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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保守思想的成因及其
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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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氛围、清代文化的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以及反

西化的历史渊源，分别为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现实根源和历史根源。保守思想对中国的

近代化进程产生直接和间接的阻碍作用，但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进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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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文化与

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碰撞。当时在如何抵御外来侵略和

治理国家这两个问题上，士大夫们形成了洋务思想和保守思

想这两大思想派别。本文拟对晚清保守思想的成因及其对近

代中国的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晚清保守思想的成因

(一)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

家思想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形成了“二千年无

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二千年无是非也，非

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局面。⋯在这种文化背景

之下，学校教育以儒学为经典；家庭教育以忠君报国、三纲五

常、男尊女卑为主旨；科举考试更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八

股文为形式。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孔孟之道，儒家思想

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根植于人们心中，使社会和个人都受到

儒家文化的规范。儒家思想成为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理论根

源。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夷夏之．辨。这种思想来源于儒家“吾闻用夏变夷

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1(《滕文公上》)以及“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侯之无也”的观点，【31(《八佾》)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和

文化上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思想，认为中国是“天朝上

国”，四周的民族和部落则都是蛮夷，处于中心的华夏与四周

蛮夷的关系是迸贡与纳贡、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儒家文化是

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形态，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则是劣等文

化形态。鸦片战争虽给清政府以莫大打击，但大多数国人未

曾清醒，仍然沉浸在“天朝”的温馨之中，鄙视洋人之风不减。

被蒋廷黼称为“堪当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第一任外交总

长”H’的琦善就认为：“(英国)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

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则国

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51因此，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

改变国人固有的“夷夏之辨”的儒家文化传统。像刘锡鸿一

样持“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观点的大有人在。【6J

第二，重义贱利。“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是儒家思

想的基本义利观。[31(《里仁》，《宪问》)重义贱利不仅是儒家思

想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晚清保守者反对学习西方的重要理论

依据。如刘锡鸿认为：“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

民”。[71在儒家思想中，仁义乃治国之本，如果人们“果其洽以

仁而不相弃不相害，缔以义而不相侵不相凌，一家如是则家

安，一国如是则国安，天下如是则天下安”。相反，如果不讲仁

义，“君与臣互为残贼，父与子互为伤夷，兄与弟互为摧剥，夫

妇朋友互为戕杀，民物无以全其生，天地且为之扰乱而不能帖

然于其位”。[71刘锡鸿对仁义的尊崇与对利的贱视是一致的，

他认为“金、银、煤、铁等矿，利在焉，害亦存焉，非圣天子所贪

求也”。[71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刘锡鸿等守旧者反对修铁路、

开煤铁矿的重要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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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道贱器。儒家思想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

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同时又认为：“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31(《子张第十九》)儒家重道贱器的

思想，对晚清保守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在守旧者看来，维护

王朝的统治，其要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

无与伦比的，足以保证中国不受列强的欺凌。如大理寺少卿

王家璧所说：“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

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盘剥，搜山

竭泽，事事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笑我尊君亲

上之民心也。”181可见，在守旧者看来，科学技术只不过是“奇

技淫巧”，没有必要学习，如果要学，就是用夷变夏，是违背儒

家伦理的。

第四，重农抑商。儒家思想历来鄙视商人。自从汉代董

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都遵循重农抑商的传

统，清朝也是如此。如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在给薛福成的《筹

洋刍议》作序时认为：“凡国必有以立，吾儒也，彼外国者工若

商也。儒虽贫，不可使为工商。为之工商而不可成，而儒已前

败，失其所以立矣。”[91又如刘锡鸿特别反对士大夫参与工商

业，在他看来，士大夫从商，“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蠹，民多

一贼。”[7】‘‘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信念，阻碍了近代知识分子参

与工商业的实践。

第五，黜奢崇俭。儒家思想提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

时”，[31(<学而第一》)这个观点被守旧者尊奉为圣条。实际

上，他们的“崇俭”就是要恢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的黜

奢就是坚决反对近代工商业。所以，黜奢崇俭不仅仅是关于

道德风尚问题的争论，更是关于应否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斗争。如刘锡鸿出国以后，他仍旧抱着这一信条，甚至去

批评英国的“奢”，他说：“孔子言：治要之要，日节用，用而无

节，则罄天地之藏，不足以供之，英国是也。英之政治，常有不

必用而用，不当用而用者。”L71

综上所述可见，儒家教义是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理论根

源。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西方列强不断东侵的时

代背景下，晚清保守思想与西方的近代观念、资本主义的发展

模式是格格不入的。

(二)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现实根源——鸦片战争以后的

社会氛围

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处于大变局中，封建士大夫们面

对列强的侵略，激发出一种强烈的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导引下，一方面，觉醒者如林则徐、魏

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李鸿章、曾国藩、奕新

等洋务派则开始兴办洋务；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又成

为保守派拒斥西方文化的借口，国内盲目排外、仇外的风气有

增无减，各地反西方基督教的斗争也随之越演越烈。台湾学

者吕实强先生在分析排斥基督教的原因时，认为其“基于分析

利害得失成分较少，由于民族情感的原因居多”。其实，这种

民族情感不仅体现在对基督教的排斥，而且体现在对于整个

西方文化的排斥。倭仁在同文馆之争时就曾说过：“夷人吾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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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

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

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

仇耻哉?”Ll刮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谁要是称颂西方，甚至只要谈洋务，

就必然遭到保守的大臣和士大夫们的攻击。比如郭嵩焘在马

嘉理案发生后，上奏要求朝廷对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他的行

为立刻遭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攻击。随后，郭嵩焘又请求京

官要与洋人交往，同样又遭到保守士大夫们的诋毁。后来他

寄回国的日记，内有称赞西方的内容，更是为士大夫所不容。

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郭嵩焘一直过着忧郁的生活。【1¨可见，

当时士大夫阶层不仅不去了解西方文化，反而对西方文化有

一种盲目的敌对情绪。这种盲目的敌对情绪是造成士大夫们

对西方世界无知的重要原因，而对西方世界无知又是社会顽

固守旧思想产生的温床。这一顽固守旧排外的社会氛围成为

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现实根源。

(三)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一清代的文化专

制主义与排外主义及反西化的历史渊源

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要从两个方面谈起。

一是清代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传统。实行专制主

义的文化政策在中国古代并不乏见，但由于满清统治者是经

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凭借军事力量而获得统驭整个中华的

权力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采用特殊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大力

推行汉族文化，采取各种措施吸收汉族的优秀知识分子到统

治阶层中来；另一方面实行比以往更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以

高压手段钳制各种反清思想，大兴文字狱，大规模禁毁篡改图

书，预防和绞杀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的言论。满清统治者不但

抹煞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将其归结为将死的封建伦理道德学

说，还把经朱熹阐发的丰富思想，也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行为的

道德教条，使理学丧失其原有的学术本性，丧失了创新精神。

而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大师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在

满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高压下，也很快就被冷落而沉寂了。

在这种情况下，穷经考古的朴学考据盛行起来。在朴学考据

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

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21知识分子小心翼

翼地避开现实政治，急迫而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却没人研究。

清代排外主义政策实行的时间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稍晚，但

为害更烈。从康熙的“禁教”，到雍正的“禁学”；从贸易上实行

闭关锁国政策，到制定一系列防范外夷章程，满清政府的排外

主义政策越走越极端，甚至民间如有与外国进行文化交流，都

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里通外国的不赦之罪。明清之际耶稣

会教士在中国传播科学文化的事情被人们逐渐淡忘，而“天朝

上国”至善至美、无所不有的观念却深入人心。这种文化上的

排外主义心态，则既包涵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意识，又掺

杂着不少小农时代的狭隘民族情绪和过分的自我优越感。文

化专制主义从内部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文化排外主义又断绝

了人们与外部的联系，造成清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大多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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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顽固愚昧，以致于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朝野士林，如魏

源所说的那样：“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13】

二是明末清初反西化的历史渊源。研究晚清保守思想形

成的历史根源，还要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所引起的中

西文化冲突谈起。如全汉先生所说：“我国人反对西化的言

论，在清末流行最盛，但却不始于清末，自明末利玛窦东来，介

绍西洋文化于中国时始，反对之声即已四起。可见清末反对

西化的言论的流行绝不是偶然的，只是继续过去二百多年的

流行，再加以当日(清末)环境的刺激，于是达到空前的发展

而已。”[141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耶稣会教士罗明坚和利

玛窦进入中国，他们翻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西

方书籍，稍后的金尼阁又携带7 ooO种西书入中国，这标志着

西方文化与科技全面进入中国。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与

科技，使自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

性的文化震撼”。面对异质文明，士大夫们通常有两种反应，

一是祭起“西学中源”的法宝，在追溯历史起源的过程中保持

文化的自尊，缓解心理的震撼，把这种异质文明当作实用知识

与技术看待，也就是西方的东西只能是“器”，而非“道”；二是

坚决拒绝这些会瓦解和动摇固有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东西，激

起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拒斥新知的同时，把门整个

地关起来。【l副这两种反应贯串了此后中国三四百年的历史。

在这期间，中国的士大夫们反西化的言论则络绎不绝：从明末

徐昌治编的<圣朝破邪集》，到清初杨光先的《不得已》，再到清

代中叶反对西化的代表阮元，反西化的言论一直没有停过。

像杨光先所说：“大清国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酣

睡地耶?”“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

样，清代的文化的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及反西化的历史渊源

交织在一起，成为晚清保守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二、晚清保守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晚清社会是一个大变动时代，处于“千古所未有的大变

局”之中。整个社会面临着伴随西力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在

回应西方的挑战中，虽然晚清保守思想和洋务思想一样，都是

旨在挽救清王朝，抵御外来侵略，但其客观效果却大不一样。

就保守思想而言，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进程，未

能起到挽救整个民族的作用。这种阻碍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直接的阻碍。保守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阻碍

作用较为明显。在洋务运动的30年里，洋务派每次倡议学习

西方，每进行一项洋务事业，都要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从

造船炮、造机器到修铁路、开矿山，从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

校到建工厂、与外国通商等等，每一项“洋务”问世，都会在士

大夫中间引起一场是否可行的争论，其意见对立之尖锐，决策

裁定之艰难，都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李鸿章在给郭

嵩焘的信中写道：“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

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

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可置否，王孝

风、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

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

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

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u副可以说，在守旧派的非

议下，兴办同文馆、筹议海防、幼童留美和修筑铁路等洋务运

动的开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扰，甚至遭到失败。以光绪六

年(1880)关于修筑铁路之争为例：这一年，前直隶提督刘铭传

于奉诏入京之际力请修建铁路。其词日：“自强之道，练兵造

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致力于漕

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旅行者不可阐述，而于用兵一道，

尤为急不可缓之图。”[1”李鸿章本有此心，倾力支持。以为“处

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

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以刘锡

鸿、张家骧、周德润、王家璧为代表的国内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其中叉以刘锡鸿的反对最力。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1881年2

月13日)，刘锡鸿奏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提出“火

车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并断言：“(火车)

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洋洋数千言。怕1(卷1，《仿造西洋火车

无利多害折》)在刘锡鸿的力争下，朝廷“卒寝其议”。[18 1正是

以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士人的多次反对，使得中国是否修建

铁路，自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筹议海防时由李鸿章提出后，

到1889年清政府决定修建卢汉铁路为止，一直争论不休，中

国的铁路修建被延误了十多年。

第二，间接的阻碍。晚清保守思想问接阻碍作用则体现

在，由于人们在思想上深受保守思想的影响，多数国人的思想

原地踏步。例如，著名的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和沈葆桢也曾发

表过反对修筑铁路的意见。曾国藩曾认为：“(铁路)自洋人

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

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H列沈葆桢也曾说：“(铁

路)铲削地脉，废山川之险阻，扰害坟墓，启百姓之衅争。向

之限以天堑者，今则朝发夕至矣。耗数百万之金钱，为后来弄

兵者豕突狼奔之捷径。”[加1这些言论不是与刘锡鸿同出一辙

吗?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时，“一切已死

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刘锡鸿

虽然在西方身履目击，看到过也乘坐过火车，知道火车快速、

平稳、载重量大等优点，但他还是坚定地反对修筑铁路。可

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在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下，思

想之解放，观念之更新是多么艰难!戊戌变法前，以曾廉为代

表的保守主义者还在重弹“祖宗成法”“万世不可变”的论调。

戊戌政变后，大学士徐桐“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

新学如仇”，门下有稍涉新学者，即拒而不见；凡洋货概屏绝勿

用。刚毅也“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士大夫们

盲目仇外排外的心理，在庚子之乱以前越演越烈。直到庚子

之乱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对晚清保守思想和中国传

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反思。因此，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顽固与守

旧，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更深，为害更大。作为晚清保守

思想理论根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可谓根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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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社时，也决不可忽视保留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对于

会内部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到了近代，在新的历史 中华民族复兴，对于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都有积极的意义。

环境里，儒家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也就较为明

显地体现出来。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重农轻商、夷夏之 参考文献
防、重义贱利等，被晚清保守思想用来作为反对西方文明的理

论根据，而且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因此，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化进程中的破坏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97．

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思想同样也有进步作 [2]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用。台湾学者吕实强先生在《儒家传统与维新(1839一1911) [3】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一文的结论中指出：儒家传统并不曾构成维新的阻碍。相反 [4】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A]．包遵彭，昊相湘，李定一．中国

地，许多知识分子却凭依此一基础而能对外方传来的新事物、近代史论丛：(第l辑第3册)[c]．台北：正中书局，1970．

新知识，客观地加以衡量，而后择扰吸取，融汇入自己原有的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z]．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传统之中，进而创生新设计、薪构想，并毅然去付之于施行。
[6】刘锡鸿·刘光禄遗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A]·沈云龙．

这足证儒家传统，不仅对外来文化具有兼纳并容的优长，并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l·

也富有融会贯通、综合创新的动力。因此，我们要推行国家的
[7]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现代化，儒家传统显然仍为一项重要的凭借与基础。㈨我们不 581洋耋运动‘_’[z】·上海：上海人民l!b等社，1961‘

登虿承兰堡家呈孥苎中曼誓垡苎：竺些警凳!的磬鍪曼删笔1麓袋三：量黧篡誓鬻引粕嬲2分
因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造就了刘锡鸿、倭仁、徐 ～[：o]；办主≥始末。(同治朝)：(≥二十≮)[z]．台北：文海出版社
桐等一大批保守主义者的同时，也造就出李鸿章、郭嵩焘等一影印本l
批思想激进的、同样也饱读儒家经典的中国人。就是像刘锡

[11]郭嵩焘．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A]．郭嵩焘奏稿[c】．长沙：

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也不见得全无价值。孙广喜营书赴1qRl

德先生曾经指出：“以现代眼光来看，大概多数人都会认为倡 [12]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导学习西洋船炮者的见解对，而反对学习西洋船炮者的见解社，1995．

不对。但我们实在不应该下这样笼统的断语。反对者以为西 [13]魏源．武事余记．掌故考证[A]．圣武记：附录卷12[z]．北

洋船炮不必学习，甚至认为西洋船炮不如中国船炮，实在是固京：中华书局，1984．

陋之见；但他们认为仅学习西洋船炮仍不能富强，当时尚有许 [14]全汉．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A]．包遵彭，关相湘，

多重于船炮的事应该讲求，的确很有见识。倡导学习西洋船李定义．中国近代史论丛(第l辑第3册)[c]．台北：中正书局，1958．

炮者，以为西洋船炮优于中国船炮，非购制不足以与西人相 [1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抗，应是不刊之论。但他们一心一意地急于学习西洋船炮，却2001‘
．

未能仔细考虑并筹谋各种相关条件与之配合，则是疏失之处。 [16]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M]·上海：上海人

就整个大趋势大潮流而言，反对学习西洋船炮者，终是阻碍了
氏出般社，拶鼬’

中国西化的步伐，对中国现代化的迟缓难辞其咎。然而在他
[1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z]·北京：中华书局，1984·

们反对的言论中，却为倡导学习西洋船炮者，提供了值得考虑
[1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七)[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竺望苎苎作墨。!曼型璺兰苎j女!是。嘎苎震置_竺尊曼竺纂，⋯。i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z]．台北：文海出版社
思辨的话，对中国西化的进行，未尝没有好处。”∞1像刘锡鸿、 ⋯‘。。。

。‘ ‘。

倭仁这样的保守者，其思想确实也有值得“慎审思辨”的地方。
[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z]．台北：文海出版社

如刘锡鸿所言：“故欲拯今日之贫弱，当由饬吏治始。饬吏治，影印本．
当由端士习始。端士习，当由审义明道始。”n3刘锡鸿认为治 [2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克思恩格斯选

理国家贫弱必须“审义明道”，按他的思维逻辑，“道”不明， 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r72．

“义”不审，则士习坏；士习坏，则吏治不清；吏治不清则导致 [22]吕实强．儒家传统与维新(1839—1911)[A]．近代中国思

“今日之贫弱”。这与倭仁“正学不明，则人心痼蔽；人心痼蔽， 想人物论——一晚清思想[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则风俗败坏；风俗败坏，则人才枯竭；人才枯竭，则世运日衰”1982．

有相似之处。‘圳他们这种强调吏治清明，强调社会风气，强调 [23]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仁义道德的思维，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疑都是值得借鉴的。馆，1982．

可见，像刘锡鸿、倭仁这样的守旧者，他们的思想也是具有启 [24]李细珠．倭仁研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迪警示意义的。思想先进的人们在倡导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同 (下转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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