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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意识危机

口李 幸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210009]

[摘 要] 近代中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在此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肩负起救亡

图存的重任。在中西方文化冲击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在意识领域展开了对中国前途的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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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当时的

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个时候，中国

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忧患，发

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运动，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

命，为了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知识精英们前仆

后继，不屈不挠。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

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多形式

中构成观念形式的上层建筑的部分。在社会形态的

更迭时期，新旧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斗争犹为激烈。

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影响，表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

中的继承性。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政

治秩序的危机，也是更深层的和意义更深远的意识领

域的危机。

一、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意识危机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自汉武帝采纳董仲

舒的对策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至五四运动

前的2000多年问，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学术界。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文化及意识

观念也随之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国家与民族生存

的危机使知识精英们意识到，国家的强大更需要的是

先进的制度，此时，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都在被怀疑

与重估。

(一)“回向原典”与“大乘佛教”的复苏

儒学经过千年的发展，在明朝进入“新儒学”发展

阶段。“新儒学”也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对儒家经

典的诠释并不能使广大儒生心悦诚服，大量的儒生们

要求更接近圣人的原始资料来恢复儒家的原始学说。

在这种“回向原典”【11的内在冲力中，古典非正统哲学

也开始复兴。从前的儒生们都强调非正统哲学与儒

学思想的对立性，而此时的中国思想界却认为两者在

哲学思想上有紧密的联系性。这种对非正统哲学的

兴趣倾向于一种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关怀。虽

然，没有一种非正统古典哲学在这场思想复兴中重

现，但是“诸子学”的重现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大乘佛学也在非僧非侣的知识界中复苏。

知识精英们对佛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现实的救世倾

向。琬实社会民生艰难，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信仰

发生了动摇，重新寻找一个意识领域的支点成了他们

新的努力方向。

通过“诸子学”与“大乘佛教”的复兴，可以看到儒

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正在衰微。这种衰微主

要来自于社会存在使社会意识发生改变，在国家危亡

之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们对当时的统治秩序本身产

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也延伸至道德领域。

(二)西方自然科学的流入

儒家的“天命”思想推崇天子是保持宇宙和谐的

“天”的代理人，是人类与宇宙间的枢纽。这种神秘性

在19世纪末渐渐被粉碎，西方文化的科学宇宙论与

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发生了冲突，体现“平等”思想的基

督教的传人对抗着儒家传统“仁”的等级之爱。由此，

以“天命”“王权”为基础的东方秩序被打乱。传统的

中国文化观念使国人得以形成某种思想框架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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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之构成具有整体意义的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上，

社会关系被定型化，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普遍秩

序”。这种秩序使中国人的思想免于认知上的矛盾和

价值上的迷惑。但这种秩序被打破了，中国的意义世

界都被瓦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不适应与不

协调，东方秩序的危机、政治秩序的危机、国家的危

机、大民族的危机，在这一系列的忧患面前，中国知识

分子在进行着艰难的思想蜕变，在血淋淋的挣脱旧日

信仰的同时，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三)儒家思想的实践取向

虽然古典非正统哲学在兴起，佛教在努力调和信

仰，西方的自然科学主义也在大量地流入，但在当时

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有教养的中国人，延续千年

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与价值导向。

国难当前，西方的理性工具手段所取得的功利效

果在现实中冲击着一个民族的生存。面对这样的“异

端”，要当时的知识分子立刻抛弃道德追求而追随西

方制度是不现实的，为了应对，调和折衷是他们能采

用的唯一方式。

二、改良与革命，两种思想的发源

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性的政治运动，它的失败使

国人进一步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是不能够挽

救中国的。虽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国人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得到根本

的改善。然而，这一段时间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国家的

政治运动，更是新旧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这一段交

锋也充分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在转换时的承继性。

(一)康有为 保守与激进的融合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传统的学者官僚家

庭。康有为自幼的自我形象定位是圣哲贤人，在从师

朱次琦后，思想上转为倾向于儒家思想家的实践意

义。同时，在对佛教的精心领悟后，康有为将自我的

形象定位为圣哲贤人与救苦救难的菩萨的结合体，在

完成信仰定位的过程中，康有为逐渐从传统的儒生转

变为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追求建立道德精神秩序的新

儒生。在他的思想中，保守与激进两种意识努力地寻

求着一种融合的道路。

康有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孟子学说的基础上，他

认为“天”是一种有自身思想与行动能力的物体，“天”

通过天子及阴阳二气不断调和从而引导社会秩序的

协调发展。因此，康有为对于王朝的统治是深信不疑

的，在他对社会制度的乌托邦幻想中，古代贤者所建

立的道德体系的王朝统治是最完美的制度。然而在

现在的社会现实中，重新建立这样的秩序首先需要做

到的是对道德修养的完善化。康有为同意孟子对人

性本善的论点，但他认为孟子所提到的善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善，而是一种善的潜能，在人性具有这种潜

能的基础上通过自身修养与社会引导，就能够使道德

精神意识化，从而克服人性中恶的潜能。对王朝的维

护以及对道德精神化的追求使康有为在意识领域仍

然陷入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在这种基础上，即使

他对现存的政治制度有所怀疑，他所需要的改革也是

在儒家自身体系中完成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道德秩

序的“纠偏”，而不可能是完全推翻后的重建。

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康有为同样承

继追寻“普遍关怀”的“仁”的思想。康有为的普遍关

怀是一种面向全人类的关怀，这种关怀在一定程度上

打破了种族、国家等级等等的限制。用他的这种关怀

精神与儒家的“仁爱”相比照，康有为的关怀显然并不

仅限于儒家的等级之爱。儒家的仁是通过三纲的礼

来约束的，三纲限定了等级，而康有为却把墨家的“兼

爱”与佛家的“众生平等”与“仁”相融会，表现了一定

的对儒家的叛逆性。这种普遍关怀使康有为意识到

了民主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对立面，如果要民

主，“天子”的权力必须削弱。康有为所追求的政治制

度是深受西学及日本影响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在这条

追求道路上，康有为似乎总是偏移政治上的功利寻

求，对道德建设情有独钟，这样的左右摇摆也许注定

他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软弱的是思想本身。

康有为可以称为改良派的代表与领袖，他的思想

代表了当时持改良主张的知识分子们一种显著的特

点，在传统的维护道德秩序与现实的拯救民族危亡

中，他们正在作出艰难的选择。在选择时，改良派们

可能实在无法摆脱对道德精神建设的传统向往，他们

的终极目标是弘扬儒家的道德一精神学说和拯救世

界的普遍主义理。新旧意识形态的交锋是如何的激

烈，在当时的改良派身上能够得到最好的体现，社会

存在的改变也许是一夜之间的，但社会意识的改变需

要的时间要长得多。

(二)章炳麟革命是一种需要最高道德的事业

章炳麟的思想与改良派的分歧在于对儒家传统

的出发点上。章遵循苟子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他用摆

脱迷信的观点看待宇宙，并认为儒家思想的伟大之处

正是由于它超越了迷信，回归尘世。他的这种来源于

苟子的自然主义观念使他很自然地从儒家文化氛围

过渡到西方科学主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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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朝存在的天然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社会秩序并非是在

“天子”的引导下，也并不是遵循所谓天的意志，而在

于“群”的能力心1。人类具有群体活动的能力，因此人

类可以使役一些在某些能力上胜过人类的动物。所

以群体组织能力越发达，种族生存就愈加旺盛。所

以，免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提高民族的

群体能力，建立可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

章炳麟对王朝制度的全面否定使他在一定意义

上滑向了“法家”理论。章炳麟认为依法执政能够抵

制专制制度的危害，也能够促进社会的公道，因此，在

政治上，章炳麟彻底放弃了儒家以德为政的思想，转

而提倡法家依法施政的思想。在依法施政的基础上，

章炳麟逐渐完成了民主政体思想的转变，他所期望的

政府是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体现，如果依然有凌驾

于法的君主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合乎法的精神的。

但是，章炳麟对“法”的推崇也陷人一种矛盾，这

就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打在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的烙印——关于道德的追求。法家，是以漠视道德推

崇法治而著称的，但是章炳麟却不能忽略道德的力

量。道德冲动使章炳麟非常怀疑在法的允许范围下，

权利与利益是否真正能够做到“众生平等”，也许民主

政府或者议会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为权势阶级服务的，

会引起社会的急剧不平等，扩大阶级差别。在道德维

度下，章炳麟提出革命是需要最高道德的事业，这样

的观念建立在章炳麟对革命后秩序建设的期许中，即

只有拥有最高的道德意识，才能够使法的社会趋于公

正与平等。

这是一场艰难的意识战争，章炳麟后来放弃了早

期的自然主义科学倾向转而以佛家的形而上学形成

自己的世界观，正是在意识的自我挣扎中章炳麟无法

寻找到一种脱离传统道德而存在的民主秩序。无法

从儒家的氛围中完全脱身而出，对西方制度的道德意

义上的怀疑也许只是章炳麟个人的意识问题。但作

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代表了革命者的信仰

基础，也代表了革命者与改良派同样的意识彷徨。

三、象征体系的消退与个人信仰的重置

那个挣扎的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今天我们似乎

无法想象当时意识领域的挣脱与重建是如何的艰难。

20世纪30年代，广大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当中国的社会问题仍然以各种面目出现时，一

批知识分子转而开始了社会功能的研究。费孝通博

士正是其中的一员。费孝通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社会

变迁带来的问题，而社会变迁是民族与文化的接触引

起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处境的变迁带来的"’。所

以，无论是以革命的方式引进新价值观念，或以反革

命的方式坚持传统文化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H。。对

社会功能的研究使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转而从更务

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人手去解决中国问题。反观19

世纪末的知识精英们，那些闪光的名字无不带着一点

悲哀的光环。

这点悲哀的光环正是意识形态笼罩的。在马克

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概

念。但是，面对那时的中国，也许应当更倾向于汤普

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所指出的那样，中性的

看待意识形态是如何服务于维持统治关系的。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千年奠基使它形成了一种“象

征形式”，因此，“一切思想都处在历史之中，而且是社

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反过来设法理解这个过程”。

儒家思想通过统一象征排除异已，使用感召力使之合

理化，普遍化等等手段，在一代代的王朝更迭中，保持

着自身系统的屹然不动。它与统治者阶级的利益是

恒久相连的，它也使中国的统治秩序继承着王朝的专

制性。19世纪末，儒家思想的象征形式通过各种方

式开始消隐，一切转移注意力或美化的事实，都不能

再使意识形态虚饰现实秩序的腐朽，而作为儒家思想

支持群体的儒生们，从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他

们不希望看到儒家的败落；从他们个人的修行出发，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重置；同样的，从他

们自身的圣贤定位出发，国耻家恨也是不可以漠视的

现实。

中国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吸引着众多学

者的关注。中国的社会变迁从清王朝结束后就一直

没有真正终结变迁的历程，就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

仍然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当儒家文化结束了它在意识

领域的统治后，中国整体文化的调整仍然在艰难的努

力着。

“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学说和活动，它错误的认

为观念是自主的和有效的，它不了解社会历史生活的

真正情况与特点。”[5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

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以观念反驳观念，却没有发现世界

仍然是真实的。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也在以观念反

驳观念，但在他们的历史大背景下，在他们的阶级意

识影响下，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作出努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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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o姗on points in expense idea．Throu出explaining mDdem west expe璐e idea in M碱’s expense idea，we can猢鸸

see the virtue aJld historic pmgresses ab叫t Mozi’s expens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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