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 5 9 9年 第 2 期

“
中体 西 用

” 思 想对中国

早期现代亿 的积极影 响

张 同 奇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想从 19 世纪 60 年

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
,

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
。

作为历史的产物
, “

中体西

用
”

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
,

但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
,

相对于
“

天下国家
”

、 “

夷夏之防
”

等观

念来说
,

它是进步的
.

它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曾

有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

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
,

在第一次技术

革命的推动下
,

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从英国开始

兴起
,

逐渐向欧洲大陆
、

北美大陆扩展
,

并对世界其

他地区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

英国作为第一个开始走

向现代化的国家
,

凭借其经济
、

军事实力
,

在 1 8 4。 年

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

从现代化角度来

看
,

这既是严峻的挑战
,

又是该抓住的机遇
,

中国本

应在震惊之后猛醒
,

然而愚昧的清王朝却对这一外

部现代化的挑战采取了 回避政策
,

丧失了最有利于

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时机
。

但是
,

在经历了巨大的民

族屈辱之后
,

中国一部分有眼光的志士开始寻找摆

脱民族危机的出路
,

开始思考向西方学 习这一前所

未有的间题
。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 “

中体西

用
”
思想应运而生

。

“
中体西用

”

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方法和 所遵

循的宗旨
,

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
。
1 8 6 1年
,

冯桂芬在他的《校邢庐抗议 》《采西学议 》篇中
,

提出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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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观点
。

其后
,

薛福成在《筹洋色

议 》的《变法 》篇中有两句话
: “

取西人器术之学
,

以

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 。

两人话虽不同
,

但表

述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却是清楚的
。

19 世纪七八十年

代
,

王韬
、

郑观应等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
。

王韬

说
: “

器则取诸西国
,

道则备当自躬
。 ” ① 郑观应说
:

“

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 ②

他 们几人虽然都没有提到
“

体
” 、 “

用
”
这两个字眼

,

但
“

中体西用
”
的思想内涵却表达得非常明确

。

“

中体西用
”
思想不是完美的

,

但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

是进步的
。

中国

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

沉淀下了丰富的儒家思想文

化
, “

天下国家
” 、 “

夷夏之防
”
的理论由来己久

, “

中

国中心观
”
思想根深蒂固

,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
,

自己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是完美的
,

从来不需要向任

何
“

蛮夷狄戎
”
学 习
. “

中体西用
”

实质上 已经冲破了

这种思 想栓桔
,

默默地承认了
“

中学
”

并不是完美

的
,

而是有所不足
, “

西学
”
并非一无是处

,

它 自有超

出
“

中学
”

的地方
,

万古不变的
“

中学
”

还需要
“

西学
”

为辅
,

需要取
“

西学
”
之长以补其不足

。
“

架子
”
虽然

还没有放下
,

但毕竟为
“

西学
”

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

小门
。

因此
, “

中体西用
”
相对于唯祖宗之法是尊

、

惟

古圣先贤是尚的
“

中国中心观
”

来说
,

是中国思想界

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
。

没有
“

中体西用
”

作为

思想先导
,

就不会有洋务运动
,

就不会有 中国早期

现代化的起步
,

它为洋务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

开

辟了前进的道路
。

“

中体西用
”
思想
,

一方面是部分先进的中国人

认识到西方先进之处的结果
,

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

介绍又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一个陌生而先进的

西方世界
,

使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以达到
“

制夷
”

、 “

求强
” 、 “

求富
”
的目的
. “

中体西用
”

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在它的影

响下
,

向西方学习成为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
。

“

中体西用
”
思想是中西文化两极相逢最初阶

段结合的特殊形式
,

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出

的唯一正确选择
.

所 以 提出
“

中体西用
”

思想
,

一方

面是受早期改良派思想观念所限
,

另一方面也由于

顽固派力量非常强大
,

保守思想占主导地位
。

顽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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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
“

中学
” “

西学
”

关系 比早期改 良派和洋务派更

加敏感
,

认为二者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异端
。

他们怀

着对天朝上 国 的盲 目自信
,

对域外世界的无端轻

蔑
,

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巨大发展 的无知
,

把西方

的先进技术看作
“

以夷变夏
”

的
“

奇技淫巧
” ,

甚 至认

为能照 出原形的玻璃镜太妖气
,

不如若隐若现的铜

镜更古雅
、

正统
。

在这种环境下
,

只有先
“

信誓旦旦
”

地确保中国的
“

伦常名教
” ,

然后才有可能被允许采

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为富强之术
.

正是借此理

论
,

洋务派才站住了脚跟
,

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争得

了一些同情者
、

支持者
。

因此
,

在充斥封建文化的天

地里
,

要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东西
,

除了
“

中体西

用
”

还不可能找出更好办法来
。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

提出的
“

和魂洋才
”
口号和

“

中体西用
”

并没有什么

本质的不同
。

没有
“

中体
”

为前提
, “

西用
”

则无所依

托
,

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
、

落不 了户的
。 “

中体
”

如

皮
, “

西用
”

如毛
,

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
“

中体西用
”

是对拍岸而来的现代化潮流在思

想上的回音
,

是现代化先驱们的呐喊
,

没有这解放

思想的呐喊之声
,

就不会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

步
。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

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的重

炮
,

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
它迫使它们在 自己那里

推行所谓文明制度
,

即变成资产者
。

③两次鸦片战争

的教训 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使用西方新式武器

的胜利
,

使一些地方督抚认识到学 习西方先进技术

的重要性
,

加上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的
“

中体西

用
”

思想的影响
,

他们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并提出了

包含它在内的洋务理论
,

在清政府的许可下
,

标志

中国早期现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

作为洋务运动重要领导 人和洋务理论创立者

的李鸿章认为
: “

中国文物制度
,

迥异外洋 揍 还 之

俗
,

所 以邱治保邦固王基于勿坏者
,

固 自有在
。

必谓

转危为安
,

转弱为强之道
,

全由于仿习机器
,

臣也不

存此方隅之见
。

顾经 国之 略
,

有全体
,

有偏端
,

有本

有末
。

如病方巫
,

不得不治标
,

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

在是也
。 ” ④在李鸿章看来

,

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是

优于西方的
,

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 “

转危为安
”

不能

全赖于机器
,

但
“

如病方巫
” ,

西方的先进技术还是

可以起到
“

治标
”

之功效的
。

其他洋务派首领如曾国

藩
、

左宗棠等也取得 了相似的认识
。

这样
,

在 60 年

代
,

他们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

其中比较有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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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如 1 8 6 5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

在南京创办的金陵机器局
,

1 8 6 6 年左宗棠在福州创

办的福州船政局
,
1 8 6 7 年崇厚在天津筹建的天津机

器局等
,

生产枪枝
、

弹药
、

大炮和轮船
.

这些军事工

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

即在它们内部不再是主要用

手工劳动
,

而是普遍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
,

虽然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
,

但从手工劳动到机

器生产毕竟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
.

生产工具和科学

技术属于 生产力的范畴
,

这些新的生产力的输入
,

必然要使旧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
,

促进新的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洋务运

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

起点
,

并且由于在它们内部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
\

动
,

而使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加明显
.

所以
,

洋务

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
,

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

化已经开始起步
。

从 70 年代开始
, “

中体西用
”
思想向前有所发

展
,

并相应地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向前迈进了一

步
。

鸦片战争后
,

提出
“

师夷长技
”

之初
,

洋务派所重

视的唯有强兵
,

富国是没有看重的
。

这些现代化的

先行者们还没有搞清
“

强
”
与

“

富
”

之间的关系
。

随着

60 年代
“

求强
”

运动的开展和洋务派西学知识的增

加
, “

中体西用
”

思想逐渐发展
,

他们开始明白西方

富强的原因是由于 实行了
“

重商富民
”
的政策并建

立了相应的经济法度
。
这时他们

“

中体西用
”
论式中

“

西用
”

的内容已不再仅限于 洋器洋技之长
,

还包括

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
。

他们认识到西方之所

以强大
,

是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
;

中国要

想 强大
,

也必须走
“

寓强于 富
”

和
“

先富后强
”
的道

路
.

薛福成写了《机器殖财说 》
,

郑观应提出了发展

贸易的
“

商战
” 口号
, “

十万之豪富
,

则胜于有百万之

劲卒
。
” ⑤这样
,

洋务派从 70 年代开始
,

在经营军事工

业的同时
,

又陆续创办了一批以
“

求富
”

为目的的民

用企业
,

这类企业共有 20 多个
,

其中较大的有轮船

招商局
、

开平矿务局
、

天津电报总局和 上海织布局

四个官督商办企业
。

差不多在洋务派兴办 民用企业

的同时
,

一部分比较有眼光而 又拥有资金的地主
、

商人和官僚开始投资办厂
,

因为这样所得的利润远

比投资到土地上从事农业所得的地租高得多
,

从而

形成了一个兴办民间企业的热潮
。

据统计
,

从 1 8 7 2

年华侨商人 陈启源在南海创办继 昌隆缀 丝 厂到

1 8 9 5年甲午战前
,

大约兴办 了 10 0 多家民间工矿企

业
。

七八十年代创办的民用企业和 民间企业同 60

年代的军事工业 比较
,

企业形式 已不再是单纯的官



办
,

而有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和商办
,

机器在企业中

更广泛地应用
,

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

特别是民

用企业
,

其产品主要销售于市场
,

内部大量雇佣出

卖劳动力的工人
,

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开始成

形
,

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
。

这

些新的力量的出现
,

无疑是封建社会的异军
,

必将

给中国社会带来重大影响
,

这一切在中国历史上是

没有先例的
。

事实上
,

这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

建立的机器大工业为主干的近代工业经济为模式
,

来改造中国宗法社会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

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构成
,

它标志着在封建中国的政

治制度下
,

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开始在局部内正式

建立
,

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
。

在洋务运动中
,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虽然

在阶级属性上仍是封建地主阶级
,

其向西方 学习的

动机和愿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

的工具
,

对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

总起来看
,

在整个洋务运动中
,

洋务派在
“

中体

西用
”
思想指导下
,

经过 30 年的时间
,

创建了 800 多

家工矿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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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化的核心

是工业化
,

而工业化的核心 又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

劳动
,

所以机器生产的采用是现代化开始的最主要

的标志
。

洋务运动在引进先进生产力的同时
,

还不

自觉地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
,

培育了第一批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和 懂得声光电化

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

建立了远东第一吨位的海军

舰队
,

这一切都是
“

中体西用
”
指导思想所带来的直

接结果
,

没有
“

中体西用
”
就没有这一切

。

所 以
, “

中

体西用
”
思想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

而洋务运动

的开展又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 以产生
,

这才

有了中国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正 式 回应和 中国早

期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

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进程
,

是多层 面

的
,

它的核心是工业化和 由此导致 的现代经济增

长
。

但随着经济的现代化
、

政治
、

文化
、

人的价值观

念等都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

事实上
,

在 ”

世纪后半期
,

进行外源性现代化的国家
,

如 日本
、

俄

国
,

在进行现代化时
,

都是先从军事
、

经济入手
,

但

与此同时或稍后
,

都进行 了重大政治改革
,

因而现

代化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也

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
,

只不过由于 自身的特

殊原因
,

政治改革进行得既慢又晚
,

而且 由于顽固

派势力的强大
,

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努力归于失败
.

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看
,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紧密相连的
,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必然要求有资产阶级的 民主与之相适应
,

而民主

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

在 19 世纪六七

十年代
,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
,

资本主义生产力

被大量引进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

确立
,

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天然的敌人
,

资本主义

的发展 必然导致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 民

主思想的产生
,

只不过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

想都是通过
“

中体西用
”

的论式表达出来的
。

“

中体西用
”
的宗旨本来是在维护

“

中体
”

的前

提下学习西方的
“

长 技
” ,

但在它指导下的向西方学

习过程中
, “
西用

”
的范畴 已不仅限于

“
长技

”
.

早期

改良派思想家和个别洋务派人士认识到要想真正

使中国走向富强
,

必须学 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

以改进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
,

这一思想在 19 世

纪 8。年代成为一股有影响的政治思潮
,

没有它的影

响
,

就不会有 90 年代末的戊戌变法
,

中国早期现代

化进程就不可能从经济
、

科技层面进展到社会政治

层面
。

“

中体西用
”
是早期改 良派和 洋务派共同推崇

的准则
,

而且不少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是洋务派官员

的幕僚
.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

二 者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是有差别的
。

洋务派认为
: “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

远出西人之上
,

独火器万不能及
” , “

中国欲自强
,

则

莫如学 习外国利器
. ” ⑧洋务派虽然主张向西方学

习
,

但由于他们大多是心存庙堂的封建臣仆和孔孟

之道的忠实信徒
,

对中国的
“

伦常名教
”
是不敢也不

肯动其丝毫的
,

因而他们所要采办的
“

西学
”

就只停

留在练兵
、

制器
、

办厂
、

开矿为止
。

而早期改良派则

不然
,

他们的思想没有那么多的束缚
,

因而他们的

思想能够有较大的发展
。

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过程
,

先是主张

学 习西方船坚炮利
,

后是主张振兴商务
,

在此基础

上
,

他们开始认识到救国要从政治入手
。

通过对西

方的了解
,

他们很羡慕西方的议会制度
,

对此大力

宜传和介绍
,

希望清政府在政治上能有所改革
,

在

中国建立君 民共主的政体
。

最早提出这种要求的是

郑观应和王韬
。

在 1 8 7 5年写成的 《易言 》一书中
,

郑

观应具体地比较了中西政制的优劣
,

明确提出了在

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
。

郑观应在该书的《论议

政 》篇中写道
: “

泰西列国 … … 其都城设有上下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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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

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
,

以其近于

君也
。

下院以绅普士商
,

才优望重者充之
,

以其迩于

民也
。

凡有国事
,

先令下院议定
,

详达之上院
,

上院

议定
,

奏闻国主
。

若两议院意议符合
,

则国主决其从

违
。

倘彼此参差
,

则或令停止不议
,

或复议而后定
。

故泰西政事
,

举国咸知
,

所以通上下之情
,

期措施之

善也 … … 即此一事
,

颇与三代法度相符
。

所冀中国
,

上效三代之遗风
,

下仿泰西之良法
,

体察民情
,

博采

众议
,

务使上下无扦格之虞
,

臣民泯异同之见
,

则长

治久安之道
,

固有可豫期矣
” 。 ⑦ 郑观应不仅详细介

绍了西方议会的上下议院及其议政过程
,

而且提出

了 所谓
“

上效三代之遗 风
,

下仿泰西之良法
”
的建

议
,

这就是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

这是近代中

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 主专制

制度
。

随后
,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
,

王韬也提出了

这一思想
。

王韬认为西方有三类国家
,

一是君主之

国
,

二是民主之国
,

三是君 民共主之国
,

其中最好的

是英国式的
“

君民共主
”

政治制度
, “

唯君民共治
.

上

下相通
,

民隐得 以上达
,

君惠亦得以下逮
” ⑧ ,这样才

可 以达到
“

内可以无乱
,

外可以无侮
,

而 国本有若苞

桑磐石焉
。 ’ ,⑨马建忠指出

,

西方国家
“

学校建而智士

日多
,

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

其制造
、

军旅
、

水师诸大

端
,

皆其末焉者也
。 ’ ,。 他不仅赞美了西方的议会政

治
,

而且暗示 出这才是西方的立国之本
,

制造 机器

和建立新式军队皆为其末
。

这种 思想实际上批评了

洋务派舍本逐末的行为
.

认为中国应重在学 习西方

的政治制度
。

马建忠并没有停留在赞美西方的政权

形式上
,

他还进一步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体— 三权分立制
。

他说
:

西方
“

其定法
、

执法
、

审法

之权
,

分而任之
,

不责于一身
,

权不相 侵
,

故其政事

纲举目张
,

聚然可观
。 ” 。 从这种思想出发

,

马建忠认

为当时最急需翻译的三种书中的第一种即是
“

各国

之时政
、

外洋各国 内治之政
”
书籍
,

他批评洋务派所

译 的
“

器术工艺之书
”

仅为
“

一事一艺之用
” 。

郑观

应
、

王韬
、

马建忠等人的言论 已经涉及到现代化的

一 个较深层面
,

即政治现代化
。

从一般的历史经验

看
,

现代化在器 术层面较易实现
,

尤其是在外源型

现代化的国家更是如此
,

因 为它可 以通过 引进的方

式来进行
,

但仅仅有器术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

的
.

因为现代化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它

们之间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
,

没有政治和 人的现代

化作保证
,

单纯器术层 的现代化终归要走 向失败
。

所以
,

早期改良派提出的设立议院以实现 资产阶级

民主的思想是中国政治层面现代化的先声
。

洋务派也并非铁板一块
,

他们当中也分化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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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有识之士
,

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
“

长

技
”

的行为
,

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
,

其中影响较大的

有郭篙煮和张树声
。

郭篙煮在 1 8 7 5 年的《条议海防

事宜 》中写道
: “

西洋之国
,

有本有末
,

其本在朝廷政

教
,

其末在商贾
。

造船制器
,

相辅以益其强
,

又末中

之一节也
。

故欲先通商贾之气
,

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

所谓其本未逢而姑务其末者
。
” 。 意思是说
,

西方资

本主义 国家富强的根本不在于 造船制器
,

而在
“

朝

廷政教
” ,

中国学习造船制器商贾之类
,

只能作为将

来师法西方政教的基础
,

他认为洋务派不应停 留在

坚船利炮
、

工商技艺的阶段
。

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

声 在其 《遗折 》中提出的思想更见解独到
、

入木三

分
: “

夫西 人立国
,

自有本末
,

虽礼乐教化
,

远逊中

华
,

然驯至富强
,

具有体用
。

育才于学校
,

论政于议

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 同心
,

务实而戒虚
,

谋定而后动
,

此其体也
。

轮船
、

大炮
、

洋枪
、

水雷
、

铁路
、

电线此其

用也
。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

无论竭级步趋
,

常不相

及
,

就令铁舰成行
,

铁路 四达
,

果足恃软?峪张树声

还 恳请皇上
“

改弦更张
” , “

采西人之体
,

以行其用
” 。

张树声在其 《遗折 》中所阐述的思想比早期改 良派

有过之而无不及
。

早期改良派和 部分洋务派人士虽然主张学 习

西方的议会政治
,

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

但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极其强大的条件下
,

他们陷

入 了既想引进
“

西体
” , 又不敢公开革新

“

中体
”
的两

难境遇
。

如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中一方面提倡全面

学 习西方治 国的
“

政教法度
” ,

同时 又坚持
“

尧舜周

孔之道
”

乃
“

万 古不易之大经大本
” .

因为谈洋务而

且犯忌
,

谈洋务而欲变政制
,

必须找到 一 个
“

保护

伞
”

才行
。

所 以
.

无论早期改良派思想家
,

还是洋务

派人士
,

在介绍
、

宣传西方政治制度时
,

都是在
“

中

体西用
”

的论式内进行的
。

这并不是说
“

中体西用
”

本身多么积极
,

而是说只有在
“

中体西用
”
的宗旨

下
,

他们才有可能宣传 自己的政治主张
。

事实上
,

在

19 世纪 80 年代
,

一个要求在中国仿照西方进行
“

政

教法度
”

全面改革的主张
,

已经 在思想 界的不少人

中酝酿成形
,

但鉴于 时势
,

他们只能把本属
“

西体
”

的 内容作为
“

西用
”

来引进
,

扩大
“

西用
”

的范畴
,

对
“

中体
”

的内容加以抽象和缩小
。

在后来的戊戌变法

中
, “

中体西用
”

的论式也没有被突破
,

不仅康有为

借
“

托古改制
”

的旗号来宜传变法
,

就是光绪皇帝
,

在其颁布变法的上谕中也是把
“

中体西用
”

作为变

法的宗旨
,

不然的话
,

戊戌变法也许持续不了 103 天

而早就被慈禧太后所镇压
。

19 世纪后半期
,

中国的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



变也是在
“

中体西用
”
的宗旨下进行的

。

关于派人到

西方留学的主张
,

60 年代已经有人提出
,

但遭到顽

固派的反对
.

所以李鸿章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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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宣讲圣谕广训
,

示 以

尊君亲上之义
,

庶不囿于异学
” 。 的建议

。

这样
,

清政

府才于 1 8 7 2 年同意分批派遣幼童赴欧美留学
,

如严

复
、

詹天佑都是这一时期派 出学成 归国的著名人

物
。

这些教育成果是不会同北洋舰队一同沉没的
.

相反
,

其中许多受到西学濡染的人物
,

由于 事实 的

教训而进一步重新觉醒
,

从而把中国的现代化运 动

推向新的层次
。

可 以想象
,

如果没有
“

中体西用
”

的
“

保护
” ,

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不可能的
。

另外
,

在
“

中

体西用
”

的宗旨下
,

清政府还在 1 8 6 5 年以后设立了

军事
、

工艺
、

医学和外语各科新式学 校
,

培 养了一批

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

中国第 一所大学一一京师大学

堂
,

也是在
“

中体西用
”

的宗旨下创建的
。

咸丰状元
、

光绪帝的老师
、

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 卿
,

受帝命筹

力
、

京师大学堂
,

1 8 9 6 年 8 月
,

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

学堂折 》中认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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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这所学

校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窗 口
,

为 中国培养了大批

人 才
,

但在当时
,

如不 以
“

中体西用
”

为宗旨就不可

能筹办起来
,

即使得以创办
.

在变法失 败后 也不 会

幸存
。

没有
“

中体西用
”

作为宗旨
.

中国教育在 19 世

纪后半叶就不会从传统逐渐向现 代转变
。

总之
,

在 1 9 世纪后期的中国 早期现 代化进 程

中
, “

中体西用
”

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作两个阶段
: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
.

它为魏源的
“

师

夷长技
”

思想提供了一个前提
、

加了一个
“

保 护层
” ,

使得洋务运动能够开展
,

使中国器术层面上的现代

化得 以起步
。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是
“

中体西用
”

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

扩大了
“

用
”

的范畴的
“

中

体西用
”

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列入了学 习的范围
.

它

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从器术层向社会层的推进打下

了思想理论基础
。

没有它
.

就没有戊戌变法
,

尽管戊

戌变法和洋务运动都不能算是取得了成功
。

罗荣渠

教授说
: “

在现代化进程中
,

思维方式的转变
,

一 般

都落后 于现实生活的变化
,

但没有思想转变首先是

世界观的转变为先导
,

要跟上世界的变化是不可能

的
。 ” ” 可以说
,

在 19 世纪后期的中国
, “

中体西用
”

思

想起到了转变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
。

应当承认
,

这

一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
,

但我们也要

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在思想
、

经济和政治 方面所起到的积极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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