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9-11-26

[作者简介 ]冯君 ( 1966-) ,女,四川广安人, 嘉应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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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朴素的西学理论萌生 、初步实践和发展 、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三

个发展阶段 。在此发展过程中,西学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学的主体以及对象发生了变化,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也

发生了根本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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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是近代中国不能回避的敏感话题, 西学观

是近代中国对西方认识 、了解的集中反映, 同时也是

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 、政治史 、经济史 、外交史 、科学

技术史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

证发展,是中华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 、经过艰辛的探

索得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近代中国社会

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

次鸦片战争,是朴素西学理论在中国的萌生阶段,以

林则徐 、魏源等人为代表, 其中以 《海国图志 》为典

型 。第二阶段从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是

西学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实践和发展阶段, 以曾国藩 、

李鸿章 、左宗棠 、郑观应 、冯桂芬 、洪仁玕等为代表。

第三阶段从 《马关条约》的签订至 1919年五四运动

之前, 是西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以

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 、陈独秀等人为代表。

一 、朴素西学理论的萌生阶段

明清时期, 以利玛窦 、汤若望 、南怀仁为代表的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 也介绍了

大量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科学技术

成就,包括天文 、历法 、地理学 、数学 、物理 、工程学 、

火炮制造等 。但当时中国主流社会对西学的态度始

终是居高临下, 或者认为西学源自中国,或者认为除

极少部分可取之外, 西学没有实际价值。西学始终

没有改变其 “奇技淫巧 ”的地位,如著名思想家王夫

之在《思问录外篇》中认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

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道理之

可守也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前都没

有改变 。即使是主张严禁鸦片 、开明地主阶级的有

识之士林则徐, 对西方的认识也是较为肤浅和片面

的。 1839年, 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认为:

“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

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 吃水深

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 惟不与

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

遇水浅沙胶, 万难转动, 是以货船进口, 亦必以重赀

请土人导引, 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

一进虎门, 旋即惊吓破胆, 回澳身死, 是其明证。且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 俱非所娴, 而其腿足缠

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 若至岸上, 更无能为。是其

非不可制也 。”
[ 1]
鸦片战争已经开战在即,而以道光

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对西方的认识仍非常肤浅

和片面,甚至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

的认识都是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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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使近代中国社会开始

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思想领域内也相应发生了变

化,在封建的士大夫集团中,有少数进步思想家开始

从 “天朝上国 ”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敢于正视现实,承

认落后和技不如人,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政治主张,

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代表人物有

林则徐 、魏源等人 。鸦片战争失败后,顽固派仍然不

承认落后, 斥西方先进技术为 “奇技淫巧”。针对顽

固派的攻击, 魏源认为:“有用之物, 即奇器而非淫

巧 ”。在 1846年编著的 《海国图志 》中, 魏源明确提

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魏源认为:“未款

之前, 则宜以夷攻夷, 既款之后, 则宜师夷之长技。

夷之长技有三:战舰 、火器 、养兵练兵之法 。”
[ 2]
这成

为其后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依据 。以魏源为代表的

中国地主阶级中的少数开明知识分子, 痛定思痛,已

经开始承认 “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存在许多技不如

“西夷”之处,他们已经知道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

寻找先进东西来挽救国家民族危机, 抵抗外来侵略。

当然, 这一时期的西学观是朦胧的 、比较肤浅的, 即

夷之长技主要都是与军事工业有关, 而对于资本主

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巨大优势, 他们还没

有认识到。尽管如此, 他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中国的

不足和落后,而且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先进军事技

术和其他近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和强烈愿望, 这本身

就是巨大的进步 。魏源提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

主张, 标志着中国近代朴素的西学理论的萌生,为中

国人民探索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内容和

指明了方向,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是巨

大的。魏源提出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体

现了他的科学求实精神, 同时也是他的学习原则。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

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 ”
[ 3]
。这已

成为当时洋务派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恩格斯指

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

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 4]
当时, 中国社会对

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的需求成为洋务

运动开展的巨大动力。

以洪秀全 、冯云山为代表的中国农民阶级,也同

样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和困惑, 急切想从

西方寻找中国救亡发展的方案, 但由于农民阶级的

局限性,洪秀全借用了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外形,并与

我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拜上帝教,

农民阶级也提出了本阶级的西学观, 并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

二 、西学理论的初步实践和发展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以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及其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及

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861年 8月,曾国藩在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

中赞成奕讠斤等要求购买外洋船炮的主张是当时救时

之第一要务, “凡恃己之所有, 夸人之所无者, 世之常

情也;忽于所习见, 震于所罕见者, 亦世之常情也 。

轮船之速, 洋炮之远,在英 、法则夸其所独有, 在中华

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 据为己物, 在中华则

见惯而不惊, 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
[ 5]
。李鸿章认

为:“臣查西洋诸国, 以火器为长技, 欲求制驭之方,

必须尽其所长, 方足夺其所恃。”
[ 6]
“西人专恃其枪炮

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 、小

枪 、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复枪炮;向用之帆篷舟

楫 、艇船炮划, 不敌彼轮机兵船, 是以受制于人 。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 。”
[ 7]
“中国

积弱, 由于患贫, 西洋方千里, 数百里之国之所以富

强,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

矿,铁路 、电报 、信局 、丁口等税 。酌度时势, 若不早

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 以弱敌强,

未有不终受其弊者。”
[ 8]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对

西方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方面, 尤其对西方

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印象深刻。如洋务派最有成效

者李鸿章甚至认为, 西学的优势仅在科学技术层面 。

“只是军器 、铁路 、电信及其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

最长之处, 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
[ 9]

同时, 基于对西学的认识,以及借助地方实力派

的力量和与西方列强建立起的 “亲密 ”关系, 洋务派

把中国近代西学理论付诸实施,创办了一系列近代

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以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等

为代表的洋务派成为中国近代西学理论的最早实践

者,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

生和发展。

在实践基础上, 西学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由此,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发展进入西学理论的

初步实践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 西学内容与理论

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且涌现出一批西学理论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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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 。如冯桂芬,他在 《制洋器议 》篇中明确指出

中国在四个方面不如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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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因此, 他认为:除坚船利炮之外, “至西人之

所擅长者,历算之学, 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 ”
[ 11]
。

这一时期,西学理论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当数郑

观应, 他在《盛世危言 》中对西学进行更加详细的介

绍和分类。他认为西方学校教育包括:“一经学 、二

法学 、三智学 、四医学 。经学者, 教中之学, 即是耶

稣 、天主之类;法学,考古今政事利弊异同, 及奉使外

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

语言之类;医学者, 统核全身内外诸部位, 经络表里

用病源,制配药品,胎产接生诸法。技艺院者,汽机 、

电报 、采矿 、陶冶 、制炼 、织造等事 。格物学院与技艺

院略同,大抵多原于数学, 数学则以几何原本为宗,

其次力学, 力学者, 考究各物之力量 。化学者, 核金

石 、植物 、胎卵 、湿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为天学 、测

步 、五星 、七政之交会伏留, 其次为航海之学必娴于

地理 、测量 、驾驶者, 方能知船行何度, 水性何宜, 台

飓沙礁若何趋避 。武学院课与实学院同, 但多武艺 、

兵法 、御马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 、银行 、文字三者

为宗, 其于各国方言土产, 水路陆程, 税则和约,以及

钱币银单, 条规则例, 公司保险各事, 无不传习。农

政院 、丹表院 、律乐院 、师道院 、宣道院 、女学院 、训瞽

院 、训聋喑院 、训孤子院 、训罪童院 、养废疾院, 更有

文会 、夜学 、印书会 、新闻馆 、别有大书院九处, 书籍

甚富, 听人观览借钞, 但不能携之出院, 每岁发国帑

以赡生徒, 其教法之详, 教思之广如此 。”
[ 12]
郑观应

对西学进行了较完整的介绍, 同时,他还对洋务运动

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

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 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

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 技艺未专,

而授受之道未得也 。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 条分缕

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

中国幅员之广, 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 何难驾西

人而上之哉 !”
[ 13]

在这一段时期, 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也提

出了自己的西学理论和西学纲领, 最典型的就是洪

仁玕的 《资政新篇 》。洪仁玕作为中国近代农民阶级

的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已经开始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 、经济纲领, 试图把资本主义的

先进思想和当时中国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用一种

超越传统的 、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当时的太平天国农

民起义 。洪仁玕主张向西方学习, 他对西方的认识

真实而且深刻, 他的西学理论已经大大超过魏源,也

超越了同时期农民阶级的其他政治家和思想家, 处

于时代的最前列 。

三 、西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

甲午战争的失败, 标志着中国近代轰轰烈烈 30

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社会各阶层都在进行认真反

思,特别是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

派,对洋务运动进行了认真 、深刻的反思。如梁启超

认为:“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 鄙夷泰西为狄

者无论矣, 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之人如李鸿章 、张

之洞之流, 亦谓西法之当讲者, 仅在兵而已, 仅在外

交而已,曾无一人以蓄养民力, 整顿内治为要务者,

此所谓不务本而欲齐其末 。故虽日日言新法, 而曾

不见新法之效也。而彼辈病根之所在, 由于不以民

为重, 其一切法制, 皆务压制其民, 故不肯注意于内

治,盖因欲兴内治,不能不稍伸民权也 。观于湖南之

事,乃知陈宝箴 、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 、张之

洞万万矣。”
[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一文认为,洋

务运动时期,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比较肤浅:“当时之

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

之外, 更有其他学问, 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 亦确无

他种学问可见。”
[ 15]
在《读西书法》一文中,梁启超曾

这样评价洋务运动时译著的水平:“中国译出各西

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 西人政学日出月新,

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 至今亦率

为彼所吐弃矣。惟算学一门, 西人之法无更新于微

积者, 而当时笔受诸君又皆精于此学, 不让彼中人

士,故西书中以算学为最良也 。”
[ 16]
谭嗣同 1898年

在南学会的讲义中提出了 “学问救国 ”的主张,强调

科学技术与国家兴亡发达有密切的关系 。 “鄙人深

愿诸君都讲究学问, 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所谓学

问者, 政治 、法律 、农 、矿 、工 、商 、医 、兵 、声 、光 、化 、

电 、图 、算皆是也 。”
[ 17]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选

择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主义思想,并实施了自上而

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从 1898年 6月 11日到 9月 21

日,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政治 、经

济 、文化教育的法令。在政治上, 提出了兴民权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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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 、君民共主等, 要求新兴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

权,变封建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

度;在经济上, 主张以商立国, 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

义工商业, 设立农工商总局, 提倡私人兴办近代企

业,奖励发明创造,修筑铁路, 开采矿产资源, 改革财

政等;在文化教育方面, 废除八股, 变科举, 提倡西

学,建立近代新式学堂, 派遣留学生, 学习西方政治

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

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全方位发展资本主义, 虽然没

有成功,但对中国近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

期,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较完整 、科学的西学观, 西学

已经完全合法化,并成为时代潮流, 许多知识分子为

了追求国家富强之策, 远渡重洋,到日本 、欧美等国留

学,学习西方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制度。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提出了更加科学 、合

理的 “三民主义 ”纲领, 西学理论进入进一步完善与

全面实施阶段 。此时, 中国近代社会也进入新的阶

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

失败, 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民主

和科学的旗帜下,以陈独秀 、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继续进行不懈的追求和探索, 在

茫茫的西方理论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

逐步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总之,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的西学理论进入进一

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 中国学习西方发生了根本

性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西学的范围扩大,由

以前只注重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学习转变为

全面的学习,也开始甚至更加注重思想 、文化 、制度

的学习 。第二,西学的对象发生变化,由以前以欧美

为主变为以日本为主, 后来逐渐转为向苏俄学习。

第三, 西学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由居高临下 、被迫

学习变成虚心 、主动的学习。第四, 西学的主体发生

变化,由政府的强制行为变成民间甚至全社会自觉的

行为;各阶级 、阶层及其代表人士从挽救中华民族危

亡的目标出发, 各自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重

点,整个中华民族都行动起来,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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