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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华学谱》顾红亮编著 2019年5月，华东师大出版社。

本书以年谱的形式呈现杜威在中国访问的行程和学术安排，时间跨度是从1919年1
月至1921年12月，既展示杜威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也把杜威访华前
后的背景和离开中国后的反应容纳进来，把“前因后果”呈现出来，更全面地展示
杜威访华的丰硕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力。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文献，不仅有技术层面的考量，如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划
定，而且有主导原则的考量。这涉及三个问题，如何对待资料的“全”与“不全”
？如何研究性地驾驭和使用资料？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资料？

从多本史料中考察杜威到华准确日期

并非5月1日而是4月30日

第一，在搜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方面，本书并不求“全”，而是求“有价
值之全”，有利于掌握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的日程安排线索。搜寻杜威在中国的档
案文献的过程，是一个让文献“说话”的过程，让文献“敞开”的过程，让不同来
源的文献考证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证，澄清事实，更正不实记载。

例如，《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说1919年11月11日晚7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
会开同乐会，邀请杜威和各音乐家演说，并演奏中西音乐。实际上，当天晚上，杜
威因病没有到场演讲。笔者从胡适的文章《在同乐会上的演说》中得到佐证。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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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说，因为病了没有来。——刚才会长已经报告——
我今日到会，一则代达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则贡献我个人的意见。”结合《北京大
学日刊》的启事和胡适的文章，确认杜威因病缺席同乐会。

又如，胡适把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记成1919年5月1日，杜威在演讲中也说自己到
中国的时间是5月1日。胡适和杜威的说法影响了一些学者的看法，把5月1日确定为
杜威抵达中国的时间。根据《申报》记载，杜威夫妇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19年4月
30日，不是5月1日。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
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人到码头迎接杜威夫妇，并送他们到沧州别墅居住。《申报》的
报道证实杜威和胡适的记忆不准确。

杜威妻女与中国进步人士合影，福州，1921

杜威并非演讲高手，并不像罗素滔滔不绝

还原想象中权威哲学家的美好想象

又如，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听众踊跃，广受欢迎。人们很
容易把杜威想象成演讲“高手”。一些学者把杜威描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明星哲学
家。胡适感谢杜威“当了我们年轻中国40年的老师”，安乐哲说杜威“有资格被冠
以‘孔子第二’的称号”，托马斯·培里形容杜威是“20世纪的一个世俗化的利玛窦
”，“他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交往的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
。梁启超说：“中国人宜以杜威的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在20世纪20
年代的中国，杜威的形象既高大又光辉。事实不尽然。当时一些人并不完全认可杜
威的权威哲学家形象。

很多时候，杜威的演讲既单调又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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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杜威枯燥的演讲风格深有体会。“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
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
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
肃态度。”1921年7月6日，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在日记中写：“罗素长于讲演
，杜威先生称他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讲演者之一人。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
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
演说时甚不能动听。”在胡适眼里，杜威实在不擅长演讲。

杨亮功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效果也有记述：“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
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
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
整理，分发各人。”杜威的“不善言辞”可谓声名远播。

胡适和杨亮功提到的杜威的“笨拙”讲课风格，也体现在中国的演讲中。可是，在
中国的演讲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不同，演讲现场有口译者，如胡适、陶行知、
郑晓沧等，即时把杜威的演说内容译成中文。台下大多数的中国听众不懂英语，他
们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语表达，而是译者的中文内容。译者的口才调节着演讲现场
的气氛，这稍稍弥补杜威演讲的不生动与不活泼。

在懂英语的青年学生中间，杜威的演讲也不一定受欢迎。潘光旦回忆他在清华初期
的学生生活时说：“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
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
四次。”学生时代的潘光旦在杜威的演讲现场呼呼入睡，可见杜威演讲之乏味。这
也许与他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不感兴趣有一定关系，但也和杜威沉闷的言语表达
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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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选集》 约翰·杜威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讲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该故事刊登在《
每周评论》第29号上。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隆重邀请杜威夫人到该校演讲。在演
讲前，方还请该校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
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长的意思。胡适评论说：“方还未免太笨了。他既然怕新教育的
思潮，应该用他对待女学生的办法，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狠妙？
既让他进来了，又要请他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方对待
杜威夫人演讲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官员的保守态度，即外迎内拒，表面
上欢迎新思潮新观念，内地里坚持旧做法旧制度。

上述几个例子昭示出，杜威在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受欢迎的一
面。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都当作是深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的演讲
。同时，我们也看到，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个较长的吸纳过程。20世
纪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竭力传播与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一个事
实并不能掩盖另外一个事实：一些群体和一些个体对杜威实用主义持逃避或拒斥态
度。

杜威的“闯入式”访华对中国和美国的意义：

日常生活记录中透露了思想交流的“密码”

第三，本书作为学谱，自然关心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日程安排。但不限于此，杜威
的学术行程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思考、旅行、演讲、会友、写作、参观
、聚餐，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说我们关注杜威在中国的学术行程，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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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杜威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本书中，我们关心杜威到了哪个地方，看了哪些景点，见了哪些人物，谈了什么
话题，做了什么演讲，写了什么文章，给谁写了信，跟谁吃了饭，这些日常生活的
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并非无关宏旨；看起来反复杂多，容易熟视无睹，但深藏
一般性结构。日常性无处不在，弥漫周遭。阅读杜威在中国的日常性，不仅可以读
出中外学术交往、思想交流的“密码”，而且可以读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文
化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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