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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思想的东传轨迹及其省思

[ 作者 ] 叶隽 

[ 单位 ] 中华读书报 

[ 摘要 ] 德国，是一个概念。我这里强调的，更是其在世界思想史进程中的概念意义。我在此处将德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史范畴，来考

察其思想传播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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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是一个概念。我这里强调的，更是其在世界思想史进程中的概念意义。我在此处将德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史范畴，来考察

其思想传播的轨迹。  先是俄国，由于靠德国很近，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不但将留学德国视作学习西方的重要途径，而且乐于以德为师，在

别林斯基的心目中，德国的思想史意义或许远大于作为“自由之祖”的法国，他极端推崇德国，再三强调：“德国——德国才是现代人类

的耶路撒冷。”（别林斯基致友人信）日后，别尔嘉耶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精神对俄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德国精神是富有阳刚之

气并强有力的，它在征服俄国人肉体之前已经战胜了俄罗斯人的灵魂。而且它发生作用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被国际社会民主思想所诱

惑，使俄国德意志化、征服俄罗斯精神，此乃俄罗斯知识分子丧失个性的途径之一。”（别尔嘉耶夫：《俄国革命的精神基础——论

1917-1918年》）对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属“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创造的德国理想主义”，又谓“俄罗斯创造

性思想是在德国温馨主义和浪漫主义氛围中初露衷曲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此处“理想主义”当为通常的“唯心主义”

概念，即德文Idealismus）俄国人日后（尤其是白银时代）文化创造的辉煌灿烂，与德国思想的传入关系很大。  再是美国，19世纪后半期

超越万人的留学德国，成为世界留学史与文化交流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象。请注意，“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

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美]伯

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这一以德为师的选择，成为了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使得

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参见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

史》）。  再是日本，“脱亚入欧”，既表现出日本人走向现代的勇气与决心，也意味着日本人必然要抛弃昔日的中国老师，而选择崭新

的西方楷模。虽然，有论者认为日本是“学德国步入歧途”，但日本人态度很认真，“逃脱被征服的命运”也是上下之共识，1862年福泽

谕吉就设想“建立像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国家”，到后来经过明治制度创建者们的努力，真的在日本建立了以德国为楷模的政治军事制度，

最终“把日本也造就成像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

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  如此看来，也

难怪作为一代思想史家的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以英德两国的思想消长来描述近代世界思想史的路径：“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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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思想到处畅

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判断，将1640-1930年代300年间的世界思想史

传播历程，明显地以1870年为界分为两大时期，即英国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和德国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如果结合政治史的视角来看，确实同

样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1649年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宪政，1871年德国经由“铁血战争”完成统一，思想的传播与政治的强盛是互

为一体的。  就德国思想传播的世界轨迹来看。俄国知识精英拔得头筹。而美国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当斯塔尔夫人发表《论德

国》并轰动西方时，美国的反应是极为迅捷而灵敏的，他们不但在思想上重视，更由其民族性格而决定了在极为广泛的程度上变成了社会

实践。日本人虽然想“脱亚入欧”，但无疑是后来者，但在亚洲各国之中，它又毫无疑问是“先进者”，其君国政府与知识精英的迅速合



流并形成合力，从而在留德与以德为师方面达成极大共识，并作用于实践层面。应该说，将德国思想借为资源，在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果这条传播的轨道链仍然继续延伸的话，那就该看看中国了。前贤对西学的认识、接受和拿来过程，是否需要进行

严厉的省思与拷问？且不说泛泛的西学概念，就以德国思想的东渐来说，我以为就值得细加追问。从早期政治精英由于现实考量而开始重

视德国起，到改良派开始将德国援为资源，再到留日学人以东邻为中介输入德国思想文化，然后是留德学人亲临其境，从对象国自身挖掘

资源、考察经验、提取精华，但他们的做法更多取决于个体的行为，而没有上升到整体的共识，所以其资源引进成就也就相当有限，创造

意义更无法居于主流。在我看来，进入19世纪后期，“德国资源”已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共同的精神与思想财富。  之所以“俯视拷

问”，其目的则在于自身与当下。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和平发展”，德国的思想资源，都值得细加挖

掘，如果善于选择、敢于创造，那么这一独特的外来资源，也不能说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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