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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史之外，雷颐还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雷颐认为，现代中国发生最重要、深刻的变

化其实是国家观念的变化，从传统的“伦理/身份”型国家观转变为“契约论”国家观。正是国家
观的这种转变，才会早在“戊戌—辛亥”时期就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进行激烈的批判；而且这

种对儒家批判的深度、广度和激烈程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没有超出“戊戌—辛亥”时期。 
  雷颐 
  著名历史学者。1956 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 年
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主要著作
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等。 
  晚清史之外，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雷颐这个名字，众人知晓的可能大都是雷颐是历史学者，专治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当

代史，出版过《时空游走》、《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多部历史专著。殊不知，雷颐对中

国近代知识分子也颇有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在境外虽早已有之，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国内，这
一研究还是非常冷清的。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雷颐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
1984年，还在读硕士研究生的雷颐就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有关“洋务派知识分子”的研究长
文。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洋务派是“反动的”，而其实这些人是“进步的”，所以雷颐将这些

人定义为“早期维新派”，以区别于“洋务派”。然而，雷颐认为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就是“洋务

知识分子”，当然他们具有明显的“过度性”。在后续研究中，雷颐又提出了容闳是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第一人”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容闳只是“个体”，作为一个新“群体”的产生，还是

应从维新时期梁启超开始。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雷颐就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张申府、闻一多、陈翰笙等做过系
统研究，他们有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的是从“自由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

雷颐说，研究他们，只是想知晓他们在近代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复杂、矛盾的思想与情感。对中

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同时还得到了被研究者家属的支持和肯定，这是

雷颐最感欣慰的。雷颐表示，自己笔下的这些主人公都不是“纯学者”。他们非常关心政治，甚

至积极参与政治，但又对学术不能忘怀，甚至不同程度的厌恶政治。在现代中国，这是一对不可

调和的矛盾。 
  《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是雷颐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研究成果的厚积薄发之作。

该书通过对容闳、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闻一多、张申府等 12 位知识分子的个体研
究，分析了其各自不同的境况与原因。雷颐笔下的这 12位知识分子犹如历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
他们的人生经历串联起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争、抗日战争、国

共内战，至 1949 之后沧桑巨变的百年。他们所展现的是晚清民国以来 100 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
心灵史，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奋斗史，是苦苦寻觅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家国

前路的探索史。 
  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起源、理论数不胜数，不仅有俄国起源说，还有法国起源说等，

但雷颐认为，无论最先出现在俄国抑或法国的知识分子起源说，共同之处是“知识分子”都是一



 

第 2页 共 2页 

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渐渐形成的社会中一个独特的阶层。从历

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即指那些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精

神的文化人或知识人。《孤寂百年》副题中的“知识分子”即取此义。 
  为什么说容闳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 
  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

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

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未能

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

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他

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雷颐认为容闳

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 
  “容闳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

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

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人物，往往成为后

一个阶段的反对者。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

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

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

动。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

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

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

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的标志。”

雷颐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