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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慈善思想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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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的思想 家、改 革 家、史 学 家，同 时 他 的 慈 善 思 想 亦 是 不 容 忽 视 的 一 个 面

相。魏源慈善思想的产生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个人思想发展的必然。魏源的慈善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融

贯古今中外的“多元”思想于一体，实现“统一”，起 到 了 开 启 风 气、启 蒙 后 世 的 作 用，在 各 个 维 度 均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突破。但是，魏源慈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

关键词：魏源；慈善思想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６）Ｓ１－００２９－０４
作者简介：周　娟，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１８４０年前后，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这

一时代的烙印必 然 深 深 铭 刻 于 生 于 其 时 的 魏 源 的 思 想 中。

魏源是其时闻名遐迩的思想家、鸿儒巨硕，成为当时与后人

研究的焦点也 不 足 为 奇。现 今 学 界 对 魏 源 的 哲 学 思 想、史

学思想、军事思 想、经 济 思 想、政 治 思 想、文 学 思 想、经 济 思

想、人才伦理思想等［１］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且取得了丰硕的

学术成果。但纵观 之，目 前 学 界 尚 鲜 有 人 对 魏 源 的 慈 善 思

想进行系统论述，而 这 样 的 研 究 确 实 是 有 理 论 与 现 实 意 义

的，诚如美国 学 者 何 伟 亚 在 言 及 马 嘎 尔 尼 使 华 时 所 说 的：
“对这些过去相对忽视的面相进行更深入的史实重建，必将

进一步丰富马嘎 尔 尼 使 团 的 时 代 形 象 和 历 史 意 义。”［２］２９同

理，对魏源慈善思 想 的 研 究 对 丰 富 魏 源 的 时 代 形 象 和 魏 源

思想的历史意义亦有莫大的益处。本文拟针对魏源的慈善

思想展开粗浅的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同仁。

慈善，英文 为“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或“ｃｈａｒｉｔｙ”；《辞 海》对“慈

善”一词的解释为“心地仁慈善良。《北史·崔光传》：‘光宽

和慈善，不 忤 于 物，进 退 沈 浮，自 得 而 已’”［３］８４。伏 尔 泰 曾

言：“了 解 过 去 时 代 的 人 们 是 怎 样 想 的，要 比 了 解 他 们 是 怎

样行动的更为 重 要”。对 魏 源 慈 善 思 想 的 研 究 正 是 基 于 此

而言。

一、魏源慈善思想探源

蜚声海内外的 美 国 学 者 魏 斐 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Ｅｖａｎｓ　Ｗａｋｅ－
ｍａｎ，Ｊｒ）曾言道：“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

退，回到那一斗争和混 乱 的 熔 炉 中 去。”［４］５故 对 魏 源 慈 善 思

想渊源的探究我们也要“介入往昔”，“移 情”到 其 时 的 生 活，

体会“应运而生”一词的真实含义。
（一）家庭传统的熏陶

魏源曾祖魏大 公，幼 年“失 怙”，事 祖 母 及 母 亲，以 孝 闻

名于乡里。以 种 田 经 商 为 业，且 善 于 经 营，“家 素 饶，好 施

予。”每次遇到 贫 穷 之 人 必 定 慷 慨 解 囊，邓 显 鹤 对 此 言 曰：

“每挟棉 袄 复 裈，出 遇 褴 褛 者，辄 与 之”［５］１９３９。魏 源 祖 父 志

顺，曾在家乡建立起储藏谷物的“万石谷仓”，他亦是一个慷

慨于人的乡贤，“笃 行 著 邑 乘。”［６］８４７据 魏 氏《族 谱》记 载，陶

澍早年时期生活拮据，无以为继时曾向魏源祖父求助，旋即

得到了资助。后陶澍为官，曾专门遣人还来借款，但志顺 对

来人说：“钱财为流通之物，吾非借以谋利，愿尔主人在官清

廉，爱百姓足矣。”此 佳 话 真 实 地 再 现 了 魏 氏 族 人 与 人 为 善

的品质。及至魏源 父 亲 一 辈，共 有 兄 弟 两 人：魏 辅 邦、魏 邦

鲁。魏辅邦，“生平好施与，邻里中待以举火者数家；穷 而 无

告者，必月有常给，以养终身”。在百姓中深有威望，当 地 凡

举大事，皆需他“倡其 首 而 董 其 成”［７］１０。魏 邦 鲁，即 是 魏 源

的父亲，关注民 生 疾 苦，在 任 职 期 间，“值 岁 大 灾，捐 赈 施 粥

施药，昼夜在厂与饥民同寝食者数月。”且他精通医道，其 慷

慨助人一如先贤 族 人，微 薄 的 俸 禄，大 部 分 用 于 接 济 他 人。

诸如，在听到 邓 显 鹤 说 起 同 县 家 境 贫 寒 的 曾 乘 谦、毛 万 秋

时，“即各寄二十 金 为 炭 资。”［８］１０魏 氏 家 族 的 最 终 衰 落 也 是

缘由于“毁产代输”［９］６１８引起 的。魏 氏 先 贤 们 的 言 传 身 教 与

优良传 统，必 然 会 植 根 于 魏 源 身 上，体 现 出 家 庭 传 统 的

印痕。

（二）湖湘文化的孕育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 域

特色的重要一脉，亦 即 是 说 湖 湘 文 化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与 地

域文化的精妙结合。盖言之湖湘文化有五大特点（关于此，

各家有不同的论述，兹引代表性的观点），即：“一是，无所 依

傍，浩然独往；二是，心 怀 天 下，勇 于 献 身；三 是，关 注 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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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结合；四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五是，兼收并 蓄，改 革

创新。”［１０］１５－２２这些优秀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会流淌于生于

斯，长于斯的 魏 源 血 液 之 中，这 其 中 亦 包 含 有 慈 善 救 助 思

想。凸显湖湘慈 善 思 想 的 例 证 即 是“《信 心 应 验 录》汇 编 善

书约１５０种，是清代最大 型 的 善 书”［１１］３１。传 统 文 化 方 面 以

儒、佛为例来说 明。首 先 是 儒 家 文 化，从 儒 家 的 观 点 来 看，

“慈即为仁，而 仁 就 是 爱 人。”［１２］２９可 见，儒 家 提 出 的“仁 者，

爱人”表达的就是一种仁善之说，其所追求的“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１３］１５９的大同

理想社会，也是 儒 家 慈 善 思 想 体 系 的 另 一 种 表 述。魏 源 对

儒家文化有很深的 造 诣，１８１３年 到“千 年 学 府”岳 麓 书 院 求

学，求教于其时经 学 大 师，在 儒 家 思 想 的 大 路 上 快 步 前 进。

据李瑚研究魏源所 作《默 觚》所 得，“从 其 的 思 想 体 系 来 看，

仍属于儒家 孔 孟，以 及 诸 子 如 老、荀、管、扬 等 人 的 思 想 范

畴。”［１４］５００其次是佛教文化，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受到中国

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较多，逐渐实现

了“中国化”，以一种较似儒家说教的方式来劝导人们从善，

“积善余庆”。魏源对佛教 典 籍 的 深 入 研 究 是 由 于“社 会 既

屡更丧乱，厌世 思 想，不 期 而 自 发 生”，最 终 是 为 了“求 一 安

心立命之所”［１５］７３。据 此，魏 源 自１８２８年 开 始 研 习 佛 典 开

始，就对此念念不忘，直到６０岁时皈依佛门。此 外，他 还 会

译了《无量寿经》、编纂《净土四经》等佛教经典著作。

（三）时代现实的需要

黑格尔曾说：“就 个 人 来 说，每 个 人 都 是 他 那 时 代 的 产

儿。”［１６］１２魏源１７９４年出生之 时，清 朝 已 经 处 于 由 盛 转 衰 时

期，社会 整 体 运 转 在“火 山 口”上，魏 源 亦 自 称 为“积 感 之

民”［１］１。两年 后，便 爆 发 了 白 莲 教 的 大 规 模 起 义；尤 其 是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社 会 矛 盾 更 加 激 化，“有 些 农 村 地 区

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里，只要

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１８］１中国社会中的所谓

“细浪”一波接着 一 波 侵 袭 着 下 层 民 众，更 多 的 农 民 走 向 破

产与赤贫 化，这 些“细 浪”具 体 来 说 有：近 代 中 国 社 会 的 转

型；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与农民离村；土匪、军队和饥馑；宗

族分裂；文化学因 素 等 导 致 了 中 国 近 代 流 民 群 体 的 逐 渐 壮

大［１９］２５－９１，社会贫困人口急 剧 膨 胀，原 有 的 救 济 措 施 已 经 不

能满足时代的需 求，洪 秀 全 领 导 发 动 的 太 平 天 国 运 动 即 是

例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进开明人士从“天朝上国”的美梦

中惊醒，开始“睁 眼 看 世 界”，加 强 对 西 方 世 界 的 了 解，敢 于

向西方学习，他们 基 于 对 古 今 关 系 的 认 识 来 加 强 对 中 外 的

认识，即“执 古 以 绳 今，是 为 诬 今；执 今 以 律 古，是 为 诬

古。”［２０］１２魏源即 是 其 中 的 突 出 代 表。诚 如 汤 因 比 在《历 史

研究》中所言：“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２１］１７４这些合力直接

催生了魏源近代慈善思想的出现。

二、魏源慈善思想的内容与特点

魏源慈善思想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同时具有鲜明的 时

代特点。之所以如此，既与历史际遇有关，又同个人经历 相

联系。具体来说如下所述。

（一）魏源慈善思想的内容

１．防灾备灾。湖南省“北 阻 大 江，南 薄 五 岭，西 接 黔 蜀，

群苗所萃，盖四塞 之 国。”［２０］３湖 南 先 民 的 生 活 也 是“率 守 耕

农”，且湖南自古 旱 灾、水 灾、蝗 灾 等 自 然 灾 害 频 繁，农 业 易

受影响。如，１８４１年时，“邵 阳、石 门 三 四 月，湘 乡、衡 山 夏，

长沙、善化、临湘、武陵均 大 水，谷 价 腾 贵。”［２２］８６这 样 的 情 形

不胜枚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关于自然灾害的大量记载

亦体现了他的灾 患 意 识。呀 瓦 岛，“原 有 火 山、地 震”［２３］５１７；

葛剌岛，“春 雨 秋 旱，岁 只 一 收”；火 山 喷 发 之 时 的 情 形 是：

“发焰冲天，大石飞起，烧炼溶流，房屋倒塌，五谷尽坏，万 有

余人灭亡也”［２３］５４１。基于自 身 的 考 虑，魏 源 树 立 了“预 防 为

主，防治结合”的慈善思想，“新国之济贫也，未贫预防其 贫，

既贫则防其 愈 贫”［２３］１６１６正 是 此 思 想 的 真 实 写 照。针 对 于

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该“对症下药”，做到“遇丰年，多积米

麦，饥岁以常价 粜 之，如 所 谓 常 平 仓 者。”［２３］１０８５做 到 未 雨 绸

缪，防灾于未然。

２．济贫救弱。贫弱之 人 处 于 社 会 的 最 底 层 与 生 活 的 边

缘，是困扰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同时他们也一直

是慈善活动的救 助 对 象，魏 源 对 此 一 阶 层 亦 表 现 出 了 极 大

的关注，他对救 助 此 阶 层 群 体 的 工 作 共 分 了 三 个 层 次。首

先，对于济贫工作的关键之处是“先立一济贫之法”，提供法

理上的保障；其次是设立专门的收养机构，对鳏寡孤独者的

收养办法是“创立美色近厝”［２３］５２３；美国广泛设立“济贫院”，

此外还专门教育残疾人的机构，“又聋、盲、哑者，原属 无 用，

今国内立仁会设馆训习，如聋哑者亦以手工调音而教之，盲

者即有凸字书，使 他 以 手 揣 摩 而 读”［２３］１６１７；欧 罗 巴 人“在 处

皆有贫院，专养 一 方 鳏 寡 孤 独。”“又 有 幼 院，专 育 小 儿。为

贫者生儿举之无力，东之有罪，故特设此院，令人抚育，以 全

儿命。”饥民如若有 弃 子 者，皆“许 人 收 养”［２４］３１８。最 后 为 施

舍粥、米等生活物资，“赈 饥 之 法，莫 善 于 散 米”［２４］３７０；“赈 粥

以救饥者，所以悯其 死 而 致 之 生 也。”［２４］３６９这 三 个 方 面 构 成

了魏源慈善思想的“合 理 内 核”，充 分 考 虑 与 解 决 了 社 会 上

的贫弱群体的基本生存难题。

３．教养兼施。对贫民的 管 理 与 救 助 要 做 到“标 本 兼 治”

就必须彻底解决 其 生 存 能 力 问 题，针 对 此 问 题 的 一 个 有 效

方法即是：使其习得技艺，掌握生存立命的本领。魏源也 注

意到了慈善应该由传统“以养为主”转换为“教养兼施”的模

式。欧罗巴人设立的“贫院”，“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 残 废

之人亦不废”“务 使 曲 尽 其 才，而 不 为 天 壤 之 废 物”［２３］１０８５美

国的监狱“分善恶 两 途”，“前 收 监 者 无 事 业，今 则 一 日 不 能

闲，并有善书，于礼拜日前诵，”所以，收到的实际效果是“今

之犯法收监者，出 狱 后 痛 改 前 非，且 前 此 监 中 所 费 极 多，今

犯人作工营生，故每年除支外，反有余资。”对贫弱之人进 行

职业能 力 培 训，终 使 其 自 食 其 力，此 乃 是 慈 善 之 举 最 上

策也。

（二）魏源慈善思想的特点

１．兼容并包性：儒、释、道 慈 善 之 意 蕴。首 先，魏 源 作 为

嘉道年间 今 文 经 学 的 健 将，儒 家 思 想 的 巨 擘，著 有《诗 古

微》、《书古微》等 儒 家 经 典 著 作，深 谙 儒 家 思 想 中 以“仁”、

“仁政”、“留 余 庆”为 基 本 内 核 的 慈 善 思 想。儒 家 思 想 中

“仁”的核心为“爱人”，是与慈善最为接近之处；“施惠”、“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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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是“仁政”的具体体现，同时亦是儒家慈善意识的直接写

照；“‘留余庆’思想 则 构 成 了 儒 家‘慈 善 意 识’中 的 动 力 系

统。”［２５］魏源言道：“极 贫 赈 济，或 散 米，或 煮 粥，无 容 赘 矣，

然赈法须公。”［２４］３２０既体现了儒家慈善意识中对灾民的关切

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又折射出了儒家追求的“公”，在赈灾

时的真切实践。其次，晚清是居士佛学兴盛之时，魏源即 是

此时的代表人物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传统伦理思

想融合，实现了本 土 化，在 这 一 过 程 中，佛 教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向善功能日益强 化，以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与 形 式 劝 导 人 们 从

善，如佛教经典《法 华 经》中 劝 诫 向 善 之 人 要“大 慈 大 悲，常

无懈怠，恒求 善 事，利 益 一 切”。魏 源 对 此 不 可 能 不 知。最

后，魏源亦著有《老子本义》一书，对黄老思想了然于心。他

曾言：“无为之治，非 不 可 用 于 世”［２６］６４３，亦 即 是 说 对 于 道 家

的思想可以实 行 适 度 的“拿 来 主 义”。《老 子》第 七 十 九 章

道：“天道无亲，常与 善 人”［２７］２９１。在 老 子 看 来：“天 道”大 象

无形，变化莫测，但 却 可 以 实 施 奖 惩 功 能，要 求 世 人 要 与 人

为善。如若“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 不

除也。”［２８］６０此 种 记 录 在 道 家 学 说 经 典 中 俯 拾 即 是，此 种 意

识也必掺杂于魏源的慈善思想之中。

２．批判创新性：古今 中 外 慈 善 之 理 念。“清 治 至 道 光 而

极弊，清学至道光而始变。”魏源所处的时代赋予其“多元与

统一”的特征：既 有 古 今 之 比，又 有 中 西 之 较。中 国 古 代 即

已有慈善意识与活动，如楚国发兵攻打卫国之时，就曾先给

卫国人民好处，“减 户 税，免 旧 欠，赦 罪 人，救 济 穷 人 和 鳏 寡

人等。”［２９］１２８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诸如：蠲免、仓储、义庄义

学、普济堂、养济院、漏 泽 园、保 骼 堂、义 桥 义 渡、敬 节 堂、同

善堂等，这些活动不仅惠及其时之民，而且思想遗产泽被后

世，成为一脉相 承 的“时 代 温 度 计”；但 是，传 统 的 慈 善 思 想

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开放性不足、有一定的功利性与宗教

性、民间慈善发 动 不 足 等。魏 源 对 于 国 外 的 慈 善 思 想 与 机

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介绍地理自然情况的同时，亦译介

了社会百科知识，这其中就有：“病院”、“幼院”、“仁会”等 济

贫机构，与此同时 也 注 意 这 些 机 构 的 运 营 机 制、资 金 来 源、

社会效果等。魏源 针 对 于 此，积 极 介 绍 西 方 国 家 的 现 代 慈

善理念：教养兼施、政 府 与 民 间 共 同 管 理、资 金 来 源 多 元 化

等。基于古今中外 的 慈 善 活 动，富 有 改 革 精 神 的 魏 源 创 造

性地提出了独具 特 色 的 慈 善 理 念：继 承 合 理 的 传 统 慈 善 思

想与实践形式，改革其中的不合理与不足之处；积极引进西

方国家的现代慈善 器 物 与 制 度，融 合 于“中 国 化”的 新 慈 善

事业之中，期待产生如西方“无游民，寡盗贼”的效果。

３．适时条理 性：区 别 对 待 异 时 之 思 维。魏 源 的 慈 善 思

想不是一味地接 济 贫 民、乞 丐，而 是 具 有 很 强 的 条 理 性，表

现出了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的成熟理性化思维。魏源在《救

荒事宜十条》中 把 救 荒 途 径 分 层 梳 理：赈 济、赈 粜、赈 贷、担

粥法、劝捐、安流民、稽 察、收 养、掩 埋、禁 戏，采 取 具 体 问 题

具体 分 析 的 辩 证 方 法，举 实 例 以 证 明 之，如《兴 国 张 公 救 荒

记》，最后魏源赞叹道：“公之政，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将使 志

生民者，推而行之”［２４］３７８另，魏 源 主 张 根 据 当 地 实 际 情 况 进

行济贫，以陕西 为 例 云：针 对 陕 西“高 地 沙 土”的 地 域 情 况，

在“每虞岁歉”时，应 该 采 取 的 措 施 是“种 甘 薯”，因 为“惟 甘

薯一种易种易收，水 旱 冰 雹 均 不 能 伤，以 充 民 食，与 米 麦 同

功，非寻常果品可比。”此外，还要“广行桑蚕”、“兴修 田 功”、

“广植树木”、“分积社粮”［２４］６０７等，这些做法在当地均取得很

好的实际社会功效。

三、魏源慈善思想的评介

如胡适感慨所 言：“当 其 初 起 时，谁 也 不 注 意。以 后 越

走越远，回视 作 始 之 时，几 同 隔 世”［３０］，魏 源 慈 善 思 想 萌 芽

初起之时，没有引 起 高 度 重 视，经 过 百 年 的 历 史 沉 淀，终 可

见于世人。另一 方 面，“评 价 任 何 历 史 人 物，都 不 能 离 开 当

时的社会环境和 历 史 条 件，也 不 能 孤 立 地 观 察 和 判 断 他 们

的言论和行动。”［３１］对魏源慈善思想的评价亦是如此。

（一）启蒙性

湖南人在近代“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

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２０］３在鸦片

战争后这样“人心 激 昂”的 时 代，湖 南 人 更 是“开 通 其 耳 目，

充浚其智慧”［３２］１５６，当其时“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

哉？”魏源即 是 时 代 塑 造 的“豪 杰”。魏 源 的“发 聋 振 聩”之

声，不只是经世致用、社会革新、御辱海外，还包涵有对民 生

疾苦的关注。

魏源的慈善思想囊括中外、横贯古今，既是中国传统 慈

善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西思想延伸、碰撞下的新慈善观

的缔造者，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开化风气、拓展眼界的实际

效果，对日后的 慈 善 思 想 亦 起 到 了 启 蒙 与 革 新 的 作 用。我

们只稍看一下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发展史就可以清晰地感

受到魏源慈善思想的震撼性与预见性。新变化与新气象在

中国 慈 善 事 业 中 不 断 涌 现，凸 显 这 一 变 化 的 表 征 为：“具 有

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的酝酿萌生和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的

初步扩展。”［１２］２４０具体为：一 是，教 养 兼 济，更 重 视 教 这 一 面

相。其时的慈善家普遍认为：“似教更重于养。”［３３］１８４维新时

出现的“迁善所”，清末民初出现的“贫民 习 艺 所”、“苦 工 院”

“贫民工厂”等均是这一思想在现实中的映射；二是，救济范

围不断扩展。慈善事业不仅要惠及贫民，还要惠及罪犯 等，

把罪犯列入收养的范围，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仅在本

地或 本 宗 族 开 展，而 且 还 应 该 突 破 地 域 限 制，树 立“慈 善 无

界限”的理念；三是，关注“开风气、正人心”的活动［３４］２６８。而

这些在魏源的著作中皆是可以找到雏形或源头的。

由此看到，魏源站在“西学东渐”的开端，以其敏锐的 洞

察力，把握时代脉 搏 和 潮 流 发 展 趋 向，积 极 进 行 改 革 创 新、

体用结合，开启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新的发展之幕，促进其

新陈代谢的进 程。他 之 所 以 能 做 到 这 般，重 要 的 一 点 毋 宁

说是由于当时的世 界 面 对 的 情 形 是“各 民 族 的 精 神 产 品 成

了 公 共 的 财 产，民 族 的 局 限 性 与 片 面 性 日 益 成 为 不 可

能。”［３５］２７６且魏源慈善思想 的 继 承 者 在 其 后 动 荡 的 岁 月 中，

切实把慈善发展为了社会的“安全阀”。

（二）局限性

１．政治色彩 强。魏 源 生 活 在 社 会 的 转 型 时 期，古 今 中

西各种思想出现 碰 撞、调 适、会 通，一 方 面 为 其 提 供 了 思 想

的养料，另一方面社会的现实也逼迫他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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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恢弘著 述 皆 是 有 感 其 时 而 著：“有 感 于 国 势 的 危 险，

感于内忧外患的交迫，感于‘天朝’优 势 的 丧 失。”［３６］１７５６缘 此

导致他的慈善思 想 也 带 有 浓 厚 的 政 治 色 彩，民 间 公 益 慈 善

性质的成分大大退却。

２．宗教思想 浓。据 研 究 表 明［３７］，魏 源 受 宗 教 的 影 响 较

多，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国外的天主教，抑或是南洋西 洋

各个教门，这一点投影到他的慈善思想中似一柄“双刃剑”，

既有有利于劝 诫 向 善 的 一 面，也 有 破 坏 慈 善 的 一 面。以 佛

教为例：封建政府唯恐佛教组织的慈善公益活动动机不正，

即通过慈善救济 笼 络 人 心，从 而 构 成 封 建 政 权 稳 定 的 潜 在

危害力量，故悲田 养 病 坊 等 这 些 宗 教 慈 善 福 利 机 构 最 终 被

强行纳入王权的管辖之下，不利于慈善事业的正常发展。

３．实际操作差。魏源 的 慈 善 思 想 大 多 还 只 是 停 留 在 了

简单的介绍引进 层 面 上，并 没 有 开 展 大 规 模 的 慈 善 实 践 活

动，虽然也有关注 贫 民 生 计、救 济 灾 民 的 举 动，但 与 此 后 的

大慈善家相比还 只 是 处 于 初 级 阶 段，甚 至 还 略 显 得 有 些 幼

稚。关于这一点，我需要说明的是：后人不应该站在不可 同

日而语的时代下 去 苛 求 前 人 什 么，我 们 应 当 从 历 史 的 三 棱

镜中探析出当代 慈 善 事 业 的 正 确 发 展 道 路：浓 郁 的 人 文 关

怀氛围，合理地分 配 社 会 资 源，激 发 民 间 慈 善 的 活 力，发 挥

慈善事业淳化风气、提升文明、安抚民心、共建和谐的功 效，

这才是后来人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１］夏剑钦，熊焰．魏 源 研 究 著 作 述 要［Ｍ］．长 沙：湖 南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何伟亚．怀 柔 远 人———马 嘎 尔 尼 使 华 的 中 英 礼 仪 冲 突

［Ｍ］．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辞海（增补本）［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７９．
［４］魏斐德．大 门 口 的 陌 生 人———１８３９—１８６１年 间 华 南 的

社会动 乱［Ｍ］．王 小 荷，译．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８．
［５］邓显鹤．宝庆府志·国 朝 传·善 行 下：卷 百 三 十 八［Ｍ］．

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９．
［６］魏源．魏源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７］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一［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３．
［８］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 传：上［Ｍ］．南 京：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
［９］魏 耆．邵 阳 魏 府 君 事 略［Ｍ］／／魏 源 全 集：第 二 十 册．长

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４．
［１０］湖南省文史 研 究 馆．湖 湘 文 化 述 要［Ｍ］．长 沙：湖 南 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 善 书 研 究［Ｍ］．天 津：天 津 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周秋光，曾 桂 林．中 国 慈 善 简 史［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１３］礼记·礼运［Ｍ］．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４］李瑚．魏源研究［Ｍ］．北京：朝华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３４［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６］黑格尔．法哲学原 理［Ｍ］．范 扬，张 企 泰，译．北 京：商 务

印书馆，１９９５．
［１７］魏源．圣武记［Ｍ］］／／魏 源 全 集：第 三 册．长 沙：岳 麓 书

社，２００４．
［１８］詹姆斯·Ｃ·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

反叛与生存［Ｍ］．程 立 显，刘 建，等 译．南 京：译 林 出 版

社，２０１３．
［１９］池子华．中 国 近 代 流 民［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７．
［２０］钱基博．近 百 年 湖 南 学 风［Ｍ］．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２１］汤因比．历史研究：上 册［Ｍ］．曹 未 风，等 译．上 海：上 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２］湖南自然灾害年表［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３］魏源．海国图志［Ｍ］／／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４．
［２４］魏 源．皇 朝 经 世 文 编［Ｍ］／／魏 源 全 集．长 沙：岳 麓 书

社，２００４．
［２５］李鹏．儒家 慈 善 意 识 与 现 代 慈 善 理 念［Ｊ］．四 川 大 学 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５）．
［２６］魏 源．老 子 本 义 序［Ｍ］／／魏 源 全 集．长 沙：岳 麓 书

社，２００４．
［２７］傅 佩 荣．傅 佩 荣 细 说 老 子［Ｍ］．上 海：上 海 三 联 书

店，２００９．
［２８］王明．太平经合校［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２９］范 文 澜．中 国 通 史：第 一 册［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７８．
［３０］胡适的日记（手稿本）［Ｚ］：１９２７－０１－２５．
［３１］陈雪薇．历 史 视 域 下 毛 泽 东 的 功 绩 和 错 误［Ｊ］．历 史 研

究，２０１４（１）．
［３２］梁启超．中 国 近 三 百 年 学 术 史［Ｍ］．台 北：台 北 里 仁 书

局，２０００．
［３３］虞 和 平．经 元 善 集［Ｍ］．武 汉：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８．
［３４］周秋光，张少利，许德 雅，等．湖 南 慈 善 史［Ｍ］．长 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５］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
［３６］葛 荣 晋．明 清 实 学 思 潮 史：下 卷［Ｍ］．济 南：齐 鲁 书

社，１９８９．
［３７］李志威．魏 源 宗 教 思 想 研 究［Ｄ］．石 家 庄：河 北 师 范 大

学，２０１１．
（责任编辑：陈　伟）

２３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