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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与晚清今文经学经世思潮的传承

焦娜娜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

江苏 扬州

【摘 要 】经世思潮的盛行
,

源于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提倡
,

而至龚魏时则大为显耀
,

成为学术界的翘楚
。

传统观点认为
,

今文经学在常州学派的提倡下
,

转变为经世思想
,

后被龚自珍
、

魏源等接收
,

演变为道光年间的显学
。

然而
,

学术界对两者之间

的承接却讳莫如深
,

或者牵强
。

事实上
,

包世 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
,

将常州学派的 思想传递给龚 自珍
、

魏源等
,

进而导致了鸦

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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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朝起
,

以崇儒尊道的文化政策具体实施

为标志
,

清廷开始大力表彰宋明理学
,

可是理学始

终没有发展起来形成风气
。

相反
,

与理学异趣的经

学考据学逐渐兴起
,

经雍正朝发展到乾隆时期形成

风气
,

产生乾嘉汉学
。 「 ,

然而
,

先秦两汉
,

断乎没有

无思想的经学家
,

无思想的经学家
,

乃出现于清乾

嘉时代
。 「半

'

这就导致虽然乾嘉汉学一度兴盛
,

最后

却未能继续在学术领域占据地位
,

而以经世致用为

己任的公羊今文经学 即常州学派 兴起
。

自武进庄方耕 存与 治 《春秋公羊 》学
,

著 《春

秋正辞 》
,

以授其从子葆深 述祖 及其孙珊卿 缓

甲
,

其外甥武进刘申受 逢禄
,

而申受著 《公羊释

例 》
、

《左氏春秋考证 》诸书
,

大张其军
。

自是
“

公羊

学
”

与许
、

郑之学代兴
,

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
。

盖

嘉
、

道以降
,

常州学派几天骄矣
。 「聊

'

常州学派经魏

源
、

龚自珍的播扬
,

发展成一股经世思潮
,

遂成为嘉

道年间的学术思想主流
。 「

然而
,

传统研究却没能够注意到
、

或者没有深

人探讨常州学派
、

龚魏之间的包世臣与洪亮吉
,

事

实上
,

包世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
,

将常州学派的

思想传递给龚 自珍
、

魏源等
,

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

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
。

本文即拟从常州学派的主要思想及代表人物
、

包世臣与常州学派
、

包世臣与龚魏等人的交往几方

面出发
,

论证包世臣对晚清今文经学 经世思潮 发

展的重要贡献
。

一
、

常州学派的主要思想及代表人物

近代经文学的复兴发源于常州
。

先是武进人

庄存与 年一 年
,

字方耕 贯穿群经
,

不拘

汉宋
。

欲在考据学的基础上
,

建设经世之学
。

故其

治经既有训话笺注
,

更重微言大义之剖析
, “

于六经

皆之外
” 。

庄存与的 《春秋正辞 》就是这种大力阐发

孔子
“

微言大义
”

的著作
。

他一再指出 《春秋 》
“

非记

事之史
” ,

而是将大义托诸空言的圣人之作
, “

不书

多于书
” ,

因此他认为后人研读 《春秋 》
,

必须
“

以所

不书知所书
,

以所书知所不书
” ,

亦即必须用心推究

它 的微言大义
,

从中体照圣人之心
,

考察至圣之

法
。

庄存与在考据学鼎盛之际
,

却不人流俗
,

为取

法致用而用力阐发经 中大义
,

辟 出一条治经的新

路
,

被誉为近代今文学的
“

启蒙大师
” 。

稍后
,

刘逢

禄 年一 年 承继外家庄氏之学
,

年十三即

治 《春秋繁露 》
, “

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
,

遂发奋研

《公羊传 》何氏 《解话 》
,

不数月尽通其条例
” 。

所以

他的学术专主董子
、

李育
,

开始严立今古门户
,

如主

虞氏之 《易 》
、

齐鲁韩三家之 《诗 》
、

攻 《周礼 》
、

抨 《左

传 》等
。

刘逢禄的代表性著述 《公羊春秋何氏释

例 》
,

进一步发展何体在其 《解话 》中总结的公羊思

想
, “

凡何氏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

如张三世
、

通

三世
、

细周王鲁
、

受命改制诸义
,

次第发明
” ,

因此成

为近代今文学的不桃之祖
。

叩
, 一

此外
,

常州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孔广森
、

庄述祖
、

张惠言与宋翔凤
。

孔广森 一
,

字众仲
,

一字摄约
,

号葬轩
,

堂名仪郑
,

以希追踪郑玄
。

山东

曲阜人
。

孔子六十八代孙
。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
,

改

翰林院庶吉士
,

散馆
,

授检讨
。

著有 《葬轩孔氏所著

书 》
,

有嘉庆二十二年曲阜孔氏仪郑堂刊
,

凡 《春秋

公羊经传通义 》一一卷叙一卷
、

《大戴礼记补注 》一

三卷序录一卷
、

《诗声类 》一二卷 《声类分例 》一卷
、

《礼学危言 》六卷
、

《经学危言 》六卷
、

《少广正负术内

篇 》三卷 《外篇 》三卷
、

《骄俪文 》三卷
。

又 《仪郑堂文

集 》二卷
、

《仪郑堂遗稿 》一卷
、

《勾股难题 》一卷
、

补

注北周卢辩注 《曾子十二篇读本 》一卷
。

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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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清史稿 》卷四八一 《儒林 》二本传
、

《清史列传 》卷

六八 《儒林传 》下一本传
、

阮元 《孔广森传 》等
。 「珊 庄

述祖 一
,

字葆深
,

江苏武进人
。

十岁而

孤
。

清乾隆四十五年进士
。

述祖原本家学
,

研求精

密
,

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
,

覃思独辟
,

洞见本末
。

凡

许书所存及见于金石文字者
,

分别部居
,

书未竟而

条理粗具
。

其余五经
,

悉有撰述
,

旁及 《逸周书 》
、

《尚书大传 》
、

《史记 》
、

《白虎通 》
。

于其并句讹字
,

佚

文脱简
,

易次换第
,

草幕腋补
,

咸有证据
。

著述皆义

理宏达
,

为前贤所未有
。

著有 《夏小正经传考释 》十

卷
、

《尚书今古文考证 》七卷
、

《毛诗考证 》四卷
、

《毛

诗周颂 口义 》三卷
、

《五经小学述 》二卷
、

《历代截籍

足微录 》一卷
、

《弟子职集解 》一卷
、

《汉饶歌句解 》一

卷
、

《石鼓然疑 》一卷
、

《文钞 》七卷
、

《诗钞 》二卷
。

生

平事迹见 《清史稿 》四八七卷
、

《清史列传 》六八卷
、

《碑传集 》一 八卷
。 「〕 ,

张惠言 一 一
,

清

经学家
、

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
。

字皋文
,

江苏武进

今常州市 人
。

嘉庆进士
,

官翰林院编修
。

专治

《周易 》
、

《仪礼 》
,

《礼 》主郑玄
,

《易 》主虞翻
。

为常州

词派的创始人
。

提出要依据儒家
“

诗教
” ,

尊崇词

体
,

强调寄托
,

竭力在前人作 品中导求
“

微 言大

义
” 。

所作词颇沉著
,

而意旨隐晦
。

散文简洁
,

与挥

敬同为阳湖派之首
,

两人思想倾向大致相同
。

兼善

篆书
。

著作有 《茗柯文 》
、

《茗柯词 》
。

并编有 《词

选 》
、

《七十家赋钞 》
。 「〕

宋翔凤 一 一
,

清

经学家
。

字于庭
。

江苏长洲 今吴县 人
。

嘉庆举

人
。

官湖南新宁县知县
。

庄存与的外孙
。

治西汉

今文经学
。

是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

撰 《论语

说义 》
,

以为 《论语 》系孔子言性与天道 的
“

微言
”

所

在
。

喜附会
,

牵合阴阳
,

以言
“

圣王大义
” 。

著作有

《过庭录 》
,

系其读书笔记
,

对古代史料详加考证
。

另有 《论语郑注 》
、

《孟子赵注补正 》
、

《小尔雅训纂 》

等
。

撰著编人 《浮溪精舍丛书 》
。 「

总的说来
,

常州学派的特点
,

主要在于尊奉 《春

秋 》独崇 《公羊 》
。

虽然这一学派在当时影响并不显

著
,

但它举起了今文经学的旗帜
,

倡言微言大义与

经世致用
,

开始了学风的转变
,

为后来的今文经学

家借经言政
,

进行政治改革活动奠定了基础
。 日

二
、

包世臣与常州学派的交往

包世臣
,

字慎伯
,

安徽人
。

其历经清乾嘉道咸

四朝
,

是一位著名的经世学者
,

与当时许多学人有

过交往
。

包曾任小官
,

但其主要是参与幕府工作
。

包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封建学人的先进思想
。

包同

时还是一位美学家与书法家
。

然而
,

就是这样的一

位学者
,

长期以来
,

默默无闻
,

研究聊聊
,

与这样的

一位大学者的身份很不相称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进

人二十一世纪后
,

包世臣研究开始呈现出比较好的

状况
,

尤其对其经世思想及地位开始有了新的看

法
。

有关研究嘉道经世的文章
,

多并列包世臣
、

龚

自珍
、

魏源等研究者
,

忽视常州诸子的存在
。

然樱

诸事实
,

包世臣与常州士人十分密切
,

自称为常州
“

同党
” 。 「

包世臣与张琦
、

李兆洛
、

刘逢禄等交往最

密
,

其中多数是常州学派的成员
,

少数也是与常州

学派有交往的学人
。

张琦 一
,

字翰风
,

江苏阳湖人
,

举人
,

道光五年 任馆陶县令
。

初屡受旱蝗灾
,

经多

方采取措施
,

在任 年
,

岁岁丰收
。

县内素无良医
,

民多夭折
。

张琦设惠民局
,

命族子张赐管理此事
,

见病者即为诊治
,

解除了民众的许多苦痛
。

道光十

二年 三月十二 日卒于官
,

年 岁
。

张琦工诗

文
,

尤精 《舆地学 》
,

著有 《 战国策 释地 》 卷
,

《 素

问 释义 》 卷
,

《古诗录 》 卷及 《文集 》多卷
。 「

与张琦的交往有包世臣所写的 《祭张馆陶文 》
中有很深的表现 呜呼翰风 君少服权家言

,

精综

史义
,

习山川阪塞之形
。

而飞尘西吨
,

咫浪南涌
,

曾

不得当一校之任
,

效一障之勤
。

… … 「,吧

而与李兆洛
,

更是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他的一

生
。 「, '侧 在这篇文章中

,

包世臣对李兆洛的生平
、

家

世
、

任官经历
、

主要成就详细进行了介绍
,

这也对我

们认识李兆洛的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

与刘逢禄
、

张惠言等之间
,

包世臣也倾注了大

量的交情
。

嘉庆九年
,

包世臣写成 《述学一首

示十九弟季怀 》
,

叙述 自己求学经历
“

幸每遇宿儒
,

容我居子弟
。

问难析其疑
,

一一铭心氰刘生 逢禄

绍何学
,

为我条经例
。

证此独学心
,

公羊实纲纪
。

《易 》义不终晦
,

敦复有张氏 惠言
。

观象得微言
,

明

辨百世俊
。

私淑从董生 士锡
,

略悟消息旨
。

读书

破万卷
,

通儒沈 钦韩 与李 兆洛
,

益我以见闻
,

安我

之阁殆
。

郑学黄 乙生 心通
,

许学钱 站 神解
。

既得

明册籍
,

又得亲模楷
。

乃见善恶途
,

判异如何济
。 ”

诗中提到诸人
,

除沈钦韩为吴县人
、

钱站为嘉定人

外
,

都是常州士人
。

包世臣称
“

弱冠得交天下贤豪

长者
,

其敦行能文章
,

强半皆常州人也
” ,

诚非虚
兰

`

「司

包世臣早期重要著作 《说储 》的出现与完善
,

即

是在常州学派的若干人物的关注与交流中产生

的
。

换而言之
,

包世臣经世思想的形成正是同那些

常州学派的学人们的互相切磋中生根发芽
,

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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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出人江浙大员幕僚
,

而实现经世大计打下坚

实的基础
。

而包世臣诗文中也不仅仅只是出现了

经世倾向
,

也出现了若干对当时学术的看法
。

更重要的是
,

常州学派中所提倡的若干理念
,

已完全被包世臣接纳
,

真正予以实施
。

无论是河

运
,

还是盐法
,

抑或是海运方法
,

其实质都是对既有

的问题进行革新而引发
,

这种作为的根基在于常州

学派提倡学风的浸淫
。

三
、

包世臣与龚魏等人的交往

一般认为
,

龚 自珍与魏源承接了常州学派的

衣钵
,

以经世学说为己任
,

推动了晚清经世思潮

的发展
。

事实上
,

包世臣在此二人提出相关思想

之前
,

便已经提出若干类似思想 而且包世臣与

两人均有很深的交往
。

包世臣长期游历江浙一

带
,

人幕名士
,

与龚魏及地方大员陶澎都有很深

的交往
。

包世臣与龚 自珍有所交
〕,

也与当时主持江苏

政治
、

积极支持龚魏等人的陶澎有深交
。

仅 《中街

一勺 》中
,

就收录了包世臣写给陶澎的多封书信
。

陶用舒指出 陶澎和包世臣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

革派的核心骨干
,

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

表
。

包世臣是陶澎的主要幕僚
,

他们开始突破
“

重

农轻商
”

的传统观念
,

提出了
“

利商
”

的思想和政策

并共同设计 了对槽运
、

盐务等有关 国计民生 的改

革
,

他们所推行的海运
、

票盐更是改革派的主要成

果
。

同时
,

他们对当时货币危机的原因
、

对禁烟运

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
,

都有共同的认识
,

是中国近

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 「, 习

在朋友中
,

包世臣与魏源关系最为密切
。

虽然

包世臣与魏源的年岁相差较大
。

但二人经历相似
,

志趣相投
,

因而结成了忘年之交
。

两人因贺长龄的

缘故而很早有书信往来
,

而真正见面则到道光七年

四月份
,

魏源受贺长龄之托
,

前往访问包世臣
,

就诸

多时政予以商讨
。

其后两人联络不断
。

齐思和先

生写 《魏源与晚清学风 》一文
,

中列
“

讲学诸友
”

一

节
,

共举魏氏讲学诸友四人
,

而以包世臣为第二
,

紧

随龚 自珍之后
。

李汉武著 《魏源传 》
,

在谈到魏源与

包世臣的交谊时
,

认为
“

魏薄关于浦
、

盐
、

河
、

币诸实

政方面的思想
,

得益于包氏之处不少
。 ” 「,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往史学界有把盐政
、

槽运
、

治

河等嘉道间的经世大略陶澎
、

魏源等人头上
,

近年

来这种观点已有所革新
。

包世臣 《安吴四种
·

中街

一勺 》提及的若干经世策略
,

早于魏源
,

早于陶澎
,

也早于其他人
。

魏源等人主持的若干功绩是在吸

收包世臣诸多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

正如龚 自珍经世思想的形成不是仅仅与公羊

今文经学有关
,

而融合古文经学
、

理学的精华
「
伙 江

浙文化与湖湘文化对魏源经世思想的影响
「 。

龚 自

珍
、

魏源 的思想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 自包世臣
,

这一点无法忽视
,

经世思潮的发展虽与龚魏二人努

力相关
,

更是与包世臣的活动
、

交谊密切相关
。

虽然魏源与龚 自珍两人均受教于著名的今文

经学家
、

常州学派重要成员刘逢禄
,

然而
,

刘逢禄对

此二人经世思想的最终形成影响有限
。

一则是刘

逢禄与龚魏交游时
,

龚魏二人都处在各自发展的起

步期
,

并未形成 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则是龚魏思想

的形成更多应该归结于具体的历史环境
。

龚魏经

世思想形成最主要来源 一是二人的切身体验与历

史环境的影响
,

二是受到了诸如包世臣之类的经世

实学家的影响
。

这样的认识才得当
。

四
、

结束语

由此可见
,

包世臣在晚清嘉道年间 的今文经

学
、

经世思潮的传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早年

与常州学派等常州学人交游
,

互相交流学术
,

并在

与之交的基础上完成 了自己最早的经世著作 《说

储 》
,

奠定了自己在清代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 而其

后在江浙一带的游历又使 自己有机会与陶澎等大

员及魏源等学者接触
,

使得他们能在接收包思想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实践
,

从而促进了晚清经世思潮

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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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刺击和砍击兵器
。

盾牌的使用为单手把持
,

通

常与刀
、

剑等兵器配合使用
,

以保护自己免受兵器

伤害
。

另一只手则能够 自由活动对付敌方兵器的

攻击
。

注释及参考文献

保保为民清时对彝族的称谓

呷呷 尔日 彝族传统兵器简介叶凉 山 民族研究 内部发行
,

年刊

庄学本 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叫
,

西康省政府印行
,

民 国十三年 一

邓海春 凉山彝族的古代兵器叶凉 山彝族学
, ,

魏兵 中国兵器 甲宵图典叫 中华书局
,

一

户介加塔 乙口人男斌 下人 月召
,
众人 司刃 刀

介

, ,

介
,

介
, , , ,

, , '

, ,

介

责任编辑 周锦鹤

上接 页

包世 臣 包世臣全集
·

管情三义 叫 合肥 黄山书社
,

包世 臣 包世臣全集
·

艺舟双样 叫 合肥 黄山书社
,

郑大华 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田
,

安徽史学
,

一

陶用舒 陶封与 包世臣关 系探微田安徽史学
,

一

张昭军 龚 自珍经世思想学术渊源考论叶齐鲁学刊
,

一

袁仁洪
,

姚兰图魏源
“

经世致用
”

思想形成原 因初探叶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一

泊 肠 了 。

一

夕

胡召 人 妙
,

嗯 人
夕

众胡召 ,口卿
,

, ,

,

,

,

介
'

, ,

一

责任编辑 董应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