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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的
珍
藏
，
作
用
不
僅
僅
是
展
示
與
收
藏
，
更
重
要
的

使
命
，
是
分
享
。
基
於
這
樣
的
原
則
，
中
大
圖
書
館
將
諸
多
珍

貴
展
品
呈
現
在
市
民
面
前
。
約
一
百
二
十
件
；
展
品
年
代
跨
度

超
過
三
千
五
百
年
，
由
商
代
︵
約
公
元
前
一
六
七
五
至
一
○
二

九
︶
五
十
六
片
甲
骨
︵
為
全
港
最
豐
富
的
甲
骨
藏
品
︶、
古
籍
善

本
，
以
至
清
代
至
當
代
名
家
如
康
有
為
、
周
作
人
、
錢
穆
、
朱

光
潛
、
錢
鍾
書
等
的
書
畫
、
手
稿
及
信
函
，
將
與
大
眾
見
面
。

文
明
的
交
匯

展
覽
中
，
不
少
展
品
還
展
現
了
東
西
方
文
明
的
交
匯
特
徵
。

中
國
雕
版
印
刷
術
不
單
止
於
本
土
發
展
，
亦
傳
播
至
鄰
近
國

家
，
其
中
以
日
本
和
朝
鮮
最
受
影
響
。
然
兩
國
雖
受
中
國
印
刷

術
之
影
響
，
但
在
印
刷
風
格
及
用
紙
方
面
，
卻
各
具
特
色
。
大

學
圖
書
館
所
藏
之
日
本
刻
本
有
四
十
六
種
五
○
六
冊
，
朝
鮮
刻

本
則
有
十
種
一
四
二
九
冊
。
其
中
以
朝
鮮
刻
本
之
︽
高
麗
藏
︾

最
具
特
色
。
︽
高
麗
藏
︾
刻
於
朝
鮮
高
宗
二
十
三
年
至
三
十
八

年
︵
一
二
三
六
至
一
二
五
一
︶，
至
今
板
片
仍
然
保
存
。
館
藏

︽
高
麗
藏
︾
疑
為
於
隆
熙
三
年
︵
一
九
○
九
︶
據
原
板
片
重
印
，

全
藏
黃
色
經
文
紙
印
刷
，
橙
黃
厚
紙
封
面
，
紅
絹
包
角
，
古
雅

莊
嚴
。

塞
爾
蘇
斯
︵
約25

B
.C
.-45

A
.D
.

︶
被
譽
為
最
偉
大
的
羅
馬
醫

學
作
家
之
一
，
傳
世
的
︽
論
醫
學
︾︵
一
四
七
八
︶
是
公
認
最
佳

的
醫
學
經
典
，
也
是
最
早
印
刷
的
醫
學
書
之
一
。
本
書
共
有
八

冊
，
詳
細
闡
釋
醫
學
、
外
科
學
等
相
關
題
目
，
自
一
四
七
八
年

出
版
後
，
共
有
超
過
五
十
多
種
拉
丁
文
及
歐
洲
語
文
的
譯
本
。

館
藏
版
本
是
刊
於
一
四
九
三
的
﹁
搖
籃
本
﹂︵
泛
指
印
於
一
五
○

一
年
以
前
的
西
文
書
籍
︶，
保
留
了
從
手
稿
過
渡
到
印
刷
本
的
特

色
。
本
書
是
館
藏
年
代
最
早
的
西
文
書
。

張
蔭
桓
︵
一
八
三
七
至
一
九
○
○
︶，
字
皓
巒
，
號
樵
野
，
廣

東
南
海
人
。
累
官
至
戶
部
左
侍
郎
，
先
後
兼
署
工
、
刑
、
兵
、

禮
、
吏
部
。
清
光
緒
年
間
出
使
美
國
、
西
班
牙
及
秘
魯
。
一
八

九
五
年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
中
國
戰
敗
，
獲
派
赴
日
本
乞
和
。
後

因
同
情
戊
戌
變
法
而
獲
罪
，
謫
戍
新
疆
，
慘
遭
處
決
，
後
得
平

反
，
追
復
官
銜
。
著
有
︽
三
洲
日
記
︾
及
︽
張
蔭
桓
日
記
︾。
張

氏
故
舊
、
同
僚
於
晚
清
所
致
張
氏
詩
詞
、
信
札
八
冊
，
二
○
○

八
年
歸
圖
書
館
。
作
者
數
十
人
，
有
陳
蘭
彬
、
李
瀚
章
、
杜
貴

墀
、
周
㞫
祺
、
方
昌
翰
、
王
加
敏
、
向
光
謙
、
李
慶
翱
、
唐
啟

蔭
、
何
如
璋
、
鮑
瑞
駿
、
薛
福
辰
、
楊
宗
濂
等
，
內
容
多
涉
公

務
，
並
有
詩
詞
贈
答
，
為
研
究
晚
清
歷
史
學
者
提
供
第
一
手
資

料
。

見
證
革
命
史

孫
科
︵
一
八
九
一
至
一
九
七
三
︶，
字
哲
生
，
孫
中
山
哲
嗣
，

夏
威
夷
受
業
，
留
學
美
國
，
一
九
一
七
年
回
國
，
參
與
護
法
運

動
，
一
九
一
九
年
獲
派
在
澳
門
設
辦
事
處
，
翌
年
又
奉
命
與
朱

執
信
、
古
應
芬
在
香
港
組
織
機
關
，
支
援
革
命
工
作
，
孫
科
總

管
財
務
。

一
九
二
○
年
，
孫
科
奉
命
在
香
港
設
立
機
構
，
支
援
討
伐
桂

系
軍
閥
莫
榮
新
。
︽
孫
哲
生
先
生
年
譜
︾
載
︿
孫
哲
生
先
生
口

述
傳
記
﹀，
孫
科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二
次
受
訪
時

憶
述
：
﹁
當
時
的
香
港
政
府
已
不
過
問
，
我
們
的
活
動
也
公
開

了
。
﹂
因
為
香
港
政
府
的
寬
鬆
態
度
，
孫
科
籌
辦
的
機
構
便
能

利
用
香
港
的
通
訊
方
便
，
聯
繫
世
界
各
地
，
互
通
革
命
訊
息
，

籌
募
捐
款
，
並
借
助
香
港
的
地
理
優
勢
、
地
方
資
源
而
自
由
運

送
糧
餉
、
軍
需
物
資
以
支
援
粵
地
民
團
起
義
，
為
護
法
運
動
作

出
貢
獻
。
︽
黏
存
簿
︾
存
收
支
單
據
三
二
四
份
，
所
涉
革
命
志

士
逾
七
十
人
，
風
起
雲
湧
、
瞬
息
萬
變
的
二
十
年
代
中
國
政

局
，
亦
從
保
存
下
來
的
文
獻
而
得
見
一
鱗
半
爪
。

︽
黏
存
簿
︾
一
冊
，
黏
存
收
支
單
據
三
二
四
份
，
其
中
十
三

份
日
期
未
詳
，
其
餘
皆
立
於
一
九
二
○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為
孫
科
、
古
應
芬
、
朱
執
信
、
吳
鐵
城
等
在
香
港

活
動
的
收
支
帳
項
，
有
電
報
費

、
租
用
船
隻
費
、
軍
費
、
虎
門

艦
隊
伙
食
費
、
飛
機
隊
費
、
衣
物
交
通
雜
費
、
澳
門
辦
事
處
伙

食
費
及
捐
款
等
，
應
與
孫
科
及
其
他
革
命
志
士
當
年
為
配
合
討

伐
桂
系
軍
閥
、
部
署
陳
炯
明
率
領
粵
軍
回
粵
，
而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支
援
行
動
有
關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一
九
五
二
年
刊
行
，
其
創
刊
詞
以
﹁
負

起
時
代
責
任
﹂
為
題
，
說
明
出
版
目
的
，
乃
為
當
時
遇
到
的
國

家
問
題
而
肩
負
時
代
責
任
，
主
辦
一
份
屬
於
學
生
、
而
為
海
內

外
中
國
學
生
服
務
的
周
報
。
周
報
於
二
○
○
二
及
二
○
○
八
年

歸
圖
書
館
，
一
九
九
七
年
，
盧
瑋
鑾
按
不
同
主
題
選
輯
其
中
文

章
，
出
版
︽
舊
路
行
人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文
輯
︾，
於
︿
後
記
﹀

介
紹
云
：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是
一
份
以
中
學
生
、
大
專
生
及

青
少
年
為
讀
者
對
象
的
綜
合
報
紙
。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停
刊
，
前
後
刊
了
二

十
二
年
，
屬
友
聯
出
版
社
出
版
眾
多
刊
物
之
一
。
這
份
刊
物
，

在
很
多
香
港
中
年
知
識
分
子
心
中
，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

香
港
名
人
薈

李
景
康
︵
一
八
九
○
至
一
九
六
○
︶，
號
鳳
坡
，
書

齋
曰
﹁
百
壺
山
館
﹂。
廣
東
南
海
人
。
香
港
大
學
文
科

畢
業
，
一
九
二
六
至
一
九
四
二
年
任
香
港
官
立
漢
文
中

學
︵
今
名
金
文
泰
中
學
︶
校
長
，
致
力
倡
導
中
文
教

育
。
戰
後
主
持
學
海
書
樓
及
碩
果
社
，
活
躍
粵
港
文
壇

四
十
年
。
李
氏
一
生
酷
愛
詩
書
繪
事
，
擅
寫
楷
書
，
偶

作
小
篆
，
喜
畫
梅
花
、
墨
蝶
及
墨
水
龍
，
尤
愛
梅
花
。

李
氏
一
九
三
○
年
寫
︽
墨
蝶
圖
︾，
題
清
孫
原
湘
天
真

閣
集
句
及
其
本
人
詞
一
闋
，
戰
後
重
檢
畫
圖
，
再
集
孫

原
湘
妻
席
佩
蘭
七
言
絕
句
十
一
首
，
並
邀
碩
果
社
社
盟

題
詩
。
碩
果
社
一
九
四
五
年
由
伍
憲
子
、
黃
偉
伯
、
馮

漸
逵
及
謝
焜
彝
創
立
，
至
一
九
六
三
年
刊
行
詩
輯
九
集
，
錄
七

十
多
人
詩
詞
，
人
物
薈
萃
，
為
香
港
重
要
詩
社
。
李
氏
喜
藏
宜

興
紫
砂
茶
壺
，
書
齋
曰
﹁
百
壺
山
館
﹂，
曾
與
張
虹
合
著
︽
陽
羡

砂
壺
圖
考
︾，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成
書
並
出
版
上
卷
，
為
砂
壺
權
威

著
述
。

拓
本
是
指
從
刻
有
文
字
或
圖
像
的
金
、
石
、
木
等
刻
物
上
，

用
紙
墨
椎
拓
而
成
的
副
本
。
展
品
中
︽
孝
堂
山
郭
氏
祠
堂
畫
象
︾

及
︽
武
梁
祠
石
刻
拓
本
︾
分
別
是
整
張
及
剪
裝
本
之
圖
像
拓
本

之
例
。
文
字
拓
本
中
，
可
分
為
碑
與
帖
兩
大
類
。
︽
聖
教
序
︾

是
唐
代
所
立
之
碑
，
由
懷
仁
從
唐
內
府
所
藏
王
羲
之
墨
蹟
中
集

字
而
成
，
現
存
西
安
碑
林
。

帖
亦
稱
為
法
帖
，
包
括
單
帖
及
叢
帖
。
單
帖
是
指
單
刻
一
家

之
一
帖
者
，
如
顏
真
卿
︵
七
○
九
至
七
八
五
︶
的
︽
爭
座
位

稿
︾。
叢
帖
則
是
匯
集
一
位
或
以
上
書
家
的
多
種
書
蹟
模
刻
而

成
。
在
眾
多
叢
帖
中
，
原
刻
於
北
宋
淳
化
三
年
︵
九
九
二
︶，

由
太
宗
趙
炅
︵
九
三
九
至
九
九
七
︶
命
王
著
甄
選
內
府
藏
歷
代

名
人
法
書
摹
刻
的
︽
淳
化
閣
帖
︾
十
卷
，
因
年
代
最
早
，
被
視

為
﹁
法
帖
之
祖
﹂。
至
宋
徽
宗
趙
佶
︵
一
○
八
二
至
一
一
三
五
︶

時
，
鑒
於
︽
淳
化
閣
帖
︾
刻
版
斷
裂
，
命
蔡
京
︵
一
○
四
七
至

一
一
二
六
︶
等
更
定
編
次
重
刻
，
成
於
大
觀
三
年
︵
一
一
○

九
︶，
即
︽
大
觀
帖
︾，
版
面
較
︽
淳
化
閣
帖
︾
高
寸
餘
。
自
官

刻
法
帖
問
世
後
，
士
人
間
亦
蔚
然
成
風
，
其
中
明
代
由
吳
門
四

家
之
一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至
一
五
五
九
︶
編
定
之
︽
停
雲
館

帖
︾，
以
編
審
與
模
刻
之
質
量
論
之
，
可
說
罕
出
其
右
者
。
碑
與

帖
在
古
代
書
法
的
傳
承
中
，
都
負
起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無論是正在㠥力於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香港，還是
處於改革攻堅階段的內地，或許可以回看一下中國
現當代著名的思想家、經濟學家顧準的學術成就、
探索歷程與人格豐碑。
當中國經濟在計劃時代中艱難前行時，顧準第一

個發出了走向商品、走向市場的號角。這在當時是
離經叛道，但卻為後來的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石。精
通外語的他，翻譯了大量學術著作， 也寫下了不少
自己對現實家國的思考與探知。《希臘城邦制度》、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都成為後來的人文社會
科學學者們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工具。
民主與科學的關係，在顧準《科學與民主》一文

中有㠥較為詳盡的論述。關於民主，他不盲從、膜
拜民主的話語和概念。他認為，民主必須建立在科
學、啟蒙的基礎上，必須是一套完整和均衡的制度
設計。他將制度的民主化視為政治體制生命力的延
續與精髓。因而，在顧準的民主思想框架中，制度
設計是以科學化的理論與思維構成的，民主的政治
現實必需建立在科學的普及與了解上。這裡的「科
學」，是民主化制度本身所具備的民眾素養——啟
蒙。惟有啟蒙才能帶來科學化的制度設計，才能帶
來包容。顧準的探索，打破了民主的崇拜，從而顛
覆了一直以來將「民主救亡」視為近現代中國歷史
主軸的歷史話語模式。故而，顧準的《科學與民

主》，實質上是在探討啟蒙與救亡、革命與人道的關
係。在顧準所處的時代中，民主與科學的位置排序
裡，民主往往優先於科學。但顧準就民主與科學的
關係得出過自己的結論：惟有立足於科學精神之上
的民主才是一種可靠的民主。
顧準的思想價值，不僅僅是對自身時代的理性解

構，更是超越歷史與未來的文化反思。他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解讀與認識，提出了一套面對歷史遺產，
進行拆解的方法和觀念；他對意識形態與現實對應
所形成的理論概念、內涵甚至價值的反省，構成了
後來學界對「民主」、「自由」等名詞進行再定義、
再討論的基礎。以顧準的「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

的只是進步」一語作為概括，便是對其思想的一種
傳承與深化——與其局限在不同的理念、詞彙爭議
中，不如去具體地解決實際問題，畢竟，「空談誤
國，實幹興邦」。
科學不是無休止的爭論，不是唯我獨尊的理念化

身，而是真誠的傾聽與對話，是對不同利益訴求群
體的整合與妥協。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民主膜拜
已經成為一種時髦，回看顧準——這位被學界推崇
的中國社科元老的思想先鋒，或許能夠給置身於民
主聲浪中的所有人一種新穎、冷靜和全面的思考。
這或許就是顧準在當下給我們的最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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