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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把外交官、留学生和华工群这三个群体置于中西
交汇的宏大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整体，梳理他们各自的谱系传承和发展轨迹，考察他们在异国的相互
交往、相互影响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

作者简介

叶隽，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
聘研究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等；曾在德、英、法等国的学术机构做研究。
专著有《德国学理论初探》、《异文化博弈》、《歌德思想之形成》、《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
等；学术随笔集有《大学的精神尺度》、《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
》等；合著有《中外教育交流史》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等；主编有“中德文化丛书”、“留学
史丛书”、“德国学术概观丛书”等。
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语文学与思想史、中欧文化交流史、器物史与相关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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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欧战华工教育的路径区分：留欧学人之《华工杂志》与留美学人之《华工周报》 如果
说欧战的华工需求提供了一种新的需求可能，而华工教育范式的展开，则得益于参与其中的中国知识
精英的戮力不懈。
应该承认的是，在这样一种华工教育的开辟与实践中，留欧学人扮演了核心与主导性的角色，无论是
李石曾的运筹帷幄，还是蔡元培编撰《华工学校讲义》，确立华工教育的伦理观，都充分表明了上代
留学精英的高明眼光与强烈的社会伦理意识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还有相当一批初阶知识精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值得充分关注。
这其中，既包括像李璜、刘厚、褚民谊等这样的留法俭学生系统中的青年师资，也包括如晏阳初、林
语堂、蒋廷黻、史义瑄等来自美国的留美学生。
他们的思路与行动，构成了欧战华工教育中一种有效的张力，促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新路径可
能。
 仅就最能代表中国人本身声音的媒体来看，李石曾创办的《华工杂志》（The Chinese Labor Journal
，1917年）与晏阳初主办的《华工周报》（The Chinese Laborer's Weekly，1919年）就路径有异。
当初李石曾已经因为参与宣传无政府主义、身与民初革命、积极领导文化教育事业而名声极大，而晏
阳初不过是初出茅庐的留美学生。
但通过报刊的创办，他们还是殊途同归地走向了华工事业的共同开辟。
可见，能力有大小，辈分有高低，但就致力社会公益事业而言则并无先后之分。
考察一下两种媒介的创办思路，无疑可互为参照。
 《华工杂志》是以一种相对隐形的方式出现的，因为并未标明主办者具体何人，只是含糊地指出：“
这杂志是‘勤工俭学会’的人勉强担任编的，但是我们的文字知识都不够用，所以请吴（稚晖）、汪
（精卫）、李（石曾）、蔡（孑民）诸先生及中外学问家常常助稿，或照录原文，或译成白话，然后
登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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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由海峡出版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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