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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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1856～1928）原名汤生，号汉濱读易者。
生于南洋，自幼学于欧洲，获得多种学位。
归国后，一生主要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把我国儒家典籍《论语》、《中庸》译为英文。
英文著作有《尊王篇》、《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
张文襄幕府纪闻》，是一位对西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国学家。
本书系国内第一本草氏评传，观点新颖独到、分析透彻深刻、语言生动流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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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茂，1964年生于河南济源，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
1989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著有《钱钟书传》、《天理人欲》等著作及古典文学、历史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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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辜鸿铭就出生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
他是紫云的次子，其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也遗传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虽不高
，但聪明伶俐，深得布朗夫妇的喜爱，把他收为养子。
不用说，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不过在他心目中，只知道这连片的橡胶园，幢幢别墅洋房，知道层
层叠叠、翠蔓拂缀的热带丛林，知道那静谧的田间小道和两边的高大的椰子树，知道那被蔚蓝大海拥
抱着的白沙滩，大海里的几片白帆，沙滩上的一串脚印，知道那最悠扬动听的乡间小调，纤夫船歌，
这些成为后来饱经沧桑的梦里家乡，多年以后对此还充满深情，回味无穷。
他还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同胞在这里洒干血汗和泪水。
辜鸿铭少年时，从他父祖辈口中听到过一些有关中国到马来西亚的古老而神奇的传说。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这里还没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时候，这里只有印度人在称霸，拒绝外
人上岛。
后来一队中国人驾一艘大船来到这里，船上载着一棵粗壮高大的树，放着一些生锈的铁杵，船上的人
化装得须发皆白，浩浩荡荡地到槟榔屿。
守在这里的印度人惊奇地问这些人从哪里来，船上人回答：“我们是中国的钦差大臣。
”印度人问：“中国在哪里，中国离这里有多远？
”船上的中国人回答：“有多远我们记不得了，只知道当初启程时，我们都是青壮年，现在头发都变
白了。
船上的树是当时落在船上的一粒种子，现在都长成了大树，我们用的铁杵已经锈成这般模样了，你说
从中国到这里有多远呢？
”这些印度人非常佩服和害怕，就悄悄撤走了。
这是当地流行很广的传说，这里的华侨谈起来也引为自豪，为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而自豪。
这种传说在辜鸿铭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朦朦胧胧的向往祖国之情。
但他还不知道在那充满神奇的地方此刻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浩劫。
东南亚的华侨，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念念不忘祖国传统文化，像辜礼欢把儿子辜安平送回国内学
习一样，这些华侨在南洋大多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与内地常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们籍贯常常写大陆祖籍。
辜紫云和布朗因往来经商或公差，常常往返于中国与南洋之间，辜鸿铭幼时在大陆和台湾不少地方小
住过，据有关辜鸿铭的传记材料可知，他少年时在香港短期学过英文，在厦门进过教会学校，在广州
、台湾都住过。
他有时也对人说他是台湾人，他在台湾肯定住过一段时间且比较熟悉。
王国维在1917年12月21日《致罗振玉书》中曾说“辜氏贫不能自存，拟往台湾依其族人，大树(指冯国
璋)遣人留之”可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辜鸿铭评传>>

后记

书稿完成，照例要写一篇后记。
一年来的伏案写作告了一个段落，应当说是如释重负了，但我心里似乎并无这种轻松之感。
有关此书的一些题外话还要再饶舌几句，对读者有个交待。
辜鸿铭其人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始终未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他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杰出贡献被
其守旧的态度和遗老的外表所掩盖。
他的重要著作都以英文为之或在外国发表，其读者只是西方人士或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中国人中
真正读过他英文原著的只是极少数。
这是辜鸿铭难以被人理解的一个原因。
其次，从孔夫子以来的“从众”习气，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和风尚，往往决定了个人“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可怕事实，只允许顺潮流、赶时尚，而容不得别人进忠告、提意见，不论是非曲直，也
不管动机如何，一有逆众之言，概以守旧视之。
如辜鸿铭者，他的保守、复辟言行固然不足为训，需要批判，但他的爱国热情是不是可敬？
他的忠告有没有可取之处？
他对文化的贡献该不该泯灭？
我们总该作一些理性的分析吧。
道理上讲应该，而事实上常不。
百家争鸣，自然不是一家独尊。
先秦时的诸子百家，不论儒道墨法，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是其是而非其非；对近代的诸子百家，我认
为还没有完全做到。
我选择辜鸿铭并为之立传，就是基于这样认识上的尝试。
当时，曾有不少好心的朋友，劝我不必浪费精力与笔墨于这样一个顽固派身上，我坚持了我的看法。
但在写作时的评价上却颇费一番思量，我采用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把辜氏作为一个
形成于西方而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论述。
我担心的是“保守”一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极容易变为顽同、守旧甚至反动的同义语，这是几十年来我
们习惯的心理定势，其实在文化学术意义上是无所谓褒贬的。
这本书在对辜氏的评价以及所牵涉的许多方面，都提出我自己的管见，有些地方与前哲时贤持论颇异
，非故求新奇，实不敢苟同而已。
那么这本书对辜氏的研究是否做到了是其是而非其非呢？
虽然我努力为之，但究竟如何，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
陈美林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
陈先生是明清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又是传记文学名家，在本书的总体布局和观点上，都予以指导，提
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大部分我在文中已吸收，有的地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陈老师不以为忤，反而热情鼓励，这种学术上的宽容与奖掖，永远值得铭感。
著名学者吴奔星先生近十年来对我的学习研究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次又托人在港台代我查阅资料，远
在广州的李稚甫老先生，在医院病榻上犹来函十多封，解答有关问题，钟陵师也多方面予以关心，师
长的大力鼓励关心，岂一谢字所能表达！
为辜氏立传的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他的主要作品多以英文写成，他的单篇论文全是用英语直接发表在英、美、日本等国报刊上，时隔百
年左右，检阅殊非易事，我曾托人在港、台、日本各地查寻，所得有限。
因此，此书中辜氏有关单篇文章仍有不少遗漏。
而且，辜氏所有的英文著作(也包括一些日文论著)，全未有中译本，需要我自己翻译过来。
辜氏的外文极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令人叫绝，但翻译却非常困难，我的拙译得到吴亦东、李玉进
、李忆陶诸先生的帮助或修订，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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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辜鸿铭评传》：《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
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
称“清末怪杰”。
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
木等文、理各科。
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
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
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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