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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赶超欧美的思想历程

◎马克锋

内容提要　 赶超欧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话题，在那个
受制于人的苦难时代，从早期思想启蒙家到维新志士及民主革命先驱，均不约而同
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呐喊，并驾齐驱、迎头赶上进而建立世界第一强国等理想
与憧憬，表现了中国人追求进步的坚定信念，同时成为引导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强
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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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赶超欧美，其实就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的问题。晚清以降，中国国势日渐衰弱，昔日强盛
富庶的光环已经不再。仅仅贫穷也就罢了，国人早
已习惯过苦日子了，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但是，受人
欺凌，任人宰割，今天一个城下之盟，明天一个不平
等条约，国家领土资源、民族荣誉尊严，几乎丧失殆
尽。面对一个官无作为、民无奈何的全面衰世，曾经
拥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历史记忆的中国
士大夫及其时代精英，在不同程度、以不同视角先后
提出了赶超西方的设想。当前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主要围绕近代先哲
赶超意识的思路及轨迹，进而探寻近代中华民族复
兴的理论思考与理想期盼。

一

落后国家能否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一直是学界
讨论的热点话题。近代中国以学人为主导的语境当
然亦不例外。悲观主义的言说不能说没有，但乐观
主义始终占据优势。外力压迫下催生的洋务运动，

使清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发生了些许新的变动，造成
了“同治中兴”。王朝中兴，使不少人看到了希望与
前途。一种快速摆脱受人凌辱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
思潮悄然出现，主张通过修建铁路、振兴商务、开发
矿山资源等方式发展民族资本，解决国家财政困窘
及民生凋敝等现实问题。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传统
社会变革的初步方案及设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前景，大多数人都充满信心。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
应明确指出：“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
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
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①也就是说，中国如
果顺应时代潮流，变革政治，实现国家富强并非难
事。郑观应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
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
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②无论是“出于九州
万国之上”，还是“并吞四海无难”，都是一种自信的
表示。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实行变革，中国不但可以

①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第３０６、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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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外患，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国家富强。
早期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外的主要差异是服饰、

语言及风俗，在追求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方面，中国
与西方几乎是相同的。西方主要国家在经历政治变
革与产业革命之后逐渐趋于富强发达，不过是开风
气之先罢了。政治变革与发展产业并非西方的秘笈
与专利，一旦中国按照此发展轨迹来自我更新，中国
不但可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与其并驾齐驱，而且能
够驾乎其上，即超越西方，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
家。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薛福成说：“又安知
百数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①王韬说：“吾知中
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②冯
桂芬进而系统阐述了中国超越西方的路径，他说：
“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用耳！
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优异敏，出新意于西法
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
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③通读早期启蒙思想家
的论著，不难发现，他们思想深处浓厚的中华文化意
识与现实危机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给其造成的严重冲
击。但是，不论怎么，他们在中国社会面临危机的时
代环境下，没有气馁，没有丧失信心，坚信中国必有
振兴之日。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
时间表与路线图。具体来说，在一百年之内，中国赶
上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学习西方、并驾齐驱、
超越西方三个阶段。这一时间表与路线图的提出，
极大鼓舞了近代中国人的士气，为其提供了重要的
精神动力。

近代著名思想家、维新运动的主将康有为面对
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前
景，并对之充满信心。在康有为看来，同治初年的自
强运动，使中国社会由乱到治，“此中国图治第一机
会也”。④ 光绪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
“此中兴第二机会也”。⑤据此，康有为看到了中国变
革的希望。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政治、经济、
社会的全面变革，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众富裕，社
会进步与繁荣。这个时间表设定为２０年或３０年，
分别以３年、１０年、２０年为期，渐次推进，最终完成。
他说：“三年而规模成，十年而本末举，二十年而为
政于地球，三十年而道化成矣。于是雪祖宗之愤耻，

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于将泯，维王教于渐坠，威乎
威乎，千载一时也。”⑥又说：“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
治术之士，与论讲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
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
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⑦
这些言论发表或成型于１８８８年之前，表明此时的康
有为对中国改革的预期目标与发展时序的考虑乐观
而谨慎。

十年之后，也就是１８９８年维新运动前后，康有
为不大满足自己先前设定的时间表，认为３０年太保
守，２０年也太慢，最终提出了事后看来颇为激进的
“十年规划”。他说：“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
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
印度，北收西伯利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笞四夷，为
政地球而有余矣。”⑧“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
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
年而霸图定矣。”⑨“三年而规模起，六年而人才成，
政治立，十年而霸”。瑏瑠 从３０年到２０年再到１０年，
康有为的时间表越来越短，以至于认为中国富强指
日可待，类似“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中国之
强，指日可待也”“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致也”的言论
不绝如缕，随处可见。康有为之所以屡屡缩短与调
整其中国富强的时间表，一方面表现了其乐观心理，
反映了当时变革者急于摆脱困境而一举成功的迫切
心境；另一方面，康有为试图通过变法若成功中国即
富强的逻辑关系不断为当政者洗脑，树立与坚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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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６０页。

王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
页。

冯桂芬：《校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
页。

⑤⑦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
集》上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５７、５７、５９页。

康有为：《阖辟篇》，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卷，第５
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
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５２页。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汤志钧编：《康有为
政论集》上卷，第２２４页。

康有为：《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卷，第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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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信念。实际上，康有为那种中国富强指日可待
的想法，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与社会文明发展转
型的自身规律有悖。变法改革的艰巨性及其所遇到
的困难，康有为的预估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其变法
的失败。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人，
同样对中国走向富强充满信心，也有其中国实行富
强的时间表。与康有为相比较，他们的时间表相对
来说更客观、更实际。梁启超认为，西方国家经过一
百多年的发展，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如果顺应时代潮
流，积极学习西方，数十年之后，也可以与西方一样
强大，一百年后获得全面振兴。他说：“西人百年以
来，民气大伸，遂尔縨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
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
耳。”①著名学者夏曾佑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认
为中国只要顺应时代潮流，一百年后，中国必将成为
世界的领导者。他说：“一世而后，环地球而不共推
中国为盟主者，吾不信也”。② 学贯中西的严复，熟
悉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认为从民智、民德、民力几个
方面来看，中国走向全面振兴面临诸多困难，多少表
现出悲观失望。悲观失望之余，严复从西方发达国
家历史发展与演变中，也看到中国振兴的希望。他
指出，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全面进步，多则２００多年，
少则５０余年。中国如果发奋图强，也应该大有作
为。他说：“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
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
为不奋发也耶！”③严复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
表，但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张，无
疑是中国走向富强发达的思想路线图。

二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改
良思潮逐渐消歇。随后，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势
力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引领中国走向富强的主导力
量。孙中山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面大旗，率先喊
出“振兴中国”的口号，建立民国，走向共和。孙中
山一生遭遇种种挫折，但他振兴中国的志向却矢志
不移，愈挫愈坚。中华民国刚一建立，孙中山就提出
了十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宏伟设想。

他说：“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
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
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④随后，孙中山在各
种场合的演讲及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屡次讲到这个
问题。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国的前提条件是学习欧
美的长处，但不能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目标
是迎头赶上，并驾齐驱。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
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
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这种学法
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
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
齐驱。”“我们现在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
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
者居上’。”⑤孙中山在此分别用了并驾齐驱、迎头赶
上、后来居上几个词语，表明了他对中国走向富强的
自信与实现路径。孙中山还乐观地表示，只要中国
实现统一，建立强大的政府，上下共同努力，人人奋
发图强，凭借其悠久历史、民族文化与智慧、众多的
人口、丰富的矿藏，中国不但可以赶上西方强国，而
且完全可以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
等，不过五大强国，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
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
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
个地位。”⑥所谓“头一个地位”的提法比较含蓄，
说白了就是世界老大。此言出自９０年前的１９２４
年，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与地位，孙中山还不具备
鲜明提出“中国梦”的底气，但核心内容已经呼之
欲出了。

中国要在世界诸强中居于“头一个地位”，就必
须实现全面超越，不但经济上要超过西方，而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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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
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９页。

杨琥编：《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
页。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縂主编：《严复集》第１册，中华
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７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
《孙中山全集》第２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４１９页。

⑥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
６５８、６５９页。



近代中国赶超欧美的思想历程

　 　 ９５　　　

上也要比西方进步，“驾乎欧美之上”甚至“驾乎各
国之上”，才是最终目标。对此，孙中山发表了一系
列足以振奋人心的言论，以此昭示世界，黾勉国民。
他说：“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
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
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又说：“我以后对于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
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
能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后尘，如果能够解决，中
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孙中山进而指出：“中国
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
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
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
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
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
种资格。”①充满激情与信念的孙中山，以其动人的
演说，给中国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美丽蓝图。不幸
的是，一年之后，孙中山因病去世，其思想变成一种
精神遗产。孙中山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对中国社
会的发展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发表《中
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文，从学术研究
的视角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赶超西方的问题。吴
景超指出，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态度：妄自夸大，自卑蔑视。两种态度均失之过
偏：第一种偏在妄自尊大，第二种偏在妄自菲薄。特
别是第二种态度过于悲观，认为中国未来毫无希望，
“中国的物质文明固不堪问，精神文明也是一塌糊
涂。中国什么事都比人不上，都相形见绌。他们对
于中国的前途，只有长吁短叹，觉得现在固然落后，
将来也无希望可言”。② 对此，吴景超不能认同，进
而提出第三种态度，即“自觉的态度”，或“努力的态
度”。何谓“自觉的态度”？吴景超指出：“简言之，
便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人，何
以不如人。我们对于那些批评中国文化，以为不如
欧美的人，抱有相当的同情，但决不因此而生悲观。
在不生悲观这一点上，便是颓废者与自觉者分道的
地方。”吴景超经过研究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不要悲
观，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从人类学来看，大量数据表明，“中国人的智慧不在
欧美人之下”，尽管有人说低于欧美，也有人说高于
欧美，“但持中之论，是说我们与他们，在智力上不
相上下”，“智力上既不让人，那么文化上即使暂时
落后，也不足为虑”。③从历史学来看，“我们有历史
的观念”。吴景超说：“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一百万
年，我们如拿一百万年来做背景，那么一二百年真是
极短的一个时期。欧美的文化超过中国的文化，不
过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退回二百年去，中国人并
没有十分不如人的地方；再过一二百年，中国也许事
事可以与他人颉颃，这全视我们努力如何了。”在吴
景超看来，中国人如果努力实干，发奋图强，也许不
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他说：“这儿我说努力一二百
年，中国也许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其实仔细分析起
来，也许还不须一二百年”。基于此，吴景超坚信，
经过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懈努力与奋斗，中国可以在
几十年最多一百年的时间内与欧美并驾齐驱。他
说：“我们应看清楚中国的文化，在哪数点上不如欧
美诸强国，同时我们应该牢记，西洋人在文化上，所
以有此灿烂的成就，全在他们国民过去一百余年的
努力，便是我们所应取法的。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缺
点，同时又深信这种缺点是可矫正的。有这种信仰，
便可生出改造文化，创造文化的力量。青年人如都
有这种力量，近则数十年，远则百余年，中国的文明
便可与欧美并驾齐驱。”④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
者，吴景超在描绘中国追赶欧美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上，表现得比较理性与客观。

作为国民党与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许
多方面接受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对于孙中山“迎
头赶上”“并驾齐驱”及“驾乎欧美之上”等宏大设
想，蒋介石主要接纳了前两个，对超越欧美表示沉
默。即使屡屡讲述迎头赶上、并驾齐驱，也大多是复
述孙中山的原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发挥与进一
步阐述。比如，蒋介石说：“我们现在要改造一个新

①

②

④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７２２
～ ７２３、７５１页。

③ 吴景超：《中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上，《生
活》１９２９年第１８期。

吴景超：《中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下，《生活》
１９２９年第１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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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要能迎头赶上，与列强
并驾齐驱，我以为不是专在物质与技术上讲求即可
作到，而一定要先在精神和人格上确立基础，才能够
成功！”①蒋介石指出：“我们现在要提高国家的地
位，巩固独立基础，一定先要提高我们国民的道德，
精神上有了立国的基础，然后迎头赶上，而辅以现代
科学的智能，那我们建国的工作，就可一日千里的进
步，我们中华民国亦就可以永远确保自由独立在世
界之上了”。② 蒋介石经常运用“迎头赶上”去劝勉
与鼓励部属、士兵、民众，多少具有警示与鞭策作用。

三

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近代志士仁人的一种憧
憬与期望，激励与焕发着振兴中国的精神动力。但
是，如何赶上，怎样超过，近代先驱们曾经有过种种
构想与尝试。

近代历史上，为了救亡图存，先后出现过实业救
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方案，但毕竟都属于救国方案。
救国方案重点强调挽救国家危亡，确保国家主权，但
与赶上或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还不完全一样。要实现
赶超目标，不但需要一个时间表与路线图，而且需要
一种理论支撑与制度文化保障。概括起来，主要有
这样几种看法。

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具备后发优势。所
谓后发优势，即可避免走先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
的曲折与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此，论者分别
从理论与历史等层面做了分析与阐述。康有为
说：“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
也。泰西变法至迟也，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
已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３０
年而治艺已成。……则吾之治效三年而成，尤可
捷疾也”。③ 孙中山在回答别人的质疑时指出：“中
国今日，后起当胜于前。不能尽依法、美现行之政策
以为中国将来之政策，其流弊甚多，中国自当鉴之，
以驾乎其上”。④ 时论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落后的
民族，不但能够赶上先进的民族，而且能够赶过了他
们。可不是吗？苏联在十几年之中，走了英国百年
以上所走的路。为什么独中国不能呢？”⑤论者指
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民族，对于

先进的民族，不但能够迎头赶上，而且可以后来居
上。因为历史的阶段虽然不能超越，却可由人为的
努力缩短其过程。”⑥作者以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为
例，英国与法国曾经是先进，德国与苏联为后起，然
而今日德国与苏联的工业成绩，不但赶上了英国与
法国，而且大有超过之势头。

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没有根本差异，只是发展
阶段有先后之分。中西文化与文明之间有差异，有
冲突，但分别是两种不同文明的代表。中国文化是
传统文明高度发达的代表，西方文化是近代文明高
度发达的代表。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是内容的
对抗，只不过是时间的差异，先后的不同。梁启超在
与严复探讨中西文化时已经明确洞察到这一问题。
他说：“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
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
球视之，犹旦暮也。”⑦梁漱溟在其名作《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中，将世界文化分成西方、中国、印度三种
模式，重点强调三者的差异。胡适对此不予认同，指
出梁漱溟的分法过于绝对，因为文化均是人所创造
的，“人脑的构造，无论在东在西，决不能因不同种
而有这样的大差异”，“这都不过是时间上，空间上
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梁先生太热心寻求简单公式
了，所以把这种历史上程度的差异，认作民族生活根
本不同方向的特征，这已是大错了。”⑧胡适进一步
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
是根本大同小异的。”⑨既然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蒋介石：《党员精神修养与心理改造之重要》，《蒋介石总
集》卷１６·演讲，第４９３页。

蒋介石：《出席上海市民众欢迎大会致词》，《蒋介石总
集》卷２１·演讲，第２３９ ～ ２４０页。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全集》三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５页。

《孙中山之民生主义谈》，《社会世界》１９１２年第３期。
社评：《怎样迎头赶上》，《香港大公报》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１

日。
年华：《新中国的物质建设》，《纺织染周刊》１９４１年第３

期。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

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９页。
⑨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欧阳

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３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１、
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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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本差异，那么，中国走向现代化自然是必然趋
势，只是先后而已。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朱家骅也持
同样观点。他说：“文化与文明，就‘范围’论，有大
小的不同；就序列论，有先后的差别。可是二者之
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或则冲突激荡，或
则相因相成，就未来的趋势看，中西文化溶洽成为一
个更崇尚而优美的新的文化体系，也是极自然的
事。”①强调中西文化没有根本的冲突，中西文化只
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一观点的提出与确立，为中国
近代赶超西方破除了思想障碍与文化桎梏提供了重
要依据。

中国的历史地位、地理环境、文化积淀是中国赶
超西方的现实基础和精神源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
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强盛时
期，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发达，在传统世界格局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以先秦诸子之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为代表
的中国思想自成谱系，世代传承，塑造出中国人强大
的内心世界。加上中国优异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
产、众多的人口等等。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及例证在
近代文献中随处可见，在此不作赘述。特别举出几
个与本论题有联系的资料做一说明。孙中山是提出
赶超欧美的论者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之所以可
以赶超西方，中国历史的几多辉煌是十分重要的前
提条件。他说：“至于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
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
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
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
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②孙中山对中国古代历史
地位的看法是否全面、客观，自当别论，但孙中山通
过弘扬中国古代历史来鼓励与鞭策民众振兴中国的
良苦用心还是值得肯定的。孙中山指出，中华民族
要想复兴，“要想恢复到那样的地位，除了恢复一切
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
并驾齐驱，如果不学欧美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
后”。③时论指出：“历史绝对不曾偏袒任何民族，我
们的祖先也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几千年前欧洲人民
羡慕我们，比我们现在羡慕欧洲还要厉害。没有一
个生理学派或心理学家，敢说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低

于任何民族。地理也绝对未曾辜负过中华民族，我
们有着广袤的幅员，有着温和的气候，德国法国
的所谓‘大陆’，比我们固瞠乎其后，即世界最富
的美国，我们也与之并驾齐驱，略无愧色。为什
么我们不能做一个最优秀的民族，建设一个第一
等的国家呢？”④中国既然具备得天独厚的各种
优势，就不应该悲天悯人，消极无为，而应因势利
导，自我振作。中国的振兴与重新崛起为期不
远，迟早成为现实。

后发优势、民族智慧及辉煌记忆成为中国赶超
欧美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近代先哲们
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体的赶超方案。

从头做起与埋头苦干。这是中国迎头赶上或赶
超欧美的基本态度与方法。长期以来，面对中西之
间巨大的差异，高谈主义与文化，口号与标语充斥报
章，不喜欢从头做起，认为从头做起，缓不济急，缺乏
兴趣与刺激。有论者对之做了批评，强调要迎头赶
上，必须要从头做起。时论指出：“我以为迎头赶
上，还是要从头做起。那就是说，必须迅速地，用加
一倍或几倍的工夫，从头做起，将应做的都做完，然
后追到别人，然后超过别人，那才是真正迎头赶上。
当然，这不是说，凡是人家，或别人的成绩，我们都必
须不问巨细，不问轻重，一一都加以研究或参考，这
是拘泥的从头做起，将永远赶不上人家。我们在从
头做起时，自然有抉择的自由与必要。”⑤迎头赶上
虽然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不从头做起却会使其
快速发展缺乏根基；从头做起必须有选择与突破，否
则永远不可能迎头赶上。有论者指出：“个人认为
学习科学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或则提高社会的文
化标准，或则提高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切切实实的
工作，而不是学时髦，出风头。要迎头赶上别人非得
脚踏实地地从根本上去追赶别人不可。我的意思并

①

②

④

⑤

朱家骅：《如何迎头赶上西方文化》，《文化先锋》１９４３年
第１３期。

③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
６４８、６５７页。

社评：《怎样迎头赶上》，《香港大公报》１９４０年６月
１１日。

长云：《从头做起与迎头赶上》，《正言文艺月刊》１９４１年
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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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放弃最新科学的研习，从两三百年前的西洋科
学起步，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走。我想，一个学科学的
人或是一个学术机关或教育机关某部门的主持人应
该多为人民设想设想，脚踏实地为中国的科学建设
前途而努力。”①这里虽然讨论的是科学研究如何迎
头赶上，但其从头做起与脚踏实地的做法却是一以
贯之的。

学习日本，以其作为中国赶超欧美的示范。众
所周知，日本作为亚洲一个弱小国家，经过明治维新
而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跻身列强行列。日本成功赶
超欧美给国人重大启示，于是学习日本变法自强成
为一种共识。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将康有为认为日本
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与参考。康有为指出：
“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之覆至险可鉴。
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②康有为举例说：
“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
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
虽国势不同，民俗少异，有不可尽用者，则斟酌补苴，
弥缝救正，亦何难焉。”③康有为快速赶超欧美的灵
感大多来自日本的启示。孙中山更是将日本作为中
国的榜样，要求国人以日本为鉴，向日本学习。他
说：“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
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
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
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
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
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
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
家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
以把外国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
害，都一齐消灭。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
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
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
本，就要变成十个强国。”④蒋介石对此也深信不疑，
他多次在演讲中诵读孙中山这段话，并对之做进一
步阐释。他说：“这段话是说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
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我们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
倍，领土比日本大过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
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日本一样的十个列强的

力量那样大了！大家要知道；这是完全凭着事实与
数目字来说明的，决不是泛泛的理想空论，而是实实
在在可以做得到的。要知‘事在人为’与‘双手万
能’的原理，我们大家如果共同一致，努力奋进，我
相信总理遗教，必可由我们手里，在此十年之内实
现，决非难事。”⑤蒋介石坚信，“我们中国人只要
大家照总理这一段遗教发奋努力，我相信只要十
年工夫，一定可以恢复固有的地位，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强国！”⑥

当然方法与手段不仅仅限于这些，近代国人在
赶超欧美的共识之下，无论党派与团体，社会与个
人，每一个爱国志士在各自领域的辛勤耕耘与付出，
其实都是为中国振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在努力。

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多
元化时代。即使一种认同度极高的理论与主张，也
或多或少地引发质疑与批评。要求中国与欧美并驾
齐驱、主张中国要“迎头赶上”的期待与憧憬，自然
也不例外。

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要推动变法，中国之富强即
指日可待。被其反对者讥笑，认为康有为快速赶超
欧美的言论是“喜为新论”，属于痴人说梦，根本不
可能实现。⑦ 晚清名士陈宝暄认为，康有为未免把
政治变革看得太容易了。他说：“今长素甫得志，遽
谓以君权变天下法，三年有成效，亦言之太易也。”⑧
孙中山去世后，其三民主义被国民党奉为意识形态
与最高经典，“迎头赶上”成为官方口号。对此，鲁
迅对之有严厉批评，他将三民主义比喻为“现代中
国圣经”，把“迎头赶上”称之为圣经系统下的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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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⑦

⑧

解俊民：《迎头赶上和脚踏实地》，《科学大众》１９４８年第
１ ～ ６期。

③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汤志钧编：《康有为
政论集》上卷，第２２４、２２３页。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６５９页。
⑥ 蒋介石：《民族复兴之路》，《蒋介石总集》卷１４·演讲，

第３４２、３４１页。
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第

３３８页。
陈宝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２５３页。



近代中国赶超欧美的思想历程

　 　 ９９　　　

“迎头经”。鲁迅说：“中国现代圣经———迎头经曰：
‘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传》曰：
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
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
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
说不行！”①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前途呈现一线曙光，学界热
烈讨论“迎头赶上”这一话题。具体讨论中关于中
国科学率先赶超欧美的话题特别引人注目，大多数
学者对此充满期待。对此，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
文章，提出质疑。他认为，期待与现实是两回事，问
题不在要不要，而在能不能。他说：“当世贤达动喜
引用国父的‘迎头赶上’一语。他们常说：我们要迎
头赶上欧美各先进国的科学成就。‘要’———谁都
知道‘要’，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能不能’，
及‘如何而后能’。只是‘要’，则秦皇汉武都曾要过
长生，结果还不是一?黄土送其终身？盖科学的真
精神，在拟具一步步可行的办法，以达到所‘要’的
目的。假定不从这方面努力，一切的‘要’徒然是不
切实际的空谈。”②华罗庚指出，牛车永远赶不上汽
车，只有飞机才能赶上并超过汽车。他举例说：“自
己坐了牛车，而说我们要‘迎头赶上’汽车，这在谁
都知道是个笑话。我们如果想赶上汽车，必须有较
汽车更速的工具才行。假如我们有了飞机，则岂但
可以赶上就是追过也非难事。我们不妨坦白些说：
若干人所说的迎头赶上，实际上和坐了牛车想赶汽
车相仿佛。因此每次努力之后，仍旧又一次望尘莫
及。”③无数次的期待与憧憬最终都化为失望与泡
影。之所以如此，在华罗庚看来，关键是缺乏“利
器”。所谓“利器”，即机构。“机构朽腐，不灵活，无
效率，不健全，而欲求合正轨的突飞猛进，有如缘木
求鱼，其心态日拙是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求保
现在的距离恐也不可得，更遑论‘赶上’？”④面对时
局，华罗庚对中国科学迎头赶上欧美表现出更多的
悲观与无奈。著名作家沈从文认为，中国读书人与
其他任何人相比较都要天真。天真的表现，不但是
自己喜欢说大话，而且也喜欢当政者发表豪言壮语。
“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
有小小希望的”。这是客观而理性的态度。但是，

“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
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
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老实人下台，继任者自
然要吸取教训，本来需要十年实现的，便说至多需要
三年，话说得既得体，语气与用词又漂亮。这样，读
书人很受鼓舞，执政者得到认可与拥护，众人皆大欢
喜。至于计划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三年能
否实现，均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了，一切依然按照固有
惯性运行。⑤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一直是
其未竟之业。近代先贤前驱的赶超意识与理想蓝
图，不论是多么幼稚与虚幻，却给处于贫穷与屈辱的
民众带来希望与憧憬。不论成败，不畏挫折，振兴中
国，民族复兴始终是近代的主旋律与最强音，激励与
鞭策着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探索者与奋斗者。中
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在屈辱面前俯首称臣，没有在苦
难面前自甘堕落，志士仁人赶超西方、迎头赶上以至
于与其并驾齐驱的设计及信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
精神动力与思想催化。当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
瞩目，前驱先贤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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