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是出现在十

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传统社会上层的早期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 它反映和代表了正

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社会新兴势力!主

张用和缓渐进#暂时不作根本变动的办法!来改

革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抵抗外国

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萌芽!产生

了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在中国近代史

上!马建忠是与薛福成#郑观应#王韬等齐名的著

名改良主义思想家" 作为一个早期改良派的代表

人物!马建忠对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道路作了种

种探索" 他的思想是标志着十九世纪下半期进步

思想发展的界碑!也是探索者走过的足迹"
马建忠身处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阶段!即

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时期" 其特别处就在于$他既

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的教徒!也是反传统地向西

方学习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尽管马建忠对于天主

教信仰的持守是短暂的!但是他与天主教之间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早期教会生活

马建忠!字眉叔!谱名志民!学名斯才!幼名钦

良!单名乾" !"# 道光二十五年%"$%& 年&出生于江苏

丹阳%今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家族信奉天主教"
在少年时代!马建忠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徐汇公

学学习" 这种特殊的宗教背景和教会学校教育!
表明教会在他早年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位于南北交通枢纽的镇江!是中国天主教最早

传入地区!早在元代就有关于天主教徒的记载" 大

约在明朝末年! 马家皈依了天主教" 马建忠的家

乡’’’江苏丹阳的马家村!到了清代逐渐发展成为

聚族而居的天主教村落" 尽管康熙末年就开始不断

禁教! 但是一些天主教家族世代保持这一信仰!马

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在鸦片战争以后!丹阳附近

大约有天主教徒七八百名" 从无锡到扬子江边这一

地区! 有七八百名丹阳教徒聚居在四所小教堂周

围(另外还有三百名左右住在城内或近郊" 马建忠

的父亲#母亲及祖父#祖母就是其中几个)老教友*"
因为父母都是天主教徒!马建忠出生后不久!就在

教堂受了洗礼成为小教徒!取教名为)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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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化冲突十分激烈的环境下!对其仕途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马建忠的一生都在摆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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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时在马建忠的身上体现出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共有的矛盾心理!即中西文化的交汇对他

们的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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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主教家庭背景!马建忠从小生活在宗教

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里! 童年时代便耳濡目染!受

着"圣经#教义的熏陶$ 母亲沈氏是一个贤惠正直%
深明事理的人! 而且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

徒!对马建忠兄弟的教导非常严格!尤其注意对孩

子在教义%教规上的教育$ 后来马建忠虽然退出了

教会! 但是他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却保持了一生$
可见!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建忠的少年时代是在徐汇公学度过的!它

对马建忠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有重要

的影响$ 天主教耶稣会素来以办学著称!它所办

的中等学校一般称为&公学’$ 徐汇公学就是耶稣

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也是天主

教会创办较早的一所学校$!"#$ 年五%六月间!江

南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水灾!许多难民流离失

所!尤其是儿童$ 上海徐家汇耶稣会的司铎设法

收容这些孩子!并且加以教育!这就是徐汇公学

的胚胎$ %"&’ 年时达到二十一人!而且其中不乏

优秀子弟! 于是把临时收容改为有组织性的教

导!正式成立学校!取名叫徐汇公学$ 由于这是耶

稣会所办的学校! 所以奉耶稣会依纳爵为主保!
故又称为依纳爵公学$这就是徐汇公学的由来$ ()*

%"&% 年!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
进入了这所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

习$ 就在马相伯进入徐汇公学学习的第三年!因清

军与太平军在其家乡镇江交战! 马家不得不辗转

搬迁$ 过了不久! 马相伯一家终于全部迁到了上

海$ 全家迁到上海后! 弟弟马建忠也进入徐汇公

学!这一年马建忠年仅八岁$ 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

学名为马斯臧!马建忠学名为马斯才$ 此时徐汇公

学的校长为意大利人晁德莅+,-./01 21331045$ 他是

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汉学家!%"#" 年来华!终身寓

居徐家汇!后来还曾担任耶稣会初学院的院长%神

学院神师等职务$ (6*马建忠就是在徐汇公学打下了

良好的知识基础!校长晁德莅7,-./01 21331048 &精

汉学!并擅自然科学!先生(马建忠)从其游!潜心

于希腊%拉丁%法兰西文字及数理等学$ ’(#*

徐汇公学初创时的课程设立还比较简单!它

以后的课程及教学改革是与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

+,-./01 21331048分不开的$晁德莅 +,-./01 21331048对
该校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 使徐汇公学发生了一

系列有目共睹的变化! 尤其是学校规模在短短几

年内不断得到了扩充$ 徐汇公学课程与教学的一

大特点是!以教理为主!同时兼习中国传统儒学课

程$ 但这期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一直较为鼓励公

学的学生在接受天主教教义的同时!通过科举!或

成为官学生!或跻身仕途$ 因此!在徐汇公学学习

的学生均有责任在校为各级科举考试做准备$ 和

哥哥在徐汇公学做着科举梦一样! 马建忠早期在

该校的学习!目标之一也是梦想一朝金榜题名!但

很不幸的是!马建忠自 %"9’ 年&执笔学举子业’以

后!(&*在科举之途上毫无建树$ 与哥哥不同的是!马

建忠很快从科举之梦破灭中猛然警醒$ 他感到应

该从泰西之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从而为民族的

振兴和国家的富强开出可以救治的药方! 而不再

沉湎于过时腐朽的八股文之中$ 从此!马建忠即弃

其前所学!深入研究当时之经世致用的学问!以后

则一跃而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徐汇公学的学习生活!使马建忠对中国文化

的认识!尤其是儒家孔孟文化的认识获得了一种

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就是一种批判眼光$ 马建

忠在徐汇公学打下的扎实的国学及国文根底为

他以后游刃有余地从事学术研究及洋务运动奠

定了重要基础!甚至也为他在日后外交场合派上

了用场$ 和当时封建官学和洋务学堂不同!在徐

汇公学!中%西两种主流文化可以自由传播$ 这种

特殊的思想环境和教育渊源使徐汇公学的学生

置身于两种可以互相交会碰撞的思想语境之中$
在两种互相参照的文化体系里! 无论是之于儒

学!还是之于西学!徐汇公学学生都可能获得较

为准确的判断能力$ 显然!徐汇公学的教育为他

思想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马建忠和哥哥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学习生

活是一帆风顺的!原本他们都很有可能走上从事

教会事业的道路!但是在 %":’ 年!发生在马建忠

兄弟身上的一件小事!对马建忠离开教会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刺激了马相伯$ 当时!马相

伯% 马建忠兄弟住在徐汇公学一座朝南的房间$
他们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年了$ 这一年!从巴黎省

来了一位法籍修士!修院按塔扬+;<40=<-8神父将

这位法籍修士安排到马氏兄弟的房间去$ 在平

常!对修士宿舍进行调整!算不上一件了不得的

事情$ 但现在!为了安排一位外籍修士!中国修士

就 要 让 出 原 来 的 住 处 ! 也 就 是 说 ! 在 按 塔 扬

+;<40=<-8神父看来!中外修士地位是有高低之分

的$ 血气方刚的马建忠!身为四品修士!当然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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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侮辱!一气之下!愤而离会" 其时!马相伯

已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学问的研修!正准备神学博

士学位的考试" 为此!马相伯强忍着留了下来!但

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

此次事件说明! 当时在耶稣会内部也存在着

修士待遇不平的现象! 对外籍修士的优待和对中

国修士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 而马建忠兄弟具有

很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思想! 所以他们对教会的这

种行为十分反感!尽管出身于老教徒世家!但是他

们都先后退出了教会!以示抗议" 而教会方面对他

们的行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据#江南传教史$记

载%&$%&’ 年! 在华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

重要会议’ 会议决定在江南教区成立江南科学委

员会!以实施科学与文化研究方案!扩大天主教在

华的影响" 高龙磐()*+*,-+./01023-4神父还负责专

门培养有关科学观察方面的人才" 两位耶稣会读

书修士!马氏两兄弟!马若瑟和马玛弟预备将来负

责管理这个部门(可惜他俩没有恒心!终于还俗出

了修会!后又进入政界!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

文中提到的马氏两兄弟就是马相伯和马建忠" 这

段文字没有对马氏兄弟二人还俗退出修会原因作

出交代!实际上!马氏兄弟二人并非对科学工作毫

无兴趣" 在徐汇公学及修道院期间!马相伯曾怀着

极大的兴趣投入到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中"
教会方面推卸责任!把马氏兄弟退会归为两

人的原因! 实际上却在实际活动中对马相伯*马

建忠等中国籍修士和神父百般排挤" 教会安排马

建忠兄弟参与科学研究!只是一种借口而已" 在

这一借口之下!是对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排挤和搁

置" 从客观上说!马建忠和马相伯先后退出教会

的原因是出于不愿意继续为压迫中国人的外国

宗教势力服务!他们要为了中国的崛起而贡献自

己的力量" 马相伯后来虽然又回到教会!但是他

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天主教的独立自主!不受外国

势力的控制而努力!并为之奋斗终身"
! 教徒背景对其影响

马建忠的教徒身份!使他得以进入西方教会

学校学习! 较早接触到西方的语言和思想文化"
教会学校的教育让马建忠成为洋务派所需要的

人才!并参与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

术的洋务运动" 在这场以+求强,*+求富,为口号

的运动中! 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成

熟!成为近代中国的一名早期改良主义者’

从天主教徒到改良主义者!马建忠所走过的

道路在同时代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

代!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卷入社会变化的潮流中

去!荣辱沉浮都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马建忠

作为出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必然

处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 他的身上有可贵

的先进思想!也有传统社会留下的深深印痕’
从明代利玛窦来华开始!马建忠的家族成员就

成为天主的信徒’ 而在儒家封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的中国社会! 这样的家族注定处于社会的边缘!注

定要承受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挤压’ 对于家族成员来

说!这样的家族背景!除了意味着被正统的士人视

为异类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从此与仕宦之途绝

缘了’ 从马建忠在晚清官场的沉浮可以看出!教徒

出身的家庭背景成为他仕途上的一大阻碍’
由于康熙末年罗马教会改变利玛窦的传教

方针!禁 止 教 徒 祭 孔 和 祀 祖!从 而 导 致+礼 仪 之

争,’ 自雍正时期起! 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华传

播’ 天主教逐渐不为士大夫所接受!受过高等教

育的知识分子中也鲜有信教者’ 鸦片战争以后!
天主教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强迫解除对天主教

的禁令!由此引起民众反感!更加为士人所不齿’
而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教案最多的时

期!不仅上层社会!连一般民众也对天主教的印

象也十分恶劣’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马建忠的教

徒出身!无疑使他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早年!马建忠虽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并且

也是耶稣会的一名修士!但当他认识到教会内部

中外修士的不平等后!便无意做一名神父!而愤

然脱离教会’ 当然!对于科举正途!马建忠也曾抱

过幻想!但当他彻底认识到八股文的空疏*腐朽

以及无用之后!即决定弃其所学!转而研习西学’
他要以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学问与知识去实现他

的用世之志’ 马建忠既不甘心终生做一名身着长

袍的修士!也不愿从科举之途上讨生活’
现实社会比马建忠想象的复杂的多’马建忠以

为脱离教会就可以走出基督教家族文化的阴影!顺

利地进入主流社会!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只是马

建忠自己心中的幻想’ 当时整个社会还是封建顽固

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是极

其有限的’ 而传统社会对于与儒家正统文化相抵触

的天主教!从根本上说还是抵制的’ 马建忠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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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被免职! 以及饮恨上海机器织布局!都

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对于天主教家族文化背景出身

的马建忠!有一种深深的排拒心理"
从 中 法 战 争 结 束!到 中 日#马 关 条 约$的 签

订!作为李鸿章幕下一名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

的干将! 马建忠在此期间多次参与中外交涉活

动!在一些中外交涉中还起到过重要作用% 但弱

国无外交! 纵然马建忠饱读世界各国公法律令!
精通国际交涉之惯例! 拥有中外交涉之一流外

语!但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他及其同时代的

外交家的命运也只能是一个悲剧" 比其他同僚更

为不幸的是!因为家族天主教的文化背景!马建

忠一直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异类" 即使在出使朝鲜

时!为大清帝国保存了一些面子!但李鸿章的请

奖折照样被总理衙门总署以种种借口敷衍过去"
而一旦参与交涉的事务&有失国体’!马建忠即为

千夫所指(万人所詈% 他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

期间所参与的&售产换旗’就是其中一例%
光绪八年十月十二日!李鸿章的)查复马建忠

参案折$ 指出有人控告他说*+马建忠为天主教民!
与沈惟敬同一市井无赖!恐蹈覆辙% ’李鸿章辩解

道*&该道幼习儒书!屡试不售!嗣游学泰西!兼习法

文!本非教民!亦非市井% ’!"#后来与马相伯齐名的天

主教界著名人士英敛之在撰写)与某公金正希奉教

事$,收入)安蹇斋丛残稿$-时说*+读李合肥全集!
有人奏参!!!,按即马建忠-系天主教人!万不可

用% 李为之复奏云!!!!非天主教云% 系天主教!
非天主教! 即以定人之邪正及可用与否! 一何可

笑. / !$#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教民的厌恶程度%
马建忠后来的一些著作中! 都未明确提及到

他的教徒身份% 这也反映了当他退出教会后!希望

别人忘记他的这段过去% 实际上!后人很难知道他

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

对于基督徒的责骂如此其甚! 致使受过教育的中

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尤其是希

望能在仕途上获得发展的马建忠% 但是!我们还是

可以从仅见的资料看出!马建忠虽然离开了教会!
但是教徒身份仍然没有改变% 在他去世之际!上海

著名报纸)申报$报道说*+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李傅相器之倚之如左右手马观察建忠本月初八日

犹在行辕译紧要文牍!及午夜而返!渐有倦意!未

几即气弱如丝!延至初十清晓六钟时!溘然长逝%
观察素奉天主教!翌日家人依教规例殡殓% 昨日晨

祈北门外圣若瑟堂行追思礼% ’!%&#从以上报道中可

以看出!马建忠虽然很早就脱离了教会!但自始至

终都未能摆脱天主教徒这个身份的束缚%
在马建忠的官场生涯中! 曾被李鸿章奏保多

次!可见李鸿章对他的厚爱% 但不幸的是!马建忠

始终官运不佳! 未能获得一官半职% 造成这种情

况!原因当然很复杂%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与明清

以来注重门第出身( 崇尚科举正途的社会风气有

关% 马建忠出身于天主教世家!早年就读于教会学

校! 虽博得洋功名! 实际上在封建正统士大夫看

来! 这种功名实在不能与科举功名相提并论!因

此!尽管马建忠满腹新知!学有专长!一生也只能

充当李鸿章手下的一个真正的杂役! 而不能在晚

清政治舞台上独当一面% 在近代中国!有此遭遇的

不只马建忠一人!容闳(严复等接受过西方文化洗

礼的开风气人物也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 这不仅

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且也是时代的悲剧%
! 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矛盾

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

打开的!西方文化也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

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 因此!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也是充满冲突的!这种冲突主要围绕三种矛盾开

展! 即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

盾( 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
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矛盾% 而

在马建忠的身上!这三种矛盾都有体现% 他主张

修改不平等条约(裁厘加税和抵制外资入侵等思

想!表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

矛盾0他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近代外交制度

和近代海军!表现了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

业文明的矛盾0而他与基督教的联系和所受的传

统儒家教育!又表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

家文化的矛盾% 尤其是在第三个方面!与当时其

他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相比!表现更为突出%
马建忠出身于天主教世家! 这是一个充满文

化冲突的家族! 因为天主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西方宗教% 自雍正禁教后!天主教一直处

于秘密活动的状态% 天主教徒受到传统文化培养

出来的人的排斥!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 况且!天

主教徒是隶属于教籍的!在地方上没有户籍!更使

他们不能奢望融入大社会% 后来有人弹劾马建忠

+市井无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实际上!早在徐

汇公学学习期间! 马建忠就已经感受到了两种文

%%’



化的冲突!一边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一边是中国

的儒家文化# 而两种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他#
太平军进抵江南时" 马家辗转逃到上海# 那

时" 马建忠正在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徐汇公学就

学"一面学外国文"一面$执笔学举子业%& 江南科

举考试的不克举行"阻塞了马建忠的进身之道& 第

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马建忠鉴于外国侵略者以偏

师北上"竟能迫使清朝政府屈服"有意$深求其得

失之故%"才决心改学洋务& 他追求西方知识的动

机"是出于年青人朴素的爱国思想的’但一开始就

限于希望有一天能代替那些$决口不谈海外事%的

士大夫"而为$我朝%用& !""#这说明"虽然马建忠是在

天主教学校学习西方文化" 同时也不忘记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必走的道路" 学习西方文化只是为了

为更好的走上仕途& 而且"一旦西方文化与传统文

化发生冲突时" 他所选择的仍然是走传统文化的

道路& 所以"他后来退出教会的举动"也不能完全

理解为一气之下的冲动行为& 实际上"他一直都未

把天主教作为终身的事业" 而天主教会的不公正

作法"就促使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会事业的打算&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了$基督

教改革派%的说法"并把马建忠也归为这一类& 他

指出!$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韬*"$%&!’&()
年+和马良之弟马建忠*"&**!’(++ 年+"人们给予

他们应得的评价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 ,,
这些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藩篱的人# 对他们大多

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代儒家的思想体

系# 毋宁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

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的# 一旦把这

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 这

样我们就发现"甚至当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

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情也

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经有所

改变# 他们的推论似乎是"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

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

儒家学说# 因此"需要进行改革# %!",#

马建忠对待.中学%和.西学%的态度"是十九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普遍态度#
从带有西学背景的天主教家庭出身" 到教会学校

的西式教育" 马建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谓

不深# 根据正常推理"他应该是十分崇尚西方文明

的人# 但是"马建忠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

西学# 在他的眼里"西学知识是改革中国的工具#
他虽然超出了洋务派的思想藩篱" 但是仍然没有

摆脱.中体西用%的圈子# 对于马建忠来说"传统的

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根本# 从李鸿章对他的奏保中

也可以看出"他是西学和中学皆通的中西全才# 而

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李鸿章对他格外赏识#
结语

在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史上"马建忠虽然

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家"但也为中国社会走向近

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由于马建忠同时具

有天主教徒和儒家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使得他的

人格也具有双重性# 作为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马建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点# 他的一生都处在这样的矛盾中"而且也始终

无法真正解决这种冲突# 马建忠一生的思想和活

动是晚清社会的一面反光镜"折射出个人在新旧

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独特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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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天主教徒,在家乡行医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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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身世对其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影响。同时对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将其思想分为经济、外交、海防三个方面，并结合时代

特点予以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另外，通过对其人物关系的研究，展现了这个人物的活动全貌。该文把马建忠的思想纳入近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考

察那个时代赋予当时人的历史使命和马建忠对时代提出的不同问题的解答，分析其思想发展之成因和特点，从而试图对马建忠的思想做出较为适当的历

史定位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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