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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纪的回响》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
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编成。
列名主编的是李子云、赵长天和我，但主要是李子云老师策划的。
当时出版界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
李老师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她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
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
前辈的支持，我记得“世纪的回响”五个字是巴金先生颤抖的题词，而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且找
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
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最初李老师与我讨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她要我推荐两个年轻
人来帮她做些具体的编辑事务。
我就建议她找复旦的郜元宝和华师大的杨扬，那时他们俩还都是副教授，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杨扬
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他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了不少的力。
前两辑编得很顺利，由珠海出版社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
第一辑为“创作卷”，第二辑为“批评卷”，每辑十种，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
家和批评家。
“创作卷”有许地山、废名、凌叔华、卞之琳、吴组缃、冯至、穆旦、芦焚、丽尼和辛劳；“批评卷
”有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李长之和路翎。
编者大多是复旦、华师大的青年学者与一些还在读书或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研
究者参与了工作。
这两辑的作者名单是怎么定的我不了解，如果我参加了意见的话，也许“批评卷”里会有唐浞，常风
两位的文集。
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行踪，1995年底到1996年上半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其后有两次去瑞典和
台湾，到1998年下半年我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半年，总之，是不怎么在上海。
等我回来可以安心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两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
丛书的前两辑有过不少好评，第一辑出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正面的评价也不少。
出版社方面很高兴，有一次总编还特地来上海请了两桌酒席。
本来出版社还想把它作为重点图书去参加评奖，但后来发生了一点问题，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从原著中
找来的，作品的语言还保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习惯，现在看来就有些不规范，出版社的责
任编辑曾经想按照现在流行的规范修改，但李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原汁原味地保留当时作家的
语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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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代表作有《物种起源》。
他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对人类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一些西方思想家吸收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而且
是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发展原则。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一度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像中国近代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
《天演论》，其中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对包括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几代人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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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传　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　生物学大家达尔文自传（选）第二辑　达尔文著述译介  《
人类原始及类择》自序及导言  《人及动物之表情》译者弁言第三辑　《进化论》的影响　原强  上清
帝第六书  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原变  族制  论进步  物质进化论  《民报
》发刊词  俱分进化论  人之历史　天演进化论　青春　文学革命论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建国
方略之一孙文学说（选）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说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
置——八月十八日在南京应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开幕讲演　读史二十首（选）　《进化和退化》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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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概论·二十九（选）　生存竞争与互助　达尔文主义　社会进化论·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
之程序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附录一：本书主要人名、书名、地名及术语等译法对照表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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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关于达尔文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
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
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小学校之生徒，上至各国之大政治家，莫
不口习之而心营之。
其影响所及也，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系，而综合哲学出焉。
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
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
此之风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
日：起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丰九年）。
何以故？
以达尔文之《种源论》（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是年故。
达尔文名查理士·罗拔（Charles，Robert，Darwin），英国人也，生于一千八百零九年（嘉庆十四年
）。
与美国前大统领林肯、英国前大宰相格兰斯顿同岁生。
论者称其年为人道之福星云。
其祖父埃拉士玛士（Erasmus Darwin）以医学及博物学有名于时，于植物变迁之迹，颇有所考究。
父名罗拔，世其医学。
达尔文九岁丧母，其幼年在小学校也，才智无以逾人。
校中功课，常出其妹之下，惟好搜集昆虫草木金石鱼介等以为乐。
盖其博物学大家之资格，天授然也。
十六岁入苏格兰之埃毡保罗大学，复更人琴布列大学，为教师亨士罗所器重，受其薰陶，慨然有立伟
功于学界之志。
千八百三十一年，卒业于大学。
时英国政府奖励学术，将特派一探险船于海外，周航世界以资实验。
达尔文得亨士罗之保荐，遂得附所派之壁克儿船以行，时年仅二十二。
是岁十二月二十一日，船发济物浦，直航南亚美利加，复遍历澳大利亚洲等处，环绕地球，五年而还
。
此五年内实为其一生学问之基础，一切实验智识，皆得于是。
归国之后，首著《壁克儿航海日记》一书以公于世，声价藉甚，不数月而诸国翻译殆遍。
后陆续著《壁克儿航海之地质学》《珊瑚岛之构造及分布》等书。
于是博物之名大噪，被举为国学会院名誉会员。
千八百四十二年，遂去伦敦，卜居于京特省附近之一村落，屏绝尘俗，潜心涤虑，将航海五年内所搜
之材料所悟之新说，整齐之锻炼之，盖其精心毅力，务求真理之极则，不敢自欺，不肯急功近名以取
誉于世，殆欲积二三十年之力，成一满志踌躇之大著述，或至身后乃始布之，其眼光之伟大有如此者
。
不图事与心违，千八百五十八年，达氏之知友和理土，忽自南美洲寄一稿于达氏，请其商于先辈硕学
黎亚儿氏而刊布之。
达氏一读其文，恰与己十年来所苦思力索蓄而未发之新说一一暗合。
若在器量局小者流，或不免争名誉，起嫉忌，而思有以压抑之湮没之，亦未可知。
乃达氏脑中，皓皓若秋月，曾无半点妖云，直携其原稿以示黎亚儿、富伽两前辈。
此二人者，皆达氏之亲交，而深知其平生所研究所怀抱者也，乃共劝达氏，使急叙次其新著，一并布
行。
达氏乃始出其新论之大略，与和理士氏之书，同宣布之于伦敦林娜学士会，实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也
。
此两论一出，全国学者耳目为之耸动，或叹为精新，或斥为诞妄，评论沸腾，不知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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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氏乃益搜其材料纬其理论，叙次成编，所谓《种源论》者，遂以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出于世。
此书之未出也，世人皆以种为一成不变者，物物皆由上帝特别创造之，自受造以来以迄今日，未尝或
变。
今日之犬即太古之犬也，今日之猴即太古之猴也，今日之苔之松，即太古之苔之松也，以为秉生以来
，即厘然而不可易。
若夫下等动植物之次等进化，以至变成今日之高等人类，此等怪诞之说，更无有人敢著想者。
可无论矣，达尔文以前，虽有一二博物学者，稍有见于物类蕃变之现象，如拉麦氏于千八百一年所著
书，曾微发其端倪，而达氏之祖父埃拉士玛士所著Zoonomia一书，亦尝大倡其说。
虽然，彼等虽知其变迁进化之迹，而不知其变迁进化之所以然。
圾《种源论》出，积多年之实验，而以一大学理网罗贯通之，然后人物生生之理，乃显于世界。
今述其要略如下：达尔文以为生物变迁之原因，皆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公例而来，而胜败之机有由
于自然者，有由于人为者。
由于自然者，谓之自然淘汰；由于人为者，谓之人事淘汰。
淘汰不已，而种乃日进焉。
何谓人事淘汰？
凡种物之豢饲者。
植物之树艺者，因其豢之培之之境遇不同，而无量数之变种起焉。
譬之家兔，常饲以某物，而其毛可以变色，常豢以某法，而其耳可以加长如是者使之变百数十种不难
焉，其实则皆自同种之野兔来耳。
，以是例之乃至养鸠者，（达尔文最留心查鸠之变种。
当时英国养鸠之风甚盛，达氏为养鸠会会员，细心查之有数百种变法云）养金鱼者，栽菊者，栽兰者
，其理莫不如是，皆本由一简单同类之种，而人工能使之变至数十数百而未有已也。
此等变种之生，非突如其来者，乃由极微极小之点，渐渐而迁，其始其细，其末甚巨。
试观之犬，有猎犬，有斗犬，有守羊群之牧犬，有卫宅门之家犬，有牵挽车之御犬，皆各具其特别之
智能性质，以适人之嗜好，而供人之指挥，非其祖种之生而即然也，人类积多年之力驯之练之，专浚
发其极能之一部分，是以及此。
此不徒于物为然也，即人类亦有之。
古希腊之斯巴达人，常用此法，以淘汰其民。
凡子女之初生也，验其体格，若有尪弱残废者，辄弃之杀之，无俾传种，唯留壮健者使长子孙，以故
斯巴达之人，以强武名于时，至今历史上犹可见其遗迹焉，此皆所谓人事淘汰之功也。
自达尔文此说昌明，各国教育事业大有影响，盖今日文明世界，虽断无用斯巴达野蛮残酷手段之理，
然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皆能因所习而有非常之变化，以故近日学校，益注意于德育、体育两途。
昔唯重教授者，今则尤重训练，可以悬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国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进，积日渐久
，而必可以致之，此亦达尔文之学说与有力焉者也。
所谓天然淘汰者何也，此义达尔文初不敢武断，其后苦思力索，旁征博较，然后寻出物竞天择之公理
。
此物与彼物，同在一地，而枯莞殊科者，必其物有特别之点，与天然界之境遇相适，则能自存焉，能
传种焉。
譬之沙漠，有各种色之虫滋生其间，其所以受生者本相等也，但青红紫黑等色之虫，易于辨认，故飞
禽蜥蜴诸物，辄搏而啄之，日渐减之，其种遂归灭亡，所存者则与沙漠同色，而难辨认者也。
至飞禽蜥蜴诸物亦然，其有青红紫黑诸色者，易于瞥见，虫类一观而知为其敌，所在避之，故常不得
食以死，日渐减少，其种亦归灭亡，所存者则与沙漠同色而难瞥见者也。
以此之故，凡沙漠中唯有黄色白色之虫、黄色灰色之鸟。
无他！
彼惟最适于其所在之境遇而已。
达尔文推物竞之起源，以为地上所产出之物数，比诸其所以营养之之物质，常不能相称，其超过之率
，殆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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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有生而无灭，则一雌一雄所产之子孙，转瞬间可占尽全球之面积而有余。
即如人类，生殖最迟者也，二十五年而增加一倍，以此比例，则一夫妇之子孙，经千年后，已屏足而
立于地球矣，况乎动植物之孳生速率，远非人类所能比者乎。
动物生产最迟者莫如象，自三十岁至九十岁，可以产子，计最少数，一牝牡产六子，经七百五十年，
则当得象一千九百万头矣。
自余百物皆可类推。
以此之故，于有限之面积中，而容无限之品类，其势固不可以不竞争。
竞争之结果如何，即前节所述适者生存之公例是也。
达尔文以为此天然淘汰之力，无有间断，无有已时，比诸人事淘汰之力，其宏大过之万万。
犹天产物与人造物之比例也，且其影响，不特在同种之物而已。
各物与各物之间，往往互有关系，其繁赜至不可思议。
试举其例，尝有人移植英国产之一种兰花于纽西伦之原野，屡植而不能孳生，惟村落附近，则业茂焉
。
推原其故，盖兰花之孳殖，常藉蜜蜂互递其花粉于雄茎雌蕊之间，然后构精而传种焉，而纽西伦之地
多野鼠，野鼠喜食蜜蜂，蜜蜂不生而兰自不得长，村落附近所以反是者何也，则以其有猫，有猫故无
野鼠，无野鼠故有蜜蜂，有蜜蜂故有兰。
夫孰知兰之生产与彼风马牛不相及之猫有若此之大关系乎？
达尔文引此等证据甚多，使人知事物与事物相关联之间，其原因极繁赜，达氏之眼光可谓伟大矣！
万物竞争，而异类之竞争，不如同类之尤激烈，盖各自求食，而异类者，各有所适之食，彼此不甚相
妨。
虎之与牛也，狼之与羊也，鸟之与蛇也，其竞争不如虎之与虎狼之与狼蛇之与蛇也。
大抵愈相近，则其争愈剧，人之与鱼鸟争，不如其与兽争之甚也，欧洲人与他洲之土蛮争，不如欧洲
各国自争之甚也，而其争愈剧，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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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898年，严复译著《天演论》（译自1894年出版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正式出
版，达尔文声名远播中华大地，他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生物进化论术语也“在半死不活
的中国，成了日常习用的话”（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铎杂志》第3卷第5号），有中学教
师以物竞天择、自立自强作为学生作文的题目，小学教师把《天演论》用作讲授的课本，我们所熟知
的“胡适之”的大名正是在当时的风气下诞生的，而胡适的本名“胡洪骅”反倒令人陌生，青年鲁迅
也曾不顾本家老辈的劝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诸多事
实都足以说明一个多世纪以前达尔文进化论的引进对古老中国所产生的空前震撼和深远影响在世界上
亦属罕见。
尽管我们今天以学理的角度重新来审视严译《天演论》，会感到翻译文本与原著文本并不相符的遗憾
，更会觉得严复所译介的进化论与达尔文的科研成果及思想精髓有所偏离和出入，严复宣扬的进化论
虽保存了进化论的重要范畴、基本概念和理论术语，但已偏离了生物进化论具体科学的特殊语境，其
中已融入严复个人的思想和体认，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并契合时代要求，因而独霸话语权相当一段时
日，这已被众多专家所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何会被改造且对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心灵产生如此强有力的
震撼。
翻开中国近代史，中国因贫弱、衰败、落后而被强敌宰制、凌辱、肆意践踏的例子数不胜数，日渐沦
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腐朽的封建王朝则被迫一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
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传教士渗入等等。
民族危机的加剧，国家濒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早已引起一部分国民的愤慨，士大夫、知识分子、先知
先觉先醒者们不断地进行探询、求索，力图找到强国富民的方略，他们最初只是为了抵抗侵略、被迫
防御，所以有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的提出，也有太平天国农民起
义，企图推翻封闭专制的清王朝，走中西结合的民族资本主义道路，《资政新篇》表达了中国近代农
民变革求新的要求，这些探索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但孔孟后人们“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并没
有受到折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大清帝国败给家门口的东洋小国，丢尽了脸面，举国震惊，怒脉贲张
、椎胸泣血、匪夷所思，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地承担起凝聚国力、焕发民心、开启民智、振奋民情的重
任，他们从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低成效中吸取教训，迫切希望找到提高国民素质、救亡图存，也是
“自强保种”、革故鼎新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武器（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认为，这一失利“使战
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这一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必须具备
两点：一、它是科学的、可信服的，有益于改善国家败像，改良国民劣质；二、它是融通的、可改造
的，可以服务于当时当前的现实需求，从而切实改写中国的面貌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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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的确立，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
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
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
面目。
本套丛书正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选
的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
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
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
本套丛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与此前出
版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起，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
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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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化论的影响力:达尔文在中国》是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中的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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