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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论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的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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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实地考察西方文化和理性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家。 他

秉持超越传统的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形成了理性的中西文化观和务实的和平外交

策。 他的思想和主张对近代中国人走出“天朝冶迷梦,面向世界近代化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和

启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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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郭嵩焘(1818—1891 年)是继林则徐、魏源等人

“开眼看世界冶之后,“亲身走欧洲冶的中国人的杰出

代表。 1876—1879 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英

法公使,零距离接触和考察了西方文化,并对近代西

方文化有独到的认知,其知识视野和思想见解明显

地高于同期国内的洋务派人员。 可以说,他是近代

中国第一位亲身实地考察西方文化和理性处理国际

事务的进步外交家。 笔者认为,他的思想转变和主

张,对近代中国人走出“天朝冶迷梦,面向世界近代

化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和启蒙价值。
一、秉持超越传统的爱国经世与思想开放的价

值观

19 世纪中期的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与西

方近代文化体系发生剧烈碰撞的形势下,中国又发

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内忧外患所

引起的巨变,在这种“千古未有冶之“创巨痛深冶的感

受中,洋务派为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开始学习西方

先进的文化,郭嵩焘便是洋务派中主张全面学习近

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先觉者和先行者。
在郭嵩焘出使欧洲之前,近代中国具有爱国经

世与开放思想的士大夫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 龚

自珍被认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智者冶 [1]。 他一

方面高举“经世冶旗帜,“以学术言政求变,另一方

面,复兴 ‘实学爷 传统,关注现实以求筹边御外之

策。冶 [2]他看到“西夷冶的“奇器冶对中国筹边御外

“有用冶,为此主张学习仿制。[3] 其“经世实学冶思想

成为中国人“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冶 [4]。 林则徐肯

于开眼看世界,承认西方有先进的东西。 他认识到

“不审夷情,无以制夷,冶因而在查禁鸦片的斗争中

能够“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冶他组织、编写了介绍

西洋情况的综合资料《四洲志》,提出了“师敌之技

以制敌冶,以及编练“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冶的新式

水师的主张。[5] 可见,他既坚持捍卫国家独立又勇

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是开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近

代化的第一人。 魏源发展了经世求实、因时变革和

审夷筹边的进步思想,他把《四洲志》扩编成《海国

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冶的口号,主张

要“立夷馆冶、“翻夷书冶以“悉夷情冶,然后学习其

“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冶。[6]

19 世纪中期,洋务派掀起了学习西洋先进技术

的热潮。 曾国藩认识到,“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
外情形已大变往古冶,中国自强需要效法西洋。 他

强调在“守定条约,以示诚信冶的同时,应引进西洋

的“制器冶、“学校冶、“操兵冶,如“沪局之造轮船,方
言馆之翻译洋学冶,“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排选幼儿

出洋肆业。冶 [7]126他在安庆创办的军械所乃其法洋自

强之行动。 左宗棠先在福建设立船政局,后在甘肃

创立兰州机器局。 他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



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冶 [7]145。 他提出

了海防和塞防并举的新国防观念。 李鸿章提出“外
须和戎,内须变法冶 [8],要求破除“所学非所用冶的传

统“积习冶,以“专设一科取士冶的办法提拔洋学人

才[7]205;同时,以中外既定条约为基础同西方国家维

持和平交往关系,便于中国学习和引进其先进的近

代工业技术,促进中国洋务事业的发展。
郭嵩焘继承了洋务派代表人物的爱国经世与思

想开放的主张,并在自己的外交实践中,依据其西学

新知识使爱国经世与思想开放又有了新发展,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力讲求实学,反对“欺罔之风冶
郭嵩焘亲历了鸦片战争浙东的惨败,他说:“当

庚子辛丑间(1840—1841 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
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冶 [9]

在天津谈判期间,他写了《请推陈致理之原疏》,认
为国家振兴的前提是必须破除积久成习的“欺罔之

风冶,研究内外实际情形,努力寻求“自强之术冶 [10]。
当英法联军从海上入侵之时,郭嵩焘奏陈:“沿海侵

扰,所驾火轮日行数十里冶,实非一时之患,应“筹数

十年守御冶。 在没有坚船利炮的情况下,尽快建立

内江水师以补陆军之不足。 后来,他筹划了诸如编

练战船、设置厘捐、通达夷情、加强海防等爱国经世

的实务建议,李鸿章称:“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

以剿贼,尤为兵饷大政所系,皆事成而(郭)不居功。
当时将帅欲得以为重。冶 [11]243 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

(1864—1866 年)期间,针对各地官绅、民众抵制洋

人入城事件时分析说:“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

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 吾谓夷人顷所争,利
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 诸公以速祸而召殃者

也。冶 [12]他还指出:“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 自办

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 至于广

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

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

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
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 则亦在官者积

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冶 [13] 他认为,对待洋人应

当依条约而讲理,如果不明这种事理,盲目地反对和

排斥洋人,就使中外关系不可收拾,最终吃亏的还是

中国人自己。 应当说,郭嵩焘反对不分事理地一味

盲目排外和不负责任地抵制中国开放的态度和行

为,在客观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符合中国近代

发展趋势的。
(二)主张处理中西纷争时应保持清醒和理性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夕,郭嵩焘就感到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冶这种清醒和理性的判

断,比洋务派其他人物的同类见识都早。 英法联军

来北京换约之际,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发动突然袭

击,随后又与英法联军进行通州激战,几乎全军覆

没。 这导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再签新

约的严重后果。 郭嵩焘指出:“洋人以通商为义,当
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必先自循理;循理

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冶 [11]8 就

是说,他认识到,换约外交和侵略战争应有区别,折
冲樽俎要“讲理冶,应该重视国际谈判,理性媾和而

慎重言战。 作为治理边疆的国家官员,郭嵩焘主张

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推行对外政策,显然是清醒和

理性的。 他激烈地抨击守旧派外交上的“一味怕冶、
“一味诈冶、“一味蛮冶、“一味蠢冶。[14]可见,郭嵩焘对

于洋学知识极其注重和学习,对于中西纷争保持清

醒和理性。 在中国走向世界之初,他确实是为数不

多的中国识时务知洋务的俊杰。 李鸿章曾说:“当
世知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

为最。冶 [15]

(三)深切认识到中国急切需要培养通识洋务

的人才

在天津谈判期间,郭嵩焘奏称中西关系“通市

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中国)始终无一人

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冶。 因此,他深切认识

到,习 知 夷 语 以 通 晓 夷 情 乃 是 当 前 的 最 切 要

之事。[16]

为了切实学习洋务,郭嵩焘首倡设立同文馆。
他痛切地指出:中国“自有洋务以来冶,国人懂得洋

务知识的太少。 士大夫“高视阔论,以考求洋情为

耻。 见有知洋务者,又虚为之名曰:‘此足应时须

矣爷,阳誉之而心益薄视之。 然就嵩焘所见,凡名为

知洋务者,粗细其情势而已,无通知其本末者冶。 郭

嵩焘不仅细知洋务,还明确了洋务的本末:“嵩焘窃

谓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

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故欲先通商贾之

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

者。冶 [11]23这是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之主张的发轫。
(四)躬身践行爱国经世思想

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外交实践,把爱国经世思想

发展到了新阶段,具体表现如下:
1. 忍辱负重走出国门,出使欧洲并担任首任中

国驻英公使

在近代中国,如果说林则徐是最早“开眼看世

界冶的人,那么,郭嵩焘就是最早“出国办外交冶的

人。 1876 年春,中英围绕“滇案冶展开的外交活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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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而载入史册。
“滇案冶是指 1875 年(光绪元年)2 月,英国探

路队的翻译马嘉里及随行人员在中缅边境被中国地

方官指使的民众杀害一案。 这一事件导致了中英关

系的紧张。 有学者指出,“马嘉理往返滇缅边界及

柏郎一行十数人由缅入滇,是得到清政府允准的;所
谓‘人数约有二百爷的武装侵入者是不存在的;当地

中国人杀死马嘉理及其随行中国人、力阻柏郎,是被

强制受雇佣而为的;‘滇案爷是腾越厅左营都司李珍

国等人无视中央政府指令一手制造的冶 [17]。 派人查

清案情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因此迫使清政府在光绪二

年(1876 年)秋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其签订了《烟台

条约》,主要内容为:清政府必须派出一位二品实授

大员到英国,向英国政府当面谢罪;同时,中国向英

国开放滇缅、印藏两条边界通路和多处内地口岸。
接着,李鸿章和恭亲王商议派郭嵩焘出使英国。 李

鸿章函告郭嵩焘“早日命驾北来,务乞于奉旨后迅

速交卸,跗轮船舶至津,面商一切冶 [18]。 因而,郭嵩

焘奉命以兵部候补侍郎的身份出使英国,并由“谢
罪冶大臣转而成为首任驻外公使。

2. 突破传统的“华夷冶观念,初步形成近代国家

的外交观念

1876 年(光绪二年)10 月,在守旧派的一片咒

骂和清谈中, 郭嵩焘一行 15 人乘坐英国邮轮

“Travancore冶号正式出洋。 他后来说: “当初遣使

时,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李子和(鹤年)制史、冯云展

(誉骥)学使,正言切论,以阻其行。 嵩焘则答言:
‘数 万 里 程 途, 避 而 不 任, 更 有 艰 巨, 谁 与 任

之?爷冶 [11]82而郭嵩焘此次出洋从中国的“谢罪冶特使

变成中国的驻外公使,就超越了“华夷天下冶的传统

价值观而实现了与近代国际“外交冶的接轨。 中英

两国由此确立了互派使节的制度。 随后,西方国家

的公使开始陆续来到北京。
二、通过亲身考察欧洲近代文化,从而形成理性

的中西文化观

在近代中国,最早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方面都不如西方的人是冯桂芬,他在 1861 年就

提问“彼(西人)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冶他认

为“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

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
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

夷冶淤。 由于冯桂芬没有机会亲历西方,对于这些

“不如夷冶方面无法详细深究根源。 郭嵩焘受命亲

身赴西方办外交,故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远远超

出冯桂芬中西文化观的广度与深度,并以其真实全

面的考察能够深究其根源。
郭嵩焘一行抵达英国的南汉普敦港后,他在日

记中以其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心理观察西方世

界,其日记不仅记述了西方国家的山川形势、民俗风

情,而且还思考了西方文明的来源。 其后,他把这些

日记整理成册,题名《使西纪程》,邮寄回国,经总理

衙门刊印,其书不胫而走,引起了巨大争议。 这是中

国近代初期士大夫认识世界最深刻的著作。
随着实地考察的深入,他的西学知识不断深化,

他的思想观念由赞赏和惊叹转为沉思和反思,他的

思想观念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
他对先进的西方文明表示了赞赏。 他对英国首

都的繁华气象印象深刻:伦敦“街市如明星万点,车
马滔滔,气成烟雾。 圜阅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

复加矣冶 [19]98。
他沉思西洋文明之所以先进的根源。 在他看

来,西洋文明先进之本首先在于其政治制度。 他参

观了英国的监狱、议会和新闻部门等机构后,发现西

方“议政院犹时寻思其得失,有所规正,此其规模气

象,固宏远矣冶 [19]177。 对于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度,他所作的考察最为详细。 他在旁听议院辩论的

时候,亲身体验了政治制衡的意义。 他在日记中写

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

平。冶 [19]389他认为当时李鸿章等人忽视西洋政治制

度,只知道购买洋人兵器,或者派人学习制造兵器,
其实是“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冶 [19]647。 他

以英国为例写道:“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

势益张者,则在设巴力门议政院(上议院)有维持国

是之义,设买阿尔(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厚之

情。 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胜迭衰,而
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 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

以自效。 此其立国之本也。冶 [19]372 对于西方的舆论

监督制度,他也认识到其强大的力量。 他说:“西洋

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 议论得失、互相辩驳,皆资新

报传布。 执政亦稍据其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

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 所行或有

所违忤,议员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

意妄为者。 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

论。 《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冶 [19]372郭

嵩焘无法在中国古制中找到同类的体制,只能按自

尊思维以儒经《周礼》附会之,因为西方的新闻舆论

监督体制毕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在论及英国

牛津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度的时候,他感

叹道:“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

此义者,鲜矣!冶 [1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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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在赞赏和沉思之后,能够

深刻分析中西差别的深层原因,并最终走向了文化

自省。 他认识到,推进西洋文明飞跃发展的原因,不
只有政治制度,还有学术自由和教育体系。 因为只

有全民族的素质和思想得以开化,才有强大的生命

力。 他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

问考核之功也。冶 [19]365于是,他建议在国内除了设立

同文馆,还要设立西式学馆,“行之有效,渐次推广

至各省以达县乡,以广益学校之制冶于。 这种建议在

当时无结果,而 30 多年后的戊戌变法才大兴新式学

堂,可见郭嵩焘思想观念的领先价值。
郭嵩焘从这些中西差别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落

后的原因。 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是中国弱

化的重要原因。 在当时多数士大夫看来,中国上古

先贤统治时期,是真正的圣人之治,不可能存在落后

的问题。 而郭嵩焘却超越了这种传统思想。 他说: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而夷狄之无道。 秦

汉以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

则欺凌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 自西洋通商余年,乃
似以其有道而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圣人

之治民以德。 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 德者,专
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宽。 西洋治民以法。 法者,人
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其法

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

矣。冶 [19]436就是说,西洋重法治而得以天下大治,中
国历朝历代都重德治(其实是人治),反而不得长远

之治。 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能够认识到德治和法治

的这种中西差异者,可谓仅郭嵩焘一人。
由反思中西差异而反思中国现实,清醒和理性

的郭嵩焘深感苦闷。 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

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

夷狄。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
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夷狄也?冶面对如此形

势,“中国士大夫可羞辱者多矣! 而顽然不知以为

愧,侈口张目以相訾议,吾且奈之何哉!冶 [19]439

面对中西悬殊的发展差距和中国顽固守旧势

力,孤独的先觉者和先行者郭嵩焘是无奈的,但他的

伟大之处就在于:勇敢地承认现实、独立地思考现实

和尖锐地批判现实。 1879 年初,一直遭受守旧派猛

烈攻击的郭嵩焘卸任回国,但他仍然坚持爱国经世

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并开办思贤讲舍,讲求新政和

西学。
三、提出了洋务派的和平外交策

面向世界的郭嵩焘在其公使任内,通过积累西

学和外交实践,掌握了近代国家的外交规则和国际

惯例,并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提出了务实的和平外

交策。 具体表现为:
(一)在觐见英国女皇时提出了两国和好的外

交宗旨

1877 年 2 月 7 日,郭嵩焘到白金汉宫呈递国

书。 他决定把因“滇案冶而向英国致歉的仪式和中

国特派使节常驻伦敦的仪式一起举行。 经过与英国

外交部的磋商,他到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女皇维多利

亚,并由随同秘书张德彝诵读国书,由马格里同时口

译成英语,称:大清钦差大臣郭嵩焘、副使刘锡鸿,敬
奉国书,呈递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上年云南

边界蛮允地方有戕毙翻译官马嘉里一案……中国大

皇帝之心,极为惋惜,特命使臣前诣贵国,陈达此意,
即饬作为公使驻箭,以通两国之情,而申永远和好之

谊。 英国女皇听后说:特使“此次远来,为通两国之

谊,庶期永保和好冶。 12 月 12 日,郭嵩焘以兵部左

侍郎、钦差出使大臣的身份常驻英国。 自此,中国正

式走向国际舞台开始了近代外交活动。
(二)制定了严格的外事纪律

1877 年 1 月 21 日,郭嵩焘一行抵达伦敦,驻在

伦敦新城东南的波特伦伯里斯 45 号。 当晚,郭嵩焘

就召集使馆所有人员开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使馆所

有人员制定了严格的外事纪律,共有“五戒冶:一戒

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

喧嚷。 这个规定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外交人员最早的

外事纪律。 郭嵩焘把自己视为“中国出使西洋立教

之祖冶 [19]98。 他既严于律己,作出表率,也以严格的

外事纪律要求所有的使馆人员,务使人人都能够围

绕国家的外交目的而行动。
(三)依据国际惯例举办晚会和“夫人外交冶
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新到一国的使节,需要以

女主人的名义举办晚会,宴请各国驻该国的使节。
郭嵩焘因参加过他们的晚会,所以,理应回请答谢。
1878 年 6 月 19 日,由其夫人梁氏操办,成功地举行

了这次晚会。 被邀请的客人有英国外交部的官员,
德、俄、奥、意、丹、荷、土、葡、日、海地等国驻英使节

及夫人、随员,还有伦敦及外地的英国名流、富商、公
爵、学者,共 790 多人。 次日,《泰晤士报》称:“此为

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

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
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

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冶 [20]764可以说,以梁氏名义

举办的这场晚会是郭嵩焘公使生涯的一个杰作,
是他冲击中国传统礼教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举

动。 在他的安排下,梁氏成为走向国际社会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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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女性。
(四)提出“循理冶外交,促进中国吸收西方近代

文化

郭嵩焘是一位清醒、理性、具有批判精神的洋务

思想家。 在对外关系中,他提出了“循理冶外交的思

想。 有学者称:“循理二字,实为(郭嵩焘)先生一生

应世根本,不特对洋务然。冶 [20]139所谓“循理冶,就是

遵循外交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从 “理冶、 “势冶、
“礼冶、“力冶、“气冶几方面加以处置。 例如,在处理

滇案时,他的意见是:“交涉之方,不外理、势。 势者

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 理者所以自处。 势足

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

折。冶 盂1875 年,他曾致信沈葆桢说:“窃以为控御之

方,在去猜嫌之见,而以礼自守,以制其嚣之气,求因

应之宜,而力争先着,以杜其要挟之心……而与外人

相接,理不壮即气不充。冶榆可见,郭嵩焘认为,讲理

的目的是用理来杜绝列强的要挟,是主动的外交手

段,而不是被动的委曲求全,更不是崇洋媚外。
郭嵩焘提出的“循理冶外交是可行的,因为洋人

的目的是“以通商为义冶,所以,随带洋人“当讲求应

付之方,不当与称兵冶 [11]8。 他说:“有谓嵩焘能知洋

务者。 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

知,所持独理而已。 癸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

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
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 乃稍以自信。冶 [21] 应当

说,既然中国处于弱势,而洋人又并非完全不可理

喻,那么,以理格之、以礼通之,就是一种务实的可行

做法。 他还认识到了“和冶的重要性(也就是外交的

重要性)。 所以,他强调积极进行国际和平外交,反
对那种忽视“和冶的重要性的偏激议论。 正是认识

到外交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才有他勇于背着

骂名出访英伦欧陆。 他不仅积极融入西方外交场合

中,而且在实际的外交政策上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经过他对外交涉的诸事,无不体现了他循理外交的

思想。 例如,英国太古洋行的趸船“嘎的斯冶号在镇

江码头的停泊处擅自造桥通岸,栽桩托架,致使江岸

多处坍陷。 对于此案,郭嵩焘根据条约规定,在

1877 年 6 月照会英国外交部,要求“饬太古行将趸

船遵照移泊冶。 1878 年 2 月 7 日,在他的多次交涉

下,英国同意将趸船移泊,中国的江河道路主权得以

维护。 又如,郭嵩焘提出申请,要求在新加坡、孟加

拉、槟榔屿、锡兰等华侨居住国设立领事馆,以管理

和保护当地的华侨。 从 1877 年 9 月至 1878 年 3
月,总理衙门和英国外交部都同意了这一申请。 自

1878 年 3 月开始,华商胡璇担任驻新加坡领事,这

是中国人首次在外国设立领事馆。 此后,中国先后

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立领事馆,海外华人的

利益得到了合理维护。
郭嵩焘把“循理冶思想与和平外交政策视为近

代中国追求“富民强国冶目标的重要手段。 他认识

到:“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

本,施之必有其方。 本者何? 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

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 方者何? 求富与强之

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 斯立国之

方也。冶 [22]正因为他把眼光放在富民强国的目标上,
才慎言战,重“循理冶,坚持和平外交。

四、结语

郭嵩焘是中国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觉者和伟

大的先行者。 他的这种觉与行,显示了中国近代社

会发展的必然性,揭开了实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之

现代化转变的先声,开辟了中国学习西方近代文化

之路。
在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的思想见解和政策建

议尽管没有得到同僚的即起呼应,但却有后继者的

身体力行。 资产阶级改良派冯桂芬、马建忠、薛福

成、郑观应等人认识到:中国只引进西方技术是根本

不够的,西方近代制度更优于中国传统“圣教冶,因
而要求效法西方近代制度进行国家的政治变革。 他

们提出:中国学习西方应当从以“兵战冶为主导转变

为以“商战冶为主导,实行重商政策。 他们更强调指

出,西方富强之基在于立宪和议院等先进制度,中国

应当实行“君民共主冶的君主立宪政体,并成立商

部、制定商律、保护关税、设立公司,实行技术专利、
废除厘金乃至于收回海关、取消洋商特权等限制民

族资本发展的政策。 可见,这些主张发挥了郭嵩焘

的觉与行,使中国传统价值观之现代化转变的思想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历史证明,19 世纪后期的中国,面临着从传统

社会向近代化社会全面转轨的国家发展难题,这是

近代东方各国都会遇到的“被动近代化冶的历史选

择。 此时,迷恋与保守传统的东西,歧视和拒绝西方

的东西,都不能有效解决面临的社会转轨问题。 只

有清醒和理性地判断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格局,形成

和秉持合理的中西文化观念,并从中国近代社会的

发展需要出发,提出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先进东西,才能实现中

国现代化的思想创新,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旧思想

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郭嵩焘能够依据其清醒和理性的独立思考形成

其进步的中西文化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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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关系的和平外交策,其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解

放思想,把握当前的国际机遇,形成全面的科学发展

观,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理念,推进中国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释:
淤 参见冯桂芬的《校郇庐抗议·制洋器议》,聚丰坊校刻本,

1987 版第 122 页。
于 参见郭嵩焘的《致沈幼丹制军》。
盂 参见《清史稿·列传(郭嵩焘)》。
榆 参见柳诒征辑《致幼丹尚书》 (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

册)国学图书馆,1930 年版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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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uo Songtao謖s Sino鄄Western Cultural Idea and His Peaceful Foreign Plan
in the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YU Hai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

Abstract: Guo Songtao was the first diplomat who, in the period of modern China field, studied western culture and rationally
approach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e insisted on the values in practical patriotism beyond Chinese tradition and in open鄄mindedness so
as to have formed his rational Sino鄄Western cultural idea and his peaceful foreign plan. There were great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values with his thoughts and ideas for modern Chinese getting out of " the Chinese Empire Dream" and facing the modern world.
Key words: Guo Songtao; Sino鄄Western cultural idea; the modern world; Chinese modern diplomacy; peaceful foreig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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