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講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實行 

 

13.1 觀念如何轉化為社會行動 

A. 區分不同的行動主體 

B. 權力主體觀念的變化 

C. 知識分子觀念的變化 

D. 疏理觀念和社會的互動 

 

13.2   庚子事變及其對政治思想的影響 

A. 全民反洋教（排外）的原因 

B.庚子事變及其後果 

C. 拒俄運動和日俄戰爭 

13.3   中西二分的二元論──儒家意識形態的現代轉型 

A. 最初形態──張之洞《勸學篇》中所包含的二元論傾向 

B. 黑暗中的變化──清廷無可奈何的二元論立場 

C. 公德與私德的分離──梁啟超的理論建構 

13.4   儒學的現代轉型能否推動現代化？ 

A. 中西二分二元論意識形態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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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B. 二元論主導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 

C.二元論能否幫助中國社會和文化實現現代轉型？ 

學科 常識 專門知識 

經學 粗解其章句，摘記其格言，以

為治身淑世之本 

窮 極 微 言 大 義 ， 博 考 名 物 訓

詁，以羽翼孟荀而是正許鄭者

歷史 中外各國歷代興廢之跡，撮舉

其大事之始末，略諳其名人傳

記 

網 羅 放 失 舊 聞 ， 推 求 前 因 後

果，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文學 舉吾心所言，能悉達之於人 摘艷屈宋，薰香班馬 

數學 知加減乘除比例開方 補奈端之理，糾梅戴之失 

地理 知各國之位置沿革，明著名都

會之大勢 

諳 悉 五 大 部 洲 民 俗 物 產 之 異

同，舉其道裏阨塞所在 

政治 人民參政權，知國家之性質、

功用，明各種政體之概要，而

知其與國民利民福利關係之

深淺 

論古今之得失，評各國之異同

法律 立憲異於專制，窺法意之崖

略，明本國法律之網要 

舉各國法典之條文，剖古今法

理之原理 

天文 哥白尼地動說 知星躔之度數 

生物 達爾文言淘汰進化 知物類之名目 

物理 重力 奈端之理 

 



表 13.1 梁啟超所列舉的一個現代人應有之常識 

13.5   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高潮 

A. 1900 年後改革的兩個階段：從新政到預備立憲 

B. 經濟現代化──沿海城市興起和民營工業高速增長 

C. 政治的現代化──紳士公共空間的出現 

D. 現代化對社會整合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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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E. 辛亥革命是革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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