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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可进乎道──魏源的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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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早年曾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

《公羊春秋》，晚清时期重要的今文学家，近代著名思想家，与龚自珍并称“龚魏”。 

    清朝乾隆、嘉庆以来，学术思想界盛行以考据训诂为主流的学术思潮，世称乾嘉学派。这种学术思潮很快亦暴露

出严重弊端，那就是使知识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和生活实践，儒学的社会功能日渐丧失。为了纠正这一学术文化之偏，

清道光以后学术风尚发生了重大转向，龚自珍、魏源等继承了汉代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以竭力扭转当时的学

风。魏源曾受贺长龄所托，编《皇朝经世文编》，影响深远。他还关注河政、漕政、盐政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尤在西

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主权构成严重威胁之时，魏源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编有《海国图志》，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极富时代感的响亮口号。 

    魏源为学倡经世致用，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说：“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

也”[1]。但是，魏源并没有将自己的学思局限在现实功利、经世技艺方面，他一直对“道”的问题有一种深切的关

怀。这里，专门对魏源的道的观念作——追溯与剖析，以展示这位湘学代表人物的原道思想。 

                    一、道的关怀 

    魏源是一位对现实充满忧患意识的学者，他的改革主张、经世情怀均源于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在魏源的

思想深处，仍然也象历代儒生一样，充满着对道的深切关怀，这是由于，他对道的关怀与对现实的关怀是联为一体

的。 

    魏源也象他前代的湘学学者一样，坚信这形而下的宇宙世界有一个形而上的根本，它是世界的主宰者和本原。他

说： 

万事莫不有本，众人与圣人皆何所本乎?人之生也，有形神、有魂魄。于魂魄合离聚散，谓之生死；于其生死，谓之

人鬼；于其魂魄、寿夭、苦乐、清浊、谓之升降；于其升降，谓之劝诫。虽然，其聚散、合离、升降、劝诫，以何为

本，以何归乎？曰：以天为本，以天为归。……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群言极[2]。 

他所言的“天”也即是“道”，他经常将它们合称为“天道”。所以他也肯定“道”的本原性，提出“天地万物自道

出”，“众甫与化流迁，而道则终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3]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天道的

观念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我们知道，魏源不仅对乾嘉之学沉溺于繁琐的考证不满，对宋明诸儒离开社会实

际而空谈先天无极亦强烈反对，他曾说过：“先天无极之说，君子所不道也。”[4]但是，他本人却仍然对推究形而

上的“天道”表达出强烈的关注，这显然是由于他继承了中国思想文化及湘学传统中以天道为本根的精神，并且保持

着对天道论的坚定信仰。 



    魏源所关怀和信仰的“道”，具有下面所论的一系列基本特征。 

    第一，恒常性。魏源认为，一切形下的气化世界均是变动不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日变而不可复的，而

只有那主宰世界的“道”才是恒常不变的，他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

也。”[5] 

    魏源还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他曾说：“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亡，史不可灭。”

可见，在他看来，“道”与形下的事物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道”  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存在。 

    第二，普遍性。道不仅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弥漫空间的普通存在。魏源认为，在天地万物

之中，无不贯穿、体现着“道”的存在。他说：“万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6]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

天文、地文、人文的法则，其实均是“道”的体现，是“道”在空间上的“无垠者”的表现，他谈到“道”的普遍存

在时说：“观乎天文以察变，观乎地文以理孙，观乎人文以化成，语乎其并包无垠者也。” 

    第三，唯一性。魏源反复强调“天道”是天地万物归于一的本根，因此，人们要在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世界中

把握这唯一的“道“。他说： 

君子之于道也，始于一，韬于一，积于一，优游般乐于一。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所谓一者何也？地之中也有

土圭，道之中也有土圭。九流诸子裂道一隅而自霸，道其任裂与？事在四方，道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7] 

    大地宇宙中“道”只有一个，所谓“圣人”，也就是把握了这个唯一之“道”的人。魏源强“道”的唯一性，是

为了证明“道”是宇宙天地的唯一根本。但是，他也肯定“道”可以多样性地展现于世界，他推祟《周易》、《老

子》、《孙子》三书，就是认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了那唯一性的“道”。他说：“故夫经之《易》也，子之

《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8]尽管“道”有不同

形态的呈现，但是“道”本身只有一个。 

    第四，主客合一性，即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魏源所关怀、信仰的“道”，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是人的意志不

可违逆的，他说：“谓道无心命物，于义为优。”[9]道之“无心”，言其客观性；“命物”，则言其必然性。但

是，魏源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应该能认识道、体悟道，与“道”融合为一体。他在《默觚·学篇》的开篇首句就谈到

“学”的问题：“学之言觉也，以先觉觉后觉，故萃野以畎亩乐尧、舜君民之道；学之言效也，以后人师前入，故傅

严以稽古陈恭默思道之君。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学，是为道问学。”[10]“学”包括“尊德

性”、“道问学”两种途径，但都是为了认识，把握那普遍性的“道”。他进一步指出，人一旦认识、实践了

“道”，使“天道”与“人事”合一，就可以达到“有神相会”、“造命立命”的精神境界。他说： 

甚哉是非之与利害一也，天道之于人事一也!知是非与利害一，而后可由利仁以几于安仁；知天道之与人事一，而后

可造命立命以成其安命。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而不仁者安仁矣；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而不知命者安

命矣。[11] 

    “利害”（包括吉凶、得失）与客观情势相关，受制于客观必然的天命；“是非”与主观评价相关，取决于人们

的善恶观念。魏源主张“是非与利害一”、“天道之与人事一”，也就强调“道”应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目的性的统

一，也就是“道”的主客合一性。 

     从魏源对“道”的思考和论述来看，他确是充满着对道的深切关怀。尽管他一直被认定为晚清时期“好作经济

谈，而最注重边事”、“喜以经术作政论”，即充满经世情怀之士。然而，他所钻研的一切经世之学、治世之术，都

必须有“道”的依托。所以，对“道”的深切关怀，一直是贯穿着魏源的学术思想，构成了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 



                    二、道、学、治的统一 

    面对浩瀚天地与沧桑人世，魏源坚定地相信有一个称之为“道”的形上存在在支配、主宰着一切。这是他对前辈

的湘学学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然而，魏源是一位开一代学风的近代思想家，他彻底否定了“治经之儒与明

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造”[12]的局面，将清朝学术思想界已分裂为三的道、学、政更新统一起来，从而使形

上之道落到了经世致用的现实历史活动。 

    应该说，湘学史早就形成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将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明

清之际的船山之学，更是力图使“道”回归于器的现实世界、“理”回归于势的历史进程、“性”回归于习的生活实

践，从而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统一起来。魏源的原道观念显然继承了这一湘学传统，尤其是继承发扬了船山学

的道学观念。 

    魏源学术思想的代表作《默觚》共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学，下篇论治，正表达出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重要特

色，就是将“道”的终极关怀与“学”的知识追求、“治”的经世情怀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儒家人文理想——道、

学、政的统一。我们也将从“学”与“治”两个侧面来讨论这一特色。 

    首先，是“道”与“学”的统一。  

    人们常常发现，宋儒的特点是将“道”的信仰与“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其实，宋儒只是强化和发展了中国古代

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倾向，同时，宋儒在将“道”与“学”结合时，强调了伦理道德（义理）至上性。魏源是晚清时期

倡导今文经学、呼唤经世致用的开新风人物，他仍然是将“道”与“学”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说： 

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彳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

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13] 

由训诂、声音到典章制度，是由文字学到历史学的探求，这是乾嘉汉学的知识学特色；由乾嘉古文经学的训诂考据，

再发展到道光时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才使得“天道”明朗起来，也就是完全达到“至道”的境界。在魏源

看来，后者才是自己学术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算是“至道”呢?乾嘉汉学推祟东汉古文经学，这一学派的特征是“以孔子为史学

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14]而

今文经学的研究则重在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这“大义”就不再是知识方面的文献考据、典章制度，而是现实

的社会政治和人文价值，即儒家的“圣人之道”，它们均属“道”的范畴。 

    魏源充满着对“道”的关怀和执著，但是，他坚信“文之外无道”[15]，也就是说，“道”  是通过儒家经典、

历史文献方得以一代代传递下来，那么，学者的使命就是要以“学”为本，在那些经典、文献中探寻“微言大义”，

也就是探寻“道”。魏源潜心于经典、文献的研究，广泛地求师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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