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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
理论特征与实践

*

胡 逢 祥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200241)

摘 要: 文化保守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构论之一。理论上，它始终坚持

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应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基础上展开，以不失民族自身的主体特征为目标，由此与

文化激进主义以“西化”为目标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立。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思潮，它与一般顽固保守思

想的根本区别，乃在对传统的继承是建立在具有现代自觉意识的反思基础上的。从该思潮的代表性流

派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家等主要活动看，其贡献大多集中在思想理论和现代文

化哲学的体系建构领域，在社会实践层面则殊少成就。这应是该派在现代社会长期被边缘化的重要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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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诸社会思潮中本土文化根基最深也是内涵最为复杂的一种思潮。由

于它所凭藉的主要资源———传统文化及其观念源远流长，盘根错节，参与的社会力量也显得比较庞杂，

以致在界定这一思潮的理论特征或相关人物时，学术界往往意见不一。本文特就此略抒管见，不当之

处，请方家有以教正。

一 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征

从语义上看，“保守”和“保守主义”自然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在实际使用上，两者却有着相当的差

别。一般而言，“保守”与“进步”相对，乃泛指对事物持一种守旧和不思改进的态度或行为; “保守主

义”则与“激进主义”相对，常用以指面对社会变迁，倾向于尊重和保持传统的延续性，主张以渐进方式，

在稳健中实现社会过渡的观念系统或理论，它可以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
在人类历史上，每当社会形态结构发生大变动时，整个文化也必须经历相应的变动或改造，以适应

社会的需要，其间往往会出现多种文化建构路径，在经历了相互冲突、竞争、比较和互补后，才逐步形成

为相对稳定的新形态。本文所讨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大转型中涌现的现代文化建

构思潮。由于它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文化本位，强烈主张尊重传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基础

上，建立起不失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体系，遂与文化激进主义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路形

成了鲜明对立。
作为“现代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派生物，当社会变革大潮排山倒海袭来，而传统文化又在强势西

学的逼视下疲弱不振之时，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基本理由不外有三:

一是出自民族主义的感情。虽然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并不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些甚至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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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如现代史上的傅斯年、李济、林同济、雷海宗等。但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仅都是深情的民族

主义者，也是民族文化的坚定传承者，从晚清国粹派到现代新儒家诸子无不如此。事实上，民族和传统

原本就是相依为命的，民族是由血缘、语言文字、共同利害等许多因素所逐渐产生的，“离开了民族，便

无所谓传统; 离开了传统，也无所谓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必会伴着某种程度的传统意识的觉

醒”。① 从近代以来列强并吞弱小国家往往采取“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的“灭国新法”

中，他们深切意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

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其语言文字存则国存，不然则国亡。② 盖“一民族之无共同之文化与风习

语言加以凝摄自固，一民族之分子之心志必然归于日相离散”。③ 即使其人生存下来，也不再是原来的

民族，其情形无异于亡国亡族。因此，坚持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民族主体性，就是争取民族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权。

二是出自对国情的体恤。在他们看来，现代文化的建设必须从国情和民情的实际出发，才能奏效。

国粹派就认为，“西化”路径之所以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其情形颇如“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

枳”。“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吾国而弊愈滋，无他，虽有嘉种，田野弗治弗长也; 虽有佳实，场圃弗修弗

植也; 虽有良法，民德弗进弗行也。”④徐复观在批评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时，所持的主要理由也在于

此，说“这里不必争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生活，有没有全盘化为他族的可能; 也不必争论‘西’是否代

表了一种理想世界，有没有全盘归化他的必要; 而只指出所谓‘西’的内容也并非如胡氏所想象的那样

简单”，因为西方民族和国家很多，“如化于美而遗失了英及法德，既不可谓之全; 若同时要化为英美法

德，又只落得多歧亡羊，望洋兴叹。”⑤这就决定了现代文化的建设，只能采取如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

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⑥的立场。

三是出自对中国文化现状的认识。“五四”以来，不少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完全过时

的衰老或死亡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现代及未来文化的代表，中国欲不亡，只有走“全盘西化”之路。

由于“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⑦故“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科学的精神

就是解剖尸体最适用的器具”。⑧ 钱玄同也说: “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就解剖而言，目的在

求知该尸体的生理和病理……万万没有把它放在活人堆里，与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的学术和

‘发扬民族魂’是相反的; 我赞同‘整理国故’而反对‘宣扬国光’。”⑨而胡适的“整理国故”，同样是为了

“打鬼”和“捉妖”，以便搜出证据，显出其原形，向它施上“最后一刀”。瑏瑠 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中国

文化却非将死或已死之物，而是一种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仍具生命力的文化，尽管它自身确带有

历史的尘埃或被旧时代专制统治玷污与曲解的东西，但仍可以通过改造焕发出新的生机。这层意思，

在晚清国粹派的思想中就不断有所表达，至 1958 年当代新儒家发布《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

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而得到了更鲜明的发挥。《宣言》

强调: 中国文化有着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悠久历史，实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之结晶，曾对世界文化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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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巨大贡献，今天，虽然它“正在生病”，却“并未死亡”。为此，他们恳请“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

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并对它寄予“同情与敬意”。中国文化经过治病及

同现代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有机融合，必将走出“返本开新”之路，为中国和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那么，是否该时期所有主张恪守传统的主张或理论都应视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呢? 笔者认为并非

如此。虽然广义地说，这类文化主张都可归入保守的阵营，但是，从其出发点、内涵和文化建构目标等

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这类人群的内部实存在着显著的层次差异，有些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如晚

清以来倭仁、刚毅、曾廉等顽固守旧人物便很难列入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范围进行考察。即使是被不

少人列入该阵营的洋务派，其界定是否合理也仍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

动虽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但就其主导力量而言，主观上还只是一种通过技术层面的局部改

造以加固旧制度和旧文化的尝试。且洋务派在前期，本是作为“顽固守旧”思想的对立面，以“进步”形

象出现的; 及至后期，与维新派相比，虽已转向了“保守”，但在价值文化上仍基本沿袭和恪守旧的藩篱，

尤缺乏文化近代化的自觉意识，有些方面差不多已与顽固派合为一流。而在我们看来，所谓现代中国

的文化保守主义，至少应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对传统文化既主张尊重和继承，又保持着相当的反思性，而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称颂传统。
如国粹派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眷恋之情，但也承认传统国学中确存在着一些不合现代社会要求

的陈旧观念，“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情势，而使必不可灭。斯真善言国学者矣。”①章太炎

等都对传统儒学作过一定的批判。港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也一再强调:“任何传统文化，为

了适应新的环境，接受新的事物，其本身必须经过批评而发生新的反省，以打破解脱它已经僵化了的部

分，使其原始精神发生新的创造活力。”②并谓: “中国文化固然有偏差，有流弊，需要大的洗刷，需要大

的接枝接种运动……至于说到有些人以尊重中国文化为达到个人政治上社会上之不正当目的之手段，

乃至仅靠中国文化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等等，都是可以承认的事实。但这只有把中国文化中好的

东西体认出来，提炼出来，才能对上述情形加以清理，因而对外来文化加以融和吸收。”③这些，都表现

了此思想特征。
其次，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较为理性，并不因维护传统而对之一味排斥。从晚清国粹派主张“藉皙种

( 指欧美白种人) 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④到学衡派的“融合东西文明”之旨，⑤都反映出这一趋

向。徐复观在说明该派工作旨趣时还说: “他们对中西文化，想做一番提炼沟通的工作，使民主自由能

得到文化上深厚的基础，使科学能在其自己应有的分际上，在中国得到确切的发展。他们对五四运动，

采取批判的态度; 但他们的批判，是指向那些轻浮武断，为科学民主制造不必要的纠葛的这一方面。因

此，他们所期待的是要超过五四的时代，而不是要拉着五四时代回头走。”⑥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

三等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建构所走的中西哲学融合路径，更是将这一方针努力付诸了理论实践。
第三，对保守专制政治多持批判态度。其主流不仅反对历史上的帝王专制主义，与现实社会的政

治保守势力也始终保持着相当距离，尤其是不愿与各时期的保守政权合流为伍。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

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

都采用过笼络手段，试图令其与当局的保守政治合流，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

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 1930 年代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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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蒋介石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①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 1946
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 专字吃紧) ，纯是民间意味，则

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

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 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

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②1950 年代之后的港台新儒家，

同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如徐复观，尽管其个人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的关系，却仍能站在民主派一边，公开

批评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独裁统治。1956 年，当台湾当局为维护自己的“威权主义”，向自由派人士发

起攻击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为之辩护，指出: “反自由思想的人多半是站在庙堂之上，为自己的政策行

为作辩护，做宣传。因为凡是对他们的行为政策有所批评的，即是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是要不得

的，所以对他们的批评自然是不值一顾，这样便可以肆行无忌。”但是，必须看到:“自由主义落实在政治

上，即成为宪法中的人民的诸权利; 当人民行使自己在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时，却假思想上的名词以反

对之，这实际是在反对人权，是在反对宪法。”③在《自由中国》因刊出“祝寿专号”，提出种种限制蒋介石

独裁体制的主张而遭到官方媒体的围攻时，他又发表《悲愤的抗议》一文，加以辩驳。
这些特征，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共性，尽管反映在不同流派或具体人物身上

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

二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变及其流派

依据上述界定，我们认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大体包括了以下一些思潮或流派: 20 世

纪初年的国粹主义思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以及前后相继

的现代新儒学和港台新儒家等。这些思潮或流派的观念及文化建构路向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因所处

世局的不同而各具时代特点。
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当推 20 世纪初的国粹主义，其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

黄节、刘师培、马叙伦、陈去病、高旭等。由于其所应对的主要是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伴之而

来的可能使中国文化衰亡乃至最后造成“亡国灭种”惨剧的西方文化侵略，故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

卫色彩。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因其处于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初期，代表人物都是刚从旧学营垒中杀

出来转向新学的知识分子，故其整体风貌，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涵上，都留有更多的旧时代痕迹，其

学术也往往带有较浓的传统经史学气息。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乃因与国内思想界影响日大的激进主义“全盘西化”论抗

争而起，前者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等为代表，后者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徴、汤用彤等为代

表。在观念上，他们固然承继了国粹主义的某些余绪，但在意趣和风格上，又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学衡派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国粹派相比，

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的文化观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如东方文化派一再提倡，东西文明本各

具特色和互有长短，在现代文化的建设中，两者不宜偏废，实可“互济”。而学衡派不仅以美国“新人文

主义”的文化理想为指导，还将中国文化及其当下的建设路向置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单从民

族自身的立场加以审视，强调我国新文化的建设，当“与世界文化齐驱”，在充分尊重和理解东西古今文

化智慧积累的基础上，“求能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者”，④加以发展。“合千百融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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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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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99 页。
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100—101 页。
徐复观:《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原载《民主评论》七卷 21 期，1956 年 11 月 1 日。转见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 464、

465 页。
梅光迪:《现今西洋之人文主义》，《学衡》1922 年 8 月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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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① 同时，他们对文化问题的关

注，也更多地转向对世界文化演变的轨迹、特点，以及中西文明比较及其走向等宏观理论的思考，无论

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显示出与国粹派的不同治学风格。
现代新儒家是 20 世纪中国影响最为深远和理论色彩最浓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流派。五四以

后，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在一派“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先后举起重振儒学、以应世变的旗号，他

们或聚徒讲学，或潜心苦研以构筑思想体系，逐渐团聚起一个具有共同思想诉求的学群。1930—1940
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和国内民族主义的激扬，注重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影响日大。抗战中，

梁、张、熊分别主讲重庆勉仁书院、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和四川乐山复性书院，致力培养现代儒学复

兴事业的人才。与此同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还发表了一批哲学著作，努力推进现代新儒家的思

想建设，这一传统，1950 年代后经熊门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继承发扬，在海内外

学术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在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诸流派中，新儒家称得上是流衍最久和最富

建设性的学派。近百年来，现代新儒家不但由最初的散发性思潮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学缘”和日益光

大、蜚声国际的学派，还通过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努力，逐步构筑起了比较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

是港台新儒家，由于所处环境比较特殊，又能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某些历史实践

加以思索，故体系上也更见完密。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但可视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发展结出

的硕果，也是该思潮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②

当然，在上述主流之外，现代史上还有一些颇具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虽然不必简单地纳入

某一主流思想派别，但大多与各时期的某一主流思潮或学派有关联，如陈寅恪、张荫麟、张其昀之于学

衡派，钱穆之于港台新儒家等。
至于现代史上一些打着继承传统文化旗号，但却对之缺乏反思的保守人物或集团，看上去虽与文

化保守主义有相似之处，其实两者的文化建设方向并不一致。从本质上看，其目标乃在“复古”或近于

“复古”，因而严格地说，只宜称为“守旧派”而不是我们定义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例子，在晚

清就有许多，最著名者如倭仁、徐桐、叶德辉等。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及其后的蒋介石

集团也应归入此类。他们的保守性，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保守。这一点，就连文化保守主义者也

看得很清楚。徐复观就指出，蒋介石当局 1930 年代之提倡传统文化，用意本在“以此来抵消社会上民

主自由的倾向，要以此来加强政治中的专制独裁。这一因素，是太不能受学术思想的考验，势必反转来

阻碍学术思想进步的。说来也实在可怜得很，数十年来，凡是反民主自由的人，常常要借助于中国的传

统文化; 于是反对中国文化的，动辄指中国文化是专制主义的护符; 这一奇怪的纠结若不把它解开，则

中国人真可以不谈中国文化。”③由此可见两者的深刻分歧。如果一定要将这类保守派附于文化保守主

义范围进行考察，那也只能作为更低层次的保守理念，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体或典型来进行讨论。

三 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局限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单是一种理论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人生实践的路径。
在学术实践领域，它不仅在哲学上构筑起了庞大的体系，出现了诸如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具

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在史学、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也进行了一番尝试。就史学而言，具有明显文化保守

主义倾向的代表性史家主要有章太炎、刘师培、柳诒徴、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缪凤林、张其昀、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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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 年 1 月第 1 期。
关于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学的文化理念及特征，拙著《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已有较详讨论，本文皆从略。
徐复观:《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原载《祖国》周刊十四卷 11 期，1956 年 6 月 7 日。转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第 4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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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的共性，是在研究中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表现出相当的“温情和敬意”，以及“同情之理解”;

在方法上，也能强调对传统史学考证和阐释学方面长处的继承，甚至提出“新宋学之复兴”的建设主张;

内容上尤注重民族历史与文化兴衰之探究，表现出对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挚爱，特别是在

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及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史学流派，他们显然作出

了更多的实质性努力，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是最为丰富和坚实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除了办学、办刊等文化活动外，也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极力想将“内圣”之学转

为“外王”之道，施诸实政。但总体上，此类社会实践的机会并不多，其中惟一值得一提的只有梁漱溟的

“乡村建设”，且最后亦以失败告终。据此，可以认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实践领域

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著者厥有两端:

其一，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兴起之际，正值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处于低谷时期，国势不竞和国弱

民贫的现状，使国人普遍懊丧痛恨不已，不少人还将之归咎于自身文化的衰弱所致，必欲铲之而后快。
在这种情况下，提倡重振传统和从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自然应者寥寥。反过来看，这也是“五

四”以后中国文化形成以“西化”为演进主流的重要原因。
其二，也与大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习惯思路有关。盖其主要工作( 除梁漱溟外) 多集中于学术和

哲学体系的建构，认为只要持之以恒，终能造成社会影响，感化人群，实现其抱负。如牟宗三在肯定梁

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同时，对他从事的乡建事业却提出了批评，说:“可惜梁先生并未能再循其

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

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须知文化运动，弘扬教法，不是这样形

态所能奏效的。后来他又降落而局限于一时之政治漩涡中，即民主同盟中。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

弘扬孔教上之不幸。他的文化意识只类乎苦行的社会意识，所以容易落于横剖面的社会主义之范畴

下。至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自由民主、道德宗教，这种纵贯的、综合的、纲维的文化意识，他并不够。
这还是由于他体悟孔教的生命与智慧之不透。”①而对于徐复观的“于政论肆所欲言，而学术讨论似太

持重”，钱穆也颇有保留，曾多次劝阻徐不必与殷海光等多作文化方面论争，称“最好省去此等闲争论，

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广大，别人的暂置不理，静待第三者来批判”。并谓:“若为讨论学术，争辩是

非，亦须选择对象，殷某殊不值往复，所论亦非学术大体，将来关于此等，鄙意只以不理为佳。拈大题

目，发大议论，久久自有大影响，只恐我们自己力量不够。”②这些看法，站在学术的立场，自有其在理

处，但也流露出重学术而轻社会具体事功的倾向。
应当看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旨趣与一般学术事业不同，它是以直接指导和落实现实社会的文化建

设为职志的。从历史上看，比较单纯的学术或文化理念要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大多不出两途，一是借

助统治者的接受，动用政府的力量付诸实施。如先秦诸子率领门弟子在诸侯间凄凄惶惶的到处游说，

目的便在此。二是学者或思想家们自己走入民间，去直接影响社会大众，酿成风气，如宋儒之发布白话

语录体著作和明代王学的泰州学派所为，梁漱溟的乡建活动即取法于此。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看，凡在

实践领域取得明显成效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建构理念，都相当重视对一般社会民众的直接宣传、联络，或

者以某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将其理论化为实践。即使这种实践有时不太成功甚或是失败的，也有助于下

一步的改良和推进，对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便应作如是观。但是，从国粹派到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文化活

动，除了极少数人外，其主要工作都是面对学术精英、文化教育界，乃至有实权的官员，他们的目标显然

是想通过对这一阶层的长期熏陶积聚一种力量，再以此去引动政府和整个社会。因此，其中大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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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 台湾三民书局，1984 年，第 112—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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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自己定位于思想的创造者和学术体系的构筑者，而不是直接去与接触社会和民众。这样的思维方

式，不能不与当下的社会实践形成某种程度的疏离，以致延缓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
对此，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就曾有所反思，1956 年 6 月，他在《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

题》中即说:“这一百年来，正当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所以凡是有力的文化思想，没有不关心到社会

政治的问题; 而社会政治的问题，也没有不影响到文化思想; 于是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纯学术的活动，仅退居于不重要的地位。而现实政治势力的分野，也常常即是文化思想的分野。因此，

文化思想由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展而来者较少; 由政治的目的、要求所鼓荡而来者特多。”而要实现社会

的良性发展，应着力改变文化随着政治转的风气，做到“文化思想向世界看，向社会看，向人生看。文化

思想应面对着人生、社会、世界而思考，研究”。① 在他看来，“儒家内在的道德实践，总是归结于人伦，

而落到现实上的成就，大体是从三个方面发展，一为家庭，二为政治( 国家) ，三为‘教化’( 社会) ”。②

并一再强调，“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③ 据此，他不赞成熊十力以来现代新

儒家诸子倾全力重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做法，主张走出形而上学，更多地直面现实去展开学术思索，

去融入和影响社会现实。尽管他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思考确值得我们重视。
那么，现代史上蒋介石集团所施行的文化保守政策，能否归入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践? 其实践

是否受到过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 应当说，蒋本人确与不少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冯友兰、贺麟、张其

昀、钱穆、徐复观等有接触，某些方面或许还将他们引为同调，但观其精神实质，乃直接来源于传统统治

思想的惯性，而非现代文化保守主义。1930 年代中叶，蒋曾推出“新生活运动”，试图强化儒家“礼义廉

耻”伦理精神对民众日常生活的主导，还在学术思想界发起过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退至

台湾后，从“去殖民化”( 去除日据时期殖民文化的影响) 和“反共抗俄”的需要出发，加强了对传统文化

的宣传力度，力求将其营造为整个社会宗奉的文化思潮。1960 年 4 月又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孔孟

学会”，亲任首届会长( 后为名誉理事长) ，以“阐扬孔孟学说，恢弘民族道德，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
1966 年夏，大陆爆发“文革”动乱，一时极“左”思潮泛滥，在一派“造反有理”和“破四旧”的声浪中，传

统文化被全盘否定，传统典籍和遗迹遭到大肆毁坏。这些非理性行为，激起了海外知识界的极大震惊

和反感。趁此机会，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更发起了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从外形上看，虽

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相似的诉求，对引起全社会重视传统文化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文化保守

措施，包含着明显的“反共”及加强自己独裁和维持蒋家统治秩序的用意，不仅遭到了港台自由派如胡

适、殷海光、李敖等人的反对，甚至也不为徐复观等新儒家诸子认可。按照徐的说法: 台湾国民党政府

之提倡历史文化，除了想以此作为“反共”的招牌外，大多“只是口头上讲讲，决没有存心要把历史文化

中的好的东西拿来实行。而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在现实上是要见之于行，见之于事的。所以现实政

权对于历史文化的提倡，比之对于提倡科学，更为虚伪而无真实内容。”④显见，这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

理想中的政治和文化实践。
鉴于 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整个运作中，社会实践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今天，当我们以

理性态度重新审视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得失时，如果认为其中确存在着有价值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

有可能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那么，如何将这些思想通过适当的途径逐渐化为有效的社

会实践加以尝试，并在尝试中实现改进，恐怕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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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olutionary Era and the Ｒising of Philosophical Ｒadicalism
( by GAO Ｒui-quan)

Abstract: After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radicalism for 20 years，more positive discussion is in need about
Chinese ra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Ｒadicalism，which forms a triangle with the conservatism and liberal-
ism and serves as an instrument in analyzing modern public intellectual history，not only shows an“attitude”
or“tendency”，but also embraces some substantial theoretical“doctrine”．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its birth
can only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revolutionary era”．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is not only political and cultural，but involves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The period from 1895 to 1995 has witnessed the whole“rising-declining”picture of radical-
ism in the“revolutionary era”． Ｒadicalism has political，cultural，philosophical and other dimensions． Philo-
sophical radicalism not only provides philosophical defense but also serves as the spiritual core f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radicalism．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includes roughly four aspects: progressivism，the
doctrine of social revolution，equali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 A deeper genealogical analysis is required to
examine how these aspects jointly lay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radicalism．

Keywords: revolution，radicalism，progressivism，utilitarianism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ultural Conser-
vatism in the 20th Century ( by HU Feng-xiang)

Abstract: Cultural convers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ctrine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oretically，it always insist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based on inheriting and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so as to maintai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ity． In this way，cultural conversation is completely opposite to cultural radical-
ism，which aims at“Westernization”． As a modern cultural thought，cultural conversation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other obstinate conservatisms for its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 is based on a modern self-consciousness．
The performance of its representative schools such as nationalism，the Orient Culture Clique，Xueheng School
and modern Confucianism show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conversation mainly lies in the systema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and modern cultural philosophy rather than in social practice，which explains well why
it has been marginalized for a long time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conservatism，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intellectual trend and school

Lv Simian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 by ZHANG Gen-hua)

Abstract: Lv Simian began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expressed his agreement no later than 1920s． Especially，he advocated and performed the prac-
tice of explain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phenomena in terms of economic elements． However，differing from
other materialist historians at that time，he refused to regard economic elements as the only factors and reduce
all issues to them，let alone distort historical facts to adapt to a certain doctrin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ex-
plaining Chinese history． This bottom line of his advocating and applying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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