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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中约
·

〔编者按 习徐 中约 为美 国 加 州 大 学历 丈教 授
,

今年 6 月11 日在 上 海社 会科 学院 历 丈研 完所 举行 的

座 谈 去 上 , 作 了关 于 中 国近 现代 史的 报 告
, 下 面 是

报告 的 摘 央
。

人 有人 格
,

国 有国 格 ( l d e nt i t y)
。

一 部 中国

近代 史可 说是 中国追 求 一个 新国 格 的历 史
。

近代 中国 的巨变及 其人 民遭遇 的 苦难 ,

是 历史

上罕见的 。 近 代中国 的 变化 既 深且远
,

比 较起来过去

的 变化 都 逊 色不及
。

这个国 家现 在 能够试爆原子 弹
,

放射人造 卫 星 ,

与关国经过二十年的 不 和 之后
,

恢

复 了邦 交J 在 联合 国中担 当重 要的 角色
,

成 为世 界

主 要国 家之 一
。

这些变化使人 有难 以置信的 感 觉
。

同一 国家在一个半世纪之 前
, 既 不能制造 船炮 , 也

不懂什 么 是 议会制 度
。

在军 事上的 转 变更为 惊人 :

在18 42 年
,

英国 只用二十 五 艘军舰和 一万多士兵
,

就 轻 易 地 击败 了清 帝 国
,

但在 五 十 年代 的 朝 鲜 战

争
,

五 十 多万 美 国 及 联合 国 军 队
,

与 朝鲜 军 队 和 中

国 的志愿 军 侃 持不下
, 而 在 六十 年代 的越南 战 争

,

同 等 数 目的 关国 士兵 也不 能 抵挡 中国 支持 下 的 越 南

军队
。

在短 短 的一个世纪 中
,

中国从 一个 软弱的 封

建帝 国 变成 充满 魄 力及 前进 思 想的社会主 义 强 国
,

实在是 人类 历 史 上 惊心动魄 的一件大事
。

在这 个剧

变 的 洪 流中
,

中 国体验 到 从 来有过的冲激 和 共 存问

题
,

因 为 传统 中 国 与现 代 中国实在太不 同了 r

十九世 纪以前二千 多年的旧 中国
, 在 东 亚是 独

~ 无二 的大 帝国
。

在这二 千年中
,

它 的 社会政治 体
制 很安定 自足 。

其 国体是 由皇帝统治的 一个一个 朝

代
,

其经 济以农为 本
,

其社 会为 士族 乡绅 所控制
,

而其学 木风 气 则为儒 家笼罩
。

在 对 外 方面
,

中国 目

认 为 居 世界中 央 的 唯 一大 国
。

很 多历 史学 家认 为 ,

直 到十 八世纪中 叶
,

中国仍是世 界 上最 先 进 的 国

家之 一
。

欧洲 的 哲 学 家和 思 想家如 史宾洛 沙
、

莱布
尼 兹

、

哥德
、

伏而 泰 和阿当 史密夫都 十分敬佩与 宗

教分离的 中国 政治 和社会体系
。

不过
,

到了十 九世 纪
,

中国 的光荣 日子 便不 能

持续了 。

西方工业 革命所产生 的 动力及 科技
,

使 列

强以 雷 霆万钧之势
,

打 开 中 国贸 易 及 外 交的 门 户
。

在 拿 破仑战争之后
,

英国 首先 在两 次 鸦片 战争 中
,

使

得 清政府丧权辱 国
。 186 0年

,

英法 联 军 占领北 京
,

焚烧 圆 明 园, 更 加证 明 西 方的蛮横和 强 霸
。

中国面

临一个全新的 国际 形 势
,

头脑 较清醒 的 领袖们承认

西 风 东渐之 不 可 挡
,

但级 迫切 的问 题 是 : 怎 样在 这

个新的 形 势下生 存及图强夕 当 然, 儒 家 的 天朝观 念

并不 能 解 释 和 解决这个 问题
—

中国 需要转变成 一

个近 代 的 国家
。

在这个蜕变过 程 中
,

中国遭遇 到 从

未有的冲 激及 生存的 双 重 危机
。

西 方文明 在很多方面 是充满生气活力的
,

但对

十九世纪 的中国而 言
, 则 破坏性 多于 建 设性

。

它打

垮 了旧 的传统 ,

却未能建立 一个新的秩 序
,

致 使 中国

在废墟 中收拾残 局
。

中国一方 面 受制 于 传统 思想
,

另一方面对 西 方一无所知
,

所 以只 好 在黑 暗 中试 图

摸 索前 进
。

中国 的困 惑是 不知 要放弃旧 传统到 什么

程 度
,

也 不 知 要 接 受新 文 明到什 么 程 度
,

才能 够使
中 国 光 荣 地站在 国际 大 家庭 之 中

。

寻 求新 的体 制
,

即寻 求 新的 国格
,

这 点 与 传统 中

国 的 自大 及一向 鄙 视 四夷 的观 念背 道而 驰
。

不 过
,

在 工8 60 年 第二 次 鸦 片战 争战败 以后
,

较 开 明 的 中 国

人 士渐 渐 明 白到 中国 必 须改 革 以 求存
。

他 们发 动了

十 九世 纪 六十年代开 始的 “ 自强运 动 ” ,

引 用 当 时

著名学者魏 源之 言: “ 师 丈之 长技 以制 夷 ” 。 在 这

种 精神影响之下
,

翻译 馆 ( 同 文馆) 及 模仿 西 方的

兵工 厂
、

船厂
、

军 丰工业 相继 建 立
。

这 个 延 续 了 三
.

十五 年的 运动 只是表 面 地尝 试现 代 化
,

只 要求 立 刻

见 效的几 个方面
,

而完全恕视了西 方文 明的 更 重要

部 份
, 如 政 治体 制

、

经 济结 构
、

哲 学
、

文 化 和 艺术

等
。

很 可惜 的是 即使 当时 的 开 明分 子
,

也 认 为 中国

只 需 要 学习 西 方 的坚 船利 炮便 可 生存下去
。

中 日 甲午 战 争之 后 , 中 国 首先 尝试 适应新世 界

体 系的 自强 运动便 断 然 终 止
。

一些 开明学者 和 官员

们
, 明 白了 以前 改 革的 范 围太 狭而 想作 新的调 整

。

他们决 定把政 治改革列入 现代 化 的计 划 中
。

康有为

和 梁 启超 鼓吹仿效 彼 得 大 帝和明治 天皇的 变制
。

虽

然
, 为 时已 晚 ,

改革 者仍 未鼓 吹全盘西 化
,

而 只 是

推动一 个中西合 壁的 体系
。

这个运 动的 精神正如 官

触

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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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裔

梦

僚学者张之洞 所谓
: “ 中学为 体

,

西学为 用
。 ”

但

是
,

康有为 的 改制在18 98 年推行了一百 天 后 就被保

守 分子 摧 毁
。

同 时
, 孙 中山 发 动 了 革 命活 动

,

他认为 只 有全
面 革命 ( 而不是 局部的 改 良)

,

才 能 解 决中 国的 间

题 。 他 获得秘 密 团 体
、

下层社会及海 外华侨的 支持
。

一 般 学者及 乡绅 则 跟 随 康
、

梁 路线
。

不过 百 日维 新

失败后
,

知识 分子愈 来愈 多追 随 孙中山
。

原来被看

为 叛徒 的 他
,

一 变而成 为 爱 国 的革命家
。

辛亥革命

成功 及 翌 年成 立 西 方体制 的共 和 国结束 了三千 年 来

的 帝皇制 度
,

中国 乃 以 全新 的共 和 国形 态出现
。

中 国虽 然已打 倒 了 旧 的政 体
,

但 旧 社会 的 习惯

和作风 却继 续存在
。

中华 民国成立 后 并未带 来预期

的和 平 和 秩 序
,

因 此 , 知 识 分子 觉悟 到 没 有 一 个彻

底 的思想改 变
,

不 能期望有 良好 的 政府或 进 步 的 社

会
。

留学 日本及 欧 美的 知识 分子, 如 陈 独 秀
、

蔡元

培和 胡适 等 回 国后在 又9 1 0年代 的 后期
,

推动 了新文

化 运 动 和
J

思想 革命
,

形成 19 19年 的 五四 运 动
。

当时
的 精神 是 反 对旧 传统 ,

打倒 孔 家 店
,

推 崇 “

科学
”

和 “

民主 ” 。 在 这种 情形 下
, 我 们 看 到 两条主要路

线在 这个冲激过 程 中出 现 :

其一是杜威 的 实 用 主

义
,

由他 的学生胡适 倡 导 , 是 社会慢 慢 改 革 的 路
线 ; 另 一 是马 克 思 激 进 革命路线

,

在俄国大革命冲

激下 由陈独 秀及 李大 钊两位北 京大学教授推动
。

这

是中国近 代史上寻 求适应现 代世 界的第三次尝试
。

工9 2。年代以后 的一 段 中国历 史
,

主要 的是 国 民

党与 共产党之 间 的 斗争
。

国 民 党建 基于 孙 中山早期
的革命 组织 而 于 19 13 年正式成 立

, ‘

共产 党则在 “五

四 ” 之 后
,

于19 2 王年 创 立
。

共 产 党成长得 很快
,

并
且 和 工人 及 农民 有密切联 系

,

但却是一个幼 年的 团

体
。

共产国 际 ( C o m i n t e r n ) 试 图利用 国 民党 的 基
础去 发 展 共产党 的影 响

,

并劝 中国共 产党与 国 民 党

合作
。

另一 方 面
,

孙 中 山极欣 羡俄 国革命 的 成就
,

希 望得 到苏 联 援 助 以 重 整他 的 党和 军 队
。

西 方国 家

的 支持军 阀及 在19 19 年巴 黎和 会的 背 弃中国利 益
,

更 加强 了 孙 中山 以上的意念
。

此外
,

孙中山相信所

有的中国 人
,

不 分党派 都 有资格 参与 他的扫除军 阀

及 帝国主 义的国 民革 命
。 1 92 3年 国共合作 ,

但 共产

党员 并未放弃党 籍
,

共产党本身亦未 解 体
。

第 一次国共 合作只 有四
、

五 年 。

孙 中山 在世期

间
,

国 共 合作 尚可 维持
, 到 19 25 年 孙 氏 逝世 后

,

国

共 关系便愈来 愈紧张
。

工9 27 年国 民 党军事 领袖蒋介

石 反共 清 党
,

次年成立 南 京政 府
,

国 共乃 正式 分裂
。

192 7年 分裂 之 后 ; 中国共 产党员便匿 居 上 海活

动 ; 另 一方面
,

毛 泽 东及 其 同志 在 湖 南江 西边 区 活

动
,

解 放了尧满潜力的当地农民
。

毛泽东的 成功与

上海 共产党 的 失败是一个鲜 明 的 对比
—

在 上 海
,

共产党 的 地下组 织一方 面 不断 地受到 国 民 党政府 的

攻击 , 另一 方面 他们 数次武 装 起义 都告 失 败
,

毛泽 东

于是 成为中国 共产党 的唯一 希 望
。

但毛 氏 仍 未 能 进
入 中央政治 局

,

只 能 在 共 产党中央组 织 以外 活 动
。

毛 泽东 一方 面 不 为 共产党中央所接 纳
,

另一方

面 又 受国 民 党 的攻击
。

1 93 。年到 19 34 年 间
,

蒋介 石

在其德 国 军 事顾问协 助下
,

发动了 五 次 围 剿
。

于

是1 934 年10 月 中 国共 产党 开展 有名的 二 万五 千里长

征 ,

移居 中 国西 北
。

长征途 中
,

19 35 年 1 月在 遵义
,

毛 泽 东 获得足 够 的 支持
,

改组 了 党 中 央领 导层
,

成

为 中 国共产 党 运 动的 领 袖
。

毛泽 东 反败 为 胜
,

但 莫

斯科一 直到19 3 8年 才 承 认他 的 领 导 地 位
。

19 37 年 日本 再 度侵 略中 国
。

国 共面 对共 同敌 人 ,

乃 再 组 联 合 阵 线
。

1 94 5 年 中 日 战 争结 束 后不久
,

内战

又 告 开 始
。

经 过 八年 抗 日 战 争
,

通 货膨 胀 威胁 日 深 ,

加 上人民 厌战的种 种 问 题
,

国 民 政府 虽 然在 军 事 装

备 方面 较为优 越
,

并 且 得到 美国支持
,

但 终于 在

19 49 年失去 大 陆
,

偏处 台湾
。

从1 92 1年 开 始
,

经过

二十八年 的 斗争
, 中国共 产党终 于 取 得统 治 权 力

,

成立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

造成 中 国近代 史 上 的一 个新

的 国 格
。

从 历 史 观 点 上 看
,

值 得 注 意的是
:

中国 的学 者
和领袖们 在 采 纳 西 方的民主 或 共 产

J

锹想 时
,

都尽 盘

同化
、

融 合
,

希 冀减少外 国 色彩
。

魏 源 想以西 方技

术 抗拒西 方
。

孙 中 山 虽推行 共和 政 制
,

但却主 张 使

用五 权宪 法 , 而不 采 用西 方三 权 分 立
。

毛 泽 东 接纳

马 列 主 义
,

却 更加 努力建立 他 自 己的 “ 新 民 主 主

义 ”

及
“ 毛 泽 东

了

恩想
” 。

邓小 平 亦 要 一个 中国 式 的

四化
。

这些 中国学 者和领袖们 始 终 在寻 找 一个 途 径

—
要中国彻 底 现代 化

,

但又 要保留相 当的 中国 精

神
。

现代化 不 是 无 条件 地接纳西 方 文 化
,

而 是 创造

一个 中 国形 式 的 现代 化 新文化
,

并且 在 潜意 识 中
,

中 国 式 的现 代 化更有超 越西 方的 形 态
。

在 过去 一 个世纪 的冲 激及 寻 求 生 存的 路 途 中,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达 到 其他阶 段各领 袖 所不能 达 到 的

成 就
。

新 中国 有民族 自尊
、

自信
、

自力更 生 及 强 烈

的民 族光荣 自豪感
。

国 内 方面
,

中 国现 在 进 行 四个

现代化
,

希 望在公 元 20。。年 成 为先进国 家
.

走向 “大

同 ” 的理 想
。

国际 方 面
,

中国 已 成 为世 界 政治 舞 台

中的 前进 主 力
, 在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中声 望 甚高

。

各国

领 袖 都盼望到 北 京来 访向
, 认 为 到 中 国是 一种 无 上

的 荣 誉
。

我 对 中 国 的未 来非 常乐观
,

并对 它 的过去
感 到 光 荣 和 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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