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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约毋庸置疑。
韩明谟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中，就将他列为中国社会学“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
之一（另三家为孙本文、陈达和费孝通）。
与此同时，他还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生学家、性心理学家，有成绩的民族学家和重要的社会史家
。
作为学者的潘光旦，可以说既学有专攻，又博识多能，属于那种思想敏锐、特色独具而又积极用世的
“学术大家”一类。
　　记得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社会史研究潮流刚刚兴起之时，我和许多青年学子一
样，都经历过一个热心“悦读”潘光旦和费孝通著作的时期。
潘氏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两书和费氏的《乡土中国》等书，堪称那
个时代社会学与历史学互相滋养的代表之作，它们曾带给无数雄心勃勃的学子以学养的积淀、研究的
激励和方法的启迪。
后来，在探讨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认同的过程中，潘氏那种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
的独到“民族”界说，以及在《性心理学》译注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文化融会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
衷的赞佩和敬意。
像他那样有社会关怀、富思想能力、轻学科界限且底蕴深厚的学者，得到学人喜爱、渐受学术史家重
视和研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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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后五四时代学者群的崛起，以及他们给思想文化生态所带来的新因
素。
这些学者的出现，一方面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根基，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广泛参与中国现代
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建设，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革故鼎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书聚焦于活跃在192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末期的学者型社会思想家潘光旦，将他放在清末至民国时
期思想文化演变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着重评述他对优生学、社会学、性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接受与认
识，以及他在民族观、婚姻家庭、性文化与中西文化观等方面的见解。
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社会思想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不够重视，本书以知识史/学科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为
线索，尝试着将潘光旦的社会思想放在一般思想史的视野下加以评析，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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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世与国内求学时代　　潘光旦出生于1899年。
他出生于一个末代士绅之家。
父亲潘鸿鼎属于致力于地方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清末立宪派。
和千千万万立宪派成员一样，潘鸿鼎一方面具有儒家思想的情怀，另一方面也吸取了一些新知识，谋
求在体制内进行社会政治改良。
潘光旦生活于这样一个既尊重传统，又力求以新知识来改造旧有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士绅社会。
耳目所及，他受到这个阶层的思想、行为以及品味的熏陶，同时承载着这个阶层的传统思想意识和新
的人生理想追求，开始了他学习新知识以改造中国社会的人生旅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作为清末立宪派的士绅父亲，到致力于融会中西学问的儿子潘光旦，有助于我们
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如何在尊重儒家思想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增加西方新知，把更新、改造中
国思想传统与社会政治制度从清末士绅的阶段推进到民国新型知识分子的阶段。
　　潘光旦在清末民初接受初等、中等教育。
他固然深受传统价值观之影响，但所受教育仍以新式为主，其思想中现代的成分当然也远远超过他的
父辈。
清末十年，废科举、兴学堂，群趋游学异邦。
随着“留学热”的出现，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学堂、报刊、译书等途径，把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
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潮输入国内，形成了近代史上西学传播的一个高峰。
那时，甲午以后兴起的留学日本的热潮仍在持续，但在清末的最后几年，吸引力更大的留学欧美已处
于上升趋势。
1911年，在以美国退还的庚款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基础上，设立了一所专门培训留美预备学生的学校—
—清华学堂（民国后改称清华学校），它为那些略有资产，但家境不甚富裕的中产阶级子弟追求远大
前程，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户。
1913年，潘光旦遵父亲遗命进入清华学校，开始了长达9年的学习生涯。
清华岁月为潘光旦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和中西学的底子，也奠定了他一生成就的根基。
　　一 诗书之家觅新知　　1899年8月13日，短暂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将近一年的一个普通日子，在
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一户世代乡绅之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他是这个家庭里的第二个男孩。
罗店在历史上长时期经济繁荣，富商云集。
同时，它也是一个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的古镇，明清两代出过进士8人，举人22人。
这个小男孩的父亲，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时中了举，次年进京赶考又中了进士，为二甲十三名，散馆
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男孩的降生，为这个崇尚科举功名与多子多福的乡绅家庭又添一桩喜事。
父亲是翰林的事实，或许让这个孩子深为自豪，并成为他此后特立独行不断前进的一个动力源泉。
多年以后即使成为学有所长、即将出国的青年时，他还用父亲的身份“打击”了另一位日后声名甚隆
的人物对自己的不服气。
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小男孩，日后会超越父亲的成就，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一个关键
性人物。
　　父亲给这个男孩起名潘光直，他后来上学时嫌“亶”字笔划繁多，简化为“旦”字，以后人们熟
知的就是“潘光旦”了。
在他之前，有一个哥哥潘光矞，在他之后，又有一个弟弟潘光迥。
　　日后常利用家谱开展学术研究的潘光旦，对自己家族的文献，既熟悉又有感情。
他的曾祖父潘世珍所写家谱手稿、祖父的诗集，以及父亲在京师大学堂学习时期的读书笔记，都曾长
期在他的手里保存。
在一篇文章中，他记述道：“自己翻看上代的遗文，也泰半是缕述难中颠连困苦的作品。
”　　据早期的家谱记载，宝山潘氏他们这一支，始迁祖是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的潘乾（即潘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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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潘光旦在《读（唐錞父子墓志铭）后论三事》一文中提及，他曾读过明代作家归有光的文集
《震川先生集》，从其中收录的《潘用中墓志铭》与《潘府君室沈孺人墓志铭》得知，他的家族明代
中期先从徽州迁到南京，后又从南京迁至罗店，又知罗店潘氏的始迁祖应是潘煦，第二代潘廉，族谱
上原列始迁祖潘乾已是第三代。
潘乾的儿子“事震川先生在师友之间”，所以归有光的叙述应是有确凿根据的，潘光旦由此“深怪上
世为族谱者但知墨守旧稿，并此种现存之材料而不知利用，坐使以讹传讹，三百年来莫之能改”。
自从发现家族源出于徽州后，他便开始了对徽州的根祖认同。
1934年潘光旦与友人一道到徽州旅行时说，“我们先去拜访本邑的耆宿叶则柔先生；我们问起最近县
修志的进行状况，和近来徽属以内各大氏族散布的形势，承他一一见告。
我自己的一族，据说在歙县范围以内，只南乡一带较多，邑城的北门一带也还很有几家，可惜我不能
多耽搁，否则大可加以访问，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当初‘始迁’的原委和情况”。
1957年他看到皖南大阜谱，得知“我家亦从闽来”。
　　因此，罗店潘氏的来源，据潘光旦在几十年间不断深化的认识，可以具体追溯到的线索是：福建
一徽州一南京一罗店。
据归有光文，迁罗第三代潘乾（用中）卒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享年56岁，推算其生年大约
在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
潘氏迁入罗店的时间也许就在明成化年间。
　　潘光旦早年的家族生活，材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幼时曾参加过范围较大的祠祭，由一位比他高
两辈的族叔祖主祭，到场的约有百数十人。
程序是先宣读祭文，其后参加的人按长幼之序下跪叩头，然后是午膳便筵，饭后分赴各处祖坟祭扫。
据潘氏族人潘乃鹏回忆：“解放前每年清明节都在祠堂里举行祭祖活动⋯⋯其费用是由祖上传下的土
地的地租收益开支。
地租和其他收益由族中推举专人保管，供祠堂和宅邸的修葺和看守祠堂人的费用（修门窗抹桐油）之
用，祠堂厅正中后方有一大型橱柜，呈阶梯形，内依次排列着先祖的灵位，高者在中在上，旁为妻室
，依次向二侧和下端排列。
平时关闭，祭扫时开放。
看守祠堂者为一对老年夫妇，当然也有后代。
”他还说：“记得有一次是由潘光旦主祭，人矮胖，残一腿。
”　　作为世代乡绅之家，潘光旦的家族在宝山县较有影响。
民国年间编修的县志对潘光旦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的生平与业绩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曾祖父潘世珍的记载仅寥寥数语，附在祖父的小传里，“能书善画，作小幅山水，苍秀有致”。
祖父潘启图是循规蹈矩的一介书生，以担任私塾老师来谋生，“启图性狷介，不妄交一人，授徒里门
。
终日督课，不少懈。
晨出暮返，必循故道，目不旁瞬，为文务深奥，不求合有司之准绳。
中更丧乱播迁，书籍毁于兵火，郁抑侘傺，发而为诗，以诸生终年，仅中寿。
嗣以子鸿鼎贵，赠如其官，著见艺文”。
类似潘启图一样的读书人，在文风昌盛的宝山县，应多如过江之鲫，他之所以被县志记载，恐怕是因
为其子潘鸿鼎的科举功名。
　　罗店潘氏一族是书香门第，直到潘鸿鼎时才取得了较为显赫的功名。
潘鸿鼎就是潘光旦的父亲，县志中的“人物志”、“艺文志”、“选举志”与“教育志”里都有他的
相关记载。
其生平业绩大致如下：　　弱冠补诸生，中光绪戊子副榜，肄业龙门书院，丁酉举于乡，戊戌成进士
，改庶吉士，辛丑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
时值新政浡兴，注重科学，乃入进士馆习法政，毕业后派赴日本考察，殚心政学，论撰多所发明。
壬寅与举人袁希涛辈创立县学堂，规划宏远，开郡属风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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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复于江湾筹设蚕桑学堂，提倡实业；又以本邑田赋混淆，民困滋甚，于戊申年筹设绘丈学堂，养
成学生大举清丈，手订章程百余条均切实适用。
宣统己酉被举为本省咨议局议员，递举为资政院议员。
民国改元，国务院总理陆征祥招赴京师，荐任为佥事。
当阁制甫定乏际，法治未备，事无巨细，独任其烦，恒日不暇给，从未乞假休沐，积劳逾年，以风疾
卒，年仅四十有九。
鸿鼎天性孝友，家故儒素，俸入悉以奉母，瞻举家服用，伯仲妯娌无间言，称义门焉。
生平札记著录积稿甚富，多未卒业，惟所辑《续东华录》行于世。
　　县志里的记载，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首先，潘鸿鼎肄业于清末著名的龙门书院。
这个书院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实为海滨文化之导师”，“其治学以理学为宗，经世之学为
辅，旁及诗古文词”。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时兴改造旧书院，建立新式书院，一些新知识，如史地、算学、格致等科，开始在
书院设置，新建的龙门书院也不例外。
清末在江苏省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如袁希涛、沈恩孚等都出自这里，他们与潘鸿鼎年岁相仿，求学的
时间应相差不远，他们互有交往，乃至于合作。
如袁希涛与潘鸿鼎在20世纪初合作办理县学堂、绘丈学堂，养成新式人才，而沈恩孚的十妹沈恩佩后
嫁给潘鸿鼎，两人结为姻亲。
潘鸿鼎等人热心于清末地方的新式教育与社会事业，当与在龙门书院受到新知识的教育有关。
　　其次，潘鸿鼎的科举功名（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1898年中进士，为二甲十三名，散馆后授
翰林院编修）使他得以跻身士绅行列。
作为晚清宝山县最著名的士绅，一方面他的社会声望使他承担了传统士绅通常从事的地方教育与社会
事业，另一方面他被民选推举为省咨议局议员，递举为资政院议员，参与了立宪派的大量活动。
据研究者称，“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
的思想为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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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潘光旦先生是清华学人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比较能够表现出那一代清华学人共同的情趣和风貌
，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本书把评述潘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论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既增加了对20世纪前期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认识，又使我们得以领略这位学者型思想家的风范。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兆武　　本书的作者，具备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素养，多年来研究
潘光旦与中国社会学史，今又将潘光旦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思想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予以考
察，应该说是拓宽了研究领域，提高了论题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志琴　　关于潘光旦的思想，认知的视角自然很多，
其丰富的内涵，也绝非浅学者所能尽揭。
本书对潘氏思想的重要内容、特点与意义等问题，都有出色的阐述和深入的论析。
作者劬学覃思、不喜“花枪”、重视资料、讲究表述，这种风格也是我所喜欢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黄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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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卖点：　　1.主人公传奇：为什么当年公派留美学生时，有美籍
教师说：潘光旦不能去谁还有资格去！
一条腿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以坚韧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完成田野调查并著书立说。
　　2.论题重要：潘光旦的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
何重要地位。
　　3.作者专业：作者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以研究潘光旦为题，并长期研究潘
光旦的学术思想，具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训练，史料翔实、立论有据、分析严密。
　　4.专家推荐：著名学者何兆武、刘志琴、黄兴涛 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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