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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梅光迪文录》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干将梅光迪先生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作者当年的一些
文章和作者跟胡适等人的通信，是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一本极好的参考书，对于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
专家学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而言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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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光迪，字迪生，安徽宣城人，1890年出生，1911年赴美留学。
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哈佛大学等，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员干将。
作品有《梅光迪文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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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欧西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
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
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
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　　适成反比例。
工商制造，显而易见者也。
推之万国，无甚差别者也。
得其学理技巧，措之实用，而输进之能事已毕。
吾非谓国人于工商制造已尽得欧西之长，然比较言之，所得为多。
若政制法制，则原于其历史民性，隐藏奥秘，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
于彼者未必适于此，非仅恃模拟而已。
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则原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　　远，窥之益难，采之益宜慎。
故国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
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
病。
惟其难也，故反易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会诡随，窥时俯仰，遂其功利名
誉之野心。
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败，尽人皆知，无待余之哓哓，独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
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
故特揭其假面，窥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非余好为苛论，实不得已耳。
 　　吾国今日，国民性中之弱点，可谓发露无遗，为有史以来所罕睹。
投身社会与用世之士，愈能利用其弱点者，则成功愈速。
盖彼志在成功，至所用成功方法之当否，则不计及也。
循此不返，吾恐非政客滑头之流，不能有所措施于社会，而社会亦为彼等之功利竞争场。
其洁身自好温恭谦让之君子，惟有遁迹远扬，终老山林，或杜门不出，赍志以没，久且以社会之不容
，无观摩继续之效，潜势消灭。
此等人将绝迹于社会，而吾民族之真精神，亦且随之而亡。
思之宁不悚然。
夫不当之方法，用之于他种事业犹有可恕，独不解夫今之所谓提倡学术者，亦不问其方法当否，而惟
以成功为目的，甘自侪于政客滑头之流。
吾于前期“评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已多及此，今兹再论之，亦欲继前期未竟之言也。
夫今之所谓提倡学术者，其学术之多谬误，早为识者所洞悉。
青年学子，无审择之能，受害已为不少，若有健者起，辞而辟之，亦苏格拉底孟轲之徒也。
然其学术之内容，非本篇所可及，故且言其提倡之方法。
盖其学术与其提倡之方法，实有同等之缺憾，欲为补救，二者难分轻重。
或曰，惟其学术不满人意，故其取以提倡之方法，亦多可议之处，然则纠正其方法之失，宁非今日急
务乎。
　　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
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
天才定于降生之时，无讨论之余地，若其训练与精神，则有可言者。
训练之道多端，而其要者有二，曰有师承，曰有专长。
至其精神方面，亦有二者最足以概之，曰严格标准，曰惟真是求。
请得依次讨论，使吾人对于真正学者，得一确当之观念可乎。
 　　为学须有师承，中西学者皆然。
往者吾国一学之倡，皆有人为之大师，授徒讲学，故有所谓“家法”、“心传”者，否则为“野狐禅
”，不与于通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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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西洋学术思想自由，往往一学之中，派别杂出，初学迷惑，莫知所宗，某书某家之优劣，与其发
生之前因后果，非有名师指解，则事倍功半，难期深造。
或误入歧途，终身莫救，世固有以私淑成学，或法已往古人，奋起于千载之后者。
然此或因并世无师，或有之而无亲炙之缘，其艰苦自不待言，非一般学者所乐为也。
吾国最初以西洋学术思想号于众者，大抵速成之留东学生，与夫亡命之徒。
前者急不能待，后者奔走于立宪或革命运动，无暇入彼邦高等以上学校，执弟子礼于名师之门，故于
学术中各家之原原本本长短得失，皆凭其未受训练之眼光以为观察，而又以唤醒国人，刻不容缓，加
之国人程度低下，无需高深，故彼等一知半解之学，亦聊胜于无。
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近年以来，留学欧美者渐多归国，其中虽皆曾受大学教育，而为时太促，尚未能于学术界上有重大之
贡献，而少数捷足之徒，急于用世，不惜忘其学者本来面目，以迎合程度幼稚之社会，而“老不长进
”，十余年前之旧式改革家，亦多从而和之。
故今日所谓学术，不操于欧美归国之士，而操于学无师承之群少年。
若有言真正西洋学术者起，其困难又当倍加。
盖须先打破彼等之“野狐禅”及其“谬种流传”，而后真正西洋学术，乃可言也。
　　凡治一学，必须有彻底研究，于其发达之历史，各派之比较得失，皆当悉其原委，以极上下古今
融会贯通之功，而后能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为独立之鉴别批评。
其关于此学所表示之意见，亦足取信于侪辈，及社会一般之人，此之谓学有专长。
今日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剽袭贩卖为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
未之深究，即为枝枝节节偏隘不全之介绍。
甚或道听途说，毫无主张，如无舵之舟，一任风涛之飘荡然。
故一学说之来，不问其是非真伪，只问其趋时与否，所谓“顺应世界潮流”者，正彼等自认在学术上
不敢自信，徒居被动地位，为他人之应声虫之宣言。
昔之冬烘，开口仁义礼智，尧舜周孔，而实则一无所知。
今人亦开口社会主义，及各种之时髦学说，亦实一无所知，非新式之冬烘而何，京沪各地，无聊文人
，盈千累万，所出之丛书杂志，以包办其所谓新文化者，无虑数十种。
而究其内容，无非陈陈相因，为新式之老生常谈，以彼等而言提倡新文化，岂非羊蒙虎皮乎。
　　在《美国的人文主义》一文中，Mercier教授指出，白璧德的著作在中国备受关注和推崇。
除了认同Mercier的看法，本文还将阐述，一场与由白璧德和莫尔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颇为　　相似的
运动是如何在中国展开的。
　　回首十五年前，白璧德的课程引起了当时正在哈佛钻研哲学和文学作品的中国学生的注意。
此时能意识到白璧德和莫尔及其作品，思想价值的人并不多，中国学生应算是其中之一。
他们将两人与歌德和马修·阿尔诺德相提并论，认为两人以同样无可辩驳的权威指出了“现代社会的
病垢”。
这些中国学生回国之后，便担起了向中国读者推荐并阐释这两位批评家及其作品的任务。
欧美的人文主义者曾付诸六年的努力，将它以理性与文化相结合的运动形式推上了社会历史的舞台；
它所具有的意义不容忽视。
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源于类似的过程。
　　受其特有的各种条件和问题的限制，中国肯定，不能全盘照搬美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模式。
因为缺乏创造性等因素，中国的运动甚至没有自己的名称和标语；但是就许多基本的思想和原则而言
，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为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源泉。
因此，阐述美国人文主义者对其中国学生的影响；研究中国产生这样一种运动的导因并简单评述此次
运动的成败得失，从而对它将来可能有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两点建议；凡是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不单是
西半球或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文明发展的未来），有浓厚兴趣的人，对这些问题的
讨论也一定会持欢迎的态度的。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现代中国人，至少其中严肃认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
着一种思想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境况所带来的煎熬；这种煎熬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无法体会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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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
西方战后的一代是用“天堂之国”的理念来构筑他们的灵魂的，尽管其中也不乏绝望和忧伤。
上个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而国内的领导人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热潮
和革命运动，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便导致了人们对文化传统的置疑，民族自信心也大打折扣。
他们鼓吹的社会政策和个人行为的神圣不可侵犯已变得苍白而空洞，最后甚至连文学和艺术也变得毫
无意义。
在中国，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观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前，中国
是一个优秀而保守的国家，它对古人的尊崇，在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里对法定的权威和中心的依赖，
已经到了一种近似于宗教的痴迷。
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因陌生的突发状况而必须做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总会因准备不足而显得
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西方以寻求光明和向导，因为是西方人使得他们脱离了祖训并遭遇突然性的
变革。
随处可见政治上的瑕疵，社会动荡不安，知识界的混乱以及精神领域的独裁；这些都逃不过任何一个
、哪怕是来自“落后”国家的细心观察者的眼睛。
所谓的民主和科学、效率和进步，其黄金时代早巳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中灰飞烟灭。
　　中国此次运动的发起者在美国留学时可能就已全面研究了自卢梭以后的现代先知，并认真聆听了
这些人类精神医师所作出的诊断和建议的药方。
然而，他们却发现，这些诊断相互矛盾且浮于表面，那些药方也令人怀疑。
这些先觉们要求的不是更好的，而是更多的民主、科学，自由和个人主义。
他们的激进主义事实上并不是要激进地与过去两百年积累下来的现代思想和文化主流相脱离。
他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同时中国的学者以他们惯有的方式在美国逡巡着；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可能也体察并检阅了各
种学术课程的内容；可是他们刻苦的学习带来的却只是更多的不安与焦虑。
　　如果早知道寻得的只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启蒙，中国的寻宝英雄们或许就会安心地呆在国内了。
因此，白壁德和莫尔教授对他们来说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他们发现白璧德刚刚出版的三卷作品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以及他们对白璧德的课程投入的巨大热情，至
今仍在人们的脑海中留有清晰的印象。
一天，一位年纪尚轻的中国学生公开承认，十年前，当他觉得所谓的“中国复兴”的领袖们引进并鼓
吹的许多新思想十分幼稚且不可靠时，当时备受关注的《卢梭和浪漫主义》给他带来了新的启示；不
过，它也没能解释他心中的逆反情绪来源于何处。
近十五年来，几乎所有到哈佛学习文学与哲学的中国学生都要听一听白璧德的课；他的中国学生的数
量，尽管仍然不是太多，却已送东西来吃，可惜我消化不良不能多吃耳。
李医生尤好（未请周医生因周医生自己病危）。
谢幼伟太太也送过东西。
妈妈不必再打回来主意，因我不久可到重庆，七月初你们放暑假，我们一同回遵义，遵义所以不好者
在物价太高，以后时局决不至再有紧张，　　此祝幸福!爹爹　二、十九　　妈妈何以久不写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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