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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严复在津生活期间，恰值民族危亡的历
史关头，社会处处动荡不安，山河破碎，哀鸿
遍野……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悲怆年代。

特别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以及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了爱国爱民的严复极
大震动。从1895年开始，“身强、学富、识闳”
的严复，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
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著名
政治论文。他用进化论的观点，抨击中国制
度的腐朽，指出当今世上要争取“自存”，必
须废除八股，提倡新学，实行变法。在《辟
韩》中，严复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提倡君民共
治，提出官员应是群众公仆的观念，指出要
想使中国政治“无相欺相夺”，就要革除“害
富害强”的弊政，实现“与民共治”。

就在这时，严复看到了英国自然哲学家
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
文》，这是一部以进化论为基础阐述社会伦
理的书，刚刚出版不久。严复为了从理论上
支持他的维新变法主张，特意选译了书中讲
演词和导论，并改名为《天演论》。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分为上下两卷，共
35篇，包括“导言”18篇、“论”17篇，分别冠以
篇名。其中的28篇配有严复根据当时的时
代背景阐发自己对该书理解的按语，有的按
语甚至比译文还要长。严复的主要论点是：
世上一切生物都是进化的，生物之所以能够
进化，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谓“物竞”，
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淘汰。植
物、动物中都不乏物竞天择的例子，人类亦
然。在此基础上，严复指出中国若不振作起
来，竞争图强，势将亡国灭种。严复在书中也
给指明了方向：“只要发愤，变法自强，中国仍
旧可以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操之于我！”

《天演论》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
大反响，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机之时，面对内
忧外患，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变法图强，这部著
作对于当时的变法运动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
用，很快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形成共识，大大
激发起人们“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潜能
和时代紧迫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严复的译著，说
严复“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借重译著，并通
过序言和大量按语，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和爱
国主张，从而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风气渐通，倡导西
学之事日益增多，且以译书首当其冲。最初是
以“格致”（自然科学）类居多，因为当时只知道
西洋各国的船坚炮利，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
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严复《天
演论》的问世和广泛传播使人们开始认识到，
西方的强大缘于他们深合于“天演”趋势，中国
为求存求强，必须适境自变，从此，“物竞天择
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严复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武器，对专制和顽固思
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也使他成为近代中国著
名的启蒙思想家。

二

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又一贡献是创办了
《国闻报》，这是近代天津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
的报纸。

严复的政治论文在《直报》刊出后，反响极
大，这使严复认识到自办报刊的必要。1896
年，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
报》，严复曾助款百元。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
筹备，严复联合了志同道合的挚友，于1897年
10月 26日创办了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
《国闻报》。不久，严复又创办了专为士大夫和
知识分子阅读的旬刊《国闻汇编》，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悬疏》和介绍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
文章《斯宾塞尔〈劝学篇〉》，就是在《国闻汇编》
上最先刊出的。

关于《国闻报》的办报宗旨，严复等人在该
报的发行“缘起”中说得十分明白：“阅兹报者，
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
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这样一份以“求通”
为目的、以“自强”相号召的报纸，适应了当时
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的新形势，不仅是“华
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还使天津成为宣传
维新变法的强大舆论阵地。

严复利用《国闻报》这份报纸，揭露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对科举制度和
八股文章大张挞伐，热情歌颂在地方上推行
维新变法的官吏，对朝廷的种种新政举措进
行大量报道，如议开制度局，筹办京师大学
堂，奖励工艺制造，设立农工商总局，拟开懋
勤殿以议新政……以及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访华和他与朝廷要员的问答，等等。后来有
人评论说：“《国闻》者，侯官严几道先生复纠
合海内闳达，建设于天津者也。当戊戌年
间，两人评骘中国报界，以之为第一。”

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分9
次刊登了严复写的《拟上皇帝书》。新政期间，
经吏部举荐，光绪皇帝于1898年9月在乾清宫
召见了严复，垂询经过，俱载于《国闻报》。

在这段时间里，严复以极大的政治热情，
协助直隶总督王文韶办新式学堂“俄文馆”，培
养俄文翻译人才，严复兼任总办，负责俄文馆
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他工作。
严复还协助维新派人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
京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他两次到学堂
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讲学内容为“西
学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原”。百日维新
期间，京师大学堂成立，不少人主张以严复为
总教习。此事虽因守旧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但也可从中看出，这一时期严复及西学在人们
心目中的地位。

三

除了《天演论》，严复在天津期间和离津
之后，还翻译了多种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包
括：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
权界论》（《论自由》），《穆勒名学》（《逻辑体
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
究》），甄克斯的《社会通诠》（《政治史》），孟
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耶方斯的
《名学浅说》等。这些译作对中国近代社会、
思想、学术影响至钜，因而被尊为“严译八
经”。1931年，商务印书馆把这些译作，辑印
为《严译名著丛刊》，并收入《万有文库》。
198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该“丛刊”的新
版本。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严复，率先在中国译
坛上提出信、达、雅的原则。他在《天演论》的
“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
忠实原著，使读者感到可信；“达”是译文通达
顺畅，准确表达原著者的思想或情感；“雅”是
要使译作有文采，有文学价值。近代著名古文
学家吴汝纶高度评价了严复的翻译水平：“吾
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文如几道，可
与言译书矣。”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将西方社会科学学说
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介绍给国人的。自从有
了严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才像潮水般涌入
中国，这意味着西学东渐的主体内容已越过应
用科学、自然科学阶段，进入哲学、社会科学阶
段。严复对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经
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翻译学等
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的社
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严复的“启蒙”和“奠
基”功劳，是不可湮没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全面总结和评价了严
复，他说：“严复的一生，首先是爱国者的一
生，他的一切寻求、一切进取、一切成功都是
与其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分不开的。”“严复是
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第一代
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
思想，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教育的重视和
对教学的严肃态度，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知
识分子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走过的道
路。”“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
旧、故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
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
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
仍不过时。”

百余年前，对于中西文明如何在同一地
球共存，国民还处于迷茫、困惑的阶段。作
为时代先行者的严复，以开放包容精神首
倡变革，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理解的桥
梁。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善于创新。严复的每一次尝试，都让我
们距日后的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也正是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纪念严复、不能忘记
严复的原因所在。

今年，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

巨人”严复诞辰170周年。天津是严复的第二故乡，严复任职的北洋水师学堂旧址在河东区，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先贤思想和精神力量，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严复研究专业委员

会在津成立。我们特邀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罗澍伟先生撰写

文章，深入探讨严复文化和精神思想，以飨读者。

■ 编者按

首倡变革 爱国兴邦
罗澍伟

天津市历史学会严复研究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和
意义。严复的生命，虽然仅只短暂的
67个春秋，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
金时代，是在天津、是在天津河东度过
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津
是严复的“第二故乡”。严复把一生中
“激情燃烧的岁月”，奉献给了天津；天
津，也成就了严复与时代一脉相连的
光辉生命旅程。当我们回味和感叹严
复与天津的不解之缘时，也会深深地
体味到他那“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
求真理、爱国兴邦”的崇高精神，以及
为救国图存，寻求富强之路，“勤奋学
习、艰苦译著、勇于进取、敢为天下先”
的非凡气度和胆识。严复在津期间，
以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经典理论为武
器，批判封建专制，宣传变法维新，提
倡新学，反对旧学，成效颇大，影响至
深。这一时期，实在是严复一生中最
为辉煌壮丽的时期。严复也曾以此为
骄傲，称自己是“卅年老天津”。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杰出思想家，
作为站在历史潮头之上的文化巨人，
虽然身处“从旧时代跨向新时代”的变
局之中，却在这样一个人生的黄金时
段，用自己熠熠闪光的先进思想，为中
国人民照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
彩，表现出“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
和勇气”。

在党的历史上，相比于党内其他重要领导
人，陈云学历较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然而，
陈云却一步步成长为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其
中原因很多，学习特别是学习哲学便是重要的
原因之一。1987年7月17日，陈云和当时主持
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个人的体会
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
用。”陈云自己就是学哲学受益的典范，也因此
一直大力提倡学习哲学。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曾请教毛泽东一个问
题——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陈云认为自己过去
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而毛泽东告诉他，不是由
于经验少，而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并让他学
点哲学。关于犯错误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的观
点，毛泽东对陈云讲了三次。陈云听取了毛泽
东要学点哲学的建议。

其后，陈云把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
著作都找来看，研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从
而找到了自己过去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主观
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
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
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
结果”。陈云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犯错误，都
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
观与客观相脱离”。由此，陈云总结经验，得出
了自己的结论，“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
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
比较，三、反复”。这实际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阶段，即如何从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
陈云曾说，到延安之前，他的讲话没有多少

辩证法，到延安后，学了哲学，他的讲话就有了
辩证法。他在延安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还积
极带头学习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
于陈云在延安时期学习哲学并终身受益的事
情，1981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过：
“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
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

在学习哲学和进行实践的过程中，陈云理
论联系实际，学深悟透，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哲
学思想，这集中体现为“十五字诀”，即“不唯
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认
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
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二者结合起来就是
唯物辩证法。“十五字诀”深刻道出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重在唯实，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实事求是；“交换、比
较、反复”，旨在获得理性认识，而感性认识要
上升到理性认识，离不开调查研究，弄清楚事
实，归根结底还是要实事求是。

出于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考虑，结合自身经
历，陈云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1年 3月 14日，陈云和邓小平在谈话过程
中，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
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1987
年，陈云已准备从第一线退下来。在新老交替
的时刻，陈云叮嘱新的中央负责人，“要把我们
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
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
学”“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
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
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

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
哲学，用哲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职责要求。学好哲学，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不断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能力，更好地履职尽责——陈云的经
历和建议，值得广大党员干部重视和借鉴。

周恩来：用“狮子头”待客

周恩来拿自家烹饪的“狮子头”盛情款待

过日本乒坛女将。1964年10月的一天上午，

他邀请当时享誉世界乒坛的球星松崎君代来

家里做客。周恩来不断往松崎菜碟里夹菜。

在一旁的邓颖超说：“这碗狮子头是我做的，恩

来平素最喜欢吃这道家乡菜，不知道对不对各

位的口味。”说着从餐桌另一侧走到松崎面前，

往她菜碟里夹了一块狮子头。松崎尝后连声

说：“味道真香。”

细心善良的邓颖超在听说松崎交了男朋

友后，还特意送了她两条精心准备的大红绣花

绸缎被面。而周总理更是取出两瓶茅台相送，

希望带给其父尝尝，并叮嘱：这种酒在60度左

右，比日本的清酒要凶一些，但不伤人，味道也

是很不错的。松崎感动得热泪盈眶。

徐特立：10年破产读书计划

20岁时，徐特立遇到一个问题：没有书可

读。他家里的藏书本来就很少，在偏僻的乡下

想要借书也不容易，除了买书没有别的办法。

但对于贫苦人家来说，当时书的价格昂贵，他

教书一年可得十来串钱，还不够买一部《十三

经注疏》。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想到了伯

祖母留给他的那点微薄田产：能不能将教书所

得的收入用以维持家庭开支，每年卖一点田

产，去买想看、该看的书呢？他估算了一下，这

点田产每年卖一点去买书的话，不到10年就

会卖光，但是有了10年的勤学苦读，书也应该

能够读通了。

思索再三后，徐特立将这计划跟妻子熊立

诚说了。熊立诚略犹豫后，马上表示赞同：“日

子可以节俭点，但这书一定要读。”就这样，徐

特立着手实施他的“10年破产读书计划”，卖田

产买书读。有人笑他太傻，说谁不知道只有田

产才是好东西，哪有变卖了田产来买书的？徐

特立不顾讥笑，毫不动摇地按照计划去做。

徐特立读书非常认真，书上的许多篆字不

容易记熟，便坚持每天学习两三个字，晚上睡

觉时还在掌心上默写，直到写熟练了才入睡。

那时候的代数、几何等新知识，很少有人懂得，

徐特立学习中碰到不懂的地方全靠自己钻

研。他常常把数学书放在衣袋里，先翻看一条

定理，边走路边默记，再翻看另一条定理。他

读书不仅在书上画满各种记号，在空白的地方

写上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还把主要内容摘录下

来。他常对人说：“求学没有偷巧的办法，我用

的都是笨方法。”

就这样，徐特立坚定不移地努力学习，收

获非常大。他不仅把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

的主要著作都读了一遍，还学习了物理、化学、

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成

了一个知识丰富、很有学问的青年。

汪曾祺：为贾平凹做翻译

在中国文坛，贾平凹有“鬼才”之称，这个

称号是汪曾祺送的。那是1987年在桂林，在

漓江出版社组织的一次旅游文学笔会上，汪曾

祺谈起贾平凹时评价说：“他一个很平易淡泊

的人，却是一个难得的‘鬼才’。鬼才者，非凡

才能之人也。”贾平凹随即作诗一首予以回赠：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愿得沾狐气，林

中共营生。”

1988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美国

“美孚飞马文学奖”。汪曾祺得知后格外开心，

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瞭望》杂志上，评价

道：“平凹确实是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从我

和他的接触中，他全无‘作家气’，在稠人广众

之中，他总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限度。他很寡

言，但在闲谈中极富机智，极富幽默感。”

一次，贾平凹与汪曾祺在南京一起讲演。

贾平凹慢条斯理、极为投入地讲了一个多小

时，讲到中间时突然想起问听众：“我说的陕西

话你们听得懂吗？”会场上几百张嘴巴一齐大

声喊道：“听不懂！”贾平凹并不显得尴尬，而是

幽默道：“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不说普通话，普通

话是普通人说的，俄（我）就不用说了吧。”

坐在一旁的汪曾祺立即接茬道：“你不会

说普通话不要紧，我会说呀，这样，我来做你的

翻译咋样？”感动得贾平凹连连说“行行行”。

于是，汪曾祺便心甘情愿当起了临时翻译。贾

平凹讲一句，汪曾祺翻译一句，两人相得益彰，

配合得十分默契。

事后，贾平凹说：“汪先生是老前辈，但却

没有一点架子，我说一句陕西话，他就翻译成

普通话，有时还要解释，真是难为老人家了。

就凭他对我的这份情，我不仅会记一辈子，也

会永远把他作为我的良师益友。”

忽必烈：“发明”冰激凌

忽必烈一生征战，一统天下，建立了元

朝。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美食家。

忽必烈称帝之后，以大都（今北京）为都

城，当时的大都风貌同草原上大相异趣，夏

季天气酷热，生鲜食物保存十分不易。这对

喜爱喝奶的忽必烈和蒙古贵族来说实在是

件恼人的事：新鲜的牛羊奶，放几个时辰就

变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忽必烈灵机一

动，想到在牛奶中加入冰块，以延长牛奶的

保存时间。

这个无心之举却让忽必烈有了意外发

现：牛奶和冰块融合之后的“奶冰”味道比鲜

牛奶更鲜美，后来忽必烈在“奶冰”中又加入

了蜜饯、水果等佐料，使“奶冰”的颜色更鲜

艳，口味更好。此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到中国旅行，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与赏赐，忽必

烈兴高采烈地把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奶冰”

赐给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便将它的制作工

艺带回欧洲，经过改良，形成如今受人喜爱的

冰激凌。

较完整的排水系统：
有些城市古代已经具备

中国古代城市很早便开始运用沟渠疏排

城内积水，在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

有较完整的沟渠排水系统。学界一般认为，

西周至战国时期，城市沟渠排水系统已经较

为完善。

中国历代都城都有系统的沟渠网络，汉长

安城大道旁皆有沟渠，环绕城市的城墙底部有

城内向城外排水的圆形陶管道。元大都初建

时，便凿有七处泄水渠。考古调查，在今西四

牌楼附近地底发现石砌明渠，宽1米、深1.65

米。明代北京城内沟渠众多，据侯仁之统计，

见于记载的城内主要沟渠有大明濠、东沟与西

沟、东长安街御河桥下沟渠、龙须沟、虎坊桥明

沟等。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中载乾隆五十

二年时，内城沟渠有“大沟三万五百三十三丈，

小巷各沟九万八千一百余丈”，折合今里程约

400公里。都城之外，地方城市的沟渠系统亦

相当完备。如清代重庆有贯穿全城的17条水

沟，只是这些水沟现早已多不见踪影。

爱因斯坦：对声讨者不屑一顾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之后，有人网罗

了一批所谓名流对这一理论进行声势浩大的

挞伐，并炮制了一本《百人驳相对论》。爱因斯

坦对这些声讨者不屑一顾，他说：“假如我的理

论是错的，1个人反驳就够了，100个零加起

来，还是零。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李润和

拾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