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第 25 卷 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5  No.4   
Aug.  2020

收稿日期：2020-04-08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 “《思想与时代》月刊及其学人群研究”（17GZYB39）
作者简介：杨世海（1980—），男，湖南芷江人，贵州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学文化关系及

     其比较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4.016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杨世海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该月刊是“学衡派”

同人刊物，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

可贵的是，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主张

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极具前瞻性；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在

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思想与时代》月刊；新文化运动；科学人文化；科学主义；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0)04-0118-07
引用格式：杨世海 .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25(4)：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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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ejiang University moved to Guizhou to run a school, and founded 
the monthly magazine Thoughts and Times, which is a fan publication of Xueheng School. The purpose of running 
the magazine is in line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Xueheng School, and it continues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 in the modern context. What is more commendable is that in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School, Thoughts and Times began to examine the increasingly rampant scientism 
and advocated the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It pursues and adheres to the humanistic value in the scientific era, 
which is very forward-looking; It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s also quite enlightening and valuabl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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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抗战时局影响，1940 年 2 月，国立浙江大

学辗转内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是年 10 月，

浙大教授连同昆明、成都、乐山、重庆等地学者

组成《思想与时代》学社；次年 8 月，出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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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时代》月刊，持续 8 年（1941—1948 年），

共出版 53 期，刊登 353 篇文章，是当时中国学界

颇具影响力的一份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学

社核心成员是张其昀、张荫麟、郭斌龢、钱穆、

贺麟、朱光潜 6 人，二张、郭、贺都是“学衡派”

成员，月刊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是‘学

衡派’成员和一部分外围成员的同人刊物”[1]。学

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但经过二三十年

的时代洗礼，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和相关人士的态

度如何，是饶有趣味、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拟

就此进行研究。

一 《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价值追求及

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思想与时代》月刊由张其昀和张荫麟发起，

得到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大力支持，

当时学人也纷纷响应，月刊撰稿作者多达 114 人。

除学社 6 位核心成员外，竺可桢、丰子恺、冯友兰、

唐君毅、熊十力、谢幼伟等当时学界的重量级人

物亦纷纷为其撰稿。时值抗战，《思想与时代》

月刊创办仓促，刊物没有发刊词。抗战结束后，

浙江大学返回杭州，1947 年 1 月，月刊在中断一

年多后复刊，主编张其昀在《复刊辞》中有如下

说法：“就过去几年的工作看来，本刊显然悬有

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

力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

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

础。”[2] 月刊“融贯新旧，沟通文质”的追求是

学衡派追求的延续：“梅光迪、张荫麟、钱穆诸

教授倡导人文主义，一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神，

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东大诸

教授创办《学衡》杂志之宗旨，以救世而济民。”[3]

张其昀也说该杂志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

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4]。显然，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学衡派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

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

寻找抗战建国的文化资源，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

统文化价值。同时，他们在科学时代坚持对人文

价值的追寻，其实质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上面提到了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学衡派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对立

面，正如有论者指出，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逆

流”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

一个思想派别。他们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

反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的一些具体方式和主张，如

他们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

的理解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的理解差异极大 [5]。实

际上，学衡派文人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上

是有特殊贡献的 [6]。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二三十

年的时代洗礼，学衡派同人虽仍然坚守和延续其

之前的文化主张，但其思想也呈现了一些变化，

这在《思想与时代》学社的集结和月刊的出版中

有充分体现。

首先，学社吸纳了新文化派阵营人员，其核

心社员就有朱光潜。朱光潜并非学衡同人，他与

新文化运动主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梁宗岱、

沈从文等人相交甚密，为京派代表人物，其学术

范式与文学旨趣也都是新文化类型的，是典型的

“五四新文化派”人物。学社把朱光潜发展为核

心社员，可见其中的变化和包容性。其次，月刊

刊有“五四新文化派”人物的文章，其中，朱光

潜有 5 篇（《政与教》《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谈

价值意识》《克罗齐与新唯心主义》（上、下）），

丰子恺有 1篇（《绘画改良论》），陈梦家有 1篇（《评

张荫麟先生 < 中国史纲第一册 >》）。从内容来看，

这些文章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有对西方思

想、理论的介绍，也有对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

一文通篇用“他们”来指代儒家，这一指称实际

显示了朱光潜与月刊旨趣的距离，也颇能说明《思

想与时代》月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再次，月刊

全面采用白话文，放弃了学衡时代坚守文言的主

张，显示了其顺应时代发展的改变。

当然，学衡同人“这个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并没

有随着《学衡》杂志的停刊而放弃自己的文学——

文化立场，其中多数更没有改变自己的上述立场

并归依到新文学阵营”[7]。《思想与时代》学社的

集结和月刊的出版，是学衡同人再次聚首，月刊

文章继承了“学衡”精神，也就很自然地会提到

新文化运动。张荫麟在《论传统历史哲学》就提

及“新文化运动”，以之作为在社会文化变迁中，

本土文化受外来影响及面临社会危机时应变措施

的一个案例 [8]。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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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月刊第一期，该文通常被视作“现代新儒

家”的宣言书，文中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

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

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这一议论直接针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潮流而发，

但贺麟并不是以此来否定新文化运动，相反，他

认为这是儒家发展的转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

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大转机。

表现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

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

思想新开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

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他进

而肯定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新文化运动之最大

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

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

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

们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

显露出来。”接着，贺麟还肯定了胡适的策略和

方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

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策略，据

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

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

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9] 在贺麟看来，新

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正是新儒学发展的契机。

的确，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味，《思

想与时代》月刊延续了学衡派的态度，对此有异议。

他们珍视传统的价值，贺麟提倡儒学的新发展原

因也在于此。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也说：“一

国之民族性虽非一成不易，然有其历久不变之点，

一面有不断之创造，一面有传统之典型。凡历史

愈长之民族性，其内容亦愈经久而坚实。民族复

兴之说即以此为根据。历史有绵延性，现在之中

包含过去之潜势力。历史又有累积性，每一刹那，

均有新成分之加入，现在决不同于过去。吾人不

能恢复过去，亦不能取消过去，而为继续过去。”[10]

在其政论文《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他表

达了这样的思想：“宪法之生命，植基于一国固

有之思想，纲纪或礼义为中国传统之精神，而亦

合于世界最新之思潮。……外国之政治思想固可

供他山之助，然新中国之建设与新宪法之实行，

其最大之动力，仍为我数千年来巍然独立之民族

精神，舍此无他道也。”[11] 由此，他在该文中详

细讨论了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

宪政结合起来的方式和途径。钱穆也是如此，他

在《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一文中梳理

中西交流历史的过程时，影射了新文化运动的偏

激：“在不久以前，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

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破坏了，如此

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12]34 钱穆是坚定的

传统文化论者，他一直积极倡扬传统文化的现代

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巨大

灾难，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

质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一些人因此对西

方文明产生了“信仰危机”，西方中心论思想动摇，

并希冀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此时，钱穆倡

扬传统文化价值显得更有底气，他表现得也特别

自信。钱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救世良方，

希望通过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来增强民族自

信，争取抗战胜利；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救

中国，还要救世界。

新文化运动高举的科学与民主大旗，之后成为

社会共识，学衡派同人对此并无异议，《思想与

时代》月刊也同样高度重视民主与科学。张其昀《我

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一文讨论的就是民主话

题，只不过他强调中国民主宪政之路要与中国传

统文化资源相结合、相适应。张其昀的另外一文《论

现代精神》则极为重视科学。他认为，科学及科

学精神的发展是现代精神变迁的基本内容。卢于

道《科学与政治》一文显示，科学与民主已经深

入人心，他视二战为民主阵线与极权阵线的斗争，

中国是民主阵营的重要力量，中国一定会取得抗

战的胜利。卢于道还认为，科学要为现代民主政

治在物质和文化上作出贡献，科学要为反种族主

义，要为“人各生而平等”作阐释说明。他说：“科

学研究是表示个人自由发展，而研究所以贡献于

政治事业是表示科学家在组织下之行动，这才是

我们所希望于民主政治下之科学家。”[13] 即便是

在讨论传统之学，论者也会与科学联系。如缪钺

《论荀学》一文就说：“荀子为人，盖理智发达，

注重事实，近于科学而远于玄学，喜逻辑之思辨，

乏诗意之想像。”[14] 这充分证明了科学在当时人

们意识中的中心地位。钱穆在文中也积极讨论科

学：“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懂得把全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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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析解剖，再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量，现

在的中国人，他们渐渐觉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于

中国，而为中国固有文化机构里所最感欠缺的，

是他们的科学。”钱穆虽极力为中国传统文化辩

护，但也承认中国传统缺乏科学的内容和地位，

他主张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科学：“科学亦是一种

纯粹真理，并非只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做爪牙。

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即是学习富强侵凌。而且

这一次世界大战争，中国又身当其冲，中国人深

感到中国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

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

而中国的现状，又是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

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

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

幸福。中国在此两重观念下，始从内心真诚处发

出一种觉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负最大使命之

觉悟，此下的中国，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

即是急激的科学化。而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这几乎

是成为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见解了。”[12]34-35 在钱穆

看来，中国要走向强大，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促使中国强大，但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中

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实现，从而为人类造福。

这里，钱穆的言论显示了文化开放心态下的文化

自信。

在学衡时代，学衡派文人重视文史的思想性、

人文性，被学界视为南派，他们对胡适、傅斯年

等所谓北派人士科学式地强调客观中立与细节考

证的研究范式不喜欢、不认同。如缪凤林所强调

的仍是传统族类观念与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傅斯

年等人则是站在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

基点上，去构建现代性的国家和学术观念。但进

入 20 世纪 40 年代后，学衡派同人思想已有一些

变化，《思想与时代》月刊上的文章已体现出对

现代科学精神的肯定和对接，在传统学问之研究

方面也是如此。萧璋《王念孙父子治学之精神与

方法》一文是对清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

子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的探讨，萧文指出：“王

氏治学之精神，在乎求是。”在萧璋看来，这种

求是精神即与现代科学精神相通。在文章结尾之

处他如此说：“今人治学，承继乾嘉，而又感受

十九世纪以来欧西学者治古学之风气，较昔日更

为精密。以此标准，衡量王氏，则益见其价值之

高也。”[15]其以19世纪以来的科学治学范式为标准，

充分肯定王氏治学之方法与精神，实际也是肯定

了现代科学方法与精神的普适性。在《欧阳永叔

治学之精神》一文中，缪钺特别推崇欧阳修对汉

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他秉承的同样也是现代科

学精神。这说明了缪钺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疑古

学派”的研究范式是充分接纳的，也说明独立思考、

不迷信传统权威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识，在新旧

文化研究中都得到认可 [16]。贺麟的《王安石的心学》

一文则以西方哲学模式解读中国传统精神和理路，

他认为王安石的心学出发点就是“建立自我”[17]，

其与新文化运动对个体解放、个体本位的强调高

度契合。贺麟深得西学之精髓，他以西释中，给

传统以现代解读，强调以心性坚守、对抗权威，

限制专制，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肯定和认同。

只是在具体论述中，他过于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和

自主性，高估了人性，对人之罪性还缺乏观照。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思想与时代》月刊学人

对民主和科学的重视与认同，说明他们在这一层

面与“五四新文化派”已达成了共识。

二 《思想与时代》月刊对科学主义的

反思与超越

《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对民主和科学的认同

与重视与“五四新文化派”日趋一致，但他们也

注意到了倡导民主与科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这其中存在的科学滥用问题。由此，他们

对日渐形成的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尤其是通过“科玄论

战”，科学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此科学思想

深入人心，这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及科学精神的普

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一味追求科学，视科学

万能，势必让科学主义泛滥，造成人文精神的缺

失。早在学衡时代，学衡文人就以白璧德新人文

主义为思想资源，高举“人文主义”旗帜，提出

要警惕科学的滥用：“今天，需要捍卫人文学科

不受到自然科学的侵犯，正如曾经需要捍卫它们

不受到神学的侵犯那样。”[18] 当然，在 1920 年

代，中国还处于极为缺乏科学的阶段，学衡派对

科学的警惕显得过于超前而不合时宜；但是，“经

过 1923 年‘科玄论战’之后，虽然科学的含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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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限制，但科学的影响却更为深入人心。随着

科技在教育、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开展，二三十

年代中国成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

期。”[19] 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慢慢抬头，到

1940 年代，其势头越来越猛，知识分子不能不对

此有所审视。

《思想与时代》月刊显然重视、认同科学，

这与“五四新文化派”已形成某种默契，但他们

秉承学衡理念，反对科学的滥用，反对科学主义，

坚守人文价值，主张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因此，《思

想与时代》月刊提出科学人文化的主张，在承认

自然科学价值的同时，也认同人文价值，并且视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人文精神源泉，积极对其阐

扬并从中汲取养料，以此达到科学技术与人文因

素的相互渗透与平衡发展，实现刊物所追求的目

标：“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思想与时代》月刊中坚人物张其昀治学一

向主张史地结合、史哲结合、科学与人文结合。

1941 年，他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 2 期和第 3
期所发表的《论现代精神》和《论现代精神》（续）

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张其昀认为：科学要与哲学

结合，因为哲学为真善美之价值世界，为人类之

最高追求。他说：“科学之范围终属有限，必须

本于哲学爱智之态度，博辩之精神，穷揽宇宙之

高深广大，进而窥查趋于智识之大实在。”显然，

张其昀反对科学主义，反对科学万能论。在张其

昀看来，西方代表科学，东方代表人文，同时他

强调科学要与人文结合，中西结合正是科学与人

文的结合：“一面继承本国之政治哲学，一面努

力吸收西洋之科学，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

于真正之创造。”因此，他认为，现代科学与阳

明心学已有内通之处：“现代思潮循唯心论之方向，

澎湃前进，此种趋向系凭依于现代科学实验之结

果，而不得不加以肯定。”“现代科学与现代哲

学均有人本主义之倾向，欲以人类心力克服环境，

创造运命，而不致为物质环境与经济条件所束缚，

故人本主义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张其昀推崇康

普顿的思想：“科学非仅以实验管与电子为尽其

能事也，科学之任务又在人与事事物之各得斯所，

以解决人生问题。”并指出：“康氏之说实为科

学研究进一解，表示科学与哲学日趋接近。”[20]

总之，在张其昀看来，科学要与人文结合，这也

是他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山大师的一贯主张。

1943 年，张其昀受邀赴美到哈佛大学讲学，

期间接触到萨顿新人文主义。萨顿是世界著名科

学史家、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他试图弥合科学

与人文日益严重的分裂，由此提出新人文主义思

想。萨顿新人文主义包括统一性思想、科学的人性、

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对宽容与仁爱的极度

需要四个方面。萨顿新人文主义坚决反对科学主

义，主张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与协调，视科学史研

究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桥梁。萨顿新人文主义思

想集中于他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之中。

萨顿新人文主义深得张其昀认同，其正是张氏一

直寻求的理论资源，因此他在回国之际带回了《科

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也正是受萨顿新人文

主义的启发和鼓舞所致。张其昀在《思想与时代》

月刊的《复刊辞》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时代

的人文主义”主张。为全面介绍和推广萨顿新人

文主义思想，实现《思想与时代》月刊宗旨，张

其昀特意邀请浙江大学数学系钱宝琮教授为《科

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书撰写书评，该书评载于

月刊第 45 期（1947 年）的首要位置。在此特别值

得说明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设有专门的书

评栏目，书评一般为当期最后一篇文章，而该期

将钱宝琮这一书评作为期刊首篇文章，是为例外，

由此可见月刊对该书评及萨顿新人文主义的重视

程度。钱宝琮在该书评中，全面介绍了萨顿新人

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点，他强调：“今世意见之

冲突，莫甚于旧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之不能相容。

旧人文主义者谓科学仅系专门技术，遂以维护精

神事业自居。不知科学发展之速，于今为烈，对

于人生之重要性必渐增加。将来一切科学知识及

物质权力为科学家所把握，而教育事业仍操于旧

人文主义者之手，二者分道扬镳，后果之恶劣将

不堪设想。”“挽救之策莫如调和二者之间使能

互助合作。人文主义之表现原在教育与文化，务

求人类之至善，自当容纳一切正道之创作活动。

人文主义当是一切事业之能增加人生文化价值者

之总集合。各部分之工作者应互相了解，共济时艰，

非任何一群人所能专利也。教育家须略具科学知

识而能欣赏之，科学家须受历史训练而能后顾前

瞻，维护正义。”“新人文主义者，因同情于人

类之创造活动，愿以其热忱促进人类文化，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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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国内景慕之心回顾既往。下学则温故而知新，

上达则承先以启后。使当世学文者藉此以略知科

学，学理者藉此以略知文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则岌岌可危之机械时代可以祛除，而光明正大之

科学时代将代之而兴矣。”钱宝琮还结合当时中

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和他对数学史、天文学史研究

的经历，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科学史的期望：“欲

求科学史之完善，此时尚非易事。所望国人有历

史兴趣者多作专门学术史之整理工作，一则可以

凑成一优良之本国文化史，一则可以校补世界文

化史之疏漏，对于新人文主义者不无裨益也。”[21]

至此，萨顿新人文主义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共同

成为学衡派同人的理论资源，为其追求科学与人

文的协调发展，致力于科学人文化提供理论依据。

除上面张其昀、钱宝琮的文章外，其他学者也著

文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和相通。洪谦《释学术》一

文将学术视为“统一体”，借助中国传统话语系统来

诠释科学的统一性，这与张其昀的思路相通 [22]；卢

于道《贝纳儿 < 科学之社会作用 >》一文在介绍贝

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一书中探讨真正的科学

精神，并提出科学要与个人自由、社会发展相协

调 [23]；竺可桢《科学与社会》一文则特别强调科

学应用于民生，而非战争，希望能以人类的道德

标准约束科学的急功近利和滥用 [24]，等等。

从月刊的作者构成来看，月刊作者集中了当时

诸多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其中不少是当时

学界重量级的人物。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竺可桢、

卢于道、钱宝琮、洪谦、任美锷、李四光、叶良辅等；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除 6 名核心社员外，还有

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丰子恺、谢幼伟等。《思

想与时代》月刊能集聚如此之多的重量级自然科

学家与人文学者，持续几年在同一刊物在自然科

学、历史、哲学、教育、文学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的确体现了科学与人文沟通交融的追求，这在今

天看来也极为难得。

反对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与协

调，是《思想与时代》月刊的重要论题，体现了

其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我

们当然不能把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与科学主义混

为一谈 [25]，但也要看到，“五四新文化派”在对

科学的倡扬之时，的确缺乏对科学主义的警惕，

而且不论是同为五四之子的自由派，还是激进派，

他们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都同样缺席。反倒

是对“五四新文化派”持有异议、被视为保守主

义的学衡派同人对科学主义保持了足够的警惕，

进而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

反思。他们对科学与人文协调的主张和追求，即

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难得且极为珍贵的。

总之，《思想与时代》月刊与“五四新文化派”

保持了互动交流，并有交融的趋势，其间，学衡

派同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这些趋势和变

化再次印证，学衡派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饶有意味的是，1943 年，张其昀赴美讲学，专门

拜访胡适，并把他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送

给胡适看。这说明张其昀很在乎胡适这位新文化

运动领袖对《思想与时代》月刊的态度和反应，

也说明他们很愿意与“五四新文化派”互动交流。

不过，胡适对这一杂志评价不高，他曾经如此评

价这本杂志：“此中很少好文章。”“张其昀与

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

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

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26]

胡适对这份杂志有他的看法很正常，但现在看来，

胡适的评价似乎并不公允，因为其遮蔽了《思想

与时代》月刊更丰富的内容和价值。

从以上分析来看，《思想与时代》月刊较学衡

时代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其基于人文主义立场

而展开的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重要

反思，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新文化运动提倡科

学与民主，切合了时代的需求，但其的确缺乏对

科学主义的警惕。实际上，科学主义的泛滥，科

学的意识形态化和信仰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严

重的不良后果：其一就是 “科学压倒启蒙”，遮

蔽了科学所蕴含的自由批判精神，使本来是思想

解放源泉的科学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霸权，甚至

成为独断思想的助力，使民主成为梦幻；其二是

弱化了“求真”科学精神本应有的内涵；其三是

限制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

理解，使其中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充满理想主

义和人道主义救赎精神的内容被遮蔽 [27]。概言之，

20 世纪 40 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对科学主义的

反思批判极为难得、弥足珍贵，同时也显示出中

国现代化推进的复杂面相：启蒙与反思启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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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反思科学、民主和反思民主、现代性推进与

现代性反思，杂糅并进，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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