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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族危亡，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觉

醒。他们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

社会的转型而开始并完成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

化与转型。

一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分化与
转型——从封建读书人到近代文化人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世

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一部分接触和接受新式教

育思想和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封建读书人

群体中分化出来，转型为掌握新知识和具有西方文

化思想意识的近代文化人。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分化与转型是

从民族觉醒开始的。鸦片战争后，四川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还保持着比较封闭的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基本上未予触动；闭塞的四川知识界对民族危

亡的感受并不深刻，当时的四川知识分子们依然睡

眼朦胧，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仍然麻木不仁、

愚昧无知。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特

别是在清廷甲午惨败之后，四川知识分子“莫不激昂

愤慨”[1]，“认识到入学中举的思想，是腐败落后的，它

对于救国救民只有害处，毫无益处，知识分子应当吸

取文明进步思想，以研求救国救民之道”[2]。他们中

的许多人从政治的沉睡中惊醒过来，一批青年知识

分子开始逐渐脱离封建士大夫的轨迹，转而思考和

探求中国的局势与国家出路问题。近代四川知识分

子的优秀代表吴玉章曾这样说道：“甲午战争的失

败，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我需要寻找一条救亡

图存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

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

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我们

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维新的志士，对于

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3]

四川旧知识界的变化，以民族危亡为契机，以

尊经书院的建立为起点。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

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尊经书院不仅在办学理念、

教学内容上有所创新，而且在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

上也有显著改变。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中不少著名

人物如宋育仁、廖平、吴之英、骆成骧、徐炯、顾印

愚、吴玉章、黄芝、蒲殿俊等人都曾在此工作和学

习，另外还有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与

尊经书院有着联系。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还是在封

建传统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

学习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悄然发生着转变；他们

开始关心时事、政治，留心西学、新学，关注国计、民

生；他们把自己的学习和改造国家联系起来；他们

中的一些先进代表也开始逐步形成了于近代中国

和近代四川有着重要影响的新意识和新思想，成为

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可以说，尊经书院的

建立，不仅打破了四川旧知识界的沉寂，而且也开

启了近代四川知识分子文化转型的序幕。

如果说18世纪70年代尊经书院的建立和90年

代四川新式教育的出现，只是促成了近代四川部分

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子的队列中分化出来成为四川

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话，那么20世纪初，清廷“废

除科举、兴办新学”则成为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全面

文化转型的标志。学术界普遍认为，四川近代新式

教育之始是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当年，川东兵

备道在重庆巴县设立四川第一所洋务学堂，这成为

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随后，一些以民办、官

民合办为主的新式学堂开始在四川各地建立，如成

都的中西学堂、遂宁的经济学堂等等。但是，这些

学校只是在传统封建教育的汪洋中慢慢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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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代教育，与奉行传统教育体制的旧式学校相

比，所占比例极低，影响也较有限。直到1901年

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之后，情况才开始

发生明显转变。1902年，四川设立川省学务处，

以“督办全川学堂事宜”。于是，四川旧式学校被

正式废止，近代学堂在全川开始普遍建立起来。

到1910年时，全川新式学堂达到11387所，学生

达到441738人，在全国名列前茅[4]。官方新式教育

的兴办，正式吹响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文化转型

的号角。正是因为依赖政府行为搭建起了这种更

具权威性的教育平台，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

的文化教育土壤，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方才完

成了第一次转型。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转型是以文化转

型为特征的。

首先，在知识结构和文化内涵方面，随着留学

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开展，四川近代知识分子

逐渐摆脱封建教育的羁绊，开始接受西学的教育与

洗礼，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知识、新思

维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完成了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

化内涵的更新。

其次，四川近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更新的同

时也逐渐完成了自身的文化角色转化。他们开始

从弘扬儒家经典、维护封建礼教、谋求功名利禄的

封建士子的文化角色转化为宣传科学技术、反对封

建迷信的近代知识分子。虽然，在他们身上，中西

文化交融的二元性仍或清晰可见，但是，就其承担

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看，他们已经不同于传统封

建士大夫和封建文化传道者了，他们不再以“为帝

者师、王者傅”作为自己的最高文化责任和政治理

想，也不再以封建主义的那种“学而优则仕”作为唯

一的人生价值标准，而是以倡兴科学、学以致用、利

用所学知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作为个体和群体共

有的文化使命和价值取向。

其三，在这场近代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变

革、文化转型的浪潮中，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

分化与转型并不明显。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上，

虽然当时的四川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爱

国热忱和关心时事、忧国虑民的政治激情，但从本

质上说，他们仍然属于安分守己，甘愿听从封建主

义召唤，希冀维护封建皇权的读书人。大多数知识

分子在政治上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民族意识和

民权意识的觉醒上，而于政治立场来说，并没有产

生多少实质性变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只是觉

得外国人的可恶可恨，而于清政府还不敢敌视仇

视。”[5]与传统封建知识分子相比较，其政治立场还

是基本一致的，与封建主义还没有进行政治决裂。
所以，当时的四川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主要以文化转
型为主，政治转型为辅。

二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次分化与
转型——从维新改良者到革命救国者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次转型开始于
20世纪初，至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达到高潮。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分
子群体分化的过程，是一个新知识分子群体与旧知
识分子群体决裂的过程。20世纪初，随着社会阶级
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四川近代
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政治觉悟。面对清政府一次次对
外战争的失败和一次次以改革为幌子对广大人民进
行的欺骗，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步认清了封建主义的
真实嘴脸，开始了新的思想转变，开始抛弃改良主义
的幻想而祭起了革命救国的大旗。在四川近代知识
分子的成长历程中，有几次重要事件极大地影响着
他们政治思想的转变和政治立场的分化。第一次是
维新变法，第二次是预备立宪，第三次是四川保路运
动。三次事件的结果，都极大地伤害了四川知识分
子的情感，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清朝政府从希望
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最终不得不放弃政治改良而
代之以革命救国。正如辛亥革命志士、同盟会会员、
巴县人向楚所说，当时，知识分子们“深感清王朝政
治腐败，丧权辱国”，“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

“非革命难以达到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因而赞成‘驱
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斗争纲
领，下决心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2]因此，四川资产
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们如吴玉章、喻培伦、龙剑鸣、
杨庶堪等，以《革命军》为号角，以邹容为先驱，与封
建主义彻底决裂，向着革命救国的道路而奋勇狂
奔。而另一批与封建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知识分子如宋育仁、蒲殿俊、罗纶、潇湘、邓孝可等，
则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抱着维新改良的思想不放而
反对民主革命。于是，以政治立场为分界，四川知识
分子群体开始分化为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集群和
主张改良立宪的知识分子集群。

三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三次分化与
转型——从西式民主主义的向往者到马克思
主义的追寻者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三次分化与转型
开始于五四运动前。这次转型与第二次转型一样，
以政治思想分化与转型为主要特征。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再次出现了分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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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

屡失败，中国民主革命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式的民

主革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在屡次资

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后已魂断南桥；另一方面，新文

化运动的鼓吹者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西式社会文明

的美好愿望也在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

速破灭。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已从世界大

战的残酷性、破坏性中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危

机和祸害，开始担忧中国仿效西方样式建立资本主

义国家的负面后果，因而开始追寻一个更加合理、

更加美好的方案来改造中国。这成为促使包括四

川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新的思想分

化和转变的根本原因。

其次，留法、留俄潮的兴起推动了四川知识分

子的政治转型。1912年夏，吴玉章、黄复生等组织

成立了“四川俭学会”，在成都少城济川公学设立留

法预备学校，发动四川青年分子赴法留学，从而掀

起了四川学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十月革命爆发

后，留俄运动又迅速兴起。到1918年，四川留法、留

俄运动达到高潮。四川部分知识分子到法国、俄国

勤工俭学的这段生活和工作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自

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因为，一方面，他们直

接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资本主义

社会的黑暗，也感受到了无产阶级生活的苦难和悲

凉（不像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受到的主

要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容易将社会罪恶的根源

指向封建主义，希望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另

一方面，他们接触和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

“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

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等等”[6]，特别是到俄国留学

的知识分比较近距离地接触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

义学说。所以，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中容易产生对

资本主义的不满，也容易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同，从而为他们放弃资本主义革命而转向社会革命

奠定了基础。

再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

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加速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

政治分化和转型。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

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

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

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吴玉章在回

忆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时也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

动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7]。可以

说，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对四川知识分子群体是一次

深刻洗礼。自此而后，越来越多的四川知识分子开

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

伍中分化出来而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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