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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潘惠祥，男，1975 年生。浙江人，12 歲移民香港。香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亞太研究）畢業，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博士畢業。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憲政史、

知識分子史等。現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兼職講師。

提    要

本文旨在通過研究錢端升前半生之學術與政治實踐，嘗試探討兩者之關係，及豐富近代中

國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譜系。

由於各種原因，一批頗為重要和有影響力的民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未獲深入研究。這

批人物大多集中在政法學界，如王世杰、周鯁生、周炳琳、陶孟和、張奚若、張慰慈、李劍農、

燕樹棠等。就知識分子分類而言，錢端升介乎「議政不參政型」與「參政型」之間。因此，研

究錢端升，有豐富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譜系之意義。

作為政治學家，錢端升一生活躍於學術與政治舞臺，與政治和政治學結下不解之緣。在學

術領域，錢端升自 1924 年哈佛政府學系博士畢業後，歷任清華、北大、中央大學政治學教授。

在抗戰期間擔任北大政治學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由於在學術領域的傑出貢獻，1948 年當選為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政治領域，錢端升一生孜孜追求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國的移植和生根，與其所學專長

高度一致。作為中山先生的信徒，錢端升不僅積極參與現實政治，主張一黨專政，還加入國

民黨，希冀通過翼贊一個現代政黨，改變現代中國。但同時反對黨化教育，主張言論自由、教

育獨立和法治政府。

這三種思想，與上述民國時期學人相較，高度一致。不同之處，集以下各種矛盾思想於

一身，包括：亞里士多德的理想主義、中庸主義、馬基雅維利的現實主義。再加上美國式的樂

觀主義和自由主義。可以說，錢端升思想集上述各種思想之大成。

在民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錢端升屬於另類分子。他集各種矛盾於一身，既提倡理想，

又主張現實；既主張專制，又贊成民主；既贊成中庸，又提倡極權。錢端升思想的矛盾性和複

雜性，反映了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的波譎雲詭。他的思想既是一面棱鏡，又是一個坐標。它

折射出民國時期自由主義思想進程中的一個片段，同時又標示出其政治思想與其他學人之間的

位置和距離。

整體而言，1949 年前的錢端升，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始終堅守著知識分子立場：獨立於權

威和忠於自己的信仰。當現實政治與其學人立場相違背時，力持後者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