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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
成的。
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
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人。
如果不算唐朝传人的景教和在元朝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也里可温教，因为这两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
断丁。
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量传人应该说是自1 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人。
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人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里程碑”。
[1]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
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就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
同的阶段来进行的。
“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
开掘，同时也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
范，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
“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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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19世纪之后的中国来说，&ldquo;进化主义&rdquo;是一服药力极强的&ldquo;兴奋齐&rdquo;，它
令许多人着迷和信奉，为中国人提供了对未来的强烈 乐观信念。
这种信念，西方在19世纪末之前曾经历过。
但是，正当西方对&ldquo;进步性&rdquo;进货的乐观情绪暗淡下来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对 &ldquo;进步
性&rdquo;进化充满信心的开始。
历史时空的迅速转换，为理解进化主义盛行增加了捉摸不定的复杂性。
西方&ldquo;一战&rdquo;的残酷事实， 只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蒙上了一层薄雾。
就像是&ldquo;溺水者连稻草都抓&rdquo;那样，中国知识分子对进化主义这一普遍的世界观，&ldquo;
根 本上&rdquo;并没有产生动摇，他是晚清以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强有力的精神符号之
一，他是比&ldquo;科学&rdquo;这一符号兴起得更早 并持久不衰的一种&ldquo;神话&rdquo;。
他适合了众多人的口味，他被用来服务于不同的需要，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
会 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等，都在进货主义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找到了自己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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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前言导论’西方进化主义及其东渐一从古希腊到18世纪二达尔文：进
化主义的突破及其震撼三进化主义的变奏第一章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一进化主义初传中国
二早期形态第二章中国进化主义与日本的中介作用一进化主义在日本二日本进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三
日本进化主义著作的翻译第三章在天道与人道之间：中国进化主义的诞生严复进化主义的复合结构一
游心进化主义的过程二“进化”原理及其普遍性二“进化”法则与“人道”世界四进化：“个体”、
“群体”与“社会有机体”五进化或进步信念六社会改革合理性的进化尺度第四章进化主义与渐进“
变法”思想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视角一“富强”之道一“变法”、“合群”、“进化”二“三世”进化
历史图式三“竞争”、“乌托邦”与“种族论”四明证性：作为“公理”的“进化主义”五“合群”
与“竞争”和“进化”六“强权主义”逻辑七进步乐观主义第五章进化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以
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一“进化”与“革命”二进化：“竞争”耶?“互助”耶?三进化：平等
主义乌托邦四章太炎的“反进化主义”第六章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五四”人物、思潮
与进化主义二作为“五四”激烈反传统的进化主义三进化之“源”及“人”的塑造结语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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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国家间激烈的“生存竞争”来为迫切需要的“变法”鸣锣开道，这是反复回响在康有为上清帝书中
的声音。
这表明康有为同严复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一样，并不简单地把帝国列强对中国的强行和霸权，看成是一
个孤立和偶然性的事件，而是把它放在普遍的国际竞争新秩序中来理解。
这样，中国要获得永生和富强，就决不能求助于孤花自赏的封闭和平安无事的大一统，而只能通过参
与并适应生存竞争新秩序来实现。
受现实支配的康有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渴望中国富强。
“弱肉强食”、“优胜劣败”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道法则，深深地印在康有为(当然还有其他
人)的意识中。
像把“竞争”限制在一定历史阶段一样，康有为也把“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看
成是一种非理想社会的无奈．看成是据乱世或小康社会中的“现象”，他通过把他放在进化过程中的
非理想历史阶段(“势之自然”)和向大同社会过渡的手段，使之获得现实存在的根据和正当性。
如他这样说：“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
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令诸弱小忘其亡灭⋯⋯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
此尤渐致大同之轨道也。
”［2］在以“强弱”定存亡的世界秩序中，除了“强”之外，无法再找到其他的生存之道。
这样，康有为的“民族主义”就像严复和梁启超所意识到的那样，也主要表现为对“富强”的坚定不
移的渴望。
在“变法”时代，人们打出的“保国”、“保教”和“保种”的旗号，对救亡的呼吁，显然都是“民
族，，意识的自觉和表现。
但这一切最终都落实到“民族”何以富强这一根本主题上。
把这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结合起来，就容易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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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经历了近代早期进化主义初传中国的阶段之后，因1 9世纪90年代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及其
对斯宾塞进化主义的介绍，“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在此后一直保持
着“强盛”不衰的势头。
正如进化主义在西方就是一个巨大历史“复合体”一样．它进人中国之后也经历着复杂的变化和变奏
，并具有多样性的形态。
要准确地概括中国进化主义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并不容易。
伊藤秀一把进化主义在中国近代的经历划分为“接受时期”、“信奉时期”和“试图克服时期”［1
］。
根据我们的考察，除了近代早期主要是传播生物进化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意识形态以“庸俗
”之名批判进化主义之外，在清末一直到20世纪中叶，可以说，进化主义一直都扮演着世界观和意识
形态的重要角色，它赢得了广泛普遍的认同和信奉，同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革命、思想文化等息
息相关，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物进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
本课题所考察的中国进化主义，主要是“社会”意义上。
就此而论，它也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它容摄了西方不同形态的进化主义，但又不是简单地照录
，它是西方许多进化观念际遇中国之后而形成的“次生形态”，是“中国式”的进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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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进化主义在中国》：从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的发展大体上是通过
“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
“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希望能把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创立、冲突
、发展以及其走向作一较客观的（当然也会带有各位作者主观性）的描述、评论和展望。
本丛书共14卷，首卷为导论，其余13卷，大体按传入时间先后，每卷描述和评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
西方哲学派别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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