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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薛福成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包括薛福成的人口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近代化工商思想、中西文化思想等诸方

面，以下胪列为我们管见所及: 周德丰、张娇《薛福成的文化视野与改革思想》，《南开学报》2013 年第 2 期; 王莲英《试论薛福成“西学中源”思

想特色》，《兰台世界》2015 年第 31 期; 王冬、李军松《薛福成的“考旧知新”说及其现代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8 期。

②在薛福成之前，王之春就已提出“防营开矿”的主张，但薛氏的矿屯思想更为系统而全面。此外，矿屯思想的专门研究，目前学界涉及较

少，相关成果见刘长林《开矿与富国: 时代变局下王之春的矿业思想解读》，《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但诸多相关

问题该文未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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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薛福成是晚清矿屯思想的集大成者。富国自强的客观需求、考旧知新的学术渊源与“裁厘兴屯”的思

想嫁接，是薛福成矿屯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防为觊觎”的利权思想、“化冗为工”的节流思想、“矿地监护”
的管理思想、自给自足的开源思想、“予民于利”的民生思想，构成其矿屯思想的基本内涵。薛福成矿屯思想

尽管较为松散且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与洋务色彩，但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与革新精神，具有一

定的思想贡献，折射出一种文化自信，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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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充当幕僚，之后

出任知府等地方官，光绪十五年( 1889) 又以钦差大

臣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丰富的人生经历

决定了薛福成思想的多元性、特殊性与时代性的特

征。①就矿屯思想而言，它兴起于近代的矿业改革思

想，自晚清至民国为世人关注，而薛福成则是晚清

矿屯思想的集大成者，②他的矿屯思想尽管看似松

散，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出晚清矿业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方面的

内在关联。
从近代社会思想史研究出发，结合经济思想史

研究，以薛福成《筹洋刍议》为核心史料，我们试图

梳理出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成因、基本内涵、演

变脉络，进而对其略作评判，力图弥补学界有关薛

福成矿屯思想研究的不足。矿屯思想既是薛福成

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涵盖了他对晚清社会与经济

发展的综合思考，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族文化

自信与浓烈的家国情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

展与民生改善具有启示作用。

一、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生成

薛福成密切关注国内外矿业的发展局势，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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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鉴传统屯田的组织方式大力发展近代矿业，

以“光辅中兴之业”［1］5a，形成矿业生产之风气。其

矿屯思想的产生既是早期维新思想使然，亦是晚清

特殊国情和初步工业化的必然。
1．富国自强的客观需求

晚清中国灾荒连绵，政治腐化，社会动荡，财政

状况日趋恶化。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矿

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煤矿具有“火化之用”，五

金诸矿具有“转移之用，器械之用”［2］31a。薛福成认

为“矿政不修”是近代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英

国“所以甲于地球者，恃煤铁也”［3］539，所以他十分

强调、重视各色矿产的重要性。晚清中国尽管矿产

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科技人才、科学管理及市场

开拓等，振兴矿业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
特殊的富国强民的历史背景催发了薛福成矿

屯思想的产生。他追本溯源，认为矿政衰败起于明

代统治者“以矿税为厚敛之端”，“有司因之苛派百

姓”［2］31b，在此历史惯性的影响下，后世“遂相戒不

敢复议”。因此，薛福成倡导矿产乃“天地之美利，

国家之大利”［1］2b，呼吁消除前代矿业发展的种种弊

端，主张“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4］。但囿于晚

清窘迫的财政状况，凡洋务“须借资于外，以致得不

偿失”［3］826。他呼吁中国政府独立发展矿政，并以此

开通实业风气，继而收利于矿。他提出，开办矿务

除传统的官办与商办外，矿屯一法是发展矿业、趋

利避害的重要途径之一。
薛福成的矿屯思想发轫于对晚清社会变革的

思考，①他试图结合洋务运动提出的“富国强民”口

号，为晚清矿业复兴做出初步谋划，他的思想视域

不仅仅限于矿业，而是将其扩展至商务、军事与民

生等方面，从而将振兴矿业与强国富民的时代需求

相连结。
2．“考旧知新”的内在动力

在薛氏的学术思想中，他一贯倡导“穷旧而知

新”“新旧不可偏废”［3］698，他的矿屯思想亦主要根

植于中国传统屯政制度，可以说，“考旧知新”成为

薛福成矿屯思想生成的内在驱动力。

在“考旧”的意识下，薛氏详查了苏轼在徐州任

知府时的采矿之法。当时的徐州民风彪悍，强力鸷

忍，苏轼由此采取了多方举措，“籍其名于官，授以

刀槊，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2］33b 通过以

往的经验，苏轼认为兵民合一的方法，可以达致“奸

猾破胆而不敢谋”［5］的成效，薛氏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发展。虽然其所倡导的屯政与化民为兵不同，但

其本质仍然是将军事与生产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
在“考旧知新”方面，薛氏认为“中国之病固在

不能更新，犹在不能守旧”，更新是以旧为基础的

“渐进”，他以传统屯政思想为蓝本，发展了他的矿

屯思想。面对实业改革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他大力

呼吁:“宜变今以复古，宜变古以就今。”［2］47a 提出

“不忘旧然后能自新”的论断。总体看来，薛福成的

矿屯思想立足于新旧之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3．“裁厘兴屯”的思想嫁接

薛福成认为，厘金是基于时势而为之的权宜之

计，仅是“济变一时而已”，厘金作为地方筹集饷需

的方法若长期运行，必将“法久弊生”，薛福成在此

基础上提出“裁厘兴屯”的主张。［1］19a－21a

他认为可将屯政所需经费“暂借厘金一岁”，屯

政发展进入正轨后，则可以废除厘金。加入李鸿章

幕府后，他对厘金的态度旋即发生了改变，②但其早

期的屯政思想仍得到保留。薛福成认为屯田为裕

饷之术，“所以济转运之不足，而纾民力于无穷。”［6］

屯政可以作为一种开源节流的策略。伴随着洋务

运动对矿产的需求与日俱增，他大受草木与矿产同

为“天地之美利”的启发，看到了新疆豫军与畿辅淮

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2］32b的现实，如此的历

史场景之下，薛福成逐渐萌发了“去厘兴屯”而“以

矿为屯”的思想主张。
薛福成立足于晚清时局、厘金弊端、传统屯政

制度等现实背景，以“考旧知新”为思想原则，以“屯

政”“去厘兴屯””为设计模式，试图推动晚清矿业改

革。他提出的“去厘兴屯”主张乃为一种早期的维

新变革思想，既与其矿屯思想密切关联，又在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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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界对薛氏矿业思想的探讨多散见于对薛氏人口养民思想的研究中，如余德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解决晚清“人满为患”
吗? ———评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人口与经济，1983 年 第 5 期。

韩国学者申义植将薛福成厘金思想分为裁除厘金、保留厘金与免厘加税三个阶段。参见申义植《论薛福成关于厘金税的思想与对策》，

安徽史学，199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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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为其矿屯思想生成的内在动因。
二、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基本内涵

薛福成的矿屯思想乃针对晚清“腠理之疾”而

发，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

下，确实有“祛数弊而收诸利”的功效。清代前中

期，随着边陲驻军的增加，军队开办煤窑仍着眼于

“以济柴薪”的需求，希冀解决“煤价渐至昂贵”的经

济问题。至晚清时期，防营开矿则更重视护矿与边

防，如李金镛在漠河“以矿为屯……与黑龙江北岸

俄城隐然对抗”［7］。薛福成的矿屯思想以矿业为主

体，还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我们从利

权、节流、管理、开源与民生五个方面略作梳理。
1．“防为觊觎”的利权思想

道光年间，英美等西方诸国对中国矿产已有相

当的调查与了解，颇有觊觎之心。在鸦片战争后的

一段时期，西方诸国仅是试探性地请开矿厂，请购

矿产。道光三十年( 1850) ，英国公使请挖取台湾鸡

笼山煤矿，未被清廷允许，同年又有洋船环伺于台

湾海域，“欲求采购台湾鸡笼山煤炭，以备火轮船之

用。”［8］同治六年( 1867) ，美人德爱礼、花马太以天

津条约第九条为藉口，“准令美国民人前往内地各

处游历”［9］，借机在山东平度“雇佣百余人进行试

挖”，然而，清政府以“私开金矿实属有违和约”为

由，将其查处封禁。
在“利权外溢”局势下，晚清政府意识到列强在

域内开挖煤窑将导致“自然之利供彼贪婪”［10］34b，薛

福成更敏锐地察觉到“迩来觊觎者多，势难久闭”的

客观形势。晚清政府方面，官厂“购煤亦未闻缺乏，

只虑异族垂涎”［11］348，顾此失彼，错失发展良机; 西

方列强方面，洋人开采“用度照常，势必折亏”。薛

福成一语道破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煤事虽赔贴

若干，必偿于他处。”［11］348西方列强实乃以煤矿为突

破口，扩大对中国的资源掠夺。
薛氏洞察到洋人对华矿产的觊夺之心，为达到

“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1］24b的目

的，他 疾 呼: “与 其 彼 图 而 拒 之，不 若 我 自 创

之。”［11］348而矿屯则不“示弱于邻敌”，预防西人对我

国矿产资源的垂涎，更不失为收回利权的主动性策

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薛福成浓厚的爱国主义思

想与民族主义意识，可视其为晚清反对列强经济侵

略的代表人物。

2．“化冗为工”的节流思想

薛福成认为，冗兵是晚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清政府面对“闽粤残寇”“群捻”“苗回”的潜在

威胁，不得不扩张防营，但是每省防营“无事坐食”，

已然流为冗兵。面对内忧外困的政治局势，清政府

却不敢贸然尽裁之。薛福成痛惜地说道: “养兵之

费岁两千万，几耗天下岁入之半。”［1］13b国内外混乱

政局造成军费浩繁且愈演愈烈，以致演变为“病国

病民”。
针对冗兵问题，薛福成主张以战力较弱的各省

防营，“课以矿务，使之勤动于山谷之间。”［2］33a 如

此，既可维系庞大的国防力量，亦可消除勇丁“骚动

闾阎”的潜在祸根。薛氏曾言: “西人谓金银者，国

家之根本，而兵士之精血也。”［11］401他认为可以仿照

豫军、淮军经理屯田“以裨军食”的模式，提倡勇丁

开矿，将“无事坐食”且糜费巨饷的各省营兵，转为

矿工以减少军费的支出，“其所获即不能抵所支之

饷，如 或 仅 抵 十 之 五 六，亦 可 省 营 饷 之 半

也。”［2］32b－33a总之，以军队开矿以自给自足，舒缓清

政府愈发窘迫的财政压力，既可节省浩繁的兵费支

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棘手的冗兵问题。
3．“矿地监护”的管理思想

清政府“任民采取”的政策及地方宗族势力对

自然资源的把控，造成“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

纠党开矿”［2］31b的乱象。地方豪民“袭祖父余业，出

赀雇募开挖，世世相守”［10］14a，或“作奸犯科，抗拒官

吏”，甚至因私开矿坑而“相杀伤”，政府“严禁不能

止”［12］。法律缺失与管理不力，导致矿业资源开采

愈发混乱。
薛福成认为，国家委弃矿产的政策使“玩法者

欲起而攘之”，一旦开采矿井，往往“如蚁附膻，如蝇

逐臭，竞往淘取，获利颇厚”［13］，此种混乱的管理体

系导致矿业发展的失序。加之矿匪“往往聚众私

掘，啸聚剽掠”，或以盗抢为生，荼毒民间，矿业发展

由此逐渐走向停滞。面对“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

不得不封闭矿硐”［2］31b 的情况，针对“矿徒易聚难

散，小则争掠，大则啸聚”［14］的特点，薛氏主张分屯

各营而以兵慑之，如此，“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

占踞之望……民自难循于法之外也。”［2］33a 总之，薛

福成欲通过矿屯建立兵士护矿、采矿的运行模式，

旨在根除百年矿乱的弊端，培育良好的矿业生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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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亦是结合现实的考

量，通过对矿业生产的有效监护，达到保境安民之

目的。
4．自给自足的开源思想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各色矿业产品的需求与

日俱增，光绪元年( 1875) ，洋煤进口量达到 143279
吨，光绪十年( 1885) 则达到 263378 吨。① 薛福成痛

惜地说: “今 以 天 下 之 大，而 所 用 铜 铁 皆 仰 给 外

洋。”［2］32a这必然导致日后外国日富，中国日贫。
薛 福 成 认 为，“中 国 矿 产 之 饶，甲 于 地 球 诸

国。”［2］32a自给自足地发展矿业，可使“中国之出渐

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借以扭转中国矿业经济落

后于他国的颓势。他看到开办矿厂“工费为大宗”，

此时的清政府正值财政困乏之时，资本不足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薛氏切实提出推行矿屯，“只须购

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2］33a 从节省工

本入手开采矿山，逐步减少矿产进口，继而逐渐形

成自给自足的矿业生产模式。薛福成认为，若每省

皆能开办一二矿山，那么“船政、枪炮、制造各局所

需，无须购之外洋，可省无穷之费”［3］866。这既是开

源聚财的需要，亦是扭转仰洋人鼻息、争取晚清财

政独立的基本策略。
5．“予民于利”的民生思想

薛福成主张“天下要政莫先养民”［1］38a。晚清

人口 增 殖，户 口 蕃 衍，“实 中 国 数 千 年 来 所 未

有。”［3］611社会的人口承载能力趋于饱和。帝国主义

的掠夺亦加剧了中国传统产业的破产，导致“民生

日蹙，失业日多”［15］。传统营生已然无法满足人口

增殖所带来的就业需求，不少失业者“流为游手、为
佣丐、为会匪”［1］32a，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薛福成倡导以矿产滋养穷民，即以矿屯经营为

主导，百姓随之附收小利。矿产运输所需的人力与

淘炼所需的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2］33a“造

一炮台也，制一铁甲船也，动费千百万金，而金工、
木工、石工、开矿之工、熔炼之工无不获利矣。”［3］697

如此予矿利于民，“穷民有衣食之源，而祸乱于是乎

不生。”［1］3a薛氏认为开矿与垦田有着同样重要的地

位，他曾言若开一矿“仰食者不下数万人，或数千

人，果能养数万人，是不啻得十万亩良田也”［1］2b，如

此不失为“扩民生计之明证”。既解决了矿产的“运

送”“淘炼”等环节的劳动力问题，也减缓了因人口

增长而带来的谋生压力，矿业的近代转型发展，普

惠了大众。
三、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评判

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欲通

过矿屯达到自富自强之目的。在上述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我们拟对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共性、特

点、贡献与局限略作考察。
1．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共性与特殊性

矿屯思想并非薛氏一家独创，王之春、马建忠

等人提出“矿屯”说，陈澹然阐述了“矿军”思想，康

有为、谭嗣同提出“矿养军、军护矿”，李建德也主张

以军开矿，这些思想家们的矿业主张不乏共性。
其一，矿屯可以节省兵费，舒缓财政压力。王

之春提出“兵之口粮出于矿税，利于饷也”［16］23b，陈

澹然认为，“惟屯军矿军之法，可以严拱卫而无筹饷

之劳。”［17］1a－1b李建德认为，国家“略微补助，亦可省

十分 七 八”［18］，马 建 忠 强 调 矿 屯 可“节 养 兵 之

费”［19］19b，20 世纪初，国内亦出现“以所得之矿利为

兵饷，亦救急之一策”［20］的思想观点。
其二，防止西人觊觎中国矿产，反侵略意识觉

醒。陈 澹 然 认 为，“矿 军”可“杜 外 夷 觊 觎 之

萌”［21］12a。马建忠认为，通过仿古屯田之法试办矿

屯，可达到“杜强邻之窥伺”之目的。谭嗣同亦主张

“以兵法部勒矿夫，有事则处处皆兵”［22］。李建德

认为，如若在满蒙疆藏实行矿屯以防卫边疆，则“必

不复有今日之险象”［18］。
其三，“眼光向下”的民生思想。王之春认为，

发展 矿 屯“利 于 穷 民”“贫 民 受 惠，利 于 日 用

也”［16］23b。陈澹然主张以工代赈，认为“非假此以济

其穷，不足以消隐患”［21］12a。
其四，军工合一，舒缓兵匪祸乱。陈澹然认为，

“矿丁皆可为兵，何忧为乱。”［21］12a马建忠认为，矿徒

“以佐屯军，既杜祸萌，且资众力”［19］19a。李建德认

为，矿屯之法使各省军营有恒产，如此“兵心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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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 ( 清) 扬楷《光绪通商列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7 年，第 108－116 页。黄炎培、庞淞

《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 文海出版社，1982 年，第 34 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

料》第 1 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 年，第 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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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指出的是，虽然上述矿屯主张不乏对民生

的思考，然而薛福成却将国计与民生相连。他认

为，“穷民有衣食之源，而祸乱于是乎不生; 境内之

财，不流溢于海外，而国家于是乎不贫。”［1］3a相比之

下，更凸显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
2．薛氏矿屯思想的历史贡献

首先，薛氏是近代矿屯思想的集大成者。
虽然诸家在矿屯主张方面有相通之处，但薛福

成最早且最全面地阐述了矿屯思想，为后来学者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再者，薛福成的矿屯思想是

以矿业发展为内核，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

他结合晚清复杂的国情民情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矿

业改革主张。
薛氏主张将近代公司的组织形式融入到矿屯

经营之中。王恭寿在《中国创设海军议》①中提出

“矿屯与股分相表里”［23］的主张，认为开矿失败之

根源在于招股不善，需要“严追招股董事及委员”，

应“请熟练者为之经理”，继而再用营兵进行开采，

薛福成颇为赞同其“矿屯与公司股份法融而为一”
的主张，认为公司股份之法，“利害相共，故人无异

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1］38b 后来的晚清学者

虽然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如陈澹然将“矿军”比附于

公司，“以应给恩饷为本，以营官为公司总办，哨弁

为内外监理运售之人。”［17］5a 李建德倡导矿屯，“其

法殆与兵制同。”但是他们的矿屯思想仍未超脱兵

制之桎梏。相比之下，其他人的主张虽有公司组织

的萌芽，但仍根植于封建军队，带有相当浓厚的保

守色彩，而薛福成提倡的公司组成法则较为先进，

其矿屯思想已然走出了以传统兵制为基础的窠臼。
其次，薛氏矿屯思想折射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思

想与宝贵的变法精神。
薛福成认为，裁撤边营“益示弱于邻敌”［2］32b，

而矿屯则可“建威销萌”。在利权问题上，他疾呼开

发矿产，“岂非收回利权之要道耶?”［3］689 由此可见

薛福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后人提

出“古有制屯以防冲突，今立矿屯以防分裂”［20］的

主张，鉴于清末民初满蒙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李

建德亦声称，“边圄要地，非有重兵镇慑万不足以图

存。”［18］这些主张可谓是对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发展

与补充，薛氏在这方面的肇始之功不可忽视。
传统士人社会固有的保守性与封闭性，使变革

与发展受到严重束缚。薛福成批判理学，“曰泥古，

曰见小，曰责人，然非真理学也。”提出“稍变则弊去

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2］47b的主张，这为其早

期的维新变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薛氏倡导，

“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 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

今。”［2］47a这既是薛福成对儒家思想实用性的阐发，

给予早期维新活动以思想支撑，亦是对清流士人

“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1］69b的有力回

击。面对晚清错综复杂的内外局势，后人评议“薛

氏矿屯之议颇便推行，所举六利，亦皆切实有据，故

后之论者多采其说”［24］。总之，薛氏矿屯思想具有

鲜明的变法精神，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多年积弊，带

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3．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局限及其原因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矿业发展缓慢、体制腐败

及列强巧取豪夺，使薛氏的矿屯思想缺乏推行的现

实土壤。
近代中国矿业滥觞于洋务运动，道咸时期，“至

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

不为遥制。”［25］矿权已然下移，但矿业发展仍然十分

艰难。
相对于传统开采模式，矿业生产逐渐发生了近

代性质的演变，然而近代矿业管理阶层的腐败导致

产业体系衰微，乃至“中国矿政之大厄”，如基隆煤

矿，“每个高级官员都可以派私人的‘代表’，在矿厂

任冗职。”［26］589国际方面，甲午战争后至 1912 年间，

“列强为攫取矿权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协定

及合同达 42 项之多。”［27］更有甚者，西方列强“除去

履行与中国政府或中国商民所订办矿合同中载明

的义务事项以外，对中国现行或将来颁行的公司和

民事诉讼的法规，可以完全置之不理”［28］，中国矿业

利权逐步丧失殆尽。最终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薛

福成的矿屯思想失去了进一步推行的契机。
其次，从历史发展潮流看，工人阶级的产生为

近代矿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却与矿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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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创设海军议》课题由薛福成所命，为上海格致书院夏季课题( 参见光绪 12 年 5 月 14 日申报) ，此篇为薛福成取录格致书院，参见

1887 年 1 月 16 日申报第 4943 号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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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背道而驰。
晚清政府面对财政危机，将部分压力转移于下

层人民，农民已然“悲惨万状”，加之帝国主义掠夺、
商业贷款资本盘剥与地主阶级压榨的多重压迫，破

产农民数量不断攀升，为近代工人阶层的发展提供

了有利契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近代雇佣工人约

有 91850—98060 人，［26］1201至 1919 年产业工人已达

200 余万人。［29］矿屯之法固然缓解了工业成本的经

济压力，但从长远来看，“( 近代) 矿业开发需要大量

资本，并能将手工业者改造成工人。”［30］然而，新式

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带有传统色彩的矿屯经营，在本

质上是相反相悖的，何况矿屯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

政局安定与封建统治，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仍为

封建主义所束缚。
此外，薛福成倡导的矿屯主要实行于人烟稀少

但资源丰裕的边陲地区，开矿士兵“远役遐荒”，生

活艰苦备尝。如塔尔巴哈台煤窑矿兵，“不敷工作”
甚至病故。漠河金矿的护矿兵，“每因不服水土疾

病逃亡。”［31］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未能提出相应的保

障措施，故而其矿屯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
结语与思考

薛福成从国计民生出发，提出了带有近代性质

的矿屯思想，并涉及军事、商务与民生等方面，基本

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思想体系。其矿屯思想虽

然带有浓厚的守旧色彩，却是早期维新派突破数百

年理学藩篱的一种表现，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色

彩与革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化的自觉，

对当今社会经济不乏启示作用。
首先，薛福成矿屯思想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
薛福成矿屯思想产生于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

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其思想发展的源动力。薛福成

认为，“中国之民大抵皆神明之胄，最为贵种。”［3］686

“考旧知新”、以旧为新无疑可以在民族精神低落之

时，重振文化自信。有学者指出，这种深层次的爱

国情怀和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

历千年而弥新的中国传统学术。①

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民族危

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薛福成在传统思想基础上形

成了自己的变革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近代学

人对晚清社会的思考，其强国富民的矿屯思想无疑

立足于爱国主义情怀之上，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是一脉相传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

高度统一。”［32］在新时代，我们应奉爱国主义思想为

圭臬，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此乃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之魂。
其次，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器，在特殊的历

史时期，通过军队加速工业化进程，无疑具有进步

意义。
1966 年，在国家工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与三线建

设背 景 下，一 支“劳 武 结 合、能 工 能 战、以 工 为

主”［33］的煤炭工程部队应运而生，这支部队的成立

旨在改善煤炭工业布局，加快煤炭工业建设，在某

种程度上与薛氏的矿屯思想不谋而合，在其成立至

撤销的 17 年间，已然成为一支建设新中国工业体系

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三，为贫民提供就业，舒缓晚清人口增殖带

来的社会矛盾，今日来看仍不乏借鉴意义。
薛福成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矿屯”与富国利

民相得益彰，希望通过振兴矿业来救济贫民，广开

就业之路，缓解因“户口蕃衍”而造成的社会矛盾。
尽管新时代已然与晚清时期迥然不同，但其“养民”
“厚民”的民生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就业需求仍是一大社会问题。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中国有 9 亿劳动力，没有就业

那就只是 9 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 9 亿双可

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34］我们理应借鉴薛氏的矿

屯思想，“联民情，定规制”，挖掘当地的资源优势，

扩大后发展地区人民的“谋食之资”，带动乡村社区

发展，将剩余人口转移至新兴产业，最终通过“殖

财”与“养民”的双重路径，更好地实现新时代国家

强盛与人民富裕的双赢局面。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作为晚清思想家，薛福成

对守旧派封矿停产的主张进行了有力地反击，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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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郑师渠《思潮与学派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71 页。我们认为，若从广义层面看，洋务运动时

期，文化民族主义已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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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陈规教条，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主张“考

旧知新”，力图借鉴西方公司组成法对中国矿业进

行改革，虽然其矿屯思想还有瑕玷之处，但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晚清学人初步的文化自信，透视出早

期维新派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思，对当今社会主义中

国更好地树立起文化自信不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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