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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风云人物书系·《张东荪传》，一个在历史拐弯处被甩掉的名字，一个被遗忘半个世纪的风云人
物，1930年之前五十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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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玉河，原籍安徽萧县，1964年10月生于河南新乡，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出版有《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一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失去的机遇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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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幼年失怙研佛学，留学东洋觅新知
　官宦世家，书番门第
　偶读佛经，突生痴想
　东渡日本，接受新知
二　动了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
　参加临时政府，评议民初政治
　创办《正谊》与《中华杂志》，主张内阁制和法治国论
　坚持立宪与共和立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力主孙梁联合，提出贤人政治
三　决然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
　主笔《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
　发刊《解放与改造》，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
　主持中国公学，经营文化据点
四　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引发社会主义论战
　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参与筹备共产主义小组
　内地旅游得“教训”，引发社会主义论战
　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两派争论焦点之评判，社会主义阵营的分野
五　彻底输入西洋文明，沟通与调和中西文化
　参加五四文化论战，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
　提倡“理智主义”，补救社会“畸形状态”
　增强主体的健全，恢复固有的文化
　沟通中西文化。
划定各自范围
六　尝试建构新哲学，完善多元认识论
　参加“科玄论战”，阐明科学与哲学关系
　从认识论入手，尝试建立“新哲学”
　修正康德认识论学说。
创立并完善“多元认识论”
　介绍西方价值学说，提出“文化”的道德观
七　非难马克思主义哲学，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
　非难唯物论，攻击唯物史观
　捍卫“纯粹哲学”。
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
　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八　组织国家社会党，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
　激于义愤，组织国家社会党
　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
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
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
九　积极参加抗战，不屈日寇淫威
　最早响应《八一宣言》，秘密与中共合作抗日
　不屈日寇淫威。
重新与中共建立联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东荪传>>

十　旧政协的座上客，中问路线的倡导者
　赞同建立联合政府，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努力调和国共冲突
　折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十一　主张“新型民主”，参与北平和谈
　讨论“中国出路”问题，提出“新型民主”主张
　继续与中共联系，参与北平和谈
　筹备新政协会议，入选中央人民政府
十二　令人震惊的“叛国”案，晚年的孤独与思索
　民盟中的“小集团”，令人震惊的“叛国”案
　作诗寄托晚年愁，八十老翁再入狱
张东荪年谱简编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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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幼年失怙研佛学，留学东洋觅新知　　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
自号东荪，浙江钱塘县人。
　　钱塘县清代属杭州府。
杭州府为浙江省的省会，辖仁和（附郭，城北）、钱塘（附郭，城南）、海宁、富阳、余杭、临安、
于潜、新城、昌化9县。
钱塘县与仁和县同驻杭州城（今杭州城区），同为府治。
钱塘辖附郭和城南一带；仁和辖附郭和城北一带。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2凡两县合并改名杭县。
1927年5月，划城区置杭州市。
解放初，县治迁拱震桥。
1958年裁县入杭州市及余杭县。
　　近代的杭州，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人物。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1890年中进士，任礼部主事，与张东荪的哥哥
张尔田交往密切。
孙宝琦（1867～1931），晚年自署孟晋老人，曾任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王克敏（1873～1945），1903
年乡试中举，被派到日本任留学日本浙江学生监督，后改为驻日公使参赞，1913年去法国，后任北洋
政府财政总长。
此外还有陈叔同、陈蝶仙等人。
　　据张家保存下来的《增订张氏近世考》（后半本）记载，张氏12代以前姓陈，后来过继给张家，
从此便姓张。
对此，张尔田说：“张系海宁陈，明万历间，有讳世荣者育张，遂后之，始迁郡城，籍钱唐，为其县
人。
”张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到第五世时，家族始显贵。
　　“五传至映辰，以文学受知高宗纯皇帝，位终兵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族始大。
”第六世张云敖，在清代文界颇有名气。
据邓之诚作《张君孟劬别传》称：“先世藻川侍郎始贵，侍郎子仲雅撰《选言胶言》以文学显。
”杭县人夏循自作《张先生孟劬传》，也称：“清嘉道间有云敖先生，号简松，精选学者，其高祖也
。
”从侍郎以下到张尔田、张东荪兄弟，共五世，“皆仕宦，代有撰述，称为清门”。
　　张云敖有四子，即第七世张裴、张褒、张裕和张世均。
张裴字眷三，号补梅，是云敖的长子，曾做过苏嘉定县知县苏泰州知州，他有四子：开保、承保、之
杲、之豫。
三子张之杲，这便是张东荪的祖父，号东甫公，生于乾隆壬子五月二十三日（1792年7月11日），钱塘
县附贡生，遵酌增常例，报捐知县，分发江苏。
1830年署华亭县知县，1832年起先后任江苏嘉定、吴江、阳湖、长州、元和等县知县。
1843年升授泰州知州；任泰州知州达10年之久。
1853年，太平军先后攻陷江宁（南京）和扬州；1853年9月，张之杲守卫泰州，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
。
1857年奉旨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被清廷追赠道衔，赐祭葬，恩荫一子，以知县归
部候选。
1886年，奉旨崇祀泰州名宦祠。
遗著有《初日山房诗集》六卷和《泰州保卫记》一卷。
　　张之杲有三子：上运、上绶和上禾。
上运、上绶幼年夭折。
当时仅存幺子上禾，这便是张东荪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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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上禾，字子盛，生于道光己亥三月十三日（1839年4月26日），其幼年失母，聪颖好学，“君生乳抱
失母。
徇斋孺慕亢亢，熊角不侪凡，僮及长，益刮于学，出语惊。
”当张之杲病逝时，上禾年仅15岁，补杭州府博士弟子。
“屡逐群士秋贡。
君文高，不中程辄踬。
”他没有能够通过正常的科举取得功名，只好以父亲的军功候补知县。
1969年选授直隶昌黎县知县，此时年已30岁。
1871年调补博野县知县，“博野瘠邑，民悍，窝盗，名难治。
君下车，擒大猾，县大惊。
桀者挺劫官牙，君又擒之，一绳以法。
愈治，则庀（治理）庠校，增膏廪，鹕习斋之学，淑人再积。
”很有政绩。
1874年调署抚宁县知县，得遇李鸿章，李曾惊日：“君儒者，乃此耶？
”意欲提升，但由于其他官员的嫉妒和攻击而作罢。
1881年调补塞北万全县知县。
1886年调署内邱县知县。
后又调任静海、获鹿知县。
　　张上禾的元配夫人为杨氏，福建城县人，娶进张家后不久病逝，年仅25岁，没有子女；随后，上
禾与江西的万氏订婚，但未来得及迎娶，万氏便殇；接着又续娶陈氏。
陈氏为同里人顺天府府丞陈宝禾的女儿，山东候补盐大使陈璋的胞妹，在张上禾任昌黎、博野县知县
期间，迎娶陈氏。
1874年3月17日，其长子张尔田生，后来又生有二子，均不满2岁即殇。
　　1886年12月9日（光绪丙戌十一月十四日），张上禾的第四子出生，这便是张东荪。
张东荪，原名张万田，字圣心，是张家“田”字辈。
“东荪”是后来他自己取的名字，意为：东甫公的孙子，表示对祖父为人与功业的敬仰。
张东荪出生于直隶其父刚刚赴新任的内邱县。
童年时期的张东荪似在北方内邱、静海等地县衙中度过的。
父亲当了一辈子县令，虽时时想进取，并为政清廉，颇有政绩，并被曾国藩称为“儒吏”，也曾得李
鸿章和王文绍的赏识，但由于清朝官场腐败，官员间相互倾轧，他失去了多次提升的机会，一辈子只
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低级官员。
由于官场不得意，张上禾对于政事也并不关注，喜欢诗文，尤其在词学方面，很有造诣。
清朝的地方官，薪俸低微，生活是很清贫的。
　　清朝官场的腐败，给张东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据后来张东荪向其孙子讲：县衙脏得很，落满了鸟粪。
他亲眼见，原告被告上来，不问话先打板子。
张东荪曾好奇地问其父：为什么要这样？
其父回答说：“刁民喜讼”。
根据他的经验，凡是喜欢打官司的没有几个良民，多是些刁民，上来先揍一顿，准没有错。
　　1893年1月25日，张东荪的母亲陈氏不幸病逝，年仅40岁。
张上禾带着张尔田和张东荪扶棺回籍，将陈氏葬在浙江丁家山祖坟。
幼年丧母，对张东荪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在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其早年的情感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按清朝的制度，即使在外地为官的子弟，也必须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如不回本籍，就无法参加
县试和乡试。
张尔田到了科举考试的年龄，必须回原籍。
但目前尚不知张尔田是何时回的原籍，是何时取得的功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东荪传>>

1893年张尔田与张东荪兄弟此次回原籍葬母，可能再没有随父回获鹿，而是留在钱塘原籍读书，张尔
田自然担负起教育东荪学习的任务。
　　张东荪的哥哥张尔田，字孟劬，自幼聪明，承袭家学。
早年有文名，中过举人，曾任刑部主事、知县等职。
杭县人夏循自作《张先生孟劬传》称：“先生生而敏慧，读书过目成诵。
幼承家学，潜研文史，不事帖括。
”邓之诚作《张君孟劬别传》称：“君少以辞章擅名，为文规摹六朝，诗逼似玉溪。
从官直隶，以例监生入试北闱，被放，旋依例为刑部主事，改官江苏试用知府。
”又称他：“深思力学，无所师承，而卓然名家。
少尝从武进屠寄、固始秦树声、长洲章钰学制艺文，比声名既盛，君所师者，或转欲师之，然君终身
执弟子礼不改。
”辛亥革命后，“专心著作，于学无所不窥。
”主要著作有《史微》八卷，《玉溪生年谱》四卷，《列朝后妃传》二卷，《蒙古源流笺证》八卷和
《钱大昕学案》二卷。
据邓之诚说，民国初年张尔田“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孙德谦齐名交好，人目为海上三子。
”　　可见，张尔田在晚清便以文史著称于时。
他比张东荪大了12岁，自然成为其启蒙老师，督责他研习经籍，进行正统儒学的教育。
1893年，母亲陈氏去世时，张尔田已20岁，张东荪年仅8岁，照顾和抚养张东荪的任务便落到张尔田身
上。
张尔田个人婚姻也颇不顺利，其妻为其舅陈少嘉的长女，算是亲表兄妹，可惜刚过门就病逝，年仅16
岁；继娶潘氏。
但一直没有子女。
他性格忧郁，一生郁郁寡欢，但为人忠厚，也颇有文士多愁善感之慨。
既对其弟曾进行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在立言、立德等方面，为张东荪树立了-个学问和道德的楷模。
夏氏说：“先生幼而失恃，介弟东荪，年在辔觳，庭训之余，抚教并施，友于至笃。
迨其授室，雍睦之称，遍于戚党⋯⋯阃门内外，迄无间言。
其刑于之化，孰能及之。
至若接人以诚，苟属知交，咸生敬慕。
其启迪后进，孜孜不倦。
平生寡嗜欲，自奉约而与人厚。
　　张东荪在父、兄督责下，自幼受过正统儒学的系统训练，儒家的经典如四书、五经等都进行过认
真研读，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
不仅如此，自幼所受的严格的儒家经典的教育和深厚而持久的儒家道德思想的熏习，形成了他最初的
道德观和人格气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张东荪后来的思想和行为。
中国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注重个人道德人格的修养的意识、居安思危、不
畏强权的气节等等，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儒家所注重的道德主义、中庸思想等等，也在他身上有体现，也影响了张东荪一生的言行和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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