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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白璧德思想原典及其在西方文化中定位的论述，对白氏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之阐释
形态的描述评析，都有创新之处。
特别是作者能够另辟蹊径，将“翻译研究”与“思想史”挂钩，所辩者细微，所见者宏大，对于深入
理解“学衡派”的思想资源与译介策略，十分有益。
本书结构紧凑合理，资料掌握充分，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显示出很好的细读功夫。
　　关于“学衡派”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关系的问题，是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效应的重要课题。
本书以“学衡”的有关译介为关注点，由此考查白璧德人文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发生的意义转换及生成
。
文章思路清晰，中西文材料掌握运用很细致而又有理论眼光，文气简洁大气，举重若轻。
其赋予发现的扎实的探索，已经推进了所属领域的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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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源，1976年生于太原，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讲师。
主要研究兴趣为中美文学关系、中美现代思想史。
发表论文十余篇，译有克莱斯·瑞恩《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200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
变迁》（2002）、奥依肯《新人生哲学要义》（2002）、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2004）以
及桑塔亚那《社会中的理性》（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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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学衡》译文：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在　中国的第一个阐释形态第1章  欧文·白璧德及其“
人文主义”思想　第一节 白璧德：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奠基人　第二节 何为白璧德之“人文主义
”（Humanisin）？
　　一 “人文主义”定义简述　　二 “人文”与“人道”：对立还是统一？
　第三节 “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　　一 一个核心——“内在制约”（inner chock）　　二 “二
元论”（dualism）　　三 “存在的三个等级”（thtree orders of being）　第四节 白璧德思想中隐含的
一个基本问题　——“人文主义”与宗教的关系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白璧德的宗教观　　三 “
人文主义者”内部的论争　　四 白璧德的“宗教”：“超自然的”versus“超人的”第2章  “人文主
义”译入中国：　《学衡》徐震塄译文研究　第一节 徐震塄、吴宓与（《白璧德释人文主义》　　一
引子：译文与原文的出版时间问题　　二 译文的双重作者：译者徐震塄与编者吴宓　第二节 译文文
本研究　　一 译文“勘误”　　二 置换·增删·翻译意图第3章  “人文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
《学衡》胡先辅译文研究　第一节 胡先辅、吴宓与（《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　　一 引子：译文
的“生产”问题　　二 胡先辅：译文的独立生产者　第二节 文化与政治：白璧德人文教育观的双重
面向　　一 第一重面向：教育与文化观念的关联　　二 第二重面向：教育与政治理想的关联　　三 
（《中西人文教育谈》：白璧德人文教育观的总结性表述　第三节 译文文本研究　　一 “人文主义
”的去政治化：白璧德人文教育观　　第二重面向的失落　　二 归化问题：“人文主义”过度本土化
（中国化）后产生的接受效果第4章 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吴宓译文研究　第一
节“为我”还是“为他”？
——吴宓译文的双重样态　第二节 译文中的译者——“复古派”还是“古学派”？
　　一 “复古派”吴宓与“礼教”　　二 “古学派”吴宓与“古学”　　三 吴宓：两难的身份　第
三节 走向“保守主义”——吴宓译文中“以理制欲”主题之个案研究　　一 关于“以理制欲”　　
二 “以理制欲”抑或“以‘礼’治欲”？
　　三 “科玄之争”的时代背景　　四 立足于“我”：五四学人的特有心态结语 《学衡》中的白璧
德：“保守”与“自由”之辨　一 引子：“学衡派”的“帽子”问题　二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三 
白璧德的自由观　四 如何看待“现代”——白璧德与柏克的根本歧异　五 “保守”与“自由”之辨
附录 附表1  白璧德著述中译版本列表　附表2  《学衡》杂志各栏目　　译文篇目比例表　附表3  《学
衡》杂志“通论”栏目译介　　人物列表　附表4  《学衡》杂志“述学”栏目译介　　人物列表后记
参考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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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1865年8月2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代顿(13ayton)
，1933年7月15日病逝于波士顿康桥(cambIiclge)家中。
他的一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首先，1865年乃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the
civil War，1861—1865)——结束之年。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北方的胜利为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使美
国在19世纪后期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以令世人瞠目的速度进入了现代。
毕生以批判现代社会诸问题为务的白壁德，正是生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年份。
1865年之后，美国开始了战后重建工作，在持续了十多年的重建期(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1865
—1877)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铁路、石油、钢铁、电力诸行业突飞猛进，强
盗大亨”(robber harons)横空出世，财富大量积累在个人手中，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政治趋于腐败，各
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这个经济空前繁荣，然而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生活经历种种前所未有之巨变的时期，史称镀金时
代(the Gilded Age，1878—1900)，美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农业一农村联邦政府向工业一城市民族
国家的转变。
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开始了历经百年之久的西进运动(the Westward Movement)。
当战后重建工作初步完成、工业化进程如期实现之后，美国重新拾起40年代流行的“天命论”(the
Manifest，Destiny)，开始“敕天之命”、走上对外扩张的老路。
由于其领土在内战前已经从大西洋沿岸一路扩展到了太平洋沿岸，到了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镀金时代
，“领土扩张论者”们(the expansionists)顺理成章地将目光进一步投向了太平洋与亚洲地区。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轻松获胜，领土扩大到了亚洲地区，自此“扩张论”在美国罡风日劲。
以这场“辉煌的小战争”(the SplendidLittle War)为标志，美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强硬，并由此进入了帝
国主义时代(the Age of Imperialism)。
从文化思潮方面而言，这一时期人们的观念同样发生了剧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60年通过哈
佛学者、博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的评论被迅速介绍到了美国。
由此达尔文的“进化论”(idea of evolutionary change)与“自然选择论”(idea of atural selection)在美国学
术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与争议。
如果说“进化”是经由“自然选择”而产生的，那么这便取消了“造物主”存在的理由，从而构成了
对“创世论”(creationism)这一传统世界观的直接颠覆。
围绕这一关键论题，美国思想界在19世纪70年代初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宗教之战”。
其间坚决抵制这一新观念者有之，与之妥协者有之，对之全面接受、乃至热情捍卫者亦有之，而论争
的后果则是“进化论1882年，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的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l：encer
，1820一N03)访美，受到了空前盛大的欢迎，当时的美国人的热情程度绝不亚于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访华时(1919—1921)兴奋的中国人。
此后美国人开始仿效斯宾塞氏，将进化论引入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从而社
会观念从整体上发生了改变——“科学与宗教之战”比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科玄之争”(1923)
整整早了半个世纪，然而就论争的内容、对立阵营的构成及其后果而言，则似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作为文化储积、传播之地的传统型学院，亦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进行着相应的变革，逐渐向现
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变。
同时，这些得风气之先的教育机构反过来又开始引领时代风潮，对社会观念的转变施加了最为有力的
影响。
事实上，“科学与宗教之战”最初便是在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之间展开，此后扩展到普林斯顿
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圈内并最终由科学在更广泛的知识界取
得了全面的胜利。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大学成为美国大学争相模仿的对象，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了名目繁多的
新学院，德国式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streengw／samschaftlic Methode)渗透到了各个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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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旧式经典科目逐渐被自然科学课程所取代，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科学思潮开始入侵传统(即人
文)学科，科学的语言文献学(scientifiphilology)的方法开始被用来研究文学本身。
此外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传统学科无一不受到科学“方法论”的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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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回想起那段攻博的岁月，不禁感慨系之。
记得六年前兴致勃勃到北大中文系报到，那时年少无知，自觉是为了追求真知而来，却不知道人的命
运充满反讽，人性无比复杂而又令人绝望的卑微。
卑微无从超拔，唯有埋头写作，以性命相博，而死生与之。
那段自闭书斋、寂然无声的日子之惊心动魄，真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现在论文行将出版，回过头来，我开始感谢那段人生，并由衷地感谢那些帮助我实现了自我超拔的人
们。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华教授与严绍鋈教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北大英语系刘
锋教授，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盛宁先生与陆建德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刘象愚教授等诸位先生
担任了论文的答辩委员，对文章的写作与论述给出了极为切实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谨向各位先生深表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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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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