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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
，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
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
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
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
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
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
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
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
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
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
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
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
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ldquo;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rdquo;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
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
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
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
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
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
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
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
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
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ldquo;抛砖引玉&rdquo;，本《
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
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ldquo;中国思想家评传&rdquo;命名，主
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
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
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
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
的&ldquo;行成于思，毁于随&rdquo;，列宁说的&ldquo;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rdquo;，
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
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
我们以&ldquo;中国思想家评传&rdquo;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
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
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
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
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
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
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
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
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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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
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
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
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
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
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ldquo;实事&rdquo;，后者为&ldquo;求
是&rdquo;，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
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
到&ldquo;实事&rdquo;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
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
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ldquo;求是&rdquo;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
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
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
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
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
史前进要求的&ldquo;立德&rdquo;、&ldquo;立功&rdquo;、&ldquo;立言&rdquo;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
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
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
，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
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
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
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
持&ldquo;百花齐放&rdquo;、&ldquo;百家争鸣&rdquo;的原则。&ldquo;百花齐放&rdquo;和&ldquo;百家
争鸣&rdquo;，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ldquo;
齐&rdquo;字，后者强调一个&ldquo;争&rdquo;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
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
、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ldquo;百花齐放&rdquo;、&ldquo;百家争鸣&rdquo;的原则体现在撰
著评传时，应从&ldquo;齐放&rdquo;和&ldquo;争鸣&rdquo;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
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
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
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ldquo;实事求是&rdquo;、&ldquo;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
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
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
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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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评述了严复译书启蒙、教育救国的一生，对其参与南北和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作出了新的解
释与评价。同时重点讨论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政治主张、教育思想、教案观及文化观，多维度地
探寻其心路历程与思想底蕴，检讨其眼光心计的高远深邃与毁誉得失。并通过对《天演论》、《原富
》、《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的实证性研究，揭示出严译名著的特色与价值，以及严复在西学
东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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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作者简介

皮后锋，男，1966年11月生，湖北省江陵县人。副研究员。1987年6月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分配至湖
北省江陵县岑河中学任教。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
分配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工作。
近年主要参与区域现代化研究和社会调查。先后独立承担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文化大省及江苏省小康及
现代化进展评估等调研课题；参与南京市小城镇发展战略、沿海省市现代化发展战略等课题研究；参
与撰写《江苏省志·乡镇工业志》，获江苏省地方志评比特等奖。
共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2000年底，曾赴日本参观考察。

Page 5



《严复评传》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导言第一章 时代与生平一、启蒙教育二、海军生涯三、投身维新运动四、
辗转南北五、对抵制美货的异见六、践行教育救国七、参与南北和谈八、执掌北京大学九、卷入洪宪
帝制十、衰病辞世第二章 &ldquo;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rdquo;&mdash;&mdash;严复的维新变法思
想一、比较中西社会差异二、教育救国的应变方略三、教育救国论的历史影响第三章 君宪救国论的持
重与迷失&mdash;&mdash;严复的政治主张一、抨击专制政治二、鼓吹君主立宪三、反对革命共和第四
章 &ldquo;溶智慧、练体力、厉德行&rdquo;&mdash;&mdash;严复的教育思想一、构建现代教育目标二
、德育论三、智育论四、美术教育论五、实业教育论第五章 &ldquo;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
全&rdquo;&mdash;&mdash;严复的文化观一、以人为本，超越体用二、审同析异，取精用宏三、因时
权变，执两用中第六章 情感与理智的困惑&mdash;&mdash;严复的教案观一、翻译《支那教案论》二、
重视基督教的教化功能三、剖析教案的原因与后果四、弭平教案的标本之策第七章 救亡警钟：《天演
论》（上）&mdash;&mdash;严译《天演论》的独创性一、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二、《天演论
》的主要内容三、《天演论》的独创性第八章 救亡警钟：《天演论》（下）&mdash;&mdash;严译《天
演论》的传播与冲击一、《天演论》的传播与主要版本二、进化论成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三、进化论
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原动力四、《天演论》与近代中国学术第九章 富国阜民之术&mdash;&mdash;
严译《原富》研究一、《原富》的翻译与修改二、《原富》与《国富论》的差异三、《原富》案语的
性质与内容四、《原富》的传播与影响第十章 治平之基&mdash;&mdash;严译《群学肄言》研究一、斯
宾塞及其《社会学研究》二、《群学肄言》的翻译与特点三、《群学肄言》的传播与影响第十一章 自
由精义&mdash;&mdash;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与会通一、《群己权界论》与《政治讲义》二、自
由的内涵与类别三、国权民权特操絮矩四、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第十二章 译界泰斗&mdash;&mdash;严
复与西学东渐一、译事楷模：&ldquo;信、达、雅&rdquo;二、&ldquo;近世西学第一人&rdquo;三、严译
特色与价值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索引人名索引词语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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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章节摘录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初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南门以南、闽江以北的福
州市区，即今台江）苍霞洲一个中医世家，祖籍侯官县。　　严复，乳名体乾，谱名传初。投考福州
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也作右陵。人仕后，改名复，字畿道，晚号疥燮老人，别署观我生室
主人、辅自然斋主人、尊疑学者、唐山人、瘠燮堂、疥燮堂主人等。成名后，因籍贯为侯官，被尊称
为严侯官、侯官先生。　　严复出生前后，西方列强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连续遭受外来浩劫，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严复就是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
，他一生的命运与际遇也与此紧紧相连。　　1859年，严复入私塾读书，先后从师数人。1862年，严
复回到故乡阳崎乡下，转入其五叔严厚甫的私塾就读。次年，严复再次来到省垣苍霞洲，开始在同邑
黄宗彝先生的指导下读经。黄宗彝&ldquo;为学汉宋并重&rdquo;，学识渊博，为闽省宿儒。他常向严
复讲述明代东林掌故以及宋、元、明儒学案与典籍，所授内容并不限于经书。在黄先生的指导下，严
复拓展了学术视野，陶冶了情操。尤其是东林党人不畏权奸、刚直不阿的气节与傲骨，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胸怀与气度，令严复肃然起敬、终身铭记。1865年，塾师黄宗彝病卒。他生前自荐其子黄增
来到严家就馆，这样，严复开始在黄增来的指导下继续读书，直到次年父亲病故。　　1859-1866年间
，严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启蒙教育，其潜移默化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一生关心国事民
瘼，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开启民智为己任，以译书经世为职志，既不愿趋炎附势，更耻于曲学阿
世。另一方面，严复毕生信守中庸之道，其立身行己，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宦海交游，终其一生都
谨守旧式礼法，是一副标准的传统士大夫形象。　　1866年春，14岁的严复秉承父母之命与同邑布衣
王道亮之次女成婚。同年8月，严复的父亲严振先病故，家道中落。严复一家生活难以为继，无力为
他续聘塾师，被迫搬回阳崎乡下，由其母亲和妻子做女红艰难度日。幼年失怙的辛酸苦痛，让严复刻
骨铭心，终身难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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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精彩短评

1、资料引述丰富，分析得也有条理。
2、严复专家皮后锋写的评传，笔力遒劲，还原晚清一代有识之士严复的先驱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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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

章节试读

1、《严复评传》的笔记-第1页

        开篇不久就谈到洪宪帝制，以孔子不顾沮溺之讥，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的态度来解释，见出作
者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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