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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陈廷湘：“思想启蒙”与“社会实践”，探寻中国近代以来救国之道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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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讲坛暨嘉陵历史名家论坛”由西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科联及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

学院合办，论坛开办至今已进行三十四讲。学院邀请各地历史学名家围绕历史学、民族学、

考古学等学术前沿开讲，为校内外师生提供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学习交流平台。

 5月28日下午，我院在抗战大后方中心302室举办“嘉陵历史名家论坛”2021年第八讲。

本期论坛邀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廷湘主讲，我院副院长赵国壮主持，讲座主题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以来救国之道的转向”。来自历史

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等学院的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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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讲人陈廷湘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

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国

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目前出版学术专著10多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80多篇。

 讲座伊始，陈廷湘教授向在场师生提问“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

动”概念的特殊意义，以及运动与当时社会转型的关系，从而引出讲座内容。陈廷湘教授首

先从新文化运动前讲起，分析了近代先贤艰难的探索。他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早在新文化运



动以前就已开始，但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基本属于“行动主义”的运动，其间产生了一些

新思想，但并未成为指导思想。

 具体来说，洋务运动学习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未产生新的思想，比如张之洞提出的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后的戊戌变法，亦属于“行动主义”的运动。康有为《新学伪

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均还谈不上是新思想，百日维新虽可称作惊天动地的改良，但其

思想来源仍是经学。辛亥革命期间，宣传围绕“反满论”，并建立了一个以反满为原则并汇

集了会党和新兵的公共领域，所以辛亥革命仍是行动主义的。



 1920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此时新

文化运动已经是广义上的新文化运动。陈廷湘教授说，新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只是纯粹

的思想启蒙运动。有些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之前并不存在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影响

很小。但陈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比同时期或以前西方的思想启蒙要大得多，因为当时西方

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是精英小众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创立《新青年》，当时上海已成为世界瞩

目的一个中心区，各种新思想在上海传播，创办后又在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报《申报》上宣

传。

 陈廷湘教授认为，以1919年7月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的复课宣言为标志，狭义上的五四运

动就结束了。5月4日当天，运动规模较小，仅有三千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结果部分学生

被抓，由此五四运动由爱国运动演变为营救学生的运动。

 并指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叠加起来实际上是把思想启蒙运动和行动主义叠加。陈独

秀说“五四运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运动，因为它具有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是直接

行动，二是牺牲精神。

 讲座尾声，与会师生积极向陈教授提问互动。张守广教授结合他最近的思考，问“新启

蒙与旧启蒙有何种关系？”陈廷湘教授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的启蒙到后期改良主义者的启

蒙，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传承。



 随后，赵国壮副院长提问陈教授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党派参与问题，陈教授说道：

“情感共同体经过一些因素的推动就会变成暴风骤雨似地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情感共

同体，其中的参与者有共同的认识。但由于当时各派政治力量斗争尖锐，所以不同政治势力

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党派斗争的影响之下，群众更容易走向非理性过程，五四运

动在后期也有多数非理性的参与。”



 通过本次讲座，在场师生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以

及其与当时社会转型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思想启蒙”与“社会实践”缺一不可，陈

教授带领大家更进一步探寻了中国近代以来救国之道转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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