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笔谈）

　 　 摘　 要：陈旭麓以“新陈代谢”为核心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将对历史大势的整体观照与对史实细
节的爬梳分析完美结合；他提出的诸如海派文化与上海史研究、中等社会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等

领域，至今在中国史学界有重大影响。陈旭麓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身，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标尺与典

范。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还有“无法之法”的理论思维能力。要开拓当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新境界，需要对陈先生的史学遗产做出再整理和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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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变迁的“史”与“思”

———重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我们在这里研讨陈先生的
思想与学术，寄托对他的一份纪念。就我个人来说，应邀参加会议，还带着对先生的一份特别的情感。

三十多年前，我以“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为题做博士论文，陈旭麓先生是我的论文开题报告的

审阅专家之一，后来又是我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耳提面命之余对我多有鼓励。按照旧例，我虽未登堂

入室，也曾忝列门墙。其实我受教于先生还要更早，１９８２ 年秋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跟随冯契、曾乐山、
丁桢彦诸先生攻读中国哲学的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当时冯契先生正在讲授“中国

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并着手将其整理刊定成书。陈旭麓先生在给历史系研究生讲述“近代中国社会

的新陈代谢”———后来出版的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同名遗作，可以说是一本蕴含着观念史丰富内核、以

广义社会史为主要形态的近代八十年中国史。冯、陈两位先生的研究不仅对象重叠，旨趣与方法也有交

集。按照冯先生的哲学史观，哲学虽然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自身的线索，但是根本的动力还是生活实

践，所以哲学史的研究要和社会史相结合。而历史研究尤其是观念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史”与“思”的

关系，一样需要辩证思维。这一点，冯先生后来在给陈先生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所

做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旭麓搞历史，我搞哲学，两人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却正因为此，我们可以

互相切磋。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

握；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向对方请教。”①两位先生可谓相交既久相知甚

深。加之，我年轻时对历史一直很有兴趣，经历过 ２０世纪后半叶那些波澜和回流以后，更相信龚自珍说

２

① 冯契：《冯契文集》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５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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