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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思想评传》

内容概要

《宋育仁思想评传》主要内容：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秉承“经世
致用”的爱国传统，“睁眼看世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下，向西方学习，艰辛地探索着救
亡图存之道。宋育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是四川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就是19世纪里我们不
应忘记的人。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
是清末“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
多领域。1885年，当在书院学习的廖平写出《今古学考》，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时，宋育仁也写
出《周礼十种》。其中的《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这比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早
了10年。
宋育仁是近代最早以“托古改制”为幌子，以“复古即维新”为号召，主张系统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想
家，被时人称为“谈新政最早”者之一。出使欧洲的经历及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宋育仁的思想具有
同时代的一般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深邃。
宋育仁因在川举办商务，创办了《渝报》、《蜀学报》，创建了蜀学会，主讲资州艺风书院，掌尊经
书院，总纂《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并留下《时务论》、《采风记》、《经世财政学》等大量
的著述，是清末民初四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川工商业创
始人和报业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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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思想评传》

书籍目录

序篇　一、宋育仁其人（代序）政治篇　一、宋育仁变法思想　二、宋育仁对西方议会制的追求　三
、宋育仁吏治思想法律篇　一、宋育仁法制思想经济篇　一、宋育仁理财思想　二、宋育仁币制改革
思想　三、宋育仁“本农食”思想　四、宋育仁兴商思想　五、宋育仁兴工思想军事与外交篇　一、
宋育仁军事防御策略　二、宋育仁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篇　一、宋育仁教育思想　二、宋育仁编辑出版
思想附篇　一、宋育仁年谱　二、宋育仁论著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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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思想评传》

章节摘录

　　一、宋育仁其人（代序）　　入仕与维新实践　　年近而立之年的宋育仁，声名鹊起，得到帝师
翁同龠禾和工部兼礼部尚书潘祖荫赏识。在他们的鼓励之下，1886年，宋育仁入京参加科举，中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　　中进士，成为宋育仁人生一大转折。宋育仁从信息闭塞的四川来到京师，国
家的政治中心城市和翰林院的氛围，皆给他以深广的影响。宋育仁在与京师各级官员的接触中，尤其
是与当时有维新思想的志同道合的陈炽、黄遵宪等改良人士的密切交往中，他的眼界再一次被打开，
视野也更加开阔。　　中法战争后，中国近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开始破产，宋育仁在反思洋务运动
，批判洋务派思潮的基础上，于1887年开始撰写其维新变法著作——《时务论》，提出中国非改良不
可的观点。《时务论》主张在经济方面，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在政治方面，主张效仿
欧洲君主立宪政体，君民共治，并还详述了军事、文化等改良主张。　　1889年，翰林院散馆，宋育
仁留馆职授翰林院检讨。时逢光绪将行“加冠”、“大婚”与“亲政”三大礼。宋育仁献二万余言的
《三大礼赋》，时人誉为“雅管风琴”，见者叹为有清二百余年，得未曾有。宋育仁少年气盛，凡有
誉之者，皆无谢词，以故人皆爱其才而又恶其傲也。而光绪对宋育仁也颇为称赞，命翁同龢引见。　
　1891年奉命典试广西。宋育仁自京师出发，所见内地是疮痍遍地，边境门户洞开。认为改革不可延
缓，更不可徒作空谈，应积极从实际着手，于是写成《时务论外篇》，且于当年完成始作于1887年的
《时务论》撰写。　　1892年，宋育仁上书恭亲王，阐述其内政主张。力主发展工商实业，抵制外国
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并要求当政者开放新闻，发展教育，开通风气，培养和选拔人才，求强
致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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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思想评传》

精彩短评

1、充满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味道，可惜。哪位牛人能重新写一下宋先生的传记就好了。
2、宋育仁对华夏传统文明遭遇西洋文明冲击后所带来肢解和必然衰亡趋势的忧思和悲观，远比严复
的乐观和自信更深刻、更符合后世乃至今日历史的发展，这点儿上吴汝伦也曾忧虑过，奈何严氏~
3、是系统了解宋育仁生平的资料，装帧和纸张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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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思想评传》

精彩书评

1、网上结识老乡蜀人钟子，给我邮件说，今年正值宋育仁150周年诞辰，老家富顺在举办一系列宋育
仁的纪念活动与展览。开书店两年多来一个特别的收获就是总有奇人不期而至。蜀人钟子就是其一。
我不大了解他做什么工作，但他的藏书委实惊人，完全一个蜀文化图书馆。研究家乡文化就像其与生
俱来的使命，不仅藏书研读，还搜罗一切时鲜信息，创办网站传播。宋育仁，1857－1931，光绪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进士中尤擅文学书法者。1894年宋育仁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
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回国后在重庆创办
《渝报》，还是一个媒体先驱。这些背景有一些“百科”。真正让我觉得宋育仁了不起的是他在甲午
战争中的异想。当时宋育仁正在英国，获悉清军溃败，立即筹措资金购买了兵舰鱼雷快艇十余艘，招
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
本长崎和东京。有创意有策略还相当的有执行力。当一切准备妥善，却遭到了李鸿章、慈禧的反对，
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下旨购船招募作废，电召宋育仁回国。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
，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回国途中，宋育仁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录了
此事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好了，到了今天，100多年以后，蜀人钟子打算与家乡同步，在读易洞
书房也搞一个展览。非常惭愧的说，我之前对宋育仁只是略知一二，蜀人钟子发来18兆的附件我也还
没来得及细读，宋育仁真正的成就，我倒是可以在这次展览的准备过程中，向蜀人钟子好好请教。令
我更有兴致的是，150年过去了，有人在北京东五环生僻之地豆各庄乡为一个富顺人搞纪念活动，这种
跨越时空的勾连容易让我浮想联翩。北京有个读易洞就够奇怪的了，蜀人钟子就是因为这个与我联络
上。我们不知不觉中，基因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并最终显性。家乡人如何纪念我不知，蜀人钟子正在
梳理的资料我也正在等待，不过我希望在展览中，在内容之上，能够传递出这种对“时空恍惚”的热
忱。我把这个念想扔给了胡颖大师，他将用视觉的语言艺术，借一个先人的人生，创造属于我们自己
的一些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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