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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石曾早年留学法国 ,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为了发扬学术、普及文化、改进社会 , 实现其

理想的大同世界 ,他积极进行各种文化活动。1906 年 ,他发起组织了“世界社”,围绕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等

四项事业奋斗了近 70 年。他创办了中法大学、世界书局、中央研究院等 60 多项事业 ,在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

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石曾一生不蓄私财、为民族和社会奋斗终生 ,其高风亮节更值得我们敬仰和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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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煜瀛 (1881 - 1973) ,字石曾 ,笔名真民、石僧 ,

晚号扩武 ,河北高阳人。他出生于晚清显宦世家 ,其

父李鸿藻 ,历任清朝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 ,

是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李石曾是国际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

育家 ,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的一生极富传

奇色彩 ,创办了中法大学、上海及日内瓦中国国际图

书馆、中国农工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世界书局、中央

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 60 多项事业 ,从事文化活动

达 70 多个春秋。尤其是他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运

动 ,为中国的政治、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造

就了大批栋梁之材 ,如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周恩来、邓

小平、陈毅、聂荣臻等 ;科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等 ;艺

术家李健吾、林凤眠等。但是现在知道他所有事迹

的人已经不多 ,其功绩实不可没 ,尤其他一生不蓄私

财、为民族和社会奋斗终生 ,其高风亮节更值得我们

敬仰和学习。

　　一、李石曾文化思想的渊源

李石曾少年时 ,深为晚清国运日衰、民不聊生而

忧虑 ,认为要使国富民强 ,就必须向西方学习。1902

年 ,他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 ,入蒙达顿尔农校学

习。法国是他革命思想的发源地 ,也是他开创文化、

教育、科技、经济等事业的起点。1906 年毕业后 ,李

石曾入巴斯德学院学习生物化学 ,结识了信仰无政

府主义学说的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邵可侣经常向

李石曾宣讲克鲁泡特金所著的《互助论》以及陆漠克

的生物互助并存理论 ,“先生闻而乐之”[1 ]18 ,李石曾

深受其影响。《互助论》的核心内容是宣扬“互助”是

生物的本能 ,主张以“互助自由联合”的方式 ,建立一

个所谓“以共产主义和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李

石曾据此并结合儒家的大同思想 ,勾画出了未来美

好的世界 :“无尊卑之辨 ,无贵贱之殊 ,无贫富之分 ,

无强弱之别 ,无知愚之论 ,无亲疏、无爱憎、无恩仇、

无利害 ,营营而作 ,熙熙而息 ,团团以居 ,款款以游 ,

是非大同世界乎”[2 ]159 ! 李石曾认为世界文化活动

的开展是实现其理想大同世界的方法 ,他说 :“全世

界之交通 ,非徒以国为单位 ,为国际间之交涉而已。

在一方面 ,吾人不失为家庭或民族或国家之一分子 ;

而他方面 ,则又将不为此等种种关系所囿域 ,与一切

人类各立于世界一份子之地位 ,要通力合作 ,增进世

界之文化”[3 ]206 。世界社就是李石曾推行世界文化

活动的实验场。1906 年李石曾与张人杰、吴稚晖等

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 25 号发起成立了“世界社”。

1941 年 ,他在给杨家骆的信中说 :“我组织世界

社 ———欲其成为立体与动作的百科全书 ———因而无

事不举 ,由出版而至于学术教育 ;由理论而至于应用

经济 ;由戏曲的舞台而至政治社会的舞台 ,无所不

为。”“故世界社有改进世界之希望并非过奢。换言

之世界社者世界之试验所 ,而世界社哲学亦世界哲

学之试验所”[3 ]356 。世界社的奋斗目标是使“人人

知世界、爱世界、行世界、成世界 ,亦可谓为人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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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体 ,此乃世界社哲学或世界哲学最大之目的”
[3 ]373 !《世界社简章》的宗旨是“传布正当之人道 ,介

绍真理之科学。”世界社的宗旨和理想构架是李石曾

一生所追求的总纲。

　　二、李石曾的文化活动

李石曾在世界社成立后所进行的世界文化活动

都是围绕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四项事业来进行

的 ,力求达到“发扬学术”、“普及文化”、“改进社会”

的理想[4 ]365 。

1. 新闻出版事业方面

为使“人人知世界、爱世界、行世界、成世界”,李

石曾在新闻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06 年 ,李

石曾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创办了世界社 ,编辑出版

了《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

等 ,翻译发行了《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尤其

《世界》画报的内容新潮、图文并茂 ,分“世界各殊之

景物”、“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真理之科学”、“世

界进化之略迹”和“世界记念之历史”等五个栏目 ,颇

得时人的青睐。在《新世纪》周报上 ,李石曾用“真”

或“真民”为署名 ,发表了许多文章 ,鼓吹互助进化 ,

希望恢复人类博爱之心 ,破除亲疏、利害成见 ,实现

其理想大同世界 ,在留欧学生中影响很大。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 ,李石曾一面参与“自由世界协会”、

“国际反侵略活动大会”及“集体国际”等组织 ,一面

与一美国人合作 ,创办了《自由世界》月刊 ,分为中

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李石曾为其撰写了大

量文章 ,并在纽约自由世界协会发行了《自由世界论

文集》。为把各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信息

传达到国内 ,鼓舞士气 ,增强抗战信心 ,并向国际社

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暴行 ,李石曾个

人出资 ,在法国巴黎的商业中心 (Boulvard Hauss2
man)一号大厦 ,筹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海外

通讯社———世界新闻学社 ,使中华民族能在生死存

亡时刻直接向国际社会控诉日本暴行、呼吁国际给

予援助 ,成功地支持了抗战。1939 年 ,由他筹划创

建的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日内瓦成立 ,对外开放阅览 ,

该图书馆以李石曾家藏图书珍本为基础 ,并得到各

方捐献 ,既宣扬了祖国文化 ,又便利西方学者的研

究 ,贡献极大。1941 年 12 月 ,李石曾、张静江在美

国召开第一届“世界国际社会”大会 ,倡导世界文化

活动 ,美国、法国及南美各国的代表都参加了大会 ,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也出席了大会。1942 年 ,李石

曾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世界学典引言》( Int roduc2
tion to World Encyclopedia) ,受到国际学界的重

视。1945 年 ,他组织人编写了英文版“先秦思想”学

典 ,刊行先秦诸子丛书。同年 ,为编纂“美术”学典 ,

杨家骆发现了与云岗、龙门石窟鼎足而立的大足石

刻区 ,李石曾立即让杨家骆组织专家考察团前往考

察 ,其结果轰动了整个史学界和艺术界 ,为大足石刻

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奠基铺路。李石曾在亚、欧、

美三洲建立了“中国学典馆”、“法国学典馆”和“美国

学典馆”,还计划筹设“世界学典合作社”,组织人员

编纂“犹太学典”、“黑人学典”、“美国学典”、“法国学

典”,但后来没有成功。他还与朝鲜同仁合作 ,建立

起“世界学院朝鲜学典馆”,馆址设在上海愚园路

749 弄 51 号 ,理事长为李石曾 ,准备待朝鲜独立后 ,

迁到朝鲜去。由于经费和人员所限 ,李石曾组织人

编纂的已经完稿的约 100 种 2 亿余字的百科全书 ,

绝大多数未能出版。1946 年 1 月 ,李石曾出任世界

书局的总经理。他组织人员精选善本 ,加上圈句 ,或

加校勘记 ,或加评述 ,影印了《十三经注疏》、《经籍纂

诂》、《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四史》、《资

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诸子集成》、《元曲选》,历

代古人诗词专集等 ,使卷帙浩繁的线装书 ,变成平装

普及本 ,既便于阅读和携带 ,售价又低 ,颇受读者欢

迎。在李石曾的领导下 ,世界书局共出书 5 000 余

种 ,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成三足鼎

立之势。

2. 科学文化研究方面

在推进科学文化研究方面 ,李石曾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他创办了世界学院 ,人地学院 ,戏曲学院、

远东生物学研究会、美术研究会[5 ] ,并且为大同乐会

提供了大量的赞助。1920 年 ,为振兴民族音乐 ,培

养民族音乐人才 ,郑觐文在原上海琴瑟乐社基础上

发起成立“大同乐会”, 会址设在爱多亚路 (今延安

东路) 1004 号郑宅 ,1922 年迁入嵩山路 36 号 ,其宗

旨是“专门研究中西音乐 ,筹备演作大同音乐 ,促进

世界文化活动”,故定名为“大同乐会”。大同乐会被

李石曾、蔡元培等视为推动世界文化活动的得力助

手 ,故从资金和舆论上给与大力支持。大同乐会设

有研究、编辑、制造和干事等部门 ,着重发掘、整理、

推广民族音乐 ,如柳尧章把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

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至今盛演不衰。

李石曾在科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创立

和领导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该院于 1929 年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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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李石曾任院长。国立北平研究院是李石曾“一生

投注精力最多 ,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

一”[6 ]15 。到 1936 年 ,该院设有物理、化学、生理、动

物、植物、地质、镭学、药物、史学等 9 个研究所 ,拥有

严济慈、李四光、竺可祯、王大珩、李麟玉等一大批科

学家。在他领导的近 20 年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北

京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及同时代的脊椎动物化石即

是一例。

3. 教育方面

李石曾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围绕介绍留学和设立

学校两方面进行。他对介绍留学用功甚巨 ,把此事

业视为自己的生命 ,他曾说 :“我是不从事政治生涯

的 ,政治上无论如何腐败 ,我可忍下。若有人破坏我

留学事业 ,反对我教育活动 ,充其量我可以牺牲一己

之性命以办事”[ 7 ]234 。1912 年 ,李石曾、吴玉章、吴

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并在北

京设预备学校 ,送 80 多人赴法俭学。1915 年 ,他发

起组织勤工俭学会 ,以“勤以工作 ,俭以求学 ,增进劳

动者的知识”为宗旨。1916 年和 1917 年 ,他在巴黎

和国内分别主持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该会很快成为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 ,从介绍学生赴法、

联系入厂、入校 ,到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其负责 ,该会

目的约有四端 :“一曰扩张国民教育 ,二曰输入世界

文明 ,三曰阐扬儒先哲理 ,四曰发达国民经济”[8 ] 。

在华法教育会倡导和组织下 ,大批学生陆续抵达法

国。从 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间 ,来自全国 18 省的

20 多批青年先后赴法 ,共约 1 700 人 ,使留法勤工俭

学活动达到高潮。这场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出

国留学的含义 ,无论在留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革命

史以及文化史上 ,都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法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物价高

涨 ,法郎贬值 ,失业率不断升高 ,勤工俭学活动遇到

重大挫折 ,学生们越来越难找到工作 ,很多人无法继

续勤工俭学。李石曾又于 1920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

法大学 ,并在里昂建立了中法大学的海外部 ———里

昂中法大学。从 1921 年到 1951 年的 30 年间 ,到里

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为 473 名 ,有四分

之一获得博士学位 ,60 人获得工程师证书。后来他

们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中坚力

量。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师资

匮乏、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里昂中法大学所

采取的这种移校于境外、借鸡下蛋的办学形式 ,不失

为中国留学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创举。

里昂中法大学在促进法国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同

时 ,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 ,加深了法国人民

对中国的了解 ,促进了中法两国的科学、教育方面的

交流。李石曾从进行赴法华工教育开始 ,历经发起

俭学会、勤工俭学活动 ,直到私立中法大学建立 ,

屡经曲折 ,不断摸索 ,在留学方面独辟蹊径 ,成效

卓然。

4. 社会事业方面

李石曾主持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业活动 ,如银

行、工厂、农场、疗养院和博物院等。1909 年 ,他在

法国创办了中国豆腐公司 ,生产出豆浆、豆腐和另外

几种豆制品 ,受到了惯于喝牛奶的巴黎人的欢迎 ,并

获得巴黎万国食品博览会荣誉奖。这既是中国豆腐

制品技术传往国外的开端 ,也是他倡导留法勤工俭

学活动的缘起。与此同时 ,他还组织豆腐公司的工

人业余求学。1912 年 ,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蔡

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以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的“进

德会”。会员要信守“不食肉、不饮酒、不嫖娼、不纳

妾、不赌博、不做官”的会规。1929 年 ,李石曾被推

举为中国农工银行的董事长后 ,在就职典礼上他说 :

“本人之意见以为欲谋生产力之发达须放大眼光 ,促

进世界农工事业之进展 ,始符大同主义。则吾人将

来希望 ,期将中国农工银行改为世界农工银行 ,吾人

之努力 ,方为有价值有意义”[ 9 ] 。他主张选择天然

优美的环境 ,创办新型学校 ,以陶冶师生的思想、

情操和品德。1923 年 10 月他在北平西郊温泉环

谷园设立温泉天然疗养院、温泉初级中学及温泉

小学。1918 年在西山碧云寺设天然疗养院。他还

主持建立了北京中法大学第一、第二、第三农林试

验场。

在如何对待世界文化、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

化的关系上 ,他从文化互助的理论出发 ,主张“吾能

尽撷其精华 ,兼容而并收之 ,则所以供滋养助发育

者 ,愈丰且厚。吾惟其精华之是择 ,精华愈富而愈适

于用者 ,愈视为可亲而有利 ,初不问其为何国也。”

“此吾人所望于中华教育之进步 ,能兼采世界各国之

所长 ,融为一炉而陶铸之”[3 ]231 。李石曾曾多次强

调 ,中国的文化是组成世界文化的一份子 ,有世界文

化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 ,爱护和保存中国的文化就

是保护世界文化。他对故宫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即是

一例。1924 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 ,清帝溥

仪被驱逐出宫。李石曾考虑到清宫藏有大量珍贵文

物 ,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就会流失 ,所以

251



第 2 期 张士伟 :谈李石曾的文化思想与实践 　

他主动请求负责办理清宫善后事宜 ,任善后委员会

委员长。1924 年 12 月 10 日 ,李石曾召开善后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点查宫物件规则十八条》。

经过努力 ,使“故宫文物、图书数十万件 ,由于先生之

毅然负责 ,得以公开展览且能保存至今日 ,未有散

失 , ⋯⋯使中华文物 ,得传之于世 ,并公开于民众 ,其

功绩诚不可没 ,为千秋万事之事功也”[10 ]184 。李石

曾不仅为保存故宫文物做了大量工作 ,而且还为宣

扬故宫文化不懈努力 ,他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

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 ,必为世界上几千年

一个活的故宫”[11 ]241 。1925 年 10 月 10 日 ,他主持

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并在乾清宫前举行了隆重的开

院典礼 ,李石曾“先生且亲书‘故宫博物院’大门额

匾”[1 ]49 ,故宫博物院从此开始对外开放 ,不仅对中

国人民开放 ,而且对世界开放[12 ] 。

李石曾为世界文化活动奋斗了 40 多年 ,散尽家

财 ,费尽心血 ,建立的各类组织多达数十个。但这一

浩大的工程具有空想性 ,他过分夸大了文化活动的

作用 ,认识不到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世界

文化活动仅靠以李石曾为首的几个人 ,也是根本无

法取得成功的。即使这样 ,李石曾领导的世界文化

活动还是在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 ,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历程产生了深刻而

长远的影响 ,尤其他在如何对待世界文化及如何处

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上的态度和做法 ,至

今仍给我们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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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vement of World Culture Led by Li Shi2zeng

ZHAN G Shi2wei

( History I nst i t ute of Hebei U ni versi t y , B aodi ng , Hebei ,071002)

Abstract 　L I Shizeng st udied in France when he was young ,and was influenced by French anarchism

deeply. In order to“develop academy”,“pop ularize culture”,“improve society”,and realize his ideal of

t he Da Tong World ,Li Shizeng organized“t he World Society”in 1906. He actively organized various cul2
t ural movement s ,and had been st ruggling for the p ublication indust 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mprove2
ment ,and progresses of society for nearly 70 years. He established more t han 60 undertakings , such as

Chinois2Franco University ,t he World Publishing House ,Cent ral Research Instit ute and so on. He made a

great cont ribution in p romoting t he exchanges and develop ment of world cult ure. Mr. Li’s unselfish and

noble spirit of st ruggling for t he whole nation and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a good example for us to fol2
low.

Key words 　t he movement of world cult ure ; t he World Society ;Li Shi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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