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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与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共同体$

廖建荣

摘!要% 作为近代科学主流的博物学传入中国后&从福柯的(认识型)发展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要话语&成为新文化
新思想的合法性基础&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博物学作为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影响了鲁迅的(科学救国论)
与(生物学的真理)*周作人的(生物学的参考)与(伦理之自然化)*周建人的(民族进化论)等新文化思想' 周氏三兄弟
的博物学(科学话语)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加入(科学话语共同体)&发展新文化新思想启蒙民众与救亡图存的不懈探
索&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深层次关系&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科学史的重要发展阶段'
关键词% 周氏三兄弟+!博物学+!(科学话语共同体)+!新文化运动+!(生物学的真理)
作者简介% 廖建荣&文学博士&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通讯地址, 广州大学城广
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9"Z 号信箱&8#%%%&' 电子邮箱, #''$)6?5-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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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7/;*G/1)03;<G4&又译*自然史+(是一
门古老的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
志"和古罗马老普林尼的!博物志"(近代更是发
展为科学的主流学科(涌现出林奈-布封-达尔文
和赫胥黎等大博物学家' 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
科学的地位非比寻常#*科学力图从其他领域汲

取力量用以证明自身的意义(但也力图为政治-经
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提供认识的原理' 科学
作为合法性源泉与有待合法化的知识的双重特

点(深刻地体现在科学[政治-科学[文明-科学[时
代等有关科学的叙事方式之中'+%汪晖 ####&因
此中国知识分子打破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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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野(形成了*科学话语共同体+' 博物学知识与理
论也从福柯的*认识型+发展为*科学话语共同
体+的重要话语(成为革故鼎新-救亡图存的合法
性基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周氏三兄弟都
加入*科学话语共同体+(以博物学理论与知识为
根基提出新文化思想' 鲁迅的*科学救国论+以
博物学为重要支柱(并以*生物学的真理+提出
*幼者本位+伦理思想(批判封建礼教的*孝+(发
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周作人提出*生物学的参
考+和*伦理之自然化+(提倡新道德(破除旧道
德' 周建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进化论文章(翻译
!物种起源"(提出*民族进化论+' 周氏三兄弟的
博物学*科学话语+发展出新思想与新伦理(推动
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 博物学% 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
共同体$之路

!!自 #'8' 年韦廉臣-艾约瑟和李善兰合译!植
物学"-#'&X 年!上海新报"发表合信的!博物新
编"起(西方博物学开始传入中国' 樊炳清主编
及蔡元培作序的!哲学辞典"已经有*博物学+词
条#*以广义解之(凡研究自然界事物之学(皆是'
即有关自然之理学' 然通常取稍狭之谊(则为包
括地文地质学及动植物矿学之总称'+ %樊炳清
&&%&许多高等院校开设博物学专业(博物学也成
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中华博物学学会+等博物
学协会成立(!博物学杂志"也创办-发行'

鉴于博物学对西方科学与文化的特殊价值(
福柯的!词与物"曾深入探讨其认识论意义' 福
柯从词与物的关系提出*认识型+理论(*旨在重
新发现诸认识和理论在何种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知识依据哪个秩序空间被确立起来)在何种历史
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实证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
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
得以塑成+ %福柯 '&' 博物学和语法-财富分析
都属于西方古典时期的*认识型+# 语法命名和分
类现实事物(财富分析将物的价值转换为价格(博
物学通过命名之网设定和认识自然(整理自然的
结构和特性' 博物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去发现
一个新的好奇对象# 而是涵盖了一系列把一个恒
常的秩序的可能性引入表象的总体性的复杂操

作' 它把整个经验性领域同时构成可描述的和可
整理的+%福柯 #&&&' 即博物学将自然事物分门
别类-建构秩序和赋予意义'

曾是科学主流的博物学在近现代中国确立的

*认识型+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涉及哲学和
文化领域(更是直接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政治活动#
*如果说科学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新的思维习惯-
新的探究方法(并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看法(
那么(对于中国的激进的士子们而言(真正激动人
心的并不是沿着科学革命的战略路线继续前进(
而是把科学运动的成果作为.反传统/思想运动
的理论依据和.反传统主义/的逻辑前提' 他们
对宇宙图景的看法乃是基于人类历史生活与自然

过程的一种独特类比'+%汪晖 #"Z'0#"Z$&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指出(科学在

近现代中国发展为*科学话语共同体+#*指的是
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
不同的科学语言(并相互交流(进而形成一种话语
共同体'+ %汪晖 ##"Y&随着科学知识的广泛传
播(*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外延和影响不断扩大(
一方面是科学家群体以科学思想阐释重要的社会

问题(*如科学与道德-科学与社会政治-科学与
人生观-科学思想中的进化论+ %汪晖 ##"Y&)另
一方面(处于这个话语共同体之外或边缘的人也
使用科学话语(描述和思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种
种问题' *科学话语共同体+对*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新思想新伦理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赛
先生+对*德先生+具有基础性意义' 而博物学及
其进化论思想正是这个*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
要理论基础与建构话语'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周氏三兄弟
先后翻译-宣传和研究博物学(加入*科学话语共
同体+' 一直以来(*鲁迅的自然科学+*周作人的
民俗学+*周建人的科普小品+备受学界关注(却
罕有人提及周氏三兄弟与博物学的关系' 其实鲁
迅的地质学-矿物学和植物学(周作人的*花鸟虫
鱼+和周建人的生物学研究正是博物学的范畴'

鲁迅自小就喜爱!南方草木状" !广芳群谱"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花镜" !释草小记" !释
虫小记"等中国传统博物学著作(并习惯鉴定植
物的名称(记下植物的特性和培育方法' 然而鲁
迅 #'$% 年从江南水师学堂转学至矿路学堂是他
日后研究和翻译博物学的关键原因' 鲁迅学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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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与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共同体+

质-矿物和机械等课程(课本是英国人赖耶尔的
!地质学纲要"和美国人代那的!金石识别"(他也
被赫胥黎的!天演论"所触动' #$%Z 年进入仙台
医学专门学校后(鲁迅还阅读了德国学者海克尔
的!自然创造史"等博物学著作' 鲁迅在留日期
间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物志"!人的历
史"等博物学作品'

#$## 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学教
员' 这期间鲁迅指导弟弟周建人学习植物学(一
起到会稽山采集植物标本(将这段经历写成了
!辛亥游记"' 文章用活泼生动的文笔描绘了*一
叶兰+*臭梧桐+ *跳鱼+ *野菰+等动植物' #$#"
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等事宜(其工作和博
物学有着直接关系' 即使鲁迅弃医从文后(其前
期!我们怎么做父亲" !灯下漫笔"等著名杂文仍
以博物学理论为思想基础' 鲁迅后期仍然不遗余
力地宣传博物学(非常推崇!昆虫记"(多次在文
章和通信中提及#*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
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
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 可惜中国现在的
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
很枯燥' 现在要eG5).的讲动物生活(H/KG5的讲
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华盖
集$通讯")!鲁迅全集"第 Y 卷 "&&终其一生(鲁
迅对博物学的兴趣未曾减退(*翻阅鲁迅购置的
自然科学书籍5446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生物
学-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人体解剖学上+%孙郁
Y%"&(如!进化新论"!东亚植物"!植物的惊异"!园
芸植物图谱"!牧野植物学全集"!通俗动物新论"
!动物的惊异"!虫的社会生活"等博物学著作'

少年时期的周作人在兄长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也喜欢上了!花镜" !毛诗品物图考" !毛诗草
木鸟兽虫鱼疏" !南方草木状"等传统博物学书
籍' !我的杂学"一文回忆其读书共分八类(第五
类就是博物学书籍' 周作人对!花镜"的喜爱未
曾改变(先后买了康熙原刊和日文版本(不时翻
阅' 周作人真正对西方博物学有深入了解(始于
他翻译和介绍!昆虫记"和!塞耳彭自然史"等博
物学书籍' #$"Y 年(周作人先后翻译了!昆虫记"
的四篇文章(发表在!晨报副镌"上' 并写了!法
布尔1昆虫记2"(表达他对这位*科学的诗人+的
喜爱和敬意(*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

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 %周作
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自己的园地" '#&'

#$YZ 年(周作人介绍!塞耳彭自然史"(引用
英国戈斯!十八世纪文学史"的原话赞誉怀德#
*这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
5446其文章精密生动(美妙如画(世间殆少有
小说家(能够保持读者的兴味如此成功也'+ %周
作人(!我的杂学" #&#0#&"&周作人在回顾自己
五十年人生经验-试图为青年提供参考的!十堂
笔记"里(特地介绍博物学的价值' 周作人还亲
自撰写介绍动植物的博物学散文(!周作人文类
编"第四部!人与虫"介绍草木鱼虫的文章有 #8%
篇之多'

周建人与博物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鲁迅在日
本留学时曾写信指导周建人自学植物学#*学习
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
难的' 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
分类研究'+%周建人(!花鸟虫鱼及其他" #&鲁迅
寄回四本植物学书籍和一部显微镜' 鲁迅在绍兴
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学教员时(亲自指导周建人学
习植物学' #$#" 年(周建人被绍兴小学教师养成
所聘为博物学教员' 到了北京以后(周建人与中
国现代科学家王星拱一同成为!新青年"重要的
自然科学撰稿人(介绍和宣扬进化论' 周建人曾
担任商务印书馆刊物!自然界"的主编(撰写与出
版了!人类的祖先"!花鸟虫鱼"!科学杂谈"等大
量博物学书籍和教材' 周建人 #$ZX 年的译著!种
的起源"是达尔文著作% G̀0?07 <=:M5+053&的国内
首个白话文版本(#$8Y 年此书修订并改名为!物
种起源"'

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情结既有个人喜好的因

素(更是因为博物学属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重
要话语(成为近现代中国破旧革新的合法性基础(
直接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进程' 而周氏三兄弟的
特殊地位(使他们成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代表
人物' 博物学的*科学话语+直接影响和促成了
三人反封建礼教-反旧道德的新文化思想(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鲁迅的#科学救国论$与#生物学的真理$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话语共同体+以自然界
的发展规律为向导(推动祖国富强-民族文明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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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达尔文提出-赫胥黎忠实拥护的进化论是划
时代的博物学理论(!天演论"被严复翻译到中国
后(力求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知识分子将其奉为
圭臬' 博物学和进化论成为*科学话语共同体+
的重要话语' 鲁迅在认知层面将博物学的自然知
识与理论视为真理(认为是各种社会与民族都应
遵循的普遍规律' 于是博物学的理论与知识从自
然科学拓展至文化思想的领域(可以开启民智(扫
除封建迷信的荼毒(指导国家走向文明富强'

*科学救国论+是鲁迅为救治积弱难返的中
国所提出的一剂良方' 在 #$#' 年发表于!新青
年"的!随感三十三"一文中(鲁迅反驳北洋政府
教育部参事蒋维乔以生物学家科荷发现霍乱弧菌

后-沛登柯弗吞食病菌不死的例子证明*精神能
改造肉体+的谬论(大张旗鼓地提出*科学救国
论+#*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
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
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3+%!随
感三十三")!鲁迅全集"第 # 卷 Y#'& *科学救国
论+其实诞生于鲁迅的青年时期' !科学史教篇"
用心良苦地介绍科学的发展史(认为振兴实业和
操练新军只是学到了西方的皮毛(唯有学习西方
的科学才能富国强民' 这正是认同科学成为普遍
规律-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观念#*盖科学者(以
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
及于社会+ %!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 # 卷
"8&' 甚至说#*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
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Y8&而博物学在鲁迅
的科学大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人之历史"介绍人的进化(直接抨击盲目敌
视新事物的保守派#*夫德意志为学术渊丛(保罗
生亦爱智之士(而犹有斯言(则中国抱残守阙之
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足异矣'+ %!人之历史")
!鲁迅全集"第 # 卷 '&博物学在反对宗教迷信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鲁迅心中激起了共鸣(鲁
迅认同黑格尔批判 #Y 世纪创世说统治下的欧洲
是历史最黑暗时期(并强调*非虚言也+%$&'

!中国地质略论"指出中国被列强侵凌掠夺
不自知(对列强零星施舍感激涕零(而国民之间为
了蝇头小利不惜自相残杀(感慨这正如生物退化#
*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
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
%!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 ' 卷 80&&认

为国家积弱不振-民众愚昧无知(很大部分原因是
博物学知识不够昌明(沉迷于*风水宅相+迷信邪
说#*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
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
故'+%&&因此鲁迅希望介绍中国地质的演化(揭
穿有神秘力量控制人类命运的幻象(*斩绝妄念(
文明乃兴+%&&'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吐露青
年时期学医的想法(以为学医在和平时期可以救
死扶伤(战争时期可以当军医报效祖国(还可以促
进国人维新的信心' 鲁迅的*科学救国论+将博
物学视为文明的标志-文化发展的思想准则(是其
重要的*科学话语+之一'

鲁迅的博物学*科学话语+在新文化运动时
期发展出*生物学的真理+观' 以往的研究大多
关注鲁迅的进化论思想(鲜有提及其*生物学的
真理+观' 对鲁迅甚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
远的进化论正是*科学话语共同体+最重要的话
语之一(*自晚清以降(进化论提供了进步的社会
观念的自然观基础' 现代变革的概念000政治变
革-道德变革和文化变革000以进化的观念为前
提+%汪晖 ##'$&' 即进化论从自然界的生物规
律扩大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伦理准则' 尽管
这不是达尔文的原意(赫胥黎更是明确反对应用
进化论到人类社会(主张伦理学应该限制人类的
残酷竞争(然而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
之际(依然认同严复翻译!天演论"创造性发挥的
*优胜劣败+社会发展法则' 鲁迅基于博物学的
*科学话语共同体+立场(将进化论升华至*生物
学的真理+观(以其衡量和指导社会活动'

鲁迅 #$#$ 年 ## 月发表在!新青年"的!我们
怎样做父亲"(正式提出*生物学的真理+(即保
存-延续和发展生命是*生物界的现象+(用*爱+
对待孩子-帮助生命的发展是*自然界的安排+'
鲁迅由此总结出如何做父亲的建议#*便是依据
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
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 生物都这样
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坟$我们怎样做父
亲")!鲁迅全集"第 # 卷 #Y8&中国传统礼制以长
者为本位(以*恩+压制和牺牲子女(鲁迅尤其痛
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腐朽思想'
于是鲁迅以否定父辈本体的*孝+伦理为切入点(
反对压制和桎梏孩子-使孩子养成奴性的父权观
念(呼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5446肩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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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与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共同体+

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Y8&'

鲁迅共四次提到*生物学的真理+(呼吁人的
解放(批判压迫人的旧思想旧文化(拥抱新思想新
文化' 前两次*生物学的真理+是为*我们如何做
父亲+指明方向(后两次是反驳某些人对*生物学
的真理+的诘难(为其合理性辩护'

第一次是顺应*生物学的真理+(认为人要借
鉴自然界生物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和进化生命的
发展规律(提倡以幼者为本位(反对以父母为本
位-压迫孩子的传统文化000*欧美家庭(大抵以
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
办法+%!坟$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 #
卷 #Y'&' 第二次是提出要理解孩子-指导孩子
具有健康体魄和高尚道德以及开放包容的自由精

神(解放孩子成长为独立健全的人(根据*生物学
的真理+对父母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父母有*独
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Z#&'

第三次是指出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
关系早就崩溃(不能责怪在遵循生物规律以幼者
为本位身上' 第四次是指出生物学的真理虽然促
使人繁衍后代继续生命(却不认同使用多妻主义
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危害群体' 可以说(鲁迅
*以孩子为本+*新父子关系中对父母的要求+*遵
循生物学的真理并不会产生坏后果+等关键问题
的思考(都以*生物学的真理+作为理论基础与
指引'

鲁迅将生物学规律提升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真理+范畴(其价值与意义非同小可' 纵观鲁迅
所有文章(罕有以*真理+为理论根据者(谈及*真
理+的主要有!摩罗诗力说"介绍易卜生!人民公
敌"中的斯托克曼医生坚持真理(!文化偏至论"
介绍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观+' 这些*真理+
都是为人所追求的至真至善的存在(*生物学的
真理+却是起着认知论基础的作用(对*三纲五
常+之一的*父为子纲+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摧枯
拉朽般横扫*孝+的天理基础' 鲁迅后来的演讲
和文章多次重申*生物学+的理论(然而都没有提
升至*真理+的高度' 如鲁迅在!忽然想到"中再
次强调根据*生物学的现象+要生存-延续和发展
的观点#*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
要温饱(三要发展'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

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天
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
他'+%!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 Y 卷 ZX&

鲁迅提出*生物学的真理+观(一是因为!我
们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的写作正值新文化运动
最高昂的时期(身处其中的鲁迅思绪激荡(先后发
表了!狂人日记"!阿@正传"等重要小说(在提倡
新的父子伦理关系上坚信*生物学的真理+的正
确性与重要性' 二是鲁迅提出新的父子伦理关系
有着特殊的考虑' 他抨击中国封建文明是一场人
肉筵宴(中国旧社会的历史不过是安排这场人肉
筵宴的厨房(他坚信如果破除父权的压制(孩子身
上没有父辈身上的奴性(自然会拥有完整独立的
人格(新一代的青年人将会改变社会(必将*扫荡
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破坏这厨房+%!坟$灯
下漫笔")!鲁迅全集"第 # 卷 ""$&' 要想打破父
亲和家庭对青年的束缚(新的父子关系必须以
*真理+为基础' 三是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和
*赛先生+紧密结合(博物学*科学话语+具有特别
意义(鲁迅用来抨击封建礼教-发展新道德' 在驳
斥道学家以*表彰节烈+挽救*国将不国+的荒诞
时(鲁迅就将新道德和新科学联系在一起#*丧尽
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
连而起' 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
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我之节烈观")!鲁
迅全集"第 # 卷 #"Y&因此*生物学的真理+是鲁
迅新文化思想的理论依据或思想武器(更是在认
知层面推翻旧的思想基础-建立新的真理观和世
界观的重大转变'

三& 周作人的#生物学的参考$与
#伦理之自然化$

!!周作人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
而且 #$#X 年至 #$"Y 年 X 月正是两人手足情深-
兄弟同心的时期(思想也尤为投契' 周作人的
*生物学的参考+论和鲁迅*生物学的真理+观一
脉相承(都认为博物学的知识和理论揭示了自然
与社会的真理(为人生和社会指明方向-提供规
律' 发表于 #$#$ 年的!祖先崇拜"同是批判儒家
的*孝+(周作人提出*生物学的参考+论(并在日
后反复提及#*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
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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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0<1<?4%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
的标准'+%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
8&周作人在许多文章里反复强调(要从生物的自
然知识反思社会和个人#*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
人类之事+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立春以
前" #XZ&(*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
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
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 %周作人(
!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 #Z&'

与鲁迅的想法相近(周作人通过运用*生物
学的参考+来破除*孝+施加于人的桎梏(铲除培
养奴性的土壤(追求人的解放' !祖先崇拜"指出
崇拜祖先既不合道理也会对社会和个人有害(反
驳敬拜鬼魂和报恩两大崇拜祖先的理由' 周作人
在驳斥了万物有灵-人死变为鬼魂的荒谬后(根据
*生物学的参考+提出#*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
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生存的'+%!周
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 8&因此不是子女要还
父母的债(而是父母背负着养育子女-帮助子女比
自己更好的债' 如果一味崇拜祖先-崇尚古人(那
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周作人于是将祖先崇拜
转变为自己崇拜和子孙崇拜'

!人的文学"认为人的文学应该以人的道德
为本(特地谈及亲子的爱(也从*生物学的参考+
角度极力反对将子女视为父母的附庸-子女要报
恩父母#*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
的意志' 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
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 到了人类(对于恋
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
系(尤为深厚' 5446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
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
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 #8&
*生物学的参考+还参考了进化论(反对非人的旧
文学(呼吁建立新文学000*人的文学+#*其中有
两个要点(%一& .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
.进化/的'+%$&周作人承认人是众多生物的一
种(生活现象完全和别的动物相同(*所以我们相
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
足' 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
斥改正+ %$0#%&' 与此同时(人又是进化的生
物(可以改造生活-不断发展(*终能达到高上和
平的境地' 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

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
周作人以博物学的自然规律为参照(尊重人的生
活本能和人性(批判反人性的封建礼法(如殉节-
守节和违反亲子情感的孝行等' 因此*人的文
学+既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要促进人类和平-
社会文明'

周作人*生物学的参考+后期发展为*伦理之
自然化+' 周作人在!论小说教育"中反思中国思
想界没能推翻旧秩序(认为全盘西化不能完成思
想革命的任务(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重新建
构#*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
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谊之事功化'+ %周作
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 "X&他反对传
统思想将伦理道德赋予动物身上的*自然之伦
理+(如运用儒家的*孝+解释*乌反哺+ *羔羊跪
乳+*枭食母+等自然现象的牵强附会' 周作人反
其道而行之(提出*伦理之自然化+#*今宜通物
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
道'+%"X&

!我的杂学"对*伦理之自然化+有着更详细
的解释#*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
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
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
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周作人(!苦口
甘口" $X&所谓*现代人类的知识+有着特定的界
定(并非西方所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博物学的
生物知识)*固有的思想+则专指人的伦理道德行
为' 周作人的!我的杂学"里专有一节介绍他对
生物学和博物学的认识(谈到!塞耳彭自然史"
!昆虫记"和汤姆逊的著作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
其中的博物学知识可以帮助读者领悟人生的道

理#*经典之可以作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
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XY&
周作人还改动!论语"中孔子让弟子学习诗经的
话(读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觉得也
有新的意义(而且与事理也相合(不过事君当读作
尽力国事而已+%XZ&'

周作人运用博物学知识分析中国的*仁+(认
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扶持是基于求生的本能(并
由此发展出人类独有的同情之心#*中国国民的
中心思想之最高点为仁(即是此原始生存道德所
发达而成(如不从生物学的立脚地来看(不能了解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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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与周氏三兄弟的*科学话语共同体+

其意义之深厚'+%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立
春以前" #YX&即博物学不仅是认识和改造自然
世界的知识(还是人类社会的参考标准(兼备自然
世界之真和人类社会之善' 周作人的汉文-古典
文学-外国文-希腊神话-神话学-人类学-儿童学-
性心理学-医学-日本研究-地理学-戏剧史-佛经
等杂学都没有提高至博物学*人生哲学+*尽力国
事+的高度' *伦理之自然化+以博物学的生物知
识为基础发展出新道德(摈弃古代中国轻视科学-
压制人性的旧道德' 周作人的博物学求知求真(
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并试
图通过宣传博物学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

四& 博物学与周建人的#民族进化论$

周建人的作品虽然以翻译-宣传博物学为主(
但蕴含着变革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 #$#$ 年(周
建人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发表了!生物之
起源"(鲁迅的!孔乙己"也发表在这一期' !生物
之起源"回顾中西方古代的生命起源学说(再详
细介绍西方生物学家对生命最初起源的微生物的

发现和研究(阐述进化论如何解释生命的起源和
进化(是国内宣传进化论的重要文章' 周建人还
将生物的进化发展为*民族进化论+' #$"Y 年的
!达尔文主义"是!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的开篇
文章(将达尔文进化论的*竞争+视为*改革+的根
源000人应该顺应自然的竞争规律(而一个民族
和国家也必须不断变革发展来适应竞争(只有这
样(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生存下去'

周建人指出竞争先是个体之间的竞争(然后
是民族之间的竞争(最后是人类整体与生物界及
非生物界的竞争' 竞争是社会改革的动机(缺乏
竞争是社会停滞甚至退化的前兆' 竞争还是个人
独立的标志(可以激发个人才智' 社会个体的竞
争(使个人奋发向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
步(造福全体人类' 因此竞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精神(促进人们的互助' 社会各阶层的合作(也是
一种广义的竞争(使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
如果失去竞争(使旧的社会停滞(社会众多个体如
岩浆涌动(造成火山爆发(从而打破原有的旧平
衡(造就新的平衡' 周建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改革
必须经历竞争的阶段(乐观地预见一时的沉静必
然萌生各种竞争的因素(促使竞争的发生(推动民

族的进步' 周建人充满希望地呼吁#*古代曾有
盛大的动物(因为不能追上环境的变迁(在地史的
中途灭亡了5446古老的民族(也难逃公例)希
望所在(便在人能觉悟(知道努力(奋力往能生活
的路上走(这便是进化论借给人们的教训了'+
%周建人(!达尔文主义" '&可以说(周建人以进
化论唤醒民众(希望民众奋发向上-振兴中华民
族(与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和*科学救国论+一脉
相承'

近代以来(中国形成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两
套看似各自独立的知识体制(其实两者之间有着
相互促进的作用' *科学话语共同体+打破科学
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分野(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和
*赛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命
题' 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科学与
理性的*赛先生+是*德先生+的内核(民主社会的
*德先生+是*赛先生+的追求目标' 陈独秀发表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新青年"旗帜鲜明地
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两位先生作为反对
孔教和礼法-国粹和贞节-忠孝节等旧伦理-旧艺
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的理论根源' *要拥
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
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
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
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
答辩书" #%&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领袖运用进化论高举

革新大旗(其思想根源是社会发展应该参照自然(
以自然规律为社会发展准则(涉及博物学' 如陈
独秀的!敬告青年"(呼吁青年应该*进步的而非
保守的+(因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
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 %陈
独秀(!敬告青年" Y&'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
变动"也结合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分析道德的本质
与变化(指出道德不能超自然-超物质(也不是上
天的赋予或者圣人的教化(而是一种由本能发生
的自然现象' 群居动物在适应自然的竞争法则的
过程中产生了道德(道德和求生-认知-繁衍-母爱
一样(都是动物的本能#*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
物' 人类的道德(从人类还不过是一种群居的动
物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化到现今的人类时代(既已
存在'+%李大钊 #Y'&因此(道德*他的基础就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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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Z 期

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 简单一句话(
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
%李大钊 #Y'&'

新文化运动有着博物学的*科学话语+基础(
然而周氏三兄弟与博物学的渊源之深-对博物学
的喜爱程度非比寻常' 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是他
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来源(也是*科学话语
共同体+的典型个案' 博物学的*科学话语+的贡
献与意义(是理解和研究新文化运动甚至中国现
代思想*德先生+与*赛先生+深层次关系的关键'
周氏三兄弟的博物学*科学话语共同体+将理性
精神与科学求知融入启蒙民众-救亡图存的宏愿(
为中国现代科学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此外(当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疏远(发现和研究周氏三兄
弟的博物学(继承他们探索自然和热爱自然的博
物学精神(可以赋予博物学保护环境的新意义和
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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