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未来”否定“现代”：一战与

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歧性的形成

周 月 峰

摘    要    以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注意其在五四学生运动影响下的转变，而忽视了欧战的深远影

响。自清末至民初，中国人以西为新，视彼时西方现代文明为中国之未来，前期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时人认为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并视之为新的“过渡时代”。“未来”总体混沌而未知，但又被认为超越甚至否定

现代文明，思想界也随之出现“现代”负面整体化的倾向。正因此，时人以“未来”之名，部分消解了现代

文明的正当性，同时一定程度上解救了被认为与现代文明对立的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他被压抑的思想资源。西

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明、预想中的未来文明，多元互歧、互渗互竞，角逐于五四思想界，形成了新文化

运动的多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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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学者多将其视为自始至终贯穿着“极力提倡西洋化”或“现代化”主题

的运动，部分忽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多称“欧战”）对这场运动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如果说一战结

束前的新文化运动整体上仍是西化（欧化）独大，那么一战结束后，思想界否定、超越现代的倾向逐渐增

加。在此思潮影响之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开始逐渐从单一变为多歧，内容与呈现形式丰富多彩，充满各

种可能。

关于一战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期研究多从经济视角立论，认为战争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给中国民

族工业创造了发展机会，民族资产阶级壮大，新文化运动有了相应的社会基础。①此后，也有学者注意到

一战引发了反对或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国思想界出现“反现代化”或“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形成

了“思想战”和“五四文化转向”。②不过，持此观点者多将这一思潮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考察。对

于一战具体在何种程度上、如何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尤其是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以“未来”否定

 “现代”的倾向，及此种倾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尚存待发之覆。罗志田曾以五四后一二十年作长程观

 

①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1931 年 8 月 5 日），《茅盾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

第 231−235 页；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78−86 页。

②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郑师渠：《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

变动》，《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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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到一战造成了空间性的“西方的分裂”，形成中国思想界“西与西战”的局面。①其实在一战刚结

束的一年多中−也是新文化运动最为关键的时期，时间性的现代与未来（也包括过去）的矛盾也同样明

显，且影响深远。因此，细致梳理一战后时人的思虑，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一战在世界各地的具

体影响；同时也可以加深理解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趋向。

一、从中国“过渡时代”到世界“新潮流”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②时人以“西”为

 “新”，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

界”，“人人知之，人人慕之”。梁启超用“过渡与停顿”来解释人类的进化和中西差别，认为“欧洲各

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

时代也”。③以“过渡与停顿”描述中国与欧洲现状，带有悬想成分，但西方“停顿”恰恰说明在梁启超

的认知中，中国想要模仿的新世界，即中国的未来，是已知的、现有的。因此，时人所追求的并非是要创

造一个未知的全新世界，而是希望输入西洋“形成之现代”这个已知的世界。④

就此而言，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均是时人想要输入西方文明以过渡到“新

世界”的努力。前期（大致为欧战结束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此脉络中展开，且更进一层，“觉得社

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⑤其逻辑是要变中国

的旧心理为西方式的新心理，以运用新制度。十数年后，胡适将之概括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

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他所说的“世界的新文明”其实是

 “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即“西方的精神文明”。正是在此意义上，胡适认为“中

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因为“戊戌运动的意义是要推翻旧有的政制而采用新的政制”。⑥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概述，被广泛认可。⑦然而，这一概述其实更适用于一战结束以前，而此后的新

文化运动，情况更为复杂。瞿秋白注意到，“中国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权主义和

民族主义崩坏的时期”。⑧梁漱溟更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

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⑨两人均为事后的归纳，

但他们的归纳却十分契合欧战前后时人的当下认知，都感受到了潮流的变动。在当时，有人开始认为世界

有了一个新潮流，不再是此前时人所认为的西方以外的地区过渡到现在的西方，而是现在的西方要过渡到

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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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其他研究，可参见卫金桂：《欧战与

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研究》，香港：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 年；丘为君：《现代时期的“后现代”声音：梁启超的“西洋文明破产论”》，

 《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 年，第 251−289 页。

②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4 年，第 1−52 页。

③梁启超：《灭国新法论》（1901）、《过渡时代论》（1901），《梁启超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97、292 页。

④“形成之现代”借用自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 77 号，1933 年 11 月 19 日，第 8 页。

⑤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 年 10 月），《梁启超全集》第 11 卷，第 405 页。

⑥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 年 11 月），《胡适全集》第 21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38−440 页；胡适：《新

思潮的意义》（1919 年 11 月 1 日），《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691−700 页；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 年 11 月），《胡适全

集》第 21 卷，第 442 页。

⑦伍启元便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极力提倡西洋化”的运动，是“中国旧有文化转到西洋近代的文化的蜕变”，乃是晚清以来“欧化”的

延续，且是“西洋化”的“全盛时期”（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上海：现代书局，1934 年，第 3 页）。钱穆与《新青年》同

人文化态度不同，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胡适相通：当中国古老的旧文化开始和欧洲文化接触，“从曾左胡李，中经孙中山、康有

为、张之洞、梁启超乃及严又陵一辈人，可说他们全都有意无意或激或随地在主张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最后归结为“全盘西化”（钱

穆：《回念五四》（1950 年），《历史与文化论丛》，香港：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340−341 页）。

⑧瞿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 年 9 月 23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90 页。杜亚泉甚至认为，“世人已有欧洲现代文明没落之想象”。杜亚泉：《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1919 年 1 月），周月峰

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80 页。

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梁漱溟全集》第 3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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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爆发后，梁启超把欧洲比作正将化蛾的蚕，认为此时正是全世界作茧结蛹的痛苦“蕃变剧嬗”时

期，“新时代行将发生”。待他游历欧洲之后，更明确断言：“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浑沌过渡时代。

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人类历史处于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中。此处的“过渡时代”

与梁启超在清末所说的“过渡时代”迥异，当年中国“过渡”、西方“停顿”，而此时西方甚至人类世界

均处于“浑沌过渡时代”。①“ 承上起下”正预示着“过渡”之后即是一个新阶段。梁漱溟稍后将其概括

为当时“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即“从西洋旧路过渡到未来路”。②

对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人常有模糊但却肯定的认识。因为有了两次“过渡”，所以张东荪

将人类文明分作三个时期，“第一种文明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第二种文明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

 “第三种文明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他认为第三种文明正是“因为大战的缘故，方才出芽”，“大战譬如

春雨，第三种文明的萌芽经了这春雨，自然茁壮起来”。当时全世界都处于“大改造”时期，且是“依第三

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③如果说从第一种文明过渡到第二种文明，是梁启超清末所说的“过渡时代”；

那么欧战后人类文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向“方才出芽”的第三种文明过渡。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

动并非单纯的“极力提倡西洋化”或“全盘西化”，其情况远为复杂。其复杂性正在于，在中国最渴望西化

之时，恰好西方开始“崩坏”，并且西化“崩坏”的新潮流又即刻传入，汇入到了国内正在进行的西化潮

流，两股方向并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潮流在中国思想界碰撞竞逐，形成规模或大或小的漩涡甚至乱流。

对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认识，并非仅仅局限于一二思想家，而是在时人中广泛分享，甚至被认

为“人人之所公认”。④此论或有夸大，但却足以说明当时思想界的动向。与欧战前模仿西方不同，思想

界由面向西方转变为面向未来，“未来”“将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战后“新潮流”传入中国，迅速

激活了中国思想界。《新青年》最重要的盟友《新潮》《每周评论》在新潮流影响下创刊；《国民公报》

 《晨报》《时事新报》也受到新潮流影响而纷纷改革。正所谓“人人有迎新之机，家家有应变之想”，

 “杂志界亦不得不明定期的，以顺应世界之潮流”。⑤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并非起于欧战，但在欧战趋近结束之时，这样的声音才逐渐具

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同时，时人迅速且乐于迎接一个新的未来，与当时国内尝试共和的挫败密不可分。⑥

虽然多数人都在呼唤、研究“未来文明”，但“未来文明”具体怎样，却仍不清楚。彭一湖认为，以

后的世界“将变到怎么样”，“实在预想不到”。只不过“含含忽忽知道”，“以后的世界，一定和以前

的世界，大大不同”。⑦时人预想中的“未来文明”大大不同于“以前的世界”，这提示我们，以“未来

文明”为标准，“现代”可能将被重新评估。

二、“现代”的负面整体化：以未来否定现代的新倾向

一战在思想界引发了“一股澎湃排空的新潮流”，⑧此前的潮流是全世界过渡到西方式的“现代”；

以“未来”否定“现代”：一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歧性的形成

 

①梁启超：《欧战蠡测》（1915 年 1 月），《梁启超全集》第 9 卷，第 159 页；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 年 10 月−12 月），《梁启

超全集》第 10 卷，第 76、57 页。

②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1921），《梁漱溟全集》第 1 卷，第 504、519 页。

③（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1、2 合期，1919 年 9 月 15 日，第 1−5 页。李大钊也有类似观念，参见李大钊：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1917 年 4 月 16 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 年 7 月 1 日）、《新纪元》（1919 年 1 月 1 日），《李大钊

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98、228、266−267 页。

④胡政之：《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1920 年 7 月 2 日），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第 86 页。胡愈之观察到，因“鉴于战祸之猛烈”，人人都认为“旧文明、旧制度”已破产，“皆以创造新文明新制度为不可或缓”。罗罗

 （胡愈之）：《一九一九年与世界大势》，《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 期，1920 年 1 月 10 日，第 28 页

⑤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1919 年 9 月），《章士钊全集》第 4 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年，第 113 页；坚瓠（钱智修）：《本志

之希望》，《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 期，1920 年 1 月 10 日，第 1 页。

⑥徐宗勉：《失败者的探索−1913−1915 年间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讨论》，《历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汪晖：《文化与政治的

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⑦（彭）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 8 期，1919 年 2 月 9 日，第 4 版。

⑧孙锡麒：《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上）（1920 年 8 月 3 日），《新人》第 1 卷第 4 期，1920 年 8 月，第 1 页（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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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欧洲由“停顿时代”再次进入“过渡时代”，将由“现代”过渡到世界的“未来”。

所谓“现代文明”或“西洋文明”是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但这并不妨碍时人心中想象一个相对系统

化的“现代文明”。胡适在多年后回忆，在一战前，人们对达到“现代文明”的具体步骤容或有别，但

 “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义”，“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

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

风的代议政治”。①可以说，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现代”“西方”本具有整体的一面。时人常常使用一

些特定词汇描写西方“现代文明”，如战争（竞争）、物质、科学、个人、自由等。②同时，对未来文明

的想象，存在于人类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基督教世界向往“上帝之城”，传统中国谈到未来“多是比较想

回到‘黄金古代’”。③但这样的未来非常遥远，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计。然而一战后，时人认为未来近

期便会实现，甚至有人认为已身处其间。④在未来面前，原本被视为黄金世界的“现代西方”变得不再神圣。

蒋梦麟 1919 年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阅读了五十多种新出版物，他把“五处友人的谈

论，同五十余种新出版的言论”归纳为“一个‘?’疑问符”，“不但把我国固有的思想信仰摇动了，而且

把‘舶来品’的思想信仰也摇动起来”，“不肯盲从讲赫胥黎、达尔文、密勒的一班人。盲从‘物竞天

择’和盲从‘三纲五常’的，是犯同一个毛病！”⑤赫胥黎、达尔文、密勒、“物竞天择”都曾是中国人

推崇备至者，如今却与被反复攻击的“三纲五常”落入同一境地，相比“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的时代，真有今夕何夕之感！⑥

不止于此，在对未来众多的预想中，有一些反复被提及的特性，在思想界得到共鸣，其总的特点便是

否定、超越西方的“现代文明”。⑦事实上，在中国思想界，类似的声音在欧战爆发前便零星存在，欧战

爆发后逐渐增多，欧战结束后蔚为大观，已然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张东荪认为，“未来”从负面言是“非

个 人 主 义 ”“ 非 自 由 主 义 ”“ 非 竞 争 主 义 ”“ 非 阶 级 主 义 ”“ 非 国 家 主 义 ”“ 非 复 古 主 义 ”， 从 正

面 表 述 是 “ 结 合 主 义 ”“ 牺 牲 主 义 ”“ 平 等 主 义 ”“ 劳 动 主 义 ”“ 世 界 主 义 ”“ 理 想 主 义 ”。⑧陈

启天的表述稍有不同，但思路却一贯：“新文化的真精神”是“由静的人生到动的人生”“由竞争的人生

到互助的人生”“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由军国主义到世界主义”“由贵族主义到平民主义”。⑨章

锡琛则认为，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力”、与个性自由相对的“新人道主义”、与科学相对的“艺术”、与

少数特殊阶级相对的“民众”，方是“未来”新文化的主要内容，“舍此数者不足以言新文化”。⑩《 教
育潮》发刊词则说“未来”要“废军国主义，重民本主义”“废均势主义，取联治主义”“废务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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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 年 11 月 19 日），《胡适全集》第 21 卷，第 666 页。张君劢称：“十七、八世纪一直到大战前后，无论各

种学派如何分裂，但他总潮流是一贯的”。张君劢：《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智识与道德各派哲学及拘束与开放各时代文化之大结合》

 （1937 年 1 月），翁贺凯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87 页。

②陈独秀曾将西方民族的根本思想描述为战争、个人、法制、实利；杜亚泉则称其发源于“个人之独立”，特点为“动”，核心是“竞

争”；李大钊列举词汇较多，人为、战争、积极、独立、理智、科学、物质等。虽然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不同，但描绘却相通，大致体

现着思想界的共识。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 年 12 月 15 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9 年，第 193−196 页；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 年 10 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 315−
320 页；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 年 6−7 月），《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11−212 页。

③王汎森注意到，“晚清以来的‘未来’很不一样，而且愈不一样越好，愈不一样愈吸引人”。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 页。

④《解放与改造》杂志宣言“今天的世界不是以前的世界了！以前的世界早已过去了！”如果当时“不是以前的世界”，似暗示已在“新世

界”之中。《宣言》，《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1、2 合期，1919 年 9 月。

⑤蒋梦麟：《这是菌的生长呢还是笋的生长》（1919 年 11 月 1 日），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144−145 页。

⑥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年第 3 号，第 6 张。

⑦丘为君以梁启超“西洋文明破产论”为例，称之为“现代时期的‘后现代’声音”。丘为君：《现代时期的“后现代”声音：梁启超的

 “西洋文明破产论”》，《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第 251−289 页。

⑧张东荪：《新思想与新运动》，《时事新报·学灯》1919 年 9 月 2 日，第 3 张第 3 版。

⑨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2 期，1920 年 8 月，第 2−4 页。

⑩君实（章锡琛）：《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 17 卷 19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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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财主义”。①他们在列举未来的特征时，无一例外地将否定与肯定对举，正是在否定、超越“现代”

的基础上思考着未来。

当时《时事新报》推出特别征文来讨论未来，题目包括“理想的生活”“理想的书斋”“理想的家

庭”“理想的农村”“理想的都市”“理想的国”“理想的世界”，征文强调“理想是由于不满足现代所

有之状态”“必有胜于现代所有之状态”。②这一活动正是要探讨一个理想中的从个人生活到国家世界的

未来。并且，征文明确表示“理想”便是“不满于”和“胜于现代”，更是直截了当地宣告“现代”已成

为一个负面标尺。

近代中国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影响至大，时人好讲生物进化，认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天演法则，

而欧战后则幡然醒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③

咸谓“十九世纪为达尔文世界，二十世纪为托尔斯泰世界”。④达尔文讲竞争，而托尔斯泰倡导互助，在

言论界，“互助”逐渐否定“竞争”。与此相关，“军国主义”亦是时人理解中的西方“现代”的一种特

色，曾被严复视为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⑤一度颇为时髦，而此时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⑥进而在国际关

系上，此前“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欧战告终后“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

义”，“‘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⑦在时人论述中，“公理”正是“未来”

的特点之一，“强权”恰是他们理解中的“现代”特征。“公理战胜强权”，印证着欧战后中国思想界

 “未来”否定“现代”的趋向。

梁启超曾认为“生物进化论”和“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是“崇拜势力，崇拜黄金”“军国主义、帝

国主义”之基础，言下之意，当为“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负责。与“生物进化论”一样，对个人主

义、自由主义的否定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时人认为，自欧战以后，西洋思想界已渐渐从个人主义转到社

会本位主义。梁漱溟后来将此总结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近代文化之主潮”，不过，欧战后兴起

的则是“与个人本位相反的社会本位思想，与崇尚自由相反的讲究统制，不惜干涉人们的一切”。两个

 “相反”，最能说明“未来”对“现代”的否定。思想界出现了胡适所说的转变，即由“侧重个人的解

放”转向“集团主义”。⑧如果说梁启超、梁漱溟的思想原本就偏保守，那么陈独秀本是新文化运动中倡

导个人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自己也经历了一种“否定之否定”式的转变。他开始时“用个人主义（即

个人本位主义）否定旧的非个人主义，即家族主义（即家族本位主义）；继而又用新的非个人主义，即社

会主义（即社会本位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前者可以《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孔子之道与现代生

活》等文为代表，后者又以《谈政治》为标志。⑨

在时人思考的各类以未来否定现代的关系中，对历史发展影响最大者，无疑是逐渐流行的社会主义对

资本主义的否定。⑩汪精卫后来回顾说，俄国大革命发生时，“适当第一种模型心理坍台的时候，更有取

而代之之机会”，他所说“第一种模型心理”是指“以十八世纪之自由主义的宪法为无上模型的心理”，

以“未来”否定“现代”：一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歧性的形成

 

①《〈教育潮〉发刊词》（1919 年 4 月），罗未央主编：《浙江革命（进步）文化历史文献选编》，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 年，第 376 页。

②《本栏特别征文题》，《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 年 3 月 13、14、15 日，第 3 张第 3 版。

③李大钊：《新纪元》（1919 年 1 月 1 日），《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67 页。

④杜亚泉：《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1918 年 10 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 462 页。

⑤严复曾言当时“欧洲之列强，出宗法而入军国之社会”。严复：《〈法意〉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984 页。

⑥军国主义的负面化，正是以欧战为转捩点，“大战以前，军国主义的空气弥漫全球”，“自从德意志败后，世界人类渐渐醒悟”。（张）

东荪：《民族的奋发主义与世界的国家主义》，《时事新报》1919 年 5 月 15 日，第 1 张第 1 版。

⑦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1918 年 1 月 15 日），郭双林、高波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高一涵卷》，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5 页。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 年 12 月 22 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第 453 页。

⑧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 年 10 月−12 月），《梁启超全集》第 10 卷，第 61 页；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2−1949 年），《梁

漱溟全集》第 3 卷，第 51−52 页；胡适日记 1933 年 12 月 22 日条，《胡适全集》第 32 卷，第 238 页。

⑨叶青：《五四文化运动的检讨》（1935 年 5 月），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福州：福

建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363 页。

⑩社会主义思想早在清末便传入中国，但影响有限，进入民国后，更“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直到欧战告终，俄国革命

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卷，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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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种模型心理继之而起”，“萌芽于民国九、十年间”，“一般青年心目中的中国改造，已换

了一个模型，不是法美式而是苏俄式了”。①所谓“坍台”，正是欧战后思想界对“现代”否定的思潮。②

在 1919 年初时，张东荪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因为对于个人主义的怀疑而出”，强调的尚是社会与个人的

对待。③梁漱溟十多年后回顾时，则已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他注意到，在欧战之后，中国有

一极大之转折，“始则相尚以讲求富强，乃不期一转而唱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矣！始则艳称人家的商战

以为美事，今则一转而咒骂经济侵略以为恶德”，“昨日之所是”已成“今日之所非”。在“反资本主义

潮流”中，社会主义以“未来”的姿态横空出世，“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④

在社会主义思潮崛起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苏俄的成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值得注

意的是，苏俄除了在空间上是“西方分裂”的一部分之外，⑤在时人心中，它同样代表着作为时间上的

 “未来”对“现代文明”的否定与超越。抱朴称苏俄为“地上的天国”，“天国”非仅仅是“地上”的对

立面，在一般语境中，也是超越“地上”这一“现代”的“未来”，苏俄的出现，代表着“未来”具象地

来到了“现代”，让时人又有了一个新的样板−“在这天国里一切人都要工作，都能享受音乐美术科学

的乐处”。而就反面言，“天国”里“弃绝资本主义社会中冤家式的夫妇与家长专制式的家庭”。⑥

因抱朴正“深忿亚洲式”的夫妻、家庭关系，故只举此为例，其潜意识中或只是要“弃绝资本主义社

会”。“亚洲式”的夫妻、家庭关系在当时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式，他并未深究，似乎也并不在意，

这最能说明抱朴极有可能只是追随社会风气，而在时代风气中，“资本主义”确实有“传统”那样“负面

整体化”的趋向，⑦可以随口“弃绝”。

总之，时人正是在对“现代文明”不满、否定的基础上思考着“未来”。张东荪甚至明确说新文化运

动的“趋向就是逆现社会的”，即“现社会的逆向”，是“专为反对现社会的”。“现社会是寄生生活，

这个趋向便倾向于共同生活；现社会是偏重资本，这个趋向便倾向于普泛的劳动；现社会是自由竞争，这

个趋向便倾向于互相扶助；现社会是个人快乐主义，这个趋向便倾向于社会幸福，无一不是和现状相反

的。所以可以总名为与现在相反的文明运动−新文明运动。”他总结“新文明”的方向，“乃是全人类

反对现在状态的一个共通趋向”。⑧正如杜亚泉所说，“未来世界，决非为现世界之继续期，而为其回转

期；非为现世界之进步，而为其反动”。⑨可以看出，在五四时期，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声音−新文化

运动不仅不是模仿西方的现代社会，而是“逆现社会的”。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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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精卫：《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1930），《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香港：南华日报社，1930 年，第 128−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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溟全集》第 6 卷，第 443−444 页。彭一湖指出，新时代的根本思想是要将“得莫克拉西”从政治上推广到“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

其中，“经济的得莫克拉西”，“就是废止资本主义的生产”。（彭）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 8 期，1919 年 2 月

9 日，第 4 版。

⑤关于欧战后“西方的分裂”，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

⑥抱朴：《一个留俄归国学生的自述》（上），《时事新报》1923 年 11 月 12 日，第 1 张第 1 版。

⑦有关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参见罗志田：《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 72 辑，

2003 年 5 月。

⑧（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7 期，1919 年 12 月，第 11−12 页。

⑨杜亚泉：《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1918 年 10 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 462 页。章锡琛也说，“新文化之内

容”要从与“十九世纪文明”的“反动的方面观察”。君实（章锡琛）：《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 17 卷 19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第 2 页。

⑩梁漱溟同样注意到，戊戌变法以后的四十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前期“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均以“‘近代国家’的目

标”；后期在“欧战一停之后”，“谈思想主义，采取直接行动（五四、六三以来各运动），以至于国民党改组容共，十五年北伐”，

 “背后有一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风气”。如今要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恰恰正是当年所追求的目标−“近代国家”。其

实，时人认知中的西方文明，从“现代”降格为“近代”的过程，本身便是被否定、超越的标志。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1937 年），《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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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东荪、杜亚泉、梁漱溟等人的观察有明显的倾向而不足为信，那么持相反意见的胡适的观

察，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在 1933 年时不无遗憾地说，在欧战和苏俄的共产革命后，“一切价值”都经历了

 “重行估定”：

　　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

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

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因为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所以“新”

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了。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口号是胡适在 1919 年提倡的，他特意只提及“评判”国故。但胡适此时不

得不承认，重新估定“西欧文明”同样也是五四时期的潮流之一，且“评判”的结果“都变成了犯罪的，

带血腥的污玷了”。由此，欧战后“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

了”。①“ 抹煞”一词，最为形象。正如梁漱溟所说：“前期之所学者即后期之诅咒者。”②胡适的描述

是事后的总结，或许有“倒放电影”的色彩，但他将“否定”的起点定在欧战之后，与张东荪、杜亚泉等

人的即时观察若合符节，足以说明这一思想转变的存在。

正因此，欧战后时人攻击的往往并非“传统势力老旧人物”，很多时候恰恰正是攻击欧战前的新文化

主张。正如梁漱溟后来所说：“所谓祸国殃民，亟要铲除打倒者，皆昨之沐受西洋教育或得西洋风气最

先，为民族自救的维新运动、革命运动而兴起之新兴势力首领人物。”③例如，当时人郑振铎便不承认

 “移植‘新学’运动”算新文化运动，称其是“瞎眼看不见现在的世界潮流”，认为那只能算是“中国闹

新学时已经有过”了的“‘旧’文化运动”。经过欧战，原本西方的“新”，在“未来”面前却已成了“旧”。④

有意思的是，中国原先的“旧”，在“未来”新标准的重新审视中，反又可能成为“新”。在欧战刚

结束不久，杜亚泉就明白宣布：“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旧文明者，即以权

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他明确点出未来对现代的

否定后，却话锋一转，指出那仅是就欧洲而言，“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

语”。因当时中国“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⑤这提示我们，在“未来”的重

新判断下，旧文明又有复活的可能，即，“未来”除否定“现代”之外，也可以解救“过去”。

三、以“未来”解救“过去”

后来，茅盾总结四种“站在‘现在’以望‘未来’的”的态度，其中第二种便是“对‘现在’感到极

顶的失望，于是怀着寻求的热心去望着‘未来’”⑥。以之描述欧战后的思想界（包括西方与中国）最为

贴切。不过，否定“现代”的并非只有社会主义潮流，正如瞿秋白所说，“现代的文明”在当时有两派

 “反抗派（opposition）”，一是“古旧的垂死的阶级，吆唱着‘向后转’的”，二是“更新的阶级，不能

享受文明而想导此文明更进一步的”。⑦除“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外，“向后转”也成为否定“现代”

以“未来”否定“现代”：一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歧性的形成

 

①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 年 11 月 19 日），《胡适全集》第 21 卷，第 666−667 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 年 11 月

1 日），《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691−700 页。

②梁漱溟：《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之我见》（1935 年），《梁漱溟全集》第 5 卷，第 695 页。

③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 年），《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199 页。

④C.T.（郑振铎）：《“政客的”“学桶”的新文化运动》，《人道》第 1 期，1920 年 8 月 5 日，第 55 页。杜亚泉注意到，在欧战以前，

 “新”“旧”的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但欧战之后不少人认为西洋“现代文

明”不适于新时势，“新”“旧”一变而为“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宗白华也说：“现在所谓欧

美新文明对于我们理想的新文化又算是旧的了。”他们与郑振铎政治观点不同，心中的“未来”或也各异，但因心中都有了更新的“未

来”，在否定欧战前的现代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 年 9 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

498 页；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5 期，1919 年 11 月，第 9 页。

⑤杜亚泉：《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1919 年 1 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 480 页。

⑥茅盾：《新年展望》，《茅盾全集》第 16 卷，“散文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 页。

⑦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1923 年 11 月 8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2 卷，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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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抗派”。张东荪注意到当时有人甚至说“社会主义的新潮”本身便是“复古”。①事实上，正是否

定“现代”的“未来”，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过去”。

在清季民初的趋新士人中，有一个从“现代”驱除“古代”的倾向。直到欧战前，新文化人多是为了

现代而反传统。②中西对应古今，古今又对应劣优。欧战后，现代的“优”被消解，传统也就显得没有那

么“劣”。欧战刚结束，章士钊便有了“一个彻底的主张”：“将以前所有的都化为流质，再倾注于一个

新铸型里去，铸成一个完全新的。”张东荪听到上述言论后，“觉得真是我心坎上的话”。③或许可以如

此理解，将“以前所有的都化为流质”，既包括中国“以前所有”也包括西方“以前所有”，为了“未

来”，可以否定现存的一切，在“新铸型”面前，东西文明“平等”地具有“化为流质”的地位。正如张

煊以造纸为喻，“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东西文明都只是造纸之材料。④章

士钊、张东荪与张煊无论年龄或文化观点都不同，但因为受同一种风气影响，彼此想法却能相通。

将东西文明一并视为“流质”，表面上一视同仁，但考虑到此前反传统的风气，实际上已暗中提升了

传统之地位，使其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然后不止于此，很多人相信未来世界是现代文明的“反动”，他

们开始将眼光重新投向早已被认定是与现代文明处于对立面的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反而可以补救甚至

取代现代文明。在欧战之前，“根据‘现在’来否定‘过去’”。⑤而此时，随着“竞争”“物质”等

 “现代”品质被“未来”否定，处于其反面的中国文明的种种特性反而具有了成为“未来”方向的可能。

很多人开始相信，为了反“现代”，“过去”又具有了价值。杜亚泉便认为“民本主义与大一统主义，乃

吾国民传统思想之最著者”，而这一“固有文明”恰恰与当时欧洲的新思潮−“欧洲多数民众之和平思

想忻合无间”。例如，社会主义或社会政策是时人想象的未来，而在杜亚泉看来，中国古代所谓“仁

政”，“实包涵社会政策于其中”。所以“孟子所言文王治岐之仁政，在欧美人之眼光中，即视为社会政

策之别开蹊径者”。⑥

与杜亚泉相似，梁启超在未来的新纪元中，看到了中国的“旧精神”，认为“中国人民之旧精神，颇

有与此新精神符合之处，尤欢迎此互助之新世纪”。⑦他在从欧洲归来之后，此种想法更为坚定，坚信

 “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因为“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⑧在“未来”的影响下，梁启超认

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还”的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

义。就世界主义而言，他认为在中国“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而在近代近百年

中，是“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中国“逆潮以泳，几灭顶焉”。不过，否极泰来，国家主义在

 “未来”面前被重新估价，而中国传统的“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

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梁启超表面虽未下判断，但重新肯定中国传统的态度仍

十分明显，其用意正在“以药现代时敝”。⑨

不过，在梁漱溟看来，梁启超“扢扬中国文明”之处“没有一句话是对的”。他注意到梁启超特别看

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四海之内皆弟兄”以及墨子的“兼爱”等观念，这些都是“西洋人都叹

服钦佩”之处。其实都是西方人在“未来”的关照下对中国传统的重新发现。梁漱溟则认为“人类文化要

有一根本变革”，“世界未来之文化”将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3 Mar  2020

 

①（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1、2 合期，1919 年 9 月 15 日，第 2 页。

②罗志田：《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士人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裂变中的传承：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

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91−93 页。

③（张）东荪：《新局面与新思想》，《时事新报》1919 年 4 月 14 日，第 1 张第 1 版。

④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第 3 期，1919 年 5 月，第 2 页。

⑤“根据‘现在’来否定‘过去’”一语是陈伯达对鲁迅思想的概括。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1937 年 6 月 15 日），《民国时期名

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第 42 页。

⑥杜亚泉：《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1919 年 1 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 481−482 页。

⑦梁启超：《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1918 年 12 月 24 日），《梁启超全集》第 15 卷，第 194 页。

⑧梁启超：《在中国公学演说词》（1920 年 3 月 13 日），《梁启超全集》第 15 卷，第 214 页。

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 年），《梁启超全集》第 11 卷，第 415−4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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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更直接说“东方化能翻身”，“古化能大行于今后未来之世界”。原本意味着往昔的中国化，却

又因世界潮流变化可以“翻身”而代表未来。梁漱溟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

的问题，正契合了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①梁漱溟虽不同意梁启超的观点，但双方都因对未来的重新判

断，以及对现代的不满，而开始提倡中国文化。

重新推崇中国文化的思想因欧洲人的主张而不断加强。梁漱溟注意到，“因为西洋经大战的影响对于

他们本有的文化发生反感，所以对于东方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羡慕，譬如杜威、罗素两先生很不看轻中

国的文化，而总觉得东西文化将来会调和融通的。大家听了于是就自以为东方化是有价值了。”②这使得

国内思想氛围发生转变，梁启超正是受此影响同时又影响国内思想之一人。他在欧战后欧游，“采罗素以

东方文化救西方文化的结论以归，而重拾昔日所致力的中国文化”，开始在各校讲授传统学术思想。③

常乃惪观察到，“自从世界的大战争爆发之后，西洋文明渐渐显了许多破绽。因此就有人觉得这种破

绽或者也许是等我们东方的文明过去才能给他补上。因此也竟有许多人想做这种补绽的事业”。④原本中

国文化已被估定为没有价值，但欧战后，“未来”一旦否定了“现代”，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又重新成了问

题，此问题起于“未来”，而又影响“未来”。无论是张东荪、章士钊的“化为流质”主张，抑或是梁漱

溟“古化能大行于今后未来之世界”的预测，立足点均在“未来”，且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的否

定与超越。

并且，否定“现代”的倾向使得“传统”与“未来”有了某种相通之处，王鸿一便以为“只要社会能

均平解决，自不必执定一说，新潮流既趋向均平，总认为有商量余地，以其反对资本主义之欧化也”。王

鸿一本倾向孔孟之学，但因为在“趋向均平”“反对资本主义之欧化”上与新思潮相似，故以为有“商量

余地”，专程找蔡元培、李石岑“谈许久”。⑤孙中山也认为新兴的俄国和东方文化均是“王道”，“反

叛”欧洲霸道的文化。⑥由此观之，一般被认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或“保守”的东方文化观，在此

时成了同一硬币的两面，甚至可以说，“激进”思潮里可能就有古典、“保守”的因素；而“保守”思想

中也可能有激进的趋向，他们共同否定着“现代”。伍启元后来总结：“辩证法的唯物论是站在社会主义

的立场以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东方文化论是站在理想主义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⑦ “现

代”其实两面受敌，以“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为表征的“现代”或“资本主义”是双方共同的敌人。⑧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文化虽一度被“解救”，但常常被视为低于“现代”（资本主义）与“未来”

 （社会主义），倡导者虽自认有“未来”的姿态，却仍时有被认为“复古”。有人意识到“未来”解救传

统文化这一思想的危险。常乃惪便提醒：“我们不满意第三期的文明，应当往前找出一个第四级，不能带

着第三期向反对方面走”。“大战之后这种文明也起了许多破绽，但我相信补这种破绽的，是未来的第四

期文明，不是过去的已死的第二期文明。我们不满意十九世纪的文明，应当往二十世纪的文明走，不应当

以“未来”否定“现代”：一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歧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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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王鸿一：《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1929 年中秋），察应坤、邵瑞：《毕生尽瘁为民生：王鸿一传略》，郑州：黄河出版社，

2003 年，第 102−103 页。

⑥孙中山认为：“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又说：“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

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1924 年 11 月

28 日），《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409 页；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 年 1−8 月），《孙中山全集》第 9 卷，

第 230 页。

⑦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 24−25 页。

⑧李大钊注意到，像胡适、陈独秀这样的“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过〔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

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 年 8 月 17 日），《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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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向十八世纪以前去”。①张东荪在陈述“未来”是“非个人主义”“非自由主义”“非竞争主义”“非

阶级主义”“非国家主义”之后，特意加上“非复古主义”。正是看到在“未来”面前，传统文化有“翻

身”之势。

 “未来”部分消解“现代文明”的正当性后，除了一定程度上解救传统文明之外，更让其他此前被压

抑的思想一并活跃。以宗教为例，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宗教，陈独秀当时便看到“主张新文化运动的

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②然而，不少宗教人士却认为自己在从事真正的“新文化

运动”。

当时佛教徒看到“亚美欧洲诸强国皆已卷入战涡，各出其全力以苦相抵抗”，究其原因则是“欧洲物

种进化之学昌，物质文明之功盛”，致使人类“胥失定性安心之本真”，在当时“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

世”，唯有弘扬佛法，才能改变未来之人类。③他们并非以反新潮流之姿态立论，而是明言拟加入“新思

潮”而引导之。有人断言“佛学与未来世界新文化”有莫大关系：“所谓世界未来的圆满的达到新的人生

的文化，自然不能离开佛学。”太虚亦常常号召以佛法创造新文化，他自认二十年代讲学欧美，便是“提

倡发扬世界性的佛学，创造更进一步的世界新文化”。④

又如基督教信众包世杰认为，汉口圣公会主教“刷新基督教”与尼采“打破基督教”的主张都是“重

新评定真价值”，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同时指出“文化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耶稣所教给我

们的人格”−“热烈的博爱精神”。故从精神到内容，“基督教的文化运动”亦应属“新文化运动”。⑤

其他宗教团体也有类似主张，出于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失望，标榜“救世”和超越堕落的物质文明，而纷纷

组织新的宗教团体，如红卍字会、救世新教、道德会等，开坛、扶乩盛行。⑥同善社、灵学会等团体，欧

战后“几乎遍国皆是”，与当时“否定现代”的新潮流密不可分。确实是耶、回、道、孔，“互偏标榜，

竞成宗尚”。⑦无论是儒学、佛学或基督教，都趁着欧战后时代的转化，摆出了参与新文明的姿态，像社

会主义一样，标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否定。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模仿现代或欧化的思想从一战前的一家独大，到一战后两面受敌，但在思想界

仍占较大势力。故汪精卫说：“以十八世纪之自由主义的宪法为无上模型的心理”，虽然坍台，但仍有

 “不少残砖剩瓦”。⑧“ 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此前被压抑的怪力乱神，共存于同一时空之中，形

成多方鼎立局面。东方文化派和社会主义者可以一起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否定“现代”；社会主义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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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 4−5 页。黄保苍注意到，欧战使得“所谓竞争之进化，所谓武装之和平，所谓科学之幸福，俱适成一反比例”，此悲惨境地

 “绝无他术能解之，唯佛教仍有以慰之安之”。预测“欧战后之世界人心，必将于佛教发生极深极大之信仰，而佛教之普及全球，亦由是

为发轫之始。” 梁家义说，“世界各国，大战以后，固有文明宣告破产，急须发现一种真正文明以救济现代人心”，而能担此重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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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海潮音》杂志的宗旨即为“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并解释“现代人心”为“现在周遍人 世的新思潮”。《海潮音月

刊出现世间的宣言》，《海潮音》第 1 卷第 1 期，1920 年 1 月，第 2 页；温光熹：《佛学与未来世界新文化之展望》，《海潮音》第

13 卷第 9 期，1932 年 9 月，第 30 页；释太虚：《澹宁明敏−二十一年八月在汉藏教理院开学训词》，本书编委会编集：《太虚大师全

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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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 13 卷，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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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可以一起攻击东方文化派“复古”，两两之间“各自站在不明瞭的地位上，一会

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①。正如黄日葵所描绘，五四时期既有“外来思想的输入”，又有“故有思想

的伸张”，“恰似烧烟火一般，火线交叉错综地乱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陆离之慨”，仅仅当时的北京大

学，便存在着“国语问题、两性问题、礼教问题、哲学问题……好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

各派”，各种问题、主义、派别“应有尽有，至为纷歧”。②这种种不同的未来方案，构成了多元互歧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余论：多元的未来与互歧的新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潮流的转捩点，深刻影响了新文

化运动的趋向。

传统中国追求道一风同，有着被广泛接受的“国是”。③近代门户开放，西洋文明输入之后，中国有

一“空前的大变动”：“从前被看作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现在对它怀疑了。素来受人尊重的大人物−
皇帝，也变成普通的平常人。”④“ 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失去其共尊的地位，正是“国是”已不成其为

 “国是”，可称其为“后传统”时代。不过，西洋文明的进入，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经典的消逝，另一面，

清末民初国人尊西趋新，却也部分起了填补“国是”之地位。当时不少趋新士人甚至为了西方的“现代”

而反对中国的传统。

但一战爆发后，欧洲也出现了类似“后传统”的局面，原先的政治、社会、文艺、学术，被认为都将

改变。张君劢观察到，自欧战以来，“对于爱国主义怀疑焉，对于军备怀疑焉，对于现教育制度怀疑

焉”，以前认为“天经地义”者，如今“是者之未必是，非者未必非”，所以才要求改造与革命。⑤王汎

森指出，“五四前后的思想世界出现了一种双重危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皆面临危机”，“中国传统文

化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西方文化也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种种问

题”。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在西学冲击下被怀疑，是近代思想的第一次权势转

移，此次晚近建立的“天经地义”的西学又一次被怀疑，或可视为第二次权势转移的发端，一战后的“现

代文明”不只去神圣化，甚至负面整体化的声音也逐渐增强，虽未必成为主流，却已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否定现代的观点很快被接受，时人心中有一个“未来”，对“未来”的追求使其有勇气否定“现代”。于

是在中国又有后“现代”的意味。否定“现代”的倾向使思想界失去了原有的榜样而无所凭借，只能重新

思考未来。

欧战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否定现代的新倾向，与陈独秀所说“未敢驰想未来以薄现在”⑦相反，当时

最为流行的便是否定现在以“驰想未来”。五四时期的革新运动，舆论界较能取得共识的部分是“对于旧

社会意识”的态度。⑧对此“旧社会”，以往多视为中国的“旧社会”，实际上，还有一股将当时的西方

文明一并视为“旧社会”，试图否定、超越的潮流。如陈筑山“诅咒”的“旧社会”有两个基础，“一个

是强权，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针对的显然是西方文明这一“旧社会”。⑨并且，由谁“踢开”，“踢

以“未来”否定“现代”：一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歧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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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89 年，第 195 页。

③杜亚泉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出而论世，则君道若何，臣节若何，仁暴贤奸，了如指掌；退而修己，则所以处伦常者如何，所以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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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手段、程度及之后对“未来”的选择却有多种多样。这是五四时期时人的一种普遍感受：对现状不

满，对未来又不确定，徘徊于十字街头，四顾茫茫，不知何去何从。朱执信便注意到，当时中国思想界一

方面是“旧日学说”，“因为没有权威了，人家不大安心去信他”，另一方面，“新的学说，没有完全输

进”，尤其是新的学说中像“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狮子榜样”等，已是“人家用过的废料，试过不行的

毒药”。①“ 传统”失去权威，而“新的学说”已分裂，其中重要的部分却成了“废料”与“毒药”，这

正是思想“顶混乱”的原因。众多“未来”方案亦处于激烈的相互竞逐之中。

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没有了一贯的总潮流，原本在中国起作用的传统之道与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

都不再被认可，加剧了传统秩序全面崩溃后的“真空状态”。此时的未来本是开放的，不过，对国家境遇

早已不满的国人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确定、可行的方案。随着不久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及苏俄

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最大程度满足了时人对未来的想象，苏俄也成为一个真实

存在的、代表未来否定现代的象征，这让国人看到了短时间内实现未来的可能。这一状况，无疑为后来中

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②

另一方面，在欧战结束初期，时人对于何为“未来文明”既无共识，则“新”不再确定。如果说此前

思想界尚有比较一致的学习西方的潮流，那么此时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认是在创造“未来文明”，自称

从事“新文化运动”，只不过对新文化的设想与运动的方案却各自不同，竞合于五四时期。故此，只有进

一步了解一战后否定现代的趋向，才能充分理解欧化坍台的情状、各类社会主义的崛起、不同层次东方文

化的复兴和光怪陆离、混流并进的五四思想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诸人再造新文明的努力”

 （17FZS02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周 奇）

The Modernity Denied by the Futu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Hybridity of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ZHOU Yuefeng

Abstract:  Scholar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tha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ather than

the First World War, has exerted o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ince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most Chinese saw the West society as the new/the future of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is the aim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t its first phase. However,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rtly changed

this  trend,  and  Chinese  elites  considere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brand  new  future  in  place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they once took as exemplar has recently gone to the bankruptcy. And they considered their

time  as  the  contemporary.  The  future  is  almost  complex  and  unknown  to  them,  however,  the  future  is

considered  as  transcendence,  even  as  a  denial  to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Following  this  trend,  a  new

tendency,  that  took  the  modernity  whole  as  negative  symbol  in  the  circle  of  thinkers,  was  formed.  As  a

result, the contemporary partly denied the legitimacy of modernity in the name of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o some degree, this rescued the Chinese tradition which was once thought as the opposite of modernity and

also other being depresse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he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the future civilization in mind, which existed, competed, interrelated and eventually fough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ilieu  of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in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n  formed  the

hybridity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future, modern civilization,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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