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两次文化革命与
欧洲历史上两次宗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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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汪德迈（Ｌéｏｎ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ｅｒｓｃｈ）（讲授），董晓萍（整理）〔１〕

　　提要：　中国历史上有两 次 文 化 革 命：一 次 是 孔 子 创 造 儒 学 经 典，同 时 启 动 了 中

国最早的文学形式；一 次 是 五 四 运 动，揭 开 了 中 国 文 字 现 代 化 的 序 幕。了 解 这 两 次

文化革命，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欧 洲 历 史 上 影 响 最 深 刻 的 变 化 是 基 督 教 的

两次革命：这两次宗教 革 命 塑 造 了 欧 洲 的 思 想 核 心 与 文 化 形 态，它 们 引 发 了 欧 洲 的

文艺复兴运动，创造 了 欧 洲 近 代 文 化。现 代 中 国 人 对 西 方 文 化 了 解 得 很 多，相 反 西

方人对中国文化了 解 得 很 少，这 很 可 惜。现 在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很 快，但 也 应 该 加 强 世

界对中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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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讲课，继续讨论上 一 课 的 问 题。上 一 讲，我 尝 试 说 明，在 社

会模式方面，中国的社会模式，与西方的 社 会 模 式 相 比，有 什 么 不 一 样？ 为 什 么 不 一

样？我们也不应该仅仅看生产方式这 类 要 素，文 化 要 素 也 很 重 要。今 天 我 要 侧 重 讲

解文化要素，主要是其 中 的 非 物 质 性 的 要 素 和 宗 教 要 素，它 们 怎 样 影 响 了 两 个 不 一

样的文明。

＊

〔１〕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跨 文 化 视 野 下 的 民 俗 文 化 研 究”（批 准 号：

１９ＪＪＤ７５００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整理者注：本文是汪德迈先生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２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新 图 书 馆 三 层 学 术 报 告

厅为第三届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用中文授课的讲稿。整理者在讲稿录音稿的基 础 上，增 加 汪

先生的ＰＰＴ，再行补充整理成完整文稿。ＰＰＴ的内容要点，本次已放到各对应部分之中，列于该部分

的标题之下，以仿宋体字表示，然后 再 列 作 者 的 中 文 讲 稿 整 理 稿。我 们 尽 量 呈 现 汪 先 生 授 课 内 容 的

完整性与现场感，展现汪先生的博 雅 学 问、严 密 逻 辑 和 提 纲 挈 领 的 演 讲 风 格。对 于 这 种 重 大 问 题 的

演讲，作者倾几十年之力于此，听讲 者 的 领 会 过 程 并 不 轻 松。我 们 希 望 通 过 课 后 这 类 辅 助 性 的 整 理

工作，能够帮助读者相对容易地把 握 文 中 的 思 想 要 点 和 方 法 论 脉 络。此 外，有 兴 趣 的 研 究 生 和 广 大

读者，还可以通过进一步阅读作者在文中使用的书目，探寻讲稿背后的现代法国汉学领 域，并 由 此 观

察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聚焦点，思考跨文化中国学的研究对 象 和 方

法究竟是什么？法国汉学家怎么做？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对话？本文原稿的数 字 录 音 转 录 工 作，由 北

师大跨文化研究院办公室吕红峰博士承担。



一　中国文化的基础

　　胛骨／龟甲之占卜→占卜学→表意文字→文言

中国文化的心是“文”。

那些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一定关系到文字的变化。

中国的两次文化革命：

　　（１）孔子修订“五经”，发动私人起用原本官方专用文字的革命，并成为私

人撰文编书的肇始。

　　（２）五四运动，发动废止文言文使用白话文的革命，并成为普遍推行白话

书面语的肇始。

第一次文化革命，为中国文学的起源。

第二次文化革命，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序幕 〔２〕。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文字。我个人认为，中 国 文 化 的 特 点，就 在 于 它 的 核 心 是

“文”，而不是宗教。在汉语中，文化和文明，都有“文”字。“文”在中国这么重要，这是为

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字十分特别。我的看法是，汉字的来源，是史前在中国已经产生的

一种很特殊的占卜仪式，它逐渐进化为龟甲占卜。我写过一本书，阐释中国的文字和文

言是怎么来的，如何起源于占卜，如何成为中国的理性思维的前奏 〔３〕。没有文字，就不

会有比较发达的文化。人类应该先有文字，后有文化。研究文化，应该先了解文字，再

了解文化。中国文字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最

重要的思想变化和社会变迁，都一定关系到文字。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文化革命：一次是孔子时代的文化革命，

一次是２０世纪初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你们对自己文化的了解要比我多，你们可以不

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要尝试向你们介绍我的研究意见。

在我看来，孔子使用书面文字编“五经”，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革命发动，由此开始，

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与特殊形态。我也很看重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

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文化革命。

我不赞成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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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注：汪德迈先生在此有 一 个 括 号 注，注 文 为：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 所 谓“文 化 大 革 命”，实

际上是破坏文化，不应该称之为“革命”。

［法］汪德迈（Ｌéｏｎ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ｅｒｓｃｈ）著，［法］金丝燕译《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是破坏文化的行动。我不是说不能研究它，也可以研究，但是，如果观察影响到中国发

展的重大历史活动，就应该集中研究这两次文化革命。

二　西方文化的基础

　　表音文字———通过口头传统和神话形成宗教

神的启示———《圣经》———神学

西方文化的心是宗教。

欧洲历史上影响最深刻的变化是基督教的两次革命：

　　（１）公元３１３年罗马帝国皇帝康斯坦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成为基督教徒；

　　（２）公元１５２１年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的新教改革。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宗教。西方其他大部分 文 化 的 基 础 也 都 是 宗 教。为 什 么 是 宗

教？因为宗教是通过口语和神话发展而来的文化，是属于口语文化。中国文化不是口

语文化，是汉字文化，是文言文化。

西方的文字与中国的中文完全不一样。西方的文字是表音文字，它对西方思想的

影响也非常深刻，但是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相差甚远，欧洲的文化与中 国 文 化 完 全 不

一样。

在西方有哪些历史 事 件 与 中 国 的 文 化 革 命 一 样 重 要？ 我 看 是 西 方 的 两 次 宗 教

革命。

第一 次 宗 教 革 命，发 生 于 公 元 ４ 世 纪，标 志 是 罗 马 帝 国 的 皇 帝 康 斯 坦 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以后整个欧洲都成为基督教 王 国。第 二 次 是 新 教

革命，发生于公元１６世纪，由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领导的一场革命。

这两次宗教革命塑造了欧洲的思想核心与文化形态。

三　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

　　打破对于文字的官方垄断，引起先秦诸子的百花齐放。

由孔子发动革命，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孔子意识到自己承天命而恢复王道，僭越王权、修订王道制度

所基于的官方内部档案（“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第二阶段：孔子的弟子编写《论语》（作为“十三经”之一经，以及诸子丛书

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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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

　　（庄子：“天下大乱……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分析孔子发动的文化革命的，也就是中国的第一次文化

革命。

这场革命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孔子个人修订官修档案，他利用周代官

修档案编订“五经”。这些档案性质、内容和编写制度都有周代王室的定制，原来并不允

许私人插手。孔子的做法，改变了这个定制，在当时是被看作僭越王权的行为。但他认

为自己已知天命，需要这样做，他要恢复礼崩乐坏的王道。但这个阶段只是产生了官修

文献编写方法的革命，由官修变成私修，并没有出现私人著作。

第二个阶段，出现了私人著作，即产生了由孔子门下弟子编写的《论语》。这种做法

的意义是，使用原本只有官方可以使用的文字，进行个人言论的书写。这种书写的结果

不是国家文献，而是私人书籍，《论语》就是一部私人书籍，私人文献。这个现象是前所

未有的。孔子同时代的其他很多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们，他们认为，既然有人用文

字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什么自己就不用这个工具呢？因此从第二阶段开始，出现了儒家

以外的其他诸家学说，而孔子创立的儒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然会有人批评儒家，但

他们使用的是与儒家相同的文字工具，来表达自我意见，于是形成诸子百家。

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官方垄断文字的历史，引起了诸子百家的百

花齐放，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肇始标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我

在以前的讲课中提到过，语言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是交流，另一种是思维工具。在

孔子之前，没有思维工具，只有日常交流用。思维工具是文字，但不是私用之物，是官方

的专利。孔子为什么可以打破官方的垄断？我在上面谈过，因为他感到，自己需要担当

天命，恢复王道。周朝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之前，在公元前６世纪，即西周末年，已经开始

出现危机，周王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孔子要站出来，恢复周代的制度。他的驱动力，就

是他说的天命。他认为，这是他被允许私修王道的基础。到了他生活的时代，周代的王

道慢慢失效了，他是不能作壁上观的。他这样讲，也这样做了。据《孟子》记载，孔子自

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指孔子修订了《春秋》。当然不止《春秋》，还有《诗经》，等

等，他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官修文献的修订，后来又由他的弟子继续下去，终于做完修

订“五经”的工作。正是这项工程，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孔子坚持恢复旧制，引起了混乱。明明周代礼仪制度已经衰微，唯独孔子要求按照

传统官修典籍的规制，安排现实社会的政治和教育等，当然有不同意见。于是其他诸家

也开始写书，议论天下。《庄子·天下》篇说得很清楚，天下乱了，“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这就是诸子蜂起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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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家继承孔子传下的文字私用化

　　秦国的法家，反儒家，又追随孔子恢复王道制度的计划。

养士，即起用使用文字的士大夫，“以法为经、以吏为师”。

秦国实行博士制度，涉及儒士（也发生了焚书坑儒的悲剧）。

汉朝：礼制和法制间的妥协。

帝国行政制度体现法家思想，选官举察制度体现儒家思想。

用刑法补礼仪的儒士主义的政治制度，延伸至１９１１年。

先秦时期，儒家的对立面是法家。法家反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但是，孔子的 文 化

革命是一场真 正 的 革 命，所 以 法 家 虽 然 不 赞 成 儒 家，但 也 继 承 了 这 一 革 命 的 成 果。

但法家所要恢复的，不是孔子心系的王 道，而 是 另 一 种 统 治 之 道，即 霸 道。上 次 课 我

也讲到这一点。商鞅为秦孝公讲王道，对 方 不 听。商 鞅 为 秦 孝 公 讲 帝 道，对 方 不 听。

商鞅为秦孝公讲霸主，对方欣然接受，表 示 愿 意 实 施。霸 道，与 孔 子 理 想 中 的 王 道 计

划，双方背道而驰。但是，尽管相反，当时 的 统 治 者 还 是 都 意 识 到 养 士 的 重 要 性。所

谓养士，就是储备而 起 用 认 识 文 字 的 士 大 夫，不 储 备 和 使 用 不 识 字 的 门 客。商 鞅 建

立了“军功”，所选 择 行 赏 的 军 官 也 必 须 学 习 和 懂 得 文 字。秦 始 皇 时 设 立 了“学 宫”，

只不过不是学礼 仪，而 是 学 法，“以 法 为 经、以 吏 为 师”。秦 国 还 设 立 了 博 士 制 度，吸

收儒士，但秦国的儒士开始批评法家，结果遭遇了一场悲剧———焚书坑儒。但这 件 事

也还是让我们明白，秦 国 还 是 有 儒 士 的。有 的 同 学 曾 经 问 我，法 家 是 不 是 割 断 了 孔

子的传统？我认为，不全是这样。法家一 方 面 反 对 儒 家，一 方 面 又 从 其 他 角 度 继 承，

所以孔子发动的是 真 正 的 革 命。实 际 上，几 乎 中 国 所 有 孔 子 或 儒 家 学 说 的 研 究 者，

都同意这场革命至少是文字革命。

汉代独崇儒术，不喜法家。儒家思想虽然在先秦时期遭到法家的阻击，但在差不多

半个世纪以后的汉代，又恢复了元气。汉代还有法家思想的残留，有礼制与法制之间的

妥协，但汉代是儒学成功的时代。汉代的选官，使用举察制，就体现了儒家思想。所以

我在我的书中说，中国从汉朝时代一直到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时期都是儒士统治主义的

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以儒士思想支配行政，即用刑法补充礼仪，这很重要，这是中国文

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我认为，对这种中国社会模式的这种特点只从生产方式考察是不

容易弄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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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圣经》的形成

　　古代近东地区所有民族使用标记口语发音的文字。

（先是表词文字，再到表音文字）

圣经的《旧约》体现希伯来人的国家认同，使用希伯来文字撰写的经典。

内容有：神话、故事、诗歌、规范，在３世纪和８世纪之间被收集和编辑，犹太牧

师修理其文本，使其传达前所未有的一神论宗教。

后来基督教增加四种福音书，形成《新约》。

现在我返回来讲西方文化。西方最重要的典籍是《圣经》。《圣经》是怎样形成的？

《圣经》是希伯来人的经典。这就涉及表音文字。在古代近东地区，所有民族都有标记

口语发音的文字，即表词文字。先是在苏美尔，后来在埃及、腓尼基等古代地中海文化

地区，都有这种表词文字。表词文字不标记某个音素或音位，而是标记某个句子里的某

物。表词文字慢慢演变成表音文字。表音文字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是先有表词文字，

再有表音文字。也有人提出，表词文字是不是表意文字？不是，真正的表意文字只有中

国才有。

在西方表音文字系统中，无论是怎样重要的文字，所表达的都是口语的意思。口语

与文言完全是两码事。在中国，文言文拿掉了神话、传说、故事等口头传统的东西，将这

些民间使用的内容加以排斥，所形成的文言，只有学问比较高 的 人 才 能 使 用。在 我 看

来，在古代中国的占卜学，实际上是一种准科学。西方原来也有这样的准科学，但西方

的神话传说逐步被宗教所吸收，成为宗教经典的内容。

我们来看《圣经》，主要看《旧约》。《新约》是晚出的，《旧约》很早，大概在公元３世

纪至８世纪期间被搜集和编辑，里面吸收了很多地中海民俗中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民

歌，还吸收了习惯法一类的内容。这是希伯来人认同的《圣经》。后来，犹太教的牧师对

《旧约》加以修订，使其成为一种很特别的宗教，即一神教的经典，希伯来以外的民族没

有这个东西。

犹太牧师的工作似乎是孔子的工作。将孔子修订“五经”与犹太牧师修订《圣经》两

相比较，虽然过程不一样，但也还是有可比较和可讨论的地方。

再后来，基督教在《旧约》中又增加了四种福音书，成为《新约》。不必多说，我只是

讲一下大概的历史，不然我们花两三年，或者十年，可能也说不完这个题目，这是个大题

目，你们如果有兴趣，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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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罗马人对亚洲宗教的兴趣

　　东方民族的宗教开始进入希腊罗马，始于亚历山大的远征。

这次远征（公元前３３４—前３２３年）加强了希腊罗马与亚洲的关系。

罗马人对东方宗教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感到自己的宗教，即罗马教，缺点

太多：仅仅涉及社会公共活动，教义内容粗浅。

相反，基督教在关于个人灵魂拯救方面的信条非常讲究。

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主张传教，尤其是塔尔苏斯的保罗（使徒圣保罗，Ｓｔ．Ｐａｕｌ，

公元４—６４年）。

他出生于西利西亚区（位于现土耳其境内），然而是咯马公民。

他揭示了基督 教 原 为 犹 太 教 信 仰 的 本 色，使 基 督 教 变 成 真 正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宗教。

犹太人很不满意，因此圣保罗特别关注对非犹太人的传教。

现在看看罗马的情况。实际上，欧 洲 文 化 不 是 希 伯 来、犹 太 文 化，而 是 希 腊、罗 马

文化。

在罗马，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罗马人对亚洲宗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这是因为亚历山大的远征（公元前３３４—前３２３年），使东方国家的宗教进入希腊、罗马

的世界。另外，希腊军队很早进军印度，成立了所谓印度—希腊国家，这样就开启了希

腊罗马与亚洲民族的交流史。

罗马为什么对东方宗教感兴趣呢？因为罗马人感到自己的宗教缺点太多了：罗马

宗教的内容比较粗浅，仅仅覆盖社会公共活动，包括一些政治活动，也有乡下老百姓参

加各种集体仪式的活动，但都比较简单。而中国的礼仪是非常讲究的。孔子创建儒家，

尤其看重礼俗的繁文缛节，对每种仪式的规制、组织、过程、姿态和礼器等都有十分详尽

的规定。儒家不承认殷商时代的宗教，用礼仪替代了宗教，儒家创造的中国礼仪是全社

会性的，是相当讲究的，与之相比，罗马的宗教就很简单，于是罗马人向往东方亚洲的宗

教。罗马人也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不错。至公元二、三世纪之前，在罗马最出

名的，还有一个亚洲宗教分支，叫密特拉教，这与犹太教没关系。后来基督教也在改革，

我在前面说了，基督教比《旧约》的一神论宗教又有进步，这也引起罗马民族的兴趣。

耶稣教的传教士是主张传教的。有一个耶稣会的信徒叫圣保罗，出生于塔尔苏斯，

我们都叫他“塔尔苏斯的保罗”。塔尔苏斯，现在位于土耳其，但圣保罗 本 人 是 罗 马 公

民，罗马给了他较高的地位。他非常聪明。他揭示出一个现象，即基督教在公元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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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本是犹太教，耶稣原本是犹太人，基督教最初传教的时候具有犹太教的特点。在很

长时期内，人们要成为基督教的信徒，就先要成为犹太教的信徒。圣保罗取消了这种规

定，这就使基督教摆脱了局部性，变成具有普遍性的宗教，这是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

回来讲孔子。我认为，也可以将孔子与圣保罗比较。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多学者将

孔子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相比较，这当然是可以的。孔子的确和苏格拉底一样，都很有名

气，也都喜欢教课。但我觉得这是表层的比较。我看最重要的是社会改革的作用：孔子

把文字的使用规定加以改革，使其从少数士大夫使用的工具，变成全社会普遍使用的工

具。圣保罗把基督教的传播规定加以改革，使其从少数人信奉的宗教，变成具有社会普

遍信仰意义的宗教，我想此两人是可以比较的。

七　罗马帝国的基督化

　　皇帝康斯坦丁入教增加了教会的影响，也加强了教会的权力。

欧洲历史上，需要对教权与国权加以区别：

　　———５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区分两种国即“神国”（教会）和“俗国”

（国家）。

　　———中世纪欧洲成为复杂的依靠封建制度的国家。

　　教皇的教权跻身于最强的几位君主的国权之列。

　　各国内部的主教们权利也很大，因为他们控制教育。

西方第一次宗教革命的标志，是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徒。在此

之前，西方宗教是普通人的宗教，不论在希腊、罗马，还是在波斯，都是比较平民的，当然也

有复杂性。但是到了基督教阶段，这个宗教就变得精致化了。康斯坦丁是个有学问的人，

他在公元４世纪初年成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基督教影响很大，已在罗马

社会深入人心。在他即位之前，迄至公元３世纪左右，罗马政府还是反对基督教的，政府

担心基督教破坏罗马传统，所以一直在抵制，但是政府的管控没有奏效，还是有越来越多

的罗马人成为基督教信徒。康斯坦丁当上皇帝后，自己加入了基督教，这样就改变了政府

与教会对峙的局面。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借助基督教，利用教会的权力，扩大罗

马帝国的影响。当然结果是让他的国家与教会两方面都得到发展：教会对康斯坦丁统治

罗马帝国给予很多帮助，康斯坦丁也为教会发展教会权力提供了支持。我要说的是，这种

变化，不仅是政权或教权本身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但是，如果只研

究生产方式，就看不出这些变化，看不到第一场宗教革命对西方整体社会的影响。

公元５世纪，康斯坦丁身后百年，另一位有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对国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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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分，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国”，一类是“俗国”。这也成为欧洲国家的划分。“神国”，指

教会、教皇拥有统治国家的权力；“俗国”，指国家、国王拥有统治国家的权力。与中国社会

相比，这是很大的区别。我刚才说过，中国自汉朝以后，国家实行“儒士统治主义”，儒士群

体是参政的，是辅助皇帝一起统治国家的，儒士与皇帝不是分开的。在欧洲国家，教士大

体像中国的儒士，他们也能表达政治见解，但儒士是在国家之内，教士是在国家之外，这是

很有意思的差别。到了中世纪，欧洲国家成为非常复杂的、依靠封建制的不同国家，在这

种情况下，教会权力增强，乃至跻身于最强的国家君主之侧，教皇可能比欧洲任何国家的

国王都有权力。当然教会与国家的两种权力是分别执行的，这也是欧洲社会的特点。

八　中古时代教会当局的权力非常大

　　教会有自己的权力系统，以教皇为首。

教会行使权力在自己的范围内：

　　———信徒的精神性的活动，

　　———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与教育。

它有自己的财富（什一税之收入，修道院的土地，等等），甚至它也参与封建制

建设（诸侯主教）。

到中世纪时，教会的权力已经相当强大。教会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范围由广大

教徒的精神世界构成，所有教徒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倾向都是教会支配的。教会也控制

各种思想表达形式，包括戏曲、书籍等。教会还控制教育，大概一直到法国革命时，法国

所有的大学和各种其他学校都是由教会控制的。

在思想和教育控制上，欧洲的教会与中国的儒士也可以稍加比较。中国的儒士也

可以掌握书院，控制教育，尤其是通过科举的途径，儒士还可以由此改变社会地位。还

应该多说两句的是，教会不但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教会财富。这笔财富来自他们的

收入，所有信徒每年要捐给教堂十分之一的收入，以供养教会。教会的修道院也有很多

土地，所以在经济上非常富足。教会不但有精神影响，也 有 经 济 影 响。经 济 的 影 响 很

大，甚至比精神影响还要大。

九　西方教会的衰落

　　教会征集过多的财产，参与自身职能之外的封建制活动。

中世纪后期教会腐败引起危机，危机引发教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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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后期，教会过分敛征财产，导致腐败丛生。教会还在职能工作之外，大

量参加封建制的活动，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终于，教会危机爆发，引发了宗教改革。

我认为，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西方第二次革命。前面说过，第一次是康斯坦丁罗马

帝国的革命，第二次就是这次中世纪后期的革命。

十　西方新教革命

　　马丁·路德（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对教会和封建势力共同打击。

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一个解释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需由神

父做中介（人文主义）。

翻译《圣经》（德语《新约》于１５２２年出版，《旧约》于１５３４年出版）。

欧洲第二次宗教革命领袖是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基督教修道士。他不赞成当时

教会的各种腐败堕落行为，尽可能地尝试改进基督教。我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释

马丁·路德所有的行为，我只讲其中的两三点。

第一，马丁·路德对教会势力和封建势力两者同时给予有力打击。他对欧洲文化

的影响非常重要，也促成了欧洲封建制的消失。当然在他之后，欧洲封建制度延续到法

国大革命，但他的贡献是关键性的。

第二，马丁·路德质疑教皇的地位。他提出，教皇不会是《圣经》的最后解释人。而

在此前，教皇对所有教会和广大信众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基 督 教 会 中，大 家 都 要 承

认，所有教义和教规的最终解释权都在教皇那里，例如，对《圣经》，特别是《新约》的 理

解，其中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教皇的话一言九鼎。路德批评这种做法。他提出，广大信

徒人人都可以与上帝做直接的心灵沟通，都能自己了解《新约》或《旧约》中的上帝的神

谕，无需由教皇做代表，也无需由神父做中介。在马丁·路德新教系统内，就不需要由

神父做中介，这种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

第三，马丁·路德翻译《圣经》。马丁·路德是修道士，学问很高，掌握拉丁文。当

时欧洲教会使用的语言只有拉丁文。但是他用德文翻译《圣经》，这样普通信众都能看。

在他没有翻译之前，只有懂拉丁文的修道士可以看《圣经》，在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

德文以后，《圣经》就普及了。他翻译的《新约》于１５２２年出版，因为在基督教里《新约》

是最重要的。后来他又花了差不多１０年、１１年的时间翻译《旧约》，《旧约》比较长，不

容易翻译，他终于完成了，《旧约》于１５３４年出版。

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对《圣经》的文字改革工作，类似于孔子对“五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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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同时的文艺复兴

　　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很多希腊学者逃走，带着宝贵的希腊文手稿

去威尼斯，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

我也应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史实，就是在马丁·路德宗教革命发生的同时，还有另

一种文明的复兴。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应该将两者合起来研究。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怎样发生的？这与另一场历史事件有关。所谓古代东罗马帝

国的首都在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但西罗马帝

国大概在５世纪初就被中亚的匈奴人破坏了，西罗马消失了，但东罗马帝国还存在，所

以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都带到东罗马。但在阿拉伯王国出现后，东罗马成为阿拉伯

王国的敌人，双方常常发生战争。１４５３年，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住有很多希腊人，因为与土耳其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他们就带着所有材料逃

走了，逃回了意大利。

这是一批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又回到了欧洲。携带它们的人都是有

学问的人。从此欧洲人开始学希腊文。我刚才说过，以前基督教会都是使用拉丁语的，

不用希腊文。希腊重要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并不被欧洲学者所了解，如

果有零星了解，也是经过拉丁文辗转得知的。但是，从这次东罗 马 帝 国 的 文 献 回 归 开

始，欧洲启动了恢复希腊文和希腊文献的研究工作。从这个时 期 起，兴 起 了 文 艺 复 兴

运动。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马丁·路德的第二次宗教革命同时发生，将两者加以整合，

就成为后来的欧洲近代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十二　宗教的战争

　　新教的快速发展引起传统基督教的反应，相互对抗转为战争：

１６世纪欧洲发生６次宗教战争。

另一方面，新教的迅速发展，引起传统基督教的恐慌，双方发生了对抗，激发了宗教

战争。马丁·路德之后，在大约１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宗教战争频发。宗教战争史几

乎成为１６世纪欧洲历史的一个特点。

中国没有宗教战争。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诸侯纷争和军阀混战等，但都不

是宗教战争。欧洲的宗教战争非常厉害，并延续到整个１６世纪。我刚才说过，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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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不但打击教皇，也打击封建君主势力，所以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太愿意他

们的国家里有新教传播。这个时期欧洲一共爆发了６次宗教 战 争，大 部 分 是 在 法 国。

在法国，应该是到亨利四世成为国王，他出生于法国南部，贵族出身，由于家世背景成为

法国的国王。他信奉新教，当时新教的教徒不会成为国王，于是亨利四世同意加入天主

教。他从法国南部开始就与其他基督教军队作战。在占领巴黎后，他号召他的新教教

徒，应该有一个和平过渡。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法 文 叫“Ｐａｒｉｓ　ｖａｕｔｂｉｅｎｕｎｅｍｅｓｓｅ”

（巴黎值得一场弥撒），意思是“巴黎这座城市也可以做一个礼拜了，我要参加礼拜，赢得

巴黎，这已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十三　启蒙

　　（光明世纪）

开始：英国的光荣革命（１６８８—１６８９年）

结束：法国大革命

１６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到了１７世纪，大家都看到，需要思想变革，于是掀起了一

场新的运动，这就是启蒙主义运动。启蒙主义运动主要在１８世纪进行，但在１７世纪已

经开始了。它产生的最初原因，是人们厌倦了宗教战争，也对宗教十分失望。启蒙运动

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摆脱宗教。我在这里不可能解释启蒙运动的全部内容，但我要请

你们记住，它的开始的时间是１７世纪。最初是在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这是欧洲近

代的第一个革命，当然其重要性比不上法国大革命。很快启蒙运动就波及到欧洲所有

国家。在英国和法国，不叫“启蒙”，叫“光明”“光明时期”，在德国叫“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英

国的“光荣革命”经历中间过程后，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结束。在１９世纪也有很多的

发展，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一批著名思想家，如英国的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法国的伏尔泰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和卢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这是欧洲非常重要的运动，但也跟生产方

式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说绝对没有关系，而是只从生产方式研 究，无 法 认 识 这 种 社 会

模式。

十四　佛教化中国文化的趋向

　　后汉时期，出现一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倾向：

　　从道家派生出来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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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一种逆动。

佛教依靠道教进入中国，产生两个结果：

　　（１）在民间，出现白话书面语替代文言；

　　（２）在儒士阶层，出现中国化佛教的禅宗。

这不算革命而只算作半革命，因为：

　　文言继续做思维的工具（白话书面语只是娱乐文学的工具）；

　　禅宗最终归于庄子主义的道家。

再回来谈中国文化，我在上面说过，汉代以后，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仪和刑法合流，

产生新的儒士主义制度，这种情况延续至１９１１年。当然不是说，在这期间中国文化没

有变化。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我认为，最重要的革命是孔子发动

的，但另外一种情况，不是革命，却是重要的变化，是由佛教引起的。

我认为，中国存在一种佛教化的中国文化趋向。在这方面，我也可以与罗马时代做

比较，罗马时代基督教化了，在中国当时也有类似的宗教化文化的趋向，可不可以叫“佛

教化”？佛教化的端倪，是从后汉时代开始的。我刚才也说过，中国文化本来不是宗教

文化，是“文”的文化。宗教不是没有，孔子把宗教改成了礼仪，替代了宗教。但后汉时

期有一个不一样的运动，这个运动源自中国人跟罗马人民喜欢亚洲宗教一样，后汉时也

有中国人喜欢道教。先前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道家学说等，此时变成了道教。为什

么有这样的转变？大概对于普通人来说，诸子百家的思想太讲究了，玄秘艰涩，不能给

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他们需要宗教。

后汉时期，道教应运而生。有了道 教，可 以 援 佛 入 道。但 这 里 有 一 个 比 较 大 的 问

题，我在这里提出来，谈谈我的看法。我看到的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结果有二：第一，在

民间，佛教用白话书面语替代文言。为什么？在中国，白话文学开始于唐朝时代，唐代

有变文，变文是佛教给老百姓讲佛教故事用的体裁。寺庙的僧人们使用通俗易懂的白

话，当然不会用文言。把佛经故事写在纸上，上画下文，他们再用白话讲。听众一面看

图画，一面看图画下面的文字，一面听他们宣讲，很有 兴 趣。这 种 方 法 很 快 流 行 开 来。

在唐代之前，书面语都是不用白话的，只用文言。儒士做学问不需要写说话的白话，但

僧侣为老百姓宣讲佛教思想就需要白话，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白话书面语

代替文言传播，这是一种民俗上的结果。第二，在儒士中间发展出禅宗。佛教是外来的

宗教，有学问的中国人把它变成中国的东西，它就完全中国化 了。中 国 化 的 佛 教 的 代

表，就是禅宗，禅宗是中国思想家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种变化很有意思，它保护了文

言，也发展了中国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会有禅宗？我刚才说了，佛教是依靠中国已有诸

子百家思想中派生出来的道教而带来的宗教。佛教用道教的文字传播。所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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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道家的学者，尤其是熟悉庄子的学者，他们就有另外一个想法，即把从印度来的佛

教加以中国化，把佛教携带的外来概念加以重新解释，再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或世界观

中去。

但是，我不把这个变化看作是一 场 革 命，它 只 不 过 是 半 个 革 命，为 什 么？因 为，第

一，它虽然使用了白话书面语，但文言还是主要的思辨工具，白话书面语基本是娱乐文

学的工具，如话本小说等，也有人说，话本是女性喜欢的读本。但有学问的人还是使用

文言，直到五四运动，文言和白话文的位置发生了颠倒，白话文占据支配地位，而文言被

废止。所以，我认为，五四运动是真正的革命，此前佛教引发的白话话本的文体，还不算

是完全的革命，只是部分的革命。第二，禅宗完全是中国改造印度佛教的结果，它没有

改造中国文化，相反是中国文化改造了佛教。禅宗大概是庄子派的道家。

十五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化的启蒙思想运动：

基本行为：废止文言，全面使用白话书面语。

问题：它受外国影响产生，对本国核心文化缺乏担当，所以百年后没有产生可

能的结果。

先例：既然能将外来佛教中国化，并产生禅宗，按照这个先例，也应该将西方社

会模型中国化。但原有满意的中国化模型被其他文化所模仿（中国禅宗被日本僧

人引到日本，再日本化）。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与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相类似。欧洲的启蒙思

想运动虽然发生在三四百年之前，但在我看来，两者是同一性质的东西。

五四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不是半场革命，也不是假的革命。因为它的基本

行为是不再使用文言，只提倡白话书面语。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也包括通俗娱乐文学，全部使用白

话书面语撰写。这种白话文也使用中国文字，但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文字表达的概念和

形式上都有变化，与古代文言文的表达相差很大。这是全新的气象，自不必多说。

问题在于，五四运动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发生，这只是中国文化变革的一部分。实际

上，自１９世纪以来，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西方影响越来越深。１９世纪至２０

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众说纷纭，比庄子说的百家之乱更为复杂。

五四运动前后，仅从西方传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中，就有两种影响：一种是马克

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百年后，两种思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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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全部结果，尚未完全呈现。

十六　马克思在１９世纪的英国生活与工业革命问题

　　他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但没有结合启蒙思想运动去观察，

没有１７至１８世纪英国的经济思辨。

没有１７至１８世纪英国经济思辨不会有工业革命。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成为启蒙思想运动的另一个结果。

１９世纪时，马克思在英国生活。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故乡，工业革命对于英国的发

展非常重要，对于整个世界的变化也很重要。马克思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所以他发现

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但我们也应

该记住，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由１７、１８世纪启蒙运动引发的结果，如果没有启蒙运动，英

国就不会有工业革命，所以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启蒙运动延 伸 发 展 的 一 个

结果。

十七　毛泽东思想是五四运动的结果与伟大发展

　　毛泽东强调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唯物主义不够注意“劳心”的因素。

一些弯路出自这种不足。

毛泽东思想同样是五四运动的结果。毛泽东是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

时又做了伟大的发展。

在中国进入现代进程之后，不够注意孟子的“劳心”说，实际上，“劳力”与“劳心”都

要重视。我非常喜欢孟子提出的关于“劳力”与“劳心”差别的概念。我觉得，中国古代

思想家真是了不起，没有其他哪个思想学派能有这样深刻的研究。苏联解体的一个原

因，就是过分重视物质基础的力量，不够重视“劳心”的力量，结果走了很多弯路。

结　　语

中国应该用对待佛教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也可以把西方的社会模式中国化，这可

能是中国给２１世纪的人类带来的贡献。

向别国人民、别国文化介绍中国自己创造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模式，不是一件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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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化的外来模型，如果是值得看的，那么别的国家也会佩

服。如果只是中国内部化的外来制造，就不会引起外界的兴趣，也可能中国人自己认为

有意思，但不可能是对世界的文化贡献。如果要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就应该提供让别

人感到值得注意的东西。

在现阶段，中国文化对外界来说值得注意的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这是因为外国不

了解中国文化。在外国，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比较少。中国人了解西方的

文化很深入，相反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很少，这很可惜。少数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

形式被外国人所喜欢和佩服，比如书法、文字或文学等，也有越来越多的翻译，让大家觉

得值得去看，但终究太少。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也许有人觉得不一定非要让外人了解不可。不过我仍

然认为，需要创造中国化的东西给人类看，应该让世界了解中国。

（汪德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国巴黎；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１００８７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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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　ｉｓ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ｋｎｏｗ　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ｋｎｏｗ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ｏｗ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０８２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