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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代末科进士陈焕章，用近代西
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用英文完
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 《孔门理
财学》。在该书中，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强调素被忽略的孔子学说中“理财”的内
容，提出“孔门理财学”，其思想对理解儒学
的现代转型不无裨益。

11月19日，初冬的北京，寒意初袭。本报
记者专访该书中文版翻译者、国家图书馆研究
馆员韩华。初见韩华，除了图书馆人的严谨，
更有着川妹子的灵动，亦如她的文字，知性而
文雅。听她讲述翻译《孔门理财学》时的所思
所悟，更是如沐春风。

“我就是一名采矿者”

孔门也有“理财”思想？在韩华看来，陈
焕章笔下的“理财”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
念，不仅包括财政，还包括社会生产，与现代意义
上的“经济”（Economy）意思颇为相近。“陈焕章
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续发展，是通过生产实
践，不断创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财富。因为对物
质财富的不断追求与创造，才有了社会的不断
发展进步。”韩华介绍道。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一面从中国传统的古圣
先贤之经典中寻找材料依据，运用孔子学说的

“微言大义”解决现实矛盾，使传统的儒学与现实
发生联系，且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又用西学解
释儒学，融合中西，使儒学与西学接轨，赋予儒学
新内容，使之更能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要。

韩华指出，这些所作所为都得益于陈焕章
本人的受学经历。“陈焕章真正算得上是历史
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并集
于一身的知识分子。”

陈焕章生于1880年，自八岁始“谒圣”，
拜祭孔子，13岁时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
与梁启超同学。他曾任澳门《知新报》主笔，
撰文倡明孔学，支持变法维新，还在广州时敏
学堂任教并任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焕章中举
人，翌年联捷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
馆。1905年，他奉派为留美学员，专修两年英
语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百年时光，白驹过隙。韩华的翻译与陈焕
章的原著，在今与古、新与旧之间，形成互
动，相得益彰。而人在找书，书也在寻人。韩
华与《孔门理财学》结缘，得益于她的经历，
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幼对近代史感兴趣。

大学时，韩华曾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
集》，被其中文章的语言和思想所折服。“那
一代人对时政的思考，对孔教和传统文化的信
仰，打动着我。也正是怀着对那个时代的先进
中国人的崇敬心情，阅读康有为、陈焕章、梁
漱溟、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和论著，开始关注清
末民初的孔教运动，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陈焕
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硕士期间就已经
开始接触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了。”

“其实，一个人读儒家传统典籍多了，潜
意识中想做事儿，做好事儿。”2006年博士后
出站，韩华有幸来到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
馆，韩华曾在外文采编部从事海外中国学的典
籍补藏工作。国家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海外中国
学文献，要对这样一座宝库进行整理，需要深
厚的学术底力与严谨的学术精神。这时，韩华
想到自己研究数年的民国初年孔教运动，想到
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因为陈焕章在
《孔门理财学》中征引了大量的中国典籍文
献，其中包括詹姆斯·理雅各译的《中国经
典》、马克思·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等。

韩华认为翻译《孔门理财学》，是一条深度了
解海外中国学文献的途径，不仅可以促进补藏工
作的开展，也可以继续研究陈焕章思想。于是，韩
华开始翻阅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最早出版的《孔
门理财学》英文版，并着手翻译。

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自序中，曾感叹：
“孔教的文献可喻之为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巍峨高
山，而我就是一名采矿者，萃取独特的矿石，并以
之贡献给世界生产。正如采矿者自身不能创造矿
石，而通过采矿者对矿石的勘探、挖掘与精炼劳
动之后，使矿石有用而供人类利用一般，我在努
力增添人类知识。”这段话，韩华谨记在心，并抄
录在笔记本的扉页，以资激励。

那时，韩华一方面照顾孩子、忙着工作，
一方面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进行翻译，如此
坚持三年。“当时很认真，带着使命感，将翻

译这部名著视为自己学术研究中义不容辞的责
任。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让后人能看到这本有用的文献。”

为力求语言上的原汁原味，还原陈焕章的写
作风格，韩华最大化地收集了陈焕章的文字，从
书籍、报刊到杂志，一篇篇复印件将自己代入历
史的现场。她还通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法学、社
会学的书籍，力图对陈焕章经济学思想进行阐
述，而不是简简单单叙述其经济学方法。

翻译对韩华的工作也大有裨益。她将陈焕
章在原著中引用的典籍，列出目录，顺藤摸
瓜，一本本寻访到。“翻译很辛苦，但也值
得，就像敲门砖一样，让我找到了一条把科研
和工作结合起来的路。”韩华说。

咱们自己就有宝

翻译是一个思想碰撞的过程。
韩华介绍说，在《孔教会杂志》创刊号

上，陈焕章特意将《孔门理财学》第32卷《国
用》译成中文，在解释翻译目的时，他强调要
用孔子学说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苟
欲于中国之财政为根本之解决，非实行孔教不
可，此余译是篇之微意也。”

“民国初年，国弱民贫，国家靠借外债以
维持财政，在位者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揣进自
己腰包。对此，陈焕章认为，食禄者不言私
利，却应当言公利。作为官吏，国家既然给了
你薪水，就不该多想私利，而更多地想公利。
这对当下，也有启迪。”韩华介绍道。

在强调孔子并非不言利的同时，陈焕章还
提出“以义理财”的观点。他何以要提出以义
理财的主张呢？

韩华认为，这得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去寻找
答案。儒家学说中素有“义利之辨”，并视之
为道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曰：“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义”的含义，冯友兰表述为：“义是
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
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
果做这些事只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
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在陈焕章看来，义与利是相对的，食禄者
必须是具有“内圣”之功夫，即具有道德修养
的真君子。君子言利必须以义作为准绳，以道
德相约束。“‘以义理财’的观点与孔子在位
者不言私利的说教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位者
是一个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君子，具有‘内圣’
功夫，才能言公利、不言私利，才会不病民，
才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外王’的目
的。”韩华介绍道。

除了义和利的纷争，陈焕章还援引古例，
论证在位者“节用”是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一
环。他明确指出“古代国家财政……节用为第
一义”，以中国历史观之，汉文帝、隋文帝等
贤明君主，“其始皆非遇优美之时局，然其所
成之效果，不独国富，而且民足，赋予民者虽
少，而用于公者甚多。其所以能至此之故，固
节用而已，盖俭于自奉者也”。

“陈焕章强调食禄为官者节用，有针砭时
弊之效。晚清国家财政困难，甲午战后更是形
成举借外债以维持财政的局面，但统治者奢侈
浮华之陋习并未稍改，在这种情况下，强调
‘节用’也就相当有必要了。”韩华介绍说。

“通过陈焕章对《国用》的翻译，不仅看
出他从儒家学说中汲取道德方面的丰富内涵，
还发现了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主张，使儒
学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与现实息息相关，使
之发挥起衰去弊的功效。”韩华说。

而近年以来，这种对儒家学说的汲取，是
经济学人所缺失的，“在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
践中，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忽略
了儒家关于国计民生的基础部分。”

有的经济学人，也意识到当下崇尚乃至膜
拜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攻读学位的各类学生，
言必欧美，惟西学马首是瞻，盲目照搬者有
之，削足适履者亦有之；命题行文，概以西文
为模板，引言、文献、模型乃至结论，一定描
画得酷似才善罢甘休。到头来，花费极大论证
成本而得出某一直观的常识结论者有之，指鹿
为马、逾淮而枳者亦有之。

“其实，不是别人好，我们就好，咱们自己就
有宝。”韩华感叹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叶坦教授指出，《孔门理财学》诠释了一种不同
于西方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思想发
展轨迹，也标定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
步。”

越是历久弥新的理论框架，就越植根于一个
民族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可以尝试让《孔
门理财学》成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至少让
学经济的学生们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东西，儒家
士大夫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考，尤其
是对经济丰富而深刻的思考。虽然古人没有西方
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理论，没有以专门学科形态呈
现，但数千年来，先贤们将经济思考内置于治平
之学、经世济民之学的框架中，为了这方水土的
和睦、繁荣发展，做出的思考在当下还是鲜活
的、值得学习的。”

“以德为先，利为末”

在完成《孔门理财学》一书后，陈焕章回
到祖国，在实践上亦身体力行，通过创办孔教

会、孔教大学、孔教学院等各种方式来推行孔
教思想，力图立孔教为国教。受制于各方面因
素，他的愿望最终以失败告终。

陈焕章对孔教的把握，可谓精深。长期担
任晚清宫廷史官的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记
述：“昨晤汤纪五（汤化龙，与陈焕章同科的进
士），盛推高要陈焕章新旧学之精深。今日检陈著

《孔教论》观之，极言孔子当为中国大宗教家。持
论甚辨，阐明孔学，亦能自畅其说。”

而比陈焕章小一岁的鲁迅，与他的成长经
历极其相似，但两人的人生路却迥异。鲁迅曾
对陈焕章评价说，自己若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奖
金，是靠着这“中国”两个字，那么，与陈焕章在美
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

鲁迅与陈焕章，一个擅长打碎与重建，一
个着力保护与弥补，一个说丑的、恶的，一个
说美的、善的，一个剑拔弩张，一个温柔敦
厚。“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找出路，解决国人
的信仰危机。陈焕章说的是理想层面，是我们
追求的美好的社会状况。但在儒家理想层面之
下，是鲁迅看到的活生生的经济活动，很多负
面的东西被剥开了。”韩华评价道。

韩华分析说，鲁迅所投身的新文化运动，与
陈焕章所从事的国教运动，二者共同关心着近代
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思考着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路
径。面对民初的混乱，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
济社会”，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救治中国，将
振兴传统文化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然而，孔教会对孔教的提倡，在客观上支
持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政治倒退行为。反过
来，这使新文化运动人意识到，思想文化是救治
国家的关键所在，他们改变作法，从另一方向寻
找资源，以支撑国人的精神信仰。“虽然新文化运
动同国教运动取向不同，但就重建国人信仰而
言，是在作着共同的努力。”韩华说。

“我们要弘扬一个东西，一般是大力宣传正
能量，才有利于它的发展。”在韩华看来，陈焕章
的做法可以理解，“他从不说孔子的坏话，从不否
定孔子的东西。从小时候祭祀孔子，读孔门典籍，
到成年后办孔教会，弘扬孔教，他都能找到儒学
活下来的理由，能够发展的东西。”

参照陈焕章的路径，韩华说：“儒家士大夫思
考经世济民，考虑集体利益而实现经济增长，关
注政府如何维护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为人人
创造良好、公平的环境进行生产、消费活动。虽然
孔门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学体系，但内化于一个
人的内在修养。要想入世、做经济，得以德为先，
利为末，才使得大家在一方水土生生不息。”

除了个人讲究“德”，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
的结尾处，高度自信地预言：“中国的未来是光明
的！……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世界不必害怕所谓的‘黄祸’……中国将不
会伤害任何人，不会如西方国家一样损害其他民
族的利益。在中国强大后，孔子的‘大同世’将来
临，世界国家将出现，民族间的兄弟关系将建立
起来，将再没有战争，而是永久的和平。”

“陈焕章所处的时代，中国穷且乱，从单
膝跪地乃至双膝跪地，但陈焕章坚信中国的未
来是光明的，因为儒家士大夫理财活动所追求
的社会治理的大公，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也
是人类的理想。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
经济活动首先在文化与道德观的指导之下、是
以正义原则为根据管理财富的科学，财富要看
什么人掌握，有‘德’之人掌握则有益，对国
家亦可成立。他坚信，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
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理财方式，一定会让我们的
祖国崛起。”韩华说。

桑梓之地岂能丢

“山东作为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
加之历朝历代对孔庙的重视，曲阜在中国人、尤
其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近代
以来，外国侵略者在山东挑起的事端曾引起中国
人民的强烈抗议。”韩华介绍道。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毁坏即墨
孔孟圣像，曾引起了继马关条约签定之后的又一
次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林旭发
起并组织了该次上书。

在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孔教运动中，曲
阜受到了孔教会人士的高度重视。作为孔子的出
生之地，在陈焕章建立孔教的设想中，曲阜在孔
教中的位置，如同耶路撒冷在基督教中的位置一
样重要。陈焕章在《孔教论》第12条中，曾指出孔
林是孔教的圣地。

1913年，为了成功举办全国孔教大会，陈焕

章做了较周密的准备。他托“山东孔道会调查一
切详情，以便登诸杂志，籍动大众壮往之气”，甚
至将前往曲阜的路线及天气情况刊登在《孔教会
杂志》上，给赴会者尽可能提供方便。

1913年9月20日，陈焕章“只身先诣曲阜，筹备
大会”，同孔祥柯商量有关事宜。二人一起迁入曲
阜师范学校，将会议住宿定在曲阜师范学校、四
氏学堂两处。同日下午二点，大会的筹备会在
此召开，“阙里人士咸集”。

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陈焕章以切身行
动，为孔教的流播奔走。据陈氏后人回忆，陈
焕章墓碑的碑文有“飞兮冲天，死兮首丘，呜
呼博士，笃生砚洲，孟轲韩愈，异世同畴……”等
内容。当时人评价陈焕章为孟轲、韩愈式的孔子
坚定追随者，可谓恰当。“这种信仰是从内到外，
与他从小到大受到的作为‘中国人’的教育息
息相关，有了定力。”韩华说。

乱世重读圣贤书，“陈焕章们”睁大眼睛
看世界，爱国爱民之心倍增。陈焕章对因列强
操纵而引起的军阀派系争斗、党争，国家因外
人挑拨、构乱而出现的政局，表现出深切的关
注和忧虑。

而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将德国在山
东的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孔教会表现
出极大的愤慨，并发表了由陈焕章起草的《孔
教会为山东问题宣言》。

韩华为陈焕章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在博士
论文中整段引用该宣言书的慷慨文辞：“我东
邻日本意欲兼并我土地，奴隶我人民，且其所
兼并者，先及于圣贤之桑梓，所奴隶者，先及
于圣贤之裔孙。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今山东为至圣先师孔子故里，林庙所在，全国
宗仰，是为中国之圣地……若使日本果占山东，
则战争之祸无时或息，我中国人独非人乎，其能
坐视日本人之占领山东而不争乎，前仆后起，愈
接愈厉，是可断言也。”

“陈焕章从文化存亡的角度出发，指出山东
是中国文化的桑梓之地。如果连山东都被敌人占
领了，那对中国文化的侮辱，对民族自信心的打
击将是极恐怖的。”韩华分析说。

孔子的理想是全人类的

一百多年前，陈焕章用开放的姿态，为传统
文化思想“古”为“今”用做出表率。

“陈焕章引用《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
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话，
解释说这是孔子全部教义中最为重要的陈述，大
同世或太平世，是孔子追求的终极目标，亦为孔
教追求的黄金时代。”韩华分析说，“不是每个人
都有正确的历史观，可以客观理性地看世界。孔
子提出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是整个人类的
理想。”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再版多次。几乎都
有经济学家作序，都对这本书进行重新解读，足
以看到这本书近百年来在西方的影响。也说明陈
焕章的判断是对的，孔子的理想是全人类的理
想。”韩华说。

而对当下，如何研究孔子、研究儒学，韩华从
自己的专业给出建议。“我觉得要从不同角度，去
找连接点。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要整理和挖掘典
籍。我们的小学、中学教育，能不能下点功夫，讲
美好的儒家故事。师范学校，培养一批弘扬文化
的人才。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陈焕章引用大量儒家典籍，读多了会潜
移默化，让人愿意奉献社会，愿意踏踏实实做
人，愿意好好工作。”韩华谈及自己的切身感
受。翻译完陈焕章的著作后，为了做好本职工
作，还翻译了十余本著作，主要围绕儒家学
说、经济学和战争史等主题。

“陈焕章对我影响至深。我努力像他一
样，也在萃取孔门的独特矿石以奉献人类文
明，我对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心怀敬畏。因为我
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文献整理，文献中有很
多前人鲜活的生活，他们的创造，他们为国家
的牺牲，为文化的奉献。我现在进行的文献整
理、翻译，后来的人会看，可能会对养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韩
华说。

孔门也有“理财”思想？早在1911年，清朝末科进士陈焕章，就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用英文完

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 《孔门理财学》。该书诠释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济思想发

展轨迹，也标定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11月19日，本报记者专访该书的翻译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韩华，听

她讲述翻译背后的心得和感悟。

韩华：萃取孔门的独特矿石
□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

《孔门理财学》作者陈焕章。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孔门理财学》译者韩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德国政府组阁谈判破裂
默克尔“哭丧脸”

德国联盟党、自由民主
党和绿党为组建联合政府而
举行的最后谈判，由于自由
民主党的退出而宣告破裂。
默克尔因此“哭丧脸”。默
克尔称不如重新大选。

达·芬奇《救世主》
拍出4 . 5亿美元

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
的一幅画作15日在纽约佳士
得拍卖行拍卖。最终，这幅
画以4 . 503亿美元的价格成
交，创下艺术品拍卖的“最
昂贵”纪录。这幅画大约完
成于1 5 0 0年，与《蒙娜丽
莎》的创作时期大体重合。

俄超市出现
机器人导购员

俄罗斯莫斯科，
在Lenta超市，机器人
Promobot会在过道里
自动穿梭告知消费者
促销折扣等信息。

2017国际小姐大赛
21岁印尼大学生夺冠

第57届国际小姐选美大
赛总决赛在日本举行，印尼
佳 丽 2 1 岁 的 大 学 生 K e v i n
Lilliana艳压群芳夺冠。来自全
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9位佳
丽参加了本次选美比赛的角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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