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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中、德两闷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
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
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
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
最相近。
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
”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
是。
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
”，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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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著延续解构“西学东渐”的思路，强调传播主体在一国学术，文化场域的重大势位差别，以德田资
源为中心，突出强调三个特殊视角：一是对国别资源功用区分的重视，二是对传播主体迁变的突出，
三是对学术/教育制度生成的探讨。
　　研究思路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突出比较型、群体性研究；往往通过两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或
是通过若干相互关联的个案为主体的群体性研究，同时呈现其活动场域的丰富场景，尽可能回到现场
。
　　在空间维度上，选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德文学科做研究场域；在时间维度上，既注意打点
深入的可能，也考虑到历史屏幕的跨度性，尽可能从多场景、多元化的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图画。
压在背后的，既有对个案人物的“同情之理解”、“温情之敬意”。
也不乏“审视之目光”、“拷问之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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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隽，男，1973年生于江苏。
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
专著有《另一种西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等；编撰有《蔡
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法意哲学家圆桌》、《创新性思维》等。
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文学史、中欧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发表论又多篇；同时保持对社
会文化的适当关汪，发表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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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场域的定位及其认知第五章 科学原则的确立——以蔡元培、傅斯年等的中研院活动为中心
　一、从北大校长到中研院长：蔡元培对现代学术机构建制之认知　二、社会历史潮流中的学术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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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规制生成的核心内容　二、“留德学术群”研究的意义——中国现代留德学人的枢纽地位及
其缺失　三、“学术互动史”命题的提出——以德国学术之世界影响为例主要参考文献西文—中文名
词对照表人名及关键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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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德国意义　　理解德国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
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
在我看来，虽然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来，仍当
属18、19世纪之交。
其标志有三：一日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日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
学的建立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日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黑格尔的《历
史哲学》为标志。
将六项标志性事件中的四项归于德意志，有人或许会问是否过于偏颇？
这其中可以质问的地方诸多，譬如说，怎么可以将英国遗漏？
其理由在于，虽然“大不列颠既不缺乏科学伟人，也不缺乏大型机构”，但在19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
段内，英国科学仍是处于衰落过程之中。
以产业革命为开端、同时执有资本主义时代领袖地位的英伦，其意义要放在19世纪进程里，通过维多
利亚时代的物质极大灿烂而显示出来，但在现代学术的建立过程中，它并非领先者。
当然，我们会注意到那位日耳曼血统出身、日后转到英伦的思想史家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
，1899—1992），他对英、德两国的思想史意义做出了特别的强调：　　两百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
始终是向东传播的。
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
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
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
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
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
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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