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1901
年）對王國維早期哲學思想的影響 :
以王國維的《哲學辯惑》（1903
年）、《論新學語之輸入》（1905 年）的分析為中心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3-07-2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楊, 冰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メタデータ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63URL



序

上世紀 90 年代末，在王國維誕辰百年之際，他的學術思想才開始逐漸引起學術界的

重視。至今為止，對於王國維哲學思想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通過這些研究，王國

維對於中國現代哲學的貢獻也已經有了定論。比如 ，最早開始關注王國維學術思想的學

者劉夢溪是 評價王國維的。1

至十九世 末、二十世 初，中国社会 于 烈的 之中，学 思想也因所依

托的社会 的崩解 陷而 始了烈性的化分化合的 程。 其 生了一批无

学 累 是文化担当力都堪称一流的大 巨子，他 既是 学 的承 者，又

是 代学 的奠基人。王国 是他 之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杰出的一个。

甚至有學者明確指出，王國維是早於胡適之（《中國哲學大綱》）與馮友蘭（《中

國哲學史》）的中國現代哲學的奠基人 2。但就是這樣一位重要的現代學術的奠

基人，對於他的思想研究，以往的學者們都在不覺間忽略了他早期的一段學術生

涯。王國維最初的學術生涯是從翻譯外國學者的論文開始的。1901 年 振玉創

辦中國第一份專業教育雜誌《教育世界》，1902 年開始王國維在《教育世界》上

先後發表了多篇哲學、心裡學、倫理學譯稿。特別是在 1903 到 1907 年之 ，王

國維主要致力于哲学的研究，在《教育世界》上發表了多篇與哲學相關的論文。  

　　對於他早期的這些譯稿的研究，據筆者瞭解只有佛雛的《王國維哲學譯稿研究》。這

一研究全面地涉及到了王國維的全部譯稿共 18 篇，其中包括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方面。

佛雛逐一論述了各篇譯稿對王國維整體學術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但這一研究由於涉及的範

圍過廣，對每一篇的分析都停留在提綱挈領、淺嘗輒止的程度。特別是對於王國維最早的

楊 冰

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1901 年）
對王國維早期哲學思想的影響

― 以王國維的《哲學辯惑》（1903 年）、《論新學語之輸入》
（1905 年）的分析為中心― 

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1901 年）對王國維早期哲學思想的影響　1



哲學譯稿，也就是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在 1901 年所著的《哲學概論》的分析，引用部份

占了整體的一半，分析異常簡略，沒有全面地展開具體的論述。

　　在目前的王國維研究中，很多學者都指出王國維的哲學與美學思想受到了叔本華、康

德、謝林等哲學的影響。長時間以來，王國維哲學思想與日本哲學家的關聯性被忽視了。

這主要是由於王國維在論著中很少專門提到日本哲學家的名字或引用他們的理論。但是通

過分析他早期翻譯桑木嚴翼《哲學概論》的譯稿可以發現桑木的哲學思想對王國維哲學思

想所産生的根本性影響。具體地說，在王國維 1903 年的《哲學辯惑》以及 1905 年的《論

新學語的輸入》中所涉及的他對哲學這一西方學科的實質性認識，以及對引進西方哲學建

立中國現代哲學的方法論都受到了桑木哲學的影響。重新發現王國維哲學思想中的日本哲

學家的影響可以正確認識在中國現代哲學建立過程中，日本哲學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從

而理清中國哲學建立的理論脈絡。

　　本論文同時也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對王國維早期哲學思想進行再發現。王國維早期的哲

學思想是他後來從事的美學研究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的美學思想是在哲學思想的基

礎上建立的。王國維在 1907 年的《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提出的“古雅”的美學概念，

以及 1908 年的《人間詞話》中提出的“境界”的美學概念的背後都有他獨特的哲學思考

作為理論支 。對他早期哲學思想的全面理解也有助於對他美學思想的新闡述。既然他的

哲學思想受到了日本哲學的影響，那麼他的美學思想也很有可能受到了日本美學思想的啓

發。本論文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探討王國維美學中可能存在的日本美學的啓發。

一　従肯定日本譯語到提倡従日本間接引進西方哲學

1　哲學即理學̶《哲學辯惑》

哲學辯惑原載於 1903 年 7 月的《教育世界》第 55 號。前一年，也就是 1902 年，清

朝大臣張之洞在主持制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時，以哲學有害、無益為理由，

要求從新學中刪除哲學一科。此後學界出現了詬病哲學的趨勢。

針對這一現狀王國維以《哲學辯惑》一文進行了激烈反駁。在哲學辯惑的開篇王國維

就明確指出此文的目的。3

在指出目的后，王國維首先對哲學一詞的來歷進行了說明。4

夫哲学者，犹中國所謂理學云尔。艾儒略《西學發凡》有“費祿瑣非”亞之語，

而未譯其義。“哲學”之語實自日本始。日本稱自然科學曰“理學”，故不譯“費祿

瑣非亞”為理學，而譯曰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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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哲学者，尤中國所謂理學云尔。王國維的這一觀點實際上來自于桑木嚴翼。在桑木

的《哲學概論》的「第二章哲學之定義」的「第五節哲學語義之沿革」中，在解釋哲學這

一名稱時說道：5

もし古来我国若しくは支那に行はれし文字を用いれば、宋儒の所謂理学の如き

は最も其の真義に近からんか。

對這一段的表述，王國維在譯稿中是這樣翻譯的：6

求之古來我國及支那所用之文字，如宋儒所謂理學，最與其真意相近。

　   艾儒略《西學發凡》有“費祿瑣非亞”之語，而未譯其義。據王國維考證，最早將哲

學介紹到中國的是 1613 年來到中國福建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

年－ 1649 年）。但艾儒略只是音譯了這門學科，並沒有解釋其含義。

那麼，哲學這個詞最早是出於何處 ？既然西方的哲學相當於中國古代的理學，那麼

為何不翻譯成理學而是哲學 ？

對此，王國維接著說明道，哲學之語實自日本始。日本稱自然科學曰理學，故不譯費

祿瑣非亞為理學，而譯曰哲學。王國維的這一觀點同樣出自于桑木的《哲學辯惑》。同樣在《哲

學概論》的「第二章哲學之定義」的「第五節哲學語義之沿革」中，對於不翻譯成理學而

是哲學的原因，桑木這樣這樣交代道：7

然れども理学といへば今日にては主として自然科学即ち物理学、化学、星学、

生物学、地質学等を総称することとなり居るを以て、此語を哲学と云ふ意味にて

使用するは不便たるを免れず。

對於這一部份王國維的譯稿也忠實原文，極為準確。8

然理學之語，今日用為自然科學之總稱，即總稱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

博物學等。故不關其意義之遠而襲用哲學之名稱，或反有避誤解之益歟。 

   在這裡 得注意的是，對於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的原文，王國維並沒有全部翻譯而

是有意刪除了一小部份。在以上引述的桑木的兩段文字之間，有以下一段論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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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又我国徳川時代の末葉に行はれたる心学と称する通俗哲学の名称も其一

部分を表示するに足らん）。現に明治年間に至りて「理学沿革史」と称する著述

あり、其内容は純然たる哲学の歴史なり。

   

　　這一段文字，是桑木對德川、明治時期日本哲學史的簡短回顧。王國維之所以沒有翻

譯這部份， 不是無意中遺落了。可以推測他認為刪除日本近代的哲學史的這段文字可以

毫不間斷、一氣呵成地說明日本為何把西方的費祿瑣非亞譯為哲學而不是理學的原因。由

此可以看出王國維 非是機械地翻譯原文，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恰當的取捨，儘量考

慮到當時的中國渴求哲學的讀者們的真正需要。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桑木此文的重視程度。

因為只有對全文透徹的理解才可以做到不留痕跡的刪節。

　　桑木的這段哲學即中國古代理學，因日本理學用於自然科學而不譯理學的說明被王國

維用於《哲學辯惑》的開篇。首先王國維說明了哲學這一名稱對國人說是陌生的，但這門

西方學科的實質卻幾乎等同與中國宋代的理學。也就是說是中國固有的學問。王國維對這

一觀點在《哲學辯惑》的後半部份進行了展開，即第四章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他說，10

今之欲廢哲學者，實坐不知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故。（中略）今欲廢哲學，則六

經及宋學皆在所當廢，此其所不解者四也。

　　開篇的哲學即理學的觀點是這一段的鋪 ，在第四章中王國維具體說明詬病哲學就等

於詬病六經宋學這類的中國傳統學術。既然不能抹殺六經與宋學的價 ，就不能廢除哲學。

《哲學辯惑》通篇的目的就是指出張之洞廢除大學哲學一科的錯誤行為，所以這一段文字

是全篇至關重要的論點。

　　在《哲學辯惑》的最後王國維再次以哲學即理學的觀點，進行通篇總結並且對張之洞

之謬誤進行最後一次的反擊。11

吾國人士所以詬病哲學者，實坐不知哲學之性質之故， 易其名曰理學，則庶可

以息此爭論哉！庶可以息此爭論哉！

　　王國維指出國人對哲學的詬病完全由於對其名稱的疑惑，而不瞭解哲學的實質。直接

了當地講其實質就是中國傳統理學。他的用意是指出哲學的實質，而不是主張廢棄哲學這

個譯名，直接用理學這個名稱。在開篇與結尾王國維都提到了，哲學實質就是中國的理學，

之所以不稱為理學是因為這一譯語是從日本引進的。既然哲學這一稱呼容易引起國人的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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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麼王國維爲什 不直接了當的提出不用日本的譯語，直接用理學這個詞 ？

2　從肯定日本的譯語到提倡從日本的學術引進̶《論新學語之輸入》

在發表了《哲學辯惑》的兩年後，也就是 1905 年王國維特意撰文《論新學語之輸入》

對當時西方學語的翻譯提出看法。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當時學界對引進日本的譯語的兩種

態度。

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于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

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

棄之，二者皆非也。

隨後又肯定了日本翻譯西方學語的詞彙的嚴謹與準確，提出與其自創譯語，不如廣泛

採用來自日本的譯語。12

且日人之定名，亦非 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

者也。竊謂節取日人之譯語，有數便焉：因襲之易，不如創造之難，一也；兩國學

術有交通之便，無捍格之虞，二也。

　　王國維之所以提出應廣泛採用日本譯語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出現了廢除日本譯語的現

象。對於當時翻譯界的現狀，王國維指出漏洞指出並非日本對西方學語的譯語不妥，而是

由於日文翻譯者對專業知識掌握不足，不能準確地理解原文導致譯文漏洞百出。他是這樣

說的。13

然近人之唾棄新名詞，抑有由焉，則譯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今之譯者（指譯日

本書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無一二焉；其有國文之素養者，十無三四

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者，以余見聞之狹，殆未見其人也。彼等之著

譯，但以罔一時之利耳；傳知識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陋

龐雜，佶屈而不可讀。然因此而遂欲廢日本已定之學語，此又大不然者也。

在 1903 年到 1905 年之間，王國維翻譯的 10 部外國文獻中有 7部是日本學者的文獻。

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荀子之名學說》、《尼采氏之學說》、元良勇次郎的《倫理學》、

《心理學》、高橋正雄的《管子之倫理說》、蟹江義丸的《孔子之學說》。通過翻譯日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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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他瞭解到日本學者治學的嚴謹。在這裡他不僅僅是在提倡使用日本引進西學時翻譯

的譯語，而是對當時中國從日本引進西學的大方向的肯定。在文章的最後王國維從日本引

進的西學的重要性。他說道，14

余雖不敢謂用日本已定之語，必賢于創造，然其精密，則固創造者之所不能逮（日

本人多用雙字，其不能通者，則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國則習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

分，全在於此）。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王國維用了大量的文字來說明國民思想的精粗廣狹決定了語言的精

粗廣狹。說道 :：“觀其語言，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并一針見血的指出“故我國有辯

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

未達自覺之地位也。”15 王國維的這篇文章雖題為《論新學語之輸入》，但實際上論述的卻

不只是如何輸入西方學語的問題。他實際想說明的是如何引進西方學科特別是哲學的問題。

正向他所說由於我國語言“多用單字，不過精密”而不如引進日本的譯語。這不只是語言

的引進，而是引進經日本文化消化后的西方文化。也就是利用日本文化精密的特質來補足

中國文化粗疏的缺陷。王國維倡導的不是從西方的直接引進，而是經過日本文化過濾后的

西方文化，也就是從日本的間接引進。他的這種間接引進的意識不只是因為當時中國學者

的外文水平的局限，而是因為他認為這種間接引進可以更加準確地還原西方文化，準確的

講是學術思想。

二　建立東方特有哲學語言完成従哲学到美學的過渡

1　東方特有哲學語言的形成

　　《哲學辯惑》一文的第一章題為哲學非有害之學，實際上是第二章的鋪 ，通篇主要

的論點是從第二章開始的。在第二章哲學非無益之學中王國維用一句話來說明哲學為何有

益。他說道，16

宇宙之變化，人事之錯綜，日夜相迫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釋，不得其解， 心不 

寧。

　　王國維要說明的是哲學是我們生存所面對的必然課題。這段說明與桑木嚴翼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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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的開篇序論的一個段落的文意及結構構成極為相似。桑木的原文極其富有詩意，他

是這樣說的。17

我が日々接する所の四圍の光景や我が日々遇ふ所の人間の運命や是等は皆極め

て尋常一般にして而かも其中に大不可思議の意味の存するとなきか。日月星辰の

運行や四時風雨の変換や、或いは栄枯盛衰の転変或は死生窮達の循環心なくして

之を見れば日常遭遇する所に外ならざるのみ、其中何等の奇とし怪とすべき点を

存せざるべき也。然れとも一度豁然として道理分別の眼を開き其間に商量考察を

施すとあらんか、是等は一として我疑惑の情念を惹起し、懐疑の精神を鼓舞せざ

るはなからん。

　　對於這一段，王國維的翻譯也是斟字酌句。同樣用詩一般的語言做出了準確的詮釋。18 

我等日日所接四圍之光景，日日所遇人 之運命，似極尋常而非有不可思議之意

味。日月星辰之運行，四 昼夜之代謝，菀枯盛衰之轉變，死生窮達之循環，若無

心視之，則其中詎有可驚可怪者？然若一旦豁然而開分別道理之眼，而于其間施考

察，則此等無一不足起我等之疑惑者。

　　哲學是人類的生存課題。桑木用漢語特有的詩性語言進行了說明。既然王國維在自己

的文章中發揮了桑木的觀點就說明桑木獨特的哲學語言對他的影響。我們要再次談到王國

維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中提到如何引進西方哲學語言的問題。王國維追求的不是照搬照

抄西方的哲學語言，而是對西方哲學語言在理解的基礎上與中國固有的哲學語言進行融合，

從而再創造。而這種再創造日本哲學家完成了。王國維在翻譯桑木的論文時，得到了最大

示應該是對對西方學術語言進行再創造，從而形成東方獨特的學術語言。

　　王國維在後來的美學論文 1907 年的《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提出的“古雅”，以

及 1908 年的《人間詞話》中提出的“境界”的美學概念，一直以來學者們都認為是中國

傳統的美學概念，但在理清王國維哲學的治學方法后，可以說這兩個概念很可能都是對西

方美學概念的再創造。而這個在創造的過程也很可能受到了日本美學思想的啓發。

2　從哲學到美學

在《哲學辯惑》中，桑木在反駁對哲學的非難時，提出哲學不但統一科學，而且是論

究科學之基礎。（且つ夫れ哲学は単に科学を統一するのみならず、実に科学の基礎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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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するものなり。）19 并特別指出了哲學與倫理學、心理學的關係。

往時は心理現象を説明するに哲学的仮想に成れる霊魂なる一種の実体を想像し

たれども、今は殆ど此説を奉ずる者なし、即ち心理の研究は哲学の中より出でて

特別なる科学となりしなり。倫理学亦然り、往時は道徳現象を説明するに天地の

原理より演繹し来りしかども、今や此の如き方法によるもの幾ど稀なり。20

王國維是這樣翻譯的，21

往時說明心裡現象時，往往由哲學的假象，想像一種之實體，謂之靈魂，然今日

之心理學者中殆無奉此說者。即心理之研究由哲學之中出，而為一特別之科學。倫

理學亦然。往時說明道德現象，皆自天地之原理演繹而出，今用此方法者殆希也。

　　在《哲學辯惑》的第三章中國研究教育學之必要中，王國維以桑木的這一觀點提出哲

學是與教育學有關的 多學科的基礎，如果中國有研究教育學的必要，就有研究哲學的必

要。

尤可異者，則我國上下，日日言教育，而不喜言哲學。夫既言教育，則不得不言

教育學；教育學者實不過心理學、倫理學、美學之應用。心理學之為自然科學而與

哲學分離，僅囊日之事耳；若倫理學與美學，則尚儼然為哲學中之二大部。

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

哲學實綜合此三者，而論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

謂教育學上之理想即哲學上之理想，無不可也。

　　王國維在這裡重申的是教育問題的當務之急，而哲學正可以解決這個當務之急。知、志、

情與真善美的關係，在桑木的《哲學概論》中也多次涉及到（P61，P82, P83）。但筆者關

注的是王國維關注的不是西方哲學的狹義，而是它的廣義，他俯瞰到了廣闊的哲學範圍，

也就是涵蓋著美學，倫理學，心理學的大範圍。

　　桑木的《哲學概論》，雖題為哲學概論，但卻廣範圍的介紹了與哲學相關的學科，其

中多次涉及到了美學。特別是他對詩歌的論述完全是美學範疇的思考。在詩歌中他對抒情

詩給予了特殊的評價，把抒情詩等同於哲學。他是這樣說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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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も廣意に所謂詩歌は人が天地自然の風景若しくは人事の曲折波瀾等に就て感

想経験せる所を美妙に（散文若しくは韻律に従ひて）叙述したるものにして、通

常其中に叙事、抒情、劇詩の三種を区別すると、洽く人の知る所なり。其中特に

第二の抒情詩は主として作者の感慨を述べたるものにして、一路直視、驀地に詩

人の人生世界に対する観念を吐露するもの多く、其思想の幽玄深邃なる、優に大

哲人の経営辛苦して案出せるものと符合するとあり。葢し哲学の攻究事項の何た

るは後に至りて詳述すべきが、今仮に前章に於いて累記したる所を更に繰り返せ

ば、哲学とは世界全体の原理を論究する学なりと概言するを得べきが故に、其論

究の目的に於いては毫も詩歌と異なる所あらざるなり。

　　對於這一部份，王國維的譯稿是這樣的，23

抑詩歌者，就廣義言之，乃人就天地自然之風景或人事之曲折波瀾等，而以美妙

之文（散文或從音律）敘述其所感想經驗者也。通常分為三種：敘事、抒情、劇詩。

人人之所知也。其中特如抒情詩，以述作者之感慨為主，一路直視，驀地吐露詩人

之對人生、世界之觀念，其思想之幽玄深邃，優與大哲人之所辛苦思索者符合。蓋

哲學之攻究事項雖當詳述于後，然今日反復前章之所記，則哲學者得視為論究世界

全體之原理之學，故其所論究之目的毫與詩歌無異。

在 1905 年王國維發表了一篇《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在這篇文章中王國維并談

哲學與藝術（王國維稱為美術），把藝術比肩哲學。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近似後

來的“境界”的“意境” （胸中恍惚不可捉摸之意境）一詞。也就是說他在開始研究哲學

時就已經開始對美學感興趣了。他對美學的興趣也受到了桑木《哲學概論》的影響。以上

引述的桑木對抒情詩的評論也許正啓發了王国維後来執筆《人間詞話》論述中國的抒情詩、

詞。

結語

對王國維哲學思想影響最深的不是叔本華或康德，而是理解消化了叔本華、康德哲學

后的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具體地說，在 1903 年的《哲學辯惑》一文中，王國維重新組

織了桑木的觀點，作為反駁張之洞哲學有害無益論的主要理論武器，提出哲學興中國傳統

理學的共通性，倡導大學開設哲學學科的必要。但他並沒有停留在對桑木哲學思想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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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過 1905 年的《論新學語之輸入》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王國維對中國引進西方哲

學的方法論。他認為與其直接引進西方哲學不如引進經過日本文化過濾后的西方哲學，因

為日本文化的精准性有助於對西方哲學準確的理解與掌握。但同時在桑木獨特的哲學語言

的 示下，他開始領悟到在吸收西方哲學時有必要創造東方特有的哲學語言。因為任何文

化的受容必定是與本土文化結合的產物。

　　桑木在《哲學概論》中所涉略到的與哲學有關的諸學科的論述影響了王國維後來執筆

翻譯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學》與《倫理學》，在更廣闊的的研究視野中開展自身的哲學研究。

特別是他對美學的重視直接受到了桑木對詩歌分析的影響。在 1908 年的《人間詞話》中，

王國維提出了“境界”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一個涵蓋著豐富的哲學思想的美學概念。王國

維最為推崇的詩人是南宋後主李煜，在王國維看來李煜就是一位哲學詩人。筆者將在下一

篇論文進一步探討桑木嚴翼的的美學思想，以及他的美學思想對王國維美學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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