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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前言

　　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
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
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
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
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案亚泉二字为氩、综之省笔。氩是一种惰性化学元素，综在
几何学上无体无面，这两个字原表示自谦之意。可是他没有料到，综在今天已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重
要元素了。）1903年（光绪三十年）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张元济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书室并人商
务，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王云五《小学自然科词书序》称：经他负责
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笔者少时读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就是他编译的。）至今仍在沿用
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不少也是出于他的首创。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所收重要论文三十余篇，
其中四篇是他发表在《亚泉杂志》的文章。由于这些成就，人们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徐寿
以后至20世纪初，成绩卓著的学者。他在主编任上，奖掖后进，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胡愈之回忆在
《东方杂志》当编辑时说，曾得到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见胡
序文《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　　1911年（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
志》笔政，前后凡九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
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他在《东
方杂志》上发表论文达二百篇。其中有些文章，今天读来，仍有一定启迪作用。后人在他去世后，曾
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
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蔡元培也说他“以科
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他在胡适以前，首开以科学方
法治学的风气。虽然今天看来，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少弊端，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
会问题时，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要通情达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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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内容概要

《杜亚泉文存》主要内容：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
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
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
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
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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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作者简介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
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
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
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
杂志编委。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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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书籍目录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代序）王元化
哲学与思想
无极太极论
物质进化论
伦理标准说
接续主义
社会协力主义
爱与争
矛盾之调和
精神救国论
精神救国论（续一）
精神救国论（续二）
论思想战 理性之势力
策消极
死之哲学
游戏与人生
哲学、人生及人生哲学的意义——《人生哲学》绪言
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人生哲学》
第四章 人生问题和人生观——《人生哲学》结论
政治与经济
减政主义 政
党论
革命战争
国家自卫论
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
自治之商榷
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力之调节
天意与民意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
论政策
政争
未来之世局
今后时局之觉悟
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
中国之新生命
劳动主义 知识阶级之团结
金权与兵权
波海会
《亚泉杂志》序
《工艺杂志》序
消极之兴业谈
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 国内调查
教育与社会
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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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国民共同之概念
论中国之社会心理
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
现代文明之弱点
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
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
国民今后之道德
吾人今后之自觉
个人之改革
破除享福之目的
说俭
论今日之教育行政
论今自之教育行政（续）
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
教育之指导
农村之娱乐
东西文化之研究与论辩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
差等法
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
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
迷乱之现代人心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
附（一）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附（二）平佚：《中西文明之评判》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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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章节摘录

　　以上诸说，第一说乃神道设教之意。正以善恶邪正，无可折衷，乃托之于在人类以上者之命而听
从之，其意仍杳冥而无凭准。第二说，则当蒙昧未开之时，听其时杰出之一人之所言，以为行为之准
则，犹之弟子之受命于师而已，而其师之所以辨其善恶邪正者，仍不能无标准也。此两说者，皆有重
外轻内之意。以此为标准，正以未得标准之法，而强立一起点耳。第三以下诸说，或求之于吾心而论
其起源，或按之于当世而考其结果，伦理家皆存其说而无定论。　　今试以我国先哲之言，比较而参
究之。神意之说，小同大异。吾国之学说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日：“惟天降衷下民
，厥有恒性。”所谓天者，原与神无异，不过指在人类以上而主宰之者言之。但吾国学说，以谓天赋
授吾人以为善之良心，人当本此心以行善，故善恶邪正，仍辨之于吾心，非听之于天命也。天意之说
，原属杳渺无凭，苍苍之天，非有谆谆之命，据经典而信为上帝所指示者，不过宗教家之迷信而已。
君主之说，吾国无之，吾国以君主之命令为法律，法律固不可不遵，但法律之与道德异其质性，吾国
固早辨之。道理道德二说。一主本能，一主经验，即我国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宋儒朱陆二派各占一
说。他爱者，以仁为本，而其流弊至于舍己殉人，墨说是矣。自爱者以修身为道之本，以守身为义之
大，其流弊至于自私自利，而与伦理相背，杨说是矣。实利者，道之结果。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大
学以治国平天下为止。尧舜以修己安百姓为病，故伦理之目的，固以人类之安全幸福为期。但据此立
论，亦有专求成效，论利害不论是非，背于伦理之本意者。今之言伦理者，折衷诸说而贯通之，谓伦
理之标准，起于自爱及他爱，由其本能，加以经验，而终以人己之安全幸福为目的。或直接，或间接
，适于此目的者为正为善，不适者为邪为恶，此吾人行为之标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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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解放后
所出版的现代思想史论，对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未置一词。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
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翻阅当时资料，
我颇觉惊讶，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还在重复着这场论战中的一些重要论点。　　——王元
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从梁启超到杜亚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调适
的变革线索。　　——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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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精彩短评

1、与我们所接受的刻板的印象相反，杜亚泉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许多论断即
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能给后人带来无限的启发。
2、真的是一個值得讀的人物，雖然編得有點奇奇怪怪的⋯⋯
3、杜亚泉说中国文化是静的文化，说西方文化是动的文化，颇可寻味。
4、重读，精读。编文集，大类上做分类就忍了，可每个分类下的排列是随机的吗？
5、这书装帧得像是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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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精彩书评

1、王元化认为，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杜亚泉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远远超
过当今一般人。　　杜亚泉是百年前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至今仍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如
铍、镨、铥）不少就是出于他的首创，其温和渐进的思想在当时即与激进思潮格格不入，到了上世纪
下半叶更是湮没无闻。亚泉二字为氩、線（线）之省笔，有自谦之意（氩是惰性化学元素，线在几何
学上无体无面），如今氩已成为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同样地，对杜亚泉也应有一个新环境下的体
察。　　1918年，杜亚泉在《矛盾之调和》一文中说：“吾人既活动于此事理粉糅之世界，自不能不
择一主义以求进行，但选择主义，当求其为心之所安、性之所近者，尤必先定主义而后活动，勿因希
图活动，而始求庇于主义，以蕲声气之应援；且既确定为某种主义矣，则宜诚实履行，勿朝三而暮四
，亦勿假其名义，以为利用之资；而对于相反之主义，不特不宜排斥，更当以宁静之态度，研究其异
同。夫如是，则虽极矛盾之两种主义，遇有机会，未必终无携手之一日，即令永久不能和协，亦不至
相倾相轧，酿成无意识之纷扰也。”　　——有信仰者与机会主义者，在此亦泾渭分明矣。主义云者
，其旨趣本乎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主义之争，只能“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
之”，方能求同存异，会通圆融。此亦大儒大德所为，亦大信士所力行之道。不循此理，则易堕入挟
真理以令民众的“黑洞”，如《1984》中的“大洋国”启示录般的三大法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
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如过来人韦君宜的痛悔（我宣誓时却没有想过这“牺牲一切”竟包括牺牲
自己的良心）。“这一代的中国人怕什么？”某书序文中直言：“我们更怕再提那叫人赴汤蹈火的理
想，因为至终我们总发现只是人家手中的棋子。”　　1912年的《减政主义》一文说：“今各国政府
，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
。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若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
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如王荆公之厉行新政，其意岂不欲便民，
卒以干涉太繁，反为民病，此亦我国政治家之殷鉴也。纪文达有言：‘三代以下，以不扰民为治’，
盖减政主义之先觉者矣。⋯⋯减政主义者，即有所不为以期有为之意，乃以消极之手段，达积极之目
的，似退而实进者也。若今日之政府，则以经济之面目，行其消极之志趣，似进而实退者也。”　　
——这篇文章所表达出的意思，若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要保证社会不会导致专制集权，政府必须
避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预，民间社会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王元化认为，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
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而这种自由思想在其《论思想战》中阐发得更为透彻，并使其和现代民主思
想接上了轨：“吾国民欲发达其思想，而又避免思想战之发生，果由何道乎？一、宜开浚其思想，盖
思想贫乏者，易受眩惑也。二、宜广博其思想。三、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吾人平日主张一种之思
想，偶闻异己之论，在当时确认为毫无价值者，迨吾所主张之思想，研究更深，而此异己之论，忽然
迎面相逢，为吾思想之先导。四、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不明对抗调和之理，而欲乘一时之机会，
极端发表其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祸乱者也。”　　王元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新生命》提
到的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
吾人之所深信也”）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地位。　　上引《矛盾之调
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剖析，较之其后胡适的阐说，启蒙意义不相上下，而1913年的《理性之
势力》一文，则对“道德与思想”的评判标准，做了如下的分析：“人类心理，常缘外界为迁移，故
吾人理性，或被动，或自觉，均不能不受外界之影响。如宗教科条，本非天然之法则，而崇拜既久，
方寸转失其灵明。个人意志，自有一定之轨途，而利害所惑，趋步或易其常态。⋯⋯理性者，常受裁
制于事物，而无制裁事物之权，亦每为时世所转移，而乏转移时世之用。夫欲望理性，初为同源，继
为对待，故文化之浅深，恒视二者方向距离之远近，及其冲突之激烈与否以为准。当夫群情汹涌、众
意愤激之时，常有一种无上之权威，淆是非而乱真伪，此即理性势力之显露，其横暴且有出诸武力上
者。非至事过情迁，祸患昭著，虽有明哲，心知其故，亦慑于此迷误之势力，箝口结舌而莫可如何。
凡世界泯纷之秋，鲜有不呈此态者。”　　杜亚泉在此文篇末，以“四勿”寄望于理性的立言立教：
“儒者著书，哲人觉世，敷陈学理，启迪颛蒙，为理性之前驱，作人民之先导，务宜力求平正，切中
事情，察人民程度以立言，揆世运迁流而立教，勿骛高远，勿尚精深，勿见弹求炙而涉及张皇，勿惩
羹吹薤而流于激烈，庶理性得和平中正之指导，而不致偏倚矫切，贻世界以无穷之纷扰也。孔子言理
性，丁宁反复于中庸之为德。呜呼，此其所以范围天下而不过欤！”　　同样的观点，在《何谓新思
想》中说得更为鲜明：“盖今日之揭橥新思想者，大率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而附之以改造思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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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文存》

造生活之门面语，其对于新思想之解答，诚不过如此也。然依此解答，则思想二字，实不能成立。态
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感情非思想也。⋯⋯意志亦非思想也
。”　　——在杜亚泉看来，当时的所谓新思想者“知识蒙昧，感情热烈”，“或转为守旧之傀儡”
，而“知识明敏，感情冷淡”者，“似为笃于守旧者”，实为“革新之中间”。以此反观近现代中国
社会的发展，以感情和意志代替思想的做法屡见不鲜，前述“逞意气”者果为杜氏所言中，给全社会
带来极大的危害。　　值得一提的，应属《政党论》一篇，杜氏殷殷期望我国将来也能出现两党政制
，在当下政改之声纷繁之际，有其现实的意义：“将来我国之政党，不外通例所有之二种，即保守党
与进步党而已。进步党之主义，不惜牺牲国民之幸福，努力于政治之改革与国势振兴；保守党之主义
，则在惜物力，重习惯，持稳健之方针，以改革政治，增进国势。是二者之主义，孰优孰劣，孰利孰
害，非一时之所能论定。予以谓此二党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助而皆不可缺。进步过骤
，则不免流于危险，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保守过甚，则不免流于退弱，当以进步主义调和之。政党
乎，政党乎，吾当馨香以祝之矣。”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则
揭示了知识阶级者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的弊病，百年之后，仍有针
砭药疗之效：（王元化据此认为，游民和游民文化很少被人涉及，但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
问题）“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
，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
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
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若今后
之智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
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文化
之堕落，智识阶级不能不尸其咎矣。”　　征引既夥，不一而足，且以高力克《调适的启蒙传统》一
文结语概言之：“杜氏在革命时代和商业时代的不同命运，可谓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互动性的一个典型
案例。”　　智性默默流淌，时论甚嚣尘上，智性的静默，是因为它要沉潜于内心，而时论的喧嚣，
如一位诗人所言，是因为“它不如此，以后便没有机会了。”对杜亚泉的再认识，有其特定意义在，
亦有其普遍意义在。一则发幽明于昏暗，一则举一隅以反三，如提倡复古的辜鸿鸣，主张全盘西化的
陈序经，坚守大学独立的梅贻琦，开启性教育先河的张竞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朱谦之，坚持托
派思想的郑超麟，传承自由主义火种的储安平、殷海光⋯⋯如斯逝者，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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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杜亚泉文存》的笔记-第2页

        自吾顶而上之，空气已尽，其境无名，名之曰天。天者其虚境乎，抑实质乎？其为虚境，则长此
虚境，无尽程乎？乘虚而上，靡有底止乎？假令不然，必遇实质。此实质也，有尽程乎？无尽程乎？
吾能步虚，又能蚀实，凿之镕之，钻而过之，实质尽则虚境又来，是故纯虚纯实，何谓尽程；虚实相
间，亦无止境。吾侪人类，一举首而未知之恨事尚多，高明之士，其何以释吾问乎。

2、《杜亚泉文存》的笔记-第7页

        我喜欢他叙述论证的方式，讲的道理都不艰涩，大家都明了。可是却少有人把自然界物质的转换
和思想的变化和汲取联系考虑，因此读来非常有趣。读到思想的碰撞变化，我觉得他就是这么平心静
气却认真地讲出一下这些话，读来非常舒服。无论何种生物，均有新陈代谢之能，则今日之生命，附
此物质而存者，明日则又附他物质而存，而与此物质相离矣，而此物质或为他生物所吸收，则另为他
生命所附丽。心灵之于生命依然。心灵之单位为一观念，盖心灵界中，虽包藏无数之观念，然不能同
时并起于意识界，故仅有数观念联合，入意识界中而为念圜，此念圜之中，又有一念占主位，使他念
从而辅助之，此一念即为注意点，然又不免时时转换，以他念起而代之。一日之间，念之忽起忽落于
吾意识中者，转变迁流，莫可踪迹，而我之主义者，或不知不觉而入他人意识中。 

Page 12



《杜亚泉文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