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冲突剧烈!文化流派纷呈的时

代" 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里#东方文化派首先是以文化调

和者的身份出现的" 东方文化派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他

们对孔子的基本态度#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调和思想的基本

内容和特征"

一!调和中西 折衷新旧

$东方文化派% 一词产生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中!
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 "#$% 年 & 月#瞿秋白在&东方文化

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较早使用$东方文化派%一词#认为东方文

化派是指竭力拥护$宗法社会的文化%的人’"(" "#$% 年 "" 月#邓

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对东方文化派及其思想特征做了

进一步解释#认为东方文化派内可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和

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士钊*为一系!其中

$梁启超一系#底子虽然是中国思想#面子却满涂西洋色彩#他

们讲玄学" ++梁漱溟一系#底子虽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

国思想#面子上却说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章行严一系#
底子亦是中国思想#++面子上前些时却亦花花絮絮涂着西洋

色彩#已取得欧化通的头衔" %’$(之后!东方文化派的涵盖范围继

续扩大#包括杜亚泉!钱智修!陈嘉!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蓀!梁

漱溟!吴宓!梅光迪等人#泛指那些不赞同新文化运动#要求保

守传统文化#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的知识分子"
虽然#东方文化派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相互之间也比较

独立!但是#在文化道路的选择上却有共同的主张#即文化革

新问题上#主张循序渐进,文化道路选择上#主张调和中西!折

衷新旧"
第一#主张保存和改造传统文化" 五四时期#军阀当政#

守旧思想弥漫#复辟暗潮涌动" 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胡适!

吴虞!钱玄同等新文化知识分子以涤荡专制余威#宣扬民主!
科学为主旨# 对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

抨击和批判#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纲常礼教#是对人性的束缚和

压抑#是吃人的礼教#进而主张打破孔子偶像#废除旧道德"钱

玄同甚至偏激地认为$唯有将中国书籍束之高阁%#和$废灭汉

文%#才能避免传统文化的毒害" ’%(新文化知识分子用激烈的

言词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思想的权威#为新思想的传播廓清了

道路#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在东方文化派看来这是不

可思议的"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先民长期积累的结果#对于

$保守固有之文明%#应该持一种$积极之肯定对答%的态度#而

不是弃之如稻草" ’)(考虑到$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

有之文明#取他人所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

弃吾之所有#不可也" %’*(并且固有文化是新文化形成的基础#

$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他们认为#传统只

可保存和改造#而不可摈弃#指出$决不可以风俗!制度!仪节有

当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体#攻击之!屏弃之#盖如是#
则世界灭而人道熄矣" %’&(在他们看来#对固有之道德学问#可资

为本原者#不知所以保存而疏导之#$是忘本也"%’+(东方文化派

关于保守传统文化理由的论述#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的

继承性和民族性特征"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优越性的过度强

调# 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淡化# 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合理

性#使他们不自觉的处于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对立的地位"
第二#提倡中西调和" 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关联#如

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思想界争论的重要内容"
在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新文化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尤其

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坚定批判者#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

方民主!科学思想的积极提倡者" 他们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

是时代之差异#两者在本质上无法调和#$无论政治!学术!道

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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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牵就的! ""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不相

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 %&!’在新文

化知识分子看来#中西文化之间在根本上相矛盾#只能选择其

一作为发展方向#(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 则不得不以

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

欧化为非! 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吾人只得任取其

一! %"#$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东方文化派并不相信中西文

化不可调和! 相反他们认为中西文化互为异质# 可以互相补

充#互相救济#即所谓(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

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

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 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

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

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 %"%&$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建设新

文化的过程中#顽固保守固然不可取#但是舍己求人也同样不

必提倡#唯有取长补短#融汇中西#才能适应时代之发展#指出

(现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

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

全的效仿而已%! "%%$他们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点#今欲造成中

国之新文化#就必须要(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

之! 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

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

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 %"’$鉴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 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

批判西方文化)赞扬东方文化的新动向#即(现今西方思想界

已彰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的人生态度%! "%($他们主张用中国

文化救济西方文化#并认为未来世界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指

出(东方文化*此亦单就中国言+在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

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其根柢#最能运用发展者也!

""东方文化*此略兼印度言+在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

之优越性#而尤以世界主义为其归宿#故东方文化则可为将来

之世界文化也%"%)$!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取长补短)融汇中

西#从而达到复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是东方文化派在中西文化

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种文化观具有开新的一面#也有守旧的

一面#两者的并存反映了东方文化派思想的复杂性!
第三#主张新旧折中!新旧问题是五四时期思想界讨论的

又一重要问题!由于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在近代历史条件

下#新与旧的内涵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所谓新者无他#即外

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并且

新与旧的内涵存在根本上互相违背#(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
无不根据于人权平等之说#""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

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因此#他们反对新旧折衷#认

为新与旧(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 %"%*$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
东方文化派认为#新与旧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不仅没有

严格的界限#而且还互相依存#互 相 转 化#即(新 旧 乃 对 待 之

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

补之#乃成新器! 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已有者#层层改

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 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

新! %"’$同时#他们认为新旧只是时间概念#在本质上并没有优

劣之分#(新旧不过时期之代谢#方 式 之 迁 换#苟 其 质 量 之 不

变#自无地位之轩轾#非可谓旧者常胜于新者#亦不可谓新者

常优于旧者也! %"%+$因此之故#他们反对将新旧截然对立#认为

守旧和立新并不矛盾#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 旧者

根基也! 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不迎新

之弊#止于不进化! 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保旧迎

新%是东方文化派在新旧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这一态度和新

文化知识分子(破旧立新%的新旧观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待传统

文化的态度! 东方文化派注意到了新旧之间的延续性是有道

理的! 但是#他们否认传统意义上的旧文化和外来的资本主

义新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别#则使他们陷于理论和实践相矛盾

的境地#即(保旧%和(迎新%在理论上讲得通#而在事实上两者

是不可能并存的!
五四时期#调和思想十分盛行#东方文化派的调和中西)

折中新旧的主张可以说是当时调和思想的一个代表!

二!昌明孔学 反对国教

东方文化派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在对

孔子的评价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现出明显的调和特征! 一方

面#他们对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评价很高#另一方面#他们又反

对(定孔教为国教%#反对文化上的排外主义! 他们认为孔子

和西方其它哲人)圣人一样都是伟大的人物#唯有用新的眼光

审视)诠释孔子思想#使之走向世界#孔子的思想才会真正的

发扬光大!
其一#主张保存和改造孔子思想! 五四时期#(批孔%的呼

声很高#孔子几乎成了守旧的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文化

派反潮流而动#对孔子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积极进步内容进行

了深入发掘! 考察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他们把孔子思

想视为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结晶#认为(孔子毕生所述#皆道德

之教训#其言实为数千年中国立国道德之大原! ""中国数

千年文明之结晶#即为孔教%#"*$在 他 们 看 来#孔 子 在 中 国 文

化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思想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代

表#指出(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试将中国史与泰

西史比较#苟使无孔子其人者坐镇其间#则吾史殆黯然无色#
且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控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

无形之枢轴! %"%,$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孔子起

着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

孔子手里# 孔 子 以 后 的 中 国 文 化 又 差 不 多 都 由 孔 子 那 里 出

来%! "%($既然在他们心目中#孔子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是中传统

文化的代表#因此#他们主张保存和维持孔子思想#认为这是

国势日微情况下延续中国文化的关键#指出(盖孔教为中国固

有文明之结晶#而此结晶#近为西洋恶思想攻破! 苟中国国民

具自觉之力#必当保存之维持之! %"*$为了保存和复兴孔子的

思想#东方文化派呼吁用新的眼光审视孔子#并主张用西方文

化对孔子思想进行现代诠释! 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与西方一

些哲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只要将两者融会贯通#就

可以创造出适合现代社 会 发 展 的 新 文 化#指 出(孔 孟 人 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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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力士多德

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計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

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之基# 如是则国

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

功!或可企改$ %!"#通过对孔子思想进行现代诠释!来保存和复

兴孔子思想!是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文化主张的重要内容$他

们的这一思想!既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思想的延续!又反映

了欧战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是现代新儒学的思想源流之

一$
其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等

人为了保存孔子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 为了恢复孔子的权

威!发起了国教运动!要求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 围绕着宪

法草案的起草! 思想界对孔教定国教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青年("’东方杂志("’申报(等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为此也

刊登很多有关孔教问题的文章$ 应该说! 孔教问题是五四时

期!思想界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对于&定孔教为国教%的

主张!新文化知识分子是明确反对的$ 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是

一种陈旧的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定&孔教为国教%在根

本上与民主政治所宣扬的&信仰自由%相违背!因此!定孔教为

国教非但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是专制复辟的一种先兆$
在国教问题上!东方文化派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一样!也明确反

对定孔教为国教$ 但是!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是

从&昌明孔学%的角度来对&定 孔 教 为 国 教%的 主 张 进 行 批 驳

的$ 他们认为&昌明国学!与世界之文明!融洽调剂!诚为吾国

民之天职$ 若欲取历圣相传之道义学术!视为宗教!以欲耶"
佛"回相对峙!就政策言之!或足以取悦于闭关时代所留遗少

数老朽顽固者之心!而于满蒙回藏之信仰!已不无关系)若就

国家社会进步发展言之! 则仅能于现在之动机上! 稍与以障

碍! 俾发生一种之反动! 以酿成将来抉破樊篱时之大冲突而

已%$ !$%#在他们看来!孔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定孔教为国

教不仅不符合孔子思想的实际! 而且也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

流!指出&若设为国教!则必有形式上之约束!而失因时救济之

妙用$ 且他人方离宗教之羁缚!而进于理想知自由!吾乃从理

想之自由!而趋于宗教之羁缚$ 闭遏智识!阻碍进步!莫甚于

此!殊未见其可也%$ !$&#他们认为!孔教的&教&字&非宗教之教!
即孔子所言之道理耳%!!’(#况且宗教式微趋势不可阻挡!&宗教

之力!已不足恃$且宗教必不脱迷信!如耶教三位一体!童女诞

圣之类!实与科学事实不合!难以强人遵从$ %因此!没必要定

孔教为国教!&即不定孔教为国教!则可永远不用国教!各教平

视!悉听其自由传布$孔教之地位!亦不必强为辩定$%!"#倘若强

定孔教为国教!不仅无 足 为 孔 子 增 光!而 且 还 有 损 孔 子 的 形

象!无异于&画蛇添足%$ !)#东方文化派对&定孔教为国教%观点

的批判!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这使一些主张尊孔的人也加入

了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行列!大大削弱了孔教派的实力$ 五

四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正面批判定孔教为国教!东方文化派

从昌明孔学的角度批判国教主张$ 他们互相呼应!共同批判

定孔教为国教主张!使孔教运动的影响日益减少$
其三!主张历史的看待孔子的思想!反对激烈批孔$ 他们

认为!对于孔子固然不能以教主视之!但也不能视其为近世所

有问题的病源!更不能把历史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结到孔

子身上$ 吴宓就反对时人以恶纳妾而辟孔!他说*&孔子之时!
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尚未创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

耦敌体为教!今以恶纳妾而排击孔子!岂可乎, --又如仁义

忠信!慈惠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会不可须臾离

者也%$ !)#柳诒徵则反对将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弊端归咎于孔

子!他说*&无论孔子不独尊君!且不主张专制!第就孔子时代

言之!桀"纣"幽"历!皆先于孔子者也!是果有何人学说演成,
稍治历史!即知此说之不能成立$ --科举之为善制与不!当

别讨论$今第为不良之制!是亦科举自身之害!非孔子之害也$
以利禄诱人!而假途于孔子之书!与假途于他人之书!其性质

相等$ %!’(#等等$尽管东方文化派对孔子思想的辩护!具有强烈

的倾向性!不尽客观!但是!应该承认他们历史地看待孔子思

想的态度还是值得借鉴的$ 在尊孔思想和批孔思想严重对峙

情况下!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孔子的思想"评价孔子的功过正是

当时思想界所缺乏的$
东方文化派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对孔教问题的态度!反

映的是一种调和主义的文化观$ 它在主张保存传统"昌明孔

教的同时!又提倡学习西方!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充分体现了

其集守旧和开新于一身的复杂性$ 和孔教派的思想相比较!
东方文化派在评价传统文化和孔子时显得更加理性客观!视

野也更加开阔*推崇传统并不像孔教派那样极端和流于感性!
而是在一战后西方文化受挫的大形势下!以西方的柏格森或

白壁德哲学为理论依据!对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做出的一种

新的阐释$ 但是!应该看到!东方文化派缺乏对权威进行批判

的足够勇气和精神*仍然没有摆脱以圣人来看待孔子的窠臼!
尤其没有看到孔子学说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落后于

时代的东西需要批判$ 这正是他们与新文化知识分子在传统

文化和孔子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也是他们与新文化知识分子

互相争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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