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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与历史合力

— 读《西学东渐记》有感

宋 翔

摘 要 : 本文从容闺回忆录— 《西学东渐孚动 切入
,

描述了西方世界对近代中国社会持续不断地进行文化渗透的过程
,

其中以教

会传教士为先锋
。

对于落后的事实
,

中国官方与民间
、

沿海与 内陆的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 了戏剧性的变化
。

在历 史合力的作用

下的西 学东渐逐步成 为时代潮流
,

影响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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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在

此之前的近代史发展过程中 无论革命或是反动 激进或是保守
,

众多政治领导人物更容易汇聚后人的目光
,

但他们大都主宰了某

一历史时段 而未能参与到近代史的全程
。

然而 并非时代弄潮儿
的容闲

,

从 1 8 2 8 年出生直至 19 12 年去世
,

却有幸见证了这段历

史
。

容闲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 舒新城认为 岁无容闲 虽不能

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
,

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
是另一个样子

。 ” 11〕他的生命历程就是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且有迥
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

容闲的英文回忆录 M y iL fe in c ih
n 。 。 n d

Am e ir ca ( 《西学东渐记》)是展示其成长轨迹
、

思想演变和历史贡献
的重要依据

。

关于容闲的研究 国内学界先后有三部相关传记问世
l2] ,

研究的拓展性呈现出递进的趋势
。

对于 M y iL fe in c h in 。 。

耐
Am e ir ca ( 《西学东渐记》)的研读 多是从容闲的爱国情怀和其促进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展开 l3] 。

本文就历史合力作用下的
“

西学东

渐
”

谈一点个人浅见 还请专家斧正
。

一
、

欧风美雨持续不断

明万历年间 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而中国相对却驻足

不前 早已不复唐宋时代引领全球之勇
。

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搅动

了中国这潭死水 他们在积极传播教义的同时 也输入了不少科学
技术

。

中国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但在思
想上的触动较小 依然做着

“

天朝上国
”

的迷梦
。

18 世纪中叶 耳随禾

会在中国遭禁 在欧洲本土被解散 朋末清初以来西学东传在两头

被限制 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活动持续不断
。

此后 清王朝一直

视西方教会为洪水猛兽
,

而欧洲各国对东方殖民扩张的势头早已

不可遏制
。

19 世纪初 西学的大规模输入又卷土重来
, “

英国伦敦会传教
士马礼逊揭开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

。 ”

#11] 83 4 年 8 月
,

马礼逊

去世
。

他在广州和澳门两地前后活动了 27 年 得到众多在华外国

人的尊重
。

捐资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号召得到响应
,

生活在澳

「]
、

广州等地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慷慨解囊
。

容闲就读的马礼

逊学堂就受马礼逊教育协会的管辖
,

这所于 1 93 9 年 11 月 4 日正
式开学的学校正是容闲留学梦开始的地方

。

英美传教士和其他人
士创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及学校 其目的绝不仅仅在于慈善

。

他们一

方面期望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地向中国民众播撒基督福音
,

另一方

面希望以此推动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从而在文化观念上同化中国
。

尽管学校条例中明确规定不以是否信仰基督教作为收录学生入学

的条件 但作为一所由传教士执教和管理的学校 其浓厚的宗教色
彩不言而喻

。

后来容闲旅美加入教会 与他早年所受的宗教熏陶是
分不开的

。

这一点从 M y iL fe in C ih n a

an d A m e ir ca ( 《西学东渐记》)
中容闲对上帝的热情赞美和对西教经典的熟练引用得以验证

。

二
、

庙堂江湖主次置换
18 40 年鸦片战争前后 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

,

以林则徐
、

魏源
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扫除闭关锁国的文化心理屏障

,

秉承明清之

交接受西学前辈的求索精神
,

睁眼看世界
,

提出
“

师夷长技以制

夷
” 。

在他们看来 西方诸强在战船
、

火器以及养兵练兵方法上具有
明显的优势 而恰恰忽视了西式教育对西人思想

、

文化等素质的明

显提升 这才是欧美各国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根本之所在
。

从鸦片

战争到洋务运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 正好是一代人的兴替 很
遗憾位于统治上层的官绅士人明显存在向学习西方的断层

,

没有

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重新崛起
,

这与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具有
“

本位文化异体排他陛的主导功能
, ’

有关 扩
`

对外来文化的融汇内化

力与抵拒排斥力适成正比
” l5] 。

与统治阶层苦苦挣扎于
“

夷夏之辨
”

不同 厂部分乡土村民对于西学的心理和道德负担则要减轻许多
。

为了打破文化障碍 敷会以提供免费食宿为诱饵 来吸引贫民子弟

入学 容闲正是受益于此
。

在教会学校读书期间 容闲经邻居介绍
到教会的印刷所打零工 因背诵英文字母获得田间老农

“

好几捆稻

子
”

的奖励 l6] 。

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 起码要

遭到羞与为伍的待遇
。

而到了清末民初 这种状况发生逆转 能在
中等以上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及以上家

庭 这一时期的留学生
“

多数出身于地主
、

官僚
、

资产阶级家庭 其

中还有些是大官僚买办的子弟
。 ” l7]

优越的地理位置 较轻的文化负担 加之沿海地区人民敢于拼

搏的传统 使得近代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
、

澳地区教会学校的

学生
。

作为早期留学生代表之一的容闲于 1 850 年远渡重洋 来到

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读书
。

在徜徉于异域文化殿堂的过程中
,

容闲亲身体会到中国社会文化的落后与不足
,

毕业后他放弃了在

美国的优厚待遇只身回国
。

他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 扩
`

以西方

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l8] 经过他的多

方奔走和积极争取
,

清政府于 1 8 7 2 年选派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

计划这些学生在中学毕业后
,

学习西方军事
、

工业等众多高端技

术
。

尽管 1 8 8 1 年清政府 目光短浅 改变政策勒令这批学生中断学
业归国 但他们归国后依然对西学的传入有所建树 对后来的留洋

活动影响深远 他们之中的詹天佑
、

唐绍仪
、

梁谕等人长期活跃于

历史舞台
。

此外 启 1 8 7 5 年起 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陆续派遣
学生到欧洲各国学习海军技术 闻名于世的严复就是其中一员 学
成归国后的严复在军事上成绩平平 反而是其译作的《天演论》如

暮鼓晨钟 极大警醒了甲午惨败后的中国社会民众 西学东渐的高
潮随之咆哮而至

。

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寥寥无几不
同

,

甲午战争之后的留日学生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官助
、

自费等形

式各异 厂时间东渡扶桑探求日本崛起之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

与

学习纯正西学的欧美派相比
,

留日学生的功利性与速成性更加浓
重 加之所学内容已属

“

二手转销
”

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

不过 西
洋和东洋留学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博弈 颇有

“

劣币驱良币
”

之感 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 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的前进方

向
。

(下 转第 7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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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

道德滑坡等社会现象都与民生密切相关
。

这就要求考生必须

掌握当前的国家政策动态
,

能够从热点现象中明确政府应当履行

什么职能 维护好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转
。

比如文化软实力建设这一主题
,

它涉及到的政策理论就有三

点
。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是党的十八大关于
“

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的强调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

、

大繁荣的论述
。

它涉及到的热点知识有公民道德素质的提

升
、

文化反
“

三俗
”

以及净化网络文化环境
、

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公

共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

全民阅读行为的养成与建设等
。

考生如果对

这其中的舆论政策和政府管理职能不甚了解的话
,

难免会使对策
的提出不够全面 同时还会影响文章写作题的理论政策高度

。

(三 )掌握政府行政职能

行政职能是行政机关在管理活动中的基本职责和功能作用
,

主要涉及政府管什么
、

怎么管
、

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
。

政府的行政
职能包括政治职能

、

经济职能
、

文化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 l2] 。

当然
,

公务员考试毕竟不是行政管理考试
,

它非常灵活地把对考生是否

具备这一能力的测试蕴含在一定的情境中
,

尤其是以提出对策题
型为主进行测试

。

在提出对策这一题型中 大纲要求考生提出的对

策要具有可行性
、

操作性
、

针对性等基本要求
。

对于多数考生来讲
,

可行性和针对性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

难点就在如何体现对策的可

操作性 即如何体现落实对策的部门和具体实施的步骤与方法
。

1
.

如何体现对策中
“

可操作的部门
” 。

比如政府的市场监管这
一经济职能

。

涉及到市场监管的社会热点问题主要有食品安全
、

药

品安全
、

产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等问题
。

政府的监管要想确保到

位 必须经由一定的政府部门来实现 这些监管部门就是考生在提

出对策时需要强调的操作部门
。

所谓监管即是指监督和管理 政府
监督主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监督

、

司法监督
、

社会团体监督和舆论

监督来实现
。

监督手段主要通过人民群众积极举报
、

新闻媒体监督
和行业协会主动引导 ; 而管理部门具体有国务院及下设食品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药品监督管理局
、

安全监督
管理局以及各地工商局

、

质监质检局等
。

甚至在出现重大食品
、

药

品
、

安全生产事件时还要临时成立工作组 由政府联同公安
、

医疗
、

消防以及相应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合作
,

共同解决某一突发社会事

件
。

考生要想体现操作的部门 必须根据材料反应的问题的主要方
面 选择相应的对策 在四至六条对策中体现出相应的部门或操作
对策的责任人来

。

2
.

如何体现对策中的
“

步骤和方法
” 。

在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

对策时 ( 以 201 2 年国考为例 ) 淡到了提高对问题食品的检测能力

这一条 涉及到的操作部门一定有质检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而

具体的步骤也必须与这一机构的职能发生联系
,

比如从源头管理
、

市场准入
、

产品抽检或是进出口把关等方面增强相应的检测手段 ;

增加仪器设备和使用先进的检测手段 ; 检测人员要主动了解当前

食品的制假动态 善于从产品的外观捕捉到产品的违禁添加物 为
产品质量监督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寻找到直接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等
。

也就是说 在提出对策过程中 厂定要有可以依据的手段和确
实可行的办法

。

行政管理思维在申论考试中的应用并不是十分具体可循的
,

而是渗透在申论考试的过程中和答卷的整体思维里
。

考生只有通

过多读
、

多看
、

多写等方法强化训练提高阅读及写作能力 形成扎

实的文风和敏锐的洞察能力 才能为未来打好基础 更好地服务于

政府机关工作的建设与需求
。

本文为吉林警察学院院级项目
“

公安院校公务员考试辅导课
程研究

”

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豹k y 2 0 1 3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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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东南沿海较早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 位于中华腹地的河

南省则姗姗来迟
。

容闲早在 1 850 年就横渡太平洋 赴美求学 而近

代河南直到 1 909 年才出现留美学生
。

开封人秉志于 1 909 年通过庚

款留学考试 成为河南留美学生第一人
。

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程中
,

秉志与半个多世纪前的容闲一样 满怀拳拳报国之心
。

19 14 年 他
与任鸿隽

、

赵元任等一道发起和组织
“

中国科学社
, ’

担任董事之职
,

出版发行了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 《科学》月刊
。

经济落后加之思

想保守 坷南的留学活动一直步履维艰 相对于其他各省的轰轰烈
烈 河南

“

独寂然
, ’

直到 1 904 年 时任直隶总督的河南人袁世凯
“

捐

银万两寄河南巡抚 清派学生出洋
。

如款不足 即留学日本亦可
。

于

是 河南学务处仿直隶设立 遂有考试出洋游学之令
。 ” l9] 从近代到当

代河南全方位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 与此不无关系
。

三
、

结语
恩格斯指出 岁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

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后果 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
。 ” 11 0]基督教

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纽带 力图沟通东西文化交流 开启了西学东

渐的大门 但随后的历史进程就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和控制的
。 “

历

史是这样创造的 : 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

中产生出来的
,

… …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

… … 每个人的意
志— 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

、

终归是经济

的情况 ( 或是他个人的 或是一般社会性的 )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他自己的愿望 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 厂个总
的合力 ,’’’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
里面的

。 ” 11̀〕来华的外国人 (包括传教士
、

外交家
、

官员等 )和出洋的

中国人 (包括旅行家
、

商人
、

外交官
、

留学生等 )是西学东渐借助的

双向媒介
,

中西方文化之间产生了猛烈的碰撞与融合 对近代中国

文化的涅架具有重大意义
。

尽管这种结果与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的预先设想完全不同 但无疑是

“

历史合力
”

的胜利
,

同时 西学东
渐或者说全球化的浪潮仍在继续 我们仍要面向世界 ,st 采众长

。

中国近代文化前承古代后启当代
,

我们应该客观清晰地认识其复

杂多变的过渡性特质 既不能一贬到底 汉不能捧上云霄
。

唯有如

此
,

才能不辜负容闲等留洋先辈为西学东渐乃至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所付出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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