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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往学界经常使用的“西学东渐”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为具体到各个国家 的思想文化资源，都不
尽相同，尤其是与“英美传统”和“苏联资源”有异的德国 思想，更是具有鲜明的特性。
同样，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由于接受主体的不 同，往往决定了受者选择趣味与价值取向的重大差
别。
考察德国思想资源之进入现 代中国，留德学人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择现代留德学人 作为研究对象，在具体写作中，将20世纪上半期的马君
武、宗白华、陈铨与冯至作 为重点个案；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考察同时期影响较大的留德学人。
    此前对中国留德学人的叙述和研究主要停留于史实的梳理，极少有对个案的深入探 究，因而缺乏对
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体贴之敬意”；过去对这四位学人 的研究，主要强调了他们作为或革
命者、或美学家、或战国策派代表、或杰出诗人 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
有留学德国背景的现代知识分 子所具有的特殊性。
正是鉴于学界的研究现状，本文将视线收缩，试图通过若干有 代表性的个案，揭示留德学人在中国现
代文化史上的影响与意义。
在个案的选择与 研究中，尽可能考虑到各个不同时代（也注意相同时代的比较）、不同专业背景 （
也注意相同专业的比较）、不同活动范围（也注意相同领域的比较）的相互渗 透，从而突出本文的问
题意识：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
    研究的基本策略是：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以问题出思想；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 个案研究为基础
、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为中国文化寻路命题的回应为中心、以影 响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中德思想
文化关系的建立。
    故此，本文尝试在中德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中，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从留 德学人归国后的
文化史贡献这一角度进行把握，突出他们选择、借鉴和吸收德国资 源后的本土作用，通过文学史、教
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渗透和关联，来追溯其 思想形成，并探讨德国资源在他们观念形成中的作用
。
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西学东渐与德国资源、留学生的文化史意义、中德两国 思想
文化关系的深入分析，为论文勾勒出比较完整而清晰的理论框架。
同时介绍学 界至今为止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确立本论文的研 究思
路以及推进的方向。
    第二章考察德国文化与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实践 的关系。
以“致用”理念来贯穿其早期启蒙翻译活动与日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的思 想发展历程，并将其思想总
结为办理西大的致用大学理念。
    第三章探讨宗白华文化 建国理想的德国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化史意义。
挖掘出长期为“悠闲的美学家”所遮 蔽的，深藏“致用情怀”的宗白华形象，强调宗氏以抗战时代的
《时事新报·学 灯》为平台，集众家之手来实现其文化建国理想。
    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考察陈铨的 “民族文学观”和冯至的“学院写作”与德国文化的关联。
选择这两位经历相近、 专业相同、交游颇多然而遭遇却迥异的朋友，其实有同类比较的思路。
就文学创作 的艺术性来看，陈铨确实要弱冯至一筹。
但若论“入世”的积极与“致用”的情 结，陈铨又胜过冯至。
     在全文撰作中，择出作为德国思想文化象征的歌德，为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提供 共同的话题。
希望通过各位学人对歌德的不同诠释，来说明外来资源的接受，主要 还是取决于受者本身的思想趣味
、价值取向乃至所处的时代背景。
    第六章“结语” 从理论的角度对全文进行梳理。
总结现代留德学人的特点及其文化史意义，分析他们的德国文化观，揭示其利弊所在及其启示，更强
调他们回应时代问题——为中国 文化寻路的成绩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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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资源与留德学人　　西学东渐，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潜在冲击力的
外来思想资源输入方式，其实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开始，“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中断，在两
个多世纪里，缓缓地流淌在雄浑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①。
这其中扮演主角的是远来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
既供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现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②。
传教士的正业应当是传教，但他们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传播西方学术，是他们介入中国语境的一种重
要手段，其功用甚至超出宗教本身。
而就中德文化交流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有论者认为：“在17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汤若望的名声仅次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但这位德
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实际作用，应该说超过利玛窦”③。
就中德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汤若望作为当时享有重要声誉的传教士，德国资源之进入中国，实可以
从他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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