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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
,

中国人被迫走上了学习西方
,

吸收

西方文化
,

重新认识 自我的艰难历程
。

随着西方文

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
,

中西文化冲突的矛盾越来越

尖锐
,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

是当时的中国

人急需解决的问题
。

一方面要保留传统文化
,

另一

方面又要引进西学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

想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

年鸦片战争
,

在经历了巨大的民族屈辱

之后
,

中国一部分有志之士开始寻找摆脱民族危机

的出路
,

睁眼向外看世界
。

林则徐
、

魏源的 “ 师夷

长技以制夷 ” 的思想主张
,

给近代中国人开启了向

西方学习的先声
。

王韬曾赞誉魏源的 “ 师长
”

说 “
实

倡先声
”。

这一先声是近代中国摆脱蒙昧
,

打破闭

关自守
,

面 向世界并与世界相容的先声
。

但由于林

则徐
、

魏源的阶级局限导致了主观认识的局限
,

使

他们向西方学习的目光限制在
“
船坚炮利

”

的
“
长

技
”

之上
。

当林则徐
、

魏源
“

师夷制夷
”

说余音犹

存时
,

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对待中西文化关

系问翅上
,

采用了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想

宗旨
,

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长达三十年之久
,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

辛亥革命以后才逐渐

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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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想是 世纪

年代
,

由冯桂芬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方案 他

在 《校那庐抗议 》《采西学议 》中明确提出 “
以中

国伦常名教为原本
,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的观点
,

主张 “
采西学

”、 “ 制洋器
”

从而确定了处理中学

与西学的关系时要以 “
本

”、 “

辅
”

主从关系为主
,

这就是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思想观的问世
。

其

后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

西学 》篇中说
“

中学其

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中学
,

辅也西学
”

①郑

观应也明确地表达了向西方学习所采取的思想方

法
。

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
“

体
” 、 “

用
”

这两个

字
,

却是
“

中体西用
”

思想观的先导
。

直到

年 月 沈寿康发表的 《匡时策 》中说
, “

中西学

问本自互有得失
,

为华人计
,

宜以中学为体
,

西学

为用
”

有了
“

体
”、 “

用
”

字样
,

才真正喊出了 “

中

体西用
”

的 口 号
。

这样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思想从 世纪 年代产生到戊戌维新变法前后三

十多年的时间里
,

一直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

遵循的宗旨与方法
。

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
“

中学为

体
,

西学为用
”

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
,

它是时代的

产物
,

是洋务派当时对待外来文化的总方略

洋务派为什么偏偏以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这种形式和方法来对待外来文化呢 最直接的原因

是由于当时的守旧势力对西学的顽强拒绝和抵制

守旧派从一开始就断然认定西学是与中学的传统不

能相容的异端 他们从对
“
天朝大国

”

的盲目自信
,

对大国之外的地域及其科学技术巨大发展的无知
,

对中国典章制度和古老传统的崇敬
,

使他们直觉地

感到
“

西学
”

必将破坏
“

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
”。

因此
,

才抱着卫道的心理认识
,

站 出来和主张西学

的洋务派进行死守中学阵地的决斗 守旧派借助博

大和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深厚影响
,

虔诚地用

国粹主义的种种现成的规范
、

信条与价值尺度
,

对

西洋文明评头品足
,

并顺手拈来地给主张西化的人

扣上各种罪名
,

反对西学的气焰在当时颇为盛行
,

很显然
,

在中国面对西学的严峻挑战之时
,

保守的

士大夫想不出别的办法抗拒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
,

只能采用传统的
“ 天下国家

”、 “

夷夏之防
”

从不需

要向蛮夷狄戎学习的陈腔旧调来应付时局的变化
,

其目的主要还是维护中国的旧有传统
,

拒绝外来文

明
。

而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刀光

剑影中走到历史前台的
。

曾国藩
、

李鸿章之流是为

着保皇室
、

卫名教
,

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过殊死苦战
,

并以此成为
“

中兴名臣
”

的 他们就是在镇压农民

军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军火工业的妙用
,

随后才值

得西方数算天文科技之先进
,

才极力地倡导
、

引进

西学
、

创办洋务 但他们在倡导西学之际
,

无法回

避引进西学会给中学带来何种影响这一难题
。

原因

就在于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封建势力的忠实臣

仆
,

在思想上和道义上他们都以孔孟之道自居
,

不

敢也不肯触动封建势力的根荃
。

正因为这样
,

洋务

派与守旧派进行论战时
,

洋务派 自然无法放开手脚

去客观地解决中学与西学这一矛盾关系
,

但又鉴于

时局的要求
,

洋务派认识到不与西方接触己经是办

不到的事情了
。

因此
,

在解决中学与西学关系问题

时
,

唯一的选择就是千方百计地证明中学与西学不

但不会发生冲突
,

而且能够相通相容
、

相辅相成

相通相容的前提是洋务派必须把
“

中体
”

即中国的

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放在第一位
, “ 西用

”

即西方

的器物文化放在第二位
,

处于为
“

中体
”

服务的地

位
。 “

中体西用
”

思想正具备了抬高中学
,

压低

西学的作用
,

从而使洋务派减少了由于重视西学而

招致的重大阻力
,

同时使引进西学得以合法化
,

洋

务运动才由此得以逐渐生存和发展起来
。

洋务派在
“

中体西用
”
思想指导下

,

经过

多年的时间
,

创建了 多家工矿企业
,

如中国第

一个军事工厂 —安庆军械所 最大的军火工厂一

一江南制造局 湖北枪炮厂 天津机械局等企业
。

这些企业
,

把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到了中国
,

实现

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
,

标志着中国现代

化的开始
。

洋务运动在引进先进生产力的同时
,

也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 从 年华侨商人陈启

源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缀丝厂开始
,

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形成了
,

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

使得中国无

产阶级的队伍更加壮大
。

这些新的社会力盆的出

现
,

给中国社会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
,

这一切都是
“

中体西用
”
思想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

没有
“

中体西用
”
就没有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
、

民用工业的同时
,

深感培养洋学人才的重要
,

随之创办了
“

洋学馆
” ,

但洋学馆的创办
,

人才的培养也是在
“

中体西用
”

思想范畴内进行的 世纪 年代
,

洋务派主张

派人到西方留学
,

遭到顽固派的反对
,

李鸿章上书

清政府时即言
“

将来出洋后
,

肄习西学
,

兼讲中学
,

课以孝经
、

小学
、

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 ⋯⋯宣讲圣

渝广训
,

示以尊君亲上之义
,

庶不囿于异学
”

②由

此可见
,

如果没有
“

中体西用
”

思想的保护
,

也就

没有严复
、

后天佑等幼童赴欧美留学的先例 京师

大学堂 —中国第一所大学
,

也是在
“
中体西用

”

思想保护下应运而生的 戊戌维新时
,

光绪皇帝的

老师
,

工部尚书孙家厢在筹办京师大学堂之际
,

也

认为
“

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
,

自应以中学为主
,

西学为辅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③
“

中学有未

备者
,

以西学补之 中学有失传者
,

以西学还之
”

④维新变法失败时
,

所有新政措施全部被废止
,

唯

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 如果没有
“

中体西用 ” 思想



做保护伞
,

它的幸存也是不可能的
,

中国教育也不

会从传统教育逐渐向现代教育转变
,

也不会有中国

新思潮的出现

综观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思想在洋务运

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
,

它无疑是一种反对顽固势

力排外
,

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 洋务运动也正

是在
“

中体西用
”

思想保护下
,

才有可能宜传自己

的政治主张
,

才能实现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

民用工

业
,

才能把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引到中国
,

实现了

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
,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

新机器
、

新知识
、

新希望
,

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

程 同时也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化的教

育转变
,

使中国涌现出一批深受西学濡染的新式人

物
,

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但以
“

自强
”、 “

求富
”

为目的洋务运动
,

最

终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

使中

国走上 , 强之路
,

而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了
“

中学

为体 西学为用 ”的思想在封建文化充斥的社会里
,

一方面要维护封建纲常名教
,

一方面又要为引进西

学提供合法地位
,

反到使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虽然
“

中体西用
”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

但它对洋务

运动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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