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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

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

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

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１８６６年以第一名考

入马尾船政学堂。１８７７年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入英国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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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军学院学习。１８９６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

堂。１８９７年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

《国闻汇编》。１８９８年９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

力倡导维新变法。１９０２年受聘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

办。１９０５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于次年一度任校长。

１９０６年赴任安徽省师范学堂监督。１９１２年又任京师大学

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１９１４年５月，任参政院参政及宪

法起草委员。１９１８年回到福州养病。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

卒于故里。他的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

《严译名著丛刊》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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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和实践

严复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先驱，是“在中国共产党

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就教育问题发表

的大量言论著述，视野开阔，精辟深刻，代表了中国近代教

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揭示教育落后根源

严复留英期间，着意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中西文化

异同的比较分析。他不但倡导西学、新学，而且从更高的

层次上揭示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实质内涵。他说：“尝谓

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在于中之人好古

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

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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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之

种种不同，根源于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及人类与自

然相互关系的认识分歧。它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伦理、

道德、学术以至于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领域。他指出：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

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

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

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

西人务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

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

人恃人力。”这段话道出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实质内涵，它向

人们提供了一条抓住本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思

路，给人们以巨大的启蒙作用，使中西文化的争论赋予科

学形态。

谈到教育，严复认为：“今之教育，……必将阔视远想，统

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统新故，即融合

古今；苞中外，即兼取中西。也就是说，教育问题应放在古今

中外的文化视野中考察、把握。他认为学习西方教育，不能停

留在制度的模仿上，而应探索制约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
·４·

百年教育人物传记·第十二辑



的影响和转移，并从思想、观念、心理的层次进行综合考察。

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教育问题，与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与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生活习俗，与一个民族的思

维方式有着全面的内在联系。严复的这些论断，在中国近代

教育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实施科学教育

严复受进化论的思想影响很深，在赫胥黎的《进化论

与理学》出版的第二年，严复即着手翻译，并以《天演论》之

名出版。《天演论》的出版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观察自

然、认识社会的理论武器。“天演”的规律是“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人与万物都在这个规律中运转。那么，人就不

能消极等待，而应该积极进取，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是“且演且进”、“后胜于今”。这些耳

目一新的思想，给处于危难之机的中国人民以觉醒，成为

近代中国思想的主旋律。

受此影响，严复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教育。他认为，

世界各国竞争激烈，要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最重要的在

于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而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教育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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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从教育内容和治学方法上予以革新。因此，他认为学

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应是科学知识的传授学习，教育、教学、

治学过程应以科学方法论为依据。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

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

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

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

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

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

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

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

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

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

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

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

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

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

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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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

的格致之学，并指出，“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

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

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

“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

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

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

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

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

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

“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

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

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

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

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

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

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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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

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

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

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

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

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

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严复痛斥八股取士之害在于使“天下无人才”，在于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他认为洋务派的“西学”没有抓住西学的实质命脉，只不过

是学习枪炮、机器等西学的皮毛，而西学的命脉在于它的

治学方法。他反对当时的空疏无补实际的“汉学”、“陆王

心学”；反对“师心自用”、“强物就我”等主观片面、令人僵

化的治学方法；反对凡事不求甚解的盲目崇古；反对凡事

“必求古训”不求创新的学习态度。他指出，中国封建主义

的旧学和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

出在不从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

检验它的是非曲直。做学问“皆在文字诸素之间，而不知

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训，或同

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调查”。他认为，西方科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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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实与用，根据客观事实探索真理，

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而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是读死

书而“穷理”，在训诂注疏上空耗精力。因此，他认为，学习

西学的崇实精神，转变落后的文化观念，才是出路之所在。

他主张“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的

科学研究方法；主张西方重实证重内籀的思维方式；主张

“先物理后而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贵自得而贱因

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的治学方法。

严复认为学校应是培养专门知识人才的场所，科学知

识的传授应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

一个民族，“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要想兴旺

发达，必依赖于科学。因此，他主张“中国此后教育，在宜

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

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也

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非常重视科技专门人才的培养，重视科学知识的

传授学习。他在一定程度上朦胧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促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所具有的

潜在能力，意识到科学知识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教育功能，

这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独特贡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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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文化教育体系

《原强》是严复重要教育论文之一，“原强”就是探求国

家富强的根本。他把人才教育看成是自强之本，国家的盛

衰强弱取决于国民的素质。而衡量国民素质的高低有三

个要素，即“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

德行仁义之强。而此三者全赖教育”；“是以讲教育者，其

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不佞

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而中国累弱积

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羸、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此，要拯

救中国，不能依靠旧的法制，也不能单靠洋务，必须依靠体

育、智育、德育。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民力、民智、民德，必须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认为，国家的富强是

以国民的手足体力为基础的，“鼓民力”就是培养人民强健

的身体，为此必须革除旧礼俗，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

“开民智”是国家富强之源，西方国家之所以进步繁荣，是

因为他们重视民智开发，提倡科学。因此，要开民智，必须

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学习西方重实证重

内籀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剔除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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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崇古”、“训诂注疏”的学习方法。“新民德”是富国图

强之道，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宗法

制度的伦理道德，废除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培养国民对

国家“深私至爱”，增进国民道德，使之能同力合志、联成一

气、抗御外侮。为此，就必须给人民以自由、权利，培养人

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主思想观念。

严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论证了德智体

三育的关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培养

青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内容。这不仅洋溢着浓厚的反封建

的战斗气息，而且具有鲜明的近代教育理论的特色。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

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进人物，也是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

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

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的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向

往，希望以此来取代愚昧落后的封建专制。他第一次赋予

“教育救国论”以理论内涵，揭示了中国教育落后的思想根

源。他首先倡导把科学方法论导入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

过程，对我国教育界发挥了巨大的科学启蒙作用。他让人

们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去看待事物，在思想上开阔了人们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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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他力倡西学和维新救国，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

育的主观意图，起到了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作用。虽然后

期他思想上走向保守，甚至反动，但他早期提出的许多论

断都闪烁着启蒙思想的火花，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的杰出人物。

论教育救国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

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状况，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中国之弱，

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

的唯一良方“开民智”，即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他对当时变

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

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

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

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把教

育视为强国之本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消除政治上的阻碍，

教育也难以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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