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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桐城派学人走出书斋，倡导经世之学，对经学、史学、教育学和

边疆史地学等诸多领域进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桐城派学人的世界史观由“天下”演变成“万国”，

尤以姚莹的边疆史三部曲和王树楠的史学编纂为代表。桐城派学人关注时政，强调学以致用，力求为民

安邦，通几质测，迁都建藩，皆有论撰，呼吁人民认清鸦片的危害，严禁鸦片贸易。桐城派学人的边疆

史地学和世界史观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因势而变的历史观；二是治史以致用的务实性；三是中西汇通

的学术思想。桐城派学人对边疆史地研究和其进化的世界史观中富含生命活力的珍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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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Opium War, there was a border crisis in China. Tongcheng sent scholars to go out of the 
book, advocating the science of the world, exploring many fields such as science, history, educa-
tion, and border historian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e world history of Tongcheng 
School has evolved from “the world” to “all nations”, especially represented by Yao Ying’s border 
history trilogy and Wang Shinan’s historical compilation. Tongcheng sent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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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affairs, emphasizing the use of schools, and striving for the people’s Anbang. 
There are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ontier history and earth studies and world history of 
Tongcheng School. The first is the historical outlook of changes due to the situation; the second is 
the pragmatic of the rule of history; the third is the academic thought of China and Western Hui-
tong. The Tongcheng sent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land of the frontiers and their 
evolutionary world history are rich in precious factor in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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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的中国既是一个新旧转型时期，又是一个纷杂多变的时代。在各种变量因素中，西方文化的冲

击又成为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晚清士人所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最外缘的地带面

对着列强环伺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桐城派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派也必将突破自身的局限，

或多或少地将学派的发展与时代危机、文化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桐城派在晚清时期一度出现“桐城中兴”

的发展高峰，与其能“因时而变”不无关系。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

种危机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进行救亡图存的探索。与此同时，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也唤醒了包含桐城

派学人在内的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他们走出书斋，把视线投向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以求得能够拯救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桐城派学人又投身于中国边疆地区，涵

盖西北边疆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世界地理，渐渐“开眼看世界”，对边疆安全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建

议，伴随于此的还有其独特的世界史观。 

2. 桐城派学人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2.1. 姚莹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姚莹，字石甫，又字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安徽桐城人。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先后担任福建、

龙溪、台湾、江苏等地知县。在为官时期，他目睹了英国对我国沿海边疆的侵略行径，倍受刺激，先后

撰写《识小录》《东槎纪略》《康輶纪行》，介绍外国情况。在鸦片战争期间，姚莹和达洪阿组织了台

湾军民反抗侵略，守卫领土，击毙敌军数十名，俘虏百余十人。后又奉命两次入藏查处乍雅两位呼图克

图相争一案，共历时一年五个月，姚莹所感：“所至于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于西洋

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1]: p. 1)。于道光二十六年撰成《康輶纪行》十二卷。道光二十八年

夏，姚莹辞官返乡，将该书重新“厘为十六卷”刊行，前十五卷为其两次入藏沿途所见、所闻及所思之

札记，末卷为其搜集与绘制的地图与图说。 
姚莹自称《康輶纪行》“大约所纪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

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1]: p. 1)事
实上，此书除了对西藏地区的地理、文化、宗教和风俗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对于周边的国家，比如印

度、尼泊尔等也作了介绍。其中关于英、法、俄、美的介绍较为细致，在《康輶纪行》卷十二中，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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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佛兰西、四大洲等的描述，给有识之士提供了解世界的途径。而《康輶纪行》与《识小录》《东

槎纪略》并称为“三部曲”，分别代表了姚莹对中国西北边疆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世界地理的多维

度关注。 
在姚莹的自叙中他表达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深切关注：“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

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台湾，

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

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

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1]: p. 1)
吴怀祺先生的《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也认为，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和古代经世致用史学存在着直接

的渊源关系，认识姚莹的学术，不仅要讨论他的学术渊源，同时要讨论他怎样从古代史地学向近代边疆

史地学转轨。提出透过姚莹也可以看到当时边疆史地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具有一种渴求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欲望；三是对海事、海外诸国史地给以更多的

关注，研究的重心有所变化，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四是要求有精确可信的史地书；五是由边疆史地研

究，引发出政治变革的要求([2]: p. 85)。 
卷十六中姚莹收录了当时西方来华传教士绘制的种种地图，有艾儒略《万国全图》说、西人汤若望

《坤舆全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四海总图》、李明彻《地球正、背面图》等。姚莹对

此加以对照修改，绘制成《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康輶纪行》原文载：“前载诸图，方位大略仿

佛，而国名、地名互有异同，或此有彼无。余更取魏默深书，以今时地名参互考订之，作此图。其不备

者，可按原书。”([1]: p. 516)大体上标注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对于

晚清士人研究世界地图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也方便了后世学者的研究。由此达成姚莹的远大抱负，

书中有言：“明乎此，然后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余尚

有英夷诸国图册，俟得通夷文者译之，详加厘正，俾无舛误，其所裨益当何如耶！”([1]: p. 516)而在《中

外四海地图说》中姚莹阐明了中国历代疆域沿革，从秦代到道光二十二年以来的疆域，和晚清加以对比，

重点突出了解和掌握中外地舆形势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

图志》，并称赞这是自汉代至今，中外地舆形势最为鼎盛的时期。叶棠对此作评：“图所以辅书之成也。

书，非图不显；图，非书不明。原解辞多杂乱，颇难卒读，大抵翻译有误也。因重加校勘，别其繁芜，

正其讹谬，增其注解，盖汰去沙砾、精金乃见云。”([1]: p. 453)“图”是对“书”更加直观的展示，而

《康輶纪行》卷之十六中，较多的引进地图，且格外注重对地图的考证和采用，对中国古代边疆史向近

代边疆史地学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 
《康輶纪行》一则表达了姚莹的爱国热忱，姚莹入藏之时已年近花甲，历经千辛万苦所作。姚莹自

称“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1]: p. 2)二则体现

了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姚莹宣称自己多方了解西方各国情况是为了“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

这与当时的社会危机、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姚莹忧国忧民的意识有着重要关系，也奠定了他在晚清经世

思潮的先行作用。这种思想具有启蒙意义、近代意义、世界意义，对当时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

促进了清代学术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 

2.2. 王树楠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桐城派学人王树楠，河北省新城人，字晋卿，号陶庐老人，近代史学家、方志名家、文学家，主持

《清史稿》《畿辅丛书》《新疆图志》等编纂，撰《希腊春秋》八卷、《欧洲列国战事本末》三十二卷、

《欧洲族类源流略》五卷。其中，王树楠主持下修纂的《新疆图志》是对清一代史地学的总结，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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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首先，清代西北史

地学的研究成果为图志编修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新疆乡土志稿》为《新疆图志》编纂提供了可能

条件；复次，新疆人才的积聚与储备为图志编纂提供了人才保障；又者，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的倡导

及重视为图志编纂提供了制度保障；最后，王树楠的个人努力对图志编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疆图志》编纂目的是“资治、存史、教化”，因此王树楠说：“固非夸新斗富，良以考献征文，

必纯以备。君子欲有造于斯民，其所以劝善征恶，课勤考忠，必如是而后即安，不如是则措施未尽也。”

([3]: p. 152)以志书的修撰来辨忠奸善恶，达到资治之目的。各级官吏以“劝诫”、“教化”为手段，“将

文明礼乐之兴，遍于异族，文章之盛，覃及殊方。”([4]: p. 32)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列强侵略，修志还具

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新疆图志》是新疆地方志中材料最为充实、详尽的方志学名著，是书对新疆地

区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军政建置、人物历史均有记载，为后人运用史料研究西域历史、西北及新疆

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参考书，因

而受到高度评价。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一部较为完备的官修通志，不仅全面总结了清一代西北边

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体现在史学价值上，梁启超在“吾家方志至少，不能

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的情况下，列举 118 种“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的

省、府、县志时，将《新疆图志》列为“后期之雄”，评价甚高([5]: p. 326)。被后人赞扬为“规模之大，

卷帙之浩繁，体例之完备，史料之丰富，内容之详尽，尤以《图志》为最。”([6]: p. 26)王树楠在随年录

中说撰有新疆八志，但后来收入其《陶庐丛刻》中的有《新疆山脉图志》《新疆国界志》《新疆礼俗志》

《新疆小正》《新疆访古录》等。王树楠所撰《新疆图志》八志内容，包含了新疆地区的历史沿革、自

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容。《山脉志》体现出新疆地区的地势险要，雄伟峻奇；《土壤志》《物

候志》论及新疆的自然环境，富足的物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古迹志》《礼俗志》则

是对新疆历史文化资源的清理与总结。《国界志》及舆图则反映了王树楠的近代民族、国家、主权意识

的增长，抵制沙俄侵吞中国领土，捍卫国家西北边陲主权，警示后人，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 

3. 桐城派学人的世界史研究 

桐城派学人的世界观是有着循序渐进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的。 

3.1. 从“天下”到“万国” 

首先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入与以经验科学大为不同的实验科学，桐城派学人方以智通过对西方科

学的认知，提出“通几”和“质测”的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夷夏有别的观念，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科学

技术，开始真正拥有自我意识，并且去学习所谓的“奇技淫巧”。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被迫打开的中国大门，也使桐城派学人的视野由中国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即

“万国”。面对西方侵略的逐渐加深，桐城派学人方东树开始探索时政之学，迫切的想要挽救清政府。

此时，亦兴起了经世之学，方东树还敏锐的注意到了鸦片的危害，因此，他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鼓励

禁烟。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所处的年

代，西方的耶稣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除了带来先进的绘图技术，还带来了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不同的

西方科技知识。方以智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也对西方科学技术感兴趣，面对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方以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

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寂感之蕴，深究其

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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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质测。”“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7]简而言之，“通几”就是能够熟练地掌握物体运动的征兆，“通”可以理解为融汇贯通、通达之意，

“几”就是事物出现之前的细微变化，大体意思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意。了解“通几”之后，

“质测”就简单了。“质测”就是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并向内寻求其因果，小到动植物，花鸟鱼虫，大到

宇宙世界，历史的运转，都属于认知的范畴。不仅如此，方以智还重视实验、客观认知、证据论点，一

改以往的空谈之风气，开实证之先河，对于问题持怀疑态度，考究其本源，进行归纳演绎。 
桐城派学人不仅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学会了变通，且一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随着内忧外患

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们又把目光投注于经世之学，关心国计民生，渴求寻得制敌御辱之法，而方东树

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方东树，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师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习得

真传，被誉为“姚门四杰”之一。方东树是继姚鼐之后桐城派中坚，创作丰富，著有《经史札记》《汉

学商兑》《仪卫轩诗文集》《屈子正音》《病榻罪言》《化民正俗对》及诗文集。 
“经世致用”是指所作的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方东树对这一思想做出了很

好的实践和倡导，首先，他批判于国于民“了无益处”的汉学，反对无关国计民生的考据训诂。其次，

他主张学以致用，关心实政之学。再次，他倡导为文经世，宣扬为学要于“民人家国”。复次，他提倡

“民安而后国安”、“民为贵”等民本思想([8]: pp. 154-162)。最后，他吁求民众认清鸦片危害，建言禁

止鸦片贸易，提议立法禁止官民吸食鸦片。他较早地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认为鸦片贸易会使得国库空

虚，白银外流，银源枯竭，银贵钱贱，物价上涨，对市场秩序和经济的稳定，甚至是国家政权的稳定都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吸食鸦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社会风气也会变得萎靡不振，

百姓沉迷吸食鸦片，身体素质下降，丧失劳动能力，荒废田地，官员则荒废政务，结党营私，腐蚀统治

基础，机构僵化。最终产生亡国灭种的危机，针对于此，方东树作《劝戒食鸦片文》，且于道光十八年，

撰写《化民正俗对》，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议立法严禁官民吸食鸦片：“治盗贼之害者自下，治嗜欲淫

僻之害者必自上贵者始。贵者不治，则其源终不塞，而贵者势又不能籧加以刑诛也，而其势又足以骩法

也。”“是以先王之教，治贵恒严于治贱，故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吸食鸦片者，欲严治吸食

鸦片者，则莫若先治封建士大夫、官员、衙役、胥吏等。”“古之善论治者，曰太上变化之，其次愧厉

之，其次整齐之。今行愧厉之法，为整齐之用。”“凡吸食鸦片烟者，民间一切嘉会吉礼宾祭之地不得

让其参与，其亲故也要与其悉绝，其属亦不许相往还，将其比于倡优盗贼，不齿于士类，如此亦足以摧

其冥顽积重之势矣。”“盖俗流失、世败坏，非大为之防，斯犯之者莫止。然要当许以自新。自犯之日，

过十二年无犯，准亲邻结保，复为平人，除其衣冠之刑及令。过十二岁在天星为一周，亦足以为更始之

期矣。”[9]方东树认为，只有如此，禁烟才有实效，才能巩固国家之本。除禁烟之策，方东树还主张反

对议和，他认为议和不利于清军士气的提高，且议和则代表着割地赔款，会使政府失去公信力，不利于

国计民生。他还关心吏治、海防、流民、漕运等民生问题，真正做到了治学为国为民。 

3.2. 桐城派学人世界史观的嬗变 

桐城派学人不仅仅关注西方社会，还找出西方国家中类似当时中国的处境，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

以求拯救危在旦夕的清政府。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主要代表学人为陈澹然。 
陈澹然，字静潭，一字剑潭，号晦堂，安徽桐城人，九岁成文，好古文舆图，素喜班、马之言，自

命能为太史公。光绪十九年恩科举人。师事方宗诚，受古文法，为文不尽守桐城义法([10]: p. 290)。在治

学过程中，他善于学习和思辨，往往能够独辟蹊径。他敏于时事，并积极上谏。他著书颇丰，平生撰述

四百卷，著作有包括《寤言》《权制》《波兰遗史》《万国公史议》等。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败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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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野震动，引发了国人的思考，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在这种背景下，陈澹然写了《迁都建藩

议》：“方今国势，无复雍乾财富之盛，骤语建置，微特黎民滋恐，即殊识之士亦非徘徊瞻顾而不敢为。

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诚欲延国命于累卵之巅，举危疆以图自保，

则因势制地之术，固有不容不先振其纲维而徐措其节目之细，则迁都之说尚焉。”“顾中国形势在西北，

而人物财富实赖东南。据西北可以鞭挞东南，绝东南则西北且将坐匮。故都西北者必亲东南，而后可以

运天下而无蔽阏之患。且夫关中之势，视国家强弱为盛衰。”“且今之所云建藩者，非漫以土地予之也，

始焉命为元帅而副以汉臣，使不能尽恣所欲，而所在将军、督抚且各仍其权力以自保。其疆无事，则名

为藩王，不过专屯矿以为自守，事至乃得以邻省济之名。虽国苟有不肖，则副帅、将军、督抚皆可钳之，

不胜则返之京师，更为易置。号称藩国，实与将帅无殊。”[11]迁都就是将都城由北京迁往武汉，建藩就

是分封皇室宗亲为藩王，让他们拥有一定的兵力，担任守卫边疆，拱卫王室的责任。虽然可行度不高，

受到的阻力很大，但这也是一种扭转国家命运、鼓舞士气的良策。陈澹然除了迁都建藩，还主张改变外

交方式，引战俄国和英国，为中国的发展谋求时间，抓紧培养军政人才、外交人才，外交也是国家博弈

之一。组建近代化军队，改革练兵之法，以本省之将练本省之兵，购置先进装备，改建近代海军，重整

湘淮二军。陈澹然的经世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更偏重于社会、政治等领域，也更看重社会活

动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他译述的《波兰遗史》是“亡国史鉴”，“波兰”作为民族衰亡的政

治符号，还被上升为一种唤起民族意识、抗击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精神源泉。 

4. 桐城派学人边疆史地学和世界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其一、因时而变的历史观。自有皇朝以来，伴随着五德终始论与儒家忠君观念，皇位的更迭必然导

致改朝换代，这是从秦汉至晚清以来的基本规律，但出仕前代的臣子基于气节又不应当效忠新朝，这便

是遗民的出现的缘由。桐城派学人方以智和钱澄之以遗民心态不仕清朝，戴名世因感念旧朝，以文字狱

获难，张廷玉学而优则仕，撰写《明史》高度认同清廷的正统地位。继之，有英勇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

姚莹，有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再度中兴，有翻译西学传播进化论思想的严复，有桐城派“殿军”

之称的马其昶，恪守文言文不可废的姚永朴和姚永概等。从遗民心理到认同清朝统治，从信奉程朱理学

到维护宋学地位，从调和汉宋到主张理学经世、中体西用和洋务维新，从边疆史地学到进化论思想，最

后新史学的产生，桐城派史学成就与其因时而变的历史观息息相关。 
其二、治史以致用的务实性。道光年间，英国为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输入鸦片，危害日益严重，

方东树著有《化民政俗对》和《劝戒食鸦片文》，主张严禁鸦片，并提出了独特的实政之学。姚莹边疆

史地学的研究，介绍西北陆疆史地专论《识小录》、东南海疆专论《东槎纪略》、西南陆疆史地与域外

地理专著《康輶纪行》。无一不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夷情所写，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捍卫，针对时

弊，字字珠玑。不止如此，桐城派学人的经世致用思想也是符合当时的经世思潮。面对现实，以研究和

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服务于晚清社会，渴望挽救当时的清廷，注入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自古以来都被文人志士继承和发扬着，

桐城派学人亦是如此。 
其三、中西汇通的学术思想。可以用方以智《物理小识》的一句话“智每因邵蔡为嚆矢，徵河洛之

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7]: p. 101)意思是要以古代的博学者为师，广泛吸收中国和外

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一切知识，以博古通今，也可以理解为“拿来主义”。桐城派学人主张向西方

学习，姚莹在《康輶纪行》中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先进的工业技术进行大为赞赏；王树楠在《欧洲列国

战事本末》中，明写土耳其，暗喻中国，希望通过借鉴土耳其的经验来挽救中国；严复翻译《天演论》，

阐述西学价值，提醒人们注意从西学中获得“自强保种”，即救亡图存的理论，后在天津创办的《国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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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国闻汇编》，以“通中外之情”；都是桐城派学人针对中国国情而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措施。在

适合大众所接受的范围内学习西方，也不失为一种优选的策略，也是桐城派学人交出的时代答卷。 

5. 结语 

桐城派学人边疆史地学和世界史研究可以说在晚清时期的中国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其中的边疆史

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内审视边疆治理，具有极高的先进性。当国家移动的边陲由固定的

边界所取代，代表着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换而言之，边疆地域的勘定是国家体系建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桐城派学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有意识地加强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丰富了边疆知识体系。

桐城派学人世界史观念的形成与演进则为近代中国由王朝国家“天下共主”体系到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

转型奠定重要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桐城派学人在关注边疆、树立新世界史观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本身

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所作的边疆史只注重疆域而忽视边民存在偏颇，仍是相对孤立研究；在引入进化

论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接收了一些进化论中的缺点，过度强调竞争，而忽略了物种之间的联系依存；

依然保留着固有的“华夷观”，魏源指出“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这些观念

也反映在桐城派学人的著述中，例如姚莹在《康輶纪行》中提到“明乎此，然后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

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余尚有英夷诸国图册，俟得通夷文者译之，详加厘正，

俾无舛误，其所裨益当何如耶！”([1]: p. 516)对于国家依旧以夷相称。虽然桐城派学人的世界史观不可

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无法否认其对于近代世界史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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