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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作为维新派在中国南方开办的鼓吹维

新变法的重要“新媒体”之一，在一段时间内与上海

的《时务报》形成南北呼应之势，积极宣传康有为维

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在推广西学、开启民智、倡导

变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做

了充分的动员和宣传，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和社会影

响。在《知新报》的作者群体中，康有为的忠实弟子

徐勤①的表现比较突出，其中以其连续发表的“地球

大势公论”系列文章最具代表性。该系列文章深受

康有为理论观点的影响，能够反映徐勤的基本思想

乃至当时维新派的时局观和改革的基本观点。虽受

时代局限和知识结构所限，文中一些观点及理论建

构缺乏科学依据，但在中国面临甲午战败后瓜分之

祸的局势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国际视

野，仍不失为惊醒国人、鼓吹维新变法的佳作。

一

《知新报》以澳门为阵地，在康有为、梁启超、康

广仁、何廷光等一干人的努力下，凭借办理《时务报》

的经验，开办之初即迅速打开了局面，报纸栏目设置

合理、文风明快朴实、信息来源广泛，吸引了一大批

作者和读者，甚至远销海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力。《知新报》拥有一定数量的作者，这些人中的骨干

力量多为康有为的弟子，他们的文章政论，虽涉猎广

泛，却目标明确。他们呼吁变法图强，或论述天下大

势，或介绍西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为近代中国思

想启蒙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知新报》的作者群体中，徐勤表现得可圈可

点，他在该报创刊初始撰文积极。他连续发表的“地

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新

报》第二、三、四、五、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册上

加以连载，分为《地球大势公论总序》《论俄国不能混

一亚东》《总论亚洲》《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论日

本自强之故》等篇，以当时《知新报》的发行量和面对

人群，毫无疑问能够在政界、学界引起一定程度的持

续影响，这从《知新报》迅速打开局面就能窥见一

斑。该系列文章涉及世界格局五千年之流变，当时

全球格局，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明由繁荣至落后

以及欧洲、美国、日本等列强由落后而繁荣的原因，

俄国为今后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之国家，中国应速

行变法等方面问题，本文略述之。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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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地球诸国政体发展。在《地球势公论总

序》中，徐勤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三次

大变革，所谓：

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

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

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

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周秦之世，地运顿

变，动力大作，婆罗门九十六外道之教盛，而佛

氏集其大成。诸子九流之术行而孔子集其大

成。希腊七贤之学著而耶氏集其大成。由土司

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百余年间，智学

竞开，万国杂沓。华盛顿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

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

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②

徐勤把各国政体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

阶段：大鸟大兽之世指人类与鸟兽并无区别的茹毛

饮血阶段，土司之世指人类早期社会，君主之世指世

界主要国家进入君主制的历史时期，民主之世指资

本主义时代，进而指出“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

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他认

为在大多数国家实行君主制的亚洲，在国家政体发

展上是非常落后的。欧洲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

国的民主制度即总统制共和制又优于欧洲，是目前

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中国走上美国式的民主社

会是最优选择，这样世界纷乱的局面就会得到根本

遏制，即“开民智，保种族，存中国，新地球，使五洲之

棼乱得所统”。

二，关于亚洲落后的形势分析。在《总论亚洲》

中，徐勤指出亚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得天独厚，但

是有的国家却因为落后而沦落到列强“削弱其土地，

灭亡其国家，牛马其种类，破坏其教旨”的地步，是非

常奇怪的现象。他认为亚洲落后与各国普遍实行的

君主制有关，所谓“亚洲诸国一统久矣，君权甚尊，压

力甚大，积弱之由其在斯乎?”同时他又认为亚洲“幅

员之辽远，人类之鼻祖，户口之夥繁，教化之绵久”，

没有理由落后于世界发展大潮，更没有理由任人宰

割，他说：

美洲立国仅及百年而兴盛若此，世变所迫，

开新是尚，徒言守旧，实至灭亡而已。亚洲之

弱，立国太古之所至欤。释之曰，昔法兰西开国

于刘汉之世，至同治九年拿破仑被虏而有民主

之变矣。日本立国于战国之时，至明治元年睦

仁即位而有维新之政矣。二国之立盖亦古矣，

而忽然兴也，古国之民其何伤于振兴哉?③

徐勤以美国和法国、日本为例，直截了当地点明

了三个国家走上兴盛的原因。其中，美国仅仅百年

历史，而法国、日本都是古国，既然这两个古国都能

够走向民族兴盛，那么与中国类似的古国也可以通

过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共和

道路走向自强。

三，关于中国变法图强与世界大局。徐勤首先

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由于闭关

锁国导致目前落后挨打的局面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但是他同时又指出“(中国)百余年间，不沦于异类，不

亡于欧洲，庞然孱卧，岿然独存者，岂非大幸欤?”④中

国目前还没有走到亡国的地步，实属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要看到亡国的危险，他举例说：

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削于英矣。土耳

其，回部之大国也，而制于六国矣。澳非，五洲

之二也，而或分于欧土，或属于英矣。其余，若

琉球，若安南，若南掌，若缅甸，若暹罗，若高丽，

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若马达加斯加及

南洋群岛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

衰弱之国，无有能自存者矣。⑤

1900年前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大多数国家早

已成为列强刀俎之肉，有的被直接占领成为殖民地，

有的被间接控制成为列强势力范围。徐勤认为，中

国必须清醒地看到印度、澳非、东南亚、中亚诸国等

或削或亡的前车之鉴，并从中吸取亡国的教训。他

说“中国之危，瓜分之局，虽五尺之童子，黄口之小

儿，莫不知之稔而闻之熟矣”，又说“中国天下之最弱

也，英俄地球之最强也。惟最弱故必亡，惟最强故必

争”。⑥对于明代以后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走上富

强之路的原因，徐勤在《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中有

非常精练的总结，他认为“昔明季之世，葡荷诸国擅

航海之术，开东方之道，立互市之场，定通商之约，而

富甲欧土矣。英国继之，遍览外地，据印度取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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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香港，通长江，握水道之险要，夺诸国之利权，商务

之盛为诸国冠”。⑦从这些观点来看，徐勤对积极发

展商业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所以他在后来的保皇会

时期，仍然极力主张发展商业，提倡“商业救国”。比

如，徐勤一直对保皇会在 1903年创办中国商务公司

给予大力支持。他甚至坚决地认为只有发展商务和

教育，才能够让“康党”重振辉煌，他在1907年曾致信

康有为力陈整顿商务和教育，说“就现下情形而论，

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只有于商务、教育力为整

顿。俟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⑧

四，关于俄国的威胁。徐勤对俄国给予了高度

重视，分析更为全面深入，所花篇幅也多。总的来

说，他认为俄国在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方

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总结了俄国在国势、兵力、

外交、铁路、疆域等方面的优势，分析由于已经存在

的《中俄密约》，俄始终对觊觎我国领土，其对日本存

在的优势以及我国对俄存在幻想等现象，认为俄国

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

深入探讨和剖析。针对俄国九个方面的优势和威

胁，徐勤提出了相对应的九个谋略，即九个不可畏。

如关于国土面积，他认为俄国疆域辽阔而不自足，始

终存有侵略他国祸心，且没有很好地管理内部事务，

不足畏。关于强兵，他认为古今中外以弱胜强的例

子很多，强兵不足惧，是否强兵背后主要还是看国

力。关于外交，他认为俄国虽然与众多列强结盟，但

列强之间的结盟并无多少诚意，仅仅由于利益驱使。

徐勤对俄国修建连通东西的铁路大动脉尤为推

崇，甚至他认为铁路贯通直接提升了俄国的国力，让

俄国由迟变速、由弱变强、由贫变富，同时让西方列

强牵扯俄国的战略顾此失彼，他说：

俄国局守西隅，地多害苦，工艺未兴，商业

未广，口岸未开，东方商务仅百分之二耳。海权

不得而并也，海利不得而沾也，此俄之无可如何

于英也。于是舍旧而图新，弃短而从长，易海而

图陆，移西而就东，开两万里之铁路，操欧亚之

重权，牵全球之大局。三年之间，奇工告竣。九

日之暂，由西达东，塞而通矣。迟而速矣，弱而

强矣，贫而富矣。昔之制俄于海者，今须制俄于

陆矣。昔之防俄于西者，今须防俄于东矣。制

之无可制，防之无可防，诸国劳而俄独逸，诸国忧

而俄独喜。呜呼，亚洲之局尚可问哉，尚可问哉?⑨

五，关于日本自强的原因分析。徐勤认为日本

自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废封建之制而为郡县，易锁国

之党而成维新，振千年失权之习，破前朝南北之

界”。⑩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是建立了以天皇为

核心的权力架构，二是走上了学习西方的维新道

路。19世纪 60年代末，通过“尊王攘夷”及“倒幕运

动”，日本结束了千百年来的幕府统治和诸侯割据状

态，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建立了近代天

皇统治制度，并由此而成为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同

时，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全力发

展资本主义，仅仅经过20年，就摆脱了殖民危机，经

济实力、军事实力大为提升，此后经历甲午战争，一

跃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对于日本的崛起，

徐勤大为赞赏，对比中日维新结局迥异，他提出了

“日本以贤君而强，中国以贤君而弱，日本以变法三

十年而兴，中国以变法三十年而败者，何哉?”的疑

问，并从更深的层次给予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的学

术不改，学校不兴，科举不变，从根本上制约洋务运

动的成效，注定了中国学习西方不会成功。而日本

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安排。学术方面，指的是

天皇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理论和思想

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学校方面，指的是日本完全

仿照欧美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科举方面，指的是

日本政府在选人用人方面走上了专业化道路。

按照徐勤本人的计划，《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

章远未完成，他在《地球大势公论》的《总序》称“今略

举斯义，目分为五，所以开民智，保种族，存中国，新

地球，五洲之棼乱，得所统宗，亿兆之愚顽，知斯趋化

而已”。可见，按照徐勤的设想，应该是有个较为宏

大的写作计划，全文计划分为“五目”，不过不知出于

何种原因，徐勤发表的文章仅仅是第一目的部分内

容。但仅从徐勤发表这几篇文章来看，徐勤以大量

的排比手法和案例举证集中论述地球诸国政体发

展、亚洲落后的形势与根源、中国变法图强与世界大

局、俄国的威胁、日本自强的原因等五个方面问题，

文章大气、文风泼辣、视野开阔，兼具可读性、逻辑性

和鼓动性，即便在当时人才辈出的维新派阵营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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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得上是佳作上品，其中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在甲午

战败之后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很容易引起

共鸣。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徐勤并没有完成他庞

大的写作计划，但这几篇文章已经部分达到了写作

目的，同时也能够反映徐勤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他

的时局观和国际视野。

二

《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涉及的面极广、讨论

的问题较多，可以视作徐勤维新思想的集中体现。

深入分析该系列文章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思想，不难

看出徐勤的思想视野和对时局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深

受康有为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观点基本上可以被视

为是对康有为思想的一种阐释、宣传、继承和发扬，

主要表现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徐勤的文章高度符合康有为的政治意

图。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中国由洋务运

动引发的所谓“同光中兴”戛然而止。在那段历史时

期，一大批有识之士主张中国应该尽快进行变革，康

有为是其中的代表和走在时代前端的人物。在康有

为及其弟子们的不断呼吁和运动下，变法的呼声渐

高，中国必须做出改变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瓜分之

祸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为此后的“百日维新”奠定了

舆论与思想基础。《知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年

初，当时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

等团体和报纸均被清政府取缔，因此，上海的《时务

报》和澳门的《知新报》成为康有为一派仅存的阵地。

这段时间，正值康有为全力宣传自己的维新变

法政治主张、谋求登上政治舞台之时。那么，为了推

动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以及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

向全社会乃至朝堂之上宣传迫在眉睫的瓜分危局就

成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工作之

一。徐勤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他在《知新报》疾

呼“中国之危，瓜分之局，虽五尺之童子，黄口之小

儿，莫不知之稔而闻之熟矣”，希望通过大力的宣传

唤起广大同胞的危机意识，为能够尽快实行维新变

法进行舆论和思想上的动员。从这个角度来说，徐

勤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高度符合康有为的

意图，是对康氏政治意图的全面贯彻和大力宣传。

第二，徐勤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

深受康氏“大同三世说”的影响。徐勤的文章题为

《地球大势公论》，地球大势，即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

发展趋势是该系列文章的立论基础，对《总序》后几

个部分是否能够充分论证和合乎逻辑非常重要。徐

勤在《总序》中说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向前发展

变化的，并且这种发展规律全世界通用，即“天下大

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

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进而他

把人类史分为“大鸟大兽之世”“土司之世”“君主之

世”“民主之世”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为递进关系，所

谓“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由土司之世

而变为君主之世”“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

也就是他说的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变革。此

外，徐勤也强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

统治方式，谓“治尚粗觕之世以力胜，治著升平之世

以智胜，治著大同之世以仁胜。以智胜者强，以仁胜

者乐，以力胜者愚而亡”。

而康有为本身就推崇春秋公羊说，认为社会变

革的规律是“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在

《孟子微》中，康有为又进一步把三世说表述为据乱

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太平世(民主共

和)的进步阶梯。汤志钧指出，康有为将西洋进化论

学说与经今文学相糅，将进化论的内容体现在《孔子

改制考》和《礼运注》中，谓“礼运注以公羊‘三统’、礼

运‘三世’相糅，以今世为‘升平’(小康)。而以君主立

宪为‘太平’(大同)”。不过，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

后的流亡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先进思想，对三

世说进行了修正，他指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

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

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进君臣，由君臣而渐进立宪，

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妻，由夫妻而渐

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

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

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

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

之”。

康有为形成康氏“大同三世说”进化理论思想，

主要源自对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今文经学的朴素进

化观以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的吸收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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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自己推行维新变法找到理论根源。徐勤关于

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和观点与康有为的康氏春秋公

羊学——公羊三世说——大体一致，也与康有为的

“洪水说”“地顶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徐勤的“由

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由土司之世而变为

君主之世”“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某种程度

上其实就是将康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换了

一种说法。

第三，徐勤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列强的看法与康

有为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在《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

章中，徐勤多次提到英、美、法、俄、日等诸列强，以及

当前的国际形势，在他看来英国、俄国为最强国家，

美国的民主制度独具优势，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维

新道路实现了自强，印度、澳非、东南亚中亚诸国比

较衰弱，有的已经亡国。他还认为英俄中美四国国

土面积最为广阔，然而“大国虽四，而握天下至形胜，

居天下之最强，其惟俄国”，同时“英国之水师、德国

之陆师，所谓甲于天下者也”。可以肯定地说，徐勤

的这些对于国际和各国形势的观点看法，来自康有

为的教授。康有为从光绪十四年(1888)中法战争时

期的《上清帝第一书》开始，就陆续公开表达了自己

的维新变法观点以及对天下大势的看法，这些无疑

都对徐勤有很大的影响。康有为所著《大彼得变政

记》《日本变政考》，对俄、日两国通过改革走上富强

有非常全面的撰述，徐勤显然对这两本书的内容非

常熟悉，所以《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中分别有《论

俄国不能混一亚洲》和《论日本自强之故》不足为奇。

除了《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中的思想与康有

为保持高度一致外，徐勤还在其他诸多问题的看法

上与康有为基本相同。比如，关于尊孔重教的问

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康有为在

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受基督教启发，意欲模仿基督

教，试图通过神化孔子，变孔教为国教，变儒学为儒

教。为使儒学宗教化，康有为不仅上书光绪帝寻求

支持，还在各地建立了孔教会。为了从理论上对孔

子的地位进行提高和巩固，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

考》《论语注》《孟子微》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康有

为毫不吝啬对孔子的尊崇，他说：“孔子为教主，为神

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

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又

说：“孔子为制作之圣，大教之主。人道文明进化之

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后世，后世皆当

从之，故谓百王莫违也。”甚至还说：“天下义理、制度

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菜、俎豆、莘莘皆不归往嬴政、

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子……孔

子以元统天，天犹在孔子所统之内，于无量数天之中

而有一地，于地上无量国中而为一王，其于孔子曾何

足数!”

徐勤紧跟其后，发表了一系列呼应其师的著述，

对康有为尊孔重教的理论建构进行大力阐发。例

如，他在《知新报》上发表了《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

例》，对“孔圣人”进行了极高推崇，对把儒教改造成

为类似会党一类的组织进行了论证。他说：“抑百千

万亿人之聪明材力，而逞其一人之私智，私之极也；

聚百千万亿人之聪明材力，而成其合群之公义，公之

极也。圣人知其所以然也。”，又说：“孔子之时，门人

七十，弟子三千，徒侣六万，岂非会之首党之魁哉?”

他还写了《孟子大义述》，尽管未见刊行，但《知新报》

刊登了《孟子大义述自序》，基本上介绍清楚了该书

的主旨。书中徐勤对被康有为称为“儒教大宗”的孟

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有一国之士焉，有一时之士焉；有天下之士

焉，有古今之士焉。所谓一国一时之士者，其聪

明才力皆域于一国，其他弗知也。吴起、商鞅之

流是也。所谓天下古今之士者，其聪明才力皆

专于为民，其他弗知也。孟子是也。

孟子至今有识者尊而重之，西士译是书，亦

敬服焉。何也?盖为民不为民故也。此一时与

古今、一国与天下所由判也。三代圣王尚矣，而

孔子独尊尧、舜者。何也?为其官天下而为民

也；泰西贤君众矣，而今人独称华盛顿者。何

也?为其变民主而为民也。

故由今以前，君之世，非民之世也，一国之

世，非天下之世也。吴起、商鞅所以诩诩焉称为

一国之士，一时之士，所由来也。由今以后，君

民之世，非君之世也，天下之世，非一国之世

也。此孟子所以卓然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所

由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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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理论建构上呼应康有为，徐勤还在尊孔

重教方面积极投入实践，其在担任日本横滨大同学

校总教习时曾设计主持周日祭孔仪式，要求学生们

对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可以看出，徐勤不但积

极从理论上呼应支持康有为尊孔重教的思想，还在

实际行动中予以积极贯彻和执行。

又如关于夷狄之辨问题。早在 1879年底，康有

为就有了游览香港的经历，经过英国殖民者三十多

年的经营，香港相比于内地其他城市已经有了巨大

变化，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比传统中国显得愈发

先进，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康有为以切身体会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

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

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无独有偶，徐勤也写了《中国夷狄辨》，其思想精

髓毫无例外紧跟其师。尽管该书同样未见刊行，但

从梁启超为之所作的《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得知

该书分三篇，每篇为一卷，分别为《中国而夷狄之》第

一，《夷狄而中国之》第二，《中国夷狄进退微旨》第

三。该书意在破除前人尊夏攘夷之说，认为《春秋》

中对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所谓夷狄，与后世所说

的夷狄大不相同。后世所谓夷狄，是从地域、种族而

言；春秋时的夷狄，是从政俗行事而言。有夷狄之行

的，即使处于中国，也被视为夷狄；无夷狄之行的，即

使处于夷狄，也被视为中国。所以《春秋》所攘，是攘

夷狄之行。徐勤的这种观点与游历了欧洲之后的王

韬的观点也有很大相似性，王曾说“自世有内华外夷

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夷’。此

大谬不然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

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

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而薄人

哉?”梁启超对徐勤的夷狄辨给予了高度评价，说

“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治《春秋》经世之义，乃著《中

国夷狄辨》三卷，一曰中国而夷狄之，二曰夷狄而中

国之，三曰中国夷狄进退微旨。于以犁千年之谬论，

抉大同之微言。后之读者，深知其言，则哓哓自大之

空言，或可以稍息也；中国之夷患，或可以少衰也；天

下远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梁启

超的序言，开头就说“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个褒扬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鼓励，也

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徐勤夷狄辨的核心思想来自康有

为的知识传授和思想引领。

三

徐勤深受康有为的影响，甚至是全盘接受和继

承了“康学”，源于万木草堂的求学经历。光绪十六

年九月，徐勤拜师康有为，受教于云衢书屋，之后搬

到长兴里和万木草堂。康有为在长兴里的教学是

“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

为说自己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续成孔子改制考、春

秋董氏学、春秋学，使徐君勉、王镜如为学长”。可

见，徐勤除了接受康有为学术思想以及维新变法政

治理念外，还深度参与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

董氏学》等著作的编纂。梁启勋认为“编书工作徐君

勉最积极”。学生能够参与老师著作的编写对提高

自己的知识水平大有裨益，而且通过编书还能够深刻

理解老师的理论思路和思考方向。在此期间，徐勤接

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和政治理念，建构起了自

己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和学术思想基础，并成为康有

为忠实的追随者。章太炎曾评价“徐勤追随康有为

最久，思想亦与康有为最接近”，所言非虚。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
《强学报》创刊于上海，徐勤受师命由粤赴沪办报，并

担任主笔，至此徐勤完成了课堂阶段的学习。徐勤

抵达上海后，积极筹备《强学报》，但由于该报过于激

进，刊出两号即被查封。之后，徐勤又在《时务报》暂

时以主笔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间，其在《时务报》上

发表的《中国除害义》，可以视为徐在离开万木草堂

后在报纸上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他在思想界

的亮相登场，徐勤时年仅23岁。

《中国除害议》，是一篇比较系统而且详尽的针

对当时中国各种弊病的批评文章，该文将当时中国

的“害”分为十三类，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

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缚

为害、虚懦为害、狭小为害、倾诈为害、险薄为害、流

荡为害。但由于报馆内部人事矛盾，《时务报》上仅

刊“无学为害”和“无教为害”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

的核心观点，就是抨击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他尖

锐地指出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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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天下之状元，为四万万人最惊羡者，乃由

钞策冒写方格而来，非谓有黼黻云汉之学也；宰

天下之大学士，为四万万人所最尊者，乃由写白

折积资格而致，非关有经纬天地之才也……考

其知识，不独与彼数百万之秀民无异，乃与彼四

万万黔首亦无异也。

其愚而专务爵禄者，既以八股试帖楷折坑

之：其稍黠而聪明旁溢不可抑压，或沉默寡好不

慕荣禄者，则八股试帖楷折之法，既不尽效……

则开修书之馆，以网罗而正定之。与其好发议

论，能言国事者，或禁之焚之。惟谈经则托体甚

尊，考据则为学甚博。而终日谈名物训诂等，与

国事万无切线之相连。其嗤黠而不肖者，借以

哗名，其明哲保身者，借以远害。于是聪明逸群

之才，神锋隽绝之士，虽不为科举所困，亦莫不

折而入其中。

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徐勤也极力予以

批判：

童齿未毁，而授以平治天下无声无臭之书；

之无粗识，或授以吊由灵诘屈聱牙之奥。……

教者之法，但责诵读，不求义解。……虽有聪敏

之才，亦不过效声律帖括之业。……通学能读

万卷，而昧于一里之长。……乡里子弟，读书十

年，遍诵群经，书法六朝，笔画道劲，而不能作一

书札。……夫泰西之教士多方，欲其民之智；吾

中国之教士多方，乃欲其民之愚。

在徐勤看来，科举制度不但摧残了年轻一代，而

且即便是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是无用之才，这些所谓

的人才对于中国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言可以说毫

无用处。而徐勤未完成的其他“十一害”，有些针对

的可能只是国民素质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有些观

点还值得商榷，比如“忘君之害”，不难从中看出徐勤

的文章和观点较为激进，甚至有一些偏激和稚嫩。

但是无论怎样，徐勤关于科举和教育的态度与观点，

一样跳脱不出康有为的思想范畴，不过是对后者核

心观点的一种放大。

对于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康有为早有论断，他

的《请废除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对此有全面的

分析，他强调并向光绪帝建议：

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

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

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夫八股之无

用，臣即业八股以窃科第者也，其从业之既久，

知其害之尤深。……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

最有用之年华，最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

讲求政艺，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

丹麦、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
欲不成?

……

若夫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

不若人，败亡随之。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

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

也。而儿以八股度试多士，以小题枯困截搭缚

人才，投举国才智于盲瞽，惟恐其稍为有用之

学，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请勿下部

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其今乡会童试，请改

试策论；以其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

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

问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

徐废科举。

在此奏折中，康有为全面分析了科举的流变，尤

其是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指出几百万人专心八股

文造成的人才浪费，提出应该让广大学子转向科学、

政学等有用之学的设想。在批判的同时，康有为并

没有完全摒弃“中学”，而是提出了“中学者体，西学

者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的观点，指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言经济者，亦未有

不达时务而谓之正学者”。所以他建议废八股改策

论，内容上要注重内政、外交等实用之学，要多培养

体用并举的通才，“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

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

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即“明中通外”

之才。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以及

相关学问仍然是当世人才需要学习掌握的，在此基

础上融会工艺、物理、政教、法律等“西学”，才能够成

为当下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

相对于徐勤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批判，康

有为的认识显然更系统深刻和更具历史纵深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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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年轻的、刚刚完成课堂学习的徐氏所缺乏

的。其实，在这个方面，不仅仅只有徐勤遵循康有为

的思想，比如康门弟子刘祯麟也曾提出当时中国所

需之才“必浸灌于经术以植其柢，旁涉于子史以蓄其

材。因讲习于历朝之掌故，而又深娴于本朝之政案

典律，与天下郡国利病，了然于治乱得失，以得其变

革之要，于是合之以西国古今政俗之异同，而比例

之，去取之，定其可行者与不可行者，卓然有所见，确

然有所守，此乃所谓深通中外之故，而无愧为振兴中

国之才也”的观点。刘祯麟的这番观点同样也只是

康有为“通才”和“明中通外”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结语

“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全面体现了徐勤对于

国际形势和国内时局发展的判断，反映了他希望清

政府走上维新变法道路的迫切期望，是他在政治上、

思想上与康有为保持一致的理论阐释性文章。但

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徐勤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

文章，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国际眼光，但文

中很多观点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和理论基础，值得

深入探讨。他的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大

趋势的判断较为粗糙、并未真正看清中国落后的根

本原因、对中国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和瓜分之祸缺乏

独立判断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徐勤自己也远未提出

合理的、可行的解决中国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方案。

但是，不管怎样，徐勤以笔为武器，深刻揭示了中国

落后挨打、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处境与严峻形

势，大力宣扬“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理念，鼓动和

唤醒广大民众认清世界潮流与大局、反思中国落后

的原因与症结、寻找救亡图存的路径和方法，这种忧

国忧民、大声疾呼的精神难能可贵。同时，徐勤的一

系列观点在维新保皇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

在晚清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们的努力最终只

停留在一种维新变革的呐喊，而无法成为获得多数

人支持的行之有效的救国方略，这也是维新派逐渐

失去市场并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最终失败的重要原

因，可能也是该系列文章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和散播

的主要原因。

除了《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外，徐勤存世的

文章并不多，目前仅存的徐勤文字材料，几乎都集中

发表在维新派所办报纸《知新报》和《时务报》上。此

外，徐勤还写过《中国夷狄辨》《二十四朝儒教会党

考》《春秋存中国说》《孟子大义述》等著作，但踪迹难

觅，有些是否最终完成也难以考证。作为康有为最

信任的弟子，徐勤始终在政治倾向上与康氏保持高

度一致，是康有为维新变法与保皇思想的坚决拥护

者和具体策略的坚定执行者。康有为存世诗文中多

有对徐勤的赞赏，曾赠诗徐勤云：“冠岁来问学，大义

独贯彻。草堂充都讲，门人咸敬悦。吾开强学会，留

后支陧杌。会散改时报，雄文任撰述。大声谈国事，

震动起聋瞎。”诗中康有为对徐勤的求学、办报和撰

述活动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肯定。可能是深受知识架

构和思想延展性不够的束缚，也可能是由于他对康

有为的忠心耿耿，徐勤的文章政论几乎都是康有为

思想的延伸和强化，无处不体现出康有为的思想观

念和政治理念，因此缺乏学术思想与理论上的创新

和突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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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Xu Qin's Essays on World Affairs

Shao Jian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world- affair- themed essays authored by Xu Qin in Zhixin
News, one of influential media outlets supported by the reformists in late Qing, contending that Xu's writings were, to
a certain extent, forward and international, even though they did have limitations. It goes further, demon-strating that
Xu wa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Kang Youwei, who had instructed Xu to study in a Confucian academy, and did not go
beyond the scholarship developed by his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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