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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的批判思潮也开展起来。而这时的文化保

守主义, 不得不面对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 /民
主0, 作出自己的回应, 表达自己的态度。杜亚泉

就是文化保



治, 绝非一物。0¹ 他进而严厉批评杜亚泉: /政体

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 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



-少数人治 . , 如近世所谓 -德谟克拉西 . , 以民众

为政治之骨干。此二途者, 不待辨而知其应采第二

途矣。而儒家政治论精神之全部, 正向此





1936年, 张君劢著 5明日之中国文化 6 一书出版,

书中集中阐发了他的这些思考。

张君劢认为, 民主政治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是在古代希腊的雅典城邦发生的。而以文艺复兴与

宗教改革为起点, 欧洲现代文化在政治上经过了民

族国家的成立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两个阶段。西方近

代民主政治的建立, 固然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

开端, 但从其来源上看, 则可上溯于宗教改革。因

为正是宗教改革, 提供了自由精神, 才使得民主政

治得以建立。他说: /盖宗教革命者, 马丁路得不

承认罗马教会之仪



真意义、真价值之所在。他说: /古今制度学说

中, 有为历史上之尘垢粃糠所蒙者, 应为之分别洗

涤。孔子自孔子, 不因秦汉后君主专制之政而损其

价值。阳明自阳明, 不得以明末之心性空谈而抹杀

之。今人读古书, 当求



的, 所以基础不巩固, 不易安放得稳。我主张民主

政治的基础, 应该向儒家精神转进一层。但这与民

主政治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