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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34343434
中国近代现代文化

中国近代前期文化的特点

  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急剧变化直接影响到近代文化。主要特点有：

①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呈现出新旧过渡的特点。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生了矛盾和斗争，最

终使封建文化发生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在斗争中不断吸取先进文化，获得新生。

②救亡图存是主题，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文学艺术上多有反映，中国的思想界更是显示出面对危局，不断探

索救国之路的特点。

③近代前期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

④由于社会变化剧烈，中国近代前期文化的发展变化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快速变化也使文化本身在层次上不

够深入，在内容上缺乏本质飞跃，在理论上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

一、思想演变

1、西学概念

西学，泛指当时西方的科技、文化、思想；东渐，意为向东方逐渐传入、渗透。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

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冲击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

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化相斥相纳的历史。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

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

今新旧之争；有吸收，也有拒斥；有拿来主义，也有先入为主；有水乳交融，也有囫囵吞枣。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三步曲

  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这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国

思想界探索西学的热点在“师夷长技”的“技”上，即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工艺技术。只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到机

器生产上的技术。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到 80年代，探索西学的热点转移到“格致之学”上，即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这是第二

阶段。从 60 年代中叶到 70 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这一时期，洋务派在“求强”口号下开始兴办军

事工业，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西学。通过翻译，数学、声、光、化、电等学问开始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

寿、李善兰、华衡芳等，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从 70～80 年代，随着民用工业的大量兴办，“西学”的内

容越出了军事技术的狭隘范围，西方科技知识开始大量传入。

  从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这是第三阶段。先是维新派思想家日

益认识到西学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主张既要学“西艺”，又要学“西政”。向西方学

习开始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此后，革命派也在这一层次上进行了不懈努力。接着，激进民

主主义者向西方学习又深入到比政治体制和教育更深一层的哲理学说。

中国近代前期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与不断融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三个层次。两

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以“船坚炮利”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从甲午战争后到

五四运动前是第二阶段，主要学习以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为核心的西方精神文明。三个层次：技术成果（器物层）；相

关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思想层）。

3、近代前期思想演进的过程、影响及其特点

  过程：①鸦片战争期间，开始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从而揭开了近代前期向西方学习的序幕。以林则徐、

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于军事技术，对西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

未能涉及到政治制度，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②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基本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思

想实质是立足于封建主义，通过借取西方物质文明，以谋求清王朝的自强，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观念束缚，为西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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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创造了一定条件。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

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基本主张：经济方面主张摒弃“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政治方面，

宣传西方的议会制度，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文化方面，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④

19 世纪末，维新变法思想逐步发展起来，表现为严复积极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康有为则把中

学和西学揉合起来，宣传变法主张；梁启超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维新派的基本思想主

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

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是在甲午战后民族矛盾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要求，是爱国进步的。它推动维新变法运

动实践的到来，但未给中国指明正确出路。⑤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章炳麟、邹容

和陈天华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国。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具体表现为三民主义。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思想，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

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

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深刻的反封建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

  影响：①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导中

国人开眼看世界和面对现实。其对中国的影响重在思想，没有具体实践改造。②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创办近代军事、

民用企业、新式学校，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引进

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

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诱导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改革封建文化和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促进了早期

维新思想的产生。③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发生。其伟大作用在于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第

一次潮流，起了思想启蒙作用。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导致辛亥革命的发生，推翻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

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是近代思想解放的第二次潮流。⑤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

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⑥中国近代前期思想

并未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的。

  特点：①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是紧密相联的，体现出强烈

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②是在西学影响下进行的，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途径，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主流。③随

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推进，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由初期模仿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后

来逐渐领悟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近代前期的思想演进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器物层次（师夷长技和

洋务运动）→制度层次（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文化层次（新文化运动）。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学术觉悟、政治

觉悟、理论觉悟”；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先从器物上感觉出，再从制度上感觉出，再从文化上感觉出”。④每一步

新的探索都吸收了前面探索的得失而有所发展；每一个新的探索又为后面的探索提供了借鉴经验，都有继承和发展的

联系；每一步探索都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⑤由于民族救亡的需要，几乎都进行了社会实践，但各种

思想演变剧烈，没有形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没有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路。⑥中国人对

西方文化的认识走了一条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道路，其中最重大的选择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地，使中国

有了最先进的革命指导思想。

4444、如何正确对待东西方文化

（1）中国对待东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固守封建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盲目排斥

1840—1919 年：东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

特征 时间 派别 主张 性质 影响

鸦片战

争期间

抵抗派

顽固派

洋务运

动期间

洋务派

顽固派

维新运

动期间

维新派

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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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

命期间

革命派

保皇派

新文化

运动

激进民

主主义

网屏

（2）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用批判的继承的观点，大胆扬弃，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落后因素，吸收合理因素，作到古

为今用

对待世界文化首先要有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反对盲目排外；其次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作到洋为中用

比较中日两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5、正确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及影响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目的：一是要培养殖民地人才，二是要混淆与动摇民众的爱国

思想与民族精神，扰乱社会秩序，从而为其政治经济侵略服务。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也为西学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起了分解作用，客观上促使

中国文化结构趋于近代化。近代学校教育、文化传播工具从无到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日趋

广泛，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第三，促使中国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并引起内部的观念对立和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在

西方文化冲击下产生分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出现了守旧与进取两方面的冲突与斗争；农民阶级一方面反对西方文

化入侵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借用西方文化（含宗教）组织武装起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从西方文化物质外层深入

到西方社会变革的内层进行改良维新，中下层则转向了民主革命。

  总之，近代西方文化虽曾和殖民主义的剑与火同时输入，但在客观上却又加速了中国旧文化的解体，给中华民族

新文化的建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中国人民迈向胜利的历史阶梯。

7、地主阶级抵抗派和洋务派在学习西方问题上的比较

  相同点：①两者学习西方的基本内容极为相似，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生产技术；②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为

了维护封建统治；③两者的思想主张都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不同点：①在学习西方的目的上，抵抗派主要为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并在民族自卫战争中运用；洋务派则

主要用于镇压人民革命，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则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②在实践效果上，抵抗派由于受到种种压抑和

打击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主张未能实现；洋务派则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在中国掀起

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洋务运动。

8、关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辩证认识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清朝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

其结果必然是使洋务运动在三个方面半途打住，而使自己夭折：第一，经济方面实现了由官办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的

发展，但没有进一步推进到民营工商业阶段。第二，教育变革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仅不能培养

对时代有用的人才，而且还在压制人才的成长方面发挥作用。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在英国留学，伊藤回国后很快得到重

用，推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严复回国后，因为不是正途科举出身，一直被晾在一边。严复没有办法，只得回

过头来，继续走科举之路。第三，政府机构改革有起点而无进步。洋务运动只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一小步。正如美国

实用主义学者杜威所说的那样：洋务运动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虽然“中体西用”后来常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

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

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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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

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翻译、出版、科技、学堂、留学生为

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都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有益结果。这些东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

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9、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激进派在宣传西方文化方面的各自特点

  维新派：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主张

君主立宪。②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来宣传优胜劣汰，主张设立新式学堂，学习西学。

  革命派：①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②把学习西方从书本

上变为革命行动。③结合中国国情，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用于指导革命。

  激进派：①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②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③新文化运动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进步思想的主流

师夷长技以制夷、《资政新篇》、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资维新、资革命、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各种反动思想及错误思想

封建顽固派、保皇派、北洋军阀尊孔复古、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左倾冒进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

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

A、概述

古代世界，人类形成了几个相对隔绝、独自发展的文明中心以及相应的文化圈，以四大发明著称的东方文明中心

的中华文明，以其辉煌灿烂的文化积极贡献于世界，同时世界优秀的文明成就也逐渐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

随着明清时期封建制度的渐趋衰弱，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国文明日益黯淡，鸦片战争的失败凸现了

西方文明的先进，中国被迫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显示，使得古代中国文化和近代西方文明碰撞。

B、基本史实

（一）古代的中学西传

1、秦汉文明开始走向世界

（1）原因：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社会制度先进，封建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展，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正

式开通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便利了中外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张骞出使西域，开

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

（2）表现

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汉朝政府的外交活动和中外经济

文化交流，开始突破周边近邻范围，走向西亚、欧洲和北非，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

造纸术先后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中国的铸铜、制铁技术、制漆技术和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分别传往日本、朝鲜和越南。

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实现了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直接友好往来。这些交流是以秦汉文明为中心

的东亚文明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的首次交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初步确立了中华文

化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影响，如汉人、汉学等

2、隋唐文明基本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总体格局

（1）原因：隋唐使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国家统一，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唐朝的国际声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隋唐

对外交通发达，“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同时并举。统治者实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鼓励外商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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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现：

3、宋元文明西传促进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1）原因：宋元时期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我国科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活字印刷术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和火药在军

事上的广泛运用是最为突出的重大成就，对外贸易空前兴盛，东至朝鲜、日本，西至非洲的一些国家。

（2）表现：

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西传埃及和欧洲，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便利了文化知识

的传播；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南宋时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

的条件；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时普遍使用，南宋时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冶金业的发展，

并将骑士阶层炸的粉碎。

三大发明在中西出现了不同的用途：它促进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印刷术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宗教文化的

重要武器；指南针完成了环球航行，并由此开始了早期的殖民扩张，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火药和火药武器改变了欧

洲的作战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它在中国仅仅用于开矿、看风水和驱邪，这充分说明科技能否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决于社会环境。

4、明清文明日趋衰弱，开始了解一些先进的外来文化

（1）原因：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八股取士和大兴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闭关锁

国的政策妨碍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中国脱离了世界。

（2）表现：中国的传统科技依然走在世界前列，出现了三大总结性的科技著作，但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近代科技；新

航路开辟后，西方传教士为实现顺利传教的目的，宣传西方文化知识，使我国和西方思想文化进行直接的接触和交流。

中国处于明清封建制度渐趋衰弱时期，西方已经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造成东西方之间文

明的落差；新航路开辟促进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古代亚洲文明中心向欧洲文明中心的转移。

（二）近代西学东渐

典型例题：

1、我国宋元时期的科技文化传播到欧洲（“中学西传”），对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前期，西方科技文化不

断涌入中国（“西学东渐”），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概括宋元时期，科技文化“中学西传”的具体表现及其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2）中国近代前期，“西学东渐”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有何表现？

（3）试分析出现“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这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科技：

1、学科领域：数学、化学、铁路工程、飞机设计、地质学、桥梁建筑、现代科技成就

19 世纪 6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和广学会中出现了一批中国近代科学家，如数

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和化学家徐寿等。

卓越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筑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

1910 年杰出的飞行家冯如研制的飞机试飞成功。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分别在堆垒数论和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作出显著成绩。

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立了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1937 年杭州钱塘江大桥建成，设计者是茅以昇。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科技成就：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1958 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正式运转，1964 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 年世界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成功，1967 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 年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1981 年掌握运用一箭多星技术，1983 年研制巨型计算机成功，1989 年葛洲坝工程全部

建成，1993 年大亚湾核电站建成，1999 年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试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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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名科学家

李善兰、华蘅芳、徐寿、詹天佑、冯如、华罗庚、苏步青、李四光、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林巧稚、

吴阶平、施今墨

3、近代前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原因：主要在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面一些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在艰苦的环境

里发愤图强，努力探索也是重要原因。

  特点：一是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二是虽有进步和发展，但十分缓慢，远远落后于欧美日等国。

4、认识

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点分析认识新中国科技进步的原因。联系时事理解我国构建创新工程体现了变化发展的

观点和认识深化发展的观点。我们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扩展认识，把认识向前推移。构建创新体系应

在广泛吸收、借鉴前人及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把人类科技文明推向前进。

中国要发展、要提高综合国力，就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科教兴国抓住

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

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国家职能、党的性质等角度掌握我国构建创新工程、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三、教育

洋务教育、维新教育、清改学制、民国初的教育、袁世凯尊孔复古教育、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日

本的奴化教育、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新中国教育的发展

创办新式学堂（洋务派和维新派）

改革教育制度（1905 年，清朝废除科举制；民国初年制订和完善学制）。

近代留美与留日教育比较

  留美和留日教育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许多不同特点，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影响。官方留

美始于洋务运动，盛于“庚款兴学”，留美学生学业扎实，学习勤勉，多习理工农医，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学普及方面

成绩卓著；官方留日则始于维新运动，盛于清末“新政”，留日学生人多势众，鱼龙混杂，多学军事政法，好译西书和

从事政治活动，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新方面功莫大焉。

四、史学：

①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 与梁启超的新史观、19世纪末的考古成就、

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形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著作、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及考古成就

五、文学：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诗界革命与黄遵宪的诗、谴责小说

六、艺术：

京剧、画派（上海画派、岭南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