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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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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

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 他客观对比中西, 冷静反思传统 ,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

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 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 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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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 90年代以前的/五四0研究往往集中

于新文化人士, 而很少涉及东方文化派; 涉及的也

是立足于批判。90年代以后的/五四0研究又出现

了相反的情况, 对东方文化派的研究不仅成为学术

热点,而且对其评价也有过于拨高之嫌。在当今改

革开放,中西思想文化再度全方位交流的时代,我

们应对当年非新文化派人士提出的各种主张、见解

重新予以客观的分析,从其不合时宜的理论体系中

审慎地剥取其合理的内核,从而有利于我们今天的

文化建设。基于这一原则,本文对五四前后杜亚泉

的东西文化调和观作一新的评价。

(一)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少数具有世界眼

光的思想家以及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士就开始意识

到,欧洲人自命为/高等文化的使者0,持有/将那些

原始种族和古老的民族从迟钝和麻木中拯救出来

的-嗜好. 0 [ 1]等行为正是对自身弊病和东方文明都

未充分了解的表现。1913 年英国人庄士敦在5联
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6中便指

出: /吾西人向曾诋中国之哲学为逆理,其美术为幼

稚, 其宗教为邪恶, 其诗歌为无情, 其道德为野蛮,

其习俗为失当,至今始恍然如梦觉。知向之所诋之

言, 无一不谬。0 [ 2]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残酷的战争现

实在充满自信的欧洲人面前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

的弊端,从而打破了西方对理性和科学的乐观态

度,极大地冲击了欧洲人的文化自信心, 甚至使其

中一部分欧洲人对其文化予以完全自我否定。其

中最突出的是德国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在他着笔于

战前、脱稿和出版于战后( 1918- 1922年)的5西方

的没落6[ 3]一书中,以敏锐的眼光揭示了西方文明

弊端丛生及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的种种事实,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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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经过欧战打击后的西方世界得到了许多方面

的暂时印证,激化了欧洲人的文化危机感, 引起了

他们强烈的思想共鸣。这种对西方文化怀疑和不

信任的情绪,促使许多著名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注
重精神文明0的东方文化, 希望以东西文化调和的

方式, 拯救西方文化。正如胡愈之在5泰戈尔与东

西文化之批判6中所写的, /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

后,欧洲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些怀疑,醉心于东

方文化的着实不少0。[ 4] ( P79- 83)同时,一战的爆发与

欧洲文化危机感的出现也刺激了一直苦于探索民

族出路的中国进步人士开始反思欧战, 重新审视中

西文化以应对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战后访问过

中国的罗素曾提到过, 访华期间有不少人对他说,

1914年以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 但自欧

战起, 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
[ 5] ( P190- 191)

战争爆发不久, 中国就有人认识到欧洲/文明日进,

杀人之械且日工。而将来政治上之剧变,必益不可

方物。0 [ 6]更有柏林大学格致科博士夏元王栗认为,一

战/实白种各族之权利竞争0, /各欲握世界之霸权,
故酿成此古所未有之大惨剧0,且/数年来欧洲出版

逆料大战祸之书,亦已甚多,盖人种战争之势,其成

久矣。0 [ 7]

从个人的生活背景来看, 早年立志走科举成名

之道的杜亚泉深入钻研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

扎实的国学根底。1895 年, 杜亚泉受甲午战败的

刺激, 思想上渐生以讲求实学而济世救民之转变,

嗣以经史训诂之学为无裨实用, 而翻然改志, 绝意

仕进,改习数学,由中法而西法,特别是在任绍兴中

西学堂数学及理科教员期间( 1898- 1900年) , 自习

日文,以便翻阅日文书刊。于是他由阅读日文书刊

而窥见世界新思潮, 对中国传统学说不免渐生怀

疑,且于讨论时事问题时,往往偏于革新方面,从而

逐渐形成了其纯学理上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思想。
[ 8]

1902年他在5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6中就明确指

出: /世界之文明者, 有二大潮流, 即东洋文明和西

洋文明是也0, /诸同学在校或他日出校之责任,第

一当研求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足,第二研究固有

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之, 以表章一绝

新之文明, ,以为东洋之特色0。[ 9] 1911 年春, 杜

亚泉兼任商务5东方杂志6主编,既大胆刷新, 使5东
方杂志6成为民初国内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合刊

物;又尽瘁著作,不染政党色彩,独立不倚地纯以学

理国情为根据, 针对社会现实发表了一系列调和中

西的文章,其调和观日益成熟。比如,在政治方面,

是年 3月他发表了5减政主义6和5政党论6,提倡参
照西方来改革本国政治体制,反对集权政治, 促进

/市民社会0生长,实行/进步与保守两党制0。中华

民国成立后, 杜氏就政治建设发表自己的调和主

张, /今后之谋国者,不可不折衷于0/集权制与分权

制0/二者之间, 以求调剂之法0[ 10] , 并且认为革命

后建立的/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

(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之相推相荡而成0 [ 11]。一

战的爆发带给中国人巨大的震动, 杜亚泉深入反

思, 先后发表5大战争与中国6、5大战争之所感6, 认

为西方文化在战争中已尽露弊端,国人当重新审视

中西文化而不能全盘照搬西方[ 12]。此后, 他又陆

续写成5现代文明之弱点6(第 9卷 11号)、5理性之

势力6(第 10卷 6号)、5接续主义6(第 11卷 1号)、

5社会协力主义6(第12卷1号)、5论思想战6(第12

卷 3号)、5波海会6(第12卷 5号)、5命运说6(第 12

卷 7号)等文章, 提倡思想多元、兼采中西, 以图于

平稳中实现救国目的。[ 14]

杜氏东西文化调和观成熟的标志是1916年 10

月他在5东方杂志6上发表了5静的文明与动的文

明6一文。他从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

差0这一认识出发, 指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0, 发

生/动的文明0,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0,发生/静的

文明0; /两文明之结果, 其不能无流弊,盖相等也0;

/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

近, 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0 [ 15]

(二)

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大致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文化建设方面,杜亚泉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对

东西文化进行综合创新。他是欧战爆发后第一个

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此次大战, 使

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0, 吾人欲借西洋文明/以

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0。/平情

而论0, /东西洋之现代文明, 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

明0, 二者皆不免其病态。/就经济状态而言, 东洋

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 西洋社会,则局处的充血症

也0。/就道德状态而言,在东洋社会, 为精神薄弱,

为麻痹状态; 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 为狂躁状

态。0 [ 16]他还分析了/吾人0与/欧人0对于死的不同

态度( /欧人0/多言死之无痛苦0, 而/吾人0/自古迄
今,皆以死为最可恐怖之境0) , 得出双方的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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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是不同的,故吾国如/欲模仿西洋文明,则非
从思想上根本改革不可, 即非输入死之哲学不可0,

而其效果又/当以死之哲学能否普及为断也。0 [ 17]

因此, 杜氏指出, 中国社会与西洋欧美社会, / 文明
之根柢既不相同,则生活之方法亦自然各异。与其

违理性以仿效他社会之文明, 不如循理性以行,随

时势而加以调节之为愈也。0 [ 18]

在具体分析中西文明时, 杜氏认为近世西洋文

明有许多成分本源自我国, /为吾国之老生常谈。

惟自欧化输入以来, 此等常谈几已无人置喙, 以谓

与新世界之文明不相容也0,而其/所谓社会政策社

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近世西洋学者对

于东洋文明之智识渐渐深造。故社会主义之文学

家如托尔斯泰氏之著作中屡屡引用孔孟之语,且极

致钦崇之意;克鲁巴金氏之著作倡颁白者不负戴于

道路、黎民不饥不寒等之经济论, 其思想亦殆由孟

子之社会主义中会得。, ,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

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愿吾国

人勿拾取西洋十八九世纪中已被破坏之文明断片

掊击吾人之固有文明而蔑视老生常谈以谓不宜置

喙焉。0 [ 19]针对新文化运动的盲目西化与反纲常名

教及其造成的信仰变化不定, 杜氏作了针锋相对的

批判并提出文明统整说。/我国之有国是, 乃经无

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0, 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

然及西洋学说输入, /吾人得其一时一家之学说,信

以为是,弃其向所以为是者而从之; 继更得其一家

一时之学说,信以为是, 复弃其适所以为是者而从

之。卒之固有之是, 既破弃无遗,而输入之是,则又

恍焉惚焉而无所守0。于是,我国精神界中种种庞
杂之思想,互相反拨,互相抵消,而无复有一物之存

在。/如斯现状, 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0对此精神

危机,杜氏认为, 其/ 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

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

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

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 以吾

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 ,今后果能融合西洋

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 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

救济, 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0[ 20]为此,陈独秀撰

文质难,指责5东方杂志6为儒家伦理辩护, 属/复

辟0思想。杜亚泉又作出回应,其/文明之统整0,绝
非/禁遏学术阻碍文化0, / 亦非不翻译欧洲书不输

入欧洲文化0,而是以为/吾国0/伊古以来之政治原

理, 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

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

与现时之国体, 融合而会通之, 乃为统整文明之所

有事。0 [ 21]

一战结束后,杜亚泉对/中西新旧0有了新的认

识。/新思想者, 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观念间,
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 此关系成立以后, 则对于从

前所附之关系,即旧思想而言, 谓之新思想。0 [ 22]而

/现时代之新思想, 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

新, 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

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0揭/折衷论0

之总义, /则吾人主张以现代文明为表,以未来文明

为里,表面上为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上为和平的

社会主义。不奋斗不足以生存于现世,吾人决不愿

以黄老派之玄谈, 柏拉图之理想,自误误人。至共

产均富之社会, 虽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世界, 但不妨

建设之于吾人之心里。, ,以俭惜物, 以勤治生,
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 是为中国之古君子, 是为

世界之新人物。0 [ 23]

政治领域,在人才选拔的手段问题上, 杜亚泉

反对知识界迷信西方选举制度而蔑视中国沿用一

千多年之久的考试制度的偏激之见,倡导选举与考

试两种选举手段的兼容互补。/吾人二十年来, 厌

弃考试, 信仰选举。以为选举者, 西洋之新法则, 至

公普之法则也,立宪国家之流行品也; 考试者,吾国

之旧法则也,至腐败之法则也, 科举时代之老废物

也。不谓吾国之老废物,乃成西洋之流行品, 朽腐

忽化为神奇,吾不能不为吾先民发明考试方法者,

庆其幸运。0/选举与考试,实为至相类似之物。以

为公普,则皆公普者也;以为腐败, 则皆腐败者也。

善用之而使之公普, 皆足以利国福民;不善用之而

使之腐败,则病国殃民, 亦无以异。0 [ 24]

杜亚泉冷静地观察与分析中华民国成立后事

变迭出的不稳定政局,主张借鉴西洋社会的政策措

施以融入我国的政治建设。/吾国政治之腐败、民
气之衰颓、实业之凋落, 比之欧美, 诚觉相形见

绌。0 [ 25] /今吾国既有法美以为殷鉴,则若者宜引为

厉戒,若者当借作师资, 舍短取长,不难避歧趋而即

于正轨。0 [ 26]为实现政治稳定,他撰5力之调节6, 进
一步主张效仿西洋之政治原理,倡两党政治。/政

治进行,全赖对抗力之作用。0若有两种势力/相与

抗衡0,则/公理以相持而益显, 权力亦以相竞而愈
平, 欧美政象所以能常保均势,不至畸轻重者,皆政

党对抗之结果也0。当然,要/养成有秩序之对抗0,

须调节对抗之势力, /调节之有裨于对抗0, /夫而后

可立平民政治之基础, 可树政党对峙之模型, 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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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相背者矣0。[ 27]

伦理道德建设方面, 杜亚泉坚持中西调和的观

点,反对新文化派彻底废弃传统旧伦理道德而代之

以西方新伦理道德的激进主张。深入反思/中国固
有之道德, 果适合于今日之现象乎0的杜亚泉对比

分析中西得出, 中国道德之大体可以不变, /不特今

日不变,即再历千百年而亦可以不变0; 近世/ 欧美

学者0倡人群进化时/以爱为一大原则0,与我国/克
己、复礼、亲亲、仁民、爱物0诸古训,均隐相吻合,故

我国亦宜/阐明旧有之仁爱0, /发辉而光大之0。[ 28]

当然, 他并不是盲目地守旧,而是经过具体对比分

析中西伦理道德之优劣, 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适合

中国的主张。

第一、以/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0[ 29]为

原则,去努力建构中西融合的个人、家庭、国家多元

平衡互动的新道德体系。我国/互助的0/大家庭制

度0易造成/少年者多浮浪, 老年者多贪鄙0, 且/为

害于国家,于今日实为最烈0, 其补救之道, 不可不

于/互助之制度0中,采用西方/小家庭制度0之/独
立0精神。[ 30]然而考虑到/民族各有其历史与习惯0

与/吾国家庭制度, 自有可以宝贵之精神0, 杜氏反

对/根本改变0我国家族旧习而行欧美个人主义之
小家庭,主张对于旧风习,当求/减除其弊害而不当

妄事更张0; 对于新风习, 但当/酌采所长而不宜为

无意识之模仿0。[ 31]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 杜氏

认为/宜守定0两者/之分际0, 遇有个人政见与国家
现势格不相入时, 则当/ 稍贬方针, 以为妥协调和

之0。[ 32]第二、希望大总统于政务之外大力提倡道

德文化事业。古来专制君主留令名于历史者,大都

是恭俭仁慈、兴教劝学、有功于道德及文化的人。

/求之外国0,如英皇之提倡戒酒会, 日皇之设立济

生会,德皇之提倡文艺,类是之事迹甚多。/予不暇

细忆,其注意于道德文化亦同0。共和国元首,虽无
世袭君主之势力, 但足以提揭群流, 化民成俗。[ 33]

第三、提倡适合中国的/妇女职业0。/妇女职业0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自欧战发生以来, /妇女职

业0之说,盛传于欧美, 且我国近数年来/亦竞提倡
是说0,以为妇女当求自立。对此, 杜氏从中国当时

现实出发, 提出/与其为少数妇女启辟都市中执业

之新途,无宁为多数妇女维持乡里间固有之生计0,
其具体做法为: 其未经衰落者,当设法以保存;其业

经衰落者,当竭力以挽救;其无可挽救者,则当随时

势之所趋, 发明一二新事业, 予妇女以执业之机

会。
[ 34]
第四、提倡西方文明结婚, 反对传统婚礼的

繁文缛节。西洋人婚丧典礼, /概较我国为单简0。
如果这种风气能移植于我国, 则足以纠正/末世文

胜之弊0。因此,杜氏主张,我国婚礼应仿效西洋礼

式,去其繁琐, 实行/ 文明结婚0。[ 35]第五、主张节
俭,反对追求奢华生活。杜亚泉于5说俭6中写道,

/俭0为克己主义中之美德,我国经传及诸儒学说先

哲格言, 多称道之, /不俭0将有害于个人,且严重者

足以堕落社会道德, 剥丧国家元气;虽然最近数十

年,我国生活程度陡然增进, 然而这是受欧美物质

文明的吸引, /欲望无穷0, 而我国/物产有限0, /不

俭0将势必/相夺相争0, 祸/起于萧墙之内0。因此

他倡导, /吾人今日0仍当持守 /节俭主义0。[ 36]第
六、提倡健康的朋友关系。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

/概以义气为重0, 不管正当与否,凡朋友之利益必

为之顾全,朋友之危难必为之解救,由此/实利上互
助0之/习惯0而酿成对朋友的/依赖根性0, 以致/其

流弊所极,往往徇私而害公0。因此,杜氏主张仿效

西方,交朋友必须选择那些能独立自助、权利义务

界限分明而不混淆的人。
[ 37]
第七、倡公墓与族葬兼

行之丧葬礼俗。/近时国人多有主张仿欧美制度筹

辟公共墓地者0,他们认为我国大量/可耕种之田0

/为填墓所占0,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故公墓之
制,不可不切实励行0; 然而我国家族观念异常深

固, 国人坚持死后同葬于一处,故杜亚泉提倡/族葬

与公墓相辅而行0。具体办法是必须限制墓地面

积,地域宜在山原或高瘠之区, / 毋夺水田沃壤之
利0,且未/造葬之余地0,继续种农作物, /已造葬之

隙地0, /或栽种果树0但不准砍伐, /或培养森林以

为地方风景之点缀0。[ 38]

医学方面,兼备中西医学知识的杜亚泉主张中

西医学兼容互补、融会贯通。五四时期在医学领域

也出现了中西医学的互不相容, /习西医者言氐言其中

医, 谓中医专重阴阳五行之说,凭臆想而不求实验;

信中医者排斥西医, 谓西医多用金石剧烈之药, 精

外科而不善内治。0杜氏从其亲身经历出发对比分

析中西医学, /余往时习闻中医之理法于父兄,近复

稍阅西医书册,觉医学中精到之处,中西学说,若合

符节。有中医相传之理,语焉不详, 而西医则竟委

穷源,了如指掌者, 以西医之说考之则益明;有西医

发明之事,诩为新得,而中医则习用已久,视为故常

者,以中医之法证之则益信0, 且/夫学术者在于实

事求是0,无/中西之别0,因此他主张/融会而贯通0

/中西医学0。[ 39]杜氏还进一步从研究方法上阐明

了/中西医学0的相互融合互补, 合理利用/专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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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体会上着手0的中医学之/经验0和西医学的

/科学的方法0, [ 40]推进医学研究。

(三)

世界范围内的每个民族都有其一脉相承的文

化体系,有其独特的、合理的存在价值。倡导思想

文化多元互补的杜亚泉认识到了东西民族有不同

的世界观、价值观, 其思想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我

国之有国是0是无数先民共同经营缔造而成的民族

文化/结晶体0, 自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

义为基础0,且近世西洋文明有许多成分本源自我

国, /为吾国之老生常谈0。因此, 他反对彻底否定

传统去搞/西化0或/全盘西化0,而应/循理性0、/随

时势0地/输入新知以昌明旧学0。经过客观冷静地
对比中西,杜亚泉看到了我国文明之不足, /比之欧

美,诚觉相形见绌0,经济上为/全体的贫血症0,精

神上处于/麻痹状态0;然一战造成的人类空前大灾

难让他也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两种文明均不

能许为/模范的文明0。于是, 他既反对全盘西化,

也反对固守传统,而主张/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

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0, /以吾国固有之文明为

绳索0来贯串/断片0之西洋文明, /融合而会通之0,

乃/统整0出中华新文明, 不但使/自身得赖以救济,
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0。

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

习与借鉴的地方。他主张反对集权政治以促进/市

民社会0生长,仿效西方实行两党制,养成/对抗之

势力0,立/平民政治0之基础, 这些反映了他受西方

文化的影响,已经注意到了平民阶层的利益和大众

文化的发展;他认识到了中国/大家庭制度0的/互

助0功效,打破家族观念将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

发展,因而主张以/小家庭制度0的/独立0去补充
/大家庭制度0的/互助0, 以开创新时期的家庭制

度,主张/公墓0与/族葬0并用的丧葬礼俗; 中国历

来注重勤俭节约, 在面临物欲横流、且因利益冲突

而常常/祸起萧墙0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 /物

产有限0的中国应坚持节俭,避无穷欲望之害,这里

他已注意到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杜

氏有明显的务实精神,能从实际出发予以分析,如

在创办妇女职业方面, 他主张当时的中国(农业大

国)不宜另辟/都市中执业之新途0,而当/为多数妇

女维持乡里间固有之生计0;又如无论选举还是考
试均不过是选拔人才的手段, 有效地予以利用便利

于社会发展, 使用不当便会总是自己的不如别人的

好;杜氏还强调总统应倡导道德文化事业, 代表政

府行使其社会文化职能;等等。

杜氏的文化调和论主要是学理上的分析,其主

张只符合正常的文化发展轨迹,而脱离了当时中国

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处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的主体仍是封建文化, 不

仅是物质文明, 还包括精神文明,都毫无疑问地落

后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杜亚泉过分偏执

以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来对比西方文化的不足之

处,不承认中华文化在时代上早已落后于西方文

化。他的调和论只注重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而忽

视了其时代性的一面。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既是一

定时代的文化, 又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既是特定民

族在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特定民族的

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集合体。五四时期东西

文化的差别应当既是/ 古今之别0, 又是/ 中外(类

型)之异0。因此,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并不能

在急切实现民族独立与振兴的五四时期得到重视

和发挥效用,而是不断边缘化, 最后只能以学理的

财富形式留给后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借鉴。

杜氏的调和论是时代的思想产物。五四时期

是中华民族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的时期,思想的分

化与重组异常激烈。辛亥革命因袁世凯的篡权和

复辟而全面失败,使苦苦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

不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革命。文化激进主义者将

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袁世凯进行复辟所利用

的孔教伦理的存在, 因而主张彻底否定传统文化,

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与之相对的文化保守主义

者虽然也承认中国革命不成功有深层的思想文化

因素,但一战爆发后的西方社会现实引起的国内反

思和危难关头高涨的民族主义使传统文化根底异

常深厚的他们主张坚持以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来

吸收内化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以创造出新的民族

文化。杜亚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前期

/心窃向往0西学, 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 善于现

实关怀而生性冷淡、富有主见的他以其中西兼通的

知识结构和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文化思维模式, 从

纯学理上入手倡导东西文化调和,以图在平稳的状

态下建设完美的民族新文化。

杜亚泉提出的/调和论0作为/西化论0的对立

物给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造成过一些阻力,

但也正因为其存在着许多合理的因素,它正好弥补

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过激言论与主张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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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新文化派不断自我调整与完善。两者的

论争对推动五四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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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Du Yaquan. s Theory of Harmony and Mutual Supply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FU Yan-an

(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World War I and the sense of unreliability on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from them,

which both existed in the mind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eople, greatly triggered DuYaquan who had been trying to seek

a way to save our country out of the national crisis from the West.After compar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object ively,

and giving a retrospection upon traditional culture calmly, Du Yaquan put forward his theory of harmony and mutual

supply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His perception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the national features of the civ-

ilization, but neglected its features in that special period, and ultimately made it a theoretical fortune for the people

coming behind to take lesson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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