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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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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概况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得到加强，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除了几部有影响的

思想通史著作，如程歗、彭明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共四卷）外，在思想家研

究、思潮史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1. 思想家研究进一步深入。思想家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主体，许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但近年

来，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也有所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已改变了先前只研究一些

主要的进步的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的或所谓反面的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关注的思想家，如曾国

藩、倭仁、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罗家伦等，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

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比如，对戊戌时期康有为的研究，近年来不再停留在泛泛谈论其贡献、局限、历史

地位等问题上，而是深入剖析其思想主张的细节，分析其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变化。 

 

    2. 思潮史研究备受青睐。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多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线；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则越来

越多的以社会思潮为主线。较早以“思潮”命名并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吴剑杰著 ；90年代中期后

以思潮命名的著作日渐增多，如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

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

思潮》，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思潮》、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等。此外，还整理出版了

一些相关资料，其中由近代史专家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社会思潮是某一时期具

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文化发展方向。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研究的重大突破。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热点 

 

    1. 关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史倍受研究者的关注，并出现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局面。学术界关注近代学术史的重点

是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晚清与民国学术史上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思

想进行个案研究，包括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吴宓、钱钟书、范文澜等的研究。这方

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戴逸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胡适在

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倍受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二是对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晚清经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

派、古史辨学派、唯物史观派等。近代学术史上的其他重要问题如晚清的学术分科、整理国故等也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开始尝试用新理论、新

方法和新视角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和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学术史研究》是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2. 关注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以往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思想家的思想，诸多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近代思想家思想观

念的发展史。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思想史研究社会史化方法的输入，中国的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

兴趣。现有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还比较模糊，与哲学史和专门思想史的界限不明，有关著作范围狭窄，缺乏深度。有不少学者提出，应当扩大思

想史的范围，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将大众思想纳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精英思想理应是思想史主要研究对象，但思想史研究也应对民众思想以及民

众思想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足够的重视。也有学者认为，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以往思想史研究精英思想的问题在于纯粹就

思想论思想，没有充分说明思想家的思想与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也没有追踪思想家的哪些思想通过种种社会活动、社会渠道渗透到

平民中间，沉淀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中，甚至于通过平民的行为方式显映出来，使原本与实际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思想变成了从观念到观念的运动。而

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家的思想，它应当紧紧抓住中国人应对内忧外患，为追求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提出的思想主张。此外，对思想史的

研究方法问题，有人强调思想家文本解读的重要性，有人强调加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还有人认为应当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建立

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总之，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不仅受到关注，而且成为热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思

想史研究的深化。 

 

     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趋势 

 
    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仍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会更深入、更细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在未来的研究中将



继续受到关注，并会有更多的学术家走进研究者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加强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

的结合。与政治思想史相比，社会思想史与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尚很薄弱，这些领域将成为未来思想史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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