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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观念变异的影响入手，探寻文化传播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认 

为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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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of the Map and the Idea of M oder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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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pag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on the mutant of China culture idea，seeks the 

effect of culture propagation to form the idea of modem China‘‘country’’and“nationality”．thinks the propag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pro- 

vides the foundation of idea for the innovation of modemization coui'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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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从 中国历史之角度看 ，史家均 以中国之近代 

化历程始于 19世 纪 中期 西方 列强坚 船利炮 的逼迫 。 

两次鸦片战争 、甲午海 战及诸多不平等条约签 订之结 

果 ，使 向来以“天 朝 中土，诸 夷咸服 ”而 闭关 自守 的大 

清王朝猛然 间 陷于 困厄之境 ，被迫开 关互市 ，并 以民 

族 国家的概 念进入 西方 以至世界 的视野 范畴 。而此 

后 中国命运 的发展态势 ，从洋务运动所行 之器物层 面 

改革 ，到戊戌变法 所言 之制度层 面变 革 ，及 至最后辛 

亥一役 ，其革新动 力及重 点也渐从维 护王朝权威 (即 

所谓 “祖宗家法”)转 而向系乎国家兴亡之途更替。因 

此 ，如若从政治 观念层 面探讨 ，则 整d'-晚清 时期 以迄 

民国，诸 多仁人 志士所孜孜 以求 的御辱 图强之策即附 

着于“民族”、“国家 ”观念之 上 ，而取代 了“尊王攘夷 ” 

的封建时代理想 。故从政治 观念发展 角度 言之，中 国 

的近代化过程也可 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 国家 ”向“民 

族 国家”过渡 的历程 。 

于此 ，我们 所涉及到 的问题是 ，考诸 中华 近两千 

年 王道兴衰更 迭之 历史 ，此种异 质观念 的流行 ，非西 

方文化传播之 力量 不可 以行之 ，而与之 相应 的是 ，中 

国近代化历 程之开始 ，虽 以坚船利炮之入侵为其 中一 

d'-重要的强制 因素 ，但 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 的文化观 

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恰 如马克思所言 ，社会发展 

乃 合力作用 之结果 ，故 于坚船利炮等外在物质 因素而 

外 ，专注于探 讨观念 层 面的变 异 ，或许 可 以寻绎 出近 

代化过程之原动力所在 ，从 而为 中国尚未完成之现代 

化进程作一镜鉴 。 

本文 即从西方 文化传播 对 中 国的文化 观念变 异 

之影响人手 ，探 寻 文化 传播 对 近代 中国 “国家 ”、“民 

族”观念形 成 的作用 ，为 中国近代化 历程作某 一侧 面 

之梳理。 

言及文化传播 ，不 能不谈传 教士在这 方面对 于 中 

国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影响。 

依前所述 ，史家 常 以 19世纪 中期鸦 片 战争之 逼 

迫为中国近代化 历程 之开 始 ，实 际上 ，若 从文 化观 念 

层面看 ，其潜 移默化 的文化 濡染 迟至 明末 即 已开 始 ， 

启其端绪者 即为明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 。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意 大利 人 ， 

天主教耶稣会 士 ，1582年被 派至澳 门 ，次 年进入 中 国 

内地传教 。他先在 广东肇 庆 、韶 州 ，后北 上到南 昌和 

南京 。1600年利玛窦 从南京 沿水路北 上赴京 。艾儒 

略《大西西泰利 先生行 迹》记 利 氏等 ‘乃越黄 河 ，抵 临 

清 。适督税 内官马堂邀功拦阻 ，悉将 贡物奏章 自行 上 

进 ，奉 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 伴八人 ，同入燕 都 ，献 天 

主圣像 、圣母 圣像 、天 主经典 、自鸣钟 大小 二具 、铁 铉 

琴 、《万 国图》等物。皇上欣念远来 ，召见便殿 ，垂廉 以 

观 ’。于是 明神宗同意利玛窦 留居北 京。”Ll (P78) 

作为传教士 ，利玛窦来华及后来觐见 万历神 宗皇 

帝的 目的皆为宣传天主教 ，但出于沟通及获得认 同的 

需要 ，他也带 来 了西 方较 为先进 的什 物器具 ，除 上文 

所引艾儒略所记载的而外 ，“利玛窦在 入贡具 疏 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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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以西法改历 的愿望 ，故利玛窦所携带和制造的一 

些西方天文仪器 ，如地球仪 、天体仪 、浑仪 、日晷 、星盘 

等” 。由此可见 ，利玛 窦来 华之 后 的影 响实 际上不 

仅限于宗 教一 途 ，而更涉及 到地理 、天文 、数学 、机械 

等 。而在诸多关于利 氏的研究 中，史 家尤其 注重利玛 

窦 自己所绘制 的《万 国舆 图》及 后来呈给 神宗皇帝 的 

《万 国图志》(即前文 所 引的“《万 国图》)，如 30年代 

《禹贡》杂志 即专 门刊出《利玛窦地 图》专 号。这说 明 

利玛窦所绘 制 、编-'N 的舆 图及 图志(前者 为今天 意义 

上的世 界地 图 ，后者 则是 地理 著作 ，《万 国图志》即为 

明末我国第 一部 世界地理 著作 ，今 已佚 )对我 国社会 

所产生的影 响最大 。简言之 ，利玛窦所带来 的舆 图及 

图志挑战了中国 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 

从清朝 闭关锁 国的对外 政策来看 ，这种 与彼时资 

本 主义212业 革命所 推动 的世界潮 流趋 于交叉 融合 的 

大势相左的保守 观念得 以 占据 皇权统治 者及士 大夫 

阶层 主流思潮 的原 因 ，实 际上在 于久 已有之 ，而非仅 

存 于有清一代 的 “中国者 ，中央之 国也 ”的传统 自大 

心理 ，亦美 国著名汉 学家 费正清所说 的“中国的世界 

秩序”。 

在《中国的世界秩 序 ：一 种初 步的设想 》中，费 氏 

探讨 了中国世界秩序 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世界最初是 以农 为本 的文化孤 岛。它从 

华 北 向处— —主要是 向南—— 扩张 ，把周围地 区逐渐 

吸收进来 。它仍然是人们 所熟知的世 界的 中心 ，而对 

于古代西方的一些别 的中心则 知之甚 少。后来 ，游牧 

民族终 于出现 于蒙古草原 ，在 中国世界 的边缘创 造了 
一 个不同于中国又较 中国贫穷 的社会 。在战争 中，它 

有时 比中国强 ，但在艺术文 明方面却远逊 于中国。 

中国的世界 (天下 )从 未丧失其一统 的意义 和文 

化 的完整 。即使在 中国的“封建”时代 (公元前 4o3— 

221年 的战国时代 )，政治上群雄并立 ，割据称王 ，但在 

理论上他们仍然从属于周 朝统治者 。到 了公元前 221 

年 ，秦王统一六国 ，建立 了秦帝 国，中国的统一 和种族 

中心主义又重 新确 立。向外扩 张 的运动 不断把 中 国 

的边界 向南推 展 ，以致朝 鲜 、北 越和 中亚 细亚都 成 了 

中国的前哨 。” (P8—9) 

由于上述历史 的因素 ，加之地理上存在 的实际 阻 

隔(在 苏伊 士运河 尚未开 通 的时代 ，中国的庞 大版 图 

使得它处于 一个独 ,-y于南亚及 欧洲 大陆之外 的孤 岛 

状态)，是 以在 尚未完全 实行 闭关 锁 国政策 的明朝 时 

期 (毕竟还有郑和下西洋 的壮举 )，在这样一种世界秩 

序 的观念笼罩之下 ，庞 大而古老 的中华帝国即已沉 醉 

于“唯我独尊”的幻想之 中，而且并不愿正视世界 (天 

下 )分为五大洲 ，中国仅为其 中之一小部分 的现实 ，即 

便是在利玛 窦带来 了西方建 立在 先进科学 测量技 术 

之上的世界地理知识之后 。 

据记载 ，利玛窦在 未入京之前 ，居 于肇庆府 时代 即 

已开始“一方面收集中国地图资料 ，寄回意大利，另一方 

面利用中国和西方 的地图资料编绘世界地图。介绍给 

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于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年)在 

肇庆绘制成功 ，图名取《山海舆地 图全 图》(又译《万 国 

舆图》)”。 (P172)由于这是首次出现于中国人面前 的世 

界地 图，故绘制完成之后 ，该图即在地方官员 中广 为流 

传 ，较为知名。但进京觐见 时，利玛窦却并未 向神宗 皇 

帝出示 此 图，而代 之 以介绍 世界 地理 知识 的《万 国图 

志》，利玛窦的解释是 ，他未 曾以此图献 皇帝 ，亦未尝欲 

他人 为之 ，深恐皇帝可能 因图内中国所处地 位之小 ，而 

误以为吾有意侮辱 中国。而从后人 的描述来 看 ，此 图 

“对中国人来说 已是从 未见过的奇图 ，因为中国人过去 

所看 到的地图都是将中国本部绘在 中央 ，四周是大海 ， 

海中散布若干小 岛，而这些小 岛便是 中国人认 为 的外 

国。可是这幅却描绘出了一个庞然世界 ，中国则被安放 

在不显眼的角落，而且看起来也不很大”。 ] (P172—173)实 

则利玛窦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此图后来在地方刊刻 之 

后 ，果然引起某些官员的不满 ，以“西洋地理学家置中国 

于地 图之极东一角 ，则怒”o[41(P173)因此 ，使得利氏在后 

来所绘制 的世界地图中，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 (经 

过加那利群岛的子午线 )的投影转移 ，将中 国的位置绘 

在 图的正中，并尽量用 中国的旧地名 ，以赢得 中国人的 

信任。于此可见 ，由于科学地理知识的贫乏所带来的妄 

自尊太  理正是此后清代奉行 闭关锁 国政策的根 源所 

在 。 

实际上 ，地理知识的贫乏 只是古老 的中华帝 国唯 

我独尊 ，固守传统观念 ，不愿正视 现实的客观原 因 ，从 

主观原因方 面来看 ，对 于封 建帝 王统治 者 而言 ，这种 

否认世界五大洲 的存在 ，认为中 国“居 天下 之大 ”的传 

统 自大心理则 是其 “普天 之下 ，莫 非王 土 ；率 土 之滨 ， 

莫非王臣”，维护封建专制权威 的知识背景 ，故 而绝不 

愿被传教 士 的“奇 技邪说 ”所惑 ，所 以万历 皇 帝 收到 

《万国图志》后 ，也只是作 为 “外 藩 ”所贡 之物 ，浏 览之 

后 ，即收入内府 ，柬之高 阁 ，没有流传 到社 会 上去 。利 

玛窦之后 ，虽有艾儒略 、庞迪 我、南怀仁等 明末 清初 的 

传教士又继续刊刻《职外方纪》、《坤舆全 图》、《坤舆 图 

说》等其他地 图及地理 著作 ，但 这些 书或 图或 被斥 为 

荒诞之说 ，如《清 朝文献通考》即指 “意达里 亚人所 称 

天下 为五大洲 ，盖沿 于战国邹衍裨 海之说 ⋯⋯彼所 称 

五洲之说 ，语 涉诞 诳 ”，或被 视为西 洋玩 意儿 ，并 没有 

被时人所重。传教士们希 图以西方科 学知识为饵 ，使 

中国人“落人教会 网 中”的策 略 ，实 难奏 效 。其后 ，清 

初康 熙、乾隆 年 间测绘 《皇舆 全览 图》、《乾隆 内府 地 

图》等时 ，不过 只运用 利玛 窦等传教 士带 来 的经 纬制 

图法 ，而仍以昭示吾 皇威仪 ，炫耀 版图辽 阔为 出发点 。 

正是在这种拒绝对西方科学地 理知识的深入 了解 ，从 

而难 以形成正确的世 界秩序观念的态度影响之下 ，使 

得从明末至清代 ，古老 中华帝 国的子 民仍 笼罩在 “皇 

朝威仪”的封建专制观念之下 ，只知“祖制”、“王法 ”之 

别 ，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 。彼 时的欧洲 在科学 

与宗教 的双重影 响之下 ，却 已发展 出许 多主权平等的 

民族国家 ，各个 国家依赖于相互 之间的权力 平衡 来维 

持 ，各 自有其法统 ，而并不像 中国一样 ，在 理论上 由真 

命天子统 一 和集 中 ，实 际上 由于 缺乏 主权 平 等 的概 

念 ，使得所有 的地方政权 都从属于 中央和令人敬畏 的 

皇帝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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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等传教 士 的努 力虽未 动摇 中 国人传统 观 

念 中根深蒂固的“帝 国”、“王朝 ”观念 ，但是 ，他们所传 

人 的地理知识 X,1于几 千年延续下来 的 “天朝 中土”思 

想毕竟 有一定力量的冲击 ，在少数官 员如明末礼部 尚 

书兼东 阁大学士徐 光启 、科 学家太仆 卿李之澡等那里 

得 到了回应 ，共 同促 进 了西 方科 学文化 的在华传 播 ， 

成为此后清末西学在 中国广泛传播 的先导 ，在一定意 

义上也成为 中国近代化进程 的推动力之一。 

此后清王朝 一直奉 行 的闭关锁 国政策虽 仰赖极 

端 的集权制度得 以维持 了一百多年 的时间 ，但其渐与 

世界大势相 左 的盲 目 自大早 已显露 了后来 陷于 因厄 

的征兆。迄 至 19世纪 中期 ，在 拒绝 了 明末温 和善 意 

的文化交流之后 的百余年 里，清王朝逐渐 陷入 由腐败 

所造成 的内在忧患之 中 ，难 以抵 挡伴 随坚船利炮而来 

的资本主义世界在 工业革命 后极 欲扩大 国际市场 的 

野心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在 来 自西方 的屈辱 与逼迫中 

正式开启。 

从鸦片战争后 的洋务 运动到 甲午海 战后 的戊 戌 

维新 ，中国 的近代 化 逐渐 从器 物层 面 过 渡到 制度 层 

面。尤其是对后 来 中 国历 史发展 过程影 响 巨大 的制 

度层面改革 。由x,l-~-建皇权 制度 的维新改 制 ，渐趋 于 

x,l皇权制 度存在 之合 理性 的怀 疑 ，最终 以辛亥一役敲 

响了封建皇权专 制的丧钟 ，“封建王朝 ”为“民主共 和 

国”所取代 。这不仅标志着 以一种更先进 的制度代替 

落后腐朽 的旧制度 ，其 中所体现出来的 由“一姓天下” 

到“民族国家 ”思想 的观念转变才是 中国近代 化历程 

的关键所在 。在这种 观念转 变 中，传教士所做 的科学 

文化思想传播工作功不可没。 

此时的 中 国，在 利 氏等人 已有 所努 力 的情 形之 

下 ，继又 由于清朝 一百 多年 的闭关锁 国政策 ，其 国人 

地理知识仍然贫乏 到无知 的地步 ，甚至连道光皇帝都 

不知“英吉利”为何物 ，“天朝中土”的观念依然是来华 

传教的教士们所难 以说 服的顽 固观念。在此情况 下 ， 

在宣扬基督教 义的本 职工作 而外 ，与利玛窦等传教士 

们一样 ，从在 19世纪 初海禁 之下偷 偷潜 入 中国内地 

活动 的马礼逊 ，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内地获得合法传教 

权 的林乐 知 ，众 多络绎不绝来到 中国为宣讲圣主福音 

的传教士仍 然 以西 方科学 知识为其 在 中国活动 的试 

金石 ，而尤 以天 文地 理知识 为重 点 ，从 而再次掀起 一 

波 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高潮 。 

据统计 ，在鸦片战争前 的纯 以传教为 目的的六份 

报 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5年创办 ；《特选撮要 

每月统记 传 》，1823年创 办 ；《天 下 新 闻》，1828年 创 

办 ；《东西 洋 考 每 月统 记 传》，1823年 创 办 ；《依 湿 杂 

说》，1837年创办 ；《各 国消息》，1838年创办 )中，有详 

细资料可 以征 引的 四份 报 刊中均将 天文地理 知识 的 

介绍作 为重点组成部分 。 

《察世俗每 月统记传》，“再 次为介绍世界各 国情 

况及新 闻和介 绍有关天 文地理知 识 的文章 ，如《全 地 

各 国纪略》、《法兰西 国作 变平复 略传》、《英 国土产所 

缺》等” (P49)，“自第 6卷起增辟《全地各 国纪 略》一 

栏 ，介绍欧、亚、美 、非洲一 些 国家 的概 况 包 括 中国的 

概况”。[61(P254)；《特 选撮要 每月 统记 传》，“所 载 内容 

为宗教 、时事 、历史 、地 理及 杂俎等 ” (P53)；《东西 洋 

考每月统记传》，“该刊 主要栏 目有论说 (或书 札 )、历 

史 、地理 、天文 、商情及 新 闻等” (P54)，“占相 当大篇 

幅的历史地理 知识 ，也是 为该刊 的宣 传方 针服 务 的。 

由麦都思执笔的历史著作《东西史记 和合》，旨在说 明 

中国历史 的沿革 ‘与西国略 同 ’，所 以中国与西方 各国 

不应相互 隔绝。大量关 于东南 亚各 国和印度 情况 的 

介绍 ，是在把 眼光 引 向中 国疆 外 ，以打破 中国人 的锁 

国思想并宣传 英 国统治 殖 民地 (印度 )的政绩 。介 绍 

各国情况时附有着色地 图多幅 (色彩是 印后后加 上去 

的) (P267)；《各 国消息 》，“所 谓 国际新 闻 ，大多并 非 

真正的新 闻而是有关一些 国家 的历史 、地理 知识 的介 

绍 ，旨在改变中国人思 想闭塞状况 和宣扬英 国统治殖 

民地的威力与德政”o~-61(P27O) 

另外两份 ，即《天下新 闻》和《依 湿杂说 》，由于保 

存下来 的资料不 多 ，难 以考察 它们 的具 体情况 ，但 可 

以大致推算出 天文地理知识 也应该 是其 组成 内容 之 
一

。 恰如方汉奇所 主编 的《中国新 闻事业通史 》所言 ， 

传教士报刊大量介 绍天文地 理知识 的 目的仍 是 以改 

变 中国人传统思想 中的封建迷信 与 自大情结为要务 ， 

从而利于基督教教义 的传播 。但是 ，这 些科学知识 的 

传人 ，客观上扫 除 了中 国人 思想 中的愚 昧落后 成 分 ， 

为以现代科学 观念培 育新 式 国 民起 了奠 基作 用 。尤 

可重视的是 ，与利玛窦等先 驱多在官僚阶层 及朝廷游 

说不 同，由于此时 的传教士是以下层 民众做为传教的 

主要对象 ，因之也将科 学启 蒙的 目光投到 了下层 民众 

身下 ，上述 报刊 均 以识字 不 多 的劳苦 大 众 为 目标 读 

者 ，这就使得传教士所苦心经营 的科学知识传播借助 

于报刊及办学校 、办 医院等途径在于 民众 中间普及 的 

意义上获得 了更大的成效。 

另一方面 ，鸦片战争前后 ，迫于 国势衰颓 ，列强 的 

虎视眈眈也使 得上层 士绅官僚 阶层在 西方 强 大军事 

及科技力量面前 开始进行 反省 。一 批具 有先 进 眼光 

的官员士人 ，在传教 士所带来 的新信 息新 观念影响之 

下 ，开始从地理 图志入-T-，寻求 中国的 自强 之策 ，计有 

以下一批“了解夷情”的著作在此时出现。 

《四洲志》由林则徐组织编辑 ，1840年成书 。林则 

徐出任禁烟钦差大 臣之时 ，目睹沿海文武 昧于域 外形 

势的紧迫局势 ，以“了解夷 情”为要务 ，开始 收集外 国 

情报 ，其重点即在 于对 西方列 国的正 视及对 世界大势 

的把握 ，在《四洲志》中，有 一类《洋事 杂录》就是记 述 

亚 、欧 、美 、非等四洲简况。 

《海 国图志》由魏源编撰 ，1842年刊刻 。其 内容包 

括 ：“⋯⋯其次 ，是 舆 图。其 中包 括 海 国沿革 图 ，地球 

正背面图 ，亚 细亚、利 未亚 、欧罗 巴 、亚 美利 加 四大 洲 

的各 国图 76幅 ；第三是 志。全书以 7l卷 的篇幅 ，分别 

介绍了当时世界各 主要 国家 和地 区的舆地 情况 ⋯⋯ 

是 当时国人 自编最为详备 的世界史地参考书 。” 

《康车酋纪行》由姚莹编撰 。1847年 刊行 。姚莹 

鉴于 国人对世界舆地的无知及鸦片战争 的惨败 ，把传 

播世界地理知识 当作一种义不容辞 的责任。《康 车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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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行 》涉及英 、法 、俄 、印等 国的史事 ，并绘有 中外 四海 

舆地图。但不系统 ，是一部杂录性 的专著。 

《瀛环志略》由徐继畲编撰 ，1848年刊刻 。全 书以 

图为纲 ，比较准 确、完 整而 又简洁扼要 地叙 述 了世界 

四大洲 (亚细亚、欧罗 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 )及其所 

属各个地区、国家 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等情事。 

此外 ，还有 《海 国四说 》(梁廷 木丹编撰 )、《英吉 

利纪略》(陈逢衡撰 )及x,-t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绘制 

的《坤舆全图》进行订正补 充后 的《万 国大地图》等地 

理 (图)著作 。 

这些官绅士人x,-j-近代地 理科学 知识及 各 国历史 

情况 的介绍 ，表明他们 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 了以往关 

于“天下 ”的传统观念 ，如实反映 了中国以外 的客观世 

界 ，对于地球 的全貌 、经纬度、南 北极 、五大洲 、四大洋 

都有 了比较详 细的介 绍。从 而使 国人 x,-t于外部世界 

的认识仅限于“蛮夷之地”的初始印象开始转变 ，逐渐 

认识到所谓 的“蛮夷 ”原来也 是不亚于 “天 朝 中土”的 

先进 国度。更重要 的是 ，在这 种介绍 的过程 中 ，由于 

中国正遭受这些 国家侵 略的现实 ，又促使著者 由注意 

地理 、历史 的差 异进 而开始 反思政 治体制 的不 同，向 

国人灌输 了一种迥异 于中国传统 的西方文明体系 ，即 

以国家议会 制 度、选举 制度 、立宪 制度 为主要特征 的 

西方政治制度 ，这是 与 中国传统 的君 主万 世一 系、乾 

纲独 断的封 建制度完 全不 同 ，也与儒家文化确立和捍 

卫的君 臣伦 常相异 。由魏 源等人 在书 中流露 出来 的 

x,-j-西方政治制度 的向往可 以看 出 ，西方 的“国家 ”观念 

开始动摇 中国传统 的“王朝”思想。 

于是 ，从鸦 片战争 以来 ，一方 面是传教 士的科 学 

知识普及 工 作 ，一方 面是 官绅 士 子x,-t国事 命 运 的关 

注 ，中国社会从 上层 官僚到下 层 民众开 始“睁开 眼睛 

看世界 ”，由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介绍人手 ，重新构筑 

世界 秩序 ，并 在 中西 比较 中，将思 考 的着 力点渐 由 自 

然资源、地理条件的差异转 向立 国制度(政治制度 )的 

不 同。这便是构 成 国人 在洋务运 动“中学 为体 ，西 学 

为用 ”的策略在现 实 中遭 遇挫折之后 ，思 以更进一 步 

革新 的背景之一。 

从 以上论 述可 以看出 ，在传教士着力进行 的文化 

传播过程 中，地理及 历 史科学知 识 的传 人 ，x,-t于改变 

国人对 于世界本 身及 中国在世 界 中所处 地位 (即“中 

国的世界秩序 ”)的认识 ，有着 重要 的启蒙作用 ，并借 

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 ，在改变“世界秩序”观 

念 的同时进一步探索 国家革新改制 的途径 ，使传统 的 

皇朝权威遭遇现代立宪政 治的挑战。甲午海战之前 ， 

这种挑 战此时尚处 于躬 自反省 的 自觉意识当中 ，甲午 

之后 ，就 已演变为大不敌小 的现实煎迫 ，以维护 “祖 宗 

家法 ”为首要考虑 的“王 朝”思想在 西方现代 国家 (日 

本虽地处东 方 ，但其崛起完全在于明治维新后 的诸多 

西化制度 ，从文 明的角度 而言 ，当属西方 国家范畴)的 

大举入侵 面前 ，显得脆 弱不 堪。于是 ，~ x,-t现实危 机 

感受更为急迫 的上层官绅 阶层及士人 中间 ，涌动着变 

革制度 ，以救危亡 的暗流 。戊 戌维新即为这股暗流 冲 

决而发 的后果。其 时 ，以康、梁为代表 的维新党人 ，明 

确提出“开议院”、“废科 举 ” “兴学 校 ”、“设报 达 聪” 

等颇具西方立宪政治制度 特色的主张 ，标志着 中国的 

近代化历程 已经超越 器物 层面的更 新引进 ，而进 至制 

度层面。康 、梁所提 出 的这一套 改制设 想 ，究 其实 质 

来说 ，完全异于 中国历 史演进 以改朝换代为 主的传统 

思路 ，在挽救 大清 王朝 的颓势之 外 ，其 着力 点更 重 于 

“国家”、“民族 ”等现代概念上 。 

从 中国的历史传统来 看 ，中国政治制度 根本不可 

能蘖生出西方的立宪 观念 ，而所谓 “国家 ”、“民族 ”意 

识更无法从几 千年 的封 建集权 专制 中找 到存在 的依 

据 ，则康 、梁等颇具现代色彩 的政治理论 之提 出 ，其根 

源在于西方 传教士 的西方科 学文 化传播 当中。尤其 

是鸦 片战争之后 ，在 中国内地获得合法传教的资格之 

后 ，传教士们继续创办报刊 ，且宗教色彩较 此前 为淡 ， 

而以传播西学为主要 内容。配合 中国社会 (主要是上 

层官绅士 大夫知 识分 子阶层 )中愈 益 明显 的改革 要 

求 ，这些 由传教士所办 的报刊更加注重于政治方面之 

西学知识 的绍介 引进 ，即“由教而政 ”，满 足 了上层 官 

绅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在 传统 思想遭 遇挑战之后 ，急 

于寻求新 思想新道 路的要 求。如在 当时上 层社 会 中 

有极大影响的《万 国公报》(原名 《教会新报 》，1868年 

由美 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 )，即以x,-t西学知识 (包括 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 )的大量介绍而为时人所重 ，如康有 

为即是在 1882年路过上海之时 ，购得《万 国公报》，而 

得以周知世界大势、列国政情 ，梁启超也在 《西学 书 目 

表》下卷 “报章”中 ，对《万 国公报 》推崇 备至 。至 于其 

他各类 由传教士及其主办 的译 书馆所翻译 、出版 的西 

学著作 ，更是康 、梁等维新 志 士提 出较 有 系统 的改制 

方案的理论来源 。中国第一 次完全 异于传 统 的政治 

制度和思想 ，即戊 戌维 新所致 力 的政治改 制 ，之所 以 

在 19世纪末期 出现 ，就在于那是 一个东西文 化交 流 

融合的时代 ，特别是西~x,-t中国思想传统 的影 响和改 

变更为其 中决定性 的因素。西方 文化传播 所 带来 的 

影响 ，不仅在 于掀 起 了向西~ N-q=知 识 、政 治 制度学 

习、借鉴 的热潮 ，更在 于这 种学 习、借鉴在潜 移默化地 

改变着延续 了几 千年 的封建传统观念 ，政治 观念上 由 

“朝代国家 ”到“民族国家 ”的演进 ，为 中国的近代 化历 

程乃至其后 的现代 化历程准 备 了思 想观 念层 次 的变 

革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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