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澤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鞍型

一 以居 日期同的梁宕超力 中心

徐 水 生(武 扠大学)

中国哲学 由"鋒 学"的 形式向近代的轌型,首 先,从 根本上来悦,是 由中国近代社

会的政治、経済:等方面 的情况决定的。其次,也 是中国哲学史友展 的内在必然 。但是,

毫无疑 向它与当吋佳入的先迸夕卜来文化也有着密切 的美系。大量史料汪明,赴 日中国

学者(尤 其是1898年 至1918年 期向)回 佳的 日懌西学1内 中国近代哲学的鞍型提供了

羊富的思想資料和起到重要的促迸作用 。本文似 以居住 日本期「司(1898-1912)的 梁肩

超力重点,从 一个側面来悦明上述向題 。

(一)

梁肩超(1873-1929),中 国近代重要思想家、著名学者,字 卓如,号 任公,又 号

欽冰室主人,广 奈新会人 。1890年 以前,他 接受 的知狽基本限于座付科挙考試的洲沽

洞章之学。1890年 后,他 拜康i有力力師,接 受了康有力的錐新変法理槍 。逮林理愴墨

然吸取了某些近代的知沢和規念,但 从 根本上来悦,它 仍没有撰脱経学的形式 。1898

年戊戌 変法失敗后,梁 肩超当即逃亡 日本,从 此其思想友生了重大変化。

梁 肩超在1899年 撰写的 《槍学 日本文之益》中悦・"哀 吋客既旅 日本数月,肄 日

本之文,棲 日本之弔,畴 昔所未児之籍,紛 触于 目。畴昔所未努之理,騰 趺于脳,如

幽室几 日。__日 本 自雉新三十年来,广 求智枳于寰宇,其 所犀所著有用之需,不 下

数千神.而 尤洋于政治学、資生学(即 理財学,日 本渭之鋒済学),智 学(日 本渭之哲

学),群 学(日 本渭之社会学)等,皆 幵 民智強国基之急各也。"2一 年后,梁 宕超

又写道 、"自居奈以来,广 搜 日本扣而慎之,若 行 山明道上,庖 接不暇,脳 貭力之改易,

思想吉槍与前者若 出丙人 。"3梁 后超在 《三十 自述》中也写道・"戊 戌九月至 日本,

十月,与 横溟商界渚 同志謀没 《清以根 》。自此居 日本奈京者一年,梢 能旗奈文,思 想

力之一変 。"4筆者在此大段引用梁肩超対赴 日最初几年的景况之回悒,試 圏強凋的是・

其一,梁 店超此肘所凄的大量需籍是 日懌(含 編澤)的 西学著作,内 容主要是政治学、

経済学 、哲学、社会学等。其二,迭 些著作使梁宕超的心炙声生 了強烈震撼,起 到 了"思

想力之一変"的 重要效果 。

1"日 澤 西 学",此 赴主 要指 明治 吋 代 日本 学者 所 翻悸 、編懌 、 介招 西方 学 ボ和 思想 的 槍著 。

2《 梁 肩 超全 集 》第2巻,P324。

3《 欧 冰 室合 集 寺集 》之 二十 二,P186。

4易 盡 鼎 鴾,《 梁 肩 超逸 集 》上巻,P70。 中 国文 朕 出版 社,2006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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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幺,梁 眉 超 深 受 其 影 吶 的 明 治 思 想 界 的 情 况 如 何 昵?日 本 明 治 新 政 府 于1868

年 提 出 了"求 知 沢 于 世 界"口 号,并 随 后 制 定 了"文 明 幵 化"的 政 策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推 劫

了 西 方 近 代 的 知 枳 和 思 想 在 日 本 的 佳 入 。1873年 成 立 的"明 六 社",是 日本 近 代 史 上 第

一 个 合 法 研 究 和 佶 播 西 方 民 主 思 想 的 学 木 団 体
,在 文 明 升 化 這 劫 中起 了 先 尋 作 用,在

活 劫 期 向 共 出版 奈 志43期,友 表 槍 文 百 余 篇,徒 播 了 大 量 的 西 方 后 蒙 思 想 。其 中 包 括

法 国 戸 梭 的 天 賦 人 板 恰,英 国 迫 沁 和 穆 勒 的 自 由 主 文 、 功 利 主 文,迭 尓 文 和 斯 箕 塞 的

迸 化 恰 。福 烽 愉 吉(1834-1901)是"明 六 社"中 的 重 要 代 表,他 曽 三 次 出 国,対 欧 美 思

想 領 会 頗 深,提 倡 个 人 自 由 平 等 、 国 家 独 立 、 尊 重 実 学,其 撰 写 的 《西 洋 事 情 》(1847

年)当 吋 梢 售20多 万 册,《 幼 学 篇 》(1872-1876)共 梢 售70万 册,《 文 明 恰 概 略 》(1875)

影 吶 巨 大 。 遠 美 介 貂 西 方 近 代 思 想,批 判 封 建 主 文 的 著 作 受 到 了 明 治 吋 代 人 民 的 熱 烈

炊 迎,也 与 当 吋 中 国 以 経 学 内 容 力 主 的 哲 学 思 想 界 形 成 了 巨 大 的 反 差 。

同 吋,西 方 思 想 名 著 也 在 明 治 日本 被 大 量 翻 懌 出 版 。如 、1870年 英 国 的 斯 辺 尓 斯

(1812-1904)著,中 村 正 宜 犀 的 《西 国 立 志 編 》(《 自助 槍 》)出 版 。1872年,穆 勒 著 、

中 村 正 直 洋 的 《自 由 之 理 》 出 版 。 法 国 基 佐(1787-1874)著,村 田充 実 悸 的 《西 洋 升

化 史 》 出版 。1875年,英 国 房 史 学 家 伯 克 尓(1821-1862)著,大 島 貞 益 懌 的 《英 国

升 化 史 》(此 需 日犀 本 甚 多,対 福 洋 愉 吉 等 人 影 吶 很 大)出 版 。1877年,英 国 哲 学 家 、

経 済 学 家 穆 勒(18064873)著,西 周 澤 的 《利 学 》 出 版 。1878年,英 国 哲 学 家 、 迸

化 槍 的 社 会 思 想 家 的 斯 真 塞(1820-1903)著,鈴 木 文 宗 洋 的 《斯 迹 撒 氏代 以 政 体 槍 》

出 版 。1881年,斯 箕 塞 著 、 松 島 剛 澤 的 《社 会 平 扠 槍 》(至1884年 全 部 犀 完)出 版;

英 国 的 博 物 学 家 、迸 化 槍 的 創 立 者 迭 尓 文(1809-1882)著,神 津 寿 三 郎 懌 的 《人 祖 槍 》

出版 。1882年,法 国 肩 蒙 思 想 家 声 梭(1712-1778)著,中 江 兆 民 懌 的 《民 釣 悸 解 》

巻 一 升 始 出 版 。1884年,斯 箕 塞 著 、 乘 竹 孝 太 郎 犀 的 《社 会 学 之 原 理 》 出 版;英 国 古

典 経 済 学 的 創 始 人 亜 当 ・斯 密(1723-1790)著,石 川 暎 作 犀 《富 国 槍 》 出 版 。1886年,

法 国 富 耶 著,中 江 兆 民 犀 的 《理 学 沼・革 史 》出 版 。1889年,徳 国 経 済 学 家Friedrichlist

(1789-1846)著,大 島 貞 益 洋 的 《政 治 鑑 済:学 的 国 民 体 系 》(《李 氏鐙 済 槍 》)出 版 。

1894年,徳 国 法 学 家RudolfvonJhering(1818-1892)著,宇 都 宮 五 郎 懌 的 《枚 利 竟

争 洽 》 出 版 。5可 以悦,近 代 西 方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思 想 著 作,基 本 上 均 在 明 治 日本 得 到 出

版 。有 的 西 文 著 作 甚 至 有 多 神 悸 本,如 戸 梭 的 《社 会 契 釣 槍 》,伯 克 尓 的 《英 国升 化 史 》,

穆 勒 和 斯 真 塞 的 著 作 等 。

与 此 同 吋,日 本 学 者 編 著 或 自著 的 介 彡召西 方 哲 学 和 思 想 的 槍 著 也 紛 紛 出版,如 、

1874年,西 周 的 《百 一 新 槍 》、 《致 知 肩 蒙 》(日 本 美 于 形 式 遷 輯 最 早 的 解 説 需 之 一)

出 版 。1875年 西 周 的 《人 生 三 宝 悦 》,加 藤 弘 之 的 《国 体 新 槍 》 出版 。1879年,植 木

枝 盛 的 《民 扠 自 由 槍 》 的 出 版 。1881年,井 上 哲 次 郎 等 人 蝙 著 的 《哲 学 字 江 》 出 版 。

1886年,西 周 的 《心 理 学 之 一 斑 》、 中 江 兆 民 的 《理 学 鈎 玄 》、井 上 圓 了 的 《哲 学 一 夕

活 》出 版 。1895年,津 田真 道 的 《唯 物 槍 》、大 西 祝 的 《西 洋 哲 学 史 》,金 子 昌 治 的 《哲

5以 上 日懌 著作 出版吋 向主 要 依据 日本岩 波 唱店 編集 部 鴾 《近 代 日本 嫁合 年表 》(1968年11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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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鋼要》出版.1896年,中 島力造的 《輓 近 的恰理学》、大西祝的 《社会主文 的必要》

出版.1900年,桑 木戸翼的 《哲学概槍》等出版 。1901年,幸 徳秋水 的 《二十世彡己之

怪物帝 国主文》、中江兆民的 《一年有半》、波多野精一的 《西洋哲学史要》出版。1903

年,幸 徳秋水的 《社会主文神髓》,安 部飢雄 的 《社会主文槍》出版。1904年,朝 永

三十 郎 《哲学辞典》等 出版.遠 美著作ジi1以梁肩超力代表的居 日的中国学人提供 了广

岡的西方文化知枳和羊富的思想資料 。

(二)

中国近代哲学的鞋型,需 要从多方面展升。其中表現之一是,由 封団性鞋力升放

性,由 自悦 自活到能与其他 民族哲学家対活、交流,遠 就需要将域外的先迸哲学思想

介貂到中国,以 有助于 中国哲学理槍水平的提高。而梁肩超在此方面做了大量 的倭播

工作 。

他 在 《近世文 明初 祖二 大家 之学悦 》 中,重 点介 貂 了英 国近代 哲 学家培根

(1561-1626)和 法国近代哲学家笛未尓(1596-1650)的 思想 。梁肩超指出,"綜 槍倍

根(今 洋培根 引者注)努 理之方法,不 外兩途,一 日物規。以格物カー切智慧之

根原.凡 対于天然界至尋常至粗浅之事物,无 一可以忽略;二 日心規。当有自主的精

神,不 可如水母 目郎,倚 頼前代経典佑悦之珸,先 入力主以自蔽,然 后能虚心平气,

以規察事物,此 倍根実箍派学悦之大概 也。自此説一 出,一 洗从前室想臆測之旧刀,

而格致実学,乃 以驟巣。"6

梁肩超又介貂悦,"笛 辛尓起,渭 凡学当以杯疑力首,以 一拍前者之旧洽,然 后

別出其所見;渭 于疑 中求信,其 信乃真 。此宴力数千年学界当訣棒喝,而 放一大光明

以待来哲者也.__笛 髦儿 以力断事理者,意 沢之事也;児 事理者,智 狽之事也。""倍

根与笛辛儿兩派,自 其外形槍之,実 兩反対派也。甲倚于物,乙 倚于心,甲 以知沢力

外界径験之所得,乙 以智枳力精神本来之所有,甲 以学木 由感覚而生,乙 以学木 由思

想而成,丙 派対峙相争,殆 百余年,其 同祖述之者,各 有 巨子,拭 略挙其重要者如下・

格物派(英 吉利)倍 根、霍布士Hobbes(1588-1675)、 陪克Locke(1632-1704)、

慊漠Hume(1711-1776);努 理派(大 陪)笛 卞儿、斯掛梛莎Spinza(1632-1677)、

黎菩尼士Leibniz(1646-1716)、 倭儿弗WoIf(1679-1754)。 以上渚家各明一文,峡 槍

愈剖而愈明精,真 理愈辨愈明,至 于十八世彡己之末,徳 国大儒康徳(kant1724-1804)

者出,遂 和合兩派,成 一鈍全完各之哲学。而近世迭尓文Darwin、 斯箕塞spencer渚

賢出,庶 物原理之学益光大矣。"7以 上所述可 以看出,梁 肩超通近日澤的西学著作,

対以培根力代表的英国近代的祭弓金槍学派和以笛筆尓力代表的欧洲大陪唯理槍学派有

較深入 的理解,対18至19世 彡己的康徳哲学、迭尓文迸化槍、斯箕塞実i正主又均有整

体 的把握。

6易 蠡 鼎 蝙 《梁 店 超 迭 集 》 下 巻,P792。 中 国 文 朕 出 版 社,2006年 版 。

7易 蠡 鼎 編 《梁 肩 超 逸 集 》 下 巻,P797。 中 国 文 朕 出 版 社,2006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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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梁 肩超込在 《新 民从扱》上友表 了 《近世第一大哲康徳之学悦》一文,

他在文中悦3"吾 昔見 日本哲学棺有所渭四呈衵典者,吾 咳焉。稽其名,則 一釋迦,二

孔子,三 梭格拉底,四 康徳也 。__康 徳者,徳 人也。徳 国之哲学力近世欧洲中之最

有力者,此 普天下所同圦也。量然,以 年代槍之,則 徳人之哲学,比 渚英法瞠乎在其

后 。__而 卒能使徳国学者之位置一趺而 占十九世彡己学木史之第一位者,日 惟康徳之

故 。康徳実徳国学界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__以 康徳 比渚奈方古哲,則 其言室理也

似釋迦,言 宴行也似孔子,以 空理貫渚実行 以似王阻明。"8随 后,他 从"智 慧之視听

作用"、"智 慧之考察作用"、"智 慧之推理作用"、"愴 道学(渭 道徳之学)力 哲学之本"、

"槍 自由与道徳法律之美系"等 方面洋鈿地介鋸 了康徳的学悦。梁肩超墨然是位叱咤凩

云的近代政治家,但 他牢竟也是位学 向渊博的学者,有 着 自知之明的心恣和1巫瑾治学

的精神,故 在垓文的案珸中坦率地悦,"康 徳学説条理繁蹟,意 文幽深,各 国碩学懌之

犹 以力唯,况 浅学如余者。茲篇据 日人中江筥介(即 中江兆民)所 犀法国阿勿雷脱之

《理学沿革史》力藍本,夏 参考英人奈人所著需十余科江犀而成。量用力頗劬,而 察

覚不能信迭。"9梁 肩超 既在遠里悦明了其介貂康徳学悦所主要依据的 日本学人 的著

作,也 坦承了自己学狽功力的不足 。此神"知 之力知之,不 知ツi1不知"的 学凩,令 我伯

身赴浮躁学凩盛行的当代学人也不得不感到 由衷 的歓佩和几分慚愧。

恵之,除 了以上几篇外,梁 肩超在1901-1903年 中込友表了 《霍布士学案》、《声

梭学案》、《斯片梛莎学案》、《槍希膳古代学木》、《亜里士多徳之政治学悦》、《迸化槍

革命者頡徳之学悦》、《天演学初祖迭尓文之学悦及略佶 》、《法理学大家孟徳斯鳩之学

悦》、《尓利主文泰斗辿沁之学悦》、《政治学大家伯恰知理之学悦》等,比 較系銃地介

彡召了以近代内容力主的西方哲学和思想。尽管 由于梁后超个人学芥(含 夕卜悟水平 、西

学知恢)的 原因和坊史的客規条件所限,他 的以上西学澤介存在着某些模糊,乃 至俣

旗、曲解之赴 。但是,由 于逮些文章是在 《新 民从扱》等面対 国内同胞的奈志上友表

的,故 它力中国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凩,声 生 了重大的学木影吶,成 了中国近代

哲学友展 的宝貴思想資料 。

我 国現代著名 的哲学史家賀麟先生高度坪价了梁眉超懌介西学的坊史貢献 ・"他

在 日本期同,从1901-1903年 写了不少介貂西学的文章,宣 佑 西方資声畍級的哲学、

社会政治学悦和鑑済学悦 。他曽友表 了一部 《西儒学案》,分 剔介貂培根、霍布斯、笛

辛尓、斯箕借莎、声梭 、孟徳斯鳩、迹沁,以 及康徳等哲学家的生年及其思想。逮在

当吋可 以悦是一个創挙,其 意文有如給中国人提供一部西方近代哲学筒史。"lo作 力

康徳、黒格尓哲学研究寿家,賀 麟先生又具体指 出、"《近世第一大哲康徳之学悦》是

1903年 友表在 《新民从扱》第25、26、28、4648渚 期上的。逮是我国第一篇系

銃介彡召康徳生活及其思想的文章。在文中,他 宣称康徳哲学`以 良知悦本性,以 文劣悦

8《 梁 肩 超 全 集 》 第 四巻,P1054。

9《 梁 肩 超 全 集 》 第 四巻,PlO55。

10賀 麟,《 康 徳 黒 格 尓 哲 学 末 浙 妃 》,刊 于 《中 国 哲 学 》 第 二 輯,三 朕 弗 店1980年 版,P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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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 理,然 后 砥 柱 狂 瀾 、 使 万 余 知 所 趙 向',迭 兩 句 活 尚込 扼 要 。"ll

(三)

中 国 哲 学 的 近 代 鞍 型 表 現 之 二,就 是 在 概 念 、 木 悟 或 范 畴 上 的 更 新 。 哲 学 范 畴 的

清 晰 、 平 密,有 助 于 近 代 哲 学 理 槍 的 形 成 。

在 近 代,由 于 日本 自上 而 下 地 大 力 吸 收 西 方 近 代 文 化,所 以 大 批 的"和 制 扠 凋"哲

学 范 畴 己 在 明 治 年 代 形 成 。 如 日本 近 代 哲 学 之 父 西 周(1829-1897),作 内 日本 最

早 派 往 西 方 的 留 学 生 赴 荷 並 莱 登 大 学 学 刀 三 年(1862-1865),他 在1870年 的 私 塾"育

英 舍"中 的 垪 稿 《百 学 達 坏 》中 用 双 字 創 洋 了大 量 的 西 方 哲 学 范 畴.如,他 将"Philosophy"

懌 力"哲 学"(此 洞 第 一 次 公 升 友 表 是 在1874年 的 《百 一 新 槍 》 槍 中)12,将"Spirit"

懌 力"精 神"13,提 出 了"主 規 、 客 規 、 理 性 、 悟 性 、 現 象 、 旧 納 、 演 鋒 等 数 量 很 多 的 哲

学 用 珸"。 西 周 在 后 来 公 升 友 表 的 愴 著 中 陪 鎮 使 用,并 影 吶 到 当 吋 的 整 个 日本 学 木 界 。

1881年,日 本 人 的 首 位 哲 学 寺 並 教 授 、留 学 徳 国 六 年 的 井 上 哲 次 郎 博 士 組 鈬 編 写 了 《哲

学 学 江(字 典)》,搜 集 、整 理 了 己 普 遍 這 用 的 和 洋 汲 洞 哲 学 木 珸,使 西 周 等 人 創 懌 的"哲

学"美 木 珸 在 学 木 界 、 思 想 界 乃 至 社 会 上 广 力 流 佑 。 迭 些 力20世 彡己初 的 梁 肩 超 洋 介 西

学 和 宣 佳 哲 学 提 供 了有 利 的 条 件 。

如,在 梁 肩 超1902年 写 作 的 《近 世 文 明 初 祖 二 大 家 之 学 悦 》 中,"哲 学"、"宗 教"、

"施 辨"
、"空 想"、"双 察"、"実 験"、"鋒 験"、"理 槍"、"意 枳"、"智 慧"、"精 神"、"思

想"、"假 相"、"真 理"、"謬 嵌"、"定 律"、"原 理"、"定 理"、"政 治"、"自 由"等 近 代 的

哲 学 木 悟 或 与 哲 学 密 切 相 美 的 新 木 悟 被 大 量 使 用 。在 他1903年 撰 写 的 《近 世 第 一 大 哲

康 徳 之 学 悦 》中,也 反 夏 的 出 現 了"宜 覚 主 文"、"快 尿 主 文"、"感 覚"、"知 覚"、"推 理"、

"規 念"
、"空 同"、"吋 同"、"現 象"、"本 貭"等 等 哲 学 木 珸 。而 在 他 的 《迸 化 槍 革 命 者 頡

徳 之 学 悦 》(1902年 撰)中,我 伯 述 可 以 看 到"唯 物 主 又"、"唯 心 主 文"、"科 学"、"宗

教 学"、"伶 理 道 徳 学"等 現 在 仍 在 当 代 中 国 哲 学 界 這 用 的 木 珸 。辻 人 感 到 涼 吸 的 是,梁

肩 超 迩 在 此 文 中提 到 了 昌 克 思 及 其 筒 要 規 点,"麦 喀 士(今 懌 弓 克 思),日 耳 曼 人 社 会

主 文 之 泰 斗 也 。__今 之 徳 国有 最 占 勢 力 之 二 大 思 想,一 日 麦 喀 士 之 社 会 主 文,二 日

尼 志 埃 之 个 人 主 文 。麦 喀 士 渭 今 日社 会 之 弊 在 多 数 之 弱 者 力 少 数 之 強 者 所 圧 伏 。"14迭

大 概 是 中 国 人 最 早 提 到 島 克 思 及 規 点 的 思 想 資 料 之 一 。

当 然,西 周 創 懌 的"哲 学"等 双 字 哲 学 木 珸 并 非 全 是 梁 肩 超 首 次 介 貂 到 中 国 国 内来 。

如 黄 遵 筅 的 《日本 国 志 》 学 木 志(1895年 刊)中 就 淡 到 当 吋 的 奈 京 大 学"分 法 学 、 理

学 、文 学 之 学 部 。__文 学 分 力 二 科,一 哲 学 、政 治 学 及 理 財 学 科,二 和 双 文 学 科 。"15

ll賀 麟,《 康 徳 黒 格 尓 哲 学 奈 浙 氾 》,刊 于 《中 国 哲 学 》 第 二 輯,三 朕 乖 店1980年 版,P353。

12大 久 保 利 謙 編 《西 周 全 集 》 第 四 巻,Pl45,日 本 宗 高 需 房,1981年 版 。

13大 久 保 利i兼 鶲 《西 周 全 集 》 第 四 巻,Pl51,日 本 宗 高 帛 房,1981年 版 。

14《 梁 肩 超 全 集 》 第 四 巻,PlO26-1029。

15黄 遵 筅 《日本 国 志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2005年 版,P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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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黄 遵 筅 只 是 从 介 貂 日本 的 大 学 学 科 没 置 的 情 况 中 提 到,并 未 从 学 理 上 岡述 什 幺

是"哲 学"。

箸 者 拭 圏在 此 悦 明,由 于 梁 肩 超 所 逸 西 方 哲 人 之 精,所 撰 悸 介 西 方 思 想 文 章 之 多,

所 友 表 此 美"学 案"吋 向 之 緊 湊,是 当 吋 其 他 中 国 学 者 不 可 比拡 的 。 加 之,梁 氏 懌 介 西

学,"其 文 条 理 明 晰,筆 烽 常 帯 情 感,対 于 旗 者,別 有 一 科 魔 力 焉 。"刊 登 梁 肩 超 所 撰

之 文 的 《新 民 巫 振 》,"毎 一 册 出,内 地 翻 刻 本 輒 十 数;二 十 年 来 学 子 之 思 想,頗 受 其

影 吶 。"16遠 不中"影 吶"当 然 包 括 対20世 彡己初 的 中 国 哲 学 界 。 如 ・ 中 国 近 代 著 名 思 想 家

胡 這 回 恒 当 年 吋 悦,"从 当 代 力 量 最 大 的 学 者 梁 肩 超 氏 的 通 俗 文 学 中,我 漸 得 略 知 霍 布

士 、 笛 筆 尓 、 冥 坦(Bentham)、 康 徳 、 迭 尓 文 等 渚 泰 西 思 想 家 。"17

逮 里,也 不 妨 与 同 吋 代 的 介 紹 西 洋 思 想 最 早 的 平 夏 略 作 比較 。平 夏 翻 懌 的 《天 演

槍 》(英 人 赫 胥 黎 原 著)于1898年 正 式 出版 后,這 逢 中 隼 民 族 危 机 加 刷 之 吋,从 一 个

側 面 回 庖 了 社 会 民 主 救 亡 心 理 的 需 要 。随 后,平 夏 又 直 接 从 西 文 版 本 中 翻 掃 出 版 了 《原

富 》(亜 当 ・斯 密 原 著 、1901-1902年 出 版)、 《群 学 肄 言 》(斯 真 塞 尓 原 著 、1903年 出 版)、

《群 己扠 界 槍 》(釣 翰 ・穆 勒 原 著 、1903年 出 版)、 《社 会 通 愴 》(甄 克 思 原 著 、1904年

出 版)、 《法 意 》(孟 徳 斯 鳩 原 著 、1904-1909年 出 版)、 《穆 勒 名 学 、1905年 出 版 》、《名

学 浅 悦 》(耶 方 斯 原 著 、1909年 出 版),即"平 洋 名 著 八 部",数 量 不 少,貭 量 較 高,逸

材 精 当,均 多 力 西 学 名 著 。 但 是 戸 夏 将 其 洋 作 的 鬩 旗 対 象 定 位 于"多 淒 中 国 古 需 之 人"

(児 与 梁 肩 超 的 通 信),翻 懌 近 于"求 其 尓 雅",其 創 犀 的 哲 学 木 珸 大 部 分 未 能 流 行 升 来 。

如 、他 在 《穆 勒 名 学 》 中,将Intuition(今 洋 力 直 覚),犀 力"元 知";將Consciousness

(今i季 力 意 枳)悸 力"覚 性";将Induction(今 洋 力 リヨ納)澤 力"内 籀";Deduction(今

懌 力 演 鋒),洋 力"外 籀";将Reason(今 洋 力 理 性),懌 力"良 知";將Space(今 澤 力

空 向)洋 力"宇"、 将Time(今 悸 力 吋 同)懌1勾"宙"。18

20世 彡己初 之 后 的 中 国 哲 学 木 珸 的 大 致 銃 一,西 方 哲 学 思 想 更 容 易 力 人 伯 所 理 解,

中 国 近 代 哲 学 思 想 更 具 思 辨 性,不 能 不 説 与 以 梁 肩 超 力 代 表 的 居 日 学 人 借 用"和 制 双

洞"新 悟 的 懌 介 工 作 有 着 重 要 的 美 系 。

(四)

中国哲学的近代輳型表現之三,是 在理槍内容上較之古代哲学有 了很大的深化和

突破 。梁宕超借助 日澤西学在此向題上也作出了重大貢献。遠里仮以理想人格槍力例。

中国古代哲学中尤其是儒家,最 高的人格典范是蚤人。儒家心 目中的蚤人,実 貭

只是一矛中理想的化身,价 値的枚威。儒家美于理想人格 的学悦,主 要体現在君子槍上。

君子是具有儒家的理想人格 的人。孔子圦力,做 一个身体力行 的君子,包 括正己和正

16梁 肩超 著 《清 代学 木概 槍 》,中 国人 民大 学 出版 社2004年 版,P206。

17胡 這,《 胡 這 自佑 》,黄 山需 社1986年 版,P89。

18需 要 悦 明 的是,逮 里槍 述并 非 是対 近 代翻 降伺 悟 的 仇劣 判 断,而 是対 于厨 史上 懌 培使 用 情况

的客 規 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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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丙个方面。正 己是从事 自我 的道徳修弄,正 人是参加社会政治活劫,去 治理国家。

孔子 的迭个思想,后 来的 《大学》中概括力修身、吝家 、治国、平天下。力了做一个

君子,首 先座垓摘好 自身的道徳修芥,然 后推己及人,去 吝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儒

家把 自己的道徳理想和政治理想完全寄托在君子的人格上,只 有培界出迭禾中全面友展

的君子人格,儒 家オ有可能推行徳政,実 行明明徳于天下的理想。逮套学説是中国房

代的理想人格槍 的基朏,并 影吶到从巽 自珍到康有力 的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家。

梁肩超吸收 了日洋西学和 明治思想家的成果,経 冠改造和融会,提 出了中国近代

的理想人格槍"新 民悦"。

何渭"新 民"?梁 肩超指 出・"新 民云者,非 新者一人,而 新之者又一人也,則 在吾

民之各 自新而己"。19"新 民云者,非 欲吾民尽弃其 旧以从人也。新之文有二:一 日淬

房其所本有而新之,二 日采ネト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吋 乃无功。"20他提 出既要

麩承和改造中隼 民族的仇 良佳銃,也 要吸取外来文化 中的新精神,在 当吋深重的民族

危机下,他 更強凋后者,"凡 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 有其 国民独具之特貭。上 自道徳法

律,下 至凩俗凩慣、文学美木,皆 有一和独立之精神"。21"自 由之文,這 用于今 日之

中国乎?臥 自由者,天 下之公理,人 生之要具,无 往而不這用者也。"22看 来,梁

后超圦力新吋代 的国民最需要培非和造 就的是独立和 自由的精神。他逐指出,"日 本大

教育家福澤愉吉之洲学者也,椋 提`独立 自尊L珸,以 力徳育最大鋼領。夫自尊何 以

渭之徳?自 也者 国民之一分子也,自 尊所 以尊国民故;自 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 尊

所 以尊人道故。""力 国民者而不 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 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資格焉

者也;一 国不 自尊,而 国未有 能自立焉者也。"并 着重提 出了以下規点・"凡 自尊者必

自爰";"凡 自尊者必 自治";"凡 自尊者必 自立";"凡 自尊者必 自任"。23星 然,逮 是吸

取 了日本的后蒙思想家、佳播西学的大家 福洋愉吉的文明槍思想之核心,即"人 人

独立,国 家就能独立 。__没 有独立精神的人,就 不会深切地美杯国事 。"24梁 后超

甚至提出作力近代的国民庇具有公徳的思想,他 悦:"我 国民所最缺者,公 徳其一端也。

公徳者何?人 群之所以力群,国 家之所 以力国,敕 此徳焉 以成立者也。__有 一物焉

置注而朕絡之,然 后群之実乃挙 。若此者渭之公徳 。""人 人独善其身者渭之私徳,人

人相善其群者渭之公徳,二 者 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吾 中国道徳之友迭,不 可渭

不早,墨 然,偏 于私徳,而 公徳殆岡如 。"25"道 徳之立,所 以利群也,故 因其群文野

之差等,而 其這宜之道徳亦往往不同,而 要之 以能固其群 、善其群、迸其群者内旧.""功

徳之大 目的,既 在利群,而 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26忌 之,作 力"新 民"厘 有独立 的

19梁 肩 超 著 《新 民 悦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50。

20梁 脂 超 著 《新 民 悦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54。

21梁 肩 超 著 《新 民 悦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54。

22梁 肩 超 著 《新 民 説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98。

23梁 宕 超 著 《新 民 悦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l34-140。

24福 洋 愉 吉 《幼 学 篇 》,商 各 印 需 棺1984年 版,Pl4。

25梁 宕 超 著 《新 民 悦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62。

26梁 宕 超 著 《新 民 悦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98年 版,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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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自由的精神、利群 的公徳 。梁店超提 出了中国近代 的新型的理想人格槍,突 破

了以君子恰力代表的中国佳銃理想人格愴的藩篤,力 魯迅等人改造"国 民性"的 思想提

供 了重要肩迪。

由上所述,可 以悦梁肩超是中国近代哲学鞋型的重要推劫者之一,而 其所依据 的

重要思想資料就是来 自日犀西学。値得注意 的是,在 中国近代哲学鞍型的辻程中,遠

并非个剔現象。如章太炎 《芥物槍釋》中的平等思想,李 大到的 《我的弓克思主文双》,

李迭从在 日本的翻懌工作到鞍向弓克思主文哲学,均 与 日悸西学有着密切的美系。対

此重要的文化現象,我 イ「]泣給予足鰺的重視和圦真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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