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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知识界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
在那幕由知识分子主演的历史大剧中，有一段饶有兴味的插曲，这便是世界文学大师杜威被中国知识
界极其隆重地迎在中国游历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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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其全部思想中，杜威教育学说的介绍与应用相对而言最为完整、准确，最
少分歧，在实践中成效也是最大的，但误解也不是没有。
比如蒋梦麟在介绍杜威的伦理学时，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蒋梦麟的讲法就有欠妥的地方。
他把“知”放在前，“行”放在后，只有相对的正确性。
因为在杜威的哲学中，“行”是本体的基本范畴，而“知”不过是一种工具。
可见蒋梦麟对杜威的整体把握还不够，所以他的话难免片面。
后来胡适在讲杜威的教育哲学时，准确地矫正了这些误解，说明“这种行为，自始至终，只是一件贯
串的活动，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知也是外，行也是内；动机也是活动，做出来的结果也是活动。
”所以活动是根本性的。
而陶行知后来“行是知之始”的提法，以至于更名为陶行知，道理也是如此。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问题，接受者主观的原因当然是有的，但杜威本人则要负主要的责任。
因为他在强调教育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忽视了知识教育的独立作用。
不镰，抽象知识最后应该服务于生活，但传授时保持自己相对的“抽象”也属正当、必要，这是分工
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与标志。
杜威看不过传统教育的种种负面作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走到极端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人们理解起
来也就不那么容易。
遗憾的是，即便到了自己学术思想的成熟期，杜威也没有彻底克服这种偏见，所以60年代美国人看到
苏联卫星上天，就把自己国家教育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杜威，倒也并非全无是处。
       无论如何，杜威在中国掀起的教育改造风潮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他所推行的民主教育
、实业教育，对中国的文化普及、新文化运动的纵深发展都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所实行的教育改革在某些基本方面，也并未离开杜威当时的思路。
        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归于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框
架就是建立在杜威教育哲学之上的。
这样说并不过分，只要考虑一下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考虑一下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人
熟悉的那些“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字眼，就会有一定的体会。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杜威那本《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中国各大学教育院系通用
的教材；各师范学校附属学校也均纷纷效仿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做法，改称实验学校，进行教育实
验；1920年杜威在清华大学讲演期间，他特意致函给负责人约翰·克鲁斯，提议把清华大学改为四年
制的大学，并选派一些可造之才到美国留学，此提议很快被采纳；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还
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上出自
杜威的教育原理，比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1922年中国实行的学制改革
，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
教学方法，也都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贯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杜威的夫人奇普曼和两位女公子当时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造出了不少力。
尤其是奇普曼，她在中国协助杜成积极推行教育中的男女平等主义，杜威在南京讲授教育哲学时，她
也做了讲演，其间女子第一次被允许参加她和杜威的讲习班，其贡献的确值得纪念，所以当时她就被
授予了金陵女子学院名誉院长的称号。
1929年中国学生代表团出访纽约，还特意到杜威家看望了奇普曼，并授予了她家一枚勋章，后者成了
奇普曼全家珍贵的纪念品，当然也代表了杜威对中国教育改造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双星荟萃    在中国的文化交流史上，能为华夏民族留下深刻记忆的国外人物并不多见，其中的原因很
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漫长封建社会顽固的闭关政策。
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尽管种种惨痛的记忆永生难忘，中国
还是主动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并留下了较为良好的印象，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屈指算来，其中有来自印度的著名诗人泰戈尔，来自美国的杜威，1922年访华的美籍物理学家爱因
斯坦，杜威的同事克伯屈，来自英国的思想家罗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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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迫于压力还是出于自愿，当时中国人把国外这些著名人物请进来的动机还是明显的，那就是睁
开眼睛之后，发现外面别有洞天，人家有很多东西都比自己强，于是只好放下架子，想向人家学点灵
光的东西。
    接下来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一些青年学子纷纷涌向国外，涌向美国、日本、英国、法兰西等发达国
家。
虽说里面也不乏镀金想法的人，但大部分人的确都抱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大部分人受到重用，并很快在国内折腾出了不小的名堂，新文
化运动就是突出的表现。
这些留学生凭着已经取得的地位和在国外的一些关系，反过来又请来了国外那些著名的学者，或访游
，或讲演，在国人和社会当中激起了阵阵波澜。
大大小小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竞相吐艳，各种西方思潮连同文学作品也随之蜂拥而入，
康德、尼采、培根、达尔文、叔本华等等西方著名思想家成篇累牍地介绍进来，知识分子至少在表面
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光，一些像胡适之流的著名学者甚至还赢得了地方军阀的敬意。
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交流热潮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
一笔，难怪多年之后胡适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不无得意地宣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尚不论胡适的话是否言过其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场运动中他们请来的人物确是重量级的
，因为在当时世界的哲学乃至思想界，杜威是数一数二的，而罗素的地位也与前者不相上下。
能把他们请过来为中国说说话，也的确值得骄傲。
    罗素是在1920年来华的，晚杜威一年有余。
中国学术团体请罗素来华讲学的念头也是由来已久，请到杜威之后他们就开始筹划此事。
在得到罗素的允诺后，为了使国人有所准备，他们还请杜威专门介绍一下罗素的思想。
于是在1919年年末，杜威在北京特意做了“当代三大哲学家”的演讲，包括美国的詹姆士、法国的柏
格森，再有一个就是罗素。
    作为世界思想界的两大巨擘，杜威和罗素两人并不陌生，早在1914年的时候，他们就在美国首次碰
面。
那年4月，哈佛大学著名的形而上学俱乐部举办年会，筹办者同时邀请了这两个人参加。
由于二人相互间慕名已久，初次见面也就显得格外亲热，22日欢迎宴会上还特意坐到了一起，进行了
密切的交谈。
次日宣读论文后，杜威还参加了对罗素论文的讨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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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总是拒绝多于吸纳，中国的落后
，也一直被与这个民族性自然挂起钩来。
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心理并不完全表现为保守和封闭，而一直也
是开放的，像周穆王西巡会王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白马东来”把印度佛教输入到中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
的朋友，谋求与世界的交流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特别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开始了让西学东渐的
艰难进程。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
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
特别是发端于1917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的切磋。
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
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
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
化。
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
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
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被
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
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
，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来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
尔、萧伯纳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
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而
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
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
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
“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
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
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
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
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
我是主张金盘西化的。
”(《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铭、渠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
这两种力量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在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来到中国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争论，
而这些外国思想家的到来只是加剧或重新引发这样的争论而已，争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什么样的文化可
以强国，而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
，国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这样，当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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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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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要论20世纪美国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名人，杜威大概是首屈一指了。
他选择五四时期最有利的时机来华讲学，使他的实验主义（许多人习惯上称之为实用主义）在中国广
泛传播，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产生了信奉其思想和学术的胡适、
蒋梦麟、陶行知、张伯苓等一批有作力、有号召力的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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