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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代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历程是不断深化的 ∀最初是经世派提出 / 师夷长技0口号 � 接着 

洋务派继承这一口号 � 并掀起一个引进西方技术的实际运动 � 稍后 � 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发 

达的格致之学 � 从而将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发展到 / 理0与 / 学0的理论层面 ∀但在整个近代前期 �中国人 

都是在/ 西学中源0说和/ 中体西用0论框架内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 ∀这表明人们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近代科学及 

科学文化的性质 � 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 ∀ 

关键词 � 近代前期 �科学思潮 � / 师夷长技0 �格致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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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 � 伴随着西方列强炮火 ! 

鸦片烟的涌入 �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也不以侵略者意 

志为转移地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 ∀在深重的民族危 

机刺激下 � 一批批先进中国人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 

在中西对抗中大显其威的近代科学技术 ∀学习西方 

科学技术 � 传播西方科学技术 � 很快成为他们的执著 

选择 �由 此形成 一 股社 会 思 潮 ∀ 在 近 代 前 期 

����� ) ) ) �����的半个多世纪里 � 这股科学思潮是 

始终发展和不断深化着的 ∀最初是经世派明确提出 

/ 师夷长技0的口号 � 接着洋务派将这一口号付诸实 

践 � 掀起一个广泛的运动 � 而部分敏锐的知识分子则 

提出要大力讲求格致之学 �从而将中国人的科技观 

由感性器物层面转向/ 理0与/ 学0的理论层面 ∀ 但 

是 � 在整个近代前期 � 中国人都是在/ 西学中源0说和 

/ 中体西用0论框架内提倡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的 ∀这表明 � 中国的先进分子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 

科学及科学文化的性质 �中国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 

萌发和初级阶段 ∀ 

一 

以林则徐 !魏源 !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派是近代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他们在鸦片战争的 

惨败辱国触动下 � 开始了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 

的最初历程 ∀亲身的经历和外国传教士的零散介绍 

帮助他们迅速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优越性 ∀ 

林则徐在督粤期间就指出 � 英军/ 以其船坚炮利而称 

其强0 � / 乘风破浪 �是其长技0 ≈��卷�� � �� ∗ ��� ∀ 徐继畲 

在5瀛环志略6中极口称赞西方侵略者火器 !轮船之 

精妙 � 说 / 船之行也 � 轮激水如飞 � 瞬自不见 � 一昼夜 

约千余里0 � / 可谓精能之至0 ≈��卷� � ��� ∀梁廷枬在5海 

国四说6里也详细介绍了轮船 !火车及蒸汽机的工作 

原理及其优点 ∀ 而魏源更是以5海国图志6中的 �� 

卷篇幅专门介绍西洋火轮船 !洋炮 !炸弹 !炮台及水 

雷的原理 !制法用用法 � 并且明确指出 � / 夷之长技有 

三 � 一战舰 �二火器 �三养兵练兵之法 ∀ 0 ≈��下册 � ���� 据 

现有资料统计 � 鸦片战争后近 �� 年间�道咸两朝� � 

国内有 �� 人谈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 ≈���� ∀ 由此可 

见 � 当时社会上对西方的/ 长技0已有一定程度的普 

遍认识 ∀ 

在阐明/ 夷之长技0的内容后 �经世派进一步提 

出了/ 师夷长技0的主张 ∀ 林则徐率先提出/ 师敌之 

长技以制敌0的口号 ∀稍后魏源明确主张/ 师外洋之 

长技0 ∀他主张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 � 聘用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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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船炮技术 �购买洋船 !洋炮 �只要这样 � / 不旋踵 

间 � 西洋之长技 � 尽成中国之长技0 ∀ / 富国强兵不在 

一举乎 � 0 ≈��上册 � ���� 在5海国图志6中 �魏源进一步把 

自己的主张概括为/ 以夷制夷 �以夷款夷 �师夷之长 

技以制夷0的方针 ∀在他看来 � / 师夷长技0是为了强 

兵御侮 � 科学技术是强兵御侮的有效武器 � 因此像战 

舰 !火器 !养兵练兵之法这些在/ 西洋诸国视为寻常0 

的绝技 �我们都应该学习 ∀ 为此 �他建议设立造船 

厂 !机器局 � 出资延请洋匠为师 ∀ 难能可贵的是 �魏 

源在宣讲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同时 �还初步提出了 

学习西方民用技术 !建设中国民用工业的主张 ∀ 他 

说 � 造船厂 !机器局可以造各种工具仪器 �如/ 量天 

尺 !千里镜 !龙尾车 !风锯 !水锯 !火轮机 !火轮舟 !自 

来火 !自转碓 !千斤秤之属 � 凡有益于民用者 � 皆可于 

此造之0 ≈��下册 � ���� ∀ 魏源甚至开始触及到中国传统 

科举取士制度 � 除一再主张延聘西方科技人员外 � 还 

强调要学习西洋/ 专以造舶 !驾舶 !造火器 !奇器 �取 

士抡官0的取士制度 � 改革中国武试专以/ 弓马技勇0 

取士的做法 � 并主张先在广东福建设立水师科 � 选拔 

水师将官 ∀ 

林 !魏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0主张在当时引起很 

大反响 �士大夫阶层和一船知识分子中很快出现了 

一股学习和钻研西洋舰炮技艺的热潮 ∀ 广州十三行 

商中的有识之士即有试验制作新式火炮的 �潘仕成 

���� 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 � 掌云南监察御史福珠隆 

阿主张仿制火药与/ 千里镜0 !/ 西瓜炮0等 ∀ �� ) �� 

年代 �中国士人刊刻的有关枪炮火药制造和火器攻 

防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有 �� 种之多 ≈���� ∀ 

接下来的洋务运动继承和发展了经世派的/ 师 

夷长技以制夷0思想 �并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 �从而 

在较大规模和程度上形成了一场学习和引进西方科 

学技术的思潮及运动 ∀洋务派首先强调要学习和引 

进的是西方先进军事技术 ∀ 曾国藩在奏折中宣称 � 

/ 购买外洋船炮 � 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 0而且明 

确主张/ 购成之后 � 仿募覃思之士 � 智巧之匠 � 始而演 

习 � 继而试造0 ≈����� ∀随后李鸿章经过亲历借洋人之 

师助剿太平军的实践 �也对西洋火器艳羡不已 � / 深 

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0 ≈��卷� � ��� ∀ 他在信函中明 

言 � / 望速平贼氛 �讲求洋器0 � /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 ! 

轮船两样 �西人即可敛手 ∀ 0 ≈��卷� � ��� 左宗棠也认为 � 

/ 中国自强之策 � 除修明政事 � 精练兵勇外 � 必应仿造 

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 ∀ 0 ≈������� 由此可见 � 洋务派官员 

普遍意识到武器先进与否是决定内外战争胜负的重 

要因素 �认为只有学会和掌握这些技术才能实现自 

强 ∀他们不但在舆论上积极鼓吹/ 以其所长 � 夺其所 

恃0 � 而且在行动上努力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 ∀ ���� 

年 �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用手工生产近代武 

器 � ���� 年 � 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洋炮局 � 使用了打眼 ! 

汽炉 !铰螺旋 !铸弹等机器 �这是我国第一所严格意 

义上的近代兵工厂 ∀随后 � 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机器 

局 !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局等大型兵工厂相继成 

立 ∀引进近代军事技术成为初期洋务运动的中心 ∀ 

随着军事技术的大量移植 �洋务官员们很快对 

民用技术的重要性有了一些认识 ∀他们从实践中感 

到 � / 船炮机器之用 �非铁不成 �非煤不济 ∀ 0 ≈��卷�� � ��� 

/ 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 �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 � 

事事仰给于人 �远虑深思 �尤为非计0 ≈��第�册 � ���� ∀ 而 

此时部分敏锐思想家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他们认识 

到西方是由/ 富0而/ 强0 �主张中国应该努力引用西 

方民用技术 � 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冯桂芬强调 �中 

国向西方学习应该多取他们的工农业科技成果 ∀ 例 

如引进西洋的农业机械 � 以/ 火轮机0 !/ 龙尾车0等西 

人耕具开垦荒地 � 发展中国的农桑丝茶事业 � 鼓励民 

众以西法开矿 � 改变中国/ 地多遗利0的状况 ∀ 显然 � 

冯桂芬已经试图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观察 !评估和汲 

取资本主义的科技成果了 ∀稍后 � 李鸿章也认识到 � 

/ 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 �岁入财赋动以万万计 �无 

非取资于煤 !铁 !五金之矿 � 铁路 !电报 !信局 !丁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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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 �弊 � 

者 ∀ 0 ≈��卷�� � ��� 可见 � 连洋务派大员也逐渐意识到西方 

国家不仅仅强在/ 军器机事之精0 � 而是还强在/ 轮船 

电报之速0 � 强在/ 物尽其用0 !/ 地尽其利0 ∀ 实际上 � 

�� 世纪 �� 年代以后 �洋务派已经普遍从/ 开风气0 ! 

/ 利民用0 !/ 富国富民0等角度来认识近代科学技术 

的功效了 ∀他们不再仅仅视之为强兵御敌的手段 � 

而是还把它看作是达到社会富强的一种有效的力 

量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 �西方近代民用技术日益 

成为中后期洋务运动中技术移植的重点 ∀ 

从经世派到洋务派 �先进中国人始终宣传并实 

践着/ 师夷长技0的主张 �并且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不 

断深化 � 不断接近全面 ∀但总的说来 � 这一时期国人 

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认识还局限在很初级的表层阶 

段 � 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理解成单纯的技术 � 又把 

技术与具体的载体混为一谈 �所以说此时的科学观 

只是一种器物科学观 ∀ 就科学的功能及价值而言 � 

此时国人还仅仅注目于科学的技术性功能 �而没有 

触及其作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性功能 ∀毕竟这仅是近 

# � � � # 第 � 期              邱若宏 �从/ 师夷长技0到提倡/ 格致之学0 ) ) ) 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初接触 �对其学理层 

面的认识以及对其本质更深遂的挖掘都有待于以后 

思想家的努力 ∀ 

二 

洋务运动时期 �当一般洋务官员和社会大众对 

西方科技的认识尚停留在军事 !民用技术及其器物 

层面的时候 �少数敏锐的思想家已经触及到近代科 

技的理论层面 � 认为西方科技不仅是一门技艺 � 而且 

更是一门学问 � 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原理 � 讲求格致 

之学 ∀特别是洋务运动中后期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认识到西方先进技术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 �相信 

只有引进和移植西方科学原理和科学学说才是学习 

西方的根本之途 ∀ 从而 �近代科学思潮从 / 师夷长 

技0阶段发展到了提倡格致之学的层次和水平 ∀ 

�� 世纪 �� 年代初 � 便有少数思想家开始认识到 

西学的命脉是格致之学 �并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格致 

之学 ∀冯桂芬是这方面的早期代表 ∀ 在 ���� 年出 

版的5校芬庐抗议6中 � 他明确打出/ 采西学0的旗帜 � 

这里/ 西学0的主要内容就是称之为/ 格致0的近代科 

学 ∀冯桂芬指出 �明末清初翻译的意大利书籍和当 

时翻译的英国书籍已有数十种 � 除去宗教书无足道 � 

/ 此外如算学 !重学 !视学 !光学 !化学等 �皆得格物至 

理 ∀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 !厄塞 !风土 !物产 � 多中人 

所不及0 ≈����� ∗ ��� ∀他观察到西方用/ 地动新术0研究 

天文历法 � 以/ 海港刷沙0之法疏通海口河道 � 用火轮 

机于/ 农具织具0 � 以及/ 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0 

皆是运用了格致之理 ∀ 因而主张设立翻译公所 �从 

西方科学著作中/ 择其有理者而译之0 �借以扩充采 

用西学之范围 ∀科学家徐寿也说 � / 格致之学必借制 

器以显 � 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 ∀ 0于此可见 � 冯桂 

芬 !徐寿等人对近代初期的 / 师长0之说做出了重大 

突破 � 他们已不只是在提倡/ 师夷长技0 �而是转向提 

倡格致之学了 �他们对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解已经从 

/ 器0 !/ 技0层次进到了学理层次 � 即自然科学层次 ∀ 

值得注意的是 �冯桂芬以及当时的许多思想家 

都普遍推重算学 �认为算学是西学的总根源 ∀ 冯指 

出 � / 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 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 

算 � 今欲采西学 �自不可不学算 ∀ 0 ≈����� � ��� 李善兰在 

5重学 # 序6中也说 � / 今欧逻巴各国日强盛 �为中国 

边患 �推原其故 �制器精也 �推原制器之精 �算学明 

也 ∀ 0他希望中国/ 异日人人习算 �制器日精 �以威海 

外各国 � 令震慑奉朝贡0 ≈������� ∀ 志刚则呼吁 � / 开机 

器而不习算法 �犹之能食而不能种也 ∀ 然则九章之 

学之设 �其当亟亟乎 ∀ 0 ≈������� ���� 年 �� 月 �奕訢等 

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 �招收 / 正途科甲人 

员0进馆学习天文算学知识 ∀ 奕訢等人在奏折中宣 

称 � / 招收天文 !算学之议 �并非矜奇好异 �震于西人 

术数之学也 ∀盖以西人制器之法 � 无不由度数而生 � 

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 !机器诸法 � 苟不籍西士为 

先导 � 俾讲明机巧之原 � 制作之本 � 窃恐师心自用 �徒 

费钱粮 � 仍无俾于实际0 �/ 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 

也0 ≈��第�册 � �� � ��� ∀可见 � 奕訢等洋务派也逐渐意识到 

西人发达的/ 洋器0 !/ 洋技0背后是发达的/ 术算之 

学0 �认为要想真正富民强国 �就必须学习西人的这 

些西学知识 ∀ 

洋务运动中后期 �随着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认 

识的深化 �除极少数顽固守旧分子继续坚持西方科 

学是/ 奇技淫巧0而加以反对外 �讲求格致之学成为 

普遍认同的社会思潮 ∀ ���� 年格致书院进行课考 � 

考题为/ 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0 � 

结果几乎所有考卷都把科学技术提到了显要位置 � 

有人认为/ 欲求富强 �必先格致 ∀ 0有的指出西国/ 凡 

兵 !农 !礼 !乐 !政 !刑 !教化 �皆以格致为基0 �格致之 

学不但被看作富强之基 �而且甚至有人朦胧地把它 

提到了礼乐教化之基的地位 ∀ 

一些有识之士还开始提出要以/ 格致之学0充实 

和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 �主张打破原有僵化的知识 

结构 �用新鲜的科技教育部分地取代传统的八股教 

育 ∀冯桂芬批评八股取士是谬种流传 �败坏天下人 

才 � 主张改革考试内容 �奖励工艺技术人员以功名 � 

/ 重其事 �尊其选 �特设一科 �以待能者0 �仿制洋器 

/ 与夷制无辩者 �赏给举人 �一体会试 �出夷制之上 

者 � 赏给进士 �一体殿试0 ≈����� � ��� ∀ 沈葆桢曾奏请设 

立算学科 �要求/ 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 �导 

之先路 �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 �无求于西人 

矣0 ≈��第�册 � ���� ∀以崇尚实学 !精通洋务著称的丁日昌 

���� 年提出了一个全面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 ∀主张 

将八股之制改为八科考试 �其中/ 七曰考历算格致 � 

以觇其通 � 问机器制作 � 以尽其能0 ≈������� ∀丁日昌强 

调凡事皆得以得才为第一要务 �而习图学 !算学 !化 

学 !电学 !兵器 !机器 !工务 !船务 !政务者才算得有用 

之人 ∀为此他接受容闳建议 �力主选派聪颖幼童送 

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 !船政 !步算 !制造诸学 ∀ 

李鸿章也认为 �/ 用人最是急务 �储才尤为远图0 �文 

武两途仍以章句弓马为进身之阶 � 施于洋务 � 隔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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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 / 所用非所学 � 人才何由而出 � 0小楷试帖 � 太蹈虚 

饰 � 甚非作养人才之道 ≈��卷�� � ���� ∀ 为此 �他奏请于考 

试功令稍加变通 � 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 以资造就 ∀主 

张凡有海防省份 � 均宜设立洋学局 � 精研格致 !测算 ! 

舆图 !火轮 !机器 !兵法 !炮法 !化学 !电气等学 ∀卓有 

成效者 � 分别文武 � 照军务保举章程 � 奏奖升阶 � 授以 

实缺 � 与正途出身无异 ∀ 薛福成认为 �应该增设一 

科 � / 如有洞达洋务者 � 亦许大臣保荐 � 仿学习河工之 

例 � 别为录用0 ≈������ ∀ 王韬亦有类似主张 �提出把 

/ 格致0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 ∀郑观应则更进一 

步明确建议 � 于文 !武正科外 � 特设专科以考西学 � 一 

试格致 !化学 !电学 !重学 !矿学新法 �二试畅发天文 

精蕴 !五洲地舆水陆形势 �三试内外医科 !配药及农 

家植物新法 ∀如此变通推广 � 或可转移世运 ∀ / 他日 

奇才硕彦应运而生 �天地无弃材 �国家即永无外患 � 

斯万变之权舆 � 及今为之 � 未为晚也 ∀ 0 ≈���上册 � ��� ∗ ����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思想家对格致之学的推重和 

提倡 � 是有巨大积极意义的 ∀ 它代表了先进中国人 

向西方学习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代表了西方近代科 

学文化被中国逐步移植 !吸收过程中的一个阶梯 ∀ 

从最直接的后果来看 �它导致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潮流的形成与勃兴 ∀ 洋务运动在军事 !经济方面的 

直接成就是令人失望的 �但就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 

播来说 �它对当时和其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能低 

估的 ∀正是有了洋务运动时期科学技术的那样大规 

模引进 � 社会风气才得以迅速改变 � 科技人才方得以 

迅速成长 � 新的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才成为可能 ∀ 

这一切又从一个方面为其后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 

酝酿和阶级准备 ∀ 可以说 �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时期 

提倡格致之学思潮的推波助澜 �没有/ 欲求富强 �必 

先格致0的广泛共识 � 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历程不知 

要迟缓多少 ∀ 

三 

在近代早期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过程中 �提 

倡者始终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 �即如何定位西方科 

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也就是如何定位西 

学与中学的关系 ∀ 应该说 �西方近代科学及其以科 

学为核心的全套近代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完 

全是一个全新的 !异质的东西 �它的引进 !移植必然 

会引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震荡与冲突 ∀那么如 

何调和这种矛盾冲突 �让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统 

土壤上生根成长呢 � 近代思想家们进行了严肃的思 

考 � 他们从源流之辨和体用之说两个方面论证了西 

学与中学的可调和 �从而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引用提 

供了文化观上的理论依据 ∀ 

/ 西学中源0说是西学输入中国历程中 �中国士 

大夫坚持的一个历时很久 !影响很广的理论 ∀ 其基 

本观点是 � 西学导源于中学 � 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 

已有之而后传入西方的 � 现在中国学习这些东西 �不 

过是恢复自己的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明末清 

初 ∀到鸦片战争后 � 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再次输入 � 

此说开始泛滥于士大夫阶层 ∀梁廷枬便认为 � / 彼之 

火炮 �始自明初 �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 

之 � 夹板舟 � 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 ∀即其算学所称东 

来之借根法 � 亦得诸中国 ∀ 0 ≈������� 精于数理 !制造的 

海南学者邹伯奇也曾论证过/ 西法皆古所有0 �并且 

做出了/ 西学源出于5墨子60的判断 ∀这些思想在当 

时很具代表性 ∀ 李鸿章 !奕訢等人就反复论证过西 

方算术中的/ 借根方0脱胎于中国/ 四元之学0 ∀ 王之 

春也认为 / 西学者 �非仅西人之学也0 �儒者反对西 

学 � 只不过暴露出他们对中国的/ 百家之书 !历代之 

事0未能博考 �孤陋寡闻而已 ≈������� ∀ 著名学者王韬 

亦曾认定 � / 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0 ∀ 他列举出教 

学 !乐器 !船舰 !指南车 !霹雳炮 !测天仪器 !语言文字 

诸端 � 说这些都是/ 由东而西 �渐被而然0的 ≈���� ∗ �� ∀ 

郑观应在名著5盛世危言6中 �也以/ 西学中源0说力 

证西学乃中华古文化西传所成 ∀他写道 � / 自5大学6 

亡5格致6一篇 � 5周礼6阙5冬官6一册 � 古人名物象数 

之学 �流徒而入于泰西 �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 

及 ∀ 0 ≈������ � ���� 他明白地告诉人们 �中国人丢失了自 

己的优秀文化遗产 �西方人恰恰成为继承和发展中 

国古代文化的承担者 ∀这种很丢面子的事情既然已 

经发生了 �现在理智的对策只能是老老实实地把经 

过西人保存和发展了的中国固有文化再请回老家 

来 � 这叫做/ 礼失而求诸野0 ∀ 

在西学提倡者那里 � / 西学中源0说的确发挥了 

一种颇具威力的逻辑力量 �他们正是借此逻辑证明 

西方科学技术不但可以学 � 而且必须学 � 学习西方科 

技不是耻辱 �反之 �不学才是耻辱 ) ) ) 是对/ 中国本 

有之学0的不敬重 ∀ 西学提倡者凭借这一逻辑摆脱 

了顽固守旧分子的责难 � 争取了舆论的同情 ∀ / 西学 

中源0说成为西学提倡者手中反击排拒西学言论的 

一种颇为犀利的武器 ∀ 当然 �此说同时也有很大的 

局限性和片面性 ∀首先 � 从严肃的学术立场来看 �此 

种观点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嫌 ∀做此论者对典籍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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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乏考证 �神话 !传闻 !伪书之类掺杂其间 �穿凿附 

会 � 盲目类此 � 是他们的通病 ∀这些人从实用目的出 

发 �夸张地将西方科学技术大多说成是在中国古籍 

上可以找到的东西 �这暴露出他们对西方科学发展 

史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根本不懂得近代西方科学与 

中国古代科技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不懂得西方科学 

文化有其自身长时期的积累发展过程这一事实 ∀其 

次 � 不断走向绝对化的/ 西学中源0说 � 容易被人推导 

出西学不足学 !无须学的结论 ∀ 既然西方的科学技 

术都是中国自古就有的 � 那么学习中学就够了 � 何必 

又去学西学呢 � 实事上 �不少守旧派分子正是按照 

这种逻辑 � 也在那里大谈/ 西学中源0说的 ∀ 

/ 西学中源0说虽然证明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和交 

流 � 但并没有阐释清楚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 ∀ 西学 

进入中国后 �西学与中学究竟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 � 这是关涉中西两种文化各处于什么样地位和 

各起什么样作用的问题 �因而也是吸纳西学必须首 

先解决好的理论上 !心理上的前提问题 ∀ 

洋务运动酝酿期的思想家冯桂芬在倡议/ 采西 

学0之际已自觉到先要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做出安 

排 � 他拟制出一种/ 主辅0说 � / 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 

为原 本 �辅 以 诸 国 富 强 之 术 �不 更 善 之 善 者 

哉 � 0 ≈������ 随后 � 在洋务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中 �在对 

西学及西方富强之术的倡议中 � / 体用0 !/ 本末0 !/ 道 

器0诸说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安排中学与西学关系 

的论证方式 ∀例如 � 王韬说 � / 器则取诸西国 � 道则备 

自当躬 � 盖万世不变者 � 孔子之道也 � 儒道也 � 亦人道 

也 ∀ 0 ≈������� 陈炽认为 � / 泰西之所长者政 � 中国之所长 

者教 �道与器别 �体与用殊 �互相观摩 �互相补 

救 ∀ 0 ≈������� 薛福成则提出 � / 取西人器数之学 � 以卫吾 

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 0 ≈������ 郑观应提出 �/ 中学 

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0 ≈������ 这 

样 � 一种曾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支配中国人的/ 中体 

西用0文化观逐步定型和成熟 ∀ 

这种/ 中体西用0论文化观的基本特征是 �在中 

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 �以突出中学的主 

导地位为条件 �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 ∀ 换句 

话说 � 这个/ 中体西用0论式的问世 � 是在信誓旦旦地 

确保/ 伦常名教0所代表的既有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 

不变的前提下 � 主张破除成规习见 � 采用西方近代科 

学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 ∀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 

中学之为 / 体0 �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 

/ 用0 ∀洋务派认为 � 纲常名教是立国之本 � 科学技术 

是富国强兵之术 �因此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不但不会 

损害/ 体0 � 反而还会起到/ 固体0 !/ 固本0的作用 ∀ 洋 

务派正是运用这种逻辑安排来论证引进西学之必要 

性和合理性的 ∀ 

需要指出的是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主张的合理 

性都是在其相应时代背景下才能成立 �/ 中体西用0 

论亦是如此 ∀洋务时期这一主张的作用还主要是在 

/ 西学为用0口号下 �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文 

化合法化 ∀当时面对的是封建顽固派的顽强阻挠 �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还步履维难 �所以/ 中体西用0论 

有效地开辟了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通道 �在某种程度 

上对封建文化还有所冲击 ∀ 但随着西学传播的深 

入 � / 中体西用0论的作用也逐渐发生变化 ∀ 特别是 

到了戊戌维新之际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 

艺术在中国出现 �思想启蒙的步伐已经发展到必须 

触及封建之/ 体0的阶段 ∀此时的/ 中体西用0论就由 

当初促进西方科学技术传播的口号转变为限制 !阻 

碍西方思想文化传播的鼓噪了 ∀ 另外 �还应看到 � 

/ 中体西用0论这一理论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 

/ 体0与/ 用0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 有其/ 体0 � 必有 

其/ 用0 � 二者不可分离 ∀在某一特定历史情势下 �封 

建纲常之/ 体0与资本主义科技之/ 用0可能暂时被强 

行揉合在一起 � 但从长远眼光来看 � 它们必然互相反 

对和破坏 ∀要么是资本主义的科技之花被扼杀 �要 

么是封建纲常之朽木被抛弃 � 被否定 � 这就是历史发 

展的逻辑 ∀ 

总而言之 �近代前期先进中国人利用 / 西学中 

源0说和/ 中体西用0论架设了一道移植西方近代科 

学技术的桥梁 � 成功解决了/ 师夷长技0 !提倡格致之 

学的文化观方面的障碍 ∀然而 �在这样的文化观框 

架内提倡学习 !引用西方科学技术 � 又恰恰说明他们 

一直没能跳出科学技术属于/ 器技之末0 的认识局 

限 � 科学在他们那里没有获得独立的 !终极的价值意 

义 � 更没有被上升为一种社会哲学 � 一种具有指导意 

义的世界观 ∀无论是主张/ 师夷长技0还是提倡格致 

之学 � 甲午以前的科学终没有跳出/ 用0的范畴 � 它只 

是一种工具 ) ) ) 富强的工具 � 它要受/ 体0的统制 �必 

须为/ 体0服务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 此时的科学观仍 

是器物科学观 ∀ 在此种科学观支配下 �受到关注的 

只是科学的实用功能 !物质性价值 � 它作为一种精神 

文化的功能价值尚没有被挖掘和注目 ∀ 也就是说 � 

此时国人还仅仅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提倡 �而对 

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尚缺乏认识 ∀ 因此 � 

直至战午战争和戊戌维新以前 �中国近代的科学思 

潮仍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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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 � 

≈��  陈炽 �陈炽集≈ ↑  �北京 �中华书局 ����� � 

≈��  徐素华选注 �筹洋刍议 ) ) ) 薛福成集≈ ↑  �沈阳 �辽宁人民出 

版社 ����� � 

≈��  陈志良 �盛世危言≈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 � 

ƒ ∉⊆ / ← ⊕ℑ  ∈⊃ ∈∩ ∪⊕ ϒ⊗ √ℑ∈ ℑ∩⊕∅  ∉⊆  ∪⊕ ƒ∉ ⊕ ⊃ ∩ ∈ ♥∈√ℑ⊗ ⊕   0 

 ∉ ℑ⊗ √∉℘ ℑ  ⊃ ∈∩ ∪⊕⊂⊕ℑ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2∪∉∈∩ 

�≤∉ ⊂ ⊂⊕ ∩⊕ ∉∅ °∉ ⊂ ⊃  ⊃ ℘ ℑ∈⊗ ϒ⊗⊆⊃ ∈⊃    ℑ  ⊃ ∉∈ � ≤⊕∈  ℑ ⊂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ϒℜ   ℑ℘  �× ∪⊕ ℘ ∉∏   ⊕ ∉∅ ≤ ∪ ⊃ ∈⊕  ⊕ ∠⊕∉∠ ⊂⊕  ∏⊗∧⊃ ∈∩ ℑ∈⊗ ∠  ∉∠ℑ∩ℑ  ⊃ ∈∩ ⋅⊕   ⊕  ∈  ℘ ⊃ ⊕∈℘ ⊕ℑ∈⊗ ⊕ ℘ ∪∈∉⊂∉∩∧ ⋅ℑ∩  ℑ⊗ 2 

∏ℑ ⊂ ⊂∧ ⊗ ⊕ ⊕∠⊕∈⊕⊗� ƒ⊃   � ∪⊕  ⊕ ∅∉⊆⊕  ∉∅  ∪⊕⊂ℑ∈⊗ ⊂∉ ⊗ ℘ ⊂ℑ  ∠∏ ∅∉⋅ℑ ⊗ / ⊂⊕ℑ  ∈⊃ ∈∩  ∪⊕ ℑ⊗√ℑ∈ ℑ∩⊕ ∅  ∉⊆  ∪⊕ 

∅∉ ⊕ ⊃ ∩∈ ⊃ ∈√ℑ⊗ ⊕   0 � × ∪⊕∈ � ∪⊕ ⋅⊕   ⊕  ∈⊃ ∨ℑ  ⊃ ∉∈ ∅ℑ℘  ⊃ ∉∈℘ ℑ   ⊃ ⊕⊗∉∈  ∪ ⊃ ℘ ℑ ⊂ ⊂�ℑ∈⊗  ℑ  ⊕⊗ℑ ∠  ℑ℘  ⊃ ℘ ℑ ⊂ ⊆∉√⊕⊆⊕∈ � 

≥∉∉∈ ℑ ∅  ⊕ ⋅ℑ ⊗ � ∉⊆⊕ ≤ ∪ ⊃ ∈⊕  ⊕ ∠⊕∉∠ ⊂⊕ ⊕ℑ ⊂ ⊃ ∨⊕⊗ ⋅⊕   ⊕  ∈ ℑ⊗√ℑ∈℘ ⊕⊗℘ ℑ∈∈∉∈ℑ∈⊗ ⋅ℑ  ∪ ⊃ ∠ ⋅⊕  ⊕ ℜℑ ⊕⊗∉∈ ⋅⊕ ⊂ ⊂ 

� ⊗ ⊕√⊕ ⊂∉∠⊕⊗⊂⊕ ℑ ∈⊃ ∈∩�  ∪∏  ℜ ∉∏∩∪≤ ∪ ⊃ ∈⊕  ⊕ √⊃ ⊕⋅ ∉∅  ℘ ⊃ ⊕∈℘ ⊕ ℑ∈⊗  ⊕ ℘ ∪∈∉⊂∉∩∧  ∉ ℑ ∈⊕⋅   ℑ∩⊕�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ℑ  ⊕⊗∅  ∉⊆ ≤∪ ⊃ ∈ℑ0 ℑ∈⊗ /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0 � × ∪⊕∧ ⊗ ⊃ ⊗∈π ⊕ℑ ⊂ ⊃ ∨⊕⊗ ∪⊕ ∈ℑ  ∏  ⊕ ∉∅ 

 ℘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 ⊂   ℑ∧⊕⊗⊃ ∈  ∪⊕ ⊕⊆ℜ  ∧2 

∉∈⊃ ℘ℑ∈⊗ ∠  ⊃⊆ℑ ∧   ℑ∩⊕� 

↔ ⊕∧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ℑ  ∈⊃ ∈∩ ∪⊕ ϒ⊗√ℑ∈ ℑ∩⊕  

ƒ ∉⊆  ∪⊕ ƒ∉ ⊕ ⊃ ∩∈ ♥∈√ℑ⊗ ⊕   0 � ∪⊕ ← ⊕ ℑ ∈⊃ ∈∩ ∉∅ / ♣⊕≡∪ ⊃ 0 

≈编辑 � 颜关明 

# � � � # 第 � 期              邱若宏 �从/ 师夷长技0到提倡/ 格致之学0 ) ) ) 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