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世危言》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 , 是清末维新派先驱

思想家和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

的重要著作 , 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

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 , 是郑观应以一生心血撰写

的维新变法大典。它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 ,

是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 收集了大量当时仁人志

士的名言大论 , 向读者提供多方面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张之洞

推许该书是当时谈时务书籍中的上乘之作 , 称道此书“择精语详 ,

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 可见该书非同一般。同时此书也启迪

了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毛泽东 ,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未

来发展的走向。

早在 1891 年 , 郑观应就基本写成了《盛世危言》, 并于 1894 年

春刊行。甲午战争爆发后 , 郑观应以高昂的爱国热情 , 时刻关注着

战局的发展。然而 ,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朝野上下笼罩在失望、痛惜、

惊慌的阴影中 , 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为了救亡

图存 , 郑观应重新修改并刊行了《盛世危言》。在民族危机严重和资

产阶级维新思潮日益高涨之时 , 它所宣传的“富强救国”思想 , 在广

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 加之郑观应本人在官私商界的杰出

才干和较高威望 , 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视和推广。

1895 年 , 安徽巡抚邓华熙向光绪帝推荐此书 , 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

朱批 , 命总理衙门印刷 2000 部分发给属臣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

了 500 本 , 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 , 竟达

十多万册之多。1897 年和 1898 年 , 调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又先后

两次向光绪皇帝推荐此书。1898 年 , 光绪帝师傅、曾任工部、礼部、

吏部尚书等职的孙家鼐再次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1898 年

2 月 , 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告诉郑观应 :

“《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 , 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

部。今上不时披览 , 随后必当有内招之旨。”

《盛世危言》不仅引起皇帝的重视 , 社会上层人士对此反映也

很大。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时任天津海关道职的盛

宣怀对此书也颇为赞赏 , 他在诵读此书四部之后表示“万分钦佩”,

希望能将此书“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 , 乞再分寄二十部”, 如果能

让他们一开眼界 , 有所醒悟 ,“公之功亦巨矣”。后来盛宣怀又致书

郑观应说 :“《盛世危言》一书 , 蒙圣上饬总署刷印二千部 , 分散臣工

阅看 , 倘能从此启悟 , 转移全局 , 公之功岂不伟哉! ”可见 , 盛宣怀把

《盛世危言》的作用看得很重。

《盛世危言》出版后 , 社会反响确实很大 , 曾经轰动一时。1895

年就出版了 4 种版本 , 1896 年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 3 次 , 1897 年

又出版了 3 种版本 , 1898 年竟达 7 种版本之多。有人估计 ,《盛世危

言》的版本约有 20 多种 , 共 10 多万册 , 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

较多的一种”, 堪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畅销的几种书之一 , 被誉

为是启迪思想、统筹全局的名著。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近序时务

为题目”。不久 , 这部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 , 风靡一时。以

后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 它都曾起过启蒙和

催生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 , 康有为的《大同书》, 不少来自《盛世危

言》。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先生赞扬《盛世危言》是“以西制为质 , 而集

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的佳作 ; 鲁迅先生称赞 :“郑观应先生是一

位令我十分尊敬的作家”。

《盛世危言》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

人 , 孙比郑小 24 岁 , 属于晚辈。1887- 1892 年间 , 孙在香港西医书

院求学, 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亦在澳门养病 , 两人多有往

来 , 相谈甚欢 , 不但在中西医学方面有共同语言 , 更主要的在对中

国社会的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和富强救国的主张等方面志

同道合。《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 , 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

产物 ; 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一书对西医的评说 , 显然也有孙中山

的意见。

1894 年 , 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 , 一白其救国报国之志 , 行前

撰 写《上 李 鸿 章 书》, 就借 用 了《盛 世 危 言》自 序 中 一 段 话 的 大 意 :

“兴学校 , 广书院 , 重技艺 , 别考课 , 使人尽其才 ; 讲农学 , 利水道 , 化

瘠土为良田 , 使地尽其利 ; 造铁路 , 设电线 , 薄税敛 , 保商务 , 使物畅

其流。”孙中山略为变通 , 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 , 不尽在于

船坚 炮 利 , 垒 固兵 强 , 而 在 于 人能 尽 其 才 , 地 能 尽 其 利 , 物 能 尽 其

用 , 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 , 富强之大经 , 治国之大本也。”可见

孙中山变革中国的思想主张 , 深受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影响。

此年 6 月 , 孙中山带着精心写就的陈情书到天津面呈李鸿章 ,

临行 , 郑观应致信盛宣怀 , 请他荐孙于李。信中说 :“(孙中山) 其志

不可谓不高 , 其说也颇切近 , 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孙中山

顺利地把上书送达李鸿章之手 , 但没有得到李的接见。后来, 孙目

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 上书的建议又得不到采纳 , 逐渐走上反清革

命的道路。

尽管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并不长久 , 孙中山很快踏上了民主革

命的道路 , 组织了革命团体 , 策划了 1895 年广州起义 , 与现存政权

决裂实现了自我超越 , 使得他们拉开了距离 ; 但是郑观应以爱国为

根本 , 商战为核心 , 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改良主义思想 , 对孙中

□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博士 教授 苏全有

摘 要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变革图强的重要著作 , 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该书不仅引起

皇帝的重视 , 社会上层人士对此反映也很大 , 康有为、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变法大典中获得教益和启

迪。其影响之深远 , 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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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启迪和影响是很大的。后来 , 孙中山接受了他的这个主张 , 成

为三民主义的一大内容。

近代学者邵循正认为, 直到 20 世纪前 10 年中 ,《盛世危言》仍

对社会保持一定的影响。当时 , 包括革命者在内的维新人士 , 没有

能够提出一个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方案 , 甚至没有能够写出一本

较好的比较广泛地讨论中国实际问题的书 , 因此 19 世纪末年的新

学, 到辛亥革命前后对知识分子还能起启蒙作用。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 而郑观应则是孙中山的“先行

者”。如果说孙中山是一朵根植于香山的历史红花 , 那么郑观应就

是来自同一方热土的衬托这朵红花的一片绿叶。郑观应和孙中山

都是近代两颗耀眼中华、璀璨的历史明珠 !

《盛世危言》对少年毛泽东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据爱德格·斯

诺在他的作品《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少年时的经历说 : 毛泽东 8

岁入学, 13 岁离开学堂 , 在家务农。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 , 晚上替

父亲记账。他常常在深夜把窗户遮盖起来 , 不让父亲看到灯火 , 以

便整夜读书。他当时读的书很杂 , 最爱读的有两本 , 一本是《盛世危

言》, 另一本是《新民丛报》。毛泽东曾说他非常喜欢它们 , 读了又

读 , 直到可以背出来。他认为《盛世危言》的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

义学者 , 以为中国之所以弱 , 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

电报、轮船 , 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一个 10 多岁的少年 , 能

这样理解郑观应 , 非常不易。

今天 , 在韶山 , 可以见到毛泽东当年归还这些书的一张亲笔字

条 , 上面写着 :“某某兄 : 兹归还十一本书 , 其中伦理书《盛世危言》

我加了眉批 , 很抱歉。”足以见到毛泽东学习《盛世危言》等书的认

真态度。

在闭塞的韶山冲 ,《盛世危言》对毛泽东来说 , 是一本难得的好

书。书中介绍的新式学堂极大地吸引了失学的毛泽东 , 激起了他强

烈的求知欲望。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 从家里跑了出来 , 到新式学堂

读书。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刚满 16 岁 , 这是他人

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从此 , 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求索。

总之 , 康有为、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辑中

获得教益和启迪 , 该书影响深远 , 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

《盛世危言》力主国家引进外国先进事物 , 实行变革图强 , 是当

时颇具影响的维新变法大典。今天 , 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早已

行之有年 , 根深叶茂 , 不断向前推进。此时此刻 , 我们重温《盛世危

言》宝贵的精神财富 , 温故而知新 , 必可从中得到更加深刻的启示

和发人深省的时代意义。

★作者邮箱: :quanyousu1966@163.com ( 责编: 阚谧丁 wd)

刘歆(约 公 元前 53─公 元 23), 字 子 骏 , 沛( 今 江 苏 沛 县) 人 。

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的第三子 , 也是刘向诸子中最有学问的人。

他出身皇族 , 世代显贵 ,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 少时以精通《诗》、

《书》, 善写文章闻名 , 后为汉成帝召见 , 任黄门郎。河平三年( 公

元前 26 年) , 年约 27 岁的刘歆与刘向一起“领教秘书”, 协助其父

校勘整理国家藏书 , 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方技无所不究。西汉

哀帝时期 , 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 , 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

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

内容性质 , 分为六略 38 种 , 著录 603 家 , 共 13129 卷。《七略》在中

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 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

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

图书 , 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 , 但其基本

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一、《七略》

据阮孝绪《七录序》记载 , 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

础上 ,“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

编, 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 比较简略, 所以叫

做“略”。《七录序》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 , 故以辑略为名 , 次六

艺略, 次诸子略, 次诗赋略, 次兵书略, 次数术略, 次方技略。”

七略 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

略。辑略用来说明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 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

六略书籍的用途, 是六略之总最 , 诸书之总要 , 相当于全书概要。

六艺略分 :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

诸子略分 :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

诗赋 略 分 : 屈原 赋 之 属、陆 贾 赋 之属 、孙 卿 赋 之 属 、杂 赋 、歌

诗五种 ;

兵书略分 : 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

数术略分 : 天文、历谱、五行、蓍筮、杂占、刑法六种 ;

方技略分 :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以上六略共 38 种 , 即刘歆对当时书籍的分类。六艺略主要

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与学习六经的基础读物。汉武帝崇尚儒术 , 因

而六 艺 略 置于 六 略 之首 。诸 子 略包 括 哲 学、政 治 、经 济 、法 律 等

书。刘歆认为 , 诸子百家学说乃是“六经之友与流裔”( 转引自武

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 , 故置于第二。同时又因儒家于

□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馆员 周宏琰

摘 要 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 , 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

他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 , 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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