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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



由“天下”到“万国”

“中国”如“夏”，位于宇宙
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
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
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
“中国”臣服……“诸侯用夷礼则
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
标准。

——（宋）石介《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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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孟子



巨变：由“天下”到“万国”





由＂天下＂到＂万国＂

鸦片战争展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第一个形象就是西洋人坚

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调动了10

多万军队，先后有1名总督、2名提督、7名总兵以及数千名

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

足百人。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经世：由“长技”到变法



由“长技”到“变法”

“开眼看世界” “中体西用” 维新变法思想
背景

阶级

主张

影响

鸦片战争

地主阶级抵抗派

师夷长技以制夷

关注世界，思想解
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地主阶级洋务派

师夷长技以自强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
化历程第一步

甲午战争

资产阶级维新派

改革、君主立宪

戊戌变法、思想启蒙、
人民觉醒



由“长技”到“变法”
第一组 第二组

材料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

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

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材料二：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

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

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材料三：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

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

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练兵、制器械、

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

材料四：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

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由“长技”到“变法”
洋务派 维新派

材料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
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
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1864）
材料二：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

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
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张之洞《劝学篇》（1898）

材料三：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
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
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练兵、制器械、
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

—郑观应《南游日记》（1884）
材料四：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

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

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1898）

1.洋务派如何认识中学的”体”与”用”和西学的”体”与”用”的?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目的是什么?

2.维新派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有何不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如何体现他们的中体西用观的?



余思：由御侮到启蒙





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如果

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

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插足于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渐渐地扎下

根来，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对于‘中体’、‘中学’以强烈的对比、

影响，并且最终卓有成效地改变了它们的面貌。” — 冯天瑜

由御侮到启蒙



近代中国，围绕着＂体＂＂用＂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

别，请用今天所学的知识，分析以下派别的相关观点。

（１）洋务运动期间的顽固派；

（２）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小试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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