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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陈虬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其思想变迁与清末政局演变息息相关，其变迁轨迹可

谓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知识分 子 群 体 思 想 转 化 的 典 型。大 致 以 中 法 战 争 为 界，其 思 想 变 迁 历

经守旧排外、复古改制和吸收西学变法维新两个阶段。陈虬思想中鲜明的追求实效的“事功”特

质以及积极的经济维新思想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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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虬（１８５１－１９０４），浙江瑞安人。原名国珍，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清末著名的维新派思

想家。生前就广受时人称誉，其著作有《经世博义》、《治平三议》、《救时要议》、《报国录》等，内容涉及

社会各个层面，曾一度在浙江士绅中乃至全国都产生过巨大影响。１８９３年，他的８卷本《治平通义》由

瓯雅堂镌刻出版，立刻受到社会重视，据说两江总督张之洞“见陈氏《通义》而大悦，渴欲接谈”①。梁启

超曾将此书列入《西学书目表》。时人将他与宋恕、陈黻宸合称为“东瓯三杰”，与汤寿潜（号蛰仙）合称

为“浙东二蛰”。他一生因以“永嘉学”继承人自居，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立身之本，为了谋求国家的

富强安定，积极探索和实践而为史家所称誉。

陈虬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思想，其思想上承宋代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以经世致用、谋求国家富

强为本，不断地打破封闭守旧，积极融合中西文化，在清末近代化历史大潮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因而

其思想变迁与清末政局演变息息相关，其变迁轨迹可谓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化

的典型。大致以中法战争为界，其思想变迁历经守旧排外、复古改制和吸收西学变法维新两个阶段。

本文旨在从清末历史背景和温州地域文化角度入手，深入探究陈虬思想变迁。

一、守旧排外 复古改制

第一个阶段思想变迁主要轨迹是从守旧排外转向复古改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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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３７－５３８页。



侵略不断加深，中华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主权不断沦丧；国土被寸寸割让；

原有的儒家统治思想受到质疑甚至逐步被否定，危机四伏。清末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战争频仍。

清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上的软弱乏力日益暴露。民族矛盾加剧下国人心中有普遍的仇外情绪，

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变法革新之必然性和紧迫性。但通讯手段落后、地域的闭塞以及国人盲目的虚荣

自大贪图安逸心理等因素，改革变法思想并未形成普遍的响应和支持。

这一时段其思想内涵和动态主要反映在《治平三议》、《十科表》、《报国录》中。主体特征经历由站

在中国人立场上单纯的仇视排斥西方侵略者向寻求复古改制以重振中华天朝上国神威的过程。内容

较为碎片化，呈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特点。

出身于清代旧教育的陈虬思想充满了忠君报国思想，这也影响了他一生。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姚莹《康车酋 纪行》等书籍不断

在国内流传。洋务运动期间，近代化的海军、陆军、企业相继建立，一批批有志青年被送往国外留学。

他们从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将世界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将大清国的深刻危机爆料在国

人面前。中国人开始逐渐放大眼球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己。而１８７６年温州的开埠更促进了陈

虬思想的开放和进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能的产生抵触和排斥。１８８０年，他作诗《过耶稣堂》：

　　周孔遗书在，耶稣教枉传。生难逃十字，死乃历千年。性未离羊犬，人便讲圣贤。……西学

原征实，缘何异教雅？混元谁做主？造化竟生儿！辟鬼虽非妄，生天只自知！如何南、利辈，抵死

不相訾？①

无理恶毒谩骂，简直歇底斯里。在这种仇视心态之外，更存在一种浅薄的鄙视，《治平三议》中《大

一统议》的设想最反映问题，基础思想是“大一统”，与我们传统意义的大一统不同，是 全 世 界 的 大 一

统。“万国并建，天必笃生非常神圣之人与天地合撰，与日月合明，使之宪章往古，开辟中外，创古今未

有之盛治。故于万国之中，群推以为君……异徽号、改正朔、议明堂、讲辟雍、制郊祀之礼”“损益十科

之法以治王畿，而复约于东西半球之中设监二，各降以王 爵，文 曰 宣 文，驻 印 度，武 曰 靖 武，驻 美 国”。

“通钞法，均量衡，同文字”“齐天下之耳目，以一万民之心智”②。

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国人心中那点可怜的自尊被侵略者的大炮轰的粉碎，知识分子们开始被迫

反省。也是在这股反省大潮中，社会学术逐渐走向经世致用，但这个过程反复、艰难而又漫长。中国

人的思维习惯是碰到困难往前看，寻找来自于历史的启示，时代越古老，经验越权威。最大的权威便

是周公、孔子，乃至三皇五帝尧舜禹。于是我们看到近代化的开端便是复古思潮。而复古的前提是否

定当前思潮，即宋明理学、乾嘉学派，实质是汉代学术和宋代学术思想。这两派思想在应对清末危局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无力与僵化，受到进步知识分子们的口诛笔伐。陈虬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１８８１年

作诗《读〈宋史·道学传〉》：

　　日月尼山万丈辉，诸贤只比众星依。庸奴妄自群相贵，大道新知统已微。康杰图书皆赴影，

考亭语录半禅机！泰山梁木成古今，猎猎悲风起泗、沂。③

虽然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内部的族际伦理奠定了宽容开放的基调④，但是，陈虬认为儒家思想变

成理学这个样子，大道已逝，可悲可叹！由此开始了对于国家改制和民族复兴的思考，放弃了固守现

存制度，寻求革新国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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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治上主张“援法入儒”，对周代宗法制、井田制稍 加 改 动 来 对 国 家 进 行 全 面 改 制。《宗 法

议》是地方制度改革，陈虬援引孔子语“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孟子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认为“欲治天下者亦务其亲者、近者而已矣”。《大学》云“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应该就

是这句话的意思。而引用孔子语出自《礼记·乡饮酒义》，其前文是：“民知 尊 长 养 老，而 后 乃 能 入 孝

悌；民入孝悌，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以孝悌

治家、治国，民知孝悌“能犯上者，鲜矣，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所以王道的推行很

容易，这也是历代帝王治国道之一。陈虬之《宗法议》的基础便是以孝悌治家为本、以家庭为基础的基

层宗族自治制度。所以他说：“天下之子无不孝也，天下之弟无不悌也，父无不慈也，兄无不友也。以

父兄之无不慈不友也，而子弟乃有不孝不悌，何也？甚爱则狎，甚狎则犯……欲善其道则莫如宗法。”①

并加入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于一乡之中，设宗子一人，而复设宗正以为之辅。凡事皆决于宗正，朝廷皆

给以图印。宗子以长，宗正以德”②。由合族公举。婚嫁、教育等有定制，违者处以重罚。宗子、宗正

并监理地方治安等事务，惩罚措施非常严酷，有刺面、刺臂、砍手脚、割鼻子、刺眼睛等各种残害人体方

法。寻求对每一个族群的治理，以期实现国家的大治。

《封建议》主张恢复西周之井田制、分封制，恢复上古官制、经济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第一步便

是复井田，原因是当时的土地兼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第二步是

复“三税”，即田租、市廛（商业税）、赋（人头税），以解决清政府由于巨额的战争赔款、常年的战争消耗、

官员的贪腐、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财政危机。清前期“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的实行废除了人头税，

商税也有严格定制。政府欲扩大税源，只能从别的方面打主意，于是地方官发明许多名目搜刮民脂民

膏，卖官鬻爵、关卡林立、科派繁重。陈虬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地方诸多弊政以及中央的财政危机。

第三步是恢复上古学制，以宗族为单位建立乡学，教授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另 附

《十科表》于后面，即国家政府机构设置及官吏名称、职责等内容，将国家政府机构划为十科：历科、医

科、农科、工科、礼科、乐科、刑科、兵科、训科、钞科。

这些思想不是陈虬的原创，早在１８６０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便提出相似观点，２８年后陈虬得观

《抗议》：“三代圣人之法，后人多疑为疏阔，疑为繁重，相率芟夷屏弃，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谓近功小

利者，世更代改，积今二千余年，而荡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挟空言以争之，而势恒不胜，迨乎经历世

变，始知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夫而后恍然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③首先歌颂伟大的圣贤，继

而呼吁恢复圣贤之法：“观于今日，奉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而始知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

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

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除了学习西方近代科技以外二者基本一致，他说：“议凡四

十九条，与拙作《治平通议》颇多异同。”④可见由于地域的局限性，陈虬思想落后时代远矣！

其次，军事上主张利用古代兵农合一体制改革兵制，利用古代军事思想、战阵之法训练军队以图

抗敌御辱。《报国录》全面阐述了他的设想：“《报国录》者，为团防而作。光绪甲申，中法失和，沿海戒

严，将录以贻当事，初名《东瓯防御录》，会事解不果，因重加改定，今易名。”⑤所谓团防，是一种全面的

社会组织制度。包括地方治理、教化、防御、兵农合一等许多内容。简单言之，他想恢复或者变革上古

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以解当时危局。他对当时盛行的洋务运动深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下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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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虬：《治平三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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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虬：《〈报国录〉自序》，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３页。



自强，舍治兵不能以立国，而制实莫善于团防”；“古之为治，初不言兵，寓之于农，寄之于理。当时政教

修明，人安其业，无事于兵，非讳言之也。”①他仍然极力称赞上古之治，认为后来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

因于后人不守古制。“周衰道裂，官司失守，封 建 废 而 郡 县 起，井 田、学 校，始 一 切 无 所 附 丽。古 制 俄

空，上下不复相维，国势遂渐趋于弱。一二权谋才智之士，思有以持其倾而救其弊，乃争起而谈兵，专

门之学，鲜有会通，不复能推先王经国体野之大法，于是中国二千余年长蒙兵事之祸。”②“夫法岂一端

可尽哉！背水以犯死而生，增灶以反古而成，用法而不为法所用……寓之农，寄之理，农理可秉，谓兵

独不可以或有所欲寄者，是仅知金刃之用异斧斤，不知缓急其利害……”③ 他从崇圣、待士、养 廉、罢

徭、蠲贷、采办、赏兵、恤囚、裁嫔、褒忠这些方面对社会不同阶层宣扬大清皇帝圣恩，其想法不外乎呼

唤国人忠君报国之心，使军民上下一心，自觉拥护并积极参与变法。

在具体的抗敌举措上，主要是保甲制度，略作改革，形成一套完善的统治网络。继而沿海筑城、沿

江扦港，进行大型防御工程建设。欲以沿海建设土城、江面建设呈犬牙交错型一字长坝加以炮台来抵

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认为“善御夷者，守外不如守内，守远不如守近，守正不如守奇，守阔不如

守约。当使敌有堵截之虞，吾无拦阻之累……”④选渔民为伍，使用小船“从黑夜，或乘上风，十数为群，

注意烧焚。各带器具，锥凿斧斤。挨近舟次，蛾附蜂屯。平时四布，星散无数。敌炮虽利，用非其地。

若出小船，圈使不前。纵有神龙，坐困则蝼蚁得而肉之；虽有猛虎，入陷阱则群羊得而蹴之”⑤。

他的一系列建议虽针对时弊，但充满鲜明的复古性和空想性，丝毫未触及统治阶级和统治制度本

身。儒法并用，也颇遭时人诟病，宋恕便认为“志三著有《治平通议》，其宗旨与礼不合”⑥，“先生兹议，

辨界儒法，似犹未精，岂惮骇习士，姑杂叔世语欤？”⑦军事上未做到“知己知彼”，其想法只是“一厢情

愿”而已。所以其意义不在于举措内容，而在于他敢于打破僵化社会体制积极寻求变革。其中也包含

了反对君主专制、民主选举领导人等先进思想，他说：“后世法家倡导尊君之说，于是乾纲独揽，居其位

者辄以犬马之道驭其臣民，威福自专，复侈然日从事于声色、苑囿、犬马之娱，而篡弑之祸烈矣。”⑧

二、吸收西学 变法维新

第二个阶段的陈虬思想开始积极吸收西学形成成熟的维新变法思想。其思想转变从中法战争期

间开始，在经历乡试、会试等一系列活动中，与温州、浙江乃至全国知识分子不断地接触和互动，对中

国和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知识、阅历迅速增长，思想观念突飞猛进，逐步完善而形成了自己独立而完

整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在维新变法思潮风起云涌之际，跃然跻身于清末维新思想家行列。其思想

虽不脱“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窠臼，但也有其思想特质。体现到陈虬思想的急剧进步发生于中法

战争前后又有其特殊原因，因为战场邻近温州，切肤之痛促使他开始思考当前危机并积极寻求改变之

法。其思想遂有急剧发展态势。

在这一个阶段，陈虬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初步完成了大作《治平通议》，《书〈校邠庐 抗 议〉后》中 有

语：“与拙作《治平通议》颇多异同，可并存也。”这部书由鸥雅堂１８９３年１２月镌刻出版，包括前面提到

的《治平三议》和《报国录》以及《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和《蛰庐文略》。《报国录》和《治平

三议》前面已经论述过。因此此阶段陈虬新思想主要体现在《救时要议》、《经世博议》。《经世博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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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现陈虬维新变法思想的经典之作，其中包含陈虬系统的变法思想以及具体的变法举措。

（一）“欲图自强，首在变法”

《经世博议》之进步指出首在于旗帜鲜明的提出变法口号，并且论证了变法之合理性问题。儒家

思想主张以“孝”治国，孔子曰：“三年无改其父之道，可以谓之孝矣。”所以，变革祖宗之法就会摊上“不

孝”的罪名。如何解决朝堂上下内心这个道德坎儿，成为清末维新思想家乃至历代以来变法家们首要

解决的难题。陈虬引用《吕览》中语：“闻之《吕览》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①阐述变法是时代发展题中之义，“法之变，国

势驱之也”②。继而列举从上古鸿蒙初判到当今通商以来复杂时局，情况产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天朝

上国地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拳毛深准，自古侏不通中国者，群挟其智巧技能与吾争声

明文物之盛。”③因此国家需要变革治国之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时局。“盖风气无十年而不转，法制

无百年而不变。”④“法之变，国势驱之也。”⑤这与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原因，拉出

伟大的孔圣人来做挡箭牌有根本的不同。但陈虬也吸收了康有为“西学中源”说，即从学术上考证当

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学的是孔圣人以后历代野心家篡改的儒家经典，不是真正的夫子经典：

　　夫两汉君臣、儒生，遵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歆遽出，伪左

盛行，古文纂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 周 公，降 孔 子 之 圣 王 而 为 先 师，公 羊 之 学 废，改 制 之 义

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门音而不明，鬱而不发。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

之学，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而不可得，而中国

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矣！⑥

后世儒者背离孔子之道墨守陈规，导致今日大清危机。继而 说“礼 失 求 诸 野”，夫 子 之 道 散 落 四

夷，而当时的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正是或者暗合上古周孔之道。比如议院，“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

法则固吾中国之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今议院之权舆”⑦。所以向夷人学习不是学习夷

人之道，而是重新找回中国遗失的圣人之道。《经世博议序》中就说：“寻其（西人）所治，皆仅得六经诸

子之绪余，乃或立足致富强，亦可见中国圣人之教普也，况乎其更有精焉者乎！”⑧

然而历代以来变法者们的悲残结局始终让那些倾向于变法的人惊惧不已，为了打消时人心中顾

虑，陈虬论道：

　　卫鞅、王安石之徒起而议变法，持之甚坚，成之甚效，而祸亦甚烈者，何哉？盖变法以自营其

私，则背天理之公；下情不通，则 上 天 不 佑……迨 法 穷 弊 生，祸 乱 即 成，乃 归 咎 于 变 法，夏 商 周 以

来，其末造之所以失，岂皆由于变法所致耶？不知所以变与变之不得其道尔！

历代变法失败皆因为变法者贪图私利，不明变法之 要 而 已。只 要 变 法 出 自 于 公 心，掌 握 变 法 之

“道”与“法”，即可消除祸患之虑。继而又论证变什么的问题。圣人之道，此乃天道，所谓“道之大原出

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１８８９年乡试第二卷《日月星辰系焉》中论道：“盖太空一集气

之区，惟天真不动，有假太空之气以为体者，咸各据其高下大小之枢机，旋转于昼夜之间，不使有一息

之停，而其力始得摄而不坠”⑨，即“天”是不动的，“天”就像一个外壳，里面是太空和万物，太空积满大

气。星体得以飘在天上坠不到地面，是因为大气、天体不停地高速运转。而“道”出于“天”，与“天”一

体，所以“道”是不能变也不会变的。历史上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改革成败皆看它是否得“道”。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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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以这篇文章考取末名举人，说明他的宇宙观得到了阅卷老师的认同，也证明他的 思 想 具 有 社 会 共

性。在士人心中上古时代国泰民安、社会和谐，是因为先王以“道”治国，“故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

沿乐，为治不同，同归于道也”①。所谓“周裂道失”，后人为了私利用一己之见对社会进行变革，始有

“法”有“术”，以法、术治国，皆因时而变。所以历史上只有“变法”而无“变道”，变的是“法”，即治国之法。

（二）吸收西学，改良中国

陈虬所谓具体“法”之变革，主要是清朝政治的内部调整，基本是《治平三议》《十科表》的扩大版。

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即吸收西学改革中国政治经济乃至教育。

首先，吸收西方议院观改良中国政治。陈虬最早提出在中国开设议院，在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

而行，凡荐辟、刑杀人，皆先状其事实于议院，有不实不尽者改正”②。陈虬之“议院”仅仅借取了西方

议院之名，这与同时代维新思想家有一定差距。紧随其后提出议院观的陈炽游历山东、江浙、闽粤、香

港、澳门等地，“感念时变，综古今中外全局，著《庸书》”③，认为设议院为西方之所以强大的根本。主张

是参照欧美议院制度，在舍利乡官的基础上，推荐士绅作为参选议员，“县选之达于府，府举之达于省，

省保之达于朝，皆仿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举主多者为准……”④设议院是一种新的政治理念，表明陈

虬开始正真采用西方政治理念。

其次建议采用西学变革科目之法。就是官学书院教授学科科目以及科举取士考试科目。他认为

“夫科目者，人才之所出、治体之所系也，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很前位，

也确实很有见地。八股取士的弊端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然而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为求出人头地，

实现理想和抱负，皓首穷经，到头来大多百无一用。关键不在他反对旧制度，而在于他提出的新设想。

他主张改设五科：曰艺术学；曰射；曰算（试《九章》）；曰西学科：分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方言学

六门，试以图说、翻译。⑤

第三，建议采用西方律师制度，虽然他没有提出一个完善的制度建议，但是能够做到借用西方法

制中优秀部分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又是一大突破。

第四，建议采用西方经济模式进行经济改革。“自通商以来，皆知自强之道首在理财”，其实真正

开始去办近代实业以富国强兵的就是洋务派。然而，“海上之招商局、开平之铁路……近二十年矣，而

权其得失，或入不偿出者，则以要领之未得也”。以旧官僚衙门式组织和管理办法办工商失业，弊病百

出，陈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提出六点建议。第一点是“裕财用”，即丰富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采用

西方公司模式办实业公司；发行国债；扩大出口。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继而又希望引进西方公司模式，

扩大出口贸易，他认为：

　　西国每立公司必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益操券，始准开办。每一公司由各

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

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钳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⑥

这段话虽然引自他人，但是陈虬一字不易摘录与自己最得意的著作中，可见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深

深信服的，由此可见陈虬对于西方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１８８９年陈虬针对温州特产药材、茶、矾、

瓯柑出口不畅且屡受外商控制导致亏损这个问题，就做文章《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呼吁温州人

团结成立一个公司，请精明商人主持，在上海、郡城等地设局专卖，“拣正货物、平定价目、分次出口，以

我驭人，而不为人所驭，方可稍持利权”⑦。由此可以照顾百姓产品收入，增加商人收入，还可以增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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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税收，一举多得。并希望将这种主张推行全国，以抵制西方经济侵略，解决中国部分经济问题。他

呼吁“自通商以来，天下大局皆以强并弱、以大并小。久而不知变计，将土产小贩日窘，中国利源日竭，

长此不返，将何以国？当道诸公有国计民生之责者，亦盍加之意乎！独温州乎哉？”①

第二点是“开新埠”，就是自主增开商埠，积极打开国门与外国贸易，堪称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

第三点是兴制造。希望政府奖励、鼓励技术创新，从而改变士人心中轻视“奇淫技巧”的看法，改

变“士不知工”的局面，以促进工业发展。

第四点是奖励工商，严格工商制度“工创物、商销货，皆令有积可稽，给照存执”。有成就者且创利

税多者赐官、赐爵甚至国史立传。

第五点是懋迁，主张政府设局采购国内优秀产品，售往世界各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是一

种积极的经济竞争观念。

第六点是安抚华商。我国商民有很多居于南洋或者欧美的，由于国家的贫弱和在国际上地位的

低下而饱受欺凌、排挤。陈虬建议将他们设法召回国内量才任用，因为“夫华工久在西国者，于制造、

机器、矿务诸西学濡染既深，当能得其指要。若诚能于此时特饬各钦使晓以祸福，因势利导，设法召回

内地……中国亦从此得格致之学”②。在我国近代抵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自由独立以及新中国建设

中，华人华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应了陈虬当日的期望。

引进公司制，奖励专利、创新，扩大出口，开放通商口岸扩大国际经济交流，招回流失人才，重商主

义与商战思想是陈虬维新思想中最大的闪光点。陈虬终于逐渐的走出理想国，走向现实，走向开放。

这一系列议案从前到后反映出他不断开化的思想，虽然这样的大度和宽容接纳西方文明侧重或仅限

于经济层面，政治、文化层面还只是涉入皮毛，但是他具有精准的观察社会眼光、敢于切实接纳优秀文

化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在清末维新思想家中独树一帜。

近代温州儒学曾经站在“主乎中道，辅以西艺”的立场上，主动调适中西方的文化冲突，矢志追求

区域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型。陈虬渴望超越汉宋两学，接触社会现实，践履人生责任，并以宋代永嘉事

功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命。其维新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事功”特质，不论是复古还是维新，终究以

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其大胆打破传统，“融会中西、以利和义、力行经世”的思想为改革开放

以来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当代温州人“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业，敢于

创新”的精神，与以陈虬为代表的温州近代思想先驱们的思想特色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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