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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田永秀 刘 斌

内容提要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道光年间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

思想仍然具有体系封闭、华夷观念浓厚以及重农轻商等传统特征。在鸦片战争的冲击

下,经过经世致用派人物自觉或不自觉的探求,经世致用思想逐步实现了体系的开放、

华夷观念的突破以至淡化 ,并始倡兴利求富 。到 1861年前后 ,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

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关键词 经世致用思想 传统 转变 中田近代 华夷观念

经世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 ,或称
“
通经致

用。
”
它是儒士

“
治国平天下

”
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思想体现。鸦片战争这一

“
干古未有

”
之变局 ,

强烈地冲击着旧有的经世致用思想 ,使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 传统向近代迈进 ,并于 1860年前

后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 。本文拟就这一转变略呈管见。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邦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的
“
内圣外王”

之学 ,“ 内圣
”
指修己之道 ,“外王”

即指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 ,其隐显程度各不相同。每当王朝统治衰弱、

外族入侵或阶级矛盾尖锐之时 ,经世致用则显 ;反之 ,则隐。明末清初 ,满族以
“
夷狄

”
而入主中原 ,

明朝的遗老们引以为奇耻 ,相继大倡经世致用 ,高扬
“
反清复明

”
的旗帜。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王

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历史进入了康乾承平时期 ,统治阶级文网严密,而倡经世致用必涉及时

政 ,言时政必触忌讳 ,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 ,率相转向古章典籍。于是 ,考据学兴而经世致用

却沉寂下来。

嘉道以降 ,清国势衰落 ,政治腐败 ,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外有西方列

强虎视眈眈 ,并以鸦片来腐蚀清王朝官史 ,毒害清王朝子民,使清王朝的白银如决堤之水哗哗外

泄。堂堂的
“
天朝上国

”
如同一具被虫蛀空了的朽木架子。内忧外患迫使清王朝急速向

“
日之将夕 ,

悲风骤至
”
之乱世滑落。世道的衰落使以

“
治国平天下

”
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苏醒 ,他

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政治 ,投向现实社会 ,倡言
“
以经术为治术 ,”欲以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力挽狂澜。

于是 ,以 道光六年魏源代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为标志 ,隐灭己久的经世致用思想再度复兴。

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在即位之初 ,就感受到其统治之危机。他求治心叨,不 仅对内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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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整饬 ,而且三番五次地下令提倡经世致用 :“士不通经 ,不 足致用 ;经 之学 ,不在寻章摘句 ,要为

其有用者⋯⋯帅];他强调士大夫必当
“
通经致用 ,有治人而后有治功 ,课绩考勤 ,有 实心而后有实

政
”E2彐 ,把经世致用当作励精图治之法宝而大加宣扬。皇帝提倡经世致用 ,士大夫当然趋之若鹜 ,

从而使经世致用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

崇尚经用的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有 :龚 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姚莹、徐继畲、张际亮

等 ,其代表作有《明良论》、《尊隐》、《皇朝经世文编》、《诗古微》、《书古微》、《默觚》、《说储前篇》、

《金台残泪记》等等。经世致用派以匡济天下自命 ,讥讽时政 ,倡言变法 ,研讨河工、漕运、盐法 ,改

革科举 ,切望整饬吏治、军队 ,严禁鸦片 ,谋求富国强兵。总之 ,凡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务 ,均

是经世致用派议及的对象。很明显 ,士大夫崇尚经世致用之目的 ,在于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

治。道光年间 ,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仍然是儒家传统思想 ,带有明显的传统特征。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之一 ,是该思想体系的封闭性。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组

成部分的经世致用思想 ,它必然反映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封闭性特征。经世致用思想体

系的封闭性 ,表现于经世致用派对世界的无知 ,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脱节 ;表现于他们兴利除弊之

依据及方法仅借鉴于中国历史 ,仅从
“
古圣先贤u阝里去寻找。

19世纪初叶,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代。,以 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在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已趋近结束。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巨大发展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蓬勃发

展的时期 ,他们必然向外扩张 ,寻找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地。相反 ,道光朝的君臣们 ,对此却一无

所知。而经世致用派人物 ,也无人 虑及这潜在的威胁。他们以做
“
实事

”
求

“
实功

”
之务实作风 ,兴

利除弊 ,改革内政 ,力 振
“
乱世

”
而达

“
治世

”
,无暇也心去关心世界之大势 ,去 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

实力及野心。其中虽有包世臣于 1828年在致友人信中曾对英国侵占新加坡表示过担扰 :“英夷去

国五六万里 ,与 中华争 ,势难相及。而新埔则近在肘腋 ,易为进退
”

,“ 十数年后 ,虽求目前之苟安

而不能。
”[3]然而 ,毕竟人微言轻 ,并未引起统治者和封建士大夫之应有重视。因此 ,当 英国的炮舰

直抵中国大门时 ,朝野均
“
震于英吉利之名 ,而 实不知其来历。

”E￡ 这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以

经治国安邦的主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同时 ,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派提倡改革内政 ,不论其理论依据抑或是救弊方案 ,均带有明显

的复古色彩。当时提倡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往往认为是在复三代以前之学 ,复清初顾 (炎武 )、 黄

(宗羲)之学。魏源曾对经世致用作了具体的解释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 ,以 淑其身 ,以 形为事业 ,则

能以《周易》决疑 ,以 《洪范》占变 ,以 《春秋》断事 ,以 礼乐服制兴教化 ,以 《月官》致太平 ,以《禹贡》

行河 ,以 三百五篇当谏书 ,以 出使专对 ,谓 之以经术为治术。
”匚5彐 而龚自珍在倡言变法时也说 :“古

之王者存三统 ,国 有大疑 ,匪一祖是师 ,于夏于商 ,是参是谋 。
”E6:弊 何以救?废何以修?变何以革?

《易》日:‘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
’’EZ彐 由此可以看出,经世致用派的理

论武器仍然来源于《易》、《礼》、《春秋》这些传统的儒家经典。至于具体的救弊方案 ,他 们亦仅从传

统的故纸堆中去寻觅。
“
今天下之计 ,在用申、韩之法 ,核名实 9严刑赏 ;用 管、商之法 ,理财用 ,强军

国,若家习节俭 ,人怀教富 ,则本振而末无不举 ,源澄而流无不清 ,囊政都皆自革。
’’ls彐 经世致用派

鲜明地表示 :“ 何敢自矜医国手 ,药方尽呷古时丹
”EgJ。 “

古时丹
”
指的是什么呢?龚 自珍自谓为

“
王

荆公上仁宗皇帝书
”E1“ 。此乃狭而言之 ;广而言之 ,则指儒家传统中的变易思想、民本思想、今文

经学中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之变法方略以及清初的尚武精神等传统文化中能激扬民气的

成分。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派仅以
“
古时丹

”
来疗治国之

“
大弊

”。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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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封闭的局限性所在。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之二 ,是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华夷观

念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优越意识的集中体现。到了 18-19世纪 ,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产生了远比中国农耕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中 国文比上的优越地位也丧失殆尽 ,

而封建士大夫仍沉醉于天朝迷梦之中。经世致用派虽然对晚清之弊政大为不满 ,但面对那些
“
化

外诸夷
”
,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对 自己视之过高。1839年虎门销烟后 ,8年 3日 林则徐在《拟颁发

檄谕英国国王稿》中说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 ,一视同仁⋯⋯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 ,感激天恩 ,

是以天朝柔远绥怀 ,倍加优礼⋯⋯我天朝君临万国,然不忍不教而诛⋯⋯王其诘奸除匿 ,以 保尔

有邦 ,益昭恭顺之忱 ,共享太平之福。
”
自大之情溢于言词。而对外来诸夷 ,则一概贬之若犬羊 ,对

于其国名、人名、船舰名一概加口字旁以示警告和蔑视 ,根本不去想
“
蕞尔岛夷

”
是否敢于

”
恫喝全

盛之中华
”
这个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问题。1839年 9月 ,林则徐在向道光帝上奏自己的观察结论

时说 :“ 臣等细察夷情 ,略窥底蕴 ,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 ,窥伺中华
”巳刂,认为即使义律私约

夷埠兵船在粤洋游弋 ,也不过是虚张声势。1840年 2月 ,林则徐接到英国 12艘船将开抵粤洋的

重要军事情报时 ,仍斥之为
“
谎言

”
,而且认为

“
即使果有其事 ,而夷兵远来 ,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

天朝水陆劲旅 ,以逸待劳 ,岂不能不制其死命ELzl;?在
华夷观念的支配下 ,不能知己知彼 ,采取正确

的措施来处理中外关系,以致坐失良机。作为对夷情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林则徐 ,尚 有如此浓

厚的华夷观念 ,其他经世致用派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华夷观念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联系的落后

的意识形态 ,它始终是阻碍中国人走向近代的心理障碍 ,也是使经世致用思想囿于传统的枷锁。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之三是重农轻商。重农轻商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 ,

它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的经济思想大都属于传统的重农主义。如

包世臣虽很重视河工、漕运、盐政诸法 ,但又认为它们均非
“
大政

”
。有人问之曰 :“吾子谓河、漕、盐

非大政 ,然 则大政在兵乎?”包世臣答曰 :“兵事暂事也 ,虽 重要不足当大 ,必 言大政 ,其 唯农

乎 :”
n钔包氏深研

“
农家利病

”
,一再申述

“
天下之富在农。

”E1‘]他认为国家
“
治平之枢在郡县 ,而郡

县之治首农桑
”

,“ 长官之职 ,在兴利除弊 ,劝课农桑。
’’El引 而龚自珍亦说 :“农之始 ,仁孝弟义之极 ,

礼之备 ,智之所自出。
”E1闸 他对农业改革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案。主张实行

“
农宗

”
之法 ,按宗法关

系分配土地 ,以 解决耕者无田的问题。对于弃农经商者 ,经世致用派亦多加贬斥 :“业工商则人习

淫巧 ,习淫巧则多浮费。
”E】丬经世致用派普遍有重农轻商的倾向,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古意识。当

然 ,这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 ,是无可厚非的。但到了 19世纪 ,资本主义萌芽业己缓慢成长

之际 ,重农轻商无疑起了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总之 ,鸦片战争前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未曾突破传统的樊篱 ,它仍按传统的老调子在艰难而

又缓慢地旋转着 ,并未受到强烈的冲击而改变其基调 ,即 便有标新立异之处也难脱儒统的窠臼。

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其复兴不久就受到新的形势的严峻挑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 ),英国以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堂堂的天朝 ,被迫接受了城下之

盟。这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震撼着清工朝的君臣们。
“
清工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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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就扫地以尽 ,王朝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E1s彐 对此 ,经世致用派的反应尤为强

烈。他们对鸦片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 :“今以蕞尔英夷 ,去国数万里 ,孤军悬天堑 ,以 恫喝全盛之中

华 ,而所欲无不遂 ,所请无不得 ,英夷之福 ,中 华之祸 ,盖 俱极于此矣。
”E19彐 “

盖时至今 日,海外诸

夷 ,侵凌中国甚矣 ,沿海数省既遭蹂躏 ,大将数出,失地丧师 ,卒 以千万取和 ,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

而不敢较。天主邪教 ,明禁已久 ,一旦为所挟而复开 ,其他可骇可耻之事 ,书契以来所未有也。
’’EzⅡ

经世致用派痛定思痛 ,既败则思振奋 ,“ 忠义之士 ,莫不痛心疾首 ,日 夕愤恨 ,思殄灭丑虏 ,捍我王

疆 ,以正人心 ,以 清污秽。丬⒛二他们或
“
寻求异域之书 ,究其情事

”
,求制驭之方 ;或 为御侮而兴利 ,

“
师夷长技

”
谋国富兵强。如是 ,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生变化。鸦片战争成为经世致用思想

由传统向近代转变之契机。而开明的经世致用派人物没有固守成法 ,而是审时度势 ,从而使经世

致用思想较为顺利地向近代转变。      ·

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是寓于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实践及其著书立说的过程中的。

1839年 3月 ,林则徐奉旨抵达广州主持禁烟事宜。在与西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深感
“
不谙夷情

”

之苦。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 ,他
“
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
,“借以探访夷情

”
。由此 ,林则徐发其端 ,给

封闭的经世致用思想打开了一条了解世界的窄缝。他收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书报 ,

大胆延请懂英文但身份微贱的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入幕 ,翻译西文书报。林则徐将从外国报刊

上收集翻译的资料编辑成《澳门新闻纸》,又令人翻译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成《四洲

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 ,它概述了五大洲 30余国的地理、历史概况 ,

重点为英、法、美、俄诸国的情形 ,此书成为后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蓝本和基础。此外 ,林则徐

还将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议论中国的言论编成《华事夷言》,还请人择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

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通过这些活动 ,一方面使林则徐的眼界逐渐开阔 ,翻译过来的史料 ,

“
其中所得夷情 ,实为不少

”
。据此 9他调整了对外政策 ,“制驭准备之方 ,多 由此出

”E22彐
,另一方面

也使林则徐自觉不自觉地对华夷观念有所突破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朝官史对外夷狂妄轻慢

的一贯态度 ,重视了解夷情 ,并提出了
“
师敌长技以制敌

”
的主张。林则徐的这些举动在当时朝野

上下以谈夷务为耻的情况下 ,是相当可贵的。外国人评论说 :“ 中国政府不知外国之政事 ,又不询

求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
’’E2羽

林则徐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之人。他率先

将经世致用的
“
通时务

”
扩展到

“
通夷务

”
,使 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跨入了向近代转变的新阶

段。

和林则徐-样 ,徐继畲也是在鸦片战争中亲临前线抗英的经世致用派人物。鸦片战争爆发之

初 ,徐继畲时任汀漳龙道。当英军进犯厦门时 ,他在辖区内积极设防 ,坚决低抗。清军的溃败使他

甚为气馁 :“二百年全盛之国威 ,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 ,致使文武将帅 ,接踵死绥 ,而 曾不能挫

逆夷之毫本。
’’Ez叼 这种认识使他逐渐倾向主和 ,力行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之法 ,亦使他积极探求西

方列强的虚实。鸦片战争后 ,徐 氏连续几年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为宦 ,为他了解海外新知 ,实

现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18狃 年 1月 ,徐继畲在厦门认识了美国传教士雅俾理 ,徐 氏从雅俾理那儿了 解到一些世界

历史和地理情况 ,并见到了
“
绘刻极细

”
的外国地图。一个月后 ,徐继畲又到厦门会见雅俾理 ,仅仅

为了继续探询各国情况。对此 ,热衷于宣传上帝的雅俾理很失望 ,认为徐氏
“
对于获悉人间各国的

状况要比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
”E25〕

自此 ,徐氏开始精心收集资料和写作。他
“
荟萃采择 ,得 片

纸亦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试之 ,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 ,稍 稍得其涯略 ,乃依图立说 9采



1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第 96期

诸书之可信者 ,衍之为篇 ,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 ,辄窜改增补 ,稿凡数十易。
”
前后五

年 ;徐氏
“
公事之余 ,惟以此为消遣 ,未尝一日辍。

”〔26彐
18吐 9年 ,《瀛环志略》终于稿成付梓。

《瀛环志略》全书十卷 ,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 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

化和风土人情。徐氏在此书中已认识到现实世界是多元世界 ,而非以
“
中华为中心”

的
“
大一统

”
体

系 ,各国的风俗习尚、宗教观念、价值标准各有其善 ,因此不能
“
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也

’’Ez71。 而

且西方的工商业远胜于中国,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很值得赞慕。同时 ,在该书的修改过程中,措词也

有很明显的变化。在 18狃 年《瀛环志略》初稿中,夷字比比皆是 ,以 后各稿 ,夷字越来越少 ,将它或

删或改为中性字眼。综观徐氏之书 ,他 己率先突破了迂腐的华夷观念。

紧随林则徐之后的是魏源。鸦片战争时期 ,他曾在裕谦府充当过幕僚 ,相与谋画。鸦片战争

的失败使他深受刺激 :“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 ,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
’’「z田于是 ,他双管齐下 ,

相继著成《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1842年 8月 ,清廷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月 ,魏源发愤而著作 40余万言

的《圣武记》。《圣武记》回顾了清代开国至道光初用兵之本末 ,目 的在于探究清朝盛衰之由,以 暗

示鸦片战争失败之原因。魏源是以强烈的华夷观念为基调而作《圣武记》的 ,他渴望恢复
“
一喜四

海春 ,一怒四海秋 ,五官强 ,五兵昌,禁止令行 ,四夷来王”
的以中华为中心的统治秩序。

《海国图志》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 ,“夷艘出江甫逾三月
”
。18狃 年 6月 ,林则徐被解职北上途

中,在江苏京口会见了魏源。林、魏两位肝胆相照、壮志难酬的朋友 ,百感交集。
“
与君宵对榻 ,三

度两翻频
”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2叫

林则徐以自己在广州收集翻译的有关《四洲志》的全

部资料交与魏源 ,嘱托他编纂《海国图志》,魏源欣然接受。他早就积极收集资料有志于编辑此类

书籍。道光二十年秋 ,魏源就在军中亲自审讯了英俘安突德 ,了 解英国的情况 ,后又根据台湾捕获

的白夷颠林等所供的材料 ,编写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魏源不负朋友重托 ,他 以

《四洲志》为基础 ,“再据历代史志 ,及 明以来岛志 ,又近日夷图、夷语 ,钩稽贯串
”「3四 ,辛勤编纂 ,终

于完成了这部划时代之作。后来 ,魏源对《海国图志》复加增补、修定 ,并亲自到澳门香港等地游历

采访 ,终于竭十年之 力 ,“ 旨则数干 ,稿凡三易
”
,Esl]由 最初的五十卷扩展为一百卷 ,成为当时中国

一部最完备的知识宝库。从
“
知夷情

”
出发 ,以

“
师夷

”
为手段 ,以

“
制夷

”
为 目的 ,魏源在《海国图

志》中纵论御敌之策 ,详细介绍世界各国之情形 ,他提出了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的著名主张 ,并对

“
夷狄

”
一词重新进行了解释 :“蛮夷羌狄之名 ,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

”
,“非谓本国

之 外 ,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
”E:2彐 故对西方人不能以

“
夷狄

”
一以 贯之。可见 ,从撰写《圣武

记》到编撰《海国图志》,魏源对华夷观念已有所突破。他已经把日光从探究祖先的光荣历史转向

从现实世界去寻求富国强兵的新道路了。

冯桂芬是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经世致用致用派人物。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资本

主义的入侵加剧。太平天国起义 ,扫荡了清王的半壁江山,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冯桂芬的《校

邰庐抗议》就酝酿、成书于此忧患深重之年代。他在
“
位卑言高

”
之

“
抗议

”
中,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

判了清王朝统治的死气沉沉,官吏的贪污腐化 ,经济上的千疮百孔 ,军事上的不堪一击。为此 ,他

积极讲求
“
自强之道

”
,继承了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的思想 ,并将之发展到更深更广的层次 :要求

“
采

西学
”

,“制洋器
”
,以

“
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辖以诸国富强之术

”[3叼 。他认为国中的自强需要经

过三个阶段 :“始则师而法之 ,继则比而齐之 ,终则驾而上之
”E3羽 。他敢于公开承认中国的落后 ,要

求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师法西方。只有抛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 ,承认自己的不如 ,才有



田永秀等 :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25
第 3期

可能萁正地效法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达到自强之目的。冯桂芬的思想已经具备了近代经世致

用思想的特征。因此 ,以 冯桂芬 18o1年著成《佼邻庐抗议》为标志 ,经世致用思想基本完成了向近

代的转变。

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是众多经世致用派人物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 ,由 于经世致用派

人物各自社会地位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迥异 ,而导致其转变的程度不同。以林则徐、魏源、徐继

畲、冯桂芬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经过鸦片战争的阵痛 ,纷纷著书立说以探索自强之道。馋们努力

了解、学习西方 ,其过程 ,亦即经世致用思想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同时 ,在此过程中他们亦自

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思想 ,由 此 ,经世致用思想不断地向近代迈进。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外敌的入侵 ,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
“
夷夏大防∵无疑为当头棒喝。雨资本主义的冲击 ,则导致了封建经济的开

始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轫。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在诸多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这些社会现实,从而

构成了其异于传统的特征。

其一,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是开放的。经世致用派对世界大势是基本了解的,并 -致将目

光转向御外 ,以御外来推动内政改革。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 ,经世致用派相继走出中古封闭的黑

屋 ,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9竞相
“
谈瀛海故实

”
以谋御外。据统计 ,从林则徐 18狃 年编译

《四洲志》起 ,到 1861年 ,以 经世致用为目的,中 国人写了 22部有关世界地理的著作E35]。 其中重

要的有林则徐之《四洲志》、魏源之《海国图志》、徐继畲之《瀛环志略》、姚莹之《康辅纪行》等。经世

致用派孜孜不倦地研讨边疆史地,探查外洋情事,显示了其冲破封闭状态 ,走向世界的趋势。

近代经世致用派同样看到了改革内政的必要性 ,不过此时他们是立足于御侮雪耻 ,抵抗侵略

而兴利除弊的。经世致用派认为,签订和约后,中国当务之急乃是
“
武备之当振

”
,因为

“
夷瞰我虚

实 ,藐我废弛”
,故

“
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 ,尤当

倍甚于吞平之日。
”E3田 中国武器落后,应仿效西方各国,制舰造炮 ,“师夷长技以制夷

”
,而夷之长

技有三 :“-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E3”然而,仅此即可驭夷乎?否 :“此兵机也 ,非兵本

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 :‘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
”
即是说,西方

的
“
长技

”
,较之国内的政治势态,还仅是末 ;国 内政治之优劣,才是驭夷之关键。为此 ,必革除内

弊,要
“
去伪,去饰 ,去畏难,去养痛 ,去营窟,则人心寐患祛。

’’JF以
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

三年而蓠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 ,则人才之虚患祛
”

,“寐患祛而天日昌,虚患祛而风雷

行。”E3羽 这样 ,把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研究,不把鸦片战争的失败仅
“
归咎于舰炮之不若

”:c,还归

源于内政之腐败,存而主张改革内政。

近代经世致用派在挽救危局的具体方策上除了
“
古时丹

”
之外又加上了

”
外来药

”。近代经世

致用思想体系的开放 ,使经世致用派又从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中寻找补天之石。如果说 ,“师

夷长技以制夷叫叉是从军事、技艺上
“
尽转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

技
”[刂叫的话,那么

“
鉴诸国

”
,“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E-1彐 ,就有注意政治制度的倾向了。

其二 ,对传统华夷观念的突破以至淡化。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浓厚的华夷观念 ,而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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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 50年代初 ,经世致用思想中的华夷观念己经淡化 ,代之而起的是对自己和外夷较为正确

的认识和处理。鸦片战争中,中国的不堪一击 ,彻底暴露了清王朝之衰弱。经世致用派在惨痛之

余 ,逐渐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自己与诸夷。他们认为列强均有侵占中国之野心 ,即
“
诸夷不能无异

志
”
,看到了敌人有或联合或分别攻我之危险 :“将来 (俄法英美)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 ,或四国

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 ,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仇胜于我 ,交必不能固,而 自斗则 日必不可

远 ,可虑也。
”E‘ 2]他

们认识到列强之间的矛盾 ,主张
“
以夷攻夷

”
。

对于西方的科技文化 ,经世致用派亦看到了其长处 :“西人擅长者 ,历算之学 ,格物之理 ,制器

尚象之法。
”E刂引西人讲究实学 ,经世致用派对此深有体会 :“余尝至英夷舟中,见其酋室内列架 ,书

籍殆百册 ,问 之 ,所言亦与中国人相似 ,而尤详于记载各国山川风土 ,每册必有图。其酋虽武人 ,而

犹以书行。且白夷泛海 ,司 天文算法者甚众 ,似童而习之者 ,盖专为泛书观星以推至之地道方向远

近。必习知此 ,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
”
他们赞赏西方学以致用的精神和科学态度 ,而认为

“
吾儒读

书自负,问 以中国记载或且扩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 ,对彼夷人 ,能无之此然愧乎 ?”若不急起

直追 ,依然
“
坐井观天 ,视四荷如魑魅 ,暗昧无知∵岂不

“
误天下国家也

”E|—彐。

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 ,经世致用派亦多有赞美 :赞扬美国的政治民主制度 ,“米利坚合众国以

为国,幅员万里 ,不设王侯之号 ,不循世及之规 ,公器付之公论 ,合 古今未有之局 ,一何奇也。
”匚4曰

称赞不设君位 ,不设王侯之瑞士 ,“瑞士 ,西土之桃花园也 ,惩硕鼠之贪残 ,而泥封告绝 ,主伯亚旅 ,

自成卧治。
”E刂 6]经 世致用派将自己与诸夷进行了比较 ,认为中国除了军事之外 ,在政治、经济 ,文

化诸方面也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差距 :“ 以今论之 ,约有数端 :人无弃材不如夷 ,地无遗利不如夷 ,君

民不隔不如夷 ,名 实必符不如夷。
”E‘词他们敢于公开承认中国的落后 :“夫所谓不如 ,实不如也 ,忌

嫉之无益 ,文饰之不能 ,勉强之无庸。
”E‘ :〕

由此 ,他 们主张
“
法苟善 ,虽蛮貊吾师之。

”E‘ 9彐

可见 ,从把

西方国家贬之若犬羊 ,到 主张
“
师之

”
,确是一个质的飞跃。

经世致用派放下了狂妄自大的架子 ,一反对外夷不屑一顾的态度 ,积极学习西方以达到富国

强兵的目的。同时 ,对地理知识的掌握 ,使他们对传统的
“
中国者 ,天下之中

”
的概念进行了纠误 ,

从而开始用
“
五大洲

”
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 ,而不再局限于

“
九州

”“
夷夏

”
的偏

见之内。这些均表明,经世致用派有力地否定了
“
大一统

”
和

“
天朝上国

”
等陈腐观念 ,同时亦表明

他们对近代世界各国平等关系的承认 ,亦即他们思想中华夷观念的淡化。

其三 ,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就是重商、求富。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已

经缓慢成长 ,这反映在思想上 ,便是经世致用思想扩充了一部分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内容 ,经世

致用派开始提倡发展工商业 ,兴利求富。他们呼吁 ,在 中国当时
“
夷烟蔓宇内,货 币漏于外

”
的国内

经济衰弊的情况下 ,要重视工商业 :“语金生粟死之训 ,重本抑末之谊 ,则食先于货 ;语今日缓本急

标之法 ,则货又先于食
”E5四

,“缓本急标〃乃是对传统的
“
重本抑末

”
之有力否定。

经世致用派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 ,才可以交换到西

洋的火器船械 ,“此夕卜,铅、铁、铜、布等有益于中国之物 ,亦可多运多销。
’’E51]他 们主张大力发展

“
富国大原

”
的丝茶 ,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他们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 ,在于与夷商争利 ,

在于使
“
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

”E5z]经世致用派主张
“
求富

”
,以

“
求富兴利

”
来反抗侵略。在

“
求富兴利

”
的旗帜下 ,他们主张不仅要购买西方的舰炮 ,而且主张自造 ;不仅主张自造船炮火器 9

还主张造机器 ;不仅主张官府设厂制造 ,而且允许商人设厂制造船械 ,发 展民族工商业 :“沿海商

民,有 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 ,或 自用 ,或 出售者听之。
”「s31他 们主张在农业、纺织业中采用机器



第 3期 田永秀等 :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27

生产 :“ 农具织具 ,百工所需 ,多用机轮 ,用力少而成功多 ,是 可以治生。
”E5刂 ]“ 宜以西人耕具济之 ,

或用马 ,或用火轮机 ,一人可耕百亩。
”E5闸 经世致用派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

“
奇技淫巧

”
的看法

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有用之物 ,即 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 ,借风力、水力、火力 ,夺造化 ,通神

明 ,无非竭耳 目心思之力 ,以 前民用。
”E5闸 近代经世致用派一反

“
儒者不言利

”
之传统 ,高扬

“
兴利

”

“
致富强

”
的旗帜 ,给后世的

“
求富

”
,“求强

”
事业开辟了道路。

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 1861年前后转变为近代经世致用思想 ,以 及后来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发

展为洋务思想及变法维新思想 ,其根本 目的一一 儒家以经术为治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并未改

变。经世致用思想在其转变过程中 ,有些传统的成份由于历史的惰性而延续了下来。

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开放不够 ,是有条件开放的 ,这 由
“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 以诸

国富强之术
”
可以看出。近代经世致用派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多有赞慕 ,但并未有效法西方而改

造清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意向。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中还留有 :“华夷之辨
”
的色彩 ,如冯桂芬在《佼邰

庐抗议》中还有
“
善驭夷

”
的提法。近代经世致用派在形成之初 ,仍有以农为本的倾向。如魏源 ,他

虽对资本主义有很深的了解 ,但仍认为农业为本而工商业为末 ,“ 金玉非宝 ,稼穑为宝。
”E5Ⅱ 同时 ,

近代经世致用派几乎一致主动地削弱了对内弊的谴责。

在国家民族遭受侵略之际 ,素有匡时济时抱负的经世致用派根据时势的变化 ,吸收了许多近

代的、与传统相悖的东西 ,从而使经世致用思想向近代转变。但这种转变又是不很彻底的 ,还保留

着一些传统的成分。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地主阶级 自救运动的指导思想 ,它指导着地主阶级知

识分子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探索 自强之道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但却反映了中国

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注释 :

E1彐 E2彐《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乙已。

E3彐 E14彐匚15彐 E17彐 E19彐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卷二十五,卷七,卷二十六,卷三十五。

Ed△ 11彐《林则徐集 ·奏稿》中册,第 “9页 ,第 677页 ,中 华书局版。

匚5△ 29I30彐《魏源集》第 23-24页 ,第 781页 ,第 zO7页 。

E6彐 E7彐《古史钩沉论》二。四,《 龚自珍全集》第 23、 28页 。

E8彐张际亮《金台残泪记》卷三,第 9-10页 。

E9彐 E10彐龚自珍《己亥杂诗》。

E12彐《林则徐集 ·公牍》第 188页 。

E13彐 范瞵《安吴四种书后》。

E1sJ龚 自珍《农宗》,《 龚自珍全集》上册。

E1引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 1页。

E2OlE21]姚莹《复光律原书》,《 东溟文后集》卷八。

E22彐梁廷楠《夷氛闻记》第 68-69页。

E23彐 n4彐姚莹《康辅纪行》卷十二,卷五。

E24彐 《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

E25彐Chimese Repositoty,1815,Vd,X。 X。 P,170。

E26]《 瀛环志略》序。

E27彐《瀛环志略》校定稿,卷二。

E31I32△ 57]《 海国图志》百卷本,卷 四第四十三页,卷 七十六第十九页,卷 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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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彐 E5钍彐《采西学议》,《 校邡庐抗议》下卷。

E34△ 47△48彐《制洋器议》,《校邻庐抗议》下卷。

E35彐《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172页 。

匚36△ 37△ 51]E53△46△ 56]《海国图志》卷二,卷二,卷一,卷 四,卷二。

E39]《 鸦片战争》丛刊本,第 4册第 588页 。

E40△ 52彐《道光洋艘征抚记》,《 圣武记》卷十。

E28彐匚38彐《海国图志》叙。

Ed1I49X收贫民议》,《 校邰庐抗议》下卷。

E42]《 善驭夷议》,《 校邻庐抗议》下卷。

E43“显志堂稿》卷十。

E45“瀛环志略》道光戊申版,卷九,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

匚50彐《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一。

E55彐《筹国用议》,《 校邡庐扩议》下卷。

(本文作者均糸四川师大历史 糸研究生 ,导 师鲜于浩副教授 )

(上接 笫⒕ 页)                                、

论》中甚至还说
“
邪论不能惑孔墨

”
。直到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如张衡、王逸也都还称道过墨子。不

过总的看来 ,随着经学的日益繁盛 ,墨学更加摈斥不闻。

在这一学术演变过程中,董仲舒一方面把墨学作为异己思想加以排斥 ,另一方面则暗地里将

它肢解 ,从而吸收了墨学中能服务于大一统帝国的成分 ,同时又杂取诸家部分理论于他的思想体

系之中。这样做的结果 9就使儒家思想的内容得到了扩展 ,因而更具有包容性 ,也更增加了它在新

时期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从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然而
“
发策登汉庭 ,百家始消伏

”E刂〕的结果却造成了思想文化的专制 ,也使得正统儒学越来

越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在这个思想史的悖论之中,董仲舒对待墨学的态度是很值得

我们深长思之的。

注释 :

匚l彐
“
息

”
原文作

“
德

”
,此据《群书治要》所引《墨子》校改。

Ez彐随着汉代一般人的地位的提高 ,下层平民的生命价值受到肯定与保护。《孝经滩卩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
”
。

不能滥杀奴婢的主张在汉代得到比较普遍的遵守。据《汉书 ·杜延年传》记载 ,杜曾因
“
官奴婢乏衣食

”
而被免官。

历朝帝王亦多次要求释放奴婢。光武帝的诏书中甚至说
“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 ,不得减罪。

”
可见董仲舒的

主张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要求。

E3]童仲舒这段话似乎更是从《荀子 ·不苟》而来。
“
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 ,非 知也 ,其 势然

也。
”
但荀子这种分别同异之辩的方法论也主要是从

“
类

”
的范畴加以考察 ,这正是对墨辩学派

“
异而俱于之一

”
的

具体发展。在这一点上童仲舒可以说是通过荀子而继承了墨辩逻辑方法论。

E4彐司马光《独乐园 ·读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