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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在扬州的江湖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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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生意道

这期江苏文脉聊聊魏源。
魏源七岁读经学史，九岁应童子

试一鸣惊人，应该是个“高冷学霸”吧？
还有，他又是写《海国图志》，又是提

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还要搞量天尺、千
里镜、龙尾车……怕不是个“理工大神”？

魏源在佛学上也有造诣，特别是弃官归
隐后，潜心佛学，法名承贯，透脱出济世关怀。
这样一看，他大概还是寡欲清心的“禁欲系”。

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但也可能都不准确。
魏源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止一面。在文脉君眼里，
他更像一个“江湖人”，生逢乱世，浮浮沉沉。不论
出世，还是入世，不缺席的是经邦济世、彻悟心源的
追求。这是他穷其一生证道的法门。

我们请来了知名文化学者、一级作家韦明铧，一起
聊聊“江湖人”魏源的一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庄剑翔 王子扬 通讯员 王成
特别感谢知名文化学者、一级作家韦明铧

对本文的帮助

扬州，江湖
所谓行走江湖，从来不是白衣如雪，来

去如风。
魏源深知，行走江湖需要钱。他有自己

的生意道，这也是为什么一介书生的他，有
财力在扬州古城购置宅第的原因。

他的朋友陈世鎔在《与魏默深书》中透
露了这个秘密：

“自丙申（1836）金陵作别，岁星一周。
中间接足下书一，萧梅生书一，刘子玉书
一。梅生言，足下盐利大获，在扬州买宅，
居然与富商等。”

言语之间不无调侃，但基本也是实情。
魏源购置絜园的资本，来自他经营票盐获得
的巨大利润。

魏源是读书人，也是思想家和经济家。
早年间走南闯北，社会经验丰富，路子很

“野”。
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本想参加抗英

活动的他，报国无门，转而关注经济民生，
琢磨出了很多独树一帜的生意经、买卖道。

因为有经济头脑，经营票盐自然大获成
功。

顾云《邵阳魏先生传》云：“又出其余力
治生，累资巨万。”所谓“治生”即经营票盐。

他把家园安置在扬州引市街附近，应该
也与此有关。

魏源之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
说：“（道光）十五年，以陈太恭人春秋高，思
所以尽其欢，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栽花，
养鱼饲鹤，名曰絜园。”

可见，魏源豪掷千金买房，一方面是想
终结自己的漂泊生涯，一方面是孝敬母亲的
生日礼物。

既落江湖内，便是薄命人。从二十岁离开
湖南老家起，魏源的前半生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二十一岁随父入都，二十四岁回到湖南，
两年后进京考中副贡生。二十七岁回邵阳，随
父任上，次年进京又中副贡生。

奔走于南北之间，三十三岁，他再次入都
应会试，无奈不第。三十六岁又赴京参加会
试，依旧名落孙山……

其间，为了谋生，魏源入江苏布政使贺长
龄、江苏巡抚陶澍等人幕中，于是常住扬州。

其实，此前他参加科举，经常经行扬州，对
这里并不陌生。

扬州对于这样一位漂泊天涯的他乡之客，
有别样的意义。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江河湖
泊，地灵人杰。

从开邗沟筑邗城以来，这片土地从未缺少
过远见与卓识、情怀与担当。这恰和魏源的意
气相合。

如他在为梁章钜《雁荡诗话》所作的序中
说：“奇山秀水需有人灵相参，方能使山水有灵
淑之气。”

在科场上折腾了太多年，他累了，想在这
里栖身。

1835年，魏源出钱在扬州购置家园，作为
自己后半生读书思考、安身立命之地。这里便
是有名的絜（jié）园。

园中原有古微堂、秋实轩、古藤书屋等胜
迹，亭台楼阁名盛一时。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
名著《海国图志》，也在这里写成。

直至今天，这里依然是网红打卡点，往来
游客不绝如缕。前段时间，扬州大学还专门把
这条小巷，手绘进了“扬州慢——扬州小巷交
互小程序”。

为了引出巷子的典故，团队还特别选用了
《扬州画舫录》的作者李斗作为“讲解人”，相当
有排面。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想要在江湖上
吃得开，朋友肯定是少不了的。看看魏源在
扬州的朋友圈：

倡导经世致用的阮元，引导放眼世界的
林则徐，致力兴利除弊的陶澍，探寻经世之
学的包世臣，呼吁社会变革的龚自珍……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里面，最德高望重的是阮元。作为封

疆大吏的阮元，比魏源年长三十岁。
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计划汇编

清朝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请魏源入幕负责
主编。

魏源的工作得到了阮元的支持，阮元慨
然将自己的文章交给魏源这个后辈。魏源
用将近两年的时间，编成一百二十卷的皇皇
巨著。

林则徐也与扬州关系密切，在江苏先后
担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魏源之父
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

1841年，林则徐流放北上，途经镇江，
魏源闻讯到江口与林则徐会晤。林则徐嘱
托他编出一部让国人了解世界的知识大全。

魏源不负所托，他在《江口晤林少穆制
府》诗中写道：“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

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
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qūn）。”

魏源和龚自珍早年相交，一同北上会
试，一同誉满京华，一同因为文章触及时讳
而落第，时称“龚魏”。

后来龚自珍经过扬州，就寓居在絜园。
龚自珍所住的秋实轩，有几株古桐，相传是
唐人所种，两位好友常在树下吟诗。

1841年，龚自珍患急病不治而死，魏源
闻讯大悲，写下挽联：“天下谓奇人，骂座每
闻惊世论；文坛摧异帜，剪窗犹忆切磋时。”

江湖人士的朋友圈

写在最后

文脉君说魏源是“江湖人”，不仅
仅因为他早年漂泊的经历，也不光因
为他的路子“野”、人脉广，社会经验丰
富。

还有一点，他的勇气和担当。聊
两件事。

1849年，兴化，天降暴雨，水位猛
涨，河道总督准备开坝泄洪。

此时，里下河高邮、宝应、兴化、东
台等七县的水稻将熟，一旦开坝泄洪，
必然颗粒无收。

作为兴化知县的魏源，亲自奔走
两江总督衙门，击鼓保坝。

他还在风雨中跋涉，坐镇第一线，
指挥村民救灾。百姓为表感谢，送来
书写了“淮扬保障”四个大字的匾额，
悬挂在县署正中。

据《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记
载，后来里下河七县丰收，人们称其稻
为“魏公稻”，称河堤为“魏公堤”。

第二件，相传，高邮已有几年科第
断绝，但魏源上任后修学宫，扩书院，
使书香遍布运河两岸。

这一年乡试榜出，文武诸生中榜
数量直线上升。在高邮的文游台上，
至今还有魏源的一副楹联：先天下忧，
后天下乐，处江淮而怀堂庙；与古人
稽，同今人居，若丘垤之仰泰山。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大概是
对于一个“江湖人”最高的礼赞。

和文脉君聊起魏源，韦明铧先生
感慨，魏源本是“神童”，后为“学霸”，
既钟情于“文科”，又擅长于“理科”。
不料社会没有给他施展天才的机会，
他的晚年尽管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却
终于“躺平”，乃至成为“佛系”（编者
注：壮志雄心难以施展，魏源在经历了
罢官、复职后，无意于官场，辞官归隐，
潜心佛学），这是令人无限感喟的！

手绘絜园图
来自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扬州慢——扬州小巷交互小程序”团队

《江苏文库·史料编》之《盋山志》中也有关于魏源生平的记述

《江苏文库·研究编》之
《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

魏源所著《海国图志》

絜园（图为原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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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故居（絜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