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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研究近代中国哲学、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具有较高声誉和广泛影响的著作
。
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角度和方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位迷人的西方思想评论家的严复。
作者指出，严复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欧洲著作中阐
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即充分发挥人们全部能力
和将其导向为集体目的服务的公心。
作者揭示严复思想的秘密及其得失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机制和渠道，无疑
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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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杰明·史华兹，生于1916年12月12日，卒于1999年11月14日。
1960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并以其博雅和睿智，在核校东亚中被尊称为“学者的学者”。
除了作为其扛鼎之作的本书，还写有《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
思想意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中国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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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复对这种&ldquo;学之学&rdquo;的关注，当然并非自此时始。
我们已看188到，义和团起义那一年，他在上海组织&ldquo;名学研究会&rdquo;，就是这种关注的一个
表征，他的译著《穆勒名学》就是这种关注的直接成果。
这部译著的前半部是1900年至1902年间译就的。
其时，严复还正在译《群学肄言》和《法意》。
《穆勒名学》出版于1905年。
1909年，严复为译著《名学浅说》（原著者耶芳斯）写的《译者自序》中，对没有完成《穆勒名学》
后半部翻译工作，以及自己因脑力不济，无力续完这部博大精深的著作深表遗憾。
（译《名学浅说》的目的是以它作为对穆勒基本观点的扼要概述。
）从语言角度来讲，译《穆勒名学》是严复全部翻译任务中最繁重的一项，可以说它使严复将所有古
文词汇搜罗殆尽。
　　严复对逻辑学的关注，也许始于他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初次接触西方科学之时。
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81年，他就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中论述&ldquo;原则&rdquo;的章节印象
颇深。
斯宾塞在对科学作专横的等级分类时曾说：&ldquo;应坚信只有通过研究抽象科学，即逻辑学和数学，
才能了解事物间的必然联系。
&rdquo;假如社会学是一门&ldquo;包括了所有其他学科的现象&rdquo;的科学；那么，逻辑学和数学不
仅是自然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虽然斯宾塞对于逻辑学的论述绝对没有穆勒的论述明确，但斯宾塞揭示了最抽象的学科同与富强直接
相关的学科之间的联系。
逻辑学与严复的中心关注有着双重关系，它不仅是最高最具体的科学-社会学的基础，而且是&ldquo;
质力&rdquo;科学的基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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