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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

— 从鸦片战争到洋
一

务运动时期

袁 枉

内容提要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 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

.

产生 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形成定型 于

洋务运动时期
,

可 以说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
。

本文通过对魏源
、

冯桂芬
、

郭高燕
、

王

韬
、

郑观应等人的体用观进行分析
,

认为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从萌芽

、

产生
、

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
,

也就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学习西学的过程
,

也是一个由表及里
、

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

“

中体西用
” ,

即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

这种文化观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产生到戊戍变法前后 三十余

年长盛不衰
,

成为部分官方或非官方
、

主流派或非主流派文化人士尊奉的文化观念准则
、

规范
,

辛亥革命后逐

渐式微
。

可以说
,

作为转型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
, “

中体西用
’ ,

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是近代中西

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
。

本文试图通过对其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
.

来考察它

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曰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
,

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
,

而要考察西学输人中国的渊源
,

可以追溯到明清

之际
。

当时耶稣会士到中国以学术传播为手段进行传教
,

中国人便开始把西方学术 〔主要是 自然科

学和技术 )概称之为
“

西学
” ,

那时西学传入的规模并不大
,

传习的范围也很狭窄
,

西学的地位也不高
,

西书被打入 (四库全书》的另册
, “

西 学
”

被认为精于 天文推算
、

工匠制作而拙于学理
, “

其道变幻支离
,

莫可究

洁
” 。 “

而稳固世道人心者
,

非穷理尽性的中学莫属
” 。

这大约就是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原型

。

历史发展到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隆隆炮声中被迫打开了大门
。

鸦片战争中中华帝

国的战败
,

刺激着进步的人士在新的时局 下寻求探索挽救统治危机的方法
,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

出现了林则

徐
、

魏源等开明人士
,

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

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

但向西方

学习
,

学习其
“

长技
”

这一在今天看来可以理解的问题
,

在当时守旧派眼里
,

简直似洪水猛兽一样可怕
。

原因在

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独立发展的大国
,

有着源远流长
、

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
,

输入西学必然引起文化

观念
一

上的 巨大震撼和猛烈的冲突
。

但是
,

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 “
它根源于现实生活

,

是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
,

又服务于现实生活
” 。 “

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

不 可能停止不前
。 ”

①时代 已经 发生

巨大的变化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
,

而中国仍停滞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中
,

本来在

文明史上遥遥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
,

此时明显再无法显示出其优势
,

政冶制度僵化
、

守 旧
,

以科举制度为代

表的文化制度更是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
。

可见
,

此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需要适应时代需要而发生变

化
,

虽然有守旧派的顽 固反对
,

输人西学对于近代中国仍成为一股清新的空气
,

使人们顿开眼界
。

由此
,

林则

徐
、

魏源等进步人士被称为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者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所蕴涵的
,

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的长处
,

其次是学习西方的
“

长技
” ,

用来抵御酉力
一

的

侵略
。

在当时风气未开的环境中
, “

师夷长技
”

可 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题
,

而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及舆论的压力
.

加上传统文化对其的深刻影响
,

使魏源表明主张
“

师夷长技
’ 气
的同时

,

仍坚持反对
“

夷教
” ,

即不学西学之 义理
,

但学西学之技艺
。

由此可以看出
,

魏源著 (海国图志》时 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
“
中体西用

”
一类的论式

,

但己经

有 了近似的意念
,

魏源的主张可以看作是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诞生的思想 渊源
。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

冯

桂芬的《校郁庐抗议》对于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论式的形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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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生活的年代
,

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之时
。

他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老师林则徐以及龚

自珍
、

魏源关于革新 自强
、

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

特别是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
,

深刻地感受

到中国
“

采西学
” 、 “

制洋器
”

的重要性
。

18 61 年
,

冯桂芬著 (校郁庐抗议》一书
,

明确提出
“
以 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 “

以驭

夷为天下第一要政
” 。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
“
本辅论” 根据冯桂芬的分析

,

中国至少在 四个方面不如西方
: “

人

无弃材不如夷
,

地无遗利不如夷
、

君民不隔不如
,

夷
,

名实不符不如夷
” ,

这四个方面几乎囊括了中国内政
、

外交
、

教育
、

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
。

因此
,

冯桂芬在近代中国几乎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

提出中国必须全

面改革的要求
。

他继魏源之后
,

重申中国
气

学习西方
“

坚船利炮
”

的必要性
,

并进一步指出
,

不能满足于拥有外国

的洋船洋炮
,

而要做到
“

能造
、

能修
、

能用
” ,

即
“

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 ,

否则
,

不能造
、

不能修
、

不能用
,

则终

为人之利器为人利用
。

更要改革中国现有体制
、

文化方面的弊端
,

造就一批能适应现实需要的人材
,

如果这样

做
,

必将收到
“

更善之善
”

的效果
。

从冯桂芬的思想中
,

我们可 以看到他比魏源前进了一大步
,

但应当看到
,

冯

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

注意到向西方学习
,

但他所强调要学的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

术层面
,

他和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
,

仍忘情于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

以中国的
,’
伦常名教

”
为原本

,

作为

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

向西方学习的原则
,

但即使如此
,

其主张仍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

冯桂芬的
“

本辅论
”

的时代作用
1

在于首创出以
“

中体西用
”

类型的论式来提倡西学
,

开一代新风
。

可 以说
,

正是从冯桂芬
“

本辅论
”

起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基本构架才成型

,

其最荃本的特征是
:

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

的文化结构中
,

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够件
,

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为价值
。

也就是说
,

确保
“

伦常名教
”
所代

表的既有政治秩序和道义信念不变的前提下
,

主张破除成规习见
,

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
。

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洋务运动
,

正是以
“

中体西用
”
作为其指导思想

, “

不是使固有文化

适应
`

近代
’

的变化
,

使之具有
`

近代
’

的功能
,

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
,

在于仅仅局限于吸

收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技
。

这种文化选择
,

充分表现了它的保守性和狭滋性
,

不能不导致归于失败的命运
。 ”

②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

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

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
、

民用工业企业等

活动
,

都是在
“
中体西用

’ ,

文化观的指导下
,

力图达到富强的目的
,

洋务运动的倡导人曾国藩
、

李鸿章等人都是

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
伦理纲常

”

的前提下搞洋务的
。

三十年洋务运动
, “

伦理纲常
”

的前提始终没有变
,

但实质上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内容还是大有发展的
、

而且随着实践活动的一步步深人
,

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也

越来越细密周详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发展
,

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
一是守旧派反对西学言论的刺激 ;

一是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韵加深
。

从西学输人近代中国之时起
,

就受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

守旧派反复声言
,

只要整纪纲
、

守圣

道
、

励气节
、

振民心
,

中国定可强盛起来
,

无须乎他求
,

更不应该效仿西人
,

舍本求末
。

他们把中学作为本
,

西学

作为末
,

认为中国从来不用这样一些
“

奇巧末技
’ ` ,

照样出现过全盛之世
,

他们极力贬低乃至抹杀西学对于振兴

近代中国的作用
,

对西学输入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
,

捍卫中学排斥西学
。

面对这种情况
,

洋务派极力表

示坚信礼教立 国的中学具有主导作用
,

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论证西学对于 富国强兵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

这

样
,

随着守旧派和洋务派争论的深人
,

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的逐步加深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
。

魏源的
“

师夷长技
”

所重唯在强兵
,

富国一事是没有看重的
、

除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外
,

更重要的是当时

还不大懂得强与富之间的联系
。

到冯桂芬时的
“
本辅论

” ,

强调的仍是以应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
“
西学

” 、 “

洋

器
” 。

随着洋务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

他们开始感到仅靠造炮船练兵将还远远不能达到 自强
,

要想求强
,

必须

先求富
,

强与富之间是不 可分割的
,

必须走
“

寓强于富
” , “

先富后强
”

的道路
,

在此情况下
,

出现了
“

重商富民
”

的

思想
。

“

重商富民
”

的重商不限于传统上狭义的重视商业
,

而是表示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
、

贸易
、

交通
、

电讯
、

金融

等实业
。

这种重商主张的形成
,

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在认识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

从认识其船坚

炮利
,

到认识其自然科学和制造工艺
,

再到认识其富国有方
,

正是这样对西学的认识的一步步深人
,

为
“

中体西

用
”

文化观增添了新的内容
,

郭眷熹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

郭篙煮 18 75 年在总理衙门任职时
,

于《条议海防事宜》中
,

提出了
’ `

重商贾以为循用西法立基
”

的主张
,

以

十分明朗的态度阐发了
“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
的见解

,

认为西洋立国之本在
“

政教
” ,

其末在
“

商贾
” .

造船
、

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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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末中一节
, “

故欲先通商贾之气
,

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

所谓其本末逗而姑务其末者
” 。

③在当时
,

守旧派以他

们的
“

崇本仰末
”

论为武器
,

推崇
、

捍卫圣道祖训
、

贬抑和反对引进
“

洋学
” 、 “

洋器
”

之时
,

西洋
“

有本有末
”

论成了

对守旧派崇本抑末论的有力驳斥
。

在这里
,

郭篙煮只是想说明
、

中国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
,

应当由浅人深
,

通

过掌握西方立国之末
,

将来才能摹及其立 国之
“

本
” ,

即由末到本
、

循序渐进地进行
。

至于如何把西洋立 国之本

末都学过来
,

中国 自己的那个
“

本
”

怎么处置呢 ? 郭青熹的认识还役有达到这一步
。

进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

随着对西学 了解的愈益深人
,

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了解愈多
, “
西洋立

国有本有末
”
和

“
中体西用

》 ,

如何协调
,

成为时代提出的无法回避的尖锐间题
。

王韬
、

郑观应等人开始批评洋务

事业中的失误
,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初刊 自序》中
,

发挥了郭篙森的
“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
” ,

并进一步具体化
,

指明
“

西人立国
”

之体中包含
“
论政于议院

、

君民一体
,

上 下同心
”

这样关于政治制度的内容
。

可见
,

从郭篙熹到

郑观应
,

其体用观中已经引入了
“

西体
” 、

洋务派的激进分子已经认识到要想学习西方致富强之
,’
体

” ,

就必须对

中国固有的君主专制的
“

体
”
进行改革

。

可见
,

到此时
,

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发展
, “

中体西用
”

文化

观本身在面临着尖锐的挑战
。

但如何从文化观念的层次上
,

做出接受
“
西体

”

的合理阐释
,

对于洋务派的思想

家来说
,

还是很难解开的难题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这种论述已经显露出

无法容下向西方学习经济政教的新内容
。

郑观应等人并没有改变祖宗法统与圣贤名教的自觉与勇气
,

他们既

想用
“

西体
” ,

又不敢革新
“

中体
” 、

陷人探探的矛盾之中
。

虽然郑观应
、

王韬等人对此作了许多论证
,

但都没有

从 自想矛盾中解脱出来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中还是坚持既要议
`
尧舜周孔之道

”

作为
“

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
,

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法度
。

由此可 以得到结论
,

此时的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韵论式所含内容已经发生变化
,

这

种变化反映着洋务运动实践活动的变化
,

反映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的扩大和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内容的深化
,

虽然有关论证处于无法自圆其说的状态中
,

但应 当说已经成为维新变法思潮的前驱先觉
。

如果说 甲午战前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关怀的焦点是

“

富强之术
”
和

“
立国之本

”

的关系
、

那么甲午战后
,

其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开

始普遍关怀
“

政
,
与

“

教
”
的关系

,

并着重从
“

教
”
的内涵来探讨

“

中体
”
的地位何题

。
这一议论重心的转移显然与

中国在战争中韵协狱及战后知识界的认知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

回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结论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

也就是中国人认识
、

学习西学的

过程
,

是一个由表及里
,

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

中国人学习西学
“

是在
`

中体西用
’

宗旨下起步的
,

而

其本身又深深地冲击着
`

中体西用
,

的宗旨
。

用为西学是新学
,

中学是旧学
, `

中体
’

和
`

西用
’

不会互

不侵犯
, 咭

用
’

在
唱

体
,

中会发辞
,

势必不浙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
。 ”

留
`

就其本来意义而言
, `

中体
’

应是对于
`

西

用
’

的限制
,

但
`

西用
,

既借
`

中体为入门之阶
,

便会按自身的要求发生影响
,

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
,

实际却很难如愿
。 ”

⑤尽管如此
,

不能否认
“
中体西用

”
这一文化观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

并

且在实践中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起了很重要
.

的理论指导作用
,

虽然随着时代韵发展
、

其理论存在着很

大的局限性
,

但没有它
、

就没有戊戍变法
、

尽管戊戍变法和洋务运动都不能算是取得了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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