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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

第一课 康有为

1，变法：君主立宪主义

, “三世说”之政治进化论：据乱世之君主制——升平世之君民共主制——

太平世之民主制。英国式君民共主之君主立宪制为世界上最优良之政体。法国式

民主的悲剧在超越阶段。中国变法宜以俄国彼得大帝之意志雄心，借鉴日本明治

维新，采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

,2，保教：儒学之宗教化

康具有“圣贤菩萨”（儒佛）的救世主情怀，其中国“保教”方案：立孔教

为国教。儒学为“中国之魂”，立国之经。孔子为中国教主而非圣人。“立国教废

淫祀”，儒学之宗教化，即借鉴基督教的形式，建立孔庙、孔教会、七天休息制，

以儒生为教士，选举产生从乡到国的各级教士。

,3，大同乌托邦

《大同书》之要旨。人生以“求生免苦”为宗旨。人生之苦有五：人生之苦、

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生之苦的根源在九界，欲去除人

生之苦，须消灭差别而“灭九界”以实现平等：“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

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

阅读文本：《康有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二课 杨度

杨度一生从君主立宪派到帝制余孽、到共产党人的思想巨变，浓缩了清末民

初转型时代激荡的思想风云。其“金铁主义”集洋务思潮与立宪主义之大成，融

合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

1世界的国家主义

文明的国与野蛮的世界。西方两面神：文明与强权。现代国家的文明化与国

际政治的丛林法则。文明之瑞士与野蛮之俄罗斯，中国宜取二者之长。

2立国方针：“金铁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



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

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

3 人民程度与立宪政治

国民之责任与能力。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公民责任心。人民程

度的提高以立宪政治为前提。

阅读文本：《杨度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三课 杜亚泉

杜亚泉为民初调和论思潮的代表，其调和论思想立基于阴阳学说、中庸之道、

科学理论与英国自由主义。调和论之要旨：两力对抗之调和，是宇宙、社会、人

生之基本法则。

1文化调和论

东西动静说。文明统整说。文化演化论。思想多元论。

, 2 政治妥协论

接续主义。减政主义。共和之条件。妥协之精神。

3游民文化论

文化演化进程：贵族阶级文化——财产阶级文化——劳动阶级文化

中国历史没有像西方那样由古代的贵族文化而向财产阶级文化演进，而是由

过剩的劳动阶级演变为游民阶级，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结合，产生了二十余朝改

朝换代的游民革命。中国历史即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的消长更替。

阅读文本：《杜亚泉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四课 鲁迅

1 青年鲁迅的尼采式启蒙思想：反启蒙的启蒙

尼采“反启蒙的启蒙”之思想：哲学上的启蒙，政治上的反启蒙（反民主）。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批判现代性之物质主义和多数主义。“掊物

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立人思想：“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改造国民性。



2 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与礼教批判

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是其早年“立人”与“改造国民性”之启蒙主义

的实践。《狂人日记》对“吃人的礼教”的批判。《阿 Q正传》对国民之游民性的

批判。

3晚年鲁迅的左翼思想

4批判者：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

阅读文本：《鲁迅全集》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五课 李大钊

1 从英国自由主义到法国民主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接受卢梭的激进民主观。革命观的变迁：从反对

法国大革命到拥抱革命。

2俄国革命观

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新文明“惊秋之桐叶”。东西调和论。辩证循环发展史观。

3马克思主义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4唯物史观与孔教批判

阅读文本：《李大钊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六课 梁漱溟

1 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青年梁漱溟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佛学、到儒学的思想探索。

2东西文化哲学与孔学复兴论

文化是民族的生活方式。世界文化之三路向：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

本精神，取“奋斗”的人生态度；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取

“调和”的人生态度；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取“弃世”的

人生态度。一战后西方文化已穷途末路，转向第二路向之中国文化，未来世界文

化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3乡村建设理论



“最后的儒家”。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西方化与苏俄化都不符合中国文化

精神。乡村建设是建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本土化发展道路。

阅读文本：《梁漱溟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七课 张君劢

一个复合型思想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文化上的

新儒家。

1民族主义

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说与国家消亡论批评。

2修正的民主政治

自由与权力是现代政治不可偏废的两大要素。英美自由主义之偏于自由，德

意极权主义之偏于权力，中国政治发展要走第三条道路，即“修正的民主政治”，

以达致自由与权力的平衡。

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各有其利弊，中国经济建设要取其利避其害，

走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的第三条道路。

阅读文本：《张君劢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八课 顾准

1 民主与社会主义

2科学精神与多元主义

3资本主义的命运

凯恩斯革命。大工会。科技革命。民主政治。批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

4中国传统思想之批判

先秦思想笔记对儒道法的批判

阅读文本：《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