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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间，作者不揣固陋，于优生及与优生相涉之事物，续有论列。
兹因第一辑再版之便，就较长在六干言以上之各稿汇为第二辑，名之日《人文史观》，同时将第一辑
易名为《优生概论》，俱所以示议论之重心所寄，非谓全书将专论优生或人文史观也。
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之一部分稿件，则汇为第三辑，日《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三辑现皆归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二辑存稿凡十一篇。
《文化的生物学观》、《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奇尼教授之民族自然兴替观》
三篇与总题关系最切。
　《平等驳议》重申“物不齐”之常识，允为人文史观一部分之基础，故亦列入前数篇中。
余各篇中，直接论优生者三，论家庭、婚姻、与妇女问题者二，论中华民族隆替之情势与因缘者亦二
。
《说“才丁两旺”》一篇，以一极寻常之民间信仰为出发点，而推论人口问题之两大方面，至今七八
年，犹谬蒙友朋过当之奖饰，思之汗愧。
《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一篇则曾在平社中宣读。
各篇自成单位，初不相谋，今为酌定次序，使部段稍有联络，首尾亦相呼应，读者当可不病其错落零
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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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光旦，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
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
1899年8月13日生于宝山县罗店镇，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
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
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攻读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获学士、硕士学位。
1926年回国后至1934年，先后在上海光华、复旦等大学任教。
1934年至1952年间任清华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曾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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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元气篇（一九三一）一　论元气的一般斫丧二　鲍蒂思教授的华人智力观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
（一九三O）附录： “东省汉族殖民品质之研究”征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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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的生物观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确把演化的过程看作一条梯子，或是一座塔，或金字塔，可以历
级而升，走到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塔尖了。
这座塔一起有五层，下面的级层产生上面的级层，产生的那个手续就叫做演化。
越下的级层越基本，地盘越大；越上的级层，依靠以为根据的级层越多，在现象界里所占的部分却越
小。
这种种是略知社会科学的人的常识，无须多说。
什么叫做“文化的生物学观”？
就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观察的结果，自然不能不继以解释。
所以普通所谓这个观那个观的“观”字，原来兼具“观察”与“解释”两重意义，而解释似乎更加重
要。
什么是解释？
哲学与玄学的解释是一种。
科学的解释又是一种。
科学家的解释说起来很单纯。
原来他只会把甲批的现象来做乙批的现象的注脚；注清楚了就算解释清楚了。
所谓甲批乙批又逃不出刚才所说那个金字塔的范围，所谓“批”又往往就是塔上的级层。
最普通的自然是拿下一级层或数级层的现象来解释在它们上面的一级，例如以理化现象解释有机现象
，或以二者共同来解释心理现象。
反是，在上级层里的现象也未始不可以拿来解释在下级层里的现象，因为演化的过程既经走遍了这几
个级层，而各级层又同时存在，它们中间包括现象自然不免来复的相互的发生影响。
例如文化现象也可以引来解释心理现象，心理现象也可以引来解释有机现象。
此外同级的现象也有其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彼此也可以引作解释之用。
例如理化现象就不能不在同级的现象中自寻解释，因为我们假定它们的级层是最基础的级层了。
最近几年来在别的级层里也有“自谋解释”的运动，例如行为主义派的对于心理现象与文化学派的对
于文化现象。
他们认为这种“自谋”的“不求人”的解释是最科学的。
这种见解和毅力我们不能不佩服。
但是我们要记得宇宙间的现象原是错综的绵续的，级层原是人类为便于了解起见的一种看法，并不是
现象界真有什么划分的领域。
要比较圆满的解释一种现象，要比较完全指出它的因缘来，势不能不多方的顾到，不宜局守一隅。
文化现象演化出得最迟，所以它所凭借的因子也最多最复杂，比较最接近的是社会因子，、次为心理
的，再次为有机的或生物的，最疏远的是理化的因子了。
这种种因子都可以引来解释文化；再加上文化现象自身的解释；这种综合的解释才算比较圆满。
完全按照上文金字塔的说法，“文化的⋯⋯观”至少可以有五种。
但目下学问界所流行的实在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文化的地理观或自然环境观，二是文化的生物学观
，三是文化的文化学观。
余如别的“文化的⋯⋯观”，例如思想观、种族观、唯物史观等等大都可以归纳在这三个里的一个或
一个以上。
能够把这三大观法三大解释法统统顾到，结果也就不能不算圆满了。
用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原是片面而不圆满的，然则这一篇讨论又何以单单的讲“生物学的
解释”呢？
这里有三层不得已的理由。
一是现象无涯，因果关系无穷期，一人尽一手一足之烈，决难面面俱到，我们不能不分别的观察或解
释。
一个人求学问，在今日的情势之下，不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中通人事；学问越发达，分工越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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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过这个原因，就是，能力有限。
只要我们求学问的时候，作观察与解释的时候，不把自己的一种学问当作唯一的学问，自己的观察法
与解释法当作唯一的观察法与解释法，也不把别种学问、别派解释与观察忘记了、抹杀了、或小看了
，我们便算尽了人事。
第二个理由是：生物现象比较基本而也是比较可以用人力来左右的。
用社会现象与心理现象来解释文化，固然很方便，因为它们与文化现象最接近，要利用它们的势力来
左右文化，也很容易，也是因为彼此接近的关系。
但是这种解释，这种人力的支配比较要缺少基本性与固定性。
例如改变社会组织，提倡教育，自然可以教文化有一度的兴奋，但是要是聪明才智的程度有限，这种
兴奋是不会持久的。
反过来，理化的现象自然是最基本了，但是它们比较的最不受人力的左右，寒带的奇冷、热带的酷热
、日本的地震、中国西北方的沙漠化，是绝对没有多大办法的，人类生活只有迁就它们，很难教它们
来迁就人类。
在一切现象之中，能够比较受人力的转移的，同时也具有充分的基本性的，是生物学的现象。
也许有一天，人类的知识发达到一种程度，可以教后天获得性遗传，也可以用理化的方法自由的唤出
精质的突变，到那时候，不但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和文化现象自己，要取得多量的基本性，就是理
化现象也要比较的变为可以用人力来左右的了。
到那时候，我们便可不必在“生物学观”上多发议论了。
第三个理由是：文化的种种解释中，生物学的解释比较最不受人注意，尤其是在科学幼稚的中国。
即就近数百年来中国的国势问题而论：中国的积弱，自然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但是国人多方的解释，
总是逃不了政治不良、外交失败、生计穷困、教育不普及、帝国主义压迫，几个方面——没有一个不
是文化级层以内的。
偶有以中国地势、气候、交通不便等等比较地理的现象来解释的，但已属少数。
至于根据了生物现象与原则出来说话的，几乎没有。
以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严几道先生在他给朋友的书信中偶然提到一二，后来却也没有嗣响的人
。
但是即使自因推果而言，一国的积弱，一国文化的衰落，决不是一二原因或一二种原因所可圆满的解
释；我们又怎样知道没有很严重的生物原因在后面活动呢？
关于这一层，这一篇讨论里谈不到；读者如有好耐性，请就拙作《人类学家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
《中国评论周报》一卷三期），和下文中的《说“才丁两旺”》，《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以及本
书的其它两辑”，加以参考。
生物学家观察文化与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民品良窳，而民品良窳由于生物的
原因。
这个假定还可以逼进一步说，就是：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
这两种说法原是差不多的，。
大凡人口一般的品质好，特殊的人才就容易产生，否则便不容易产生。
所谓生物的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
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
选择所由发生的途径有三：一是生产，二是婚姻，三是死亡。
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时代说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个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或移殖。
变异现象是生物现象里最基本的，大率一种生物在演化过程里的地位越高，变异的品性就越多，每一
种品性的变异性也越大，造成生物学所称的“多形现象”（polymorphism）。
多形现象的发达，到了人类而登峰造极。
许多带有社会性的昆虫，例如蜜蜂，也是很“多形”的。
但是蜜蜂只有蜂后、雄蜂、工蜂三种，并且三种中间，有两种的地位——蜂后与工蜂——是彼此可以
交换的。
人类便远不止三种，诗人、画家、医生、政客、牧师、建筑师、各种的科学家⋯⋯说之不尽，试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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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任何两种的地位能不能随便对换。
人类的多形现象，不比别的动物，一半自然是文化环境的势力所造成的，这谁都不能否认，但是生物
学家也相信诗人、画家、科学家等等，无论你怎样利用教育功夫和训练功夫，决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一定要一个人的变异的倾向中间，有可以做诗人、画家、或科学家的基础因子，再加上文化环境启
发的效能，这个人方才可以成为诗人、画家、或科学家。
这种基础的因子当然不容易证明，但是这种因子的不容易证明和物理、化学领域内电子和原子的不容
易证明差不多。
一个民族的变异品性（variations）和每一品性的变异性（variability），往往因为历史的背景和地理的
环境关系，和别的民族不同。
品性有多少，而每一品性的变异性有大小，品性多，各种人才也多，而文化的表现也就多变化，不拘
拘于一二方面。
例如中国二干余年来的文化和二干余年前的文化，在这一点上就很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多么
的陆离光怪？
秦汉以来的文化是多么的一成不变？
难道这种相反的局面完全没有生物的背景么？
我相信不会没有。
品性多固然可贵，尤贵乎每种品性的变异性大；因为除了人才的种类加多以外，每种人才的才力要加
强，而文化每一方面的造诣要更加未可限量。
一种品性在一个人口或民族里的变异可以用一条曲线表示出来，如下文第一图，大率中等的人最多，
越趋中下中上两个极端人数便越少。
这种曲线的曲法，自然又要看一种品性在一个民族中分布的特殊情形。
要是中庸的少，而趋极端的多，则曲线的中段要扁平，而两端所被的地面要广大，否则反是。
假设有两个民族于此，讲起他们智力——就是聪明的程度——的分布来，一个是中庸的少，极端的多
，一个恰好相反，如第二图。
算起平均来，这两个民族也许没有分别，但是双方在文化的造诣上也许有惊人的差异！
为什么？
生物学者的答复是：文化原是人才所产生的，人才在统计的分布上占的总是中上的地位，中庸的人和
中下的人是没有多大贡献的。
如今乙民族的中上的人就要比甲民族的为多，文化的成就自然更要可观了。
不但如此，中上的那个极端伸出得愈远，杰出的人才便愈多，而文化的发扬光大越是了不起。
这种极端的人才自然不会多，但是一个民族只要能产生指头上数得清的几个，他的文化也就可以压倒
其它民族了。
近代的西洋文化其实就靠几个这种极端的台柱子，例如里奥那陀、筏克拿、莎士比亚、奈端、达尔文
、赫胥黎、爱因斯坦。
生物学者不相信这种人可以完全用文化的力量栽培出来。
据一部分生物学者的观察，上面第二图所示的两条曲线也可以代表男女两性的分别，就是，男性的变
异性大，女性的小。
这个看法要是可以成立，就可以局部解释为什么女子对于文化直接的贡献向来没有男子的一般大。
到此也许有人要说：第二图所示的变异性的大小也许是完全由于环境激发出来的。
这话不错，但是未尽然。
生物界的变异固然有两种，一是遗传的，一是环境激发的。
上面第二图里的两条曲线所代表的生物倘若是一种纯系动物的两派，那末，变异性大小的不同，的确
是完全环境所唤起的了。
但是不论任何民族是不知多少纯系所错综结合而成的一个“庶众”或“人口”；两个“庶众”间的变
异性的大小却不能完全用环境势力来解释。
第二图里两条曲线的中庸点是共同的：这也许是引起上面有人误会的一个原因，因为一个纯系的两派
，不论生长在怎样不同的环境里，他们的中庸点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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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民族间的差别说来，第二图所示实在是很理想的；至于实际的情形，并且可以说是很普遍的情
形，则如第三图所示。
上面关于第二图的种种推论自然也可以用到这个图上，并且要更加有力，因为这个图里所示变异性的
大小比较不容易拿环境势力来解释开。
上面关于两个民族比较的话，不论依据第二图或第三图，也可以适用到一个民族的前后两个时代上，
根据第三图的说法也自然比较要实在。
我相信若是可以把春秋时代中国人智力的分布和秦汉以后的比较起来，也可以得到像第三图中所示的
两条曲线。
关于遗传这一点，我们不预备多说。
遗传的几条原则，什么韦思曼的精质绵续与精质比较独立说、孟特尔的三律、跟了韦氏的理论而发生
的新达尔文主义或后天习得性不遗传说、杜勿黎的突变说、约杭生与摩尔更的“基因”遗传说——是
大多数生物学家已认为有效，而且在生物学教本中已经数见不鲜的。
人类既然是生物之一，他当然逃不了这许多原则的支配。
比较不适用的也许是杜勿黎氏的突变一说，因为突变的发生似乎与一个种族的寿命有关，一个种族在
青年精壮气旺的时候突变多，过此就少。
人类也许已经过了这血气方刚的时期，不会产生许多突变了。
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敢断定。
有人说，伟大的天才是一种突变，但安知他不是变异性趋极端的一个表示呢？
但无论突变或变异性趋极端，要都不能无遗传的根据，也都有继续往下遗传的可能。
不论天才或普通一些的人才，都不能没有遗传的张本，这是全部生物学家所公认的，至于心理学家与
社会学家，大多数也承认这一点。
看了刚才说的几句话，可知生物学者讲起人类的遗传，不但顾到形态与生理方面，连智力、性情、脾
气也都牵入范围。
这是他们直认不讳、居之不疑的。
他们的理由是：形态与结构是“体”，生理、智力、性情是“体”之“用”，“体”的变异既可以遗
传，“用”的变异自然同样的可以遗传，所不同的，体既在前，用既在后，前者的遗传比较直接，不
容易受环境势力的转移，后者比较间接，比较似乎容易被环境所左右罢了。
近五六十年来西洋文化里有种种活动，就拿这一点“体用”共同遗传的假定做根据，而寻到它们所以
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
例如：英美两国的优生运动；德、奥、捷、瑞典、挪威、瑞士的种族卫生运动；才能心理学派与智力
测验运动；天才及各种特殊才能的研究；德美英诸国的天才儿童教育；低能教育；生育限制运动的一
部分；移民与移民禁止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澳洲、新西兰）工业管理用人新法；医学界对于体气之
重新注意；一部分的弭兵运动；罪犯的待遇（局部）；新史学运动中的“文量学派”；德谟克拉西与
社会主义的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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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史观》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一代学术大师的思想精髓，中华民族胜衰荣辱的秘密。
元气的亏损，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恢复的。
但至少我们应当了解，民族犹之个人，是可以病的，中华民族确乎是一个病态的民族；至少我们也应
该设法，使现存的元气，不致再往下消沉。
调养固然要紧，杀菌也固然要紧，尤其是在这个当儿，但是明白自己的体气，似乎更是一个先决的问
题。
世间无金刚不坏之身，个人如此，全部民族也是如此。
中华民族，据一部分的人类学者的见解，是世界各民族中比较最后演化的一个，论理在体力智力上也
应当是最进步的，在历史里确也有过几度的发扬光大；但何以到了今日，外御之来，竟不能多所激发
；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我却一筹莫展的待毙；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潘光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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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