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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讨论会在京召开

作 者： 王法周     发布时间： 2004-3-1 12:06:57 

    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举办的“中国

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讨论会在近代史所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河南、湖南、四川等地的七十多名专家学者会聚一

堂，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与会学者首先肯定“激进”与“保守”这一认识模式在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学者们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着“激进”与“保

守”两种思潮。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两种思潮，二者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状态，

相激相荡，时隐时显。“激进”与“保守”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并非截然相反，二者也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

主要思想动因，共同注重国民性的改造，并对引进西学融会中西作出了重大贡献。总体上说，激进思潮与保守思潮各有所长，也各有所

短，它们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有鉴于此，专家们对于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的日益否定激进主义而肯定保守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

评。认为，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两者同时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不宜扬此抑彼，应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或中

立的价值取向。学者们指出，此后的深入研究，将取决于个案研究的加强、新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知识视野的开拓。 

    中国近代思想是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历史中发生的，中西、满汉等诸种矛盾层层交织，使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专家们

一致认为，“保守与激进”作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框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激进”与

“保守”，而且，激进与保守之外，还有顽固、稳健、盲动等诸多层次，尤其是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中间力量。

因此，以“激进”与“保守”这一问题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避免简单化与概念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国内学术界首先对激进主义进行反思，进而对保守主义思想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迄今不衰。此次会议即由此而

发。尽管会议议题指涉范围广、时间长，但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在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淅与深化，对于今后的思想史研究将会产生积极

的影响。 

    著名学者丁守和、耿云志、王桧林、刘桂生等出席会议。近代史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到会讲话。 

    会议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下午五点半会议圆满结束。（法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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