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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势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历史

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对理想社会的追

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提供了文化前提% 搞清中

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对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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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康有为以释古开新的方式追求中国近代社会

变革!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先驱# 面对救

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性诉求!在

%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他接受进化论!以贯

古通今(执中鉴西的学术风格!在借鉴西方文明过

程中批判传统社会!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和社会

理想!同时又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阐释中国

传统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上否定了

资本主义!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前

提和文化基础# 这其中虽有误读与局限!但更多

地包含了思索和创造!研究和发掘其中命题的积

极因素!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康有为以历史进化论判断西方

文明

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把人类文明

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与之共生的各种

冲突与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 当它们向中国发起

进攻!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时候!中国人

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学习!追求自尊自强!以挽救民

族危机和实现国家独立)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资本

主义矛盾的分析!寻求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

路!以振兴中华和实现民族复兴# 康有为作为近

代重要启蒙思想家!在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文明

的基础上!不仅提出了改革的预期设想和实施方

案!而且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提出

了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发展远景和终极目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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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传统社会理想的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时代

生命力#

#% 世纪后半叶是中国社会危机空前加剧!思

想文化发展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 与社会全面转

型相联系!资本主义文明挟带的经济(政治(文化

对中国思想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

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改变着

!""" 多年来传统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迂腐

观念# 如何实现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统

一!最终趋向社会%大同&!成为历史提出的重大

而紧迫的时代命题# 这时!西方正面临资本主义

矛盾日益凸显!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运动

雄姿勃发的社会现实)这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对它

的高度关注!并使一些启蒙思想家超越西方自由(

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思维视野!从而在吸收借鉴社

会主义思想中放眼世界和展望未来!借以批判封

建主义!并依据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历

史要求!以进化历史观思考和阐述中国社会发展

的制度选择和政策方案#

早在 #% 世纪 K" 年代!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

方近事汇编/一书中!就曾报道过英(法(德(美和

西班牙等国工人罢工并同资产阶级对抗的系列消

息# 该书报道西方有人%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欲

藉其本境殷富!夺其资财!以予贫乏!是相率而出

于乱也&

+#,#!L#G

)又说*%欧洲有0莎舍尔德玛蔼里

会-$今译为社会民主党'!译音0平会-!欲天下一

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

+#,#N

! %主欧罗巴大

同&

+#,#!

(%贫富适均&

+#,#G

$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

概括!编者注'# 汪凤藻翻译了法思德著作.富国

策/!在.论制产之义与均富之说/一文中评价欧

文和傅立叶的思想时说*%贫富之不均!由于人之

有私产# 国愈富则愈不能均!天下古今之常势也#

于是有创为均富之说者#&

+#,!N

#N%#"#N%! 年!.万

国公报/第 GM"G% 册连载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

拉米的小说.回顾/ $译作.回头看纪略/'# 所有

这些都对关注西方社会发展的人们产生了一定

影响#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

发展%虽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

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终无致生民之食安乐!

农人之得均养也#&

+!,#N%又说*%农不行大同则不

能均产而有饥民&

+!,#NN

!%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

相争!将成国乱&

+!,#N%

!%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

而多余货以殄物&

+!,#%"

# 他还说!%若工事之精!

制造之奇!汽球登天!铁轨缩地!无线电之渡海!比

之中古有若新世界矣# 商运之大!轮舶纷驰!物品

交流!遍于五洲!皆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 文明日

进!诚过畴昔# 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

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

也#&

+!,#NN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的本性使%贫富必

不均而人格不平&!%为人民谋公益者!虽日谋之

计之而无以为策也&

+!,#%G

!终酿成如此恶果*%资

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

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

+!,#N%

#

他欧游十一国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体悟

更加深刻!对西方各国现实评价道*%即欧美号称

富盛!英国恤贫之费岁糜千万磅!而以工厂商本皆

归大富!小本者不足营业!故贫者愈贫# 进试观东

伦敦之贫里!如游地狱!巴黎(纽约(芝加哥贫里亦

然#&

+!,!K与此同时!他还关注到了西方各国普遍

兴起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认为*%夫人事之争!不

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 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

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 又工党之结

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

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 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

在于此# 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

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

+!,#%"一战后!启蒙运动给

资本主义描绘的宏伟蓝图和传奇神话遭遇全面破

产!西方社会发展日益陷入%悖论困境&!资本主

义远未实现人类理想社会追求的共同愿景#

康有为发现!西方各国虽然比中国更文明发

达!但也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深层矛盾# 在探

讨中国发展前景时!他既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矢志

变革图强!使中国迈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

道)同时又强调关注西方社会的各种冲突和内在

矛盾!寻求破解矛盾之法的传统文化资源# 他的

思想宗旨是依据进化论思想阐释人类文明发展趋

势!通过借鉴西方文明!创新%大同&理想!借以批

判传统弊端和判断资本主义!把中国人民对理想

社会的探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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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文化前

提!也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奠定了思想

基础#

二&传统理想创新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选择

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发挥!使之与现代文

明和谐共生!在与时俱进中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

和社会设想!是康有为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突

出特点# 他根据历史进化论阐释.公羊/ %三世

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依据%据乱世&(%升平世&(

%太平世&之顺序渐进发展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不

在尘封的过去而在遥远的未来# 同时!他又以返

古释今的方式!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不是被封建统

治者视为治国之经的古文经学!而是被社会边缘

化了的今文经学!并根据今文经学!通过阐发孔子

的%微言大义&!赋予儒家思想新的时代活力和实

践特色#

人类的真理性认识通常不由一家思想所掌

握!而往往是在各家思想的相互辉映中综合体现

出来# .礼记5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虽

以儒家经典面目出现!但却以集中的方式表达了

先秦各家的社会理想# 康有为说*%读至.礼运/!

乃浩然叹曰*0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

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

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

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 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

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

哉#-11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二鸿宝发现# 辟

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

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

不异哉6&

+G,!GH康有为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论

有机融合!认为社会是渐进发展的!最后趋向

大同#

康有为以恢复儒家正统身份出现!以恢复孔

子思想真意为手段!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封

建纲常礼教!认为它%悖人性之至&!主张人道主

义!并视之为人类公理# %人道者依人以为道#

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

无他道矣#&

+!,M

%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

苦而已!无他道矣# 11人道无求苦去乐者

也#&

+!,H根据对西方的考察发表议论说*%欧美略

近升平11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

焉# 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

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

同&

+!,K

!认为这才是孔子思想核心和灵魂# 又说*

%吾既生乱世!目击道苦!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

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6 遍观世法!舍大同之

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 大同之

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

无以加此矣&

+!,K

!认为欲拯救人的苦难!必须行太

平之道(施大同之法!除此别无他法#

作为东方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认为通往大同

之径关键在于倡导儒家仁爱精神!并对达尔文

%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全面

批判# %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

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人以竞争为大义!于

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遂揭日月而

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 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

血!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夫天演者!无知之物

也!人义者!有性识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

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

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

利乐#&

+!,!G"L!G#他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据乱世&(

%升平世&和%大同世&!认为*%据乱之世!人尚私

争!升平之世!人人各有度量分界!人不加我!我不

加人# 故大同之世!视人如己!无有畛域!0货恶

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

必为己#-&

+!,!G#他主张超越%据乱世&和%升平世&

的尚武竞力!努力实现尚智竞仁的大同社会)惟其

如此!方能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生活幸福和谐(社

会公正有序(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为维护中国的文化尊严和文化自信!康有为

认为唯有中国的大同思想!才能医治现实世界之

贫富悬殊(民生凋敝!道德沦丧(伦理失范!弱肉强

食(治理失序!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

引领社会发展趋于至善至美!实现人类社会理想

的终极追求# 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但也造成了现实社会

的诸多%悖论&困境!只能称之为%升平世&# 大同

思想本来是以歌颂唐虞三代的复古主义反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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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但康有为创新传统并借题发挥!使大同思想超

越了自然经济的狭隘视域!在放眼世界(展望未来

和面向现代化中形成了新的生命活力# 德国学者

鲍吾刚说*%哲人康有为被称为0满清近代以来最

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复

杂的0乌托邦-思想最具权威性的人物# 如同聚

光镜一般!古老中国光辉的政治宗教思想集中体

现在他的人格当中!而且经过全新科学思想的折

射后!其思想传播影响至今仍然不减#&

+$,G$M

三&对康有为世界大同思想的历史

评价

康有为虽然提出了世界大同理想!但并没有

提到社会主义的概念!梁启超却把他的大同思想

与社会主义相贯通!认为*%先生之哲学!社会主

义派哲学也# 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

有共产之论# 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

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 先生

未尝读诸氏之书! 而其理想与之?合者甚

多#&

+M,KM"他依据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发掘传统文

化资源!借以创新传统理想(判断资本主义和阐释

社会主义!把康有为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实现了

对接与会通#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

要成果!但对其评价历来褒贬不一# 改革开放前!

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学界一般认定康为是%改

良主义者&!斥责其为改良主义之上的空想或视

为美化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其思想中的真知灼见

不屑一顾# 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小

康(和谐(民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术语

后!就有必要回溯历史(反思当下和展望未来!探

究它们是怎样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保持时代生

命力的!这就绕不过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首先!它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社会

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理想的会通# 德国哲学家雅

斯贝尔斯提出过%轴心期&命题!认为公元前 N""

年至公元 !"" 年提出的许多命题不仅深刻而且有

一种历史生命力#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

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每一次新的

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H,#$域

外思想%本土化&! 首先必须从传统中寻找思想文

化资源# .礼记5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

会是一个历史%轴心期命题&# 康有为大同思想

既体现了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又与传统理想相贯

通!从而在中国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中保持了永

恒的生命力# 不论是早期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

理解!还是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创造!都

是围绕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而展开的!康有为把大

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也就为中国人接受

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

其次!大同思想体现对当下的超越批判!为中

国现代化确立了长远目标和精神动力# !" 世纪

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现

代性悖论已不是%隔岸观火&# 康有为认为世界

大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小康社会是当

下现实的应然选择# 这一理念为中国现代化规定

了新目标(树立了新范式(确立了新准则!使小康(

和谐!民生等传统命题转化到现代化进程中!又使

大同理想作为内在的超越批判和精神动力!省视

当下之不足!并从事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 美国

学者乔5奥5赫茨说*%指南星并不因为永远不

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

+K,!HHL!HK人们历来批

判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乌托邦!但乌托邦作为一种

内在的批判力量!不仅对现代性悖论进行批判!而

且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一种精神动力# 乌托邦%鼓

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永远美好的事物

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往社会实

验#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

会的进步#&

+K,!M%

再次!它在传统文化创新中为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前提# 恩格斯说社

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

有的思想资料中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

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N,K#%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为适

应现代文明发展而阐发的独立思想体系!综合了

先秦各家社会理想(佛教基督教平等思想(达尔文

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贺麟说*%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

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近代西方文明对

中国传统强力冲击!社会急剧转型!康有为以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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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西的学术风格!不仅追溯传统理想的历史嬗变!

而且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把资本主义批判

与传统理想阐释有机结合!实现了大同理想与社

会主义的成功对接!这消除了中国人民接受社会

主义的思维障碍!为社会主义术语和理论%本土

化&奠定了基础# 萧公权认为*%康显然将西方思

想译成汉语!又以外国词汇演绎传统的儒家思想#

因此!大同的思想和情怀!与近代西方及儒家中国

都有亲近的关系#&

+#",G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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