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萬雄：五四重整中國文化思想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日後大多數成為中國各種傳統學問的重整者，並且以現

代科學的精神，建構起中國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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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雄博士反對把五四運動視為「激進 VS 保守」、「國際主義 VS 民族主義」二元對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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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國史教育中心與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 5月 4日合辦五四運動百周

年紀念講座，新亞研究所教務長、著名歷史學家周佳榮教授主持，饒宗頤文

化館名譽館長陳萬雄博士、香港浸會大學講師范永聰博士及澳門大學講師羅

樂然博士出席並發表演講。陳萬雄博士對五四運動的歷史研究深湛，本文為

他的演講主要內容。） 

50 年前，即 1969 年，五四運動 50 周年，我在這裏（新亞圓亭講堂）聽老師

講課，想不到，一霎眼間，五四運動已經 100 年。 

今日，我要說的是「五四新文化人物與傳統學術的重構與建設」。眾所周知，

五四運動有兩方面的性質，一是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生示威激起的愛國運

動，這場運動是為了反對列強加諸中國竹旳不平等條約。然而，如果把五四運

動僅僅視為一場反對出賣中國利益的愛國運動，便算不上史無前例。因為自辛

亥革命前後，中國已發生過不少青年學生推動的運動，包括 1903 年的拒俄運

動（反對沙俄侵佔中國東北）、1905 年反對美國壓迫華工的運動等等。五四運

動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伴隨着與之相生相乘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倡議者是同一群人，因此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結

合在一起的歷史運動。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倡議者是同一群人，因此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結

合在一起的歷史運動。 



 

陳萬雄博士指出，晚清以來歷次運動，都旨在救亡圖存，唯均未如五四運動般革新中國文化。 

 

百多年來，中國近代史出現過很多場政治運動，全都旨在救亡圖存。即使是

50 年前，我們在這裏聽課，仍然會擔心「亡國滅種」，因為當時的中國，正

值「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國近百年來出現的連串政治運動，目的正是為了

「救亡」，即為了不要亡國。 

改革不徹底 連串運動未竟全功 

晚清以來，為了民族存亡和文化復興，中國人發動了一連串的運動，包括洋務

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等，波瀾壯闊。儘管

每一次運動都有不同的目標、性質和團體，都牽涉到文化思想的比較，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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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都集中在政治層面。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同的地方，是整個運動的目標，旨

在革新中國文化。 

近代歷史中，最初的洋務運動是器物的改革，「師夷長技以制夷」，覺得有機

器生產足夠的槍炮，國家就會強大，結果洋務運動沒有成功，接着的戊戌維

新，是一種制度上的改革，即皇權專制的中國，可否學習日本、英國，實行君

主立憲制？戊戌維新也沒有成功，然後才有辛亥革命，這是體制上的革命，推

翻中國 2000 多年的皇權專制，代之以共和民主的體制。然而，經過辛亥革

命、二次革命均未算成功，仍然是軍閥割據，袁世凱更復辟做皇帝！ 

其實，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要改革的不只是器物，不只是體制，不只是制

度，甚至思想文化都要改革。這個道理，現在連中學生都了解，但那時候要大

家明白是很困難的。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思想，是農耕文化的思想，但西方經過

工業革命之後，已經進入工業時代，因此中國不僅在器物上、制度上，連思想

文化上都有落差。文化上的落差，是造成中國不能富強的原因。 

陳獨秀領軍呼籲「最後覺悟」 

到了五四前夜，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明白，必須有一場全盤反思、重整中國文

化思想的運動。因此，新文化運動一經提倡，陳獨秀便成為主帥，成為中國人

的「最後覺悟」。（陳獨秀的文章〈吾人最後之覺悟〉，呼籲「政治的覺悟」

和「倫理的覺悟」，1916 年發表於《新青年》雜誌。） 



新文化運動提倡「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白話文學、「打倒孔

家店」等，林林總總，涉及中國所有文化思想的範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牽涉範圍既廣，百年來對運動的誤解亦大，「反傳統」是其中最普遍的誤解。

由於當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日後五四運動便被標籤為「反傳統」。

然而，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五四運動提出的新文化運動，是對中國文化的重

整和重構。 

中國由農業文明轉入工業文明；由農業文化轉入工業文化，文化的重整和重

構，是十分艱巨的工作。現在有些研究，只集中分析《新青年》的一些文章，

或者五四運動提出的一些口號，未免顯得浮淺。 

五四文化人致力整理國故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的傳統學問知識是非常深厚的。他們

主張引入西方文化，提倡新文化、白話文，「打倒孔家店」。我們不但要看他

們公開發表的言論，還要看他們日後為中國文化做了些什麼？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日後大多數成為中國各種傳統學問的重整者，並且以

現代科學的精神，建構起中國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思想。今日中國的教育、文

化、美術、思想等存在的狀態，大部分都是由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所建立的。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重整，貢獻是很大的。很多研究者在討論時

往往忽略了他們在這方面的作為、成就和用心，我希望能夠補充說明： 



五四運動後，中國建立了新式教育體系和研究機關。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

堂」的官僚教育機構，變成現代大學。五四運動的倡導者在北京大學不僅提倡

新文化、新思想，他們也進行了許多了許多教育上的改革。北京大學成為現代

大學的典範，就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他們建立的。 

不僅是他們，早在五四運動前的清末民初，許多知識分子已在積極推動中國的

新文化、新教育。他們在地方上辦小學、中學、閱讀室、白話報。換言之，不

僅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嶺南大學、安徽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

等也是，甚至中央研究院也都是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人建立和參與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僅為新文化，也為傳統文化作出貢獻，錢玄同有兩

句名言：「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可以說，現代考古學竹的基礎，

也是五四文化人奠定旳。 

至於我們現在用的新式標點符號、現代國語的語音、語源研究、國語字典等，

也都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倡導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晚年離開政治後，潛

心研究老子和孔子，他希望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放在合適的歷史地位，而不是

作為教主讓人膜拜。 

陳獨秀還花了許多時間撰寫《小學識字教本》，這不是一本「小學」的「識字

課本」，而是一本中國文字學專著，是教師用的書。稱「小學」，是因為自漢

代以來，語言文字學就被稱為「小學」的關係。 



另外，顧頡剛等人著《古史辨》的出現，將中國原來帶有神話傳說性質的古

史，以科學的態度研究、引證。用科學態度來整理中國歷史，便由這裏開始。 

 

今日我們重溫五四新文化運動，要跳出「打倒孔家店」的思維局限。（灼見名家圖片） 

 

蔡元培提倡美育涵蓋極廣 

美術科或美術教育能夠成為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也是由五四運動開始的。蔡

元培當時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我認為蔡元培提倡的美育，已遠遠超出「美

術」和「美術教育」兩個範疇。在他眼中，美術、美育的涵蓋面極廣，包括社

會道德，實質上是一種中西融合的構思。一般人認為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兼容

並蓄」，既請來陳獨秀，也請來時人認為保守的辜鴻銘。事實上，蔡元培是邀

請了他認為當時最先進的、最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主持北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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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反對把五四運動視為「激進 VS 保守」、「國際主義 VS 民族主義」

二元對立的觀點。如果只選一位人物代表五四運動的思想，那就非蔡元培莫

屬。 

 

今次講座舉行的場地新亞圓亭講座，孫國棟、牟潤孫諸教授亦曾在此講課，陳萬雄博士、周佳榮

教授則曾在此上課，具文化傳承的意義。 

 

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講座二之一 

五四運動  周佳榮  國史教育中心  蔡元培  陳獨秀  陳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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