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 想 史 与 生 活 史 的 联 系

———“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汎森

摘　要：思想史与生活史一直被认为是两个范 畴，但 是 像“五 四”这

样重大的思想运动，事实上对生活世界的风貌造成深远的改变。本文主

要是从方法论方面提出若干反思，看“五四”运动以何种方式逐步散播影

响并改变日常生活世界的形貌与运作。
关键词：“五四”运动；思想史；生活史

前　言

“五四”运动是改变近代中国思想气候的重大事件，可以化为无数研

究课题。在思想方面，相关研究甚多，所以我想在文章一开始强调，本文

主要是想探讨“五四”运动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研究。我们是不 是 可 以

试着将“五四”运动与整个生活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思考？

一、研究历史及参与历史

在过去五、六十年，“五四”研究对台湾整体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意义。
它不只是历史研究，同时也参与塑造当代，而且两者往往密不可分、交互

作用，用佛经的话来说，即是“互缘”。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

　　作者简介：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及

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６１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Ｖｏｌ．１　Ｎｏ．１

政 治 思 想 史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总第１期
Ｓｕｍ　Ｎｏ．１



问题———对于旧 著〈中 国 历 史 研 究 法〉之 修 补 及 修 正》中 所 强 调 的“互

缘”，用在这里可以说是很恰当。事实上我们只要翻开任何一份“五 四”
研究的目录，①就会很快地看到在１９９０年代（甚至更晚）以前，对台湾的

报刊杂志而言，纪念“五四”是一件很严肃的任务，“五四”书写往往带有

双义性，即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写 历 史 本 身 即 是

历史的一部分”。“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成为批判、评定当

前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判准。人们一方面发扬“五 四”，一 方 面

批判现实。② 正因为“五四”研究与现实发展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它的

研究史本身也成了一个饶富意味的问题。
当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时候，西方 世 界 出 版 了 大 批 相 关 书 籍，其

中像傅勒（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１９２７—１９９７）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③ 以 及 霍 布 斯 鲍 姆（Ｅｒｉｃ　Ｊｏｈｎ　Ｅｒｎｅｓｔ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１７—）的

Ｅｃｈｏ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Ｔｗｏ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Ｌｏｏｋ　Ｂ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④ 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研究史之研究，并指出 研 究 与 实 践 之

间的密切关系。用Ｆｕｒｅｔ的话说，史家研究法国革命史，其实也在参与他

们当代的历史。⑤ “五四”与“法国大革命”不能等同，但它们也有彷佛之

处，所以傅勒及霍布斯鲍姆的两本书很可以作为我们回顾九十年 来“五

四”研究的一个参照。我个人觉得这两本书很注意每一个时代的“时 代

特质”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解释”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譬如当马克思

主义流行时，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有一番相应的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类“对应论”式的研究史中看出一 点 瑕 疵：在“对

应论”式的讨论 时，“过 去”、“现 在”、“未 来”三 种 时 间 是 静 止、分 开 并 列

的，而不是三者之间形成一种不间断地快速旋转的、漩涡般的关系。⑥ 如

７１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例如２００９年３月出版的《“五四”运动论著目录初稿》（《“国家”图书 馆 丛 刊·专 题 选 目

类》第１４种，台北：“国家”图书馆编印，２００９年）。

在台湾，一直到政治解严及政党 轮 替，“民 主”与“科 学”似 乎 不 再 那 么 迫 切 之 后，纪 念

“五四”或发扬“五四”才逐渐不再成为必要的活动。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Ｐｅｎｓｅｒ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１９７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ｂｏｒｇ　Ｆｏｒｓ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Ｅｒｉｃ　Ｊｏｈｎ　Ｅｒｎｅｓｔ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Ｅｃｈｏ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Ｔｗｏ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Ｌｏｏｋ　Ｂ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Ｊ：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前引Ｆｕｒｅｔ书，第１页，原文是“…ｗｒｉｔｔ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ｄｅｅｄ　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关于这一点，可能受到已故京都大学哲学家田边元的影响，但是一时找不到出处。



果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可以清楚切割并立，而是像漩涡一 样“不 能 以 一

瞬”（苏轼《前赤壁赋》）的速 度 交 缠 而 进，那 么“过 去 的‘五 四’”、“现 在 的

书写”、“未来的影响”这三者的关系像漩涡般交互揉缠，也就不能说成是

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

二、两个“五四”

回顾过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献，我们一定会很快看出过去五、六十

年在政治压力之下，海峡两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种左右分裂 的 现 象。
中国大陆有关“五四”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与共产革命有

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物与事件。① 台湾的“五四”书写基本上偏重在右翼

的人物、刊物、团体、事件，在戒严及白色恐怖的压力下接触１９３０年代的

左翼思想与文学往往带有极大的危险。
事实上，“五四”几乎从一开始就逐渐浮现出 左 右 两 翼 的 思 想 成 分，

而且两种成分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团体身上。我 们 可 以 大 致

看出，从１９１７年左右开始，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科学、白话新文学等为

主轴。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左右两翼时浓时淡，像调 色 盘 中 的 色 彩

到处窜动、交融，②其成色与分量之增减，与北伐、清党等政治局势的变化

也有非常复杂的关联。但是愈到后来，则俨然有左右两个“五四”运动。
我认为，国共分裂的局面为“五四”的研究带来了一种“后 见 之 明”，

有意无意间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团体或事件上，因而使 许 多 论 者 忽 略

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中有一种模糊、附会、改换、倏忽不定的特

质；当时青年常将“新学理”挂在嘴上，但是不同宗派、甚至相互冲突的宗

旨也在“新学理”的大伞下被并置。从《“五四”时期的社团》或《“五四”时

期期刊介绍》等书，可以看出同一个社团或同一个期刊，往往同时拥有在

当时不觉得互 相 排 斥、而 在 左 右 两 翼 分 裂 之 后 觉 得 不 共 戴 天 的 思 想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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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性的纂辑比较例外。如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

社团》，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

譬如傅斯年也写过《社会革命———俄国式 的 革 命》，《新 潮》１卷１期（１９１９年１月），第

１２８－１２９页。



分。例如《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许多材料显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管

是阅读的书刊，或是信从的观点，都是左右杂存的。① 蒋介石早期的日记

与年谱，亦复显现他在“五四”时期一方面服膺“输入新学理”的主张，积

极学英 文、想 游 学 欧 美 三 年，同 时 也 是《新 青 年》、《新 潮》等 刊 物 的 爱

好者。②

以傅斯年、罗家伦两位“五四”运动的主将为 例，他 们 后 来 皆 成 为 胡

适阵营的人物，而且都坚决反共。可是如果以后 来 的 发 展，倒 着 回 去 看

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面貌，就会发现后来发展出的单一面相与“五

四”时期有明显的差距。傅斯年在《新潮》中 发 表 过《社 会 革 命———俄 国

式的革命》，在傅斯年过世之后台湾大学所编的集子以及１９８０年联经出

版公司所出版的《傅斯年全集》，这篇文章都未被收入，因此遮盖 了 他 在

“五四”时期思想的复杂性。至于罗家伦，他在念北京大学时原与李大钊

过从甚密，曾积极撰文响应李大钊，主张俄国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

将成为全世界之主流。③

我们暂时不管这些全国知名的风头人物，改看当时在地方上尚不知

名的小读者，也常见左右两翼成分出现在同一人身上的情形。最近我有

机会读到《王献唐日记》的打印本，在王献唐１９１７年所读的书中，既有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及《杜威五大讲演》，也有《马克思经济

学说》、《革命哲学》。倭铿（Ｒｕｄｏｌｆ　Ｅｕｃｋｅｎ，１８４６—１９２６）的《人生之意义

与价值》（Ｄｅｒ　Ｓｉｎｎ　ｕｎｄ　Ｗｅｒｔ　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杂在《老子》、《庄子》、《东塾读

书记》、《求阙斋日记》之类古籍中。④ 这一位不知名的山东青年的私人纪

录告诉我们，在当时青年心中，我们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 分 别 是 不 存 在

的，所以应当合“左”、“右”两端看那个时代，才能比较清楚地把握当时的

实况，也比较能有意识地观察它们后来为何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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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等 编：《毛 泽 东 早 期 文 稿：１９１２．６－１９２０．１１》，湖 南 出 版 社，１９９０
年，如第５３５－５４４页。“问题与 主 义 论 战”期 间，毛 泽 东 一 度 还 是 胡 适“问 题”派 的 信

徒，参见同前书，第３９６－４０３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万 仁 元、方 庆 秋 主 编：《蒋 介 石 年 谱 初 稿》，档 案 出 版 社，１９９２
年，第３８－３９页。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ｎｅｒ，Ｌｉ　Ｔａ－ｃｈ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ｔｈｅ－
ｎｅｕｍ，１９７３，ｐ．７１．
丁原基整理：《王献唐日记》打印本，第１－２９页。



三、“五四”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响

前面提到“五四”是一个改变近代中国各种气候的关键事件，所以它

的影响不仅限于思想。在追溯“五四”之思想根源时，我们往往因过度注

意平滑上升的轨迹而忽略了事件发展、积累到一个程度，会 因 各 种 因 素

的汇集而有一个“量子跳跃”（ｑｕａｎｔｕｍ　ｌｅａｐ）的时刻。“量子跳跃”造成一

种大震动、一种重击，它对日常之流造成“中断”、“回头”、“向前”，形成了

一种新意识，在识认原有的情境与材料时，形成了新的线索。
探究这样一个 历 史 事 件，用 蒙 文 通 的 意 思 来 说，必 须 要 能“前 后 左

右”。① 一方面是，在了解这个运动的形成时，不能只注意与运动内容直

接相关的部分，必须从“前后左右”去寻找；另一方面是，描述这个运动的

影响时，不能只局限在思想领导者所意图要传达的讯息，因为它的影响无

微不至，常常在意想不到之处也发生了影响，故必须从“前后左右”去求索。
“五四”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眼光”，老舍即回忆经过“五四”，有 一 双

“新眼睛”在影响着他的创作：

　　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
“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

……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这可真

不简单！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最敢于怀疑孔圣人了！

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 管 我 怎 么 爱 好 文 艺，我 也 不 会 想 到

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 材，也 不 敢 对 老 人 老 事 有 任 何

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
老舍又说：

　　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 了“天 下 兴 亡，匹 夫 有 责”。……
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

认识（案：反礼 教 及 反 帝 国 主 义）就 是 我 后 来 写 作 的 基 本 思 想 与 情

感。虽然我写的并不深刻，可是若没有“五四”运动给了我这点基本

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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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 想 史 的 社 会 视 角》，载 蒙 默 编：《蒙 文 通

学记（增补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２４０－２７０页。

徐德明编：《老舍自述》，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页。



我的观察是，“五四”的瓜架上不是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这 两 只

大瓜，不经意的几篇短文或几句话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影 响，形 成 一 种 新

的气氛或态度：包括新的学术态度①、文化氛围、人生态度、善恶美丑好坏

的感觉与评价、情感的特质（譬如强大的“道德激情”）等。
“五四”也带来一种新的政治视野，对于什么是新的、好的政治，有了

新的评价标准。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的话说：

　　（民国）八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全国 新 势 力 的 同 情，十 三 年

（国民党改组）的变化，使得国民党得着革命的生力军。②

从清季以来有一波又一波的“绅士大换班”（郑超麟语），③“五四”运

动造成一波新的政治运动与政治精英。
“五四”亦牵动到思想与现实的利益。以出版界来说，“五四”造成老

字号与新字号的“大换班”，思想变化夹带着现实利益的重新分配。上海

商务印书馆在“五四”之后改组，即是一个显 著 的 例 子。汪 原 放（１８９７—

１９８０）笔下的亚东图书馆，由１９１３至１９１８年间生意清淡，到新文化运动

之后因承印新书籍而大为昌盛（譬如《新青年》由起初只印一千本，到后

来一个月可印一万五、六千本）。后来当青年由新文化运 动 转 向 革 命 之

后，亚东图书馆承印《建设》等革命 刊 物，更 是 大 收 鸿 利———用 汪 原 放 的

话说：“不久后，（《建 设》）多 数 的 编 译、著 者，都 到 广 东 忙 更 重 要 的 事 情

了”，“出头了，我早就说过，一定要出头的！”，“革命的人都出头了”。④ 在

此气氛下一方面响应新思潮，一方面借机图利的出版事 业 不 胜 枚 举，它

们一面争利，一面帮助了新思潮的扩展。
真诚的信从者（ｔｒｕ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ｒ）与 现 实 的 利 益 往 往 套 迭 在 一 起，不 再

能分彼此，“新青年”及后来的“进步青年”成为一种既带理想又时髦的追

求后，带出了一种新的现实，成为出风 头、赶 时 髦 的 资 本。同 时，连 出 风

头、赶时髦、吸引异性、恋爱的方式都有一种微妙的变化。
“五四”运动激起了一种关心国事、关心“新思潮”的 风 气，造 成 了 一

种阅读革命，书报阅读者激增，能读新书报即代表一种新的意向；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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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譬如有“新”意识的人，对古代经书可能采取批判 的 态 度，不 会 再 把 先 秦 礼 经 当 作 周 代

生活的实际纪录。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 入 季 羡 林 主 编：《胡 适 全 集》，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３
年，第二十一册，第４３６－４５０页。

郑超麟著、范用编：《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５、１５０页。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３３、３４、４５页。



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的生命及行为的型式，人们常常从新文学中引出新的

人生态度及行为的方式。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阅读史时，有学者从

一宗订阅卢梭 著 作 的 通 信 中 发 现，有 的 读 者 因 为 太 深 入 卢 梭 的 思 想 世

界，竟模仿起卢梭的生命历程及行为方式来。① 这类例子当然是常见的，
晚清以来有许多人读曾国藩的日记或家书，而在生命的安排及行为方式

方面深受其影响。除了生命风格的改变之外，新青年对事事物物也有一

套新的看法，譬如美化工农群众。夏济安就说：“‘五四’时 代 对 于‘下 等

人’有种肉麻的抬举”。② 对所谓“下等人”品格境界的美化，也影响到许

多人的行为抉择。
像“五四”这种改变历史的重大运动，它摇撼 了 每 一 面，把 每 一 块 石

头都翻动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来的地方，往往也是经过 一 番 思 考 后 再

放回去。而且从此之后，古今乃至未来事件的评价、建构方式，每每都要

跟着改变。譬如 以“五 四”作 为 新 的 坐 标 点，古 往 今 来 的 文 学、艺 术、政

治、历史等，都要因它们与“五四”的新关系而经过一些微妙的变化。③ 即

使连反对派也不能完全豁免。许多反对派隐隐然接受某 些 新 文 化 运 动

的前提，或是为了与它对抗而调动思想资源，形成某些如 非 经 过 这 一 对

阵，是不可能以这个方式形成或如此展现的讨论形式，或 是 根 本 在 新 文

化运动论述的笼罩之下而不自知。
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影响”，应该说是新文化运动当空“掠过”而使得

一切分子的组成方式发生变化。此处可举达尔文进化论 与 近 代 中 国 思

想界的例子。这一学说影响许许多多人，可是起而与之对 抗 的 学 说（譬

如宋恕等人的以弱者 为 主 体 的“扶 弱 哲 学”），显 然 是 针 对“优 胜 劣 败”、
“适者生存”的“强权公理”的一种反击；但反击在另一种方面说是潜在的

“反模仿”，如果不是因为有“天演论”，则不至于有像宋恕那样动员各种

思想资源来构作以历史上的弱者为中心的哲学。至于章太炎提出“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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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Ｒｅａｄｅ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ａｔ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ｐｐ．２１５－２５６．
夏志清辑录：《夏济安对中国俗 文 学 的 看 法》，收 入 夏 志 清：《夏 志 清 文 学 评 论 经 典：爱

情·社会·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２页。

又如“传统”，如果它是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是“由既存的纪念物所构成的一种理想的

秩序”，那么经过“五四”的震荡，既存纪念物 便 重 构 成 另 一 种 理 想 的 秩 序。艾 略 特 著，

杜国清译：《艾略特文学评论选集》，台北：田园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４４８页。



进化论”，主张“善进恶亦进”，太虚大师用佛经来评天演论等等，也 都 不

是“天演论”之前会出现的表述。

四、“新青年”与“进步青年”

事实上，从晚清以来“青年”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清末是“革命青

年”，“五四”时期是“新青年”，后来则是“进步青年”。“新青年”的关心与

“进步青年”有 所 不 同，前 者 关 心 独 立 自 主、个 人 主 义，后 者 倡 导 社 会 主

义、社会革命。①
“五四”造成一代青年群体的生命特质，“新青年”要 做 的 事，是 提 倡

新文学、白话文、新剧，喜欢讲哲学、文学、艺术，关心人生、家庭、恋爱、高

深学理、人道 主 义、留 学、理 想，关 心“人”的 问 题，主 张“人”的 解 放。此

外，他们也探究新宗教、新教育、新生活。
在生活态度上，他们则重视作为“国民”的身份，由不看报改成看报，

由不关心国家大事改为关心国家大事，痛恨政治上武人升降及政客之起

伏。“新青年”认为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在教育文化方面造成一种 全 新 的

空气，说不定会再有第二回、第三回恢复帝制的把戏。
“新青年”认为一切希望皆在教育，对当前的政治则非常冷淡，有“非

政治化”的倾向。在教育方面，受到杜威的影响而主张生活与教育合一，
理想的学校里应该有图书馆、疗病院、商 店、报 馆、工 场、农 场，学 校 简 直

是现实世界的雏型。
“新青年”因为“五四”的震动，而有一种精神上的“惊醒”，深 入 省 察

自己，有一种批判自己、革新自己的精神在心中流荡，写文 章 也 好 用“觉

悟”一词。“新青年”要废除一切束缚，要重新估定一切 价 值。对 于 学 术

思想、风俗习惯、政治制度，都想重加检验后才决定是否接受。
同时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崛起，工读团之类的组合及“劳动神圣”的思

想大盛，并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劳动的意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

无抵抗主义广受欢迎。
“新青年”好办书报，读刊物、办刊物犹如雨后春草般萌生，而且刊物

大多有个“新”字。西洋学术思想成为一时的嗜尚，出洋留学成为一时时

髦，西洋文学也逐渐风行，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成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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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９２页。



在学术上，“新青年”认为学术只有世界的学 术，绝 对 没 有 国 别 的 区

分；只有化学，没有中国的化学。如果称为“中国学”，就表示那是一大堆

尚未加以整理的学术材料，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世界的学术

里头去的意思。
以上所说的一切，叫做“新思潮”。因为“新思潮”的发动区往往是在

都市，所以青年们成群地向都市里跑，希 望 能 亲 身 参 与。北 京、成 都、长

沙、上海、广州等城市尤为活跃，“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

这样认识了 自 己 的 使 命，昂 藏 地 向 光 明 走 去 的 人，似 乎 历 史 上 不 曾 有

过”。上面引的这几句话，以及前面有关新青年生命特质的描述，都取材

自“五四”青年叶绍钧（叶圣陶，１８９４—１９８８）的小说《倪焕之》，①它虽然是

一部小说，但一般认为它很能传达“五四”青年的形象。
渐渐的，由“新青年”转向“进步青年”，从关心个人的生活与解放，慢

慢转向关心整个社会的解放。“进步青年”认为“为教育而教育”、“为人

生而人生”之类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大谈“工人”、“贫困”、“劳动神

圣”、“主义”、“同志”、“阶级”、“社 会”，并 质 疑“国 家”。由“新 青 年”变 为

眼光完全向前凝视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进步青年”后，青年由原 先 指 导、
教诲人民者变成努力想成为工、农中之一份子。此处让我再引《倪焕之》
中的句子为例。《倪焕之》的叙述愈到后来，“社会”的成分愈强：“单看见

一个学校、一批学生不济事，还得睁着眼看社会大众”，②“学校同社会脱

不了干系，学校应该抱一种大愿，要同化社会”，③小说并借着倾向社会革

命的王乐山之口，质疑倪焕之做的事：“社会是 个 有 组 织 的 东 西，……要

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④此后，“组织说”开始闪

在心头，他们读 国 民 党《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宣 言》，认 为“为 教 育 而 教

育，只是毫无意义 的 言 语，目 前 的 教 育 应 该 从 革 命 出 发”，⑤否 则 一 切 徒

劳，“同时意想 着 正 要 去 会 见 那 些 青 布 短 服 的 朋 友，只 觉 得 他 们 非 常 伟

大”。⑥ 然后是革命，入党参加革命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成为这一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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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以上出自叶 圣 陶：《倪 焕 之》，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１９６２年，第３４－３５、７１、６５、１７４－１８７、

１９０、１９１页。

同前书，第１８１页。

同前书，第１８２页。

同前书，第１９９页。

同前书，第２０７页。

同前书，第２１４页。



英不需通过科考、不需学历———“革 命 不 是 几 个 人 专 利 的，谁 有 热 心，谁

就可以革命！”①同时，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魅力也逐步减退中，那也正是胡

适在北大的课堂由最大的礼堂一步一步变到较小教室的时候。②

五、新名词与新概念、文学与思想

在一波又一波、各式各样的运动时，真正可能对一般人产生影响的，
不一定是长篇大论，更多是改写的、删选的小册 子，几 张 传 单，还 有 几 句

琅琅上口的新名词或新口号。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台湾 掀 起 了 热 烈 的 环 保 运 动 时，我 因 为 一 种 特 殊 机

缘，得以近身观察它的形成、扩散及对村镇百姓所形成的 一 种 或 浓 厚 或

稀薄的影响。最初根本没有人愿意读报纸上那些长篇大论，渐渐的，那些

读书不多、甚至满口槟榔的民意代表候选人也竞相捡拾几句“保护生态”、
“永续经营”之类的口号作为竞选的标语，后来还制订出各种制度，即使是

“言不由衷”，新的生态概念就这样逐渐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雷蒙·威 廉 斯 的《文 化 与 社 会》中，作 者 说１８世 纪 末 数 十 年 至

１９世纪前半叶，五个今日极为重要的词汇首次变成一般通用的英文字：
工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民 主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阶 级 （ｃｌａｓｓ）、艺 术 （ａｒｔ）、文 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③ 从晚清以来，“新名词”就已经在扮演这样的角色了。大军

压境般的新名词所构建而成的“群聚”（ｃｌｕｓｔｅｒｓ），为市井百姓带来了思想

资源。刘师培１９０６年《记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这 样 说“新 名

词”在道德伦理方面产生转辙器般的作用：

　　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

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

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

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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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叶圣陶：《倪焕之》，第２３８页。

邓广铭的原文是：“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２０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

课，３０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

……。”邓广铭：《我与胡适》，《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十卷，第３００页。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７８０—１９５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此文原载《申报》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１３日，收入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

２００８年，上册，第４５７页。



这一类材料非常多，兹不俱引。我想说 明 的 是，从 晚 清 到“五 四”再

到共产革命，有一批又一批非常强大有力的新名词、新概念所形成的“群

聚”，构成一张 又 一 张 新 的 词 汇 地 图，它 们 与 一 种 清 楚 的 目 的 论 意 识 相

随，形成一种“态度与指涉的结构”。① 这些新的概念、词汇，形成一种高

度目的论意义的境界，创造一种“向上”的轨辙，在人们心中形成 一 种 向

往意识，并且带来一套“激发视野、塑造实践”的性情，②让人们觉得理想

上应该尽力向它趋近，因而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渗透及改变行为的力量。
譬如在民国时期的小说《新广陵潮》中不断出现“文明礼数”、“西 洋

惯例”、“轻蔑女界”、“有志青年”③、没有受新教育者“人权便不能完备”、
“未得些光明”④等等字眼，似乎随着新的思想资源的介入，当时的世界已

经构成一种清楚的划分：一方面是尚未起步的，一方面是 值 得 向 上 追 求

的价值与行为。《新广陵潮》所描写的时代，显然是晚清以来一直到五四

新文化运动左右。随着时代推进，前面所举的那 种 由 新 词 汇、新 概 念 所

构成的目的论式世界的内容不断改变。
我个人认为在解读“五四”时期重要思想文献时，我们每每费心重建

作者意图而忽略了“文字的影响，每发生在作者所不及料之处”。⑤ 而且

不只是思想文献，当时的小说、诗、散文等，也表达 了 许 多 新 概 念 或 形 成

了新的感情结构，人们就在这张新网络之下吸收、编织他 们 的 思 想 及 意

义，而且这张新的思想网络也成为公众构思评判事物的新标准。
新文学作品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譬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

往是因为受文学激情的感染而走上历史分析道路。⑥ 五四新文学中所传

达的社会思想及批判意识，对于现实的影响绝不输于一些里程碑式的思

想文献。当时青年往往同时受文学及思想文献的影响，往往因为新文学

而决定思想上的动向，或是以文学中所建构的社会理想作为思想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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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有成：《在理论的年 代》，台 北：允 晨 文 化，２００６年，第２４６页：“若 干 符 码、意 象、

词汇、信念、以及这一切所构成的文化价值，无不 属 于 这 些‘态 度 与 指 涉 的 结 构’，这 些

结构形成某一时代的精神意向或意识形态环境”。

同前书，第２４６页。

李涵秋（１８７４—１９２３）、程瞻庐（１８７９—１９４３）合 著：《新 广 陵 潮》，江 苏 广 陵 古 籍 刻 印 社，

１９９８年，第九回，第９页。

同前书，第九回，第１０－１１页。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１２７页。

李有成：《在理论的年代》，第１９２页。



追求的目标。而文学中的不满与谴责，也往往转化为思想上的批判与反

抗。在这里，我 想 复 述 艾 略 特（Ｔ．Ｓ．Ｅｌｉｏｔ，１８８８—１９６５）在《形 而 上 诗

人》一文中的观点。艾略特在讨论英国１７世纪的“形而上诗人”时 提 到

他们善于将思想转化为情感，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将思想转化为情感

的过程中，必须要先构思一个两者之间的“等价物”，以便利于它 们 的 转

换。① 思想与文学中情感世界的转换确实是很明显的。“五四”时期文学

中的社会思想，对“未来”的想象与建构等无数方面，对现实都极富影响力。

六、街头层次的“五四”运动

目前为止，学界对“五四”的研究仍然较集中在举国闻名的人物，对那

一群北大老师、明星学生及各省响应的知识青年的了解很充分，但是对地

方或草根层次的“五四”研究却相当之少。② 我使用“街头层次”一词，当然

是受到当代法国大革命史家罗伯特·达顿（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１９３９—）的一个

小册子的影响。这本小册子由两篇文章组成，第一篇的标题即是《街头层

次的法国大革命》③———虽然那篇文章所讨论的还不是真正的“街头”层次。
不过我们的思维不应囿于不是“上”就是“下”，不是“精英”就是“草

根”，而是应当注意当时各个层次都可能受到“五四”的影响，而且因为影

响、改换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悄悄进行，所以未必能够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要举“五四”前 后 上 海 戏 剧 界 的 一 个 个 案 为 例。１９１８年，上 海

“新舞台”首演《济公活佛》一剧时，以旧道德的捍卫者自居，对欧风东渐

大加抨击。李孝悌的研究说明了经过《新青年》的《戏剧改良号》中对传

统戏曲的猛烈攻击、新思潮的洗礼、《娜拉》（Ａ　Ｄｏｌｌ’ｓ　Ｈｏｕｓｅ）之类新剧的

影响，到了１９２０年，“新舞台”的告白全变了：

　　排这一本社会最欢迎的《济公活佛》，并 不 是 迎 合 社 会 心 理，老

实说是拿迁就社会的手段去征服社会。换一句话说，就是利用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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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 两 点，前 者 见 于 Ｔ．Ｓ．Ｅｌｉｏｔ，“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ｓ，”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１９１７—１９３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２，ｐｐ．２４６，２４８；后者见于

“Ｈａｍｌｅｔ”，同前书，ｐ．１２５。

大地方的“五四”，在过去已有陈曾焘撰、陈勤译《“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经世书局，

１９８１年）的专书等。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Ｌｅｃｔｕｒｅ　Ｉ：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Ｌｅｖｅｌ，”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ｃｏ，Ｔｅｘａｓ：Ｂａｙｌ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０，ｐ．５．



活佛，拿极 浅 近 的 新 思 想 去 改 革 社 会 上 的“恶 习 惯”和“旧 思 想”。
……十 五 本 活 佛，是 我 们 征 服 社 会 的 战 利 品。他 的 情 节 发 松 到 极

点，布景精致到极点，令人百观不厌。他的思想，竟和近代的新文化

吻合。……十五本活佛，第 一 是 劝 人 要 劳 动，不 可 倚 赖 亲 族 不 劳 而

食。第二劝人要为社会服务，不要为社会分利的官吏。第三排斥多

妻主义。第四劝人不可自杀。①

１９２０年３月１日刊登在《申报》上的《济公活佛》一剧之广告，还极力

宣称它是一出“问题戏”，广告一开头先用加大字体写出全剧主旨：“今夜

活佛是‘问题戏’”。然后有如下的说明：

　　西洋戏中有一种叫做“问题戏”，戏中演的情节，有关于政治的，
或社会的，或家庭的，或……的。故意演出疑难的情节，要征求看戏

人的意见，要请看客心中感觉戏中的事迹，是否正当？②

“问题戏”的观念完全是从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的。③ 至于该

剧中模仿《娜拉》的部分，可以看“新舞台”于《申报》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所

刊宣传，几乎完全是易卜生的框架。④

上述是“五四”对当时上海市民最喜欢光顾的剧院的影响，其变化之

微妙与迅速，非常值得注意。这一类的例子可能 发 生 在 街 头，也 可 能 发

生在小教室。此处再举一例。“五四”之后，山东省立一师国文论理教员

兼附属小学主任王祝晨首先积极响应，与正谊中学校长 等 组 织 尚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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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申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转引自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１８８０ｓ—

１９３０ｓ）》，刘翠溶、石守谦主编：《经济史、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

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０２年，第３６１－４０９页。

同前引，第３９５页。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台湾：远东图书公司，１９５３年，第一集，第７１页。
“新舞台”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于《申 报》的 宣 传 文 字 如 下：“那 女 子 看 了 这 种 极 不 堪 的 情

形，复经活佛点化，她忽然得了大解脱，立刻 觉 悟。她 知 道（一）恩 爱 莫 如 夫 妻，他 们 还

戴了一个假道德的面具遮着面孔。（二）妻子 是 丈 夫 的 玩 意 儿，没 有 什 么 叫 做 人 格，一

旦失宠，她便是丈夫脚下的泥，永世不得翻身。（三）她又知道倚赖了丈夫，虽能享富贵

过安逸日子，但是一生的运命，皆须听命于丈夫，完全做丈夫的奴隶。因为世间只有奴

隶的生活命〔按：原文恐误〕不能自由选拣的，是不用负责任的。所以她拿定主意，要自

己靠自己，要自己做工赚钱养活自己，决意弃家远去。后来她丈夫寻觅她的所在，想劝

她同去，她对丈夫说道：‘你们说我弃了一品夫人不做，在此受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十

个指头挣来的粗菜淡饭，比你家中供我的山珍海味，还要好吃，并且还容易消化些。’诸

君请看，这种戏情是什么戏情？岂是市上所流行的变戏法派的新戏中所有的情节？十六

本济公活佛的宗旨，十六本济公活佛能于社会上发生何种影响，诸君也可以明白了”。



先将各地新刊物中的文章，选取其精 粹，分 为 文 学、教 育、哲 学、伦 理、社

会五种印成书，名为《文化新介绍》；同时联络已成全国知名人物 的 傅 斯

年等邀请杜威前往济南演讲，因而引起当地守旧派的激 烈 斗 争。《文 化

新介绍》风行各地，读众极广，后来转交上海文化书店出 版，王 祝 晨 成 为

山东省立一师的校长。可是到了１９２６年，山东督军张宗昌以“提倡白话

文即是赤化”，封闭书报介绍社，撤去王祝晨的校长职位并加以通缉。①

事实上像这一类地方上的事例在当时简直不胜枚举，如果加意搜集这

方面材料，我们可以观察在地的小知识分子或在地读书人，如何感知、回应

这个举国震撼的运动？如何迎接或推拒？如何赋予在地的诠释？新思想

如何影响在地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一个全国震撼的运动如何造成各种动

员，与旧派人士如何竞争，与抱持其他意态的人如何互相竞合，在思想、家
庭或行动方式方面有何变化，以及如何因此而形成群体的划分等。在废科

举之后，地方青年如何因着反对、或是响应、模仿、号召、动员，而与外面的

新力量联合，形成新标准或新力量，并把自己塑造成为新的地方精英等。
前面我曾引用郑超麟的“绅士大换班”一语来形容晚 清 以 来 对 地 方

社群精英群体间的大洗牌。在后科举时代，当科名已不再是那么绝对的

社会精英的识认标准，新学校系统的学历承担起部分传讯机制（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时，到处都有吃“五四”饭的“新青年”，成为地方社会或国家的新

栋梁，成为人们羡慕追求的对象。在《倪焕之》、《子夜》这一类小说中，我

们更可以看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有一段时间，入党与否成为能否取

代乡绅成为新精英的凭借。在《倪焕之》中，自幼不学好的蒋华在父亲心

目中本来毫无地位，但是因为在北伐期间入了党，成为可 以 与 外 面 正 在

沸腾发展的大局势相联络，又能在地方上调动各种资源的人物。他那恶

名昭彰的父亲蒋老虎便恳切希望儿子能介绍他入党。入党不需什么资格，
连地方名声都不用，最后蒋老虎顺顺利利入了党，成为地方上的新精英。

当然，我们还要发掘各阶层的思想材料。在我研读日本明治时期的

思想史时，我注意到色川大吉（１９２５—）的《明治の文化》②中所提到的一

件颇为引人注意 的 事 件。１９６８年，色 川 大 吉 在 明 治 时 期 的 武 藏 国 多 摩

郡、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深沢村里，从一户人家的仓库中，③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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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广铭：《王世栋（祝晨）先生服务教育三十五周年事略》，《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４０４页。

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現代文库《日本历史丛书》，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６年。

现属东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



《五日市宪法草案》。这个草案有２０４条，是五日 市 学 艺 讲 谈 会 的３０名

会员在自由民权运动期间持续讨论，再由山村中小学的助教员千叶卓三

郎起草的一部草根宪法，时 间 大 约 是 明 治 十 四 至 十 五 年（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这个山 村 中 的 小 圈 子 是 以 深 沢 名 生（１８４１—１８９２）及 其 子 深 沢 权 八

（１８６１—１８９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的是一群村中名士、校长、神官、僧侣、
医生、地主、农村青年。色川大吉发表这个消息之后，他发现事实上当时

存在３０余种民间的宪法草案，其中嘤鸣社的草案比《五日市宪法 草 案》
的条文还多四倍。而且这一类文稿相当多样，譬如千叶卓三郎对 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１７７８—１８６８）《法 律 格 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ｘｉｍｓ）的 诠

释，与元老院对《法律格言》的翻译便截然不同：①

元老院译文 千叶卓三郎译文

国王绝对不死。 国王会死，而国民绝对不死。

法律是国王的 所 有 当 中 最 珍 贵 的 遗 物

……（下略）
法律是 国 民 的 所 有 当 中 最 珍 贵 的 遗 物

……（下略）

王位是由正理所建立。 王位是由正理所建立，人民亦复如此。

国君的精神应 当 可 假 定 为 符 合 法 律 的

精神及理所当 然 的 事 理，如 有 疑 问 时，

特别是 可 作 如 此 疑 问 时，其 假 定（ｐｒｅ－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常要有利于国君。

全体国 民 的 精 神 应 当 可 假 定 为 符 合 法

律的精神及理 所 当 然 的 事 理，如 有 疑 问

时，特别 是 可 作 如 此 疑 问 时，其 假 定 常

要有利于国民。

当人君 的 权 利 与 人 民 的 权 利 矛 盾 时，

以人君的权利为优势。
当人民的权利 与 人 君 的 权 利 相 冲 突 时，

以人民的权利为优势。

国王是公道的来源。 国王是公道的来源，国民亦同。

国王不得欺人，又不得欺于人。 国王不得欺人，国民亦不得欺人。

国王的特权不倚靠一般文字来给予。 勿给予国王特权。

国王的允许可视为确实的允许。 全国民的允许可视为确实的允许。

时间的经过不妨碍国王的权利。 时间的经过不妨碍国民的权利。

时间与地方并不妨及国王。
时间与地方（只 要 同 在 日 本 国 内）不 妨

及国民。

元老议院是国王身体的一部分。 元老议院是国民身体的一部分。
铸币是 国 君 权 利 中 之 一，而 且 永 不 可

作罢。
铸币 是 国 民 权 利 中 之 一，而 且 永 不 可

作罢。

　　我们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类掀天揭地的大事件时，应该注意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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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第一章，第１９－５１页；第三章，第７９－１２８页。



掘像《五日市宪法草案》这一类在地知识分子所形成的文本，并充分了解

其思想意义。

七、结　语

最后，“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青年运动，但是 当 时 年 纪 较 大 的 人 的

作为与反应，也值得留意。① 这包括广大人士的观感与反应，尤其是那些

年纪较长者的确切反应。此处仅举一例：山西太原的一位前清举人刘大

鹏留下了一部相当详细的日记，在“五四”这几天，他完全不知道 有 这 一

件事，几天之后他才对此有所记录。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政治与文

化两面，则他先只注意到这个运动的政治面，也就是抗议 帝 国 主 义 的 爱

国示威运动，②但刘大鹏对新文化运动的部分似乎一直到相当长一段时

间之后，才有较为清楚的了解。相较之下，当时在 上 海 目 睹 罢 市 的 王 国

维则有如下反应：

　　而不知以后利用此举者当接踵而起，则大乱将随之矣。有人自

北来，言北京政象极险，……如危险思想传入军队，则全国已矣。③

像王国维这样的议论在当时并不罕见，它提醒我们应当深入分析当

时对“五四”“半信半疑”或反“五四”的思想，细致地了解其中的底蕴。
在本文中，我提议把“五四”与近代生活世界 的 变 化 进 行 联 系，在 这

个方面，可以探讨的面相一定还非常之多。最后，我 想 重 申 本 文 一 开 头

说到的，记忆“五四”、研究“五四”，始终是一个值得被研究的问 题，现 在

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

（本文曾以“‘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为题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２００９年６月号，总第１１３期。）

（责任编辑　任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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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前面提到日本《五日市宪法》的例子，其成员多半是三十至四十岁。

刘大鹏选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７８－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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