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1月 5日，纪念严复诞辰 170周
年“严复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在福州举行。为了进一步做好严复思想的
宣传，为纪念严复诞辰 170 周年营造浓厚
的氛围，特从中节选刊登三位专家的论文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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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首部详细注解诗歌名物的专著，也
是一部关于“诗中之物”的微型百科。收录词条
一百六十余，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酒器、茶
事、香事、文房、佩服、内外日用、仪仗、工艺、纹
样诸类，对诗歌物象的名称、用途、用法、样式、
演变等，推源溯流，扼要阐发；与之对应的考古
实物及图像，则与文字共同构成物象解读。自
西周至清以来，历代诗笔所涉之物的样貌，已
隐没于历史深处，今可借此收获清晰、直观的
解释。

《诗歌名物百例》
扬之水 著 三联书店

本书以崭新的研究视角，对清末言官群体与
朝政关系进行系统考查，就言官制度的发展变化、
言官群体对朝政与社会变局的影响加以论述，同
时又在传统士大夫与社会转型、晚清监察制度的
运行与得失、晚清政派政争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新
的见解。总体看来，这一成果展现了社会变迁如何
促动社会精英群体的发展变化，弥补了相关研究
的虚位和不足。

《言官与晚清政治研究》
郑云波 著 中华书局

黄灯在《去家访》中延续了她在《我的二本学
生》创作中的真诚和恳切，她不远千里去到学生
家中，同吃同住同行，体验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
育所做的艰辛付出。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也贴
近了家长，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贴近
了教育、贴近了当下中国的现实。没有什么是易
得的，哪怕是二本院校，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和
家庭倾力托举。

《去家访》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我而言，一种色彩，就是一种力。我的
画作由四五种色彩构成，它们之间彼此碰撞，
释放出能量感。”对话发生于 1941 年的里昂与
尼斯，发生在艺术评论家皮埃尔·库尔蒂翁与
亨利·马蒂斯之间。早年在巴黎的波希米亚生
活、突破学院派传统的尝试、与艺术商及收藏
家的交往、对技艺的思索、寻求光与色的旅行……
在马蒂斯的叙述中一一浮现，鲜活犹如他绘画
中的色彩。

《闲谈，沉睡的访谈》
亨利·马蒂斯 皮埃尔·库尔蒂翁 著

张慧 译 中信出版社

为救亡而进行思想启蒙是严复
启蒙救国思想的一大特色 严复主张
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引导中国人向西
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
历史潮流的。他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
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
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
的历史经验。

严复于 1885 年 2 月 4 日至 5 月 1
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
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
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
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
瞩目。他首次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
解，主要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
过程中。

出版和发行启蒙思想译著是严复
启蒙救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成果 严复
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
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
这些成果是中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启
蒙思想译著，对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
影响巨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翻译西
方启蒙思想八大名著：《天演论》《原
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
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严
复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在于学习西
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把握历史演进规
律，推动晚清中国走出困境。

提倡社会变革是严复启蒙救国
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 在严复一生所
翻译的 170 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
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
语，这些按语体现了严复对探索近代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辟阐述。

在 政 治 学 方 面 ，主 要 体 现 于 他
1895 年 发 表 于《直 报》的《论 世 变 之
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震
动 一 时 的 政 论 ，以 及 1897 年 创 办 的

《国闻报》，1898 年出版的译著《天演
论》中。

在哲学思想方面，提倡唯物论，宣
传进化论。为了推行维新主张，严复还
针对清末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主张，提出了“体用不二”的原
则。他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

在经济学方面，严复是介绍资产
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到中国来的第
一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严复翻译亚当·斯
密《国富论》开始的。严复译本定名为

《原富》，对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古典
政治经济学起了扫盲和启蒙的作用。

在法学方面，严复的法学思想主
要体现于《法意》的按语上。严复为《法
意》加了许多按语，据统计达 330 条之
多。这些按语内容十分广泛，既有译者
对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各种评述，又
有译者与此相关的中西文化方面的各
种议论。

在社会学方面，严复曾指出《群学
肄言》与《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并
把社会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课程。严复
疾呼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文，提
倡新式教育。主张多办现代学校，引进
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主张把学习
好的学生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
长的人才。

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输入西方的
逻辑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

转变。严复对西方逻辑学的输入，对我
国近代社会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开创了研究逻辑学的新时期，推
动了中国思维科学的发展。二是变阴
阳五行思维为逻辑思维，促进了中国
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三是把西方逻
辑与中国传统正名论相结合，促进了
中国科学用语的精确化。四是对逻辑
术语的翻译定名工作作出了贡献。

继续深化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
研究与宣传 严复启蒙救国思想在当
时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直
到今天仍然具有较大的价值。他不仅搭
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
对西方文明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和
褒扬。因此，要深入挖掘严复的启蒙救
国思想，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更多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严复在逝世前给后人留下“中国
必不亡”的遗嘱，他认为个人的历史不
过是沧海之一粟，国家民族的前途大
业是壮阔的大海、巍峨的高山，为祖国
人民的利益，“则舍己为解”。分居在中
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严复
后人遵循着这一遗嘱，在推动民族复
兴和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积极贡献，
严复学术交流已经成为两岸学术交流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我们纪念严复，缅怀先哲历史功
绩，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
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
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
副会长）

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苏振芳

严复译著 （本组照片由严复翰墨馆提供）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
家，他精心译介的一系列西学著作，除

《天演论》等众所周知的八大“严译名
著”外，《美术通诠》等短篇译作也值得
重视。

1897 年 ，英 国 学 者 倭 斯 弗
（William B. Worsfold）出版了《批评
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riticism）一
书。此书以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及 19 世纪艾迪生、莱辛、库辛、马
修·阿诺德等经典作家为主轴，较为系
统地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
与流变，总结出真实、对称、典型化等
三大文学批评原理及其在近代西方文
学批评中的运用。

1900 年，倭斯弗在《批评原理》基
础 上 增 删 而 成《 文 学 批 评 》

（Judgement in Literature）一书，按专
题共分八章，其中第二章是新增内容，
第一、八章增加了部分新内容，其余部
分的主要观点与前者基本相同。整体
上看，《文学批评》的论旨与前者基本
相同，篇幅大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在
某种程度上就是其简写本。

倭斯弗《文学批评》是当时较为
流行的文学批评入门著作，曾多番重
印，1906 年出版了波兰语译本，1920
年出现在一份高中和大学教材的推
荐书目上。

1906 年初，严复担任中英文《寰
球中国学生报》双月刊的主编及总撰
述，积极为该刊提供稿件。其中，1906

年 12 月—1907 年 6 月，他选译了倭斯
弗《文学批评》前三章《艺术》《文辞》

《古代鉴别》，并附加按语，连载于该刊
第 3、4、5～6期。

通观严复的西学译著，其选择英
文底本的标准与用意各不相同。既有
论旨切合中国救亡急需且便于发挥的
专著，如《天演论》，也有卷帙浩繁、侧
重阐发学理的经典名著，如《原富》《法
意》《穆勒名学》等，还有欧美流行丛书
中篇幅短小、便于流传启蒙的新作，如

《名学浅说》选自伦敦麦克米伦公司的
“科学启蒙丛书”。至于《美术通诠》与
《社会通诠》，则同选自英国登特公司
的“圣殿启蒙丛书”。

从学理上看，严复选译《文学批
评》前三章的主要动因，是基于对美
育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严 复 早 在 1900 年

《原富》按语中指出“移风易俗，莫善
于乐，中西圣哲所论皆同”，深切认识
到艺术在陶冶情操、化民成俗方面的
独特作用。1905 年七八月间，他在《法
意》按语中力陈中国传统教育中美育
缺位的诸多负面影响，首次从国族生
存竞争的高度极力提倡“美术”教育：

“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
求者，则美术是也……使吾国而欲其
民有高尚之精神，詄荡之心意，而于
饮食、衣服、居处、刷饰、词气、容仪，
知静洁治好，为人道之所宜……后此
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
可耳。”

1906 年 6 月 15 日，严复应邀演说
《教授新法》，指出“科学之中大有感
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德育主于
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
术，而智育多用科学”，呼吁重视以往
被 忽 视 的“ 美 术 ”（即“ 艺 术 ”）。1907
年，严译《美术通诠·篇三古代鉴别》有
案语与此相呼应：“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
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
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
无用而置之矣。此迻译是篇所为不容
缓也。”

“文学”是广义“艺术”的一个分
支 ，倭 斯 弗《文 学 批 评》第 一 章《艺
术》，实际上是艺术通论。严复为突出

“美术”教育主题，很可能原计划就是
翻译该书前三章，故在翻译文本中离
开原著书名而另拟题目《美术通诠》，
否则，全书译完，倒显得名不符实了。
这一特殊处理方式，成为严译中的一
个特例。

20 世纪初，虽有少数几位中国学
者在学术研究中大量使用“美术”概
念，也认识到“美术”的功用及其与德
育的关系，而《法意》按语表明，严复是
近代中国提倡美术教育的第一人；《美
术通诠》按语显示，该译著的作意就是
专为提倡美术教育。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
研究中心研究员）

大力倡导美育的严译《美术通诠》
□皮后锋

作为熟谙中西文明的大师，严复站在中西古今交会碰撞的时
代，对人类文明的交流、结合等课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主张
和观念，至今仍然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仍然显示出特殊且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中西文明究竟是相逆的还是相通的？这是晚清时期争论不休
的问题。一些顽固保守派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本质的
差别，根本没有通约性，因而不能进行比较，更不能相互吸收。严
复基于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知，提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
根本上是相通的，因为文明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创造的，
中国人、西方人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而他们创造的文明必然
具有共同性质，所以是相通的。严复提出的文明相通论，对于破除
顽固保守的思维方式、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深远影
响，从而对中国近代文明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西文明既然是相通的，那么自然是可以结合的，问题是该怎
样结合？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文明结合必须“中体西用”，就
是以中国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体，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学习
西方只能学习西方的用，不能学习西方的体。针对这种观点，严复
以牛马为例，指出牛有牛之体，从而有负重之用；马有马之体，从而
有致远之用，因而不可能只取牛用而弃牛体。他认为任何文明都是
体用结合的整体，不能割裂地去学习。

中西文明是相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明可以毫无
选择地吸收。严复崇尚归纳法，他认为，“公例”是最值得信赖的，如
果西方人有的而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但西方人没有，这就不是“公
例”，不是“公例”的文明，则是可变的。因此，那些在中西文明中不
期然而合者，必然是不可背离的，从而是必须选择者，所谓“统新故
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这种观点体现了胸纳百川的博
大气魄，对于近现代中国处理中外文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产生
了积极影响。

严复不仅对中西文明交流、选择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对
于文明发展秩序也提出了真知灼见。严复认为，无论是从天演进化
规律看，还是从万物渐进的变化方式看，抑或从社会演进规律看，
都警示文明的更替宜渐不宜顿，否则社会将动乱难安，因而文明发
展秩序应该是“新旧相以为用”。因而，严复反对那种“悉弃其旧唯
新之谋”的文明发展策略，认为只有坚持新旧兼顾的文明发展秩
序，文明才可能健康地发展，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
且守且进，此其国所以骏发而治安也。”这种“新旧相以为用”的文
明发展秩序论，是严复对人类文明传承、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并
且否定了那种抛弃传统文明的虚无态度，对规范新旧文明关系有
指导意义。

文明也是一种资源，古老的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严复非常重视古老文明的价值，对于如何发掘古老文明
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严复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
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使
那些对中国古老文明有失落感者生出新的希望，而且使那些在
中西文明差异面前无所适从者有了具体的指导，其最值得称道
的价值是，为发掘传统文明资源贡献了一种可操作性范式。总
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严复的文明观蕴含
了丰富、深刻的启示。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严复的文明观
及其当代启示
□李承贵

严复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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