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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
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
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
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
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
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
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
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
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
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
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
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
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
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
风。
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
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
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
不够深切而已。
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
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
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
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
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
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
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
有清一代。
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
，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
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
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
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
”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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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著名学者。
    本书展现严复一生的心路历程和学术活动，着重对他早年求学经历、维新文化观、西学译述、老庄
评语及其中西文化观等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重新解释了他的晚年思想，从而将这位文化巨子的
历史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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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哲生，1962年出生于长沙。
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博士学位。
随即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3年5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新文化运动史和民国学术史研究。
现已发表专业论文五十余篇，著有《新文化的源流与超向》、《自由主义之——胡适思想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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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刺、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
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
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
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①。
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
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
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
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
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炼，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
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
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
者，无所专尚也。
”①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
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
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
年号愈懋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
民国时期，因侯官并人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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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约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尹飞舟、陈晋两兄盛情向“国学大师丛书”执行编委钱宏君推荐，希望
他能收揽我为丛书的作者之一。
钱宏君随即将丛书的体例详告于我。
当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杂事繁多，来不及细密考虑和认真查找有关资料，随即选定《严复评传
》。
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适思想研究》，自己只得先全力以赴修改、扩充博
士论文，忙了半年多时间，书稿杀青后，又赶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
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
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
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自己也许可资利用。
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
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
的困难不少。
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
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
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
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轼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
周先生离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
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份量的研究著作。
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
王轼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
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
史华慈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
部关系鲜有论及。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人这项工作。
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
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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