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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论辜鸿铭

张娟 芳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大变革为背景 ,对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的比较 ,向往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 ,并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推动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 ,认为辜

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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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ender and Preach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on Ku Hung-Ming

Z HANG Juan-f ang

( Institute o f Chinese Ideolog y and Culture , Nor thw est Univ er sity , Xi′an 710069,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 f thought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 this paper expounds

Ku Hung-Ming 's comparativ e study of Sino-Western civ ili zation, appreciation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cul t rure and the spread of it to the Western wo rld, the devo 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ea rning to the outer w orld, and the impact of all his effo rts as w ell. It i s thought that Ku

is both a defender and a preacher o f t 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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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怪杰”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思想文化深刻变革的时

代 ,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深层的嬗变 ,中西文化剧

烈的冲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因

其诸多主客观条件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复杂纷繁的

状况 ,他们的人生道路、思想观点、个性与命运各不

相同 ,固守传统与激进改革 ,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 ,

脚踏中西与偏颇极端 ,成就了许多改革家、思想家 ,

也造就了不少卫道士、布道者。辜鸿铭就是一位中国

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名士 ,“精通西学而极端保

守” ,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

造反派 ,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 ,一个夸耀

自己的奴隶标帜 [辫子 ]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

盾 ,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1 ]

也正是这种矛盾给人造成了古怪与顽固的印象 ,连

德国人都说他“完全是一个禀性古怪的人” ,有“放荡

不羁 ,我行我素的天性。”
[2 ]
他生前好逆历史潮流而

动 ,好发奇谈怪论 ,行为乖张 ,荒诞不经 ,轶闻趣事广

泛流传 ,引来过一阵阵激烈的抨击或热烈的赞扬 ,但

基本上被当作一种供人茶余饭后资谈的漫画式的滑

稽人物 ;他死后很少有人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行为 ,

在喜剧性油彩淡化后留下了一个扑朔迷离、颇具神

秘色彩的“文化怪杰”的形象。辜鸿铭于 1857年出生

于马来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 ,祖籍福建同安 ,其母为

西洋人。他自幼俊敏 ,才气横溢 ,聪颖明晰 ,被一个苏

格兰传教士看中收为义子 , 13岁时被送往英国爱丁



堡大学读书 , 187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而后又到德、

法、意游学 ,取得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文凭。

辜鸿铭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 ,受过广

泛系统的西方教育 ,邃于西学西政 ,通晓英、德、法、

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 1882年他在新加坡得遇

洋务思想家马建忠 ,晤谈三日 ,从马处第一次感受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魅力 ,决意回国。后入张之

洞幕府 ,逐渐“中国化” ,倾心传统文化 ,特别是孔孟

之道 ,文化观和政治态度日趋保守、顽固 ,反对新文

化运动 ,反对辛亥革命 ,甚至在清王朝覆亡后还仍拖

着一条辫子 ,对人们公认的“国渣”如小脚、辫子、纳

妾、八股等十分向往 ,不同程度地加以赞美、辩护 ,使

得凡是认识他的人、听说过他的人 ,不论知深知浅、

或藏或否 ,无不归之为“古怪” ,有“辜疯子”之称 ,例

如林语堂把他誉为“怪杰” ,胡适称他是“怪物” ,周作

人则说“北大顶古怪的人 ,恐怕众口一词要推辜鸿铭

了”。这样就使辜鸿铭留给世人一种印象 ,似乎他是

一位“名副其实”的封建遗老遗少 ,近代中国最顽固

保守的文化人。这是十分片面的 ,肤浅的 ,这一半原

因在于他的言行易走极端 ,在汹涌澎湃、不无偏颇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竟然特立独行 ,逆而行之 ;一半原

因也是因为他的著述除《张文囊幕府纪闻》、《读易草

堂文集》等少数是用中文写的外 ,其余都是用外文撰

写、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 ,限制了人们对他全面、深

刻的了解。也许更深的原因是他大半生一直生活在

国外 ,归国后所读圣贤经典中描述的美好和他所从

事的上层贵族化事业 (幕僚、学者、教授 )与中国当时

社会现状差距太大 ,辗转于兵荒马乱、挣扎于水深火

热之中的中国人对他自然不可理解了。在拨去历史

浮尘之后 ,在改革开放、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今

天 ,我们有必要对辜鸿铭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与评

判。在这方面已有一些老前辈和青年学者作了许多

开拓性的工作 ,笔者只想对辜鸿铭通过中西文明比

较、心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向西方宣扬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 ,推动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加以

阐述。

二、中国文化的卫道士

辜鸿铭的中西文化观是比较庞杂的 ,但其主线还

是明晰的 ,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赞扬 ,对

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否定 ,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保守

主义者 (如严复、林纾等 )他的观点更偏颇 ,更走极端。

辜鸿铭认为 ,“文明的真正涵义 ,也就是文明的基础 ,

是一种精神的圣典。” [ 3]文明的核心是教养水平和道

德标准 ,衡量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

生哲学” ,而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的进步 [4 ]。这

是就一般而言 ,具体到中国文明 ,他认为 ,“中国文明

是一个道德的、真正的文明”
[ 5]
。“在中国古代经典里 ,

`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 ,教育不在于知

识的积蓄而在于知性的发达。有知性就有了秩序 ,有

秩序—道德秩序 ,就有了社会进步 ,中国语言中`文

明’虽然没有明确的含义 ,但从其文字的构成来看 ,它

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 ,即美好的智慧的东西就是

文明” [ 6]。他积极肯定“在中国文明当中 ,有着别处难

以找到的社会价值” ,你与之一旦接触 ,“马上就被一

种难以言状的魅力所吸引” [7 ]。 也许正是这种价值和

魅力 ,使浸淫了西方文明的辜鸿铭在接触了中国传统

文明后立即投入传统文化的怀抱 ,完全被征服;而被

征服了的他 ,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过分自大和虚

骄的心态评价中西文化 ,甚至对传统文化中一些封建

糟粕和陈规陋习进行辩护。

对于东西文明的差异 ,他认为“从根本上说 ,东

洋文化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 ,基础巩固 ,是成

熟了的文明 ;而西洋文化则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

未成型的屋子 ,它是一种尚不牢固的文明”
[4 ]
。无独

有偶 ,西方汉学家也有过类似的判断 ,例如歌德就曾

说过东西两个世界存在根本的不同 ,在中国是一个

已经完成的世界 ,而西方则正在发展变化中。中国文

明是代表一种不能更加发展 ,而属于凝固了的形

式
[8 ]
。我们知道 ,成熟就意味着衰老、僵化、定型 ,对

此 ,辜鸿铭似乎不是十分清楚的 ,他对中国文明表示

的赞赏 ,正与歌德的婉讽形成对照 ,他认为“欧洲没

有真正的文明 ,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

人生哲学 ,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 ,把真正的人生哲

学称为`道’ ,道的内容 ,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

活 ,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接着 ,他还从五个方

面对东西文明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第一 ,在个人生活

方面 ,欧洲人没有正当的人生目标 ;相反 ,东洋人早

已全然领会了人生的目的 ,这就是“入则孝 ,出则

悌” ,即在家为孝子 ,在国为良民。 “孝悌仁之本” ,是

中国人的人生观 ,也是东洋人的人生观。关于这方

面 ,再一个差别就是 ,欧洲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运

动 ,而东洋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生活 ;西洋人为运

动而生活 ,东洋人则为生活而运动 ;西洋人为赚钱而

活着 ,东洋人则为人生而创造财富。第二 ,关于教育

问题 ,欧洲人教育的目的 ,在于怎样做一个成功的

人? 怎样做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 而东洋教育 ,不仅

能使其子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 ,而且还能促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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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第三 ,在社会问题方

面 ,东洋的社会 ,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 ,而西洋则不

同 ,西洋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这就是说 ,在

东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关系 ,而西洋则是金

钱关系。第四 ,关于政治问题 ,欧洲早期是通过基督

教来统治人民的 ,文艺复兴之后所行的是强权政治 ,

到现代就变成了混乱加上警察的社会 ;而东洋人 ,既

没有对神的恐惧 ,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 ,是靠了良

心、廉耻和道德观念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第五 ,关于

文明性质的差异 ,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

为自己的目的 ,而东洋文明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

为自己的目的 [4 ]。“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

机械工业的发达 ,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 ,人

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
[6 ]
。 这种比较不是完全没有

道理的 ,它反映了辜鸿铭精通东西学术和社会文化 ,

能够站在比较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 ,是有必要进行

研究、分析的 ,但他的有些观点明显地缺乏科学依

据 ,有情绪化之嫌。

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 ,辜鸿铭还对中西民

族性格和文明特征作了有趣的比较。他认为 ,中国人

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

( deep, broad and simple) ;而美国人博大、纯朴 ,但

不深沉 ;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 ;德国人深沉、博

大却不纯朴。后来 ,他还对中国人补充了一条:灵敏。

这样的比较和概括不一定科学、准确 ,但并非毫无价

值 ,对于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不无启示。他还认为 ,中

国文明的精髓是“义”与“礼”并重 ,而希伯莱文明曾

授与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 ,但没有授与“礼” ,希腊

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 ,但未兼及“义” ,并

把这一观点提高到宗教高度 ,说“义”与“礼”实际上

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 辜鸿

铭进行这些比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西方诸国人研究

中国文明 ,“美、德、英三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

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 ,都将由此获得一种精神特质 ,

即美国人变得深沉起来 ,英国人变得博大起来 ,德国

人变得纯朴起来 ,甚至所有欧美人都大获裨益”。辜

鸿铭说 ,他通过比较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

“是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 ,说明“研究中国文

明 ,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 ,而且它有助于解决当今

世界所面临的困难 ,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

出来。”这些想法从心理学上看似乎很有道理 ,但在

当时西方列强内部激烈竞争 ,乃至引起世界大战 ,外

部对弱小和落后国家 (包括中国 )虎视眈眈 ,时刻企

图侵略、瓜分的情况下 ,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

想法 ,是一种书生迂腐之论 ,也可以看出他过分夸大

了中国文明的力量。

从总体上看 ,辜鸿铭对中西文明及其特点的具体

比较 ,对西方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文明弊端的尖锐

批评 ,对中国—— 东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某些特点

的揭示 ,有独创性的闪耀的火花 ,能够引人深思 ,给人

启迪 ,但真理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在中西文化比较

中 ,他还发了一些极端的、荒唐的谬论。 例如 ,他认为

中国的“人治”远优于西方的“法制” ,因为“人治”依赖

的是人的道德的自觉和高尚 ,而“法制”依赖的只是一

纸僵死的条文 ,按照这一思路 ,他就必然为中国的皇

权专制辩护。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春

秋名分大义” ,或称“春秋大义”为主进行论述的 ,他认

为孔子整理删定的《春秋》一书是部“传授忠诚之道的

著作 ,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 ,它使全中国人民和整

个国家绝对地效忠于皇帝。”他用英文发表的《尊王: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本人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

述》等几篇文章中谴责西方列强侵略 ,却为清政府、慈

禧太后辩护。在这些文章中 ,他指责列强“袒护康党” ,

而认为实际上慈禧太后是德高望众、才识过人 ,“三十

余年 ,盛德崇功不可殚述” ,“其德足以感人 ,其明足以

知人”。这就明确地宣扬忠君思想 ,为专制君主歌功颂

德。还有 ,他竟然对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十分迷恋 ,

认为中国传统妇女的幽闲温柔 ,恬静腼腆与裹脚有密

切关系 ,而西方“大脚妇女”是健壮、粗野、无礼的。 他

还对妻妾制度进行辩护: “在中国 ,正是妇女的那种无

我 ,使她的丈夫能够、或允许丈夫纳妾 ,同时她却没有

受伤害的感觉 ,……在中国 ,与其说丈夫纳妾就不能

真正地爱他的妻子 ,毋宁说正因为他们极其爱他们的

妻子 ,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 ,且不担心滥用这种特

权和自由” [9 ]。

三、中国文化的布道者

也许正是因为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尖锐批评态

度 ,看到西方文明的“流弊无穷” ,认为只有中国传统

礼教和“周孔之道”能够“补救西方文明之弊病” ,他

在回归之后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花在向西方传播中国

悠久绵亘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工作中。他用英文翻译

儒家经典《四书》 ,超越了传统注疏家的拘束 ,也没有

完全采用宋儒朱熹的原注 ,常常自己别创新意 ,以现

代观念和从西方人思维习惯出发 ,进行独辟蹊径的

阐述性翻译。在英译《论语》序中 ,他说他是“努力按

照一个受过教育为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方式 ,来翻

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其目的是让那些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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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头脑的英国人 ,在耐心地读完这本书后 ,“能引

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 ,不仅修改谬见 ,而且改

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 ,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在

英译《中庸》序中 ,他说他翻译这本小书是为了“能有

助于欧美人民 ,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

地理解`道’ ,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 ,

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 ,抛弃那种欧

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 ,而代之以道 ,

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 ,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

交往的过程中 ,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 ,我将感

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

费。”这些目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他的译书在西方

引起很大反响 ,《清史稿· 列传》谓辜鸿铭“穷四书、

五经之奥 ,兼涉群籍 ,爽然曰:道在是矣! 乃译四子

书 ,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 ,始叹中

国学理之精 ,争起传译” ,给西方文化界以强大的震

撼。辜鸿铭认为现代“欧美以强权为治 ,弱者当之辄

靡 ,群强相处则争 ,异日列强竞争必烈。微中国礼教

不能弭此祸 ,顾西人尚未见及此 ,乃译四子书 ,及中

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稿 ,列国争传译。及巴尔

干战事起 ,先后三年 ,卒如君言。 于是群悟东方学术

之可贵 ,各国大学 ,乃争设东方讲座 ,”
[10 ]
掀起了研

究中国思想文化的热潮。

1910年 ,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了《中国人的牛津

运动》 ,全书从 19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英格兰

进行的反对自由主义、复兴早期基督教传统的运动

与清末张之洞为主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资

实利主义文明 ,倡导按儒家传统办事的清流运动进

行比较 ,目的是要让他们英国人了解中国事情的真

实状态 ,改变他们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色彩的错

误观点 ,希望他们在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破坏面

前树立两种观念: “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

扩展” ,只有这样 ,才能使人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

步” ,最后 ,他十分惋惜纽曼与张之洞的奋斗失败。这

部书后经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 ( Wilhelm )译成德

文 ,还加上了其它论文 ,更名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

之抵抗》 ,对德国学者影响很大 ,哥廷根大学的新康

德派学人十分推崇。1934年 9月《人世间》 12期上登

过嗣銮的一篇文章 ,记述了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 ,一

位教授听到他作为中国人对辜鸿铭所知甚少 ,“大为

诧异” ,对他说: “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篇 ,据我

看来 ,他的哲学 ,意义是很深厚的 ,我很佩服他”。这

位教授还向他推荐辜的书。后来 ,他又遇到两位哲学

教授 ,也很敬仰辜 ,其中一位还只是向学生特别推荐

辜鸿铭 ,另一位甚至告诉他的学生 ,如果不懂辜鸿

铭 ,便不准其参加讨论。 可见 ,德人对辜的折服与崇

拜。欧战爆发前两年 ,辜鸿铭曾致函德国汉学家奥斯

卡 . A. H施密茨 ,认为欧洲“文化”会因英国实利主

义的胜利而迅速衰落。[ 2]欧战爆发后 ,辜鸿铭写了许

多文章攻击西方文明 ,鼓吹儒学救世 ,把孔子推荐给

西方人 ,认为儒教是“贤人的宗教” ,可以把欧洲人从

战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1915年 ,他还写成专论《中

国人的精神》 ,该书通过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文

化 ,阐明了中国人的精神 ,揭示了中国文化深远博大

的内涵 ,向天下昭示文化的本质不在于物质 ,而在于

人格与道德 ,鼓吹中国文明救西论 ,在西方引起鼓

动 ,特别是在德国一些对资本主义前途失去信心的

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共鸣。 辜鸿铭的文章以德文大量

刊登在一些杂志上 ,一些大学还成立了“辜鸿铭俱乐

部”、“辜鸿铭研究会”等。对于这种影响 ,当时的中国

学者进行过描述 ,辜鸿铭面对当时“世乱”愈急的形

势 ,他自己“年愈高 ,遇愈穷 ,而气愈壮 ,日以欧文倡

导纲常名教以发蒙振遇 ,每一文出 ,各国争相移译。”

因为此时欧人鉴于战祸 ,又闻辜之言 ,“始恍然于富

强之不足以图治 ,而三千年之东方文化乃侵侵有西

被之势。”
[11 ]

由于辜鸿铭在西方的广泛影响 ,他还与一些世界

名人有过广泛联系 ,受到他们的赞扬 ,这也应该看作

是他向西方“布道”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证明。俄国大

文豪托尔斯泰与中国人通信的仅有两位 ,辜鸿铭就是

其中之一。托尔斯泰与他讨论抵御近代西方物质实利

主义文明破坏力量的方法 ,交流东西方文化保守主义

的经验。 托尔斯泰认为孔子的“恕道”是尊重一切 ,这

可能是受辜鸿铭的影响 ,俄国作家维列萨耶夫在《回

忆托尔斯泰》一文中即有此猜测。 辜鸿铭的文化观曾

给斯宾格勒以深刻的影响 ,《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可以

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印记。 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

来 ,想方设法拜访他 ,认为他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

家” ,“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并洗耳恭听辜鸿

铭发表的对于西方文明近于尖刻的批评。 此外 ,法国

的罗曼· 罗兰、瑞典的勃兰兑斯、印度的泰戈尔和甘

地等 ,在不同场合对辜都有好评。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辜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的卫道士 ,而且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真诚布道者。他

俨然以一个救世主的身份 ,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 ,

用流畅的英文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介绍到欧美诸

国 ,还用外文撰写了不少著述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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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人应该与自然界和谐共赢 ;其次 ,人应该与人和

谐共赢 ;最后 ,人还应当自我克服 ,自我战胜 ,表现为

社会发展 (主要是物质文明 )与个人全面发展 (表现

为精神文明 )的和谐共赢。这样萨特极力否定人际关

系的“共在”性 (亦即“共赢”性 ) ,大肆宣扬人与人乃

至人与自然只能是“紧张状况”的观点也就被解构

了! 巴雷特等人认为 ,西方人的三重异化 (如前所

叙 )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4 ]
,后

现代主义“反拨”“异化”哲学—— 存在主义的观点的

出现 ,正显示着学生对老师有所超越的历史势态。

总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 ,萨特的存在

主义是二战后一段时日的时代之音。 然而 , 20世纪

80年代却在中国大陆找到了许多青年“知音” ,这与

中国人独特的人生经历 (如遭受过“文革”冲击 )不无

关系。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地平线上 ,用新的观点清

理这份思想遗产就显得很是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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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传播到西方 ,在西方世界中产生了积极的文化效

应 ,增强了西人对中国文明的深层了解、理解 ,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西人对中国的陌生和偏见。 他的这些

工作在当时西方思想文化潮水般涌进中国 ,使中国

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 ,进而论争纷纭 ,论战不休 ,对

一般年轻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空白 ,他们的心灵在这

空白里迷惘乃至错失的情况下 ,是一种逆流而动的

行为 ,故而在中国遭到了人们的误解、反对和嘲弄。

但他特立独行 ,努力于中学西渐 ,这种精神是十分可

贵的 ,在当时乃至今日 ,许多人对他的这些功绩不一

定有深入的了解 ,也不能够作出公正的评价。因此 ,

笔者觉得还有必要对他进行深入、细致、客观、冷静

的研究 ,以引发对“辜鸿铭现象”及中国思想文化现

代化历程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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