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梁启超
偕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当时国内哲学界
对杜里舒哲学有一定理解和研究的张君劢
等人有过一次欧洲之行。在维也纳，梁启超
等人见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哲学
家鲁多夫·奥伊肯。梁启超等力邀奥伊肯访
华讲学，但奥伊肯年事已高，推荐了正当壮
年的杜里舒，梁启超等便以中国讲学社的
名义，正式邀请杜里舒来华讲学。
《申报》在杜里舒来沪前，刊出了他的

简历：杜里舒（%&'( )*+,(-.），德国人，生机
主义哲学家。/001年进入耶纳大学学习，
两年后毕业；!0"$ 年在热带搜集动物；
!0"! 年在脱利爱斯德旅行研究；!0"2—
3"$$年在那泊尔（意大利都会）德国所设
之地中海生物研究所实习；!"$1—!"$0年
为爱白地大学聘为吉福特讲师；!"$"年为
哈意特大学讲师；!"!!年为哈意特大学二
等教授；!"!1 年转任干恩大学一等教授；
!"2!年，任撒逊京城兰伯斋希大学教授。
从“简历”可看出，杜里舒起始学业和研究
均为生物学，怎么“跨行”到哲学呢？对胎生
动物的变迁，杜里舒通过一个被现今称作
“克隆”的实验，认为生命现象只能用活力
因素而非物理化学的定律来说明。之后，他
转而研究哲学，成为有科学背景的生机主
义哲学家。
中国讲学社通过沪上各媒体，预告了

杜里舒即将来华的消息，且人尚未到，“已
约定之演讲题有五：杜氏之哲学；生机哲
学；近世哲学史；欧美最近哲学潮流；身体
与灵魂。”
杜里舒的行程中也有个小波折，由欧

洲启程后，!$月初即已抵香港，又转搭日
轮“三岛丸”号到上海，!$月 !4日上午，
“!!时到虹口汇山码头，但以天雾及潮小
之原因，遂延至（下午）5时始到埠”。不过，
即便“迟到”了，依然是“到埠欢迎者甚众”，
因为大家都抱着“杜里舒此番来华讲学可
以给我们一个学问上的要求的满足”的热
切盼望与期冀的心态。

! 章云华

! ! ! !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动物“多利”绵羊
!""1年来到人间，既然如此，“克隆创始
人”怎么可能在“多利”出生前 16年访问上
海呢？
其实，有此一说是源于被今人追本溯

源认定的“克隆创始人”。他 30"4年把一个
海胆早期胚胎（只含两个或四个胚胎细胞）
的细胞分离，发育成了两个或四个完整的
海胆———“克隆”萌芽就此出现了。更奇妙
的是，“克隆创始人”是从生物学“转行”到
哲学的，所以其哲学研究也有相对深厚的
自然科学功底。他就是 3"22年 37月 !4日
来到上海，并在杭州、南京、北京、天津、武
昌等地巡回演讲至 !"28年 5 月的德国哲
学家杜里舒———距今已有整整 "$年了。

! ! ! ! !$月 2$日，在欣赏完西湖秋色后的第二
天，杜里舒在霞飞路国立商科大学（今上海商
科大学前身）开始了他到上海、也是在中国的
第一次学术活动：演讲生机哲学。参加首次活
动的有“杜夫人、德国总领事、德国公使馆参赞
等，合计到达 6$$人”。

首先，郭秉文简短致辞，说杜里舒博士，系
应讲学社之约，“今日首次在此公开演讲，实属
难得”。没有躬逢盛会的人，不必遗憾，杜里舒
“本年在东南大学作长期演讲，明年将转北大演
讲半年”。接着，杜里舒发表了长篇演讲：今日所
讲为生命问题，亦即生机哲学，生命或谓为生命
体，然吾人是否可以深思物质说明之。!0"!年
起，杜里舒开始科学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则魏
西门所言，纯属错误；而罗司氏实验，手术上或
有所失，致成此种结果。余批评罗司试验，曾与
美国摩根同作试验，其结果亦属相同”。为说明
问题，杜里舒以 6$人合力造桥为例：以 6$人
之力，即可合造一桥，减少数人，虽其担负之劳
力有异，其结果终能使桥成功也。余名此种能
力，谓之平等能力。常有许多动物，截其首或足
后，经过若干时间，即能再生。又如人骨节受伤，
数日后即复原状，此足谓平等可能之实在也。
自此例证而观……生命当以生机主义解释，即
生命自主，生命自有其力。不过，“关于此点，当
于心理学中述之”。!$月 2!日，杜里舒给吴淞
同济学校及中国公学（两校均为今同济大学
前身）从自由意志问题着手作了《自由问题》
的讲演，总结其“自由问题”的观点说：“则自
由与不自由，非人力所解决之问题也。”
对杜里舒演讲中涉及的心理学，瞿世英

说：“君劢先生译记杜氏讲演，谓惟此为心理
学，而其余皆非是，此语虽不免极端，然而亦
想不出话来驳他，盖对于杜氏学说早已心折
矣。”可见，瞿世英深有同感。他曾说过：“杜氏
的讲演中刺激我最深，使我最感兴趣的要算
他的心理学了。”

! ! ! !不管怎样，按国人固有传统，“接风宴”
自然不可或缺。

!"22年 !$月 !6日晚 1时，在卡尔登
饭店，由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大学、同济大
学、讲学社、中国公学等发起的欢宴吸引了
众多名流和中外来宾。宾主尽兴，一直到晚
上 !!时方才散宴。
出席宴会的有：德公使代表威龄汉姆

博士、德领事梯尔、同济医工大学奥林褒、
怡和洋行劳兰锡，以及郭秉文、蒋百里、张
君劢、赵厚生、袁叔畲、赵石民、阮介藩、郑
章成等，共约 6$人，宴会主席是蒋百里（即
钱学森岳父）。

与以往欢迎外宾相比，此次欢宴“程
序”略有变化，除欢迎辞必不可少外，考虑
到杜里舒在华要讲学多日，不必急于一
时，宴会上没有邀请他“即席演讲”。而宴
会之所以延续了 4小时之久，除了来回翻
译缘故外，席上发言者不少。致词者身份
不同，发言内容各异，读来颇有一番趣味。

张君劢的欢迎词表达了“遇博士之欣
幸”，和“敬祝博士夫妇此游之幸福”的殷
殷之情；对杜里舒来华讲学作了颇高评
价，“如昔印度高僧之来中土传教，及清代
南怀仁等之以天文学等餐华人，均足为中
国社会文化上发生极大佳影响”，所以“今
者博士来华，吾人深信德国人文主义之将
有以见惠，乐何如之”。继而联想到“最近
如杜威、罗素等之游华讲学，吾华人实欢
迎及感佩”的情形，所以“今博士应约来华
讲学，吾人欢迎之心理，可想而知”。

杜里舒说了“今来华虽仅 24小时，但
见华人相待如此之亲切，实深欣感”的答
谢。说到其精心研究的“哲学一科，言之极
难”。所以，对“现代哲学，不宜凭空研究，
宜崇重于科学为基；确有把握之哲学，更
宜注意全体，而勿徒得其局部小点”。最
后，作了一下“广告”，对其创导的“生机哲
学”等学说，杜里舒“希望，亚洲之士，力行
研究”。
接着，中外来宾纷纷致辞。
德领事梯尔指出，“现世界盛唱之和

平，为表面上之和平，不啻继续战争之政
策”。不过，“中德方面，甚觉真诚，实所欣
慰”。鉴于席间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居多，
所以，梯尔也表达了“希望中德商业以
外，更能联络文化，则中德当愈亲洽”的
心意。

德公使代表威龄汉姆，不愧为博士，
且对中国文化涉猎匪浅，在发言中多有引
经据典，令人瞩目。威龄汉姆认为，“哲学
一科，中国已早有之”。他举例说，“如孔子
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极
有道理。又中国有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一
说，亦足证中国之有道也”。根据威龄汉姆
的观察，“东西两方现渐接近”，所以“此后
更希互相研究”。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发言中提到，
只有考虑各国文化上必有特点和须互相交
换各国文化之特点的两要点后，“从此可以
建设特别世界新文化”。
因杜里舒一行 !$月 !5日要到杭州西

湖游览 8天，!"日再回到上海，所以，众中
宾在致辞中，无一例外地“祝佳游”。

! ! ! !对杜里舒的到来，既有推崇的，也有担
心的。此前关于杜里舒哲学思想的介绍，已
多见报刊。其中，费鸿年是较早介绍杜里舒
学术思想的一位中国学者，在杜里舒来华
以前、访华讲学途中的 !"22到 !"28年间，
他先后撰写了《生机论》《杜里舒对于生物
学上的贡献》等 !$余篇文章，向中国介绍
杜里舒及其学术思想，并向读者宣布了杜
里舒即将来华讲学的消息，成为杜里舒来
华讲学的“先声”。

!"28年 4月，《东方杂志》还刊出了
“杜里舒专号”。同年 1月，《学艺》发表了杜
里舒的肖像和文章，以及三篇介绍杜里舒
的生机论和其对生物学贡献的文章。
杜里舒来华讲学，自沪上伊始，所到各

地，大受各界欢迎，自不待言。以致于杜里

舒在临别赠言中表达：“吾心中第一感谢者
为讲学社社长梁任公先生，最后则为数月
来共事之张君劢与瞿菊农，张瞿两先生将
我讲演出版为讲演集，尤为感谢。”

而有些人担心的，并非杜里舒的学
识，而是国人对杜氏学说的热情是否持
久？会不会出现“所以要接待外国学者，到
华讲学，原不过请他们来点缀点缀”而已
的情况？颂皋在 !"22年 !$月 !8日《民国
日报》“觉悟”专刊发表的评论《杜里舒来
华之感想》，提出了杜里舒来华讲学，国人
需做好“听讲者如有能力，须具一种恒心，
始终不厌”等八点准备。否则“一个学者远
道而来，一点良好的结果，没有得到，则不
特杜里舒此次到中国，实为多事，就是一
切的世界的著名的学者———无论其为科
学家抑或哲学家———也都无来华的必要
了”。

1922年
“克隆创始人”来到上海

! ! ! !在上海的演讲完毕后，!$月 22日，杜里
舒启程赶赴南京，开始在华巡回演讲。

杜里舒来沪（华）宣传其“生机哲学”的理
念，虽内容较“枯燥”专业，时间也较长，但从上
海及各地媒体报道看，还没出现如“罗素在京
演讲时，第一次听者坐为之满，以后逐次减少，
到了末一次，只有十数人而已”的窘境。

而促成杜里舒来华的张君劢等人，对杜
里舒的演讲“成就”较满意，评价也不错。张君
劢说：“杜氏学问之发端在生物学，继也以生
物学现象建立其所谓论理学……故谓杜氏之
宇宙观建筑于生物界可焉，如是欲知杜氏之
学说者，当自生物以及于哲学。”费鸿年直言
杜里舒为“将来的生物学的先锋”，他在《杜里
舒及其学说》一书中称：“杜氏对于生物学的
贡献更大于哲学，所以听杜氏讲演及看杜氏
哲学书的人，幸勿忘记他是近代生物学上的
一大家”。可见，现今把杜里舒称为“克隆创始
人”，费鸿年、张君劢当初实有先见之明。
杜里舒的哲学思想，虽与此前先后来沪

（华）的罗素、杜威相比，影响较小，但毋庸讳
言，杜里舒学术仍有一定意义、还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如果时空变幻，杜里舒今天以“克隆创始

人”讲学中华大地，必定会引起极大轰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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