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世危言》的成书
、

增订及版本

武 曦

郑观应及其著作 《盛世危言 》 (下简称 《 危言 》 )
,

近些年来

述者甚众
,

各抒己见
,

各持一说
。

有论郑观应之思想
,

有论郑观应

之生平活动 ; 论 《 危言 》者
,

有立论于政治
,

有立论于经济
。

但

综观诸家篇章
,

论及 《 危言 》 创作和版本的却不多
。

即有论者
,

亦少详考
。

其实
,

弄清 《危言 》 的创作和版本
,

是深人研究郑观

应的重要环节
。

《 危盲 》 的杜会影晌

在中国近代社会
,

《危言 》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论著
。

作者郑

观应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陆续撰稿
,

至二十世纪初八卷本 ( 庚子

本 ) 始刊行
,

共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
。

二十六年 (一八七四年—
一九0 0 年 )

,

作者备尝艰辛
,

屡遭跪顿
,

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洋

务和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兴办 ; 并在各项政治
、

经济活动中
,

不

断地深入实际
,

考察社会
。

因此
,

这部
“ 无补时艰

,

徒深债惋
”

的 《 危言 》
, ①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

、

经济概况和

郑观应的活动与思想
,

同时还深刻地揭露
、

批判了列强的侵略活

动与清政府的腐败
。

它和同时期的一些洋务派
、

改良主义者的著

作相比
,

有着论述全面
、

感性知识丰富的特点
。

客观上存有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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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鼓吹变法的积极作用
。

《危言 》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辑成初稿的
。

其初稿辑成不

久
,

很快地就被统治集团所重视
。

一八八四年兵部尚书彭玉磨首

先为其作序
。

序文赞扬该书不是崇尚皮毛
、

购船买炮 的 一派 空

话
,

而是洞察利弊的
“
时务切要之言

” 。

将其付之实施
,

能使
“
国

家兵强
,

四夷宾服
” 。

② 嗣后
,

一八九四年五卷本 ( 甲 午本 )

刊行
,

它的影响由小及大
,

迅速向四围扩散
,

且越 来 越 大
。

至

一八九五年四月
,

经江苏按察使邓华熙删正进呈
,

次月光绪载据

批伤
“
总署刷印二千部

,

分散臣工阅看
”
以后

, ③更 是 洛 阳纸

贵
, “

求书者络绎不绝
” , ④掀起一股

“
大地遍风行

,

流传同 《抗

议 》 ” 的阅读热潮
。

⑥如盛宣怀披览之余
,

感慨不止云
: “

我国

家能痛定思痛
,

发奋有为
,

目前割地偿费
,

再吃巨亏
,

犹可以为

善国
。

如再游移敷衍
,

不能用人
,

恐各国从此生心
,

偏安之局
,

吾辈眼中尚及此情形也
。 ”

并要郑观应再寄二十部
,

让
“
都中大

老以醒耳目
” 。

⑥同样
,

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盛行
,

戊戌变

法运动前夕
, 《 危言 》又得到维新派的推重与赏识

。

如陈炽的序

文
,

赞誉此书是
“

维新之治之大一统的端倪
” ,

并称有了 《 危言 》 ,

他那
“
卒卒未果

”
的 《 庸书 》可以不必再作

。

又如康有为
、

梁启

超得到郑观应寄赠的 《危言 》 以后
,

都很认真的细加研读
。

一八

九六年
,

梁启超
、

汪康年在上海办 《时务报 》 期间
,

梁启超不但

将 (( 危言 》 列进 《西学书目表 》 内
,

选人变法必读书刊之一
。 ①

并且还采纳郑观应的意见
,

撷取 《 危言 》主要内容
,

刊载 《时务

报 》 上
,

以期当道触目惊心
。

盛宜怀视 《 危言 》 为清凉剂
,

要使
“
都中大老以醒耳目

” ;

康
、

梁视 《 危言 》 为管钥
,

要启维新改良的大门
。

是以 《 危言 》

便不胫而走
,

畅销书市
。

《危言 》十四卷本 ( 乙未本 ) 刊行以后
,

郑观应自己估计各处翻印的 《危言 》 “ 巳销一万五千部
” , 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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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他自己刊印的五百部和总署刷印的二千部
。

在资产阶级
“
百

日维新
”
期间

,

《 危言 》充斥书坊
,

比比可见
。

有的商贾图牟厚

利
,

把 《 危言 》 缩印成小本
、

石印本
。

还有的书商将郑观应的早

期著作 《 易言 》
,

充作 《 危言 》的续编
、

二编等抛售书市
,

致使

真伪杂陈
,

以讹传讹
。

为此
,

上海道台蔡钧应郑观应所请
,

专门

颁示
“
抵准翻印大版

,

不准石印缩本
”
的告谕

。

( 详 见 本 文 附

录 ) 事隔数年
, 《 危言 》再次增订刊行时

,

书商欲演故伎
,

郑观

应再一次函请上海道台袁树勋出谕禁止
,

书商才始有收敛
。

但是
,

这部能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 《 危言 》
,

通过几次畅销
,

它的影响

益加广远
。

原先其只限于社会的上中层
,

后来
“

场中考试常出该书

所叙时务为题目
” , “

成为应考的举子和想通晓时务或洋务的人
,

不可少的参考书
” ,

遍及到社会上许许多多的应试考生
,

甚至如

孙中口
_

!这样的青年爱国志士
。

⑨

《 危盲 》的成书
、

正订

《 危言 》 几经增订和书商的翻印
,

给 《危言 》 的成书
、

刊印

的研究
,

留 下了不少的困难
,

从而引起研究者的聚讼
。

有同志认

为 《危言 》五卷本辑于一八九二年初 ,
刊于一八九三年

,

其后数

年续作
,

至晚是一八九五年始编有稿本 , 又有的 同 志 认 为 《危

言 》成书于一八八四年
,

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

原因是书中大多

数的内容是一 /、 / 、四年以后的事
,

至于刊行时间
,

则认为至早是

在一八九三年秋冬之间
。

笔者认为两说均有一定的理由
。

“ 《 易言 》改 《 危言 》
,

冀以开民智
” 。 L将 《危言 》看做

《 易言 》的续集
,

或增补
,

是众所不疑的
。

这正如 作 者 自己所

说
:

将 ( 《 易言 》 ) 原稿三十六篇
,

删并为二十篇
,

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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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曰 《 易言 》
,

改
“
把忧生

”
为

“

慕雍山人
” ,

意期 再见雍

燕之世
。

迄今十有九年
,

时势又变
, ·
” … 自顾年老 才庸

,

扭知易理
,

亦息拟 独善潜修
,

帕光养晦
。

足检 旧 筐
,

将

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
,

请家玉杆京师
、

陈次亮部郎
、

吴

瀚涛大令
、

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
,

付诸 手 民
,

定 名 曰

《 盛世危言 》
。

0

据此
,

我们将 《危言 》 的编就
,

大体上划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作者撰稿五十五篇
,

辑成 《危言 》的未定稿 ; 第二阶段
,

作者和

郑藻如等继续充实
、

修改与正订 《 危言 》未定稿为付印定稿
。

第一阶段
,

据彭玉息甲申年 ( 一八八四年 ) 的 《危言 》序
、

《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 》 中陈旭 (印波 ) 的和诗夹注
、

龙佐才

所作
“
谙授荣禄大夫陶斋方伯夫子大人七十大庆祝辞

” 的记述
,

是从 《 易言 》二十篇刊印的同治十三年 ( 一八七四年 ) 开始
,

至

光绪甲申年止
。

这十年内的局势变化不定
,

内则每况愈下
,

外则

强邻日逼
,

清政权岌岌可危
。

郑观应深受国家危亡的威胁
,

而随

手扎记有关安危大计和安内攘外之道的五十五篇
,

将 其 编 辑 成

书
,

完成 《 危言 》 的未定稿
。

兹将陈旭的和诗夹注与龙佐才的寿

辞摘引如下
:

《 盛世危言 》 一卷成
,

勋名干济喜重论
。

( 夹注 : 大著有 《 盛世危言 》 一书
,

洋洋数万 言
,
洞 明

中外时 势
,

久为士林所许可
。

)

浓堆佳制诚堪诵
,

事烛机先志不 昏
。

( 央注 : 大著成于光绪十年
,

预知 有去 岁播迁之 变
。

)

— 《 待鹤山人六扶寿诗唱和集
.

陈旭和诗 》 ⑦

·
一佐才念年前获读吾师 陶斋先生 《盛世危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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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深叹吾师识高量远
,

言之有物
,

非时流寻常摘 句可

望肩背
。

—
龙佐才

: 《 语投 荣禄 大夫陶斋方伯夫子大人 七

十大庆祝辞 》 ⑧

陈旭和诗作于一九 O 一年
。

夹注
“

大著成于光绪十年
” ,

说明光绪十

年
,

即一八八四年 《 危言 》 确已编成未定稿
,

并命名为 (( 危言 》
。

又
,

龙佐才寿辞作于农历辛亥六月十七 日 ( 公元一九一一年七月

十二日 ) ,
辞称

“
念年前获读吾师陶斋先生 《盛世危言 》 一书

” ,

证明早在二十年以前
,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

郑观应的 《危

言 》未定稿
,

已在朋僚中传阅
。

彭
、

陈
、

龙均是郑观应同时期的

人
,

尤其是彭玉鹰
,

不仅是郑观应的好友
,

而且还是郑观应的上

司
,

.

关系十分密切
。

一八八四年是他委派郑观应总办 湘 军 营 务

处
,

接着又派他去侦察军 情
。

他 们 三 人 的 序 言
、

和诗
、

寿辞

所涉及到的 《 危言 》 情况
,

是比 较 真 实 可 信 的
。

但 是
,

症 结

的所在
,

确如有些同志所怀疑的
,

在 《 危 言 》 里记 有 不 少 一

八八四年以后的内容
。

我们认为
,

之所 以会 如 此
,

是 有 两 个

因素所致
:
一是作者在一八八四年以后

,

持 续 地 充 实
、

修 改

《危宵》未定稿 , 一是正订者除文字润色外
,

还
“

参以鄙见
” 。

而后

者颇为突出
。

就 《危言 》五卷本而言
,

共 著 目 七 十 四 篇
,

正

文五十七篇
,

附录十七篇
,

附录几乎占全书的五分之一
。

而附录

的内容为数不少是正订者或其他人
,

在一八八四年以后所发表的

文章
。

为此
,

经过多人正订
、

集社会思想之大成的 《危言 》
,

尽

管有一八八四年以后的内容
,

但不能以此否定该书在一八八四年

以前已经编就的史实
。

第二阶段
,

由一八八五年开始
,

止于一八九 四 年 三 月 《 危

言 》 甲午本付印
。

其间经过郑藻如
、

陈炽
、

吴广徐
、

杨毓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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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订
、

校雄和郑观应的充实
、

修改
,

而在正订诸人中当以郑藻

如为先
。

陶斋于余谊 同宗
,

生同里闰
。

幼读书
,

知 大义
,

恒

以 帖括为耻
,

乃弃去
,

学陶朱术
。

比 同客淞滨
,

听 夕过

从
,

结为道义 交
,

约 以 有过相规
,

有善相辅
,

沈渔诚相得

也
。

陶斋乃 出其枕秘数册
,

就正于余
。 ·

“ … 余时适奉调

权津关榷政
,

旋被 出使美
、

日
、

秘三 国 之 命
。

草 草 劳

人
,

久无 以报
。

既瓜代移疾归
,

养琦田 间
,

人事稍暇
,

乃出其书悉心正仃
。

间亦参以邵 见
,

肉斋颇折衷相许
。
@

郑藻如
,

字玉轩
,

又字志翔
,

广东香山人
。

他千光绪四年 ( 一八

七八年 )
,

经李鸿章荐简津海关道 , ⑥光绪七年 (一 /、 /又一年 )
,

出使美国 ; 光绪十年 ( 一八八四年 ) 出使秘鲁
,

期满留任半年后

赴美国返华
。

在由秘鲁至美国的途中忽染手疾
,

留美医疗
,

并驻

美处理华工被殴事件
,

事毕回国
。 ⑧按郑藻如光绪七年出使美国

起
,

历任日斯巴尼亚 ( 西班牙美洲属地 )
、

秘鲁等国使节
,

至光

绪十一年 ( 一八八五年 ) 返华
,

据此可以推测
:

( 1) 郑藻如 与 郑

砚应
“
同客淞滨

” ,

当在其任上海制造局会办的一八七八年
,

去

夭津海关道之前
。

郑观应出示的
“
枕秘数册

妙 ,

不是已刊的 《 易

言 》
,

而是 《 危言 》未定稿
。

进而证明
,

早在一 / 、 /狡四年以前
,

郑观应已将五十五篇装订成册
。

( 2) 郑藻如 正 订 《 危 言 》未 定

稿
,

至早是在其返华退职的一八八五年以后
,

是最早的正订者
。

一八九二年
,

他作的 《危言 》序
,

很可能是 《 危言 》即将定稿时

补作的
。

( 3 ) 郑藻如正订 《 危言 》 来定稿所参的 “
鄙见

” ,

与邓

观应的见解
、

主张
,

可能有不合之处
,

最后以凋和拆衷的方法 加

以解决
。

@

至于参加正订的其他三人
,

看他们的《危言》序
、

暖差不多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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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藻如晚
。

吴广濡随郑藻如出使美日秘三国
,

回国后不久进招商

局任局委
,

他与杨敏挥共事 《危言 》 的校仇
。

他的 《 危言 》 跋
,

完成于一八九二年冬
。

杨毓挥的跋
,

完成于一八 九 三 年 春
。

另

外
,

陈炽所作的序
,

完成于一八九三年八九月间
。

如果按照三者

的序
、

跋时间
,

第二阶段应以陈炽作序的时间
,

即一八九三年八

九月间为下限
。

但考虑到
:
一

、

《危言 》 五卷本 “
电报

”
篇的记

载
:

囊奉神机营扎委在沪米办军械及侦察中外军情
,

时

苦电线未通
。 ”
一今时甫十年

,

而 电报 已通行天下
。

郑观应光绪九年 ( 公元一 / 、 /又三年 ) 十月九日
,

奉醇贤亲王委驻

上海
,

采办神机营应用军械兼侦察军情
。
⑥ 引文

“
今时甫十年

” ,

正

说明 《 危言 》未定稿 ,
在一八九三年还没有最后定稿

,

正订仍未

完毕
。

但不知引文是该年何月何日所加
。

二
、

与其在难于断定引

文何时所加
,

和一八九三年九月
“
陈序

”
完成后

,

至翌年付梓以

前之间
,

郑观应是否还在充实
、

修改的情况下
,

不如将未定稿正

订的结束
,

划在 《 危言 》五卷本付印的一八九四年三 月 较 为 妥

当
。

概括上述
,

一八八四年 《 危言 》确已装订成册
,

辑成未定稿
。

一八八五年后经过郑
、

陈
、

吴
、

杨四人的正订和郑观应的充实
、

修改
,

五卷本即于一八九四年三月正式定稿
、

刊行
。

《危言 》 五卷本刊印
,

是郑观应生活中的大事
,

他特意写了一

首
“ 《 盛世危言 》付梓有感 ”

的七律
。 L诗中以 班 超

、

贾 谊 自

诩
,

表达他怀才不遇的怨望
,
并希望 《危言 》能得到统治者的重

视和采择
。

清夜处香甲上苍
, 《 危言 》 十万播遐荒

。

平戎 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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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生志
,

上 策还同贾谊狂
。

内悉外忧萦络峪
,

天时人亨

感茫茫
。

中书扮饰今应 变
,

请诵绸缪未雨章
。

《危官 》 的初次 .J 订

甲午本 《 危言 》刊行不久
,

郑观应就对其 重加 增订
。

《 危

言 》的初次增订
,

大约始于一八九四年下半年
,

止于一八九五年

九月乙未本付印
。

这一年内
,

北洋水师毁于大东沟
,

陆军溃于朝

鲜 , 邓世昌殉国
,

左宝贵阵亡
。

清政府的败绩又一次刺激了郑观

应
。

他焦虑国家的衰败
,

级而不振 , 愤恨
“
楼奴

” “
失驯

” ,

蚕

食中华 , ⑧惶恐
“
北洋水师威海炮台均为楼有

” , “
其意不破北

京
,

不饱所欲
” ; ③担优李鸿章在 日被刺

, “
枪弹尚未取出

,

眼下

已觉浮肿
” ,

谈判中断
,

由李经方代理斡旋
, “

藉各国帮忙
”
的

转机落空
。

公凡此种种
,

均坚定和促使郑观应革旧鼎新的信念与

《危言 》的增订
。

但是
,

由于他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桂格
,

在其

思想和增订的 《 危言 》里
,

一些立场和见解
,

主张和要求
,

往往

呈现出摇摆和不彻底性
。

郑观应将五卷本增订为十四卷本
,

基本上做了两件工作
。

一

件是内容的充实与提炼
,

将甲午本 《危言 》 中的 “
未言者

” ,

在

乙未本里得以
“
尽言

” 。 “
未言者

”
有 两种

。

一 种 如 华 工 向

题
,

原在 《救时揭要 》 中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
,

@ 后来郑观应

将其压缩
,

收进 《 易言 》
,

取名
“
招工

” 。

迫
·

编 《危 言 》 甲午

本
,

再将
“
招工

”
篇略加修改

,

并同吴广播的 《查视 秘 鲁 华 工

记 》
,

改篇名为
“
贩奴

” 。

诸如此类以前没有说透的部分
,

作者

不是全部删削
,

而是修改
、

补充加以保留
。

另一种
“
未言者

” ,

如
“
江防

” , “
炮台

”
等篇

,

则是作者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增补的
。

其重心是甲午失利后
,

对军事防务的设想
,

也是 《危言 》 增订重

加着益的部分
。

增订工作的另一件事
,

是分门别类
,

作编排上的

1 7 2



调整
。

将甲午本原来编次
,

重新提纲掣领 分 成
“
富 国

” 、 “
开

源
” 、 “

强兵
” 、 “

节流
” 四个大类

。

原
“
道器

” 、 “
学校

” 、

` 考试
” 、 “

吏治
”
等 篇

,

列 人 乙 未 本 的
“
富 国

”
类 , 扩 大

“
商战

” 、 “
商船

” 、 “
商务

”
等篇幅内容

,

归人
“
富国

”
类内 ,

为了明确和突出对敌的防御
,

改篇名
“
防海

” 、 “
防边

”
为

“
海

防
” 、 “

边防
” ,

并增加
“
练将

” 、 “
练兵

” ( 下 )
、 “ 民团

”

(下 )
、 “

江防
” 、 “

炮台
”
等篇

。

显然
,

郑观应的改动和增补
,

基本上环绕着甲午战争以后的局势
,

及其所总结出商战
、

兵战要

在中国并行不悖的必要性
。

《 危宫 》 的再次增订

《 危言 》的第二次增订
,

始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 (一八九七

年 )
。

这里以郑观应
“
汉 阳差次得护友书

,

赋此志感
”

五绝为证
。 ⑧

诗共四首
,

其中心是表叙作者力主实践
、

力戒空言的主张
,

及其

受到蜚凤谤雨打击后的感慨
。

兹录其一
,

其四
:

世变书增汀
,

忧深语 更烦
。

士夫宜实践
,

经世肚空言
。

英雄多患难
,

忠直必招谗
。

举世谁知 己
,

行歌泪满衫
。

“
汉阳差次得沪友书

” 。 “ 汉阳
”
即指汉阳铁厂

。

该厂原是

张之洞官办铁厂
,

因管理腐败
、

经营不善
,

连乍亏蚀
,

官格不敷而难

于维持
。

后来
,

张之洞只得把铁厂交给盛宜怀官督商办
。

盛宣怀

接办后
,

于一八九六年五月
,

将郑观应从 招 商 局 调 往 汉 阳铁

厂任总办
。

郑观应初到汉阳 铁厂
,

原 想 锐 意 整 顿 和 经 营
。

但到汉阳不久
,

他发现汉阳铁厂积重难 返
,

又 看 到 地 方 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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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卑肘和派系的逐鹿
,

便逐渐失去了信心
。

( 另有一种说法
,

郑

观应原来就不想离开招商局到汉阳铁厂
。

)
“

苏报事件
”
(详下文 )发

生以后
,

他积忿难泄
,

耿耿于怀
,

多次借口便血和 负 有 舞 弊恶

名
,

要回上海医治和静养
。

经与盛宜怀反复函商
,

于一八九七年

告病返护
,

自此抽身
,

不返黄鹤故地
。 “ 汉阳差 次

” ,

即 指 一

八九六年五月至一八九七年七月期间办汉阳铁厂事
。 “

沪友
” 不

详
,

疑是作者的文字密友
、

《危言 》 增订者吴广需
。

按诗
“
世变

书增订
”
句

,

郑观应友人的信中可能谈及 《危言 》增订之事
,

所

以郑也以 《 危言 》增订作为诗的发语
。

从诗的语气和沪友的身份

看
,

吴广需的可能性较大
。

另外
,

吴是
“
苏报事件

”
具体处理的

当事人之一
,

曾数次去 《 苏报 》 馆交涉
,

与郑观应的通信颇为频

繁
。

且态度又与郑相同
,

比较强硬
。

不同于盛宣怀等人持息事宁

人的态度
。

“
世变书增订

,

忧深语更烦
” 。

此乃郑观应干忽苍忽黄的环

境内
,

增订 《 危言 》的心情 自叙 :
他悬肘握管

,

祀忧阵阵
,

意绪

烦乱
,

无从落笔
。

至于他是否巳经预感到
,

一场政治变革的运动

势所必然
,

近在眉睫
,

这里就不下结论了
。

“
英雄多患难

,

忠直必招谗
” 。

这是郑观应历尽坎坷之途的

患怨
、

愤慈
。

所称
“
多患难

” ,

最好的注脚就是郑观应述志诗所

说的
a

七险九难
” :

如冒险侦察军事情报
;
因杨桂轩欠款 的牵连

,

在香港拘留半年 的 家 难
。

所 称
“
必招谗

” ,

无疑则指
“
苏报事

件
” .

“
苏报事件

” ,

发生在一八九
一

七年三 月
。

他因经办洋务与盛

宜怀的关系 日益密切
,

遂为
“
武进党

”
的要员

,

为
“
( 轮船招 )

商局内外作弊者
”
所嫉恶

。
⑥ 一八九七年三月

, “
颇有积蓄

,

党

羽极众
”
的张某联合报界记者在 《苏报 》 发难

,

以
“ 总办得人

”

为题
, “

揭露
”
郑观应在招商局营私舞弊

、

贪污中饱
。

( 其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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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刊载 ) 郑观应适在汉阳
,

闻知后十分恼怒
,

频频寄函盛宣怀

要离职回沪控告
。

并托经元善
、

盛宣怀与何启商量
,

按西律起诉
。

盛宜怀因铁厂不愿郑观应离去
,

便劝慰郑观应
: “

鄙愈
,

狂吠不

值计较
,

莫如包以大度
,

久之自然销声钳 口
。

公拟挺身理论
,

迁

矣
。

.

” ⑥意思是要郑观应听之任之
,

不 了了之
。

然而
,

郑观应却

不愿罢休
,
并迁怨盛宣怀

: “ 《苏报》如此狂妄
,

各友畏之如虎
,

今观应被谤之事皆诬
。

自问权操必 胜
,

既 然 休 戚 相 关
,

嫉 恶

如仇者
,

为地方官亦不一援
,

惟有自行 出面
,

为 世 人 除 此 恶

习
。 ” ⑧嗣后

,

唐茂枝
、

梁纶卿也同加劝慰
,

并由盛宣怀领衔
,

经元善
、

梁纶卿
、

卓子如
、

徐润
、

唐茂枝等人联合署名
,

在 《 苏

报 》 发表 “
不平6lJ 鸣

”
的驳文

。

又隔不久
,

即四月中旬 《苏报 》

馆的生驹悦
,

发表
“
复不平则鸣公启

” ,
作了一番掩饰

,

此案方

告结束
。 ⑧

“
苏报事件

” 发生
,

对于郑观应去留铁厂的关系很大
,

自此

他经常致函盛宣怀
,

要求辞去汉阳铁厂的总办职务
。 “

居易 ( 郑

观应隐名 )无他意
,

惟虑 《 苏报 》之计不行
,

或有别计蛊惑清听
。

与其负屈将来
,

不若洁身早退耳
。

如我公以居易愚翰可资驱策
,

拟

请升为会办
,

咨请北洋
,

扎伤半年在沪
,

半年在汉
,

与我公轮流

往来 ` ”或者
“
于今冬改派电报粤局差事

” 。 L至七月初
,

郑观应又

致函盛宣怀
,

讲他的病
“
勿利于是地

” , “
蒙神人梦示速离汉厂

,

静养百日
,

一

否则必生他病
。 ” L时隔二旬

,

七月二十四 日
,

郑观

应又藉口小老婆生疮
,

乘
“
江宽

”
轮返沪

。

⑧

根据上述
,

(( 危言 》 第二次增订之始
,

似在郑观应未离汉阳

铁厂以前
、 “

苏报事件
”
发生不久的一八九七年四五月问

。

或者

可以说
,

该乍的四五月前不久
,

郑观宣已经着手 嗒危言 》 的第二

次增汀
。

“ 交涉 ”
戈店与

“ 议院 ”
篇一样

,

甲午本
、

乙未本
、

皮 子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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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本子各不相同
。

甲午本正文一篇
,

附录
“

《 申报 》 中西交涉损益

论
”
一篇 , 乙未本保留甲午本正文

,

增添
“
交涉

” ( 下 )
,

删去
` 《 申报 》 中西交涉损益论 ” ,

改用
“
薛叔耘星便变法论

”
为附

录 , 庚子本保留乙未本
“
交涉

” ( 上
、

下 )
,

删去甲午本
、

乙未

本的附录
。

郑观应二次增订
,

最早的甲午本
“
交涉

”
篇正 文

,

除文字稍有改动外
,

均被乙未本
、

庚子本所保留
,
而 从 庚 子 本

的变动中
,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九 0 0 年初
,

第二次的增订还 在 进

行
。

乃近年 日人深悟其非
,

痛革积 习
,

更定刑幸
,

仿行 西

例
,

遂改由 日官审判
,

彼此均无枉纵
,

而郑交亦由此 日

亲
。

嗯
,

今 日亚细 亚洲 以 中国为最 大
,

堂堂大国顾扰不

如 日本焉
。

—
甲午本

乃近年 日人深悟其非
,

痛革积 习
,

更定刑章
,

仿行西

例
,

遂改由 日官审 ,.J
,

彼此均无枉纵
,
而邻交亦由此 日

亲
。

竟于光绪二十五年收回租界
。

嗯
,

亚细 亚洲以 中国

为最大
,

二十三行省不如 日本三岛
。

—
庚子本

看二种本子对照的结果
,

庚子本中的
“

光绪二十五年收回租界
” ,

是
甲午本中所役有的

。

再从这句过去完成式的陈述句的时态判断
,

显然是作者光绪二十五年以后所加
。

这正说明光绪二十六年
,

至
-

少是该年年初
,

郑观应还在充实《危言 》的内容
。

那么
,

《危言 》

第二次增订何时结束的呢? “
重刻 《 盛世危言 》增订新编后序 ”

的作者黄瑞勋所署日期可定大略
。

黄序完成于
“
光绪二十六年申

秋 ” ,

即一九 0 0 年九月
。

又
,

庚子本是该年内 付 印
,

据 此 推

测
,

第二次增订的结束
,

当在一九 0 0 年九月中旬以后的三四个

月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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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非唯一的因索

郑观应增订 《 危言 》 的目的
,

在庚子本
“ 凡例

”
里开宗明义

地指出
,

是为了
“
变法自强

,

百废俱举
,
除积习

,

戒因循 ,黝浮文
,

崇实学
,
大改蒙蔽泄沓之风

。 ” 因此
,

增订的篇章几乎都是有的
,

放矢
。

诚然
,

郑观应某时的某主张
、

某见解有独到之处
,

在其思

想中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
。

但这是 否会直接影响到 《 危言 》 增订

的篇章安排 ? 具体地说
, “

议院
”
篇从乙未本第二十七篇移至庚

子本的第二篇
,

是不是与作者强烈要求设立议院的观念有关 ? 我

们认为有关系
,

但不是决定因素
。

假若以此作为决定因素的话
,

那么将乙未本第二十九篇
“
公举

” 、

第三十篇
“
公法

” 、

第八十

篇
“
交涉

” 、

第八十二篇
“
条约

” 、

第八十四篇
“
教养

”
分别列

人庚子本的第四篇
、

第七篇
、

第八篇
、

第十篇
、

第十一篇就无法

解释
。

为此
,

要探索郑观应移动篇章的原因
,

还需要多方面的考

虑
,

尤其是编书的体例
。

众所周知
,

《危言 》 甲午本的体例
,

郑

观应基本上沿袭 《救时揭要 》
、

《 易言 》 的体例
,

没 有 分 门 别

类
,

概以文章时序和卷序编次
。

编乙未本时
,

作者的编书体例有了

发展
,

做了初步的改进
。

开始分门别类
,

将所有篇章提纲攀领地

分成
“
富国

,, 、 “
开源

” 、 “
强兵

” 、 “
节流

” 四个大类
。

如前

文所叙
,

这样地分类是为了富国强兵的需要
。

至编庚子本
,

作者

要适应新的形势
,

对 《 危言 》 的编书体例重新作一番调整
,

把乙

未本的四类篇章做新的组合
,

按清朝官制六部顺序分成
“

礼政
” 、

“
吏政

” 、 “
户政

” 、 “
兵政

” 、 “
工政

” 、 “
刑政

”
冠以

“
通

论
”
为七个大类

。

而
“
通论

”
的主要内容是原来乙未本中的

“
开

源
”
类里的

“
议院

”
( 上

、

下 )
, “

公举
” 、 “

公法
” 、 “

日报
”

以

及
“
节流

”
类中的

“
交涉

”
( 上

、

下 )
、 “

条约
” 、 “

教养
”
等

`
归并而成

,

作为重点编在庚子本的首卷
。

郑观应之所以作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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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

既是考虑到要适应于变法的改制
,

又是考虑到篇章主题的

明确和分类更加科学
、

更加准确
。

所谓变法改制
,

当然不只是一件

设立议院的事
,

而是要涉及到许多方面
。

不过
,

不能否认郑观应

的议院观念
,

在其中期和后期的认识上存有差别
,

且后期较为强

烈些
。

但是
,

他中后期重视议院
,

切盼设立议院的心情
,

决非庚

子本篇章调整的唯 , 因素
。

《 危窗 》常见的几种版本

《 危言 》 的各种版本
,

有说八种
,

有说十种
,

也有说十五六

种
,

言人人殊
,

莫衷一是
。

近来我们搜访
、

查阅一些 《 危言 》
’

的

本子
,

发现各说不一的原因
,

主要是书商图利
、

以假乱真所致
。

比

较典型的是甲午本
、

乙未本刊行之后
,

书商将冯桂芬
、

李提摩太
、

徐建寅等人的著作 ( 译著 )
,

冒充为 《 危言 》 的续编
、

外编 ;还有

的书商将郑观应的 《 易言 》混同甲午本
、

冯桂芬等人的文章
,

充

作 《 危言 》的初编
、

二编
、

三编 , 再有的书商将乙未本 十 四 卷

改头换而合成九卷
,

称为 《 增订正续 <盛世危言 > 》
。

郑观应以二

十六年的时间著成 《 危言 》 ,

经过两次增订
,

又因其影响大
,

瀚

印多
,

出现版本繁乱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

况且这些真伪杂陈的

本子
,

对于郑观应思想的宣传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
,

毕竞还有

点滴的作用
。

倘不拘泥于版本仍可使用和参考
。

但作 为 郑 观 应

《危言 》版本的研究
,

它们的价值就不如郑观应手定的甲午本
、

乙未本
、

庚子本以及呈廷本
、

总署刷印本
。

因为商人 的粗 制 滥

造
,

错误根多
,

以讹传讹
,

乃至失真
。

尤其是石印本
、

缩本中的

序践
,

东拉西扯
、

花样不少
,

容易使人混乱
,

误当作完善
、

上好

的版本
。

为了便于研究者的应用和参考
,

我们把通常所见的几种 《 危

言 》本子
,

列表介绍于下
,

并请同志们指正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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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郑观应致上海袁道台
.

〔海观 〕仁兄大人阁下
:

辰维草社延厘
,

履福笃枯
,

如颂如

慰
。

弟前拙著 《 盛世危言 》 一书
,

鬓为书坊翻刻小本或铅版或石

印
,
皆欲省费致有割裂

、

错漏等弊
。

前于光绪二十四年七 月间函

请上海道台蔡 〔钧 〕观察出示 “ 只准翻印大版
,

不准石印缩本
,

并有创裂等弊
”
在案

。

无如 日久玩生
,

今闻有书坊复翻印小本
,

且将光绪元年前后所刻之拙著 《 易言 》改名重印
,

出鲁图利
,
误

人匪浅
。

故特函恳台端援案给与谕示
,

以杜射利
,

而误后学
。

备

纫公谊
,

专此
,

敬请台安
一

。

诸帷荃照不宣
。

此件摘录于郑观应来刊资料
,

原件系草稿
,

无 日期
,

据考证当在一九 O一年

初
。

注释

0 盛宣怀未刊资料 ( 藏上海图书馆 )
, “

郑观应致盛宣怀 函
”

一八九五年三月

② 《危言
·

彭序 》
,

甲午本

口 盛宜怀未刊资料
, `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一 J 、九五年六月十三日

④ 盛宣怀未刊资料
. “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一八九五年四月 二十四 日

⑥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 一八九八年刊印本 )
, “

述志 四十韵
, .

页六十

⑥ 盛宣怀未刊资料
. `

盛宣怀致郑观应函
’ ,

一八九五年四月八 日

① 汪镶卿先生师友手扎未刊稿
, `

郑观应致汪康年函
“ ,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五

日
。

《出版与研究》 第五十三期第三十七页

⑧ 汪稚卿先生师友手扎来刊稿
, ’

郑观应致汪康年函
. ,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

五日

⑨ 盛宣怀未刊资料
,

外文报章摘译稿
.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 日
。

《
,

出版与研究》

第五+ 三期 第三十七页

L 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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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危官
·

自序 》
,

甲午本

0 《 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 集》 上卷
,

页四
、

五
,

( 一九 O 三年刊印本 )

@ 郑观应未刊资料 ( 藏上海图书馆 )
,

龙佐才
: “

浩授荣禄大夫陶裔方伯夫子

大人七十大庆祝辞
’

O 《 危言
·

郑序 》
,

甲午本

@ 《 李文忠公 全书
·

奏稿》
,

卷三十二
,

页三 ,
卷三十三

,

页十九

. 《香山县志
·

列传》 ( 一九二四年刻印本 )
,

卷十一
,

页十九

助 《危官 》 刊印以 后
,

郑现应的朋僚对其中某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

而引起了

争论
。

如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答邱夙源举魔论 《盛世危言
·

公法 》
. ,

首句即
“

公法知难笔舌争
“ 。

。 吴 尹全
: 《罗浮待鹤山人节略》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 一八九八年刊印本 )
, `

《盛世危言 》 付梓有感 :

页二十四

O
口

乙未元且感作
“ ,

据郑观应未刊资料诗集残页原作
.

妻子惊多病
,

欲奴恨

失驯二 于宣统元年 ( 一九 O 九年 ) 郑观应再版时改为
.

淮勇羞降敌
,

台渗

恨属人
。 .

⑧ 盛宣怀未刊资料
, .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五 日

@ 同@

。 《救时揭要 》 共二十四篇
.

其中涉及华工的文章占七篇
.

母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 一九 O 九年刊印本 )
.

页二十九

。 盛宜怀未刊资料
, .

郑观应致盛宜怀函
’ ,

一八九七年四月十八 日

. 盛宜怀未刊资料
, .

盛宜怀致郑观应函
’ ,

一八九七年四月

0 同国

⑧ 盛宜怀未刊资料
,

《苏报》 残页
.

一八九七年四月

函 盛宜怀未刊资料
, .

郑观应致盛宜怀函
’ ,

一八九七年四月

. 盛宜怀未刊资料
, .

郑观应致盛宜怀函
. ,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日

匆 盛宜怀未刊资料
, `

郑现应致盛宜怀函
’ .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四 日

1 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