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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在汉语语感上既颇有内涵又有超凡脱俗之感的概念，当初舶进之时即激起了不
少人的谈论与研究的兴趣。
包括鲁迅，尽管对新人文主义未作过任何研习，但还是愿意将之作为一个经常的话题与梁实秋进行争
讼。
不必讳言，鲁迅当年是出于与梁实秋的意气之争才这样以不屑一顾同时又冷嘲热讽的方式谈论新人文
主义和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原不应作为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文化的评价依据或研究典例。
在中国介绍新人文主义最用力的当然是学衡派文人如吴宓、梅光迪等，以及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由
于他们的文化倾向和政治色彩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新人文主义相当一段时间被大陆学术界完全搁
置，除了片言只语的批判而外，很少被公正地当做一个文化学术概念为人们所谈论或研究。
随着思想解放和现代文学文化研究课题的拓展，特别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以及梁实秋所在的新
月派以某种神秘的傲然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后，新人文主义才在中国的学术文化中恢复了一些精气
神。
梁实秋特别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学衡派的研究则已从文学、历史、思想等领域铺
开了相当活跃的扇面，然而与此相关的新人文主义研究尚具有很开阔的余地。
人们有时对人文主义的认知很模糊，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含混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界限，
更不用说对新人文主义的确认以及对新旧人文主义之间关系的把握了。
白璧德当年竭思殚虑地对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所作的声嘶力竭的辩解
，被此一时期中国的研究者证明为既非常必要同时又几乎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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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研究》（
项目批准号：05B2W044）的结项成果。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系统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运作中新人文主义的基本范畴，将辜鸿
铭阿诺尔德式的近代人文观念以及新儒学人文主义纳入新人文主义的价值视野进行审视与评骘，从而
较为科学地完成了对新人文主义中国影迹的历史把握。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揭示了新人文主义的理论特征是意念理性，由此出发判断中国新人文主义
的思想内涵，判别新旧人文主义的原则分歧。
书中的新人文主义就概念内涵而言指向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白璧德人文主义，将这种新人
文主义输导到中国现代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骨干人物当然是学衡派文人如吴宓、梅光迪等，以及新月派
批评家梁实秋等，而就外延来说，则现代人文主义的先驱者辜鸿铭，以及后来的新儒学家，甚至包括
后来转向人文主义的林语堂，都与这种人文主义有着相当的学术联系和理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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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寿桐（1958- ），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历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现代文
学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民进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江苏省教育委员会
主任等职。
曾作为访问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因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到访过美国、奥地利，俄罗斯
、意大利、法国、丹麦、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
著有《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中国现代
社团文学史论》等个人专著12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40余篇。
研究成果曾获省级人民政府一等奖以及全国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4项。
获得过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以及教育部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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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竭诚信奉和对于清王朝现行体制的深深认同，使得辜鸿铭在世界范围内的观
察与批判自然凸显出鲜明的爱国者立场，以这样的立场与列强和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他势必引述中西
方经典言论作为自己观点的坚强支撑，势必以服膺古往今来圣人名贤的姿态显示自己透彻的真诚。
这种类似于新人文主义的文化态度需要深厚的中西方文化修养，同时也需要对于几乎所有人类精神遗
产的虔恪与诚服。
辜鸿铭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丰富而广阔的知识面使得他在国际舆论界为
中国辩护时充满着才情、卓识和睿智，他甚至引述殖民者自己的经典言论对列强对中国的侵占和恣意
妄为进行严正的指责。
他引用戈登谈论埃及时说的话反过来奉献给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列强：“外国人统治埃及多久，埃及
人民的声音被压抑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劣等王国的时间，就必定有多久。
”①这个英国殖民者的意思非常清楚：外国的侵略是导致被侵占国秩序混乱、纲纪废弛、政府无力、
官场腐败的直接的和根本的根源。
辜鸿铭以此为腐败、混乱、软弱无力的清王朝辩护，指出：“列强们应该采取的，或更确切地说，一
个列强应带头采取并以道义或其他方法强制别的列强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不是‘门户开放’，而
是‘让中国人独立’。
”这样做才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在华外国人自身的良治秩序”②。
　　这样的议论显然非常天真幼稚，而且带有与虎谋皮的可笑。
侵略者并不会真的像戈登那样为被占领国的公序良策考虑，不会对被侵略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负任何
责任；辜鸿铭呼吁列强们“让中国人独立”，以便保证中国有一种“良治秩序”，他以为侵略者对此
会有所动心，因为中国有了“良治秩序”，在华的外国人其安全和利益就有了保障。
此时他把在华的外国人完全想象成戈登这样的文质彬彬的殖民者，想象成遵循被占国法律秩序的体面
客人和文化学者，实际上那时候在华从事军事侵略、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外国人都不过是成色有异
的强盗，任何强盗其实都是希望他所侵占的地方越混乱无治越好，有哪一个强盗会要求他将要偷窃或
抢劫的那一方秩序井然、法制健全？
这一方杂乱无章，强盗可以乱中得逞，这一方烽烟四起，强盗可以趁火打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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