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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学方面的思想文化。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有《地球天文合论》五卷，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思想，主

要系统介绍了地球形状、运行规律、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月食理论、慧星理论、空气论、地震论等。明清之际虽

有天主教传教士曾向中国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学说和仪器，哥白尼的名字也被少数中国人知晓，但是哥白尼

的日心学说一直没有被传播。而《海国图志》首次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作为自然科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这一

系列自然科学思想，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它们对魏源本人的思想也产生直要影响，他开始将

天地世界理解为一部巨人的“机器”，他说：“天地乃运动之机器”。[31]这有点接近西方近代机械唯物论的观点，

反映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其次，在经济方面，魏源亦从功利的价值标准出发，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他意识到中国传统“重

农抑商”不利于经济发展，故而提出“缓本急标”的主张；将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急务的国策。他对漕粮海运十分支

持，认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充分肯定海运的功利价值。魏源还是最早创议兴

办中国近代工业的人之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出发，他主张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处创办造船厂、

火器局。这些军事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不仅可以造军舰、炮械，还可以生产民用产品，这样，它们既是军工厂，也是民

用工厂。魏源还主张发展民营资本主义企业，让商民自办工厂。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

用，或出售者听之”。[32]这种主张，也有益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总之，这些经济方面的思想，应是他

以社会功利审视西学、学习西学的结果。 

    其三，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是如此。从经世致用、社会功利出发，魏源亦深刻地认识到晚清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

故而积极倡导改革变法。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

能变通之法。”[33]所以，他极力主张变革，“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34]倡言变

革是中国数千年重经世致用的士大夫的普遍主张。然而，魏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考察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并在

《海国图志》中作了多方面的介绍：包括民主选择国家总统，废除世袭制，政事队定权任公民，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等等。魏源在考察、介绍了西方的政体形式后，亦表达了自己非常倾慕的心情和态度，他在《海国图志·后

叙》中说：“欧罗巴洲总论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至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弈

（亿）世而无弊”。他认为欧美的民主政体可“垂亿世而无弊”，可见他以社会功利的态度来评价西方政治制度时，

亦表达出对西政的仰慕。 

    我们发现，魏源关于西方之长技及其科学、经济、政治方面的思想，均可纳入到他的“学”’与“治”中去，而

似乎不会涉及到他的“道”。在儒家传统学术观念里，科学、技术、军事、政治、经济等，均可纳入到经世致用的

“学”与“治”的框架之中。魏源从功用的尺度出发，不仅要求学习“夷之长技”，并进而由长技而延伸到科学思

想、经济体制、政治制度。这一切，体现他要求改变传统的“学”、“治”的思想倾向。 

    这时，我们似乎发现了魏源思想中的一个深刻悖论。魏源有着深切的对“道”的关怀。当然，他所关怀、追索的

“道”，和传统儒家士大夫一样，不仅体现出儒家的人文理想，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终极存在，从这个角度

着眼，他坚信自己倡导学习西夷之长技，不过是在融汇、改进“学”与“治”，而并不涉及“道”，他相信“其不变

者道而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坚定的思想信仰，是他继续重视和发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内圣外王的根

本原因，他确是希望能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振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 



    但是，魏源亦同样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由于他对“学”、“治”的杜会功用性的执着，又可能使他改变“不变

者道而已”的观念。从功用性的价值原则、实践检验的认知原则出发，他敢于打破闭关锁国的沉闷空气，倡导对外开

放，引进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的科学技术、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以丰富和完善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治术”。这

些西艺、艺器、西学所以具有合理性，确实在乎它们是有功用的“术”而不是“道”。这一点，通过他对中国传统内

圣外王之道的各种论述中即可反映出来。 

    但是，根据魏源的思想，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原则，“术”（或“技”）与“道”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

是可以沟通及转化的。具有深厚儒家思想传统的魏源也发现了这一点，他说：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 

“道”、“神”是指宇宙的普遍法则与终极存在，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与精神的归宿。然而，作为普通法则的“道”是

如何实现对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的主宰和支配的呢?人要能够配合、遵循“道”的普遍法则，均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掌

握那些合规律（程式）、合目的（价值）的操作性的“技”、“艺”。不仅仅“技”是“进乎道”、“艺”是“通乎

神”的手段，而且，“技”、“艺”同样是“道”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那么，魏源在倡导“师夷长妓”、引进西

方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政体形式时，就绝不会仅仅是“治术”的演变、“技艺”的引进，而必然导致“道”的变

化。可以说，除了“气化”在“无一息不变”、“势”其“日变而不可复”之外，到了晚清时代，“道”亦可能“无

一息不变”、“日变而不可复”。 

    所以，魏源在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及倡导西学、西艺、西政之后，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学”与“政”，它同

样可以引发“道”的剧变，在魏源的思想体系中，现定的关怀与道的关怀是统一的，学、治与道也是统一的，所以，

他的“师夷长技”已经鲜明地包含着这一“道”的变革的逻辑，这与他“其不变者道而己”又是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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