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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国人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

苏全有，　李伊波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近代以来，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产生了深远影

响，不过其间也并非如此单一，国人的另类认知亦广为存在。表现有二：一是对进化论的误解：
个人哲学见解与进化论的混同、发挥；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

移植。二是互助论和退化论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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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深入传播，国人对

于进化论的认识并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认同，同时

社会上也出现了对其质疑的声音，甚至反其道而

行之的互助论和退化论亦不绝于耳，不时见诸报

端。目前学 界 对 进 化 论 的 研 究 成 果 可 谓 相 当 丰

赡，但此种对进化论另类认知的研究却较乏见，故
以之为视点，对其进行探讨。

　　一、对进化论的误解

众所 周 知，严 复 译 述 的《天 演 论》在“达”和

“雅”方面可谓臻于完美，但并没有完全达到“信”
的境界，他在翻译时并非纯粹直译，而是掺杂了诸

多自己的哲学见解和政治观点，以符合当日中国

政治、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国人的情感认同。因而

进化论在译介入中国之初，其理论架构既非无懈

可击，且往往容易导致国人各种“见仁见智”的看

法和观点，而各种看法之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同

时对进化论的误读亦屡有所见，如个人哲学见解

与进化论的混同、发挥，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

一，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移植等，而时人对之

的探讨、释疑遂常见诸报端。

（一）个 人 哲 学 见 解 与 进 化 论 的 混 同、
发挥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路高歌猛

进，它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人的

批评和质疑，１９０５年 上 海《大 陆》杂 志 之 载 文《释

进化论之误解》即有“近日世人批评进化之伦者，
日多于一日”［１］３之言。而对其产生批评的一大原

因即为当下国人对进化论的认知产生误解，将个

人的哲学见解与进化论混同，并加以发挥，遂与进

化论的本质大相径庭，即世间“诸种谬论中首当留

意者，为世间混同真正进化论与个人的哲学见解，
而发挥为进化论者之充满于世也。”［１］４“世人闻此

等进化论道听途说，不求甚解，惟各奋智力以组织

各种 宇 宙 观 与 人 生 观，展 转 歧 异，大 与 进 化 论 相

离，早已脱出进化论之范围以外，故以是为进化论

本质则相去 何 止 天 渊。”［１］５并 认 为：“若 夫 混 真 正

进化论与粉饰进化论之某种宇宙观、人生观而一

之以者，为进化论之本质，实不免于误解也。世间

欲 知 进 化 论 者，明 此 区 别 不 至 混 同，斯 为 要

已。”［１］８此外，同 年 天 津《教 育 杂 志》载 文《进 化 论

误解之辨证》亦有相近看法。［２］３７其认为世人对此

认知产生误解的原因在于“实由于未能十分了解

进化论之性质”，“而若能了解进化论则无陷于如

此之误者也”，“各人心中所造之人生观也，则因各

人之 性 质 及 智 慧 之 程 度，过 去 之 阅 历，现 在 之 境

遇，又或依天气之晴雨，及胃肠食物之消化与不消

化等”，遂造成“立说万端互相悬殊，而其距于进化

论则一也”［１］４－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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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误解不进行纠正将导致更深的谬误，
即“根本上既误之，评论若不加以纠正，则彼不知进

化论为何物之人，读此等批评不无误解，又或不免

以非进化论而视为进化论，则谬甚矣。”［１］４

将进化论同个人的哲学见解相混同并加以发

挥，这本是近代国人对进化论的不同认识而已，所
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至于进化论难有也不

可能只有唯一的见解。但时人对此种混有个人哲

学见解观点的进化论进行批判，不失为对进化论传

播的一种反思。

（二）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

近代世人对进化论学说产生的另一误解即为：
世人对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而此种误解

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正如１９２３年１１月柯脱博

士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讲会上讲道：“今日吾人

虽有一种普通误解，对于现今显明的一种 进 化 学

识，但对于此种观念固无人能明瞭者也，如达尔文

之名在进化论中占重要地位，而吾人遂化学说与达

氏学说如同一辙。”［３］

１９２４年７月《申报》载文《中国科学社年会纪》
亦道出了社会上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混一的情状，
并将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天择与进化之间的关系

作了阐释。其言道：“今时一言及于达尔文主义，便
有人联想及于进化论，以为进化论者即达尔文主义

也，达尔文主义者即进化论也，此则误矣。进化论

非达尔文主义也，达尔文主义特进化论之一种学说

耳。天择亦不过进化之一种方法耳，此不仅常人误

会之，报章杂志亦有依以误传者。吾侪于此当认识

清楚达尔文主义仅为进化学说之一种，进化之原因

亦非仅天择一种而已，但天择不失为进化之一重要

原因。”［４］

此外，１９０５年《大陆》杂志所载文章《释进化论

之误解》也有类似看法，其言：“世间不知区别生物

进化论与达尔文之自然淘汰说者甚多，是 皆 误 解

也”，指出“达尔文之自然淘汰说与生物进化论显相

区别，故今后达尔文之自然淘汰说虽有认为全误之

时，然真正进化论则毫不受其影响也”，“若不辨明

此等相差之点而以生物进化之事实，混同于因欲说

明其事所生之自然淘汰说，可谓误甚。”并阐释其原

因：“夫自然淘汰之因达尔文而明者果何故哉？盖

关于生物界之智识尚未普及也。”［１］６

更有甚者认为“进化论不是达尔文所首创的，
至于达氏的物种源流论（Ｏｒｉｇｉ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不过搜

罗无数材料把进化论有系统地宣传出来罢了，而所

谓达尔文主义者，乃用以说明进化方法的 一 种 学

说。”［５］

时人对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混一进行揭露、
释疑，无疑是对进化论认识的加深。

（三）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移植

自清末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介入中国

以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气息，以“竞存”观念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广泛地影

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与 践 履。正 如 高 一 涵 所 言：
“十九世纪下半段总算是进化论大出风头的时代”，
“那时候有许多进化论家如赫胥黎、斯宾塞诸人都

把‘生存竞争’当做人类求生的要素和天演进化的

动机，凡同种同类，这个动物和那个动物，这个人和

那个人的生存方法都是单靠着竞争一件事，他们的

信条就是‘物竞’，‘天择’，他们的目的就是‘适者生

存’，把生存竞争看做天演界中‘自然法则’。”［６］１

然而随着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舆论

界渐而产生了对其“反动”的声音，１９２９年黄凌霜

著文《社会进化论与 社 会 轮 化 论———其 理 论 及 批

判》对社会进化论进行了阐释和批判，他认为：“近
代‘社会进化主义’（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严格地说

来始自斯宾塞（Ｈｅｒｂａ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指出了进 化 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存在和影响，即“十九世纪

后半期的社会思想之最大标志是一种社会及历史

的变迁之纵线的进化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无

数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

学家、道德学家都要异口同声地形成‘历史进化的

法则’找寻‘历史的趋势与倾向’，这种情状一方固

然由斯宾塞的进化论所引起，一方也可以说是孔德

（Ｃｏｍｔｅ）的 三 阶 段 的 法 则 之 纵 线 进 化 概 念 所 造

成。”［７］２随之，黄氏笔锋一转对社会进化论进行了

批判，要言之即：“社会进化论者对于社会组织及文

化的进化之观察是错误的”，“社会进化论者以严格

的生物学法则应用到历史的进化是错误的。”［７］９，１１

一言以蔽之，生物领域的进化法则是不能移植于社

会科学领域，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

生搬硬套是不恰当的。
由上可知，近代国人对进化论另类认知的一大

表征即为对进化论的误解，时人通过著文对进化论

的误解进行辨证，对国人更好地认识进化论无疑具

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对进化论的了解不

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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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助论和退化论的盛行

进化论的迅速传播和巨大影响使其成为影响

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潮，但在其风行的同时，由于新

世纪派和天义派知识分子对克鲁泡特金《互助论》
的大力追捧，以及国人对“一战”的反思，遂认识到

竞争进化论是欧战爆发的重要的思想根源，企求通

过对互助论的研讨，以期对社会有所裨益。因而出

现了诸如互助论之类的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而此

种认知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并产生深刻影

响。

（一）互助论的勃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 爆 发，战 争 的 残 酷 进

行，列强间的肆意火并，越来越多的国人对西方的

价值观念由无限景仰转变到产生质疑、批判，进而

对战争进行了反思，认为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为核心的竞争进化论导致了近代国际强权主张的

肆蔓、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兴起，成为大战爆发

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曹任远在《达尔文与近代社

会思想》一文中说道：“自一八七一年达尔文人原论

出版，以迄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四十余年之间，世
界言政治者、言群理者，几全为达尔文之思想所支

配。以为人群进化，亦不能 逃 生 物 竞 争 生 存 之 公

例，于是主张强权，进而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演
成数十年来残酷恐慌之世界。”［８］６因而世人渐对进

化论进一步进行了思考、解读，而由克鲁泡特金首

创的互助论大受国人追捧，《申报》载文《达尔文和

他的进化论》即言道：“达尔文的学说，可以说建设

了近代人类思想的基础，于文明的推进上 不 无 功

劳”，“只是，近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雄心，也未始不

是由于这种生存竞争的学说刺激起来的，因而近代

的哲学者对达尔文大表不满，又有克鲁泡 特 金 的

‘互助论’出来，给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一个强烈的打

击。”［９］曾经烜赫一时的竞争进化论顿显冷落，互助

论遂成为此期对竞争进化论进行“反动”的重要“堡
垒”。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蔡元培在北大“国际研究”

演讲会上作了《大战与哲学》的讲说，其言道：“互助

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 例。在 达 尔 文 的 进 化 论

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两条假定义。但他所列的证

据，是竞存一方面较多。继达氏的学者，遂多说互

竞的必要。”［１０］５３蔡氏认为互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达尔文更侧重于竞存 方 面 而

已。然而蔡元培还是更青睐互助的观点，他认为人

类的进化需倚靠互助来实现，在演讲中他最后劝诫

道：“至于互助的条件，如孟子说的‘多助之至，天下

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则农有

余粟，女 有 余 布’。普 通 人 常 说 的‘家 不 和，被 邻

欺’，‘群策群力’，‘众擎易举’，都是很对的。此后

就望大家照这主义进行，自不愁不进化了。”［１０］５５

此外，高一涵也有类似观点，即“克氏反对的进

化论不是达尔文广义的进化论，是达尔文以后狭义

的进化论，所以克氏说达尔文自己有时为特别的目

的也会把这个名词（竞存）作狭义的解释，但对后辈

也曾警戒他们不要把这个名词用得太狭”，“可见得

达尔文进化论中本包涵竞存和互助两个意义，不过

他指出的证据偏重在竞存一方面，后人把他互助一

方面的意思丢掉了，单拿互竞来做进化的条件，所
以竟造成一个惨刻无情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互
助和互争都是自然的法则，但是互助是进化的一个

要素，比互争更加重要”，“互助是进化的要素，人类

是由互助进化不是由互争进化。”［６］６，１０简言之，互助

和竞存同为进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片面强调竞存

而忽视互助导致了社会的“无情”，世界的“弱肉强

食”，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互助起更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进化论和互助论

竟被归咎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关系恶

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如１９４８年《北方杂志》
载文言及：“今天国际局势所以恶化，并不是因为人

类喜欢战争、制造战争，而是在两个不同的基本意

识上的矛盾，这两个基本意识，就是自由民主阵营

所代表的‘互助论’和共产集权阵营所代表的‘进化

论’。”［１１］２７

互助论在中国的勃然而兴和迅速传播的主要

凭藉即为，“一战”的爆发，战争的残酷及其对欧洲

的巨大破坏，使国人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反

思和重新认识的结果。互助论的盛行是对清末在

中国影响极深的竞存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是国人

对进化论的一种另类认知。

（二）退化论的泛起

当进化论在社会领域内高歌猛进，快速传播之

时，反其道而行之的退化论的呼声亦不绝于耳，不
时见诸报端。１９２６年《黎明》刊登了一篇对社会上

存在的退化论思想进行揭露的文论———《退化论与

新十字军》。其言道：“当然，我们不应将达尔文当

作菩萨般的顶礼膜拜，然而解剖学上、古生物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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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上、胚胎学上的种种证据和发见，至少可以

说进化论的基础是已稳固的了。但是在二十世纪

今日，在进化论唱了得胜歌的时候，居然有‘退化’
的提唱，这不可以不说是一件奇异而可痛的事。”随
之，作者又提到他耳闻的主张退化论，反对进化论

的事件，“在上星期的《大陆报》上，又看到了一段新

闻，说是台省有个富翁，情愿倾家捐资为反对进化

论的宣传。一方面各教育在正联络，组织大规模的

运动，号为‘新十字军’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ｒｕｓａｄｅｒｓ，非达到

‘扫除妖言’，‘荡尽邪说’的目的不止云。”［１２］８９，９０

随即该文作者对之进行批判：“在一班善男信

女预备竖起的新十字军旗帜的下面，我们可以看一

大批时代落伍的人们，不，是‘开倒车’的人们。时

代落伍者还不过向着世界潮流和蜗牛一般的动着，
那些‘开倒车’的人们却拼命地背道而驰———不止

他们自己，还拉拢不少的‘同志’跟他们一起向后

转，开步走呢！最后非至退化到原生动物的阿米巴

不止！也许那些新十字军人还不甘为阿米巴，还要

退化到比阿米巴更下贱的神秘状态———上帝！上

帝！！上帝！！！”并发出叹息：“也许达尔文（罪过，罪
过！埋没了一辈进化论的先驱！）数十年提唱进化

论是确实失败了。不然为什么人类经过数万年的

进化，在今日二十世纪，尚且有比低能儿或白痴脑

子更劣等的怪东西———提唱退化论的怪东西！假

使真有进化（理智告诉我是真有的），进化是白白

了！”［１２］９０其从侧面道出主张退化论、反对进化论的

思想在社会上的大肆存在及其产生的影响。
综上可知，近代中国社 会 对 进 化 论 的 另 类 认

知，是与进化论的传播共存的，进化论在近代中国

的传播并不是单一性的认同，它也经历了被误解和

质疑的历程，其中也不乏诸如互助论、退化论等对

其“反动”的声音。这些对进化论的另类认知是国

人对进化论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环

节。因此，在研究进化论之时不应该忽视社会上对

进化论的另类认知，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

地认识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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