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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3自16世 彡己末叶以降,Philosophy即 佑入 奈亜文化圏,欧 洲耶酥

会士与中国士人相錯合,将 其音犀力"斐 禄所費亜",又 意褝力"学 文"、
"理 学"

、"性学"、"愛 知学",然 播佳不广。19世 鈕中叶以降,随 着"西

学奈漸"的 瓠深友展,作 力形上之学 的Philosophy更 受重視,日 本肩蒙

学者西周将其意洋力"哲 学",并 于清末 民初佶入中国,逐 漸定型内一

个学科名 目。"哲 学"鑑 坊了中一西一 日文化的互幼,迭 成概念的涵化,

是双字文化 圏創洋学科名 目的范例。

美鍵洞3形 上之学 愛知学 哲学

十年以前,西 洋学木之輸入,限 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 量有新字新悟,于 文学

上 尚未有星著之影 吶也。数年以来,形 上之学漸入于中国,而 又有一 日本焉,

力之中向之蜂騎,于 是 日本所造洋西珸之汲文,以 混混之勢而侵入我 国之文学

界 。 一 王国錐・《槍新学悟之輸入》(1905)

双字文化圏近代創制汲字新洞,以 翻褝西洋学科名 目,較 具范式意文和影ロ向力 的,

是対悸Philosophy的"哲 学"一 洞 。"哲 学"的 厘定,典 型地展示 了"中 一西一 日"

三辿文化互劫尅程中双字新珸的生成机制 。

一 、Phil①sophy的"愛 智"文

佶 銃 的 中 国 思 想 文 化 中 包 含 着 車 富 的 哲 学 命 題,渚 如 明 阻 、 道 器 、 体 用 、 心 性 、

天 道 、 人 道 、形 神 、 因 果 、 知 行 等 等,宜 逼 哲 学 堂 奥 。 然 而,双 字 文 化 系 銃 内,并 无

"哲 学"一 洞
,也 无"哲 学"学 科 的 晩 立,較 相 接 近 的 称 呼 有"玄 学"、"形 上 之 道"、

"理 学"
、"道 学"等,但 均 不 足 以担 当 銃 括 此 一 学 科 的 恵 称 。 吋 至 近 代,在 西 学 奈 漸

的 刺 激 下,学 科 意 枳 漸 超 明 碗,以 研 究 本 体 槍 、 圦 枳 槍 、 世 界 規 、 人 生 親 、 真 理 規 力

使 命 的 学 木 突 現 出 来,需 要 寺 冂 木 珸 加 以界 定,于 是,从 西 洋 引 入Philosophy一 洞 便

成 力 扠 字 文 化 圏 渚 国 的 共 同 泝 求 。

在 西 洋,Philosophy一 洞 的 形 成 近 程,正 是 哲 学 学 科 的 界 定 道 程.英 、徳 、 法 悟

的Philosophy皆 源 于 希 月昔文Philosophia.Philo意 力"愛",Sophia意 力"智",合 成 文

力"愛 智".在 古 希 謄,philosophia是"愛 智 慧"之 学,而 智 慧 就 是 生 活 的 芝 木,它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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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于 神 愉,人 佃 熱 髮 并 追 求 它,逮 就 是 哲 学 。 第 一 个 使 用"爰 智 之 学"的,是 古 希 月昔

哲 人 隼 迭 哥 拉 斯(釣 前580～ 釣 前500)。 梢 后,芳 格 拉 底(前469～ 前399)宣 称 自 己

是"愛 智 者",其 弟 子 柏 拉 圏(前427～ 前347)更 提 出"哲 学 王"理 念,展 現"哲 学"

恵 領 渚 学 的 思 想.概 吉 之,自 古 希 胎 升 始,欧 洲 即 有"爰 智"文 的Philosophy一 「]学

科 的 潜 滋 暗 長,迭 是 一 紳 美 于 世 界 規 的 学 悦,是 研 付 百 学 之"理 則"的 学 向,自 古 希

月昔到 現 代 欧 洲,有 着 一 以 貫 之 的 学 脉 和 范 畴 系 銃 。

二 、 早 期 汲 文 西 鵠 中Philosophy的 澤 名 、 音 澤"斐 禄 所 費 巫",

意 澤"学 文"、"理 学"、"性 学"、"髮 知 学"

西 悟Philosophy佶 入 汲 字 文 化 圏,是16世 妃 以 降 西 学 奈 漸 的 声 物 。 欧 洲 耶 蛛 会

士 迸 入 徳 川 吋 代 日 本 和 明 末 清 初 中 国 佑 教,随 之 帯 来 西 方 学 木 文 化,Philosophy力 其

中 之 一 。 自16、17世 彡己之 交,日 中 兩 国 升 始 対 遠 一 西 洋 木 悟 作 翻 犀 甞 拭 。 日本 文 禄 四

年(1595)印 行 的 天 草 版 《拉 葡 日 辞 典 》,将Philosophy洋 作"学 文 の 好 き",意 力"良

好 的 学 文 之 径"。"学 文"采 自 《愴 珸 ・学 而 》,"弟 子 入 則 孝,出 則 悌,瑾 而 信,泛 爰

森 而 素 仁.行 有 余 力,則 以 学 文."学 文 当 力 汲 字 文 化 圏 最 初 対Philosophy的 意 犀 。

16、17世 冕 之 交 較 高 水 平 的Philosophy洋 名,出 自 中 国 的 早 期 双 文 西 需.明 天 肩

三 年(1623),入 隼 耶 蛛 会 士 艾 儒 略(1582～1649)所 著 《西 学 凡 》 出 版,介 貂 欧 洲 大

学 的 学 科.没置,将 其 分 力"六 科",文 科 、理 科 、 医 科 、法 科 、教 科 、 道 科 。艾 儒 略 対

逮 六 科 都 給 定 音 犀 名 称,其 中 理 科 力"斐 禄 所 費 亜",并 有"大 斐 禄 之 学"的 名 目 。 同

弔 又 将"斐 禄 所 費 亜 之 学"意 懌 力"理 学"。 文 称,

理学者,文 理之大学也 。人 以文理超 于万物,而 力万物之艮,格 物労理,

則于人全而于天近 。然物之理,藏 于物 中,如 金在沙,如 玉在璞,須 陶之剖之

以斐禄所費亜:之学。1

艾 儒 略 的 男 一 著 作 地 理 需 《取 方 夕卜彡己》,其 巻 二 《欧 遷 巴 恵 悦 》 介 貂 欧 洲 各

国 教 育,淡 到 中 学 所 没"理 科"分 力 三 家,"落:日 伽"(選 輯 学)、"費 西 加"(物 理 学 或

自然 哲 学)、"默 迭 費 西 加"(形 而 上 学),三 家"恵 名 斐 禄 所 費 亜".迭 就 給Philosophia

厘 定 了 音 洋 名"斐 禄 所 費 亜"和 意 犀 名"理 学"、"理 科"。2

明 天 肩 四 年(1624)出 版 的"些 方 済 口授,徐 光 后 筆 汞"的 《艮 言 蠡 勺 》 有"斐

禄 芳 費 亜(懌 言 格 物 労 理 之 学)"的 提 法 。3次 年(1625)"高 一 志 犀 校,早 拱 辰 刪 洞"

的 《斐 禄 答 江 》 也 将"斐 禄"意 深 内"格 物 屶 理"。

与 艾 儒 略 大 体 同 期 入 隼 的 耶 酥 会 士 傅 泛 阮(1582～1653)与 中 国 士 人 李 之 藻

1《 天 学 初 函 》:第1册,(台 北)学 生 蔀 局1965年 影 印 版,《 西 学 凡 》 第3頁 。

2《 天 学 初 函 》 第1册,(台 北)学 生 需 局1965年 影 印 版,《 取 方 夕卜妃 》 巻 二,第3一 一4頁 。

3《 天 学 初 函 》 第1册,(台 北)学 生 帛 局1965年 影 印 版,《 艮 言 蠡 勺 引 》 第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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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1630)1628年 合 澤 的 《寰 有 詮 》、1630年 合 洋 的 《名 理 探 》,将Philosophia

音 悸 力"斐 禄 瑛 費 亜",意 洋 力"性 学"和"髮 知 学"。"性 学"一 洞 出 自 《寰 有 淦 》,

垓 需 称 性 学 力"因 性 之 学",指 根 据 自然 探 究 天 地 万 物 之 理 、夭 地 万 物 之 原 的 学 向,所

渭"性 学 者,形 性 之 学 也",迭 昼 然 是 从 宋 明 理 学 的"心 性"一 洞 演 化 而 来 。

《名 理 探 》 創 制 的"愛 知 学",更 接 近Philosophia本 意 。古 双 珸"知""智"相 通

假,``髮 知"即"愛 智"。 《名 理 探 》 称3

愛知学者,西 云斐禄瑛費亜,乃 劣理渚学之恵名 。犀名,則 知之嗜;褝 文,則 言

知也 。

髮知学之本劣,在 通物物之性,性 性之理 。

物理,皆 力愛知学之属分。4

__凡 就所 以然赴,推 尋碗文,貫 徇

《名 理 探 》 将Philosophia意 洋 力"爰 知 学",是 貼 切 的,甚 至 比兩 百 余 年 后 日本

思 想 家 西 周(1829～1897)的 犀 洞"哲 学"更 力 完 整 地 表 迭 了Philosophia的"愛(嗜)

智 慧 之 学"的 意 文 。 然 而,明 清 之 阮 耶 酥 会 士 懌 介 的 西 学,在 中 国影 吶 十 分 有 限,較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科 技 美(坊 算 、 地 理 美),《 西 学 凡 》、 《寰 有 詮 》、 《名 理 探 》 等 人 文 学 著

懌 在 当 吋 的 中 国 可 渭"泥 牛 入 海 无 消 息",其Philosophia的 懌 珸,如 《西 学 凡 》的"理

学"、 《艮 言 蠡 勺 》 的"格 物 努 理 之 学"、 《寰 有 栓 》的"性 学"、 《名 理 探 》 的"愛 知 学",

鮮 力 人 知,美 于Philosophia的 悸 名 甞 試 并 未 在 中 国 知 枳 界 留 下 多 少 印 象.

宜 至19世 冕 中 后 叶,入 ・隼新 教 佳 教 士 与 中 国 士 人 澤 介 西 学 吋,哲 学 的 懌 名 与17

世 妃 明 清 之 阪 吋 洋 名 大 同 小 昇 。1877年 出 版 的 《格 致 江 編 》 載 英 国 佳 致 士 慕 雉 廉

(1822～1900)撰 《培 根 格 致 新 法 》,称 哲 学 力"格 学"或"学"。 徳 国佶 致 士 花 之 安

(1839～1899)撰 《徳 国 学 校 沿 略 》,介 彡召徳 国 大 学 学 科,把 哲 学 称 之"智 学"。 中 国

士 人 王 楯 在 《西 学 原 始 考 》 中 称 、"梭 公(指 芳 格 拉 底)以 理 学 著 名",把 希 月昔哲 学 家

称"希 月昔理 学";平 夏 翻 懌 的 《天 演 槍 》 亦 把 希 膳 哲 学 家 称"希 膳 理(学)家"。 英 国

来 隼 佶 教 士 艾 釣 瑟 的 《西 学 略 述 》 也 有 美 似 翻 洋 。 至 于 清 末 的 官 私 学 校,尚 未 把 哲 学

視 力 独 立 学 科,哲 学 所 渉 及 的 槍 題 混 奈 在"祭 学"的 恵 名 之 下 。

三 、日本盖学需、洋学需的譯名3究 理、学文、物理学、性理槍、理学、玄学

日本 徳 川 幕 府 中 后 期 相 麩 巣 起 的 圭 学 和 洋 学,主 要 懌 介 西 洋 自然 科 学,也 渉 及 人

文 、 社 会 科 学 。 寛 政 八 年(1796)出 版 的 稲 村 箭 撰 《波 留 麻 和 解 》,将 西 洋 的 世 界 双 学

向 洋 作"鴻 儒"、"碩 学 的 学 修"、"究 理"、"学 文"。 並 学 家 志 筑 忠 雄(1760～1806)1801

年 澤 注 《扱 西 栓 夫 尓 著 昇 人 恐 怖 佶 》,創"労 理 科"一 洞,以 対 懌 西 洋 哲 学 科 。

夭 保 十 年(1839),洋 学 家 渡 迫 隼 山(1793～1841)的 《外 国 事 情 》創"物 理 学"、

4傅 泛 隊降 文 、李 之藻 迭辞 《名理 探 》上 册,商 劣 印需棺 民国30年 版,第1頁 、第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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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智"二 洞
,以 懌 介 西 洋 哲 学 。

洋 学 家 高 野 長 英(1804～1850)在 《同 見 漫 汞 》 中,将Philosophy洋 作"学 師",

取 文"学 向 之 師"、"恵 体 之 学"、"至 要 之 学"。

安 政 二 至 五 年(1855-1858),洋 学 家 桂 川 甫 周(1751～1809)蝙 《和 豊 字 江 》,

用"理 学"澤 西 洋 哲 学 。

美 似 的 翻 懌 迩 有 、 津 田真 道(1829～1803)文 久 元 年(1861)的"性 理 恰";元

治 元 年(1864)村 上 英 俊(1811～1890)在 《佛 珸 明 要 》(此 赴"佛"力"佛 並 西"省

称,指 法 国)中 的"天 道 之 悦";庚 庫 二 年(1866)堀 迭 之 助 等 在 《英 和 対 悸 袖 珍 辞

需 》 中 的"理 学";明 治 元 年(1868)《 学 舍 制 案 》中 的"玄 学";明 治 二 年(1869)《 舍

密 局 升 垪 之 悦 》 中 的"知 恢 学"、"熟 考 知 察 学"、"考 察 学";明 治 三 年(1870)《 大 学

規 則 二 月 》 中 的"性 理 学"等 等 。5

恵 之,在 幕 末 至 明 治 初 年,日 本 美 于Philosophia的 悸 名,紛 麩 奈 隊,莫 裏 一 是.

宜 至 西 周 以"哲 学"翻 懌,方 荻 得 規 范 、 銃 一 的 懌 名 。

四 、 西 周 、 津 田真 道 的 厘 定 工 作3从"性 理 槍"、"希 哲 学"、"希 賢"到"哲 学"

日本 学 刀 西 洋 文 化 是 从 科 技 入 手 的,徳 川 吋 代 称 之"芝 木"(采 自 古 双 珸 的"芝:

木"文,指 技 芝)。 洋 学 家 佐 久 同 象 山(1811～1864)的"奈 洋 道 徳,西 洋 芝 木"是 典

型 表 述 。 日本 人 対 西 洋"哲 学"的 友 現,是 幕 末 洋 学 机 枸"蕃 毛 凋 所"(1856年 創 亦)

一"洋 需 凋 所"(1862年 創 亦)一"升 成 所"(1863年 創 亦)培 育 出 的 肩 蒙 思 想 家 的 貢

献,其 代 表 人 物 是 西 周 与 津 田 真 道 。西 周 等 人 対 西 学 的 圦 枳,也 是 从 科 技 屠 面 入 手 的,

庚 座 四 年(1868)夏,西 周 在 悸 作 《万 国 公 法 》 的 巻 訣 悟 中 悦 、"方 今 天 下 一 家,四 海

一 国
,火 牟 倫 地,汽 船 縮 海,屯 机 以 通 十 里 之 信,新 紙 以广 四 海 之 同",対 火 牟 、 汽 船

(船 船)、 屯 机(屯 活)、 新 紙(扱 紙)等 西 洋 物 貭 文 明 成 就 友 出 由 衷 贊 吸 。西 周 等 人

的 可 貴 赴 在 于,対 西 学 的 美 注 并 未 停 留 在 技 芝:領域,而 是 由 西 洋 物 貭 文 明 推 究 其 精 神

文 明,将 研 刀 的 目柝 宜 指 哲 理 屠 面 。

津 田 真 道 于 文 久 元 年(1861)撰 《性 理 槍 》 一 文,探 村 哲 学 向 題,"性 理 槍"一

洞,相 当 于Philosophy."性 理"指 心 性 与 天 理,借 自宋 明 理 学 的 美 健 洞.西 周 述 于

1870年 以"理 性"犀Reason。 西 周 在 《尚 白 札 杞 》(1870)、 《生 性 友 蘊:》(1873)等 文

中 槍 及 、"哲 学 家"探 付"百 科 学 木"的"銃 一 規 念"。"哲 学"是 成 体 系 的 学 向,追 求

"究 扱 的 原 理"
。 哲 学 所 槍 之"理",包 括 生 理 与 性 理,心 理 与 物 理,力 此 征 引 《易 》

的 易 象 、 易 数 之 理,《 中 庸 》 的 中 和 之 理,《 悦 文 》 的 治 玉 之 文,包 括 脉 理 、 条 理 、文

理,迸 而 与 西 洋 哲 学 渉 及 的 理 性 、 原 理 相 比 拡 。 西 周 槍 哲 学 之 理,有 一 神 打 通 中 西 的

气 勢,从 而 力"哲 学"木 珸 的洋 制 奠 定 基 石出.美 于Philosophy的 懌 名,西 周 肩 用"希

哲 学",是 打 通 中 西 哲 思 的 声 物 。 西 周 在 力 津 田 《理 性 槍 》 一 文 作 跋 吋,使 用"希 哲

5参 児 需 藤 毅 、《明 治 の こ とば 》,垪 淡 社 昭 和 五 十 二 年 版,:第327-32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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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 洞3

西土之学,佑 之既百年余,至 格物 、舍密、地理、器械等渚科,同 有窺其室

者,独 至吾希哲学一科,則 未児其人矣。遂使世人渭西人槍气則各,槍 理則未矣。

独有見于此者,特 自吾友天外如来始。今此槍頗著其机軸,既 有圧夫西哲而軼之

者,不 知昇 日西游之后,将 有何等大児恢以友其薀奥也。西負人妄坪 。6

津:田真道的槍文和西周 的跋珸写于二人1862年 赴荷堂莱頓大学留学的前一年.西

周跋珸中的"希 哲学"力"希 求哲智之学"的 筒称,是 从宋代理学家周敦頤(1017～

1073)《 太扱圏悦》中"呈 希天,賢 希蚤,士 希賢"一 沼 中套用冠来 的。以"希 哲学"

或"希 賢"対 操Philosophy,頗 有洶通奈西方哲理的意鑪,也 生劫地墨示 出、近代 日

本思想家接受西洋哲理,以 中国佑銃学木作依凭,用 双文古典洞充作"格 文"西 学的

工具,汲 字 固有悟江是犀介西洋概念的得力 中介 。

作力通暁奈西哲理的思想家,西 周并未在西方哲学与奈方学木之同剣 出不可逾越

的鴻洶,他 在 《升題冂》一文中指 出3

奈土渭之儒,西 洲渭之斐 鹵芳比,皆 明天道,而 立人扱,其 実一也。7

他 既看到奈西哲理"明 天道"、"立 人扱"的 一致性,也 不把奈洋的儒学与西洋 的斐鹵

芳 比(即 哲学)混 カー淡。他的学木工作的重心,是 向奈洋介貂西洋的斐 鹵芳 比(哲

学),从 而成カー系列哲学木珸 的厘定者。西周充分利用 自己対汳字文化和西珸文化 的

通枳,在"中 一 日一西"三 方珸文世界向游徙,完 成 了富于創意的洶通工作,而"哲

学"一 洞 的創制,便 是逮方面的突 出成果 。

西周与津 田真道 留学荷当莱頓大学,対 西方哲学的圦枳更加深一屎。返回日本后,

西周在 明治三年(1870)的 奈京垪学中升始使用"哲 学"一 洞,垓 垪又的箸記多年 以

后,方 由西周的学生永兄裕整理出版,此 即 《百学連坏 》.《百学達坏 》称,Philosophy

有"髮 賢、希賢"之 文,"亦 可直懌力希賢学",又 悦:

凡事物 皆有其銃轄之理・万事必受其統轄 ・所 以哲学是渚学的銃轄・渚学 皆

一致旧哲学銃轄 ,正 如 国民之受轄于国王。8

逮 里 強 凋 哲 学 是 渚 学 銃 リ巾,是"渚 学 之 上 之 学",与 柏 拉 圏"哲 学 王"的 提 法 相 通 。

古 双 珸 没 有"哲 学"一 洞,"睿 智"、"聴 明"又 的"哲"字 却 多 次 出 現,《 尚 彩 》

有"哲"字 十 八 例(如 《尚 需 ・皋 陶 漠 》"知 人 則 哲"等),《 左 佑 》有"哲"字 五 例(如

6大 久 保 利 謙鰯 《西周 全集 》第1巻,日 本坪 槍 社 昭和 二十 年,第3頁 。

7大 久 保 利 謙編 《西 周 全集 》第1巻,日 本坪 槍 社 昭和 二十 年,:第19頁 。

8《 百 学連坏 》,《西周 全集 》第4巻,第145-14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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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佑 ・文 公 五 年 》"并 建 呈 哲"等),《 恃 鋒 》中"哲"字 十 二 例(如 《侍 祭 ・小 雅 ・鴻

雁 》"或 哲 或 謀"等),《 礼 滬 》中"哲"字 三 例 。中 国 古 来 常 将 有 大 智 慧 的 人 称"哲 人"、

"呈 哲"
,如 《礼 杞 ・檀 弓 》3"泰 山 其 頽 乎,梁 木 其 坏 乎,哲 人 其 萎 乎!"《 左 佑 ・文 公

六 年 》,"古 之 王 者,知 命 之 不 長,是 以 并 建 呈 哲."西 周 深 悟 此 意,所 創"哲 学"一 洞

是"睿 智 之 学"的 意 思,量 然 未 能 将Philosophy(髮 智)的"愛"文 突 現 出 来,而"智

慧 之 学"的 意 思 則 是 一 目 了 然 的 。1870年 西 周 在 需 筒 《夏 某 氏 需 》 中 出 現"哲 学 的 巨

臂"9等 珸 。而 在 公 升 帛 籍 中 首 児"哲 学"一 洞,是 西 周 于 明 治 七 年(1874)出 版 的 《百

一 新 槍 》
.垓 需"巻 之 下"槍 及 学 科 分 美,明 礁 地 将Philosophia洋 力 哲 学,他 在 垓 毛

中 悦,

把恰 明天道人道,兼 之教法的斐鹵芥 比懌名哲学。lo

并 悦 哲 学 体 現 了"百 教 一 致"的 精 神,物 理 、 心 理 皆遵 奉 哲 学 的 法 則 。11

山 本 覚 弓 明 治 七 年(1874)二 月 一 日力 《百 一 新 槍 》 作 序,也 多 次 出 現"哲 学"

字 祥 。 其 序 文 日 、

教之与政其理混淆,学 者之惑数千年,于 茲心理之与物理其学交錯,世 人之

疑亦数千年・于畝我友西 氏忱之・由哲学明政教所別・又晰道理之所岐・将 辨

世人之惑,著 斯需名 日 《百一新槍 》,取 于百教一致之文也 。……西氏于和双西

洋之需莫不洪究,… …且能明哲学者,我 邦未甞同有其人也,故 余清而刻之 以公

于世,沢 数吉于巻首云。12

迭 里 的"哲 学",取"百 教 一 致 之 文",也 即"万 事 銃 轄 之 理"。

明 治 七 年(1874)日 本 建 立"奈 京 升 成 学 校",明 治 十 年(1877)升 成 学 校 与 奈

京 医 学 校 合 并 成 立 奈 京 大 学,包 括 法 、 理 、 文 、 医 四 个 学 部,文 学 部 内没"哲 学 科"。

遠 是"哲 学"一 洞 在 日本 荻 得 正 式 地 位 的 升 端 。 但"哲 学"与 相 美 洞 紛 然 并 用,在 日

本 延 鎮 了 十 余 年 。

西 周 于19世 究70年 代 使"哲 学"一 洞 面 世,但 并 未 立 即 受 到 社 会 及 学 者 的 圦 同 。

美 于 西 洋 世 界 規 之 学,男 有 神 神 懌 名,与"哲 学"并 用,如 中 村 正 宜(1832～1891)

明 治 四年(1871)犀 《自 由 之 理 》,使 用"理 学";明 治 五 年(1872)出 版 的 《和 英 悟

林 集 成 》,使 用"学 木"、"理"、"道 理"、"道";西 周 本 人 明 治 六 年(1873)著 《生 性

友i蘊》,并 用"哲 学"、"理 学"、"理 槍";同 年 柴 田 昌 吉 等 編 《英 和 字 江 》使 用"物 理"、

"理 恰"
、"理 科";福 地 源 一 郎(1841～1906)明 治 七 年(1874)力 《奈 京 日 日新 同 》

9大 久保 利 謙編 《明治 后 蒙思 想集 》,筑 摩 弔 房 昭和 四 十二 年,第30頁 。

10《 百 一新 槍 》,《西 周全 集 》:第1巻,日 本評 槍 社 昭和 二 十年,:第289頁 。

11兄 《明治 后 蒙思 想集 》,筑 摩 需 房 昭和 四十 二 年,第23-24頁 。

12児 《明治 后 蒙思 想集 》,筑 摩 需 房 昭和 四十 二 年,第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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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社 悦 》,使 用"性 理 学";儿 島 彰 二 明 治 十 年(1877)撰 《民 枚 向答 》,使 用"理 学";

尺 振 八 明 治 十 三 年(1880)懌 《斯 氏 教 育 槍 》,使 用"理 学"。

明 治 十 四 年(1881)井 上 哲 次 郎(1855～1944)等 据 英 国 人WiliamFleminq1856

年 鷂 的 《哲 学 洞 典 》,参 考 《佩 文 韵 府 》、《渊 釜 美 函 》和 佛 学 典 籍,編 峰 《哲 学 字 江 》,

界 定"哲 学"一 洞,并 以"哲 学"作 需 名,又 收:隶西 周 創 犀 的 一 系 列 哲 学 木 珸,如"演

鋒"、"旧 彡内"等,"哲 学"一 洞 的 影 吶 力 自此 大 増 。但 此 后 一 段 吋 向,仍 然 有 西 村 茂 樹

(1828～1902)的 《日本 道 徳 学 的 神 美 》(1882)、 中 江 笥 介(即 中 江 兆 民,1847～1901)

的 《政 理 从 淡 》:第三 号(1882)等 帛 使 用"理 学"。 中 江 筥 介 明 治 十 九 年(1886)翻 洋

《理 学 沼革 史 》、編 著 《理 学 勾 玄 》 兩 部 名 著,仍 赫 然 使 用"理 学"一 洞 。文 部 大 臣 森

有 礼(1847～1889)明 治 二 十 年(1887)友 表 《恰 理 教 科 鵠 凡 例 案 》,使 用"哲 学"一

洞,日 本 大 学 深 程 也 用"哲 学"名 目 。此 后,"哲 学"一 洞 オ 在 日本 通 行,成 力 規 范 木

珸 。

五、傅云尤、黄遵筅、蔡元培 、梁肩超 、王国錐等輸入"哲 学"名 目

19世 彡己末 叶,中 国 学 界 升 始 介 貂 西 洋 哲 学,但 当 吋 尚 未 使 用"哲 学"一 洞,帛 刊

上 出 現 的 是"理 学"、"心 智 之 学"、"思 錐 之 木"、"心 理 学"等 駁 奈 的 名 洞 。平 夏(1854～

1921)懌 著 《天 演 槍 》,将phoilosophy峰 力``天 人 会 通 愴",澤 著 《穆 勒 名 学 》 将

phoilosophers懌 力"智 学 家"。

"哲 学"一 洞 佶 入 中 国
,大 釣 升 端 于 傅 云 尤(1840-1901)的 《游 坊 日本 圏 鑑 》

(1889年 刊 于 奈 京)和 黄 遵 筅(1848～1905)的 《日 本 国 志 》(1887年 撰 隼,1895年

初 刻)。

傅 云 尤 著 《游 坊 日本 圏 祭 》列 《朶 学 校 科 表 》,垓 表 悦 明 文 字 日 ・"有 所 渭 哲 学 者,

西 学 中 之 性 学 也."黄 遵 筅 著 《日本 国 志 》 的 《学 木 志 一 ・西 学 》,列 挙"奈 京 大 学 校"

的 学 科,"分 法 学 、理 学 、文 学 三 学 部",其 中"文 学 分 力 二 科,一 哲 学(渭 垪 明 道 文)、

政 治 学 及 理 財 学 科,二 和 双 文 学 科."13黄 氏 撰 定 《日本 国 志 》 的1887年,正 是 日本

文 部 大 臣 森 有 礼 使 用"哲 学"一 洞 的 同 一 年,也 是 奈 京 大 学 没"哲 学 科"后 的 第10

年.梢 晩 于 黄 撰 《日本 国 志 》,顧 厚 現1888年 撰 《日本 新 政 考 》,介 貂 奈 京 大 学,提 及

"哲 学 科"
.黄:遵 筅 的 《日本 国 志 》延 至 中 日 甲午 哉 争 之 后(1895)方 荻 刊 印,而 傅 云

尤 、 頤 厚 現19世 彡己80年 代 的 縮 著 影 吶 甚 微,故"哲 学"一 洞 在 中 国 得 以 流 佶,己 到

19世 彡己90年 代 中 后 期 。

在 《日本 国 志 》刊 印 前 的 光 堵 十 九 年(1893),曽 游 坊 日 本 的 黄 庚 澄(1863～1904)

在 《奈 游 日杞 》中 槍 及 日本 广 没 学 会,其 中 提 及"哲 学 会"。 康 有 力 光 賭 二 十 四 年(1898)

上 奏 皇 帝 的 《清 升 学 校 折 》,介 貂 徳 国 大 学 所 段 科 目,列"哲 学"一 目 。光 堵 二 十 八 年

(1902)梁 肩 超 撰 《洽 宗 教 家 与 哲 学 家 之 長 短 得 失 》一 文,出 現"哲 学"、"哲 学 家"、

13児 《日本 国 志 》 巻32,《 学 木 志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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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思想"等 用例 ,并 分洽"哲 学丙大派",唯 物派与唯心派;又 区分哲学与宗教、

"哲 学貴疑 ,宗 教貴信"。 光堵二十九年(1903)梁 肩超据 日文資料,撰 《近世第一大

哲康徳之学悦》,文 中多次出現"哲 学"一 名,称 哲学力"庶 物原理学"。 足児20世 彡己

初粱 氏已具体把握"哲 学"一 洞的内涵 。

1903年 印行的 《浙江潮》第4期,刊 登署名公猛的 《希膳古代哲学史概槍》一文,

是 中文振刊較早介彡召"哲 学"這 一新概念的槍文。垓文対哲学下定文,

哲学二字,褝 西珸之phoilosophy而 成,自 珸学上言之,則 愛賢智之文也 。

単迭哥拉士所下之定文,以 力哲学者,因 髮智恢而求智沢之学也;巫 里士多徳亦

以力求智恢之学;而 斯多臈学派 以メヨ労道徳之学;伊 璧鳩魯学派 以力求幸福文学 。

哲学之定文如此紛紛不一,量 然,希 膳人哲学之定文,則 以相当之法研 究包

挙宇宙与根本智沢之原理之学也,釣 言之,則 哲学者,可 称原理之学。

"原 理 之 学"
,即 探 求 事 物 一 般 規 律 之 学 。 此 悦 頗 能 切 中"哲 学"的 本 貭 。

至20世 彡己初,以"哲 学"命 名 的 日文 需 籍 大 量 懌 力 中 文 出 版,如 井 上 圓 了(1858～

1919)著 、 夢 伯 雅 翻 犀 的 《哲 学 要 領 》1902年 印 行;井 上 圓 了 著 、 王 学 来 翻i斈 的 《哲

学 原 理 》1903年 印 行;藤 井 健 次 郎 著 、范 迪 吉 翻 懌 的 《哲 学 泛 槍 》1903年 印 行;井 上

圓 了 著 、 游 学 社 翻i斈 的 《哲 学 微 言 》1903年 印 行 。

清 末 影 吶 較 大 的 哲 学 犀 著 是,徳 国 科 培 尓 在 日本 的 垪 演 集 、下 田次 郎記 汞 并 日懌 、

i蔡元 培(1868～1940)中 懌 的 《哲 学 要 領 》(1903年 印 行),文 日 ・

哲学者,本 于希膳珸之 費夢索費。費夢者,愛 也,費 夢者,智 也,合 而 吉之,

則愛智之文也。

圦力"哲 学"是"求 知此原理及一切這劫友現之公例"的"原 理之科学"。 蔡元培込撰

《哲学忌槍》一文,指 出"哲 学力銃合之学",是"以 宇宙全体力 目的,挙 其向万有万

物的真理原則而考究之",頗 得哲学之真滞。

中国人 自著的以"哲 学"名 弔的著作,較 早的是侯生鴾撰 的 《哲学概槍》。1906

年,上 海广学会刊印渇葆瑛 《哲学源流考沢》,以"哲 学"力 全需美鍵洞,并 指出・"哲

学一家遂力辻渡吋代鞋移之 目的矣",具 有"喚 醒 国民之災魂,持 示教科之正軌"的 作

用 。

恵之,清 民之阮,日 源洞"哲 学"逐 漸取代中国原用的同美洞"理 学"、"玄 学"、
"性 理学"

、"形 上学",正 式以学科名 目被国人圦可 。其向王国錐芬績卓著 。

国学大師王国雉(1877～1927)学 渉文 、史、哲。他早年犀介西洋哲学槍著十余

神,署 名痒著便有7矛中,其 中日本桑木平翼(1874～1946)的 《哲学概槍》(海r}王 国

1隹悸本,1902年 刊于上海教育世界社 出版的 《哲学从需初集》),宜 接渉及Phoilosophy

洋名"哲 学."《 哲学概槍》的"第 二章 哲学的定文",王 氏的洋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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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 悟 ,本 犀字而非本来之成悟,人 人知之 。其原屠渭之"斐 洛亦非"或

``斐洛芳非亜" ,即 于3

英珸3Phoilosophy

徳法悟=Phoilosophie

脂丁珸3Phoilosophia

其他于意大利、西班牙、俄夢斯等,或 代Ph以f。 此 由文字之変更,而 其文

略同。此等渚珸 皆出于希膳i吾之斐洛芳非巫phoilosophia。'今 分析此希膳梧,則

自斐利亜phoila与 芳非亜sophi3二 悟(合)成 。斐利亜懌言"愛",而 芳非巫者,

"智"之 文也 。故"斐 洛蒜非",若 以其悟源褝之,則 可称力"愛 智"。 然其真又必非

但髮智之文,而 有究理探真之文者也 。然而考其澤珸"哲 学"之"哲"字,《 尓雅・釋

言》日3"哲,智 也。"揚子 《方吉 》亦日="哲,智 也。"又如 《帛・舜典》所渭"哲,

文 明",睿 《悦命》所渭"知 之日 明哲",皆 与原梧之"蒜 非亜"有 所似者。__求

之古来我 国(按,日 本)及 支那所用之文字,如 宋儒所渭"理 学",与 其真又相近。

然理学之珸,今 日用力 自然科学之恵鋼,即 恵称物理学 、化学、天文学、地貭学、

博物学等 。故不美其意又之逸,而 裘用哲学之名称,或 反有避俣解之益欲?况 哲

学之珸文反近于斐洛亦非之原文歓?14

王国堆 的迭一懌文,相 当周全地槍述 了以哲学翻懌斐洛芳非的道程及理 由。

清末 中国朝野 尚不接受"哲 学"一 洞,管 学大臣張百熙(1847～1907)上 奏称、
"盖 哲学主升友未来

,或 有贅广志荒之弊",圦 力哲学使人好高贅近、不切実隊,故 朝

廷1903年 頒布 的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 卯学制")从 大学科 目中取消哲学一冂,以
"防 士气之浮囂 ,杜 人心之偏宕"。 有筌于此,王 国鮭1903年 撰 《哲学辨惑》一文,

槍i正"哲 学非有害之学"、"哲 学非无益之学"、"研 充西洋哲学之必要",并 申述降名
"哲 学"匂 中国固有名洞"理 学"相 通

,委 婉地規幼 国人不必悚孩,用 不着垢病夕卜来

的"哲 学"一 名3

甚矣名之不可 以不正也!規 去歩南皮尚需(按,張 之洞)之 隊学劣折,及 管

学大臣張尚需(按,張 百煕)之 夏奏折3一 虞哲学之有流弊,一 以"名 学"易"哲

学"。 于是海内之士頗有 以哲学力垢病者 。夫哲学者,犹 中国所渭"理 学"云 尓。

艾儒略 《西学凡》有"斐 洛亦非亜"之i吾,而 未譯其文 。"哲 学"之 悟 実自日本

始 。日本称 自然科学日"理 学",故 不葎"斐 洛亦非亜"日 理学,而 褝 日"哲 学"。

我 国人士咳于其名,遂 以哲学力垢病,則 名之不正之辻也。15

14鞍 引 自佛 雅,《 王 国堆哲 学懌 稿研 究》,社 会 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6年,第7-9頁 。

15王 国 錐 、《哲 学辨 惑 》,《教 育世 界 》第55号(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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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氏此 以 的 主 旨 中 肯,対 兩 位 張 姓 尚需 排 斥"哲 学"的 摎 悦 所 作 的 批 判,及 吋 且 有 力 。

然 而,

王 氏 美 于 日本 懌 名 的"理 学"、"哲 学"之 辨 梢 有 偏 涙3日 本 早 在 幕 末 即 以"理 学"意

Phoilosophy,至 明 治 初,西 周 等 以"哲 学"意 澤Phoilosophy,方 把"理 学"作 力 自然

科

学 的 恵 名 。 王 氏 圦 力 日本 称 自然 科 学 日"理 学"在 先,迭 是 千 慮 一 失 。

吋 迂 兩 年,王 国 錐 撰 《槍 新 学 珸 之 輸 入 》(1905)一 文,更 明碗 地 強 凋 新 珸 輸 入 的

重 要 性 ・

近年,文 学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 新培之輸入是已。言珸者,思 想之代表也。

故新思想之輸入,即 新吉培輸入之意味。16

王氏同文込特剔強凋,不 仮要引迸科技癸木 珸,包 括"哲 学"在 内的"形 而上"

新沼的引入,対"文 学"(指 人文社会科学)的 友展至美緊要。当吋朝廷付灰从 日本輸

入 的"新 名洞",《 奏定学堂章程》的 《学各鋼要》寺列"戒 裘用夕卜国无渭名洞以存 国

文端士凩"一 条,対"裘 用外国名洞偐珸"的 行力大張麸伐,声 明"中 国 自有通用名

祠,何 必拾人牙慧."針 対此神保守之凩,王 氏充分肯定輸入新名洞的必要性,圦 力 日

本人創制的双字犀洞,理 当力中国人借用=

十年以前,西 洋学木之輸入,限 于形而 下学之方面,故 量有新字新悟,于 文

学上 尚未有墨著之影吶也。数年以来,形 上之学漸入于中国,而 又有一 日本焉,

力 之中向之騨騎,于 是 日本所造舜西珸之沢文,以 混混之勢而侵入我 国之文学

界。……至于垪一学、治一芝:,則 非増新屠 不可 。而 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

則沿而用之,何 不可之有?17

王国雄不仮是懌珸"哲 学"較 早的推介者,而 且也是理性地対待外来木悟的倡尋

者 。其哲人凩范殊堪效法 。

恵恰之,清 末量有蔡元培、梁肩超 、王国雉等人倡尋峰介"哲 学",但 由于張百熙、

張之洞等管学大員的抵制与阻撓,"哲 学"遠 一学科名 目并不能在中国通行,京 師大学

堂光猪二十四年(1898)建 立,退 至宣銃三年(1911)方 有哲学寿並之投,而 且込称

力"理 学 冂",直 到民国三年(1914)オ 更名"哲 学冂"。 足児"哲 学"一 名在中国被

承圦并得 以通用,是 頗厨坎珂的。

16王 国 錐 、《槍 新 学 珸 之 輸 入 》,《 教 育 世 界 》 第96号(1905年)。

17王 国 錐,《 恰 新 学 珸 之 輸 入 》,《 教 育 世 界 》 第96号(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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