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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西用
一

”
与

“
和魂洋才

”
之比较

口侯明喜

19 世纪中期
,

面对西方
“

文明
”

的严峻挑战
,

中

国和 日本这两个闭关 自守的东方国家
,

都被迫打开
“

大门
” ,

分别启动了以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为标志

的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

中国的洋务运动以
“

中体西

用
”

作为指导思想
,

而 日本的明治维新则 以
“

和魂洋

才
”

作为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总原则
。

二者貌虽

相似
,

实则有异
。

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

争 )和太平天国的内外打击下
,

在昏昏然之中终于感

受到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厉害
,

从而掀起了
“

向西方学

习
”

的洋务运动
。

但是
,

中国是否有必要引进洋务?

洋务如何适用于中国 ? 以洋务名义所介绍的西方技

艺
、

学理
、

经验
、

制度等能否同样在中国行之有效?

… …这些却在清王朝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论战
。

这实

质上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

突
。

而如何实现把西学引进中国这一时代使命
,

则

直接表现为怎样解决中学和西学的关系
,

使之融合

为一个新的文化统一体的问题
。

于是产生 了用
“

主

辅
” 、 “

体用
” 、 ` ’

本末
”

这些概念来界定中学
、

西学关系

的议论
。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
,

作为一种时代思潮
,

也

就应运而生
一

了
。

早在 18 4 2 年
,

魏源就在《海 国图志》中提出学习
·

西方应
`

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
”

`

’ ,

这可看作是
“

中体西用
”

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18 6 1 年
,

玛桂芬提

出
“

L父中国之伦常名教
,

辅 以诸国富强之术
”

一

孔以求

自治宜强
_ ,

2止扯应看二住是分生捧酉少旦
_

勺趁坦里自红雏
~

形
: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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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

洋务派官僚及其思想家如李鸿章
、

薛福成
、

郑

观应等都用体用
、

道器
、

主辅之说
,

具体阐释了
“

中体

西用
”

思想
。

在洋务运动后期
,

郭篙熹提 出了
“

西洋

立国 有本有末
’ ,

③
,

进一步发展 了 中体西 用 思想
。

1 8 9 5 年 4 月
,

上海《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从中西

学问关系的角度第一次明确提出
: “

夫中西学问
,

本

自互 有得失
,

为华 之计
,

宜 以中学为体
,

西学为

用
” ④

。

18 9 6 年 8 月孙家鼎就创办新式学堂的宗旨

而上奏说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中学有未备者
,

以

西学补之 ; 中学有失传者
,

以西学还之
。 ’ ,

⑤在此之

后
,

不仅康
、

梁维新派人士 主张
“

中体西用
” ,

就连顽

固派也大讲中体西用 ;尤其是张之洞著《劝学篇》倡

导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

经光绪帝以谕旨形式强行

推广
,

影响甚大
。 “

中体西用
”

就成为 19 世纪下半期

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
“

流行语
” ,

成为人们探讨中西

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
。

作为多元复合 型 文化 的 日本
,

在平安 时期

( 7 9 4一 1 1 92 年 )就以
“

和魂汉才
”

为原则指导中日关

系
。

幕府末年
,

西学东渐
,

汉学衰微
,

于是取法他师
,

兰学渐兴
。

18 5 3 年 7 月和 1 8 5 4 年 2 月
,

美国海军

准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入东京湾
,

用武 力强迫 日

本打开门户
,

给日本以巨大的震撼
,

日本有识之士遂

将
“

和魂汉 才
”

的师法对
一

象转 向西方
,

提 出
’ `

和魂洋

才
”

:

19 世纪 川 年代洋学家佐久问象山即明确提

出
’

东洋道 德
.

西洋艺术
” 价的日 号一 也即

` ·

和魂宇羊
,

」
,
”

的同 义语
“

川司
”

后的桥本左内和横井小楠也曾明确

少四仑及这 }l d题
_

明脸政府创“巨的互互条誓魁扭)〕;强调: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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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除旧来陋习
,

求知识于世界
。 ”

一时间
,

着西洋服
,

精神—
“

和魂
” 。

食西洋餐
,

跳西洋舞风靡东赢 ;英国的功利主义
、

法 第三
,

二者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现代化的延误或中

国的 自由民权学说
、

美国的人道主 义以及德国的军 断
。 “

中体西用
”

的局限性是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就予

国主义等各种西方政治思潮蜂拥而至
,

形成了 日本 以批判了的
。

由于固守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
,

衰微僵

历史上的欧化主 义时期
。

针对这种重才艺
,

忽视东 化的清王朝已无力领导中国早期工业化
,

近代化的启

洋道德的现象
,

政府颁布了《教育敦语》以振兴集权 动只能依靠地方督抚大臣
,

导致洋务运动的层次低
、

官

主义国家观
。

救语说
: “

吾臣民克忠尽孝
,

亿兆一心
,

僚睦强
、

成效不大
。

同时固守传统教育一文化体制
,

也

世济厥美
,

此乃吾国体之精华
。 ” ⑦要求恢复孔子祭

,

妨碍了西学的传播
。

新式学堂影响甚微
,

西学书籍少

创办斯文会
,

掀起儒学复兴运动
,

以牢牢树立起
`

旧 有人问津
,

西学难以扎根
, “

西用
”

的推广困难重重
。

这

本精神
” 。

这样 日本
“

开国
”

以后
, “

和魂洋才
”

就成为 样固守中体
,

因其制度性障碍延误了近代化进程
。

严

处理日本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一 种模式
, “

东洋道德
,

复对此也不无遗憾地说
: “

其 (中体西用 )害于吾国长进

西洋艺术
”

也成为流行语
。

因此
,

日本资本主义近代 之机
,

少者十年
,

多者数纪
。 ” ⑧

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沿着
“

和魂洋才
”

的路线前 人们常把明治维新当作资本主义近代化成功的

进的
。

典范加以推崇
,

但却忽视了一个要害点
,

这就是明治

二 维新的成功仅仅是西洋艺术和民族精神的成功
,

资产

近代中日两国基于相近 的历史背景
,

相近的民 阶级是和天皇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 日本式资产阶级
。

族境遇
,

在相近的时间里提出了如此相似的 口 号
:

在这种背景下
,

盛极一旧寸的 自由民权运动也只有中途
“

中体西用
”

与
“

和魂洋才
” ,

用 以处理与西方文化的 夭折的命运
。

因此
,

日本的近代化是
“

跋行的
” 。

这种

关系
。

我们分析其二者的相同点是
:

畸形的近代化使得 明治政府大肆推崇
“

和魂
” ,

大搞

第一
,

都是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模式
。

近代中
、

日
“

儒学复兴运动
” ,

大力提倡
“

神道
” ,

并与皇权主义相

两国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

被迫由传统农耕 结合
。

随着皇权观念的法西斯化
,

日本儒学的主要功

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
。

在这不自觉的社会转型 能便成为对外侵略的工具
。

但最终玩火自焚
,

军国主

中
, “

中体西用
”

和
“
和魂洋才

”

乃是东西方文化冲撞后 义不仅炸毁了东亚早期各国近代化的初步建树
,

也最

的融合折衷模式
。

尽管二者均是尽可能地将外来文化 终炸毁了日本早期近代化成果
。 “

和魂
”

的畸形发展

限定在原有文化模式中
,

但毕竟是第一次冲破了传统 使得 日本付出了近代化中断的沉重代价
。

夷夏观念的束缚
,

给西学以一定的地位
,

从而有利于近 在探讨了两种文化观的相同点之后
,

我们更应

代文化的擅变
,

也有利于开创近代化的新途
。

注意到其不同点
。

正是这些差异
,

表明了近代中日

第二
,

二者的内涵不断演变
。 “

中体西用
”

和
“

和 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

魂洋才
”

都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
。

随着对西 首先
,

主客文化在各 自模式中地位有所不同
。

方文化认识的加深和变革的 日渐深人
, “

西用
”
的内 在

“

中体西用
”

模式中
, “

中体
”

与
“

西用
”

的关系
,

无论

涵 日渐拓展
,

而
“

中体
”

内涵却 日渐缩小
。

在郑观应 具体阐释如何
,

无外乎都是 以
“

主辅
” 、 “

本末
” 、 “

体

的最初阐释中
, “

中体
”

包括政治秩序和道义观念
,

如 用
”

等传统哲学范畴来概括
。

所谓
“

中学其本也
,

西

刑政
、

法制
、

风俗等 ; “

西用
”

只包括洋器洋技之长
,

如 学其末也
。

主以 中学
,

辅以西学
。 ”

哪怕是曾批评中

火器
、

轮船等
。

在 18 7 5 年郭篙煮阐明
“

西洋立 国有 体西用的严复
,

在 1 9 12 年就任北大校长时
,

提出的

本有末
”

之后
,

西用 的范围逐渐扩展
,

已由船坚炮利 办学宗旨仍是遵循
“

中体西用
”

原则
。

学贯中西的陈

逐渐扩展到西方的科学技术
、

经济模式
,

甚至推及政 寅格更是服膺张之洞 的
“

中体西用
” 。

而在 日本的

治体制
。

这样
, “

西用
”

竟然把
“

西体
”

囊括进来了
。 “

和魂洋才
”

模式中
, ` .

东洋道德
”

与
“

西洋 艺术
”

是并

而
“

中体
”

已剥去政教法度
,

剩 卜的只有理学家宣扬 列的
,

即所谓
“

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
,

以西

的世代相袭的
`·

尧舜文武
”

的法统和
` ·

危微精 一 ”

的道 洋艺术诸科学为纬
。 ” 娜经纬交织

,

相互钩贯
,

没有本

统
二

1[ 本的情形
一

与中国也颇相似
、

不过
,

石
:

明治二 末
、

光后
、

轻重之分 正因为如此
,

日本在引进西方
一

}
·

年 ( 18 7 7 年 ) 以后
,

情形有所改变
二

明治政府从皇 文化 上
_ ,

表现出比中国更为积极开放的态度
、

权 主义出发
,

排挤西洋思想
,

扣崇 日本民族 固有传统 其次
,

指导思想的贯彻情况有所不同 在
. `

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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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用
”

思想指导下
,

只局限于引进西方器物层次的文

化
,

这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呈现出明显 的层次

性
: 六十年代涉及器物层面 ;七八十年代才推至制度

层面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深人到文化层 面
。

而

在不同层面的进展 又十分缓慢 ;即便同一个层面 的

演变
,

也十分迟缓
。

究其原由
,

是因当时人们在观念

形态上
,

一直未脱离
“

西学源于 中学
”

或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案臼
。

而 日本的情形较之中国却不一样
。

日本明治政

权克服内部的各种纷扰
,

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从模

仿西方的器物层面跃进到制度
、

思想文化层 面
。

外

来文化推进之迅猛
,

较典型地体现在欧化主义时期

作为
“

文化开化
”

象征的
“

鹿鸣馆
” 、

西洋式建筑
、

西洋

礼仪
。

传统主义在此被抛得一干二净
,

以致 日本人

可以这样回答德国人的提问
: “

我们没有历史
,

我们

的历史从今天开始
。 ” L即使在明治后期推崇传统

,

复兴儒教之际
,

西方的法律
、

政治体制仍然为畸变的
“

和魂
”

披上了
“

文明
”

的外衣
。

一位亲历这一时期的英国学者霍尔
·

张伯伦惊诧

日本
“

在一瞬间从武士发髻的时代经历文艺复兴壮举

而进入了近代
。 ”

他感叹地说到
: “

他感到 自己突然长

到四百岁
。 ’ ,

⑧他的感觉并非夸张
,

日本不是仅用二十

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欧近四百年的社会转型吗 ?

近代中日两国同样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
,

都急

需富国强兵
,

抵御外侮
。

中国作出了
“

中体西用
”

的

选择
,

最终陷入了半边缘化和衰败化深渊 ;而日本作

出了
“

和魂洋才
”

的选择
,

成功地抵制了边缘化趋势

并发展为独立的工业国
。

之所以有如此迥异的选择

和结果
, “

既取决于外来挑战的性质
、

特征和强度
,

更

取决于被挑战者主体本身的内在结构的牢固性
、

发

展水平和应付外来挑战的手段和能力
。 ” L外来侵略

的强度之异
,

自不待言
。

日本仅处在西方向东方进

行殖民化推进的最远部位
。

殖民者侵略的重点放在

物产丰盈而又处于沉睡中的
“

天朝上国
” 。

就内部结

构牢固性而言
,

日本传统的幕藩体制和将军一幕府

二元结构
,

在外来挑战下易被摧毁
,

继而以天皇为新

的权威而进行社 会整合
,

形成近代民族 国家 而中

国大一 统的政治格局和独特的政治文化相结合
,

加

强了中国传统历史结构的牢固性 ; 而 日
_

华夏文明长

期是向外辐射的
,

这就 导致 了当时 中囚对
一

外来挑 战

业反应担过坦钝卫应土二
_

多之
, _

外工嵘略
_

自红强度大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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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内在结构牢固程度上的差异
,

是影响中日两国面

临挑战而作出不同决策的重要原因
。

但作为一种文

化模式
, “

中体西用
”

与
“

和魂洋才
”

更主要地说明了

两国文化价值取向和历史传统结构的差异
。

中华民族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
“

天下 国家
”
和

“

夷夏之防
”

的儒家理论的核心价值观
,

也即以中国

中心观来认识世界
,

并构筑了自足发展的大陆帝国

体系
,

形成了华夷一册封体制
。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
,

只有或战或抚等较为单一的方式
。

所以在西学输人

时
,

有人就用传统思维引经据典地论证
“

中学原来是

西学的师祖
”

与
“

西人由外归中
” ,

将西学改装成不中

不西的东西
。

所以对西学的吸取
,

都是在排外
、

保守

的心态下被迫进行的
。

这也就难怪会采取
“
中体西

用
”

的方式应对来 自西方的挑战了
。

而 日本却没有强烈的 以 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

序
,

没有册封体制观念
。

随着
“

兰学
”

的发展 (
“
兰学

”

后期发展成
“

洋学
”

)
,

日本已能将 自身视为一国
。

更

重要的是 日本历史上有着大规模 自觉地接受外来文

化的传统
,

有着
“
和魂汉才

”

的经历
,

形成了多元的外

向型文化
,

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为敏感
。

所以在面

临西方挑战时
,

很快就认识到
“

宇宙形势之变化
,

学

习有用的技能
,

或者去外国留学进行实地学习
,

此乃

最重要之事
。 ” L于是由明治政府把

“

寻求知识于世

界
”

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

这样外来威胁的刺激并

没有抵制 日本的近代化
,

也没有影响到 日本 自主性

的选择
,

相反却提供了追赶西方的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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