨而著手进行 。”① 如果 “白种联合论” 以 “文明冲突论” 弥合西方的内部分歧, 那么 “人

类之联合论” 则以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作为中心, 两者一为冲突论, 一为和谐论, 但在以 (西方)

“文明” 为轴心论述东西关系方面却相当一致。

欧洲战争以民族国家为主体, 反对和遏制战争的努力试图以文明概念和欧洲统一的构想超

越民族主义。但从上述 “白种联合论” 和 “人类之联合论” 的逻辑看, 以文明为中心的欧洲构

想即便能够消弭欧洲民族冲突或基督教国家间的冲突, 也不能消灭冲突本身, 它不过是将冲突

引向一种新的范式, 即文明间的竞争和冲突。

欧洲战争初期, 面对德国的入侵和压力, 法国政治家比兴氏主张 “招致日本兵于西方战场,

以资臂助”, 但法国舆论大哗, “谓借助黄人, 实欧洲高贵民族之大耻。” 与此同时, 两位著名的

德国知识分子倭根 ( Rudolf Eucken) 和海克尔 ( 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发表

联合宣言, 反对英国让黄色人种加入战争, 并斥责俄国人为 “半东洋半野蛮之民族, 英人不当

与之联盟以残同种 。”② 倭根的哲学将东方思想糅和到对战争与文明的思考之中, 而海克尔的一

元论哲学也试图调和精神与物质 、自然与上帝之间的矛盾, 他们的思想在 1910—1920 年代的中

国有重要影响 。③ 但这份宣言证明:前者所谓 “精神生活” 和 “内的生命之奋斗” 与后者所谓

“万有皆神之教理” 不但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立场, 而且也都是对白种人而言的。④ 刘叔雅因此

断言:欧洲战争终局以后, 即为 “黄白人种陈师鞠旅以决生死之时期。”⑤

在欧洲舆论中, 有关建立“欧洲合众国”以克服战争危机的舆论不可避免地与欧 —亚 、白 —

黄的冲突和对立的观点相互纠缠 。正是以此为背景, 1916年 1月, 章锡琛发表了 《欧亚两洲未

来之大战争》 (根据德国人台利史原著所写) 一文, 预言在民族国家的冲突之后, 一种新型的文

明冲突将继之而起:“欧洲大战乱既定之后, 其继起之问题, 决非各国家各民族之争斗冲突, 而

必为一文明与他文明之争斗, 一人种与他人种之冲突 。质言之, 即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争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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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钱智修:《白种大同盟论》,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二号 ( 1914 年 8 月 1 日) , 第 22—26 页。

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 ( 1916 年 10月 1 日) , 第 1—8 页。

鲁迅早年曾大力介绍海克尔的理论, 1916 年, 马君武则在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发表 《赫克尔之一

元哲学》 , 见该号第 1—3 页。

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 ( 1916 年 10月 1 日) , 第 1—8 页。

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 ( 1916 年 10月 1 日) , 第 1—8 页。



也 。今日东亚之状态, 方纷纭扰攘, 陷于内部之争 。然至欧洲之战云既收, 交战各国和约告成,

则东亚诸邦必将联合缔盟, 造成强国之浑一体, 而代表黄白两人种之两种文明, 必将于斯起莫

大之冲突矣。 ……因此冲突而起之战争, 则在世界史上将开未有之先例 。盖此种战争非如昔日,

悉本于军事或产业之关系, 而为原于两种人生观 、 两种宗教观 、 两种民族精神冲突之战争也” 。①

如所周知, “文明冲突论” 是后冷战时代的一个热门话题 。根据亨廷顿的分析, 在冷战结束

之后, 伴随着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家冲突的逐渐退场, 一种 “文明间的冲突” 将成为一种新

的冲突范式。② 但 “文明冲突论” 并非当代的偶然发明, 而是欧洲思想的一个持久命题, “欧亚

战争论”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 “文明冲突论” 。与当代 “文明冲突论” 产生于对后

冷战时代的思考相似, 这个更早版本的 “文明冲突论” 产生于对战后政治格局的探究。通过对

欧洲战争的反思, “文明冲突论” 显示了一种超民族国家的思想, 以及关于 “后民族国家时代”

(尽管其时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的国际冲突形态的思考。

晚清以降, “欧亚文明冲突论” 或 “大亚细亚主义” 并非新鲜话题。 《东方杂志》 创刊于

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的 《东方杂志》 不但抱着 “与日本相为后先, 全力而扼东方之

霸权, 则天下事未可量也” 的期待, ③ 而且有关黄种民族主义的论述也充斥其间。④ 日俄战争

后, 围绕 “满洲善后” 问题, 《东方杂志》 对于政府在自己国土上严守中立这一形势深感屈辱, ⑤

对于英俄围绕西藏 、日俄围绕东北 、 德日围绕胶州湾的争夺倍感焦虑, 他们一方面相信在 “黄

白种界之竞争日激日烈” 的条件下中日韩联合的必要性, ⑥ 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与其他列强一样

虎视眈眈, “谋复国权” 而不是什么黄种联合才是救国正道。⑦ 1905年以后, 以黄种为中心 、 以

中日联合为内涵的亚洲论逐渐退潮。⑧ 代之而起的, 是用帝国主义范畴观察包括日本在内的霸权

国家的扩张策略, ⑨ 而因应之道也必然展现为捍卫国家权益的政治民族主义。

在欧洲战争接近尾声之际, 有关中国将成为战后世界经济战之战场的看法在欧美 、 日本逐

渐兴起, 中国知识界对于日本在战后安排中的角色的疑虑日渐深重。 10 至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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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锡琛:《欧亚两洲未来之大战争》 (根据德国人台利史原著所写 )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一号

( 1916 年 1 月) , 第 23—25页。

Samuel Phillips Hunting ton , The Clash of Civ ilizations?"Foreign A f f airs , vo l.72 , no.3 (Summer

1993).根据该文扩展而成的著作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年。

孤行:《论中国不能破坏中立》, 《东方杂志》 第二期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 第 27—29 页。

创刊号实际上是日俄战争专辑, 头条文章 《论中日分合之关系》 云:“近日拒俄之事, 乃拒元之事之结

果;亚欧之荣落, 黄白种之兴亡, 专制立宪之强弱, 悉取决于此也。” ( 《东方杂志》 第一期 (光绪三十

年) , 第 1—3 页)

孤行:《满洲善后问题》, 《东方杂志》 第二期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 第 21—29 页。

可权:《论各国对现时旅顺之意见》, 《东方杂志》 第五期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 第 79—82 页。

《东方杂志》 第十期 (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转载 《大公报》 八月初二日的社论 《中国衰落非日本

之福说》 , 亦谈及中日韩联合的必要性, 但对日本 “乘战胜之余威” 、 “向中国多方要索” 深感忧虑。见

该期第 231—233 页。

新华:《论中国无国权》, 《东方杂志》 第五期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 第 82—86 页。

这一时期对于日俄战争的解读也从黄种 、 亚洲等问题转向了政体问题 (即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 , 如

《东方杂志》 第六期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转载同年八月十八日 《中外日报》 的文章 《论日胜

为宪政之兆》 , 以日俄战争为例, 批评专制政体, 鼓吹中国的立宪改革 (第 115—117 页) 。

如佩玉:《日本之帝国主义》,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四号 ( 1911 年 5 月) , 第 16—18 页。

少游:《战后之中国与日本》 (译自日本 《东方时论》 杂志) , 《东方杂志》 第十四卷第六号 ( 1916 年 6



《凡尔赛和约》 签订, 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胶州湾的租借地全部被转让给日本 。在这一条件下,

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版的 “大亚细亚主义” 已经毫无兴趣, 他们更关注的是 “大亚细亚主义” 的

帝国主义内涵。① 《东方杂志》 在讨论中日关系与 “亚细亚主义” 问题上出力尤多, 例如高劳

(杜亚泉) 在第十二卷第四号发表 《日本要求事件》 、章锡琛在第十二卷第六号发表 《日本要求

事件之解决》 (同期发表译作 《日本之军国主义》) 、 许家庆在第十三卷第十号发表 《战后远东列

强之地》 (译自 《太阳报》 末广重雄原著) , 从不同角度详尽披露中日交涉过程, 深度说明胶州

湾问题 。②因此, 并不奇怪, 在 《欧亚两洲未来之大战争》 发表三个月之后, 章锡琛又发表 《大

亚细亚主义之运命》 对前文加以修正和补充, 并断言:“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 徒足以挑拨世界

他部分之反感, 而终无济于事实 。甚愿为此说者之审思熟虑而无徒放言高论以快一时之意也 。”③

一年半以后, 杜亚泉又从日本 《外交时报》 上译出 《世界人之世界主义》 一文, 从人种的融合

与投资及移民的自由两个方面, 论述了白种联合论 、 泛美主义和亚细亚主义等建立在种族和地

域关系之上的概念的局限, 倡导一种 “世界人之世界主义” 。④ “大亚细亚主义” 不仅是 《东方杂

志》 讨论的话题, 也是当时思想领域共同关心的话题。1919年, 李大钊在 《国民》 杂志上发表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和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 两文, 正可以与 《东方杂志》 的讨论

相互参照。李大钊认为日本的 “大亚细亚主义” 是以亚洲门罗主义的方式展开的 “大日本主

义”, 并提出 “新亚细亚主义” 作为替代方案, 其中包含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

亚主义没有破坏之前, 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个大亚细亚主义;另一个

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既经破毁以后, 亚洲全体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加入世界

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⑤显然, 李大钊重视的不是国家间的联合或文明冲突论, 而是“全体民众”

的联合, 从而区域或世界的组织必须是一种以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为前提的 “民众的大联合” 。

2.文明的调和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超越

中国知识界对于 “大亚细亚主义” 的批评产生了一个结果, 即不是像日本朝野那样以 “亚

洲文明” (当然是以日本为中心的 “亚细亚文明” 或 “东洋文明”) 为单位以与西方抗衡, 而是

以文明调和为方向对亚欧文明冲突论加以修正和调整 。李大钊与 《东方杂志》 在政治立场上相

距较远, 但主张文明调和却是一致的 。不管具体的判断如何, 以欧亚为两极形成文明冲突或调

和关系的假说, 已经成为这一时代的 “问题框架” 之一 。⑥1915年初, 钱智修在 《伍廷芳君之中

西文化观》 中就曾介绍杰出外交家伍廷芳的中西文化论 。伍廷芳在谈话中强调亚洲文化的优

　　　　月) , 第 44—52 页。

①　关于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大亚细亚主义问题, 《东方杂志》 给予持续的关注。例如, 1917 年 《东方杂志》

第十四卷第三号, 刊载了君实翻译的 《日人对于中日亲善论之意见》 (第 13—16 页) 、 《日人之放论》

(第 27—39 页) 等等。

②　1917 年 1 月, 胡学愚译述 《欧洲大战中之日本》 ,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与欧洲各国的联盟和对立等详加分

析, 文末从英国人的角度提出日本对于中国无野心的看法, 调子有所不同。见 《东方杂志》 第十四卷

第一号 ( 1917 年 1 月) , 第 9—15 页。

③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五号 ( 1916 年 5 月) , 第 16—18 页。

④　高劳:《世界人之世界主义》 (译自日本 《外交时报》 ) , 《东方杂志》 第十四卷第十二号 ( 1917 年 12

月) , 第 54—57 页。

⑤　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 《国民》 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 1919 年 11 月 1 日) 。

⑥　1917 年 10 月, 君实在 《东方杂志》 第十四卷第十号发表 《亚细亚主义》 (译自日本 《亚细亚时论》 杂

志) 一文, 对亚细亚主义持肯定态度, 其基本立场是 “以东西文化之融合调和为规” , 以形成一种类似

于泛美主义的 “大亚细亚主义” 。见该期第 17—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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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和 “西洋文明” 的弱点, 那种用道德与经济 、 责任与无责任 、社会与个人等二元对立描述东

西文明的方式已经十分明显 。①

事实上, 欧亚分野的基本概念建立在白种与有色人种的种族区分之上, 而社会制度 、 宗教

和其他生活方式则在种族分野的基础上构成了文明的分野 。正如泰戈尔对于东方文明的宣扬一

样, 这一东西文明二元论不以冲突和对抗为宗旨, 而是以克服现代文明危机为指向。② 从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 到 20世纪20年代前期, 泰戈尔从宗教和精神文明的角度对于欧洲战争和现代性

的分析, 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人的文明思考 。③ 梁启超的 《欧游心影录》 、杜亚泉的 《静的文

明与动的文明》 、 梁漱溟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等大量著作与泰戈尔桴鼓相应, 提供了不同版

本的 、 以克服现代危机为宗旨的东西文明论。④

《东方杂志》 以文明为单位考察东西差异由来已久, ⑤ 但将这一文明差异作为摆脱膜拜西方

的心态 、形成 “文明自觉” 的途径, 却是新的动向 。对于 《东方杂志》 而言, “自觉” 在这里首

先是对盲从西方 (或现代) 倾向的修正, 其次是对盲目否定中国 (或传统) 倾向的修正, 这一

点与 《新青年》 的立场尖锐对立。钱智修将一味崇拜西方 、 一味贬低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与爱国

主义相对立的 “嫉国主义”, 在政治上与杜亚泉的 “接续主义” 论述一脉相承 。⑥ 两年之后, 陈

独秀在 《新青年》 上发表 《我之爱国主义》 一文, 对这一思潮和看法做出正式的回应, 以一种

“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 与有关 “嫉国主义” 的指控相对抗 。⑦ 很明显, 文明论战同时也

是政治论战, “吾人之自觉” 直接关涉如何估价中国及其政治价值———如果以西方为普遍尺度和

政治规范, 那么, 中国是否还存在自身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价值 ?如果中国的危机是由文化衰败

引发的基础性危机, 中国的改造是否必须通过彻底改造这一文化传统 (并全面引入西方进步价

值) 为前提? 《东方杂志》 和 《新青年》 的激烈论辩与其说是关于文明调和论与反文明调和论的

冲突, 毋宁说是有关 “何为自觉” 的辩论 ———不同的自觉将产生不同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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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钱智修:《伍廷芳君之中西文化观》, 《东方杂志》 第十二卷第一号 ( 1915 年 1 月) , 第 1—4 页。伍廷芳

断言:“余敢谓亚细亚, 当再以文化沾溉西洋。此非余漫为嘲讽之言也。诚以白种人当受教于有色种之

同胞者, 其事固尚多耳, 如印度, 如中国, 如日本。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十二号 ( 1916 年 12 月) , 第 49—51 页。

关于泰戈尔访日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战争期间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来华, 络绎不绝。从宗教角

度思考战争的文章可以参见鲍少游译自日本 《中央公论》 的长文 《欧洲战争与世界之宗教问题》 , 见

《东方杂志》 第十四卷第二号 ( 1917 年 2 月) , 第 17—29 页。

1923 年和 1929 年, 泰戈尔两度访华, 不但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也引发了不同派别知识人之间的

激烈论争, 其根源也正在于对他的东西文明论的不同评价。在他访华前 , 冯友兰在纽约访问泰戈尔,

并以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 (东西文明之比较观) 》 为题, 将谈话发表在 《新潮》 第三卷第一号 ( 1921 年

9 月) ;与此同时, 《东方杂志》 第十八卷第十七号 ( 1921 年 9 月) 发表愈之的 《台莪尔与东西文化批

判》 , 介绍瑞士哲学家对泰戈尔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批判。泰戈尔第一次访华后, 中国共产党人撰文批

评泰戈尔的观点, 如陈独秀以实庵的笔名在 《中国青年》 第二十七期 ( 1924 年 4 月 ) 发表 《太戈尔与

东西文化》 , 瞿秋白在 《向导》 第六十一期 ( 1924 年 4 月) 发表 《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 等文, 从

不同角度批评泰戈尔的东西文明论。鲁迅在 《坟·论照相之类》 和 《华盖集· 马上支日记之二》 中对

于泰戈尔访华事件的讥讽更是著名的例子。

伧父在接编杂志不久, 即发表 《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 , 译自日本 《太阳》 杂志户田博士论文, 见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三号 ( 1911 年 4 月) , 第 1—6 页。

钱智修:《正嫉国主义》, 《东方杂志》 第十一卷第四号 ( 1914 年 10 月 1 日) , 第 1—4 页。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 ( 1916 年 10 月 1 日) , 第 1—6 页。



三 、 洪宪帝制 、 政体危机与 “新旧思想” 问题

1.共和危机 、权力配置与国家传统

在深入所谓 “文明自觉” 与民初知识人政治态度的关系问题之前, 这里先讨论围绕洪宪帝

制而发生的不同派别知识人之间的严重分歧 。若不了解上述文明论得以产生的逻辑与民初政治

的关系, 政治论战为什么会转化为 “新旧思想” 问题便难以理解 。

在袁世凯称帝 ( 1915年 12月 12日) 之前, 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君宪与共和问题再度成为最

为敏感的议题 。1915年 12月 11日 “解决国体总开票”, 洪宪帝制于次日正式粉墨登场 。《东方

杂志》 每月初发行 (其他时期也有月中发行的情况) , 故 1915 年末期并无任何关于称帝问题的

报道和评述。但早在 1915年 10月, 《东方杂志》 在 “内外时报” 栏目头篇刊登了 “关于筹安会

之辩论”, 内收古德诺 《共和与君主论》 、 杨度 《君宪救国论》 (上 、中 、下) 两篇鼓吹帝制的长

文, 以及汪凤瀛 《致筹安会书》 、梁启超 《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 两篇质疑文章;1916 年初刊

行的第十三卷第一期, 又在每期必载的 “中国大事记” 所记前月 11 、 12 、 13 、 14 、 15 日等各

条, 详载袁氏称帝过程及各项细节。两期报道均谨守客观, 未表示明确态度, 但 《东方杂志》

对于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杂志对于帝制事件未做迅速而明确的回应? 它

的基本立场究竟是什么 ?它的政治分析与战争分析及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

仔细阅读 1915 —1916年间的 《东方杂志》, 我们可以从它的微妙态度中察知端倪 。① 概括地

说, 《东方杂志》 对于帝制问题的态度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态度 。 《东方杂志》 认

为称帝事件与其说体现了民主共和与帝制的冲突, 毋宁说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体无法形成

有机统一的危机。因此, 尽管 《东方杂志》 并不赞成帝制, 却体认国家统一和独立问题的至关

重要性 。② 1914年, 杜亚泉著文指出 “今之谈时事者, 辄咨嗟太息曰:民国成立, 倏已岁余,

而内治之纷乱如是, 财政之竭蹶如是, 外交之危迫如是, 长此终古, 吾国将不足以自存”, ③ 提

醒人们关心国家认同薄弱 、 中央政权无力 、 中央财政匮乏的局面 。他的 《接续主义》 批评民国

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截然断裂, 显然是将超越政体差异的国家延续性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途

径 。1915年 2月, 他又发表 《自治之商榷》 一文, 对民国以降地方自治的存废进行分析, 其基

本的结论是:“盖自治者, 乃授一般人民以自治其事之权, 而吾国普通人民之学识经历, 方在幼

稚, 故不可不有所指导而限制之 。” ④ 从这个角度说, 当务之急不是陷入民主与专制的价值论辩,

而是探讨中国政体危机的解决之道。1916 年 3月出版的第十三卷第三号头条为家义的文章 《建

国根本问题》, 无论是时间还是题目, 都可以视为对洪宪帝制的回应。然而, 细读全文, 作者未

及共和政治一语, 也没有讨论皇权专制问题, 而是将 “建国根本问题” 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权

力配置问题。作者指出:

今日时势, 欲谋建国, 当……怀一政权分配主义。第一, 知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乃配置

之问题, 非排斥之问题。第二, 知中央政府 、 自治团体, 乃互配之机关, 非相克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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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杜亚泉对于洪宪帝制的高度关注, 也证之于他以高劳笔名出版的 《帝制运动始末记》 (上海:商务印书

馆, 1923 年) 。这部著作的底子就是他在编辑 《东方杂志》 时的追踪观察。

伧父:《中华民国之前途》,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十号 ( 1911 年 4 月) , 第 1—6 页;高劳:《革命成功

记》 , 同前, 第 6—16页。

伧父:《现代文明之弱点》, 《东方杂志》 第九卷十一号 ( 1913 年 5 月) , 第 1—6 页。

伧父:《自治之商榷》 , 《东方杂志》 第十二卷第二号 ( 1915 年 2 月) , 第 11—14 页。



则种种无谓之辨争, 可以消除于无有, 而正当之解决可以得之于将来。此诚建国根本问题

也 。①

这一主题在同年第七 、 八号续有讨论, 其时洪宪帝制已经垮台, 《东方杂志》 一方面明确地

将帝制运动视为违背民意 、 天意之举, ②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地方的冲突非但没有解决, 反

而由于这一事变, “集权政策将因之顿挫, 分权势力, 将因之膨胀, 殆无疑义。”③

《东方杂志》 的判断是以帝制复辟后的形势为根据的 。辛亥革命后, 各省分裂危机 、中央政

府危机与外交危机此起彼伏, 权力统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清王朝的覆灭与其说是革命的结果,

不如说是清代政治不统一 、 地方军事化的产物 。杜亚泉分析说:“革命军之起也, 各省同时响

应, 标独立之帜, 各设军政府, 推举都督, 迨形势既成, 乃设统一之临时政府于其上。南京之

临时政府, 殆有联邦政府之观” 。④ 这一形势既与中国传统行省体制不同, 又使得民国初期的政

治问题长期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摆荡。帝制复辟后, 上述各个方面形成了总危机的态势, 而地方

分裂危机最为显著。袁氏称帝不久, 蔡锷 、 戴戡 、 李烈钧在云南率先起义, 宣布独立, 贵州 、

广西继之;帝制失败后, 独立浪潮并未停止, 先是广东宣布独立, 浙江 、 陕西 、 四川 、 湖南也

以不同的方式尾随其后, 其他各省势力各显其能, 一时政局乱象纷呈 。与此相应的, 是中央政

府危机 。护国军义旗初揭, 中央政府责令曹锟 、 张继尧 、 李长泰等起兵镇压, 四川 、 湘西 、 桂

边等战火骤起, 而北京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加剧, 段祺瑞 、 徐世昌因不赞成帝制而先后辞职。

1916年 6月 15日, 由中央节制的海军公开反对帝制, 以海军主力第一舰队为主, 公推李鼎新为

总司令, 加入护国军, 宣告海军独立。上述军政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央政府及其军事体制的

危机。伴随中国政体危机 、 中央政府分裂和地方割据的加剧, 各国外交紧锣密鼓, 围绕外交承

认问题, 恃机抢占在华利益, 不但满蒙 、 西藏等边疆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 而且山东及其他

内地的权益也岌岌可危 。中华民国的外交危机直接地联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在这个思路之下, 《东方杂志》 将民国的危机解读为 “循环政治”⑤ 的危机, 而不是共和与

独裁的政治价值冲突所造成的危机 。独立浪潮的激发与帝制复辟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地方分裂

趋势的确是辛亥革命前后始终存在 、 未能解决的危机 。这一时期 《东方杂志》 对于如何形成中

央集权 、地方分权及社会自治之间良性关系的讨论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脉络, 不但与辛

亥革命前这份杂志对于 “中央集权” 和 “寡人专制” 的严厉批评形成对照, ⑥ 而且也与辛亥革命

后杜亚泉本人对于 “减政主义” 的倡导大不相同 。⑦ 在 《集权与分权》 一文中, 杜亚泉指出:

“半年内之事变, ……各省之现象, 几与联邦无异 。集权政策之效果, 何以至于如此, 推其原

因, 一由于政府之集权政策无贯彻之精神……二则由于极端之集权, 决不能实现 。苟不能有相

当之分权, 则集权亦自然消灭也 。” ⑧ 他承认 “近半年内之事变, 固由帝制运动而起, 与分权集

权之问题, 无所关系”, 但同时强调 “就我国之现势而言, 极端之集权固属不能, 极端之分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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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家义:《建国根本问题》,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三号 ( 1916 年 3 月) , 第 1—6 页。

伧父:《天意与民意》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七号 ( 1916 年 7 月) , 第 1—4 页。

伧父:《集权与分权》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七号 ( 1916 年 7 月) , 第 5—10 页。

伧父:《中华民国之前途》,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十号 ( 1911 年 4 月) , 第 1—6 页。

钱智修:《循环政治》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十二号 ( 1916 年 12 月) , 第 1—6 页。

除了伧父本人的论述外, 其他文章也多有涉及, 例如日后成为青年党创始者之一的陈启天就专门撰文

论述省制问题, 回应洪宪帝制后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问题。陈启天:《省制论略》 , 《东方杂

志》 第十四卷第一号 ( 1917年 1 月) , 第 10—16 页。

杜亚泉:《减政主义》 ,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一号 ( 1911 年 2 月) , 第 4—10 页。

伧父:《集权与分权》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七号 ( 1916 年 7 月) , 第 5—10 页。



为不可 。” 面对全面性的政治危机, 他的建议是:“一将政务分为统治 、官治 、自治三项” ;“军

事外交交通三者, 直辖于中央, 取集权主义, 以固国家之统一” ;财政 、 司法及民政中之警察事

务归官治, 教育 、 实业及其他公益事务归自治, 使地方团体不得强制人民, 而专图人民之福

利……①

2.“国家主义” 与 “政治主义” 的区分

用建国问题 、 集权与分权问题回应洪宪帝制危机, 突显出 《东方杂志》 对于国家统一和独

立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共和—独裁的政治价值的关注 。讨论国家统一和集权的必要性既不

等同于从民主政体的角度反对独裁专制, 也不等同于赞成国家边界的过度扩张。② 杜亚泉批判大

政府主义, 但并不将大政府主义归结为传统专制制度的产物, 恰恰相反, 在他的视野中, 大政

府主义是当代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 。从这个角度看, 政府之大小问题既不能放置在传统与现代

的二元关系中讨论, 也不能放置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关系中进行分析, 而只能放置在现代政治

自身的危机中加以观察 。③ 这一论述是一个转折, 它意味着 《东方杂志》 及其同道开始将中国政

体危机置于现代政治危机的框架中进行讨论, 而不是仅仅将帝制问题放在专制传统的叙述中加

以分析 。洪宪帝制失败之后, 杜亚泉明确宣布:“共和政治, 不适于吾国之国情, 此帝制派之扬

言, 以为改革国体之口实也 。今记者敢仿效彼等之口吻, 以谓 `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 不适于

现今之时势。' ” ④

那么, 什么是 “政治主义” 呢? “政治主义” 亦即民主宪政主义———以政府为中心, 注重于

改造国家内部环境, 讲究群己权界, 以伸张民权为取向, 限制国家权力。而 “国家主义” 以国

家为中心, 侧重改造和适应国家的外部环境, 强调人民对于保卫国家权利之责任, 将国权置于

个人权利之上 。杜亚泉赞成民主宪政主义, 但按照他对 “时势” 的分析, 如果国民过于注重

“政治主义”, 极易产生内部分裂趋势, 导致外敌乘虚而入。 《东方杂志》 多次讨论民国在满洲 、

蒙古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损失, 而在杜亚泉看来, 除了列强的霸权之外, 这也正是民初 “政治主

义” 的后果。⑤

因此, 他希望将民主宪政主义纳入 “国家主义” 的轨道。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区别

于 “政治主义” 的 “国家主义” 也并不等同于用国家统摄一切政治生活, 他所谓 “国家” 并不

同于 19世纪欧洲的国家概念, 关于这一点, 下文续有论述。

“政治主义” 的核心是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政党政治, 对 “政治主义” 的批评必然包含对政

党政治的批评 。辛亥革命之后, 围绕立宪和政党问题议论纷纭, 杜亚泉指出:“果其立宪, 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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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伧父:《集权与分权》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八号 ( 1916 年 8 月) , 第 1—5 页。

1917 年 3 月, 杜亚泉发表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 提出 “巩固个人之地位” 的必要性, 指出 “个人对于

国家, 各有相当之责任” , 反对将 “强个人以没入国家”, 亦反对 “强国家以迁就个人” 。见 《东方杂

志》 第十四卷第三号 ( 1917年 3 月) , 第 1—5 页。

在 《灭政主义》 一文中, 他说:“今各国政府, 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 视社会上一切事务, 均可包含于

政治之内, 政府无不可为之, 亦无不能为之。 政权日重, 政费日繁, 政治机关之强大, 实社会之忧

也。” 《东方杂志》 第八卷第一号 ( 1911 年 2 月) , 第 4—10 页。

伧父:《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九号 ( 1916 年 9 月) , 第

1—5页。

伧父说:“国民苟斤斤于政治主义, 则必生邻国之觊觎而招外交之屈辱。更徵诸吾国近事, 则五年之

中, 三起革命, 政治之改良几何, 而满蒙西藏间权利之损失, 已不可问矣。此皆持政治主义之国民所

宜及时自警告者也。” 《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 ,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九号

( 1916 年 9 月) , 第 1—5 页。



论何国, 无不有政党者”, 并主张政党以 “调查政务, 研究政策, 指导国民为目的” 。① 但是, 民

国既立, 议会政治乱象纷呈;洪宪帝制时期, 各地的反叛运动多由党人策动, 地方分裂和中央

政权危机均与政党问题有着莫大关系 。这与杜亚泉关于 “政党绝不能因地域而存立” 而必须

“以主义结合, 非感情结合” 的想法大异其趣 。② 在国家危亡之际, 不同政党为求一己目的而竞

争, 他们经常引入外力, 其结果势必加重国家的分裂。

1917年 1月, 杜亚泉发表 《外交曝言》, 分析政党与国家分裂的关系问题 。他警告说:“设

我国政党, 不揣时势, 效土耳其青年党之行为, 致演成巴尔干分裂之局势, 则瓜分之祸, 即在

目前” 。③ 杜亚泉的议论发表于他被迫卷入与陈独秀的论辩之时, 但若比较两者关于政党的看法,

并非没有相似之处 。在 《吾人最后之觉悟》 中, 陈独秀将中国政治危机归结为人民对于国家和

政治缺乏干预的热情, “国政变迁, 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④ 但是, 往下推论, 分歧或侧重点

之差异也就出现了。陈独秀希望的是一种全民政治, 他将 “最后之觉悟” 定义为 “政治觉悟”

与 “伦理觉悟” 两个层次, 也即赋予 “政治” 以 “伦理” 的内涵, 或者说, 以伦理作为政治的

最终内涵, 公众的参与和言论的自由是这一伦理政治的必要条件 (或伦理的政治形式) 。1916

年, 陈独秀回答汪叔潜对他批评政党政治的疑问时, 将 “党见” 与 “国民总意” 相区分, 认为

一旦政党脱离此 “国民总意”, “则政乃苛政, 党乃私党也。”⑤ 从政体形态上看, 他对国会作为

“代表国民监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动” 的机构也持肯定的态度, 指出正是国会在政府借款 、外蒙俄

约 、宋教仁案等事件上发挥了民主的作用 。⑥ 与此不同, 杜亚泉关心的是政党政治与国家稳定的

关系, 在他看来, 政党组织的目的是 “保持政治之均平, 助成国家之发达”, 但中国政党很有可

能重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覆辙, “滥用其形式, 日相标榜, 以为无意识之竞争, 亦为买椟还珠者

矣 。此犹仅就政治上言之也。若从社会一方面而论, 则道德新旧之殊异, 理论事实之差违, 两

不相容, 时生冲突 。”⑦ 两者对于中国政党状态的判断相似, 而各自提出的替代性构想截然不同 。

政党问题与议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关系密切, 但言论自由的运用本身也可能产生

新的危机。杜亚泉说:“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他人用以促进文明者, 吾取法焉, 转成为意气之

纷争……” ⑧ 就言论自由无法呈现国民之总意 、 政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往往陷于偏私之纷争而

言, 杜的判断与陈的看法未必真正对立 。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在传统与现代 、专制与民主

的二元对立中陈述这一问题 。在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 中, 杜亚泉认为现代之言论状况甚至

不如传统时代之清议, 不但政治张弛 、国是得失, 言论无所转移, 即便一般的社会问题, 现代

言论并未起到纠正 、督促之实效, 其根源在于现代言论一方面以公共舆论自任, 但另一方面却

受控于权势 、 党派与金钱关系, 本质上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 。⑨ 这一看法与他后来在 “东西文明

论战” 中指责现代中国政治只有 “分化” 、缺乏 “统整” 的看法一脉相承 。在洪宪帝制前, 他对

政党政治的批评集中在中国的政党政治的混乱之上, 而在 “东西文明” 问题的脉络下, 这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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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批评逐渐指向了西方现代政治模式本身。按照这一判断, 中国的政治危机不是传统政治的危

机, 而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政治模式的危机。

杜亚泉对政党政治的批评补充和深化了他对 “政治主义” 和 “民主宪政” 的反思。在帝制

与共和相互对立的政治语境中, 他的姿态后来被陈独秀解读为支持 “复辟” 并不奇怪。真正的

问题是:当杜亚泉以 “国家主义” 批判 “政治主义” 时, 他的论述就已经蕴含了从 “政治问题”

过渡到 “文明问题” 的线索 ——— “五四” 时代的政治辩论以文明辩论和文化论战的方式展开是

有内在脉络可循的 。

3.两种国家概念: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

通过将国家与政治加以区分, 杜亚泉暗示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 那种

建立在 “政治主义” 基础上的国家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 由于 “时势” 的压力, 中国需要汲

取 “政治主义” 的要素, 却更应该关注国家自身的连续性, 即国家的地基是自身的文明和历史,

而不是其他外来要素。这是一种以文明为内核的国家概念, 其政治含义不在政体的形式, 而在

文明国家间的差异和对抗。在 1913年 3月发表的文章 《现代文明之弱点》 的末尾, 杜亚泉说:

“国基初定, 扰乱频仍, 对内补苴之不暇, 尚无以文明与列强颉抗之余力, 亦未达以文明与世界

接触之时期也 。” 而今天所应努力的, 正是 “发展物质之势力, 促进精神之作用, 以为文明竞争

之准备者, 诚切要而不容稍缓者矣。”① 在这里, 文明竞争的主体是国家, 但竞争着的国家却属

于不同的文明 。

因此, 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竞争, 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是文明国家间的竞争。这

也就暗示了民族国家不是普遍的国家形态, 而只是一种国家的文明类型 。按照杜亚泉的观察,

“政治” 必须以独特的文明国家及其生活形态为基础, 中国没有必要复制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

由此, 杜亚泉在倡导 “国家主义” 的同时, 也对以军国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国家主义给予严厉批

评 。② 他论述道:“我国社会内, 无所谓团体 。城 、 镇 、 乡者, 地理上之名称, 省 、道 、 县者,

行政上之区划, 本无人格的观念存于其间 。国家之名称, 则为封建时代之遗物, 系指公侯之封

域而言, 自国家以上, 则谓之天下, 无近世所谓国家之意义 。王者无外, 无复有相对之关系,

其不认为人格可知 。至民族观念, 亦为我国所未有” 。③ 按照这个论述, 中国的国家不同于人格

性的民族主义主体, 中国的地方或区域也因此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自塑为主体 。隐含在这一非

人格化国家形态描述中的, 仍然是一种对于分裂的忧惧 。在这个意义上, 这一独特的国家论隐

含了一种克服分裂危机的文明取向 。如果国家的差异即是文明的差异, 那么, 《东方杂志》 对于

帝制问题与共和危机的分析势必从政治态度转向文明态度或文化态度 。④ 在中西区分的前提下,

杜亚泉提出的是两种不同国家类型下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在这个框架下, 帝国主义与和平主

义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不过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地基之上的两种取向, 而杜亚泉所要探

讨的, 则是在这种对立之外的文明差异。这个分析的逻辑与他对政体问题的分析是一致的, 即

共和与专制是欧洲政治传统的对立两极, 是欧洲政治文化的内部矛盾, 而建立在两种文明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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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父:《现代文明之弱点》, 《东方杂志》 第九卷第十一号 ( 1913 年 5 月) , 第 1—6 页。

伧父:《国家主义之考虑》, 《东方杂志》 第十五卷第八号 ( 1918 年 8 月) , 第 4—9 页。

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东方杂志》 第十三卷第十号 ( 1916 年 10月) 。

1915 年 1 月, 杜亚泉曾主张 “社会协力主义” , 即 “和平的国家主义” 或 “国家的和平主义” 。见伧父

《社会协力主义》 , 《东方杂志》 第十二卷第一号 ( 1915 年 1 月) , 第 1—6 页。协力主义的要旨在于承认

国家 、 国民和种族的差异, “承认各国家之并立于世界, 各得自谋其繁荣进步” , 并以此为前提进行

“协力” 。



之上的国家形态的差异才是真正的价值差异 。这就是他所谓 “思想战” 的内涵 。如果我们不了

解他对国家问题的上述独特理解, 就会迷失在他本人也未加清晰界定的不同的国家和国家主义

概念之中。

4.“思想战” 与 “东西文明” 二元论

《东方杂志》 提出建国及集权与分权问题并不等同于回避政治价值的矛盾, 毋宁说他们要重

新规划 “政治” 的含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将政治问题归结为文明或文化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

将中国政治问题单纯地解读为共和与君宪的冲突已经陷入了一种单一的文化 —政治价值的框架,

误将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理解为超越文明差异的普遍政治形态 。在这里, 根本的价值问题即新 —

旧关系与东—西文明的差异问题 。钱智修在 《惰性之国民》 中问道:“今吾国病源何在耶? 向谓

种族问题之为梗也, 救之以革命而如故;向谓专制政治之厉民也, 药之以共和而病亦如故 。”

“吾国之病状, 而吾欲以惰字一字概之者也, 何以救之, 以精神上之补剂而已 。道德 、 宗教则其

补剂之君也, 学术政治则其补剂之臣也。”①

从这一角度出发, 他们提出了 “新旧思想” 的关系问题 。在此之前, 1916年 2 月, 《东方杂

志》 第十三卷第二号以头条位置刊登杜亚泉的学生远生 (黄远庸) 文章 《新旧思想之冲突》 。作

者明确地将 “新旧冲突” 归结为 “思想冲突” 。② 从语调上看, 远生的态度仍然偏于新思想的一

面, 态度也较为激烈, 而两个月后杜亚泉发表的回应文章更强调新 —旧 、 东 —西之间的调和,

拒绝在两者之间做必居其一的选择 。在他看来, 中国国民思想之冲突虽然产生于与西洋思想的

接触, 但并不能化约为东西思想之冲突 。他说:“吾国民之所谓新思想者, 岂能脱离其固有之东

洋思想, 惟吸收几分之西洋思想而已。而所谓旧思想者, 又岂能全然墨守其固有之东洋思想,

以排斥西洋思想。然则新也旧也, 不过一程度问题。其程度之所由差别, 虽复杂多端, 综其大

要, 则或由知识之差违, 或由情感之殊异 。” ③

这就是 “新旧调和论” 的滥觞 。时隔半年之后, 杜亚泉不再将新旧问题归结为 “程度问

题”, 而是以文明差异说明 “新旧” 与 “东西” 的关系。在这一论述中, 调和的基调并未改变,

但东西文明的价值冲突却被凸现出来了。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一文是这一转换的代表作:

“盖吾人意见, 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 乃性质之异, 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

明, 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 济西洋文明之穷者”。④

与作者早期有关 “吾国现在文明之不足恃, 已为不可逃避之事实”⑤ 的言论相比, 这篇论文

的语调有了重要的变化 ———变化并不在于对中国现状的判断上, 而在将欧洲战争危机确定为文

明危机的基本判断之上。杜亚泉认为东西文明的不同产生于东西社会形态的两大差异:其一,

西方社会以民族为单位, 构成民族的国家, 而中国各民族的同化程度较高, 即便是割据时代

(如南北朝 、 五代 、辽金时期) 或少数民族王朝的时代 (如元 、 清两朝) , “仍为一姓一家兴亡之

战, 不能视为民族之争” ;其二, 西方社会海洋贸易发达, 形成竞争激烈的经济形态, 而中国的

内陆经济以农业为本, 安于里井, 较少竞争 。这两项社会形态的差异导致中西文明各自呈现出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 “自然存在与竞争存在” 的态势。杜亚泉用人为与自然 、 向外与向内 、

团体的竞争与自然的个人 、 竞争之胜利与道德之修为 、 以战争为常态与以和平为常态等等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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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截然有别的二元取向描述这种文明态势。在他看来, 文明并不因其差异而必然产生冲突和对

立, 由于交往日盛 、相互接近, 文明间的相互学习 、 “抱合调和” 才是真正的出路。①

但无论如何, 文明异质的判断不可能不在政治思考和社会思考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东方杂

志》 对于政体问题的分析与对战争原因的探讨有着内在的联系 ———它们共同指向对于 “文明问

题” 和 “新旧思想问题” 的思考 。从编辑方针上看, 《东方杂志》 力求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视野观

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并提供解决之道 。那么, 两者 (国际战争与国内政治) 是如何关联

起来的呢?第一, 在战争与中国政体这两个性质很不相同的问题上, 《东方杂志》 均强调 “思

想” 的作用, 即战争的核心是思想的战争, 政体冲突的核心是思想的冲突。这不但为将战争分

析与政治论战引向了文明冲突和思想论战开辟了道路, 而且也将思想置于政治和战争的中心地

带 。第二, 尽管欧洲战争与中国的政治矛盾产生于各不相同的历史语境, 但两者却同属于一个

时势, 受制于同一种逻辑。因此, 克服战争危机的方法与解决政治矛盾的道路均与 “思想问题”

相关 。1915年 3月, 《东方杂志》 第十二卷第三号以头条位置刊载杜亚泉的 《论思想战》 一文。

作者认为 “战争之起因, 可依人类进化之程序, 分之为三级 。其始争得失, 进则争利害, 更进

则争是非。争得失者为事实战, 争利害者为事实战亦为思想战, 争是非者则思想战也” 。 “思想

战” 这一概念将各种形式的战争 、 冲突和矛盾归结为思想间冲突。按照这个逻辑, 晚清以来的

政治问题均根源于整个世界思潮的变迁, “辛亥之革命, 即戊戌以来极端守旧思想之反动;近日

之复古, 亦辛亥以后极端革新思想之反响也。地球之存在, 由离心力与向心力对抗调和之故;

社会之成立, 由利己心与利他心对抗调和之故 。故不明调和之理, 而欲乘一时之机会, 极端发

表其思想者, 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祸乱者也 。” ② 在这个普遍联系的观点之下, 对战争的思考 (如

《接续主义》 对国家问题的分析) 与对政体的讨论 (如 《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

势》 对 “政治主义” 的批评) 都包含着对国家及其文明价值的关注。对欧洲战争和国内战争的

反思没有简单地走向对 “战” 的否定, 而是将 “战” 转向思想领域, 以思想和文化重构被战争

和暴力所压抑了的政治 。因此, “文化” 、 “文明” 和 “思想” 等范畴逐渐上升为政治思考和文明

讨论的焦点。

四 、 调和论与二十世纪新 (旧) 文明

1.19世纪政治模式的衰落

将政治问题纳入文明问题中加以处理, 亦即将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制度和技术等问题收摄

于 “文化” 、 “文明” 或 “思想” 问题之内加以展开;由此, 对战争的反思与对共和危机的探索

也全部被汇集到有关新旧思想与东西文明的反思之中。这一方式产生于对欧洲战争与社会危机

的观察, 即 19世纪欧洲所代表的政治模式 、 经济模式以及隐含其后的价值体系陷入了总体危

机, 任何回避这一总体危机的方式, 都不可能为中国的未来变革提供合适的方法和尺度。杜亚

泉说:“现代文明根蒂之社会组织亦将死灭, 哺食于此组织中之政治组织亦当然死灭。” “今大战

终结, 实为旧文明死灭, 新文明产生之时期。” 他又分析 “两种文明” 的区别说:“旧文明者,

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 而新文明者, 即以公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但此在欧

洲言之则然, 若就我国言之, 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 旧文明复活之转语 。盖我国今日, 固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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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竞争为新文明, 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 。我国近二十年之纷扰, 实以权利竞争为厉阶, 皆

食此所谓新文明者之赐, 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 实为同物 。欧洲所竞争者, 为国家权利,

故发生国际战争, 吾国人所竞争者, 为个人权利, 故发生国内战争, 范围之大小虽殊, 因果之

关系则一……故我国之国内战争, 实欧洲国际战争之缩影也” 。①

如果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都是现代文明自身的危机, 那么, 如何估价现代文明及其政治价

值就成了尖锐的问题。杜亚泉和其他一些同道提出 “新旧问题” 的目的, 是要审查 19 世纪的新

观念 、 新价值和新政治的衰落, 进而重新勾勒未来之 “新文明” 。

什么是戊戌以来之新政治或 “西洋之现代文明” ? 一言以蔽之, 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

文化与以物质文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 它们的共同特征即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 —政治体系,

而支撑这一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国家, 以至今天我们在谈论政治这一概念时似乎就是

在谈论国家政治 (政党 、军队 、 议会和外交等等) , 却全然忘却了政治与国家的这一独特联系模

式只是 19世纪政治的特征。欧洲战争就是 19世纪的国家及其政治文化的战争, 催生战争的独裁

政治 、 秘密外交 、 军备竞赛和经济剥夺是现代国家类型及其政治文化的衍生物。杜亚泉承认英 、

美 、法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德 、奥 、 俄的君主政治有所区别, 但即便是后者也不能归结为传统国

家的范畴。

如前所述, 杜亚泉对早期国家主义立场的修正实际上产生于他对两种国家类型的区分。在

他的上下文中, 所谓国家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形态的现代政治形式 。因此, 他对国家的批评

不是对传统政治形式的批评, 而是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 亦即议会多党政治和军事体制的反

思 。杜亚泉设问说:“政党之偏私, 与武人之跋扈, 既为民主主义必至之结果, 然则民主政体,

果不可行, 君主专制果不可废乎 ?” ② 他指出 “真共和之成立, 不外二因:一为国内农工商业之

发达, 二为国民教育之普及 。” ③ 这些观点综合了杜亚泉对于未来政体的观察, 即民族国家即将

衰落, 超大型国家或超大型国家集团即将出现, 而在这种超大型政体中, 传统民族国家的两大

政治力量即政党与武人将会衰落, 而 “科学的劳动家” 将成为 “二十世纪之主人” 。④

这里所谓 “二十世纪之主人”, 即与 19世纪民主政治的主体 (如政党) 是完全不同的未来

政治主体。这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预示着在 19世纪形成的那种国家与政治的牢固联系正在发

生转变:国家间战争与阶级间战争 、 政治军事斗争与市场条件下的权利竞争, 政党 、 军队等政

治主体与作为 “未来之主人” 的劳动阶级同时出现于历史的舞台, 后者将催生超越国家范畴的

新政治 。即便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阶级斗争和劳工运动也常常比各国政府更具有政治决定

的作用 。

自杜亚泉接手编辑以来, 《东方杂志》 始终存在着一条探索 “二十世纪之政治问题” 的脉

络, “人类之解放 、 个性之自觉 、 亚非二洲之自主运动 、 劳动界之反抗运动 、 社会党之政治运

动 、妇女解放运动 、妇人参政运动” 等便是新世纪政治的主要课题。⑤ 1915年 3月, 彭金夷概

括出 20世纪之三大问题:“自十九世纪, 继承于二十世纪之问题虽多, 其中于二十世纪必须解

决之最大问题有三 。第一, 男女问题, 女子于政治上社会上, 欲与男子占同等地位之问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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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动问题, 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之问题;第三, 殖民问题, 国家与国家间之问题。以上所举

三问题中, 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弱者对于强者之问题也。”① 不是国体与政党问题, 而是这些

广泛的社会问题构成了未来政治的内容。这一转变与杜亚泉和 《东方杂志》 对于 “社会之疾病”

及平等问题的长期关注有着密切关系 。② 《东方杂志》 在深入探讨战争 、国际关系 、 国体与政党

等问题的同时, 辟出大量篇幅探讨婚姻 、家庭 、语言 、个人 、 阶级 、 劳动 、 土地 、 人口 、 迁徙 、

教育及其他社会问题 (如 “阶级的奋斗” 、 “异性的奋斗” 等等) 。③ 当杜亚泉沿着这一线索探索

20世纪 “新政治” 、 “新文明” 的时候, 他的政治概念超越了 19世纪以政府 、 政党和国民经济为

中心的国家论, 而这一取向与 《新青年》 其实完全一致。总之, 通过对于欧洲战争危机的分析,

一种将政治范畴从国家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诞生了 。

2.19世纪经济制度的危机

《东方杂志》 对于 19世纪政治形式的批判始终与对土地 、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分析相互关

联, 这也就为其政治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即社会主义的方向, 其中心是对以权利竞争为

中心的资本主义的批判 。④ 就杜亚泉而言, 这一批判同样产生于他对国际战争与欧洲社会的阶级

斗争的关系的分析 。在 《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 一文中, 他指出: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分

配体制滋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而战争正是这一社会斗争的政治显现;真正追求和平的并不是

那些政治领袖, 而是 “各国之下层人民” 。从国家间战争的角度看, 英 、 美 、 法 、 意为战胜国,

但从阶级战争的角度看, 俄 、德 、奥之 “社会党实战胜其国之帝王 、 官僚 、 军阀, 而新造其国

家……” 在这个意义上, 巴黎和会 “谓为阶级战争之讲和会议, 讵不可乎?”⑤

由这一国家间战争与阶级间战争的区别, 一种关于超越国家范畴的社会主义政治的萌芽产

生了。杜亚泉说:“我国有志者, 当此时会, 一方面当劝勉国人实行政治上 、精神上之社会主

义, 以纾未来之祸, 一方面当留意于世界改革之大势, 明其真相, 悉其主旨, 详其利害……” ⑥

在这里, “社会主义” 是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限制, 而 “纾未来之祸” 一语则暗含对于布尔

什维主义式的激进革命的警告 。如前所述, 杜亚泉明确地将 “科学的劳动家” 视为 “二十世纪

之主人”, 试图在 19世纪的政治与 20世纪的政治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 。在战争结束之际, 他专

门研究欧洲劳动争议的解决方法, 以备未来中国之需, ⑦ 并将 “劳动主义” 的观念追溯至中国传

统内部 。⑧ 在 1917—1918年间, 杜亚泉和 《东方杂志》 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发生及其社会

基础进行追踪观察, 不但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 而且承认 “过

激主义” 是对 “资本主义之横暴” 、 “专制主义之固执” 、 “生活困难之苦痛” 、 “智能道德之低下”

等 “现代社会缺陷” 的回应 。如果将这些分析与李大钊在 《庶民的胜利》 、蔡元培在 《劳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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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陶履恭在 《欧战以后的政治》 中所做的分析相比较, 相似之处是多于相异之处的。①

但是, 《东方杂志》 的主张接近于欧洲社会党人, 其核心观点是以 “社会政策之厉行” 、 “民

主主义之确立” 、 “殖产兴业之奖进” 、 “平民教育之普及” 等社会主义方法克服资本主义弊病。

在 《续记俄国之近状》 中, 杜亚泉断言法国革命能够诉诸中间阶级的同情, 而俄国革命则是一

个底层的激进革命 。在他看来, 由于俄国帝制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 颠覆政体必将导致宗教的

衰落;而宗教衰落的结果是道德与信念无所皈依, 从而社会混乱就是必然的 。② 这个关于俄国政

教体制的看法与康有为有关孔教的讨论不能说没有一些相通之处 。在 《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

何》 一文中, 杜亚泉说:“社会主义者, 以现世界之经济制度根本错误, 致生产分配不均, 贫富

悬隔太甚, 过激者因而欲废弃地主资本家之特权, 将一切生产匀配于劳动者之手, 此等均富之

说, 共产之论, 骇人听闻, 予辈殊不欲效其口吻 。第其所揭示之世界经济制度之破绽, 实已不

可掩。在吾人观念中之未来世界, 就其近者而言……国不认均富共产之可以实行, 惟十八 、 九

世纪沿习而来之自由竞争主义, 必因受生存权之反抗, 大灭其势力” 。③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东方杂志》 力图将社会主义与 “过激主义” (即布尔什维主义) 、理论

上的共产主义 (及无政府主义) 与 “过激主义” 、民主主义与 “过激主义” 区分开来。1919年 6

月, 《东方杂志》 甚至以 《过激思想与防止策》 为题专门探讨避免 “过激主义” 的方法问题, ④

其基本立场十分清楚。

《东方杂志》 对俄国革命 、 尤其是 “过激主义” 的态度与 《新青年》 日后的发展大异其趣,

但此时 《新青年》 尚未大规模转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 布尔什维主义及 “过激派” 问题并

不是两个刊物之间发生争执的焦点 。《新青年》 与 《东方杂志》 均以东西文明或新旧思想为中轴

展开讨论。恰恰由于这一共享的前提, 一场包罗万象的论战才会在文化论战的形式下展开。因

此, 值得注意的是杜亚泉 、 陈独秀等如何将政治分析置于文明分析的框架之下 。在 《中国政治

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一文中, 杜亚泉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置于不同社会条

件和文化传统之中加以观察 。在他看来,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依存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

统, 其成败与否不能归因于偶然的人为因素, 而必须考虑革命模式与文明的关系是否合拍。⑤ 在

分析俄国 “十月革命” 时, 杜亚泉力图从历史关系中阐述革命主体的诞生, 他指出:无产阶级

包含 “劳动阶级” 与 “中等阶级” 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传统社会中, “中等阶级” 产生于与贵

族 、武士 、僧侣等阶级的对立之中, 他们充任官吏 、 教员 、自由职业者和专门人才, 实为 “社

会组织之中坚” ;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新中等阶级” 的经济地位陷于 “无产阶级化” 的境地,

从而成为区别于作为有产阶级一部分的 “中产阶级” 的社会阶层 。革命或 “过激主义” 就是由

这一独特的阶层率先引发的 。⑥ 在俄国, 由于资产阶级不发达, 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阶

级直接与劳动阶级相结合, 越过政治革命的阶段, 产生了空前的社会革命 。在德国, 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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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功, 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劳动阶级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德国

的主动挑衅? 根源在于面对无产阶级的兴起, 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想借对外战争以扩张自身势

力, 最终的结果是劳动阶级排斥军国主义并催生社会革命。①

杜亚泉对于 “中等阶级” 的分析与他对中国游民阶层的观察有着内在联系 。秦政以降的中

国社会, 由于各种制度安排, 知识阶级人数众多, 知识程度愈益降低, 同时又无其他技能支撑

日常生活, 遂成为一种既不属于财产阶级, 也不属于劳动阶级的 “过剩的智识阶级” ;而在劳动

者中, 也由于生育过多 、资质不高, 产出 “过剩的劳动阶级”, 亦即 “游民阶级” 。中国历史上

的革命多为这两个阶级共同构成的以重造贵族社会为规律的游民革命或帝王革命 。中国的辛亥

革命虽然深受欧洲政治革命的影响,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 “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 初未尝

与闻其事, 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 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 事实上

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 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 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 及若存若亡之数

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 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 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 大率为游民

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 决非吾人所能讳言。”② 因此, 中国的变革与其循政治革

命与社会革命的道路, 不如从消除两种过剩阶级及其文化着手。这个反对革命的结论与鲁迅

《阿 Q 正传》 对于辛亥革命的观察其实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但区别在于前者试图通过文明调和来

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而后者却暗示着革命的不可避免。

总之, 通过对于 19世纪经济模式和阶级问题的社会主义分析, 一种将政治奠基于社会和文

明之上的可能性也诞生了。

3.“新旧文明” 之辩证

就对 18—19世纪的西方政治模式的批判而言, 《东方杂志》 与 《新青年》 共享着许多前提。

陈独秀就曾明确表示 “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 ③ 他所谓 “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

政治” 的诉求, 就是超越政治革命的阶段, 将社会改造, 而不是国家 、 政党作为 “新政治” 的

地基。按照这个新政治的概念, 政治不再等同于国家, 政治问题也不再等同于国体与政党问题,

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清晰分界随之被取消了。这个看法同样是 《东方杂志》

的基本立场。在这个意义上, 尽管杜亚泉与陈独秀对于共和与传统价值的观点截然不同, 但他

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批判性分析都指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 一种与 18—19世纪欧

洲资产阶级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

与政治领域从国体与政党等范畴向社会范畴的转变相一致的, 是政治范畴从客观领域向主

观领域的转变 。政治不仅取决于政治组织等物质基础, 更取决于构成这一物质基础的主观条件。

新文化运动将文化而不是政治置于这场运动的中心位置, 就此而言, 杜亚泉的立场相差并不遥

远, 他将造成 “政治纷扰之原因” 归结为 “个人之无道德” 、 “国民之无能力” 及 “经济之缺乏”

三项, 其中前两项均与主观状态有关 。另一种更为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新文化运动与以杜亚泉

为代表的思想潮流将文化与伦理置于政治概念的核心, 他们在文化上和伦理上的对立也正是一

种深刻的政治对立 。杜亚泉说:“近日政治上之纷扰, 起于一种心理作用, 乃由精神状态不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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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① 正由于此, 他断言:“社会主义行之于国家之政治上, 不如行之于国民之精神上为善 。” ②

因此, 新政治不是一种国家的政治, 而是一种思想的政治。

“五四” 时代的论战以 “东西文明” 与 “新旧思想” 为战场, 其前提正在于论战的双方事实

上共享着一些前提 。在这一论战之中, 通过论辩 、 对立和相互渗透, 不同思想和理论立场得以

理论化, 并催生出与这些理论相关的新政治。《东方杂志》 与 《新青年》 在对 “过激主义” 和俄

国革命的判断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但为什么这场论战不是围绕各自在俄国革命 、 德国革命及共

和政治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展开, 而是以 “新旧调和论” 为中心呢 ?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有必

要说明 “新旧调和论” 的逻辑。1917 年春天, 杜亚泉发表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 一文, 篇首

即称引托尔斯泰语录云:“方今之世, 为改革时代, 人类生活, 当起一大变化……盖中国 、 印

度 、波斯 、土耳其 、俄罗斯 、日本等东洋国民之天职, 不独获得欧洲文化之精彩, 必当表示真

正自由之模范于人类也 。” 这是在战争背景下对西方危机所做的文明论诊断。杜亚泉指出:经此

战争, 西方强权主义 、 帝国主义 、 物质主义的伦理必将朝其相反的方向发展, 而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潮流必将支配未来的局势。“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 当此世界潮流逆转

之时, 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③ 这年年底, 章士钊在 《东方杂志》 发表 《欧洲最近思潮与吾

人之觉悟》 一文, 将这个 “自觉与自信” 的内含挑得很明白, 他说:“从前欧洲思想之变迁, 乃

食文艺复兴之赐, 现在思想, 仍略有复古的臭味 。吾国将来革新事业, 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

二者关联极切, 必当同时并举。”④ 因此, “复古” 是新的, 而文艺复兴以降的新思想反而是旧

的了。

在 《新旧思想之折中》 中, 杜亚泉提供了一个以 “时势” 和事件为叙述框架的新旧观。首

先, 新旧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点上, 亦即 “时势变迁” 之中, 不能以直线时间的观念来辨别

新旧;其次, 新旧存在于事件及其发生过程之中, 因此必须以事件为轴心区分新旧。根据这两

个尺度, “戊戌时代之所谓新旧” 与 “欧战以后现时代之所谓新旧” 不能混为一谈, 亦不能相互

否定。戊戌时代以 “仿效西洋文明为新, 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 ;而战争改变了整个世

界局势, “西洋之现代文明 (亦即戊戌时代之新———作者注) , 乃不适于新时势, 而将失其效

用 。”⑤ 例如, 中国的战争以及滋生这些战争的政治基础产生于对欧洲 19世纪文明的模仿, 形式

上为趋新所致, 实质则为循旧所致;又如, 欧洲的 “平民政治” 与中国的 “仁政” 思想 、 欧洲

的和平主义与中国的 “大一统主义” 观念 、 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儒家的 “大同” 理想 “忻合无

间”, 看似复古, 实为翻新 。⑥ 由于战后 “中国与西洋各国必处于同一之境遇, 故未来文明之创

造, 不能视为西洋人独有之要求”, 从而 “中国固有文明” (作为战后时代之新 ———作者注) 有

可能对 “未来文明” 有所贡献。⑦ 在这个意义上, 以战争作为中轴, 新旧关系发生了逆转, 即中

国固有的 “旧文明” 是新的, 而戊戌以来的 “新政治” 是旧的, 新时代的要求一变而为 “复

古” 。一个不难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新文明将诞生于中国传统与 20世纪欧洲新文明的调和之中 。

陈独秀在他质问 《东方杂志》 的第一篇檄文中举了三篇文章, 即刊载于第十五卷第六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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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佚译自日本 《东亚之光》 杂志的 《中西文明之评判》① 和钱智修的论文 《功利主义与学

术》, ② 以及刊载于同卷第四号上的伧父的论文 《迷乱之现代人心》 。杜亚泉的论文是将中国政治

危机置于文明问题的脉络中进行表述的一个典范, 而陈独秀对于这篇文章的批判也最为全面和

尖锐。那么, 杜亚泉的新旧调和论为什么会成为引发 “东西文明论战” 的关键文本呢? 这篇文

章的标题将中国危机归结为 “现代人心” 而不是传统, 这一前提最为关键 。在这一前提之下,

杜亚泉列出四个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危机的征兆, 即 “国是之丧失” 、 “精神界之破产” 、 “政治界

之强有力主义” 与 “教育界之实用主义”, 而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 有着相互衍生关系, 其中

“国是之丧失” 最具根源性。所谓 “国是之丧失” 指 “现代思想, 其发展而失其统一, 就分化

言, 可谓之进步, 就统整言, 则为退步无疑”, 实际上暗指议会政治 、多党竞争与言论自由或者

受制于局部利益, 或者为争论而争论, 莫衷一是, 集众意而不能形成公意。这是现代民主政治

的危机 。“精神界之破产” 指现代人沉浸于 “物质的生活中, 不遑他顾, 本无主义主张之可言”,

而少数所谓 “有主义有主张者, 亦无非为竞争权利与寻求奢侈之手段方便上偶然假托 。” 如果

“主义” 均为物质利益的直接呈现, 也就无法构成公意 。由于是非与公意的衰落, “政治界之强

有力主义” 亦即强权政治应运而生。与上述各个方面相互呼应的, 是 “教育界之实用主

义” ———实用主义教育背弃重视精神生活和生活价值的古典传统, 而将教育完全 “埋没于物质

生活之中” 。“以实用为教育之主义, 犹之以生活为生活之主义, 亦为无主义之主义而已。”③

上述现象几乎为当时各派知识人所认同, 区别在于杜亚泉将这些现象归结为 “迷乱之现代

人心”, 而陈独秀将之视为传统中国的旧病复发。按照杜亚泉的诊断, 中国的现代病灶是重 “分

化” 而缺 “统整” 、重 “物质” 而无 “精神” 、重 “实用” 而无 “价值”, 政治上的强人政治恰恰

是这一现代病的产物。要想治疗这一疾病, 不能依靠输入西洋文明, 原因在于西洋文明本身

“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 而亟亟有待于救济”, 西方思想本是希腊与希伯来两个传统的混合,

缺乏内在的统一性 。因此, “救济之道, 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 其本有系统者明了之, 其间有错

出者则修整之 。” 总之, 必须以擅长统整之中国文明会通 、汲取西方文明, “今后果能融合西洋

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 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 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 。”④ 换言之,

一切输入中国的 “主义” 都在加速中国分化瓦解和中国精神领域的迷乱无宗, 一切解救之道均

在于立足中国文明的 “统整” 工作。

如果将杜亚泉视为文明中心问题的 “统整” 与 “分化” 置于他对欧洲战争与共和危机的分

析之中, 我们不难发现其和集权与分权 、 大一统与分裂 、传统政体与共和 、 清议与言论自由等

各个层次的政治判断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二元范畴基本上是对现象的归

纳, 而 “统整” 与 “分化” 的范畴却更为抽象和普遍。杜亚泉在此基础上概括中西文明的不同

取向, 其以新 —旧和东 —西为杠杆形成的文明调和论的政治指向是十分清晰的 。陈独秀对此一

口气问了七个问题:( 1) 中国文明究竟是在儒家统一前为盛还是统一后为盛 ? ( 2) 中国文明统

一于儒术还是包含多种学术 ? ( 3) 统一的欧洲中世纪与竞争性的现代西方何为优劣 ? ( 4) 在输

入西方学术之前中国精神界是否已经破产 ? ( 5) 在共和条件下保存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是否 “谋

叛共和” ? ( 6) “以中国此时无强力者” 为憾的作者是否曾对洪宪时代 “称快” ? ( 7) 古代精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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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否即纲常名教, 西洋物质文明是否也有精神文明?① 这些追问用语尖锐, 除了第 6条有些勉

强外, 其他各条均直点要害 。

在欧洲战争 、 俄国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之下, “东西文明论战” 说到底是一场如

何判断现代危机及中国未来道路的大争论。无论其枝蔓伸向何方, 这一争论最终取决于开创这

一道路的主体究竟是谁 。②

《东方杂志》 对于世界局势和中国困境的描述没有任何其他杂志能及, 但它恰恰未能回答由

谁来 “调整新旧势力以形成新势力” ?政客 、党人 、 官僚 、 学士一一沉陷于 “迷乱” 之中, 我们

能够期待他们通过自我修养立地成佛吗?③ “自觉” 的钟声没有在他们心头响起, 谁又能够敲给

他们听呢 ?我认为 《新青年》 与 《东方杂志》 的分歧不能全然置于东—西 、 新 —旧概念之下加

以说明:它们都批判 18 、 19世纪的 “旧文明” (从政治模式到经济形态) , 都拥抱 20世纪的 “新

文明” (社会主义) , 但政治取舍各不相同 。更为清晰的差别在于:《青年杂志》 开宗明义, 从

“青年” 问题开始, 也即将一代新人的创造作为政治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路径, 它与 《东方杂志》

所共享的旧轨道已然终结的历史意识在这里转化为一种 “青春的哲学” 。在 “文明调和论” 的框

架下, 东西文明 、 新旧思想被置于一种客观的结构之中, 杜亚泉仔细地勾画去取的方法, 却无

法说明由谁来对之进行汲取与调和, 使之陷于一种 “无主体的方法论循环”, 而 “新文化运动”

以 “运动” 界定 “文化”, 以 “文化” 创造 “运动”, 它所召唤的是一个运动的主体, 以及这个

运动主体的政治。它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与对新政治主体的召唤完全一致。杜亚泉相信新政治只

能产生于既定的历史与文明, 而 《新青年》 却认为新政治只能产生于与历史断裂的意志。当杜

亚泉从 《东方杂志》 黯然退场的时刻, “五四” 学生运动的声浪仍在中国上空回荡, 一种新的政

治当真就要登场了 ———这个新政治是从对政治的拒绝中 、 在 “思想战” 的硝烟之中产生的。文

化和伦理居于新政治的核心 。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轮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 我们将在 “短促的

二十世纪” 一再听到它的回响。

〔责任编辑:张飞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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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独秀:《质问 〈东方杂志〉 记者——— 〈东方杂志〉 与复辟问题》, 《新青年》 第五卷第三号 ( 1918 年 9

月) , 第 206—212 页。

伧父:《中国之新生命》, 《东方杂志》 第十五卷第七号 ( 1918 年 7 月) , 第 1—4 页。

杜亚泉总结说:“盖从前的种种运动, 其初亦欲造成一新势力, 以与旧势力对抗, 其结果则依附旧势力

而欲利用之。卒至旧势力愈炽, 新势力毫无成就者 , 其误点所在, 一 、 不于社会生活求势力之根据地,

而儋欲于政治行使其势力;二 、 不于个人修养上求势力发生之根本, 而但以权谋术数为扩张势力之具,

是二者, 有一于此, 则其势力不能成。 故新势力之发生, 必不取迳于此。” 伧父:《中国之新生命》 ,

《东方杂志》 第十五卷第七号 ( 1918 年 7 月) , 第 1—4 页。



and openness;and in te rms of t ime duration , uni ty o f stability and change.The formulat ion of

exemplary provisions requires precise def init ion of functions and appropriate use of leg islative

techniques.Legislation fo r implementing exemplary provisions should also observe specif ic crite-

ria and requirements .

( 9) Variations on Culture and Politics:War , Revolution and theWar of Ideas"in the 1910s

Wang Hui ·117·

The various stag es o f refo rm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canno t be explained simplist ically

by a linear view o f the histo ry of modernization.Because o 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publi-

can crisis , theMay Four th"cultural movement show s a clear change o f di rection.How to assess

the Republican sy stem and i ts v alues and the Western model view ed as a templat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 and questions that f low ed from this such as how to deal wi th Chinese tradi-

tion—these constituted the prima ry issues in theMay Four th change of cultural direction ."The

May Fourth"cultural movement w as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t ransformat ion , in-

terpenet ration and variations in cul ture and polit ics .The new polit ics w as no t a natural develop-

ment of the old;ra ther , it o rigina ted f rom a new consciousness , thought , cul ture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o ther w o rds , the new poli tics w as the resul t o f theMay Fourth"movement.

In this contex t ,culture"assumed a double task:on the one hand , it created and developed new

political entit ies in society;on the o ther , i t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 improvement and evolution

of politics through movements int rinsic to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parties.Entering on and reinvig-

orat ing polit ics by means o f the dist inction betw een cul ture and polit ics w as a phenomenon unique

to tw entieth century China.

( 10) Fifty Years of Cliometrics:Conflict ,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Histori-

cal Paradigms Sun Shengmin ·142·

Cliometrics is a cro ss-disciplinary subject that applies the methods of economic theo ry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 ry .It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in it s f if ty

years of development: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w ithin histo riog raphy ;integ ration wi th the

new insti tutional economics;and transcendence o f the new inst itut ional economics .It s main char-

acterist ic is the w ay it facili tates the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ies and materi-

als fo r economic histo ry.This characteristic has been expressed in different w ays in the three dif-

fe rent stages of it s history.Over the past fif ty years , the cliometric research paradigm has seen

conflict and divisions and has changed from being primarily a histo rical paradigm to being primari-

ly an economic one;it has also engendered innovat ion in economic paradigms.

( 11) Literary Genres:Consolid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Nan Fan ·162·

Genre has alw ay s been an ex t remely impo rtant concept , catego ry and theoretical fulcrum in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 ferent understanding s and conclusions abou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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