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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纪，地球上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交流，即“东学西
渐”。
对此知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西方人很“实用”地忘记了这个事实，而中国人也未能对此进行系统的
探讨。
　　对此，法国的艾田蒲(1909-)于1988和1989年分别出版的两大卷《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
994年出版汉译本)，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东学西渐”的过程。
中国学者中，朱谦之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较早的一部，后有谈敏
所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此二书偏重哲学和经济学，但却对
这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现在，看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感到相当的兴奋。
该丛书已出版7部，其中，包括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新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
影响》、《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
文学的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
　　在文明的演进中，人类是趋上、趋前的。
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
的差距。
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
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
兵法等。
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
　　不过，与中国人“鸦片战争”以后接受西方文明，即所谓“西学东渐”不同的是，“东学西渐”
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
此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制的统治本身，已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争夺霸权，与中国
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类似。
为了争霸，就必须加强实力，但欧洲诸国的办法不像中国历史上诸侯那样，以“耕战”，即以发展农
业为主，而是发展商业为主；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
和自由，反对教廷及其分支机构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即设法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增强国力
，并突破天主教的专制。
　　“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
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
在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方面，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他们知道若
引进这些势必危及其利益。
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
也正是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他们才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引进和改造，这同时
也就变革了欧洲本身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
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对于先进文明的追求，是各国、
各民族所共同的，但对先进文明的学习和引入，又要通过各国、各民族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斗争
，即在社会变革中才能实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社会变革，不仅不能学习外部的先进文明，而且连本民族的文明也会在
保守中衰落。
　　在“东学西渐”的时候，中国这个创造了先进文明的大国，却因自身的保守正处于衰落之中。
从郑和的既无军事又无经济目的的航行以后，中国的明清两代四五百的时间内，由巩固集权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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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的保守势力，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变革，文明基本上停滞不前。
直到在社会变革中吸纳、改造从中国引入的文明和制度因素而发达了的欧洲列强，又反过来以武力侵
略中国时，中国人才被动地意识到自己的衰落，并由一部分先进分子倡导变革，开始向西方学习，中
国才从停滞中走向新的进步。
这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西学东渐”只是外因，内因还在中国社会的矛盾。
如何发动中国社会内在的进步势力，变革与现代文明和文明主体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旧文化，
这看似简单明了的道理，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相当复杂。
旧制度、旧文化所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正是为了保守这部分既得利益，他们坚决地反对
变革，也不会容许“下等人”取得政治、经济权利。
　　从本套丛书所记述的“东学西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西学东渐”是落后者向先
进者学习，发展并创造文明的必要过程。
虽然承认这一点有些让人难堪，但又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承认了这一点，并不是“全盘西化”，即不能把西方的一切都照搬过来，中国也不能“化”成欧洲
、美国。
但又不能因此而排斥西方先进的东西，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分析，从中找
出与人类总体发展规律相统一的一般因素，加之改造和吸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中国实际的矛盾，形成变革的思路和策略，并由此而发动民众，对旧势力
的保守进行斗争。
　　100多年的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历史使命远未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系统地探讨200年前欧洲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东学西渐”，是很有意义的。
尤其重要的是，读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学西渐》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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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奥尼尔的《毛猿》、《琼斯皇》、《奇异的插曲》和《悲悼三部曲》都是表现主义的剧作，其中
尤以《毛猿》为代表。
《毛猿》一剧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扬克的司炉工，他身体异常健壮骠悍，深受同伴的敬畏。
然而，他的自豪感在上流社会小姐米尔德里德面前丧失殆尽，因为他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他一向赖
以炫耀的强健体魄正表明他的野蛮和粗鲁，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那艘豪华的远洋客轮，于是，
他来到纽约第五大街，千方百计要得到人们的承认。
最后，他来到了动物园，发现自己竞与大猩猩同类。
他误认为大猩猩的动作表示了对他的认可，于是打破铁笼去拥抱大猩猩。
结果大猩猩反过来掐死了扬克，并把他扔进了铁笼。
　　很显然，《毛猿》所反映的是主人公扬克同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
在该剧的开头，扬克认为自己是属于社会的。
他认为，他和他的同伴是构成社会大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他们使得整个社会在前进。
扬克在第一场中曾对同伴说过：“开动这条大船的是谁？
难道不是我们吗？
那么，我们顶事，不是吗？
我们顶事，他们不顶事。
就是这样。
”他是相当自信的，他曾叫喊着：“我是原动力，懂吗？
⋯⋯我是结尾！
我是开头！
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
世道——那就是我！
——新的改造旧的！
⋯⋯钢，代表一切！
而我就是钢——钢——钢！
我就是钢里面的肌肉，钢背后的力量！
”可是，这种从属于社会的思想在扬克见到米尔德里德的时候便荡然无存——他过去曾引以为荣的骠
悍现在却成了动物生命活力的一种象征，而这种活力恰恰使人们把他看作是“毛猿”。
当他采取的报复行动一次次失败后，他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玩意是在你心里，它并不是你的肚子问题。
⋯⋯它活动着，一切都跟它活动。
他一停下，全世界也跟它停下。
⋯⋯本来我是钢铁，我管世界。
现在我不是钢铁了，世界管我啦。
”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必定是要以死亡而告终的。
只有扬克死掉，他才能最终找到归属社会的道路。
正如奥尼尔本人于1924年11月16日给《纽纽论坛报》的一封信中写的那样——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