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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魏源为何将《瀛环志略》中称颂
乔治 �华盛顿的重要内容舍而不录?

钟觉民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 422000)

【摘 � 要】� 魏源在征引《瀛环志略》一书的内容时,为何要将徐继畲多处记述和颂扬华盛顿的文字删而不录, 是史学界

颇为费解而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文章从《海国图志� 后序》入手, 发现魏源是以高理文的《合省国志》作为最可靠的资料来

介绍美国情况的。进而通过比较发现,徐氏在 志略!一书中对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和美国民主政制创建过程中的活动

和作用的介绍评价与《合省国志》有很大程度的出入,读者从中获得的认识也就大不相同。文章认为, 魏源为了保证所辑资

料叙事和观点的基本一致,不得不将徐书中颂扬华盛顿的文字舍去。此外, 魏源以《合省国志》为本极力推崇美利坚民族而

较少推崇华盛顿个人,更有其深刻的思想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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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众所周知,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多处热情地颂

扬华盛顿,并把华盛顿推到了 泰西古今人物!之 首!的地
位。进而在 1867年 10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

府为他举行的赠送华盛顿画像的仪式上, 徐在答辞中更把

华盛顿誉为 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称赞其 贤德,已经成

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 ,必

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 ( 168)
面对徐氏对华盛顿这种完全

理想化而发出的 永久性礼赞!, [ 2] ( 147)
人们很自然地会对这

位清朝高级官员惊世骇俗的思想解放感到惊讶,表示赞许;

同时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魏源。魏源在近代中国政治思

想领域中的开创性建树是徐继畲不可比拟的,至于他对美

国,也似乎有一种比徐氏更深的情结。他在《海国图志》一

书中,对美利坚民族在独立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团结斗争精

神,对美国的富强 ,对美国当时不 桀骜!中国即不以武力侵
略中国,是礼赞有加的。他建议中国要学习美国的长技,要

求延聘美国的技师来华制器司教。在外交上,他流露出了

 远交近攻!、联美抗英的思想倾向。在对外贸易上,他也倾

向于进口美国先进的船舰和火器。尤其是,他像徐继畲推

崇华盛顿一样地推崇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即对之也进行

了 永久性礼赞!,称  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然而, 在

 图志!一书中,魏源不但没有以 按语!、 总序!或 后序!的
方式专门评价华盛顿,而且在辑录《瀛环志略》一书的内容

时,更将徐氏记述和称颂华盛顿的多处文字舍而不录。这

就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费解。尽管章鸣九先生早在 1992

年就指出 ,魏源的删除是有其思想倾向的。[3] (68)但他有怎样

的思想倾向 ,为何有这种思想倾向, 章先生又闪烁其词 ,没

有阐明。此后,也不见有别的文章阐明。我想 ,这大概与魏

源没有留下任何可资直接利用的材料有关吧。可是 ,这一

问题不解决,就势必影响人们对魏源的思想作更全面、更深

入的认识。以下所论,便是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是否妥

当,期盼评说。若能抛砖引玉,也就圆了笔者的初衷了。

一 � 解疑钥匙:《海国图志 �后序》
在 1852年为 图志!百卷本所作的 后序!中,魏源首先

谈到 ,从明万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后 ,介绍外国新知的书籍

已不少,若不读它们 ,还真不知 宇宙之大 ,南北极上下之浑

圆也。!然而这些书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它们 多出洋
商!之手,  或详于岛岸土产之繁, 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

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 建置之永促 ,能以各国史书志、

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末之闻焉。!这种
情况好在近年有所改变,他高兴地告诉读者:

近惟得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理

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

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

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至墨利

加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就是说,与以前他所见到的介绍外国知识的书籍相比,

玛吉士的《地理备考》与高理文的《合省国志》具有明显的优

点。一是可信度高,因为它们不是出自洋商之手,而是 彼
国文人留心丘索!的成果。二是好读 ,它们虽篇幅  雄伟!但
 纲举目张!,条理清晰。三是内容相当丰富, 涉及方方面

面,能给人以 扩万古之心胸!的启迪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
的启示。



14



15



16



和法制社会。而这,正是魏源所希望所憧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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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hy Wei Yuan Canceled the Content of Praising Washington

In the Book Ying- huan Chi- lue
ZHONG Jue- min

( Shaoyang College, H unan,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Why Wei Yuan canceled the content s that nar rated and praised Washing ton in the book Y ing- huan Chih- lue

wr itten by Hsu Chi- yu w hen he cited it fr om the book is still an unintellig ible and unsolvable pr oblem in histo ry . The author

read the book H ai- guo Tu- Zhi's postscript and found that WeiYuan intr oduced Amer ican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book o f

the H isto ry of U . S w ritten by Gao L i- w en and took it as r eliable mater ials. T her e w as a gr eatdifference bet ween the book o f

 Lao Lue! and the H isto ry of the U . S w hen H su introduced the activ ities and actions o f Washing ton w hich he acted in the In�
dependent War of Amer ica and the course of founding American democracy political system by compar ing w ith them. So the

reader s gained the differ ent know ledge, t oo. The autho r deems that Wei- Yuan had t o cancel the content of praising Wash�
ing ton in the book of H su's in o rder to keep t he identity bet ween the mat erials he compiled and the v iew s he pointed out. Fur�
thermore, the author thinks it has a pro found ideolog ical r eason that WeiYuan admir ed American nations much and little for

Washington himself acco rding to the book o f the Histo ry of the U . S.

Key words: Wei Yuan; Haiguo Tuzhi; H su Chi- yu; Y ing- huan Chi- lue; Gao L i- w en; H esheng Guozhi; Geo rg e

Washington

(上接第 12页 ) � � 第四要以就业为导向,全面深化教学改

革。他提出职业教育是促进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劳动力

已经走向市场,政府包分配已不可能了,职业教育要生存 ,

要发展,必须瞄准就业市场来办学。教学改革主要是要更

新教学内容 ,改变教学模式。要坚持教学、生产、经营、服务

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努力把学校办成当地人才培养培训、科

技开发推广、生产经营示范的基地。

他强调要全面振兴湖南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必须

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放开政策, 搞活机制。只要是有利于

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都可

以试,一切束缚职业教育发展的条条框框 ,都应当打破。他

针对社会上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还严重存在的事实,指出

要办好职业教育,必须加强宣传,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牢

固树立 狠狠抓!的思想。
简言之 ,之享同志从服务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发展职业

教育的途径、方法、措施、政策等都有精辟深刻的论述 ,不但

对当时的职业教育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今天职业

教育的继续发展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有的名言已成为职

业教育的经典。

以上是笔者对《文丛》职业教育部分的肤浅认识。纵观

整个《文丛》,语言平实而厚重 ,分析质朴而透彻,见解敏锐

而深刻,有一种高度理性、冷静沉着的美感。在 140 多篇文

章中 ,既论述了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历史责任,又指出

了湖南教育的发展方向 ;既分析了政府行为与教育振兴之

间的关系,又强调了教育行政部门应尽的责任 ;既调查了全

省基础教育现状 ,又提出了加快发展与提高质量的措施 ;既

有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性思考, 又

有对全省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具体指导; 既阐述了职业教育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又有做大做强湖南高等职业

教育的战略谋划。此外,对民办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德育工作、教师待遇与地位、依法办学等问题都作了透彻的

论述。

总之《文丛》展现的是湖南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辉煌

历史 ,描绘的是 21世纪初叶湖南教育的宏伟蓝图。手捧这

套厚实的教育《文丛》,真诚希望公仆们,都能从中得到感悟

与启发。若如是 ,实为教育之幸、百姓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