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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

杨　华　徐国君

　　摘　要：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王 韬 成 为 中 国 近 代 第 一 个 以 个 人 身 份 出 访 并 旅 居 欧 洲 的 知 识 分

子，随后出版《漫游随录》。王韬对欧洲民俗 积 极 体 验，形 成 许 多 理 性 认 识。王 韬 对 欧 洲 城 市 的

现代性日常生活进行体验，对欧洲的城市文化景观 和 文 化 生 活 进 行 参 验，并 在 异 文 化 下 积 极 进

行人际交往和宣传儒家文化。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对他个人思想和事业的发展意义

非凡，同时具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化交流意义，值得我们珍惜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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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初名利宾，字兰卿，后改名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在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中，王韬的人生经历独特而卓然。在７０年的

人生岁月中，他经历了 激 烈、动 荡 的 生 存 空 间 和 文 化 空 间 的 双 重 转 换，在 失 意、逃 离、漫 游 和 回 归

中，书写了自己的卓越和传奇。

１８４５年，年仅１８岁的王韬考中秀才，然而第二年却名落孙山，此后再没有获得科举考试的功

名。１８４９年，在上海设馆授徒的父亲王昌桂去世，２２岁的王韬为了养家，接受传教士麦都思的邀

请，到墨海书馆工作，从此在上海一住１３年。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王韬结识了一些传教士并友好

相处，主要有麦都思、雒魏林、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合信等。他协助翻译的《圣经》中译本，颇

受好评，流传广泛。他还参与翻译了一系列介绍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科学技术的书籍，主要包

括《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五种，为西学在中国

的传播和开启民智做出了可贵的贡献。１８６２年，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获罪清廷，在传教

士的帮助下逃离上海，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２３年的流亡生活。这段流亡岁月颇具历史意义，“当命

运之神把他推上流亡之途的时候，也就是把王韬推向了世界，从而为中国现代化造就了一位不可

或缺的引航员和吹鼓手。”① 在香港期间，王韬进入英华书院工作，协助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四书》
《五经》翻译成英文，为中国儒家经典在西方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王韬受理雅各

之邀前往欧洲参与译书工作，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出访并旅居欧洲的知识分子，后将

所见所闻辑成《漫游随录》出版。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王韬“午夜一灯，迅笔瞑写”，在香港《华字

日报》上连载发表文章，后编纂成《普法战纪》。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国通史

《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使王韬声名大振，在日本引起很大轰动。１８７４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

环日报》并任主笔，这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由 中 国 人 创 办 的 报 纸，被 称 为“中 国 新 闻 报 纸 之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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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大量提倡“变法改革”的文章，开报刊政论文体之先河，并成为蜚声海内

外的西学专家和杰出的改良思想家。１８７９年，王韬受日本文化学界邀请，访问日本，后著有《扶桑

游记》。１８８４年，王韬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成为《万 国 公 报》特 约 撰 稿 人，出 任《申 报》编 纂 主

任，创办印书馆“弢园书局”。１８８５年，出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推行新式教育改革。１８９７年，王韬

去世。

一、近代中国人对欧洲民俗的记载和认识

在１９世纪前到访过欧洲并留下有关欧洲的著作中，颇有影响的是谢清高的《海录》。谢清高

（１７６５－１８２１），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年轻时“遍历海中诸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阨

塞，风俗、物产”①。１８２０年，谢清高在澳门经商时遇到杨炳南，杨炳南将其所述海外见闻整理成书。

《海录》记述的欧洲国家主要有西班牙、荷兰、瑞士、比利时、法国、英国等。书中介绍法国，“民情淳

厚，心计奇巧，所制 钟 表 甲 于 诸 国。酒 亦 极 佳。风 俗 土 产 与 西 洋 略 同，亦 奉 天 主 教。”②介 绍 英 国，

“楼阁连绵，林木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英国“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

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③ 虽然《海录》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谢清高是生意人，受教育

不高，所以书中关于欧洲国家的介绍非常简单，有的字数很少，多为浮光掠影，不很深刻。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普遍对世界缺乏了解。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惨败深深刺痛了

一批有识之士，面对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他们逐渐意识到“夷夏之辨”的观念不足取，“开眼看世界”

的思潮在知识界翻腾激荡，林则徐著《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徐继畲著《瀛寰志略》、姚莹著

《康輶纪行》、梁廷枏著《海国四说》。在这批著作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对

欧洲民俗有所介绍。

《海国图志》有关欧洲民俗的介绍不多，曾提到一些有关英国的民俗，如英国男女平等，女子有

受教育权，“国中无论男女皆习文艺，能诗画，兼工刺绣。”男女婚姻自由，无父母包办，在教堂举行

仪式，并且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必男女自愿，然后告诸父母，不用媒妁。惟拜教主，祈上帝，婚则

以戒指插新妇之指，即为夫妇。因上帝原初止造一男一女，故不能娶二妇，亦不许出妻。”“倘违禁

娶两女者，其罪流。”④《瀛寰志略》对欧洲一些国家的习俗有较多介绍，且很详细。书中写道，“欧罗

巴之开淳闷、通文学，实自希腊始”⑤，希腊“士女仪容多秀美，男好华冠丽服，女子美发，髻样巧幻多

式。藏书之富，甲 于 西 土，人 多 博 览，各 操 铅 椠，述 事 立 言。其 宫 殿 古 迹，为 泰 西 创 造 栋 宇 之 初

式”⑥。法国巴黎为欧洲第一大都会，“建于塞纳河两岸，城垣方广，居民九十余万。王居殿阙巍峨，

层楼复阁相望，文彩精丽，西土殆无其比，城外离宫别苑，历代陆续修建，凡数十处。其街衢盘绕环

匝，列肆密如蜂房，往来者毂击肩摩，昼夜不绝。”⑦

魏源和徐继畲是中国近代早期出色的启蒙思想家，《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是“开眼看世界”

思潮中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虽然他们有关欧洲民俗的介绍比较贴切，然而书中的记载主要源于参

考资料，并非亲身游历、亲眼所见，终归有一种“隔雾看花”之感。

王韬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出游欧洲的个人，“登宗悫引风之筏，乘张骞贯月之槎”⑧，勇敢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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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直接接触欧洲文化，近距离观察欧洲社会，这行为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正如王韬在《漫游随

录》的自序中所言，“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

流亦复绝迹。”①王韬的此次“泰西汗漫游”，纵横数万里，途经数十国，经新加坡、槟郎屿、苏门答腊、

锡兰，入红海亚丁湾至开罗。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墨西拿，经法国马赛到巴黎。

经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再由伦敦最终抵达理雅各的家乡苏格兰杜拉村。王韬旅欧三年，经常到

各处游历参观，“英法名区胜境，悉数之而更仆难终；惟得之目击身亲者，珥笔而记之。”②由此可见，
《漫游随录》对欧洲民俗的记载，相比前人的“隔雾看花”，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１８６６年３月，在王韬出游欧洲的前一年，受清政府之命，斌椿率领儿子广英和包括张德彝在内

的三个同文馆学生，前往欧洲“游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官方代表团。斌椿一行

于同年１１月回国，除去来回往返时间，在欧洲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共出访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

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比利时等国家。有关这次游历，斌椿著有日记《乘槎笔记》和诗稿《海国胜

游草》《天外归帆草》，张德彝著有日记《航海述奇》。

面对从未见过的异国景象和风土人情，６３岁的斌椿和１９岁的张德彝都感到惊讶和好奇，一路

记述。斌椿记道，“西俗相见，以握手为礼，间有接吻者，无分男女也。”③伦敦寓所，“浴室有铜管二，

水由管中出，一热一 凉，随 意 增 减。厕 屋 亦 用 水 法，时 时 洗 涤，极 精 洁。”④海 上 放 烟 花，五 色 灿 烂，
“有起至半空，如中国俗名‘起火’者，高数十丈，化为明灯万盏，光照海水，作红绿色，真奇观也。”⑤

西洋照相法，“摄人影入镜，以药汁印出纸上，千百本无不毕肖也。”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对欧洲

民俗的记述可谓巨细无遗，包罗万象。书中提到了各种新鲜事物，大到轮船、火轮车、地铁，小到手

提箱、铁裁缝（即缝纫机）、印度擦物宝（即橡皮）、肾衣（即避孕套），一一记述。

斌椿和张德彝作为清朝派往西方的第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在短短四个月内，为人们了解欧洲

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大量丰富有趣的亲身记述，如果站在“跨文化书写”的立场上，他们二人的著作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 义。然 而 如 果 站 在“现 代 性 启 蒙 思 想”的 立 场 上，他 们 著 作 的 意 义 就 会 大 打 折

扣。他们更多的是“走马观花”的记述，而缺乏有关思想观念和现代性文明的深层思考。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斌椿对公园、动物园的兴趣，压过了工厂，对狮子、河马和林木花果的兴趣，压过了现代

机器，对马戏、魔术的兴趣，压过了政治辩论。”⑦

王韬在欧洲虽然也喜 欢 休 闲 娱 乐，然 而 他 每 到 一 地 最 喜 欢 去 的 是 博 物 馆、图 书 馆、书 院 等 场

所。王韬访欧前对西方 文 化 比 较 熟 悉，加 上 他 有 很 深 厚 的 忧 国 忧 民 情 怀，所 以 与 斌 椿、张 德 彝 相

比，王韬的思想更深刻，抱负更宏远。王韬曾写下诗句：“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⑧表

达了希望中国早日变得强大的热切心愿。王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认真请教，希望中国能向西方多

多学习。如他在参观爱丁堡的博物院时，发现一种新式武器，不禁惋惜道，“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

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⑨他参观伦敦的电信总局，见其“楼阁崇宏，

栋宇高敞，左为邮部，右为电房，室各数百椽”，屋中“字盘纵横排列，电线千条，头绪纷错。司收发

者千馀人，皆绮年玉貌之女子”，不禁对西方电学的广泛运用心生感慨，“电学创于明季，虽经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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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其理，鲜有知用者。道光末年，民间试行私制，而电线之妙用始被于英、美、德、法诸国。”①王韬

对欧洲现代文明的认真介绍，启发了当时国人有关现代性的想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世

界的文本，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二、“察其民俗之醇漓”—王韬的体验和认识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在欧洲近三年的时间内，王韬游历了法国的马赛、里昂、巴黎，英国的伦敦、爱

丁堡、利思、阿贝丁、敦提、格拉斯哥及苏格兰的很多地方。他每到一处，“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

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②王韬对欧洲民俗积极体验，形成很多理性认识，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欧洲城市现代性日常生活的体验

１８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随后波及整个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欧洲的城

市化运动，蒸汽机的发明、采煤业的发展、铁路的出现推动了欧洲的城市化进程。１９世纪欧洲的许

多村庄变成了乡镇，乡镇变成了城市，许多城市发展成为大都市，比如伦敦和巴黎。对西方民众来

说，城市生活成为新的常态。城市出现很多新的工厂、货栈、船只和铁路，建造了自来水和下水道

系统，街道被拓宽，建有很多高楼、大型公园和花园。

王韬旅欧前，曾在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居住了近２０年，然而在见到欧洲大城市的华丽时，仍不

禁感到震撼。初见马赛，他感叹道，“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寓所皆有七八层高，金碧

辉煌，“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而寓所“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见到

巴黎，更是惊呼，其繁华气象和宏远规模，远超马赛。巴黎当时有居民百余万，“其人物之殷阗，宫

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③到了伦敦，又别有一番洞天，高 楼 大

厦，鳞次栉比“高至数层者，干霄入云”，凭栏远眺，几乎疑为天际真人，可望而不可即。还建有地下

室，“最下一层，入地数尺，开漏天一线，以取光明，通接氤氲清淑之气，亦颇爽朗。”每层四周围以栏

杆，“排列花卉盆玩，以娱观眺。”④而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巍峨豪华，不比伦敦差，其房屋都有七八

层高，有的甚至高达十五层。

除了居所的华丽，欧洲大城市的街道也令王韬印象深刻。马赛、巴黎、伦敦、爱丁堡的街道都

宽广整洁、车水马龙，夜晚灯火辉煌，亮如白昼。伦敦的街道有六七丈宽，两旁砌以平石，中间有的

铺以木柱，“以便车毂往来，无辚辚隆隆之喧。”⑤每日清晨，有洒水车清扫街道，十分干净，并建有排

水沟。王韬还发现，巴黎和伦敦的很多街上都建有花园，以供人们休闲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减少

生病。欧洲人很喜欢种树，“人家稍得半弓隙地，莫不栽植美荫。”⑥

当时的欧洲城市生活已实现了自动化和电气化，王韬对此细心观察并详加介绍。伦敦民众用

水，不需要凿井，而是建 有 自 来 水 管 道，“长 短 曲 折，远 近 流 通，互 相 接 引”，各 家 都 装 有 自 来 水 管，

“有塞以司启闭，用时喷流如注，不患不足。”伦敦民众用电，每晚不用点蜡烛，而是“以铁筒贯于各

家壁内，收取煤气，由筒而管，吐达于室。以火引之即燃，朗耀光明，彻霄达曙，较灯烛之光十倍”⑦。

火车的发明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王韬对此有切身体会。如，王韬从法国马塞到首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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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一千八百多里的路程，乘火车仅用七八个小时，速度非常快，可谓“轮车之迅捷，真如飚飞电迈

矣”①。王韬专门介绍了火车的结构、特点、座次、车速。“其制略如巨柜，左右启门以通出入，中可

安坐数十人，下置四轮或六轮不等。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

数车互相牵率以行。车亦分三等，上者其中宽绰，几席帏褥光洁华美，坐客安舒；中者位置次之；下

者无篷帐遮蔽，日曝雨飘，仅可载粗重货物或栖息仆役而已。其行每时约二百里或三百余里。”②

王韬发现，在当时欧洲的一些大城市密布很多酒楼。如在巴黎，酒楼食肆，鳞次栉比，“客至呼

肴，咄嗟立办。”③如在伦敦，酒楼遍布城中，备有很多好酒，最好的酒为葡萄佳酿，“色如琥珀，味极

芳醇”，最上等的葡萄酒，一瓶就价值数金。酒楼住宿客人，早晚饮食，都很丰盛，“酒炙纷陈，奢于

自奉”，最贵的每月吃饭要花“百数十金”。饭店里“司庖厨掌烹调者，法兰西人为最精”④，不仅饮食

精致，容器也很讲究。王韬的朋友也曾在酒楼招待过他。友人璧满在巴黎著名的“飞鹰酒楼”为他

饯行，酒楼不仅烹饪精美、布满佳肴异馔，还有多种酒水，“味并甘洌，不减公瑾之醇醪。”⑤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巴黎有很多咖啡馆和小酒馆，如“云香咖啡馆、花园咖啡馆、多托尼咖啡馆、殉

教者小酒馆”⑥，吸引着不同的人群。王韬对此的观察是，巴黎的“马达兰街、义大廉街加非馆星罗

棋布，每日由戌初至丑正，男子咸来饮酌。妓女亦结队成群联翩入肆，游词嘲谑亦所不拒”⑦。

（二）对欧洲城市文化景观和文化生活的参验

王韬旅欧期间正值欧洲文化鼎盛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文化景观，民众的城市文化生活

也很丰富。很多大城市如巴黎、伦敦、爱丁堡和格拉斯哥都有博物馆（王韬书中称其为“博物院”），

以供民众游览。王韬对此非常喜欢，经常去参观。

巴黎的博物馆诞生于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用来收藏皇室、贵族、教会等珍藏的艺术品

和艺术文物。从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中期，巴黎共有５家博物馆，分别是卢浮宫、法国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艺术与工艺文物馆、军 事 博 物 馆。１９世 纪 中 期 以 后，巴 黎 多 次 举 办 世 界 博 览 会

（１８５５年、１８６７年、１８７８年、１８８９年、１９００年），世博会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

逐渐成为巴黎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为人们提供文化教育和休闲娱乐的空间。

巴黎最著名的博物馆是卢浮宫，可谓艺术和科学的殿堂。王韬对卢浮宫进行了认真参观并加

以介绍，他写到，卢浮宫 巍 峨 华 丽，物 品 众 多，分 门 别 类，“广 搜 博 采，务 求 其 全，精 粗 毕 贯，巨 细 靡

遗”⑧，主要包括各种鸟兽虫鱼、名葩珍木、古物珍奇、世界名画、各种创造发明和各种兵器。博物馆

的管理很精细，对各种古器如杯、碗、瓶、盎，各种牙器、螺器、钿钗环钏，都编列时代、名字及作者姓

氏，使参观者一目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王韬虽未赶上１８６７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却有缘参观了世博会的场馆。１８６７
年的巴黎世博会展馆，主要建在塞纳河左岸的战神广场，是一座椭圆形建筑，包括７个同心圆的展

厅，最外层是机器厅，向内５个展厅依次展示服装、家具、原材料、劳动史和艺术，中心展厅是一个有

棕榈树和雕塑的花园。王韬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世博会，院内有各种各样的楼台亭榭，有的宏壮坚

固，以雕石筑成；有的高耸入云，雕槛晶窗，缥缈云外。王韬遍历各处，感到千门万户如入迷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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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称赞道，“在地球列国中，无有如是之矞皇典丽、工整恢奇者也。”①

王韬还参观了伦敦一家古老的博物馆。他介绍道，该院建于１７５３年，占地广阔，“构屋千楹”，

院中藏书丰富，有五大洲地图、古今历代书籍，总共５２万部。各国的书都分别排列、整齐有序。大

厅放有桌椅，可坐数百人，桌上笔墨俱备，四周围以铁栏。读书的男女，“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

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②在王韬看来，博物馆对于开阔民众眼界、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有重要作用，

他对此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评论，“此院各国皆有。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

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 迹 不 能 遍 历 五 洲，见 闻 不 能 追 及 千 古；虽 读 书 知 有 是 物，究 未 得 一 睹 形

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

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③

需要指出的是，王韬还有幸参观了伦敦的著名建筑水晶宫。１８５１年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

览会，展馆是一座美轮 美 奂 的 水 晶 宫。水 晶 宫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座 用 钢 铁 和 玻 璃 建 造 起 来 的 大 型 建

筑，它的出现轰动一时，被称为是“一场建筑学的革命”④。世博会结束后，水晶宫被拆成散件，运到

伦敦南部乡村重新装配，并新增了两座高塔，王韬见到的水晶宫应该是重建后的水晶宫，可惜它于

１９３６年毁于一场火灾。王韬笔下的水晶宫宛若仙境，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写道，水晶宫“地势高峻，

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 崇 旃，建 于 其 上，逶 迤 联 属，雾 阁 云 窗，缥 缈 天 外。南 北 各 峙 一 塔，高 矗 霄

汉。北塔凡十一级，高四十丈。砖瓦榱桷，窗牖栏槛，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精莹。其中台观亭

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毕备”⑤。

欧洲民众能歌善舞，文化生活多姿多彩。王韬和友人参加了当地一些别具风情的文化活动，

主要包括参观蜡像馆，观影戏，观法兰西歌舞剧、魔术、马戏，游览聚珍大会，观看秋千胜会、舞蹈集

会等。

王韬曾和友人在巴黎大剧院观剧，频频称奇。巴黎大剧院宏大壮丽，可容纳三万人，每逢节日

座无虚席，所演剧目“或称述古事，或作神仙鬼佛形”，奇诡恍惚，不可思议。舞台布景很奇妙，“山

水楼阁，虽属图绘，而顷刻间千变万状，几于逼真。”表演节目的阵容也很强大，多达二三百人，甚至

四五百人，“服饰之瑰异，文采之新奇，无不璀璨耀目。”⑥王韬还被神奇的魔术表演者所吸引，他们

能将大的东西置于小的空间，能把有的变成没有，能将禽鸟虫鱼从笼中快速放出，幻化无穷。“他

若剪布再续，无异故体；用索缚人，立能自解；以及吞刀吐火，缘绳走壁，艺术勇力，皆臻绝技。”⑦

在苏格兰的杜拉，王韬和媚梨一起观看了杜拉书院举办的舞蹈大会。参加舞蹈大会的女子盛

装华服，男子衣裳楚楚。王 韬 对 各 种 舞 法 进 行 传 神 描 述，令 人 如 临 其 境，他 写 道：“其 舞 法 变 幻 不

测，恍惚莫定，或如鱼贯，或如蝉联，或参差如雁行，或分歧如燕翦，或错落如行星之经天，或疏密如

围棋之布局。”⑧这些舞女都穿着素色的鞋子，当被离地轻举时，宛如千朵白莲花涌现在地上，真是

美轮美奂！同时伴有琴瑟诸乐，音韵悠扬。王韬看得目眩神摇，恍然不知身在何处。
（三）异文化下的人际交往和儒道西传

王韬作为近代第一个到欧洲的知识精英，处在一种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异文化环境中，他的出

现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好奇和围观。据王韬记载，有一次他在英国乡村行走，被男女聚众围观，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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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竟有数百人跟在他的后面，并不断发出惊叹声，后来被巡丁前来驱散。① 在亨得利时，当地儿

童竟将王韬看作“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ｄｙ”，误以为他是好友詹五的妻子，他对此颇感无奈，慨叹道：“余本一

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②对于被围观，王韬虽也有时尴尬，但总体表现得落落大方、

不卑不亢，颇具绅士之风。如，他在马赛偶入一小馆买酒，因来自中国、着装华丽，被馆内侍女围观

和称奇，王韬对此大方应对，称赞女子端来的酒为“葡萄美酒夜光杯”③。

在异文化的欧洲，王韬在被当地民众“观看”的同时，他也在“看”当地的民风、民俗。王韬对欧

洲特别是英国的醇厚民风，十分欣赏。他看到，英国的平原旷野多供牧畜，春夏之际都不圈养，散

置郊外，无人看管，却从未有偷窃之事发生，可见民风纯朴。在参观伦敦水晶宫时，他看到虽然游

人众多，却“无喧嚣杂遝之形”④。他在水晶宫看到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每次来回同车，并观察到当

时的欧洲社会男女平等，“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⑤，这比中国社会奉行的“男尊女卑”和

“一夫多妻”明显进步许多。他看到，英国民众谦逊礼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

侮之事。异域客民族居其地者，从 无 受 欺 被 诈，恒 见 亲 爱，绝 少 猜 嫌”。⑥ 王 韬 由 此 得 出 深 刻 的 认

识，即英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

强”，故“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⑦

处在异文化下的王韬，走访故友、结交新知，多方面体验当地文化和民俗，正如其所言“阅历河

山，访问风俗，择其地士大夫之贤者而交之，虽游历而学问寓其中焉”⑧。王韬译书之余，常和理雅

各一起出游。他们一同拜访朋友；一同游览山水；一同参观英国伦敦、苏格兰爱丁堡的博物院、英

国圣保罗大教堂等胜地；一同走访理雅各的故乡—苏格兰的亨得利，理雅各为他讲述苏格兰的历

史。除了理雅各，王韬还见到了曾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的雒魏林、慕维廉和麦都思的家人，或一起

出游，或居家做客，相见欢然。慕维廉陪同王韬一同参观爱丁堡的书院，当天为书院的考试期，“掌

院者于群学中甄别其高下，取其优者立为牧师。其论学以论识各国之方言文字为长，而于腊顶、希

百来上古之文，亦当贯通。”⑨书院负责人了解到王韬为中国儒者，便邀请他前往观试。第二天，这

件事被登到报纸上，并称他为学士，一时传遍全城。

王韬在异国他乡，结交了一些有才情的女性，她们精通琴棋书画，常和王韬一起饮酒赏花、弹

琴奏乐、做诗观画，颇为风雅。王韬曾和“周西鲁离”成为好友，两人一起游遍了爱丁堡的博物院、

花会园囿、画馆书楼。王韬曾住在士班时先生家，士班时的长女爱梨，十分聪慧，擅长弹琴、唱歌和

作画，曾将自己创作的一本画册送给他。每天晚宴后，爱梨为王韬“曼声度曲，弹琴以和之”瑏瑠，并教

他弹琴；王韬则教她唱诵白居易的《琵琶行》。王韬和理雅各的三女儿媚梨交往最多，他们经常一

个做诗一个绘画，雅兴盎然。他们曾一起游览杜拉山的一处瀑布，王韬作长歌以抒发情感，“岩深

涧仄势幽阻，飞泉一片从空悬；我临此境辄叫绝，顿洗尘俗开心颜……媚梨女士工六法，定能写此

图其全，胜情妙墨发奇想，盍将造化形神传。嗟予穷厄世所弃，胸贮万斛忧愁煎，山灵出奇为娱悦，

令以文字相雕镌……”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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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与这些欧洲女性的交往，一方面反映了王韬天性风流、心态开放，没有中国士大夫的迂腐

之气，另一反面则反映了１９世纪英国中上层女性受教育的情况。１９世纪英国的工业现代化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为教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中上层的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英国女性受

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她们的女性魅力，让她们拥有含蓄、谨慎、贞洁、节俭的品格，使她们成

为有教养的妻子，因此，女孩子主要学习唱歌、跳舞、弹琴、绘画等技巧。这和王韬在实际交往中的

感受相契合，如王韬到 爱 丁 堡 友 人 家 做 客，就 深 为 当 地 名 媛 贵 妇 的 逢 迎 之 礼 与 教 化 之 功 所 感 动。

这些女子们初次与他 见 面 时，并 不 回 避，“食 则 并 席，出 则 同 车，觥 筹 相 酬”，毫 无 嫌 隙。她 们 不 仅

“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而且“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有毫不可以犯干也”。①

王韬在欧洲进行民俗体验时，多次写诗作文，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积极宣讲孔孟之道，

帮助西方民众更多了解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西传起到了宝贵的促进作用。如，导游璧满的妹妹

媚黎在巴黎做女塾师，她 的 女 学 生 们 见 到 王 韬 便 乞 求 他 写 诗 相 赠，并 将 他 的 诗“珍 为 珙 璧”②。再

如，有一个教堂每七天举行一个聚会，特意招待贫家女子午餐，有一次，主持者请王韬发言鼓励一

下这些女子，王韬为她们吟诵唐诗《贫女》，理雅各为之翻译，众女子听后都相视微笑。又如，在苏

格兰的爱丁堡，理雅各 邀 请 王 韬 到 一 所 会 堂，连 续 两 晚 宣 讲 孔 孟 之 道，男 女 听 众 非 常 多。他 演 讲

完，很多女士表示想 听 中 国 诗 文，王 韬 便 为 她 们 吟 诵 白 居 易 的《琵 琶 行》和 李 华 的《吊 古 战 场 文》，
“音调抑扬宛转，高抗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他很自豪地说：“此一

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③

值得一提的是，王韬曾受邀到牛津大学做演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讲演。有英国

大学生问王韬，中国孔子之道与西方所传天道有何区别？王韬做了十分精彩的回答，他说：“孔子

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

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 乎 人 事，亦 不 能 求 天 降 福，是 则 仍 系 乎 人 而 已。夫 天 道 无 私，终 归 乎 一。

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

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④

三、沧海归来新气象—王韬欧洲民俗体验的意义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的欧洲之旅，使王韬对欧洲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有了真切的感受，这对王韬日

后思想和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沧海归来的王韬无论在思想还是事业方面都呈现出一片新气

象。正如柯文所述，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有人呼吁开办铁路和现代工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王

韬本人实际乘坐过火车并参观过范围极广的各种不同工厂。随着王韬越来越下力向中国人写作

介绍西方，这种直接的切身实感使他优于同时的其他‘西化论者’。”⑤

第一，王韬旅欧回来后开创了自己的新闻事业。１８７３年，他和黄胜集资购买英华书院设备，创
办中华印务总局。１８７４年，创办《循环日报》。王韬从事新闻事业与他的欧游经历有很大关系，他

认识到西方报纸在形塑国家政治体制和促进社会良好风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日报之于泰西诸

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

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

良有以哉。”⑥王韬在欧洲时参观过爱丁堡的一家印刷厂，发现其规模宏大，设备机器化，印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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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印刷质量好。他详细 记 载 了 整 个 印 书 的 流 程，印 书 馆“屋 宇 堂 皇，规 模 宏 敞，推 为 都 中 巨 擘”，
“其中男女作工者，约一千五百余人，各有所司，勤于厥职。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

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其铸板则先捣细土作模，而以排

就字板印其上，后浇以铅，笔画清晰，即印万本亦不稍讹，此诚足以补活字版之所不逮。”王韬当日

曾希望，“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而镌刻手民咸束手而无所得食矣。”①回港后，

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为中国新闻报纸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新闻报纸之

父”。洪深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闻界也很难找出比王韬更有水平的人。”白瑞华称：“王韬为

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其在报业的地位足与后来梁启超在杂志业的地位相颉颃。”②

第二，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介绍西方的政情民事，直陈中国的种种弊端，倡

导“变法自强”，并提 出 了 许 多 具 体 的 改 革 方 案。在 政 治 方 面，王 韬 十 分 推 崇 英 国 的 君 主 立 宪 制，

“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

效也。”③他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心向往之，“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

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④在经济方面，王韬批判传统的“重农

轻商”的观念和政策，提出“重商”“兴利”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他写道，“英之国计民生

全恃乎商”⑤，“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⑥王韬在旅欧时

了解到西方的专利制度，“西国之例，凡工匠有出新意制器者，器成上禀，公局给以文凭，许其自行

制造出售，独专其利，他 人 不 得 仿 造。须 数 十 年 后 乃 驰 此 禁，其 法 亦 良 善 也。”⑦所 以，他 后 来 主 张

“实行专利”“奖励工商”。王韬在欧洲参观了纺织厂、制糖厂、印刷厂、造纸厂等很多工厂，发现这

些工厂，“无一不以机器行事，转捩便捷，力省功倍。水火二气之用，至此几神妙不可思议矣。”⑧王

韬坚信引入机器是中国工业振兴的前提，他主张“兴利”活动的新行业，如轮船、火车、铁路、矿山、

制造、加工、兵器、电信等，都属于机器大生产。

第三，王韬批判旧的科举体制，主张废除“八股文”，提出新的教育改革思想，并在晚年积极实

行新式教育改革。王韬在欧洲游历时，曾参观多所学校，留心考察欧洲国家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制

度，他发现英国的教育体系很完善，值得学习。英国人从小接受教育，很多底层人都知书识字。女

童和男童一起接受教育，“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⑨王韬

认为英国人之所以制造惊奇，原因在于，“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

实学，弗尚诗赋词章。”瑏瑠所以，王韬后来大力提倡要注重实学和培养专门人才。从１８８５年起，王韬

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１２年，大胆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大力推行新式教育改革。上海格致书

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专门研究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学校，采取分班授课，专门教授外语和

自然科学。王韬还创立了考课制度，围绕西学新知和时事政务，举行有奖论文竞赛，影响深远。王

韬主持的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新制教育之滥觞”和“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并且对“激发思想”

和“陶铸治世专才”，有重大贡献。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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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清）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７页。

转引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２页。
（清）王韬著、李天刚编校：《弢园文新编》，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２５页。
（清）王韬著、李天刚编校：《弢园文新编》，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５９页。
（清）王韬著、李天刚编校：《弢园文新编》，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６１页。
（清）王韬著、李天刚编校：《弢园文新编》，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３页。
（清）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１页。
（清）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７页。
（清）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７页。
（清）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６页。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９０－９１页。



第四，王韬旅欧归来后，创作了一些题材新颖的海外小说，塑造了新的异国女性形象，展现了

西方的新风光和新事物，开启了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王韬旅欧时结识了一些才情俱佳的

西方女子，主要有理雅各的三女儿媚梨、士班时先生的长女爱梨和“周西鲁离”女士。王韬的海外

小说多以这些女子为原型，有的甚至连名字都相同，如《媚梨小传》中的媚梨、《海外壮游》中的周西

等。这些海外女性美丽聪慧、技艺高超、敢爱敢恨，如《媚梨小传》中的媚梨就是这样的女子，她能

过目成诵，会多国语言，尤其擅长算学，“于算法中尤善测量，能令枪炮命中及远，无一虚发”①，并且

勇敢追求自由幸福。这些海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欧洲景观和新鲜事物。如《海外壮游》中的钱

思衍，先到了英国的伊梨，遇见阅兵仪式，见识了西方武器的精良；又到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参加了

盛大华丽的舞会，观看了西人美轮美奂的舞蹈；后又到了伦敦，参观了博物院、图书馆、机器局、制

造局、玻璃屋等场所，眼 界 大 开。钱 思 衍 这 一 路 的 所 见 所 闻，与 王 韬 本 人 的 参 观、游 历，几 乎 如 出

一辙。

王韬在欧洲所体验到的民俗是一种现代性的体验，他对欧洲民俗的介绍有助于开阔国人的眼

界，增加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了解，促进国人走出狭隘闭塞的状态，以平等、开放的心态向西方

学习。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旅欧知识分子，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具有双向文化交流意

义，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值得我们珍

惜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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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韬：《媚梨小传》，海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４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