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观应诞辰 1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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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 、澳门历史学会 、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郑观应诞辰 1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于 2002年 7 月 23 —27 日在

澳门召开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 、香港 、澳门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

120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 ,提交论文 100篇 。讨论会取得了建设

性成果。下面分列专题予以介绍。

一 、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

与会者普遍认为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 ,是爱国进

步的思想家和成功的 、卓越的实业家。作为实业家 ,郑观应启蒙思

想的酝酿 、成形和发展 ,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

为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

因而成为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

驱。这二者紧密结合 ,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

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 ,作为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

革派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 ,郑观应提出学习西方 ,变法图强 ,使中

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 ,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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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思想家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 ,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

大影响。

与会者认为 ,郑观应一生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 ,但仍背负着较

重的“传统”包袱 。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 ,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

荒者 、耕耘者 、播种者 。但他们刚从旧营垒中脱颖出来 ,新思想尚

未成熟 ,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 ,还得经常运用一些传统话语 ,

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 。郑观应也不例外 ,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

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有学者还特别从家族 、

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 ,认为 ,作为家中长子 ,传统的家族 、家

庭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 ,但事业的成功又

意味着他将对家族 、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多的承担 ,

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事业成果 ,异化其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

任和义务的承担 ,并异化着他的个性 。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

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 、关于郑观应的思想

政治思想　　有学者认为 ,郑氏改革主张的主体思想是“富强

救国” :以大力裁撤机构 、淘汰冗员和开设议院 、实行君主立宪为内

容的政治改革是富强救国的前提;通过倡导“商战” ,大力发展民族

工业和商办工业 ,以建设发达的近代化经济 ,是富强救国的保障;

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屹立于

世界之林 ,是富强救国的目标。有学者把同光时期郑氏的政治思

想定格在“民本与民主之间” ,认为郑氏不仅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

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 ,而且有意识地借鉴民

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推行保驾

护航 。这一思想特征 ,既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 、融合的产物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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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氤氲化生的必然结果 。

讨论会对郑氏“以设议会而变革政治”的主张作了较全面的探

析。论者指出 ,郑观应的政治变革思想是 19世纪末叶中国独步一

时的进步思维 ,他强调政治上效法西方进行改革并学习科技 ,具有

强大的震撼力和生命力 。郑观应主张改革政治制度 ,除仿效西方

“建立宪法” 、“开设议院”外 ,还特别强调“治人” 。他的吏治改革思

想 ,包括公举官吏 、高俸养廉 、监督官吏 、裁汰冗员 、年老让贤等五

方面的内容。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 ,提倡格致 ,注意新式人才的培

养 ,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 ,在人的近代化方面进

行了可贵的探索 。

有学者认为 ,在主张效法俄 、日维新方面 ,郑观应是与维新派

同调的。不同的是 ,他的变法自强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 ,缺少

维新派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因而他只是

维新思潮中的一位论者 ,而不是维新变法中的一个斗士。有论者

指出 ,在晚清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 ,郑氏基本持温和的 、渐进的 、

改良的政治思想 ,与革命党人倡行武装反清是相悖的。但他没有

反对辛亥革命 ,对袁世凯窃国则予以斥责 ,表明其尊崇文明 、憎厌

专制的政治取向 。他曾修炼仙道 ,却与那些因仕途失意而欲入空

门或屡遭挫折而寻求精神寄托的人不同 ,非为己 ,仍为众 ,似是荒

诞 ,也让人犹增几分敬意。要之 ,不能过分苛求其思想的局限性 ,

他的政治思想能对近代三大政治家(康有为 、孙中山 、毛泽东)产生

影响 ,其意义非同凡响。

商战思想　　论者指出 , “商战”一语 ,最初出自 1862年曾国

藩的笔下 ,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从肯定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

先而谋富强的言论开始面世 ,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

诠释者 ,则自郑观应始。有学者提出 ,郑氏的商战思想涉及各个方

面 ,就连他的游历活动也浸润着这一思想。郑观应参与晚清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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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同样反映了他的“商战”步武“近代化”的理念。郑氏的“商

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 。进行“商战” ,就是从农耕经济转变到现

代工业经济 ,从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 ,需培养商业人才 ,

尤需造就一大批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 ,按世界行之有效的规

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 。

联系商战思想 ,与会者还对郑氏的商务活动进行了考察 。有

学者对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认

为郑观应参与并为之奠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起了示范作用 ,诱发

华商纷纷投资设厂 ,对外商起了抗衡的作用 ,无疑推动了中国棉纺

织业近代化的步伐。有学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拓

荒者之一。他融铁路建设理论和商战实践于一体 ,其意义已超越

了经济范畴。他出任粤汉铁路总办 ,亲力亲为 ,为近代广东第一条

铁路的建设贡献尤多 。

外交思想　　有学者阐释了郑观应所提出的外交斗争的系列

主张 ,强调其坚持外交平等的原则 ,并指出郑观应是使领制度和华

侨保护的积极倡导者 ,其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也有学者指出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亦不乏局限性:对列强抱

有过多的幻想 ,指望列强遵守国际公法 ,放弃强权外交 ,尊重中国

主权 ,帮助中国改革以致富强 ,同时受君主立宪主张制约 ,对清政

府的妥协退让外交抨击不力。

侨务思想　　学者指出 ,郑观应为侨请命 ,反映侨情 ,为侨呼

吁及其设馆 、设官护侨的侨务思想 ,使清政府翻新了华侨政策;郑

氏主张利用华侨经济 ,发展商务筹办海防 ,引起了张之洞 、李鸿章

等大臣的共鸣 ,使清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 ,间接促成

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 ,对稳定社会治安 、平息中外争端及保护华工

利益 、唤起华工社会的“内向”之心 ,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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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主张中国加入国际法体系 ,通过学习西方法律制度 ,改革传统

法制 ,取得与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提倡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 ,希

望通过修订条约 ,保护中国经济主权 ,实现富强救国的目的;重视

宪法的作用 ,把立宪作为臻国家于富强的政治保证 ,对中国法律观

念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学者指出 ,郑氏的法制主张主

要见诸:行君主立宪;开设议院;实行民主选举;改革中国的书吏制

度;改革刑事诉讼和刑罚制度;改革民商法制 ,保障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自强自主 ,与各国平等行使万国公法 。学者们认为 ,郑观应

法律思想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全面性(涉及法律的各个门类);务

实性(针对实际 ,解决时弊);求新性(不断提出新措施 ,对旧制度有

所改革);人道性(力主教育 、挽救犯人);兼容性(“儒” 、“道” 、“释”

理念与西方学说融为一炉)。郑氏的法律思想也有不尽完善的地

方 ,其特征:直观性(观照西方 ,作出反应 ,功利性较明显);幻想性

(幻想加入“万国公法”后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论者指出 ,与

王韬 、薛福成相比 ,郑观应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更大热

情 ,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更加具体。而郑氏希望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断壁残垣上 ,通过“修补”的方法去建立理想的法律制度 ,

只能是一厢情愿 。

新闻思想　　此前未见专题研究。论者认为郑氏对近代新闻

事业的贡献不可低估 。郑氏的办报思想是近代新闻思想的重要源

头之一 ,表现在:把报刊作为民主政治的枢纽;办报应注重民情;报

道视野宜广阔 ,注重工商新闻和国际新闻;主张由中国人主持中文

笔政;建议分门别类创办各种专业报纸;参照西法 ,制定报律 ,让官

商各自遵守;强调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 ,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增强

自尊自律感 ,毫无私曲 , “自抒伟论” 。论者指出 ,郑观应新闻思想

的形成 ,既源于他对泰西各国新闻事业的认知 ,也积淀着他对近代

新闻践履的体悟 。他不仅参与了近代上海早期报刊的创办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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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而且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的新闻思想反映了那一

代社会精英对近代报刊的真知灼见 ,不但与时人如王韬等互为激

励 ,且给后人许多启迪 ,在康有为 、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

都可得窥郑氏的影子 。

医学和养生思想　　有学者认为 ,郑观应主张吸取西方经验 ,

举办新式教育 ,改进医政管理 ,提高医疗水准 ,是近代中国倡导中

西医合璧的先驱者。有学者还认为 ,郑观应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古

代静态养生观 ,提出养生必由“修心”始 ,谓“修心乃入理之本” ,可

谓得乎传统静态养生观理论的真传 。还有学者归结郑观应的养生

之道 ,是以道教养生理论为中心 ,融入儒家 、佛家的养生之术 ,并吸

收西方卫生知识 ,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而成 ,其中有不少养生延寿

的真知灼见 ,仍值得后人学习 、借鉴 。

三 、关于郑观应与同时代的人物

郑观应与孙中山　　郑孙关系呈现“相异” 、“相同”和“互动”

的特征 。“相异”者 ,谓前者出身于兼具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的家

族 ,后者则为“贫困之农家子” ;前者长期担任买办商人和洋务企业

的主管 ,不愧为杰出的维新思想家 ,后者则从爱国与变革走向民主

革命;他们的年龄悬殊。“相同”之处: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和对

外开放的香山;都在青少年时期就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都满怀

爱国热忱;都从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中走向变革 ,希冀中国迅速臻

于富强 。“互动”者:他们的思想主张有许多重要共识和相同的话

语 ,行动上有互相帮助与支持 ,只是 1895年以后 ,友谊未见持续 。

尤为可贵的是 ,有学者把孙氏的早期著作与郑氏的相关文章比较 ,

查出 1万多字基本相同 ,从而解析了孙郑思想的传承关系 。有学

者强调指出 ,《盛世危言》和三民主义所体现的思想含有对未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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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制的不同方案设计 ,郑观应和孙中山分别向往的君主立宪和

民主共和同属资本主义的范畴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难分高下 ,都

是爱国情怀的体现 ,理应得到后人的肯定。

郑观应与薛福成　　有学者指出 ,郑观应 1875 年问世的《易

言》(36卷本),为薛福成 1885年付梓的《筹洋刍议》提供了许多宝

贵启示。如二者都在探求中国的“自强之道” ,不少篇目都相同 ,尤

其是各自救国方案都奠基在变易历史观的基石上 ,薛福成的传世

名篇《筹洋刍议·变法》 ,即脱胎于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 ,系青出

于蓝的佳作 。薛福成出使欧洲后的晚年论著 ,又为郑观应的代表

作《盛世危言》提供了重要参考 。

郑观应与王韬　　有学者认为 ,郑观应与王韬同为近代中国

之思想家 ,同倡改革论调 ,声应气求 ,影响于近代维新思想甚巨 。

惟郑观应之改革思想 ,乃从中国看中国 ,而王韬则从域外看域内 ,

是故而不同 ,又互为表里 。

与会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 、康有为 、毛泽东等论题展开了学

术研讨。

四 、关于郑观应与区域 、社群的关系

郑观应与香山　　学者认为 ,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成就及其实

业建树 ,与香山的地缘和人文风气息息相关。郑观应从小受到香

山人民反帝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 ,受林则徐在香山禁烟气节

的感染 ,出生于买办故乡是他从商的社会根源 ,而《盛世危言》的成

书 ,则是包括他在内的一批批有着强烈民主思想的香山爱国乡贤

苦苦探索的结晶 。香山哺育了郑观应 , 郑观应也“报效”了家乡

———他务实进取的精神 ,勇于开拓而成为揭开中国民主与科学思

想序幕的启蒙家的风范 ,永远启迪着香山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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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与澳门　　与会学者认为 ,郑观应探索救国真理的

认识之途 ,既从澳门发韧 ,又打上了澳门的思想烙印———澳门是

郑观应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站 ,是郑观应融汇多元文化的摇篮 ,是

郑氏巨著《盛世危言》的助产地 ,是郑氏曾经生活战斗的重要舞

台。澳门开放 、融汇的地缘环境 ,多元 、进取的人文氛围孕育了郑

观应矢志救国的志向 ,为郑观应成为一代启蒙先师奠立了深刻的

思想基石 。郑观应当之无愧为“澳门之子” 。有学者对郑氏所撰

《救时揭要》 、《易言》 、《盛世危言》三大巨著的“澳门情结”作了阐

发 ,认为到《盛世危言》完成时 ,郑氏的“澳门情结”获得了哲学意义

上的升华 。概言之 ,郑氏的“澳门情结” ,长怀终身;“公法”信念 ,持

之以恒。

郑观应与香港　　有学者认为 ,郑氏一生过往香港 9次(当不

止此数),时间跨越 25年 。内容可分成操持军务和主办商务两类 。

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 ,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

来的地缘 、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 。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

强侵略的舞台 ,从而揭开了他从商 、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

篇 ,这令他引以为豪;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 ,又令他

刻骨铭心。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 ,催生了

《盛世危言》的撰写。因之 ,香港“情结” ,促成了郑氏登上 “三位一

体”(从商 、从军 、立言)报国成就的高峰 。

郑观应与南洋　　有学者指出 ,郑氏在南洋期间 ,耳闻中外人

士所述国际形势及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态势 ,目睹东南邻海诸邦效

西法 、行“新政”之现状 ,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郑观应与上海“广东商帮” 　　有学者指出 ,上海是广东商帮

活动的大舞台 ,以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充当了买办的主角 ,他们

为兴办近代化实业积累了巨大的资本 ,致力于航运业的近代化 。

广东商帮对家乡的航运业也相当重视 ,开办广东沿海口岸航运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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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西商难以涉足的中小河道 ,以小轮船推进了航运的近代化 。

招商局轮船在广东的营运 ,不但开创了本国近代轮船航运业在广

东沿海贸易的新纪元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在广东的水

运扩张 。同时 ,在精神上对广东商帮兴办轮船航运业也起着鼓舞

的作用。

五 、关于郑观应的诗歌

以往 ,研究郑氏诗歌的成果较少。学者们强调指出 ,此前 ,郑

氏只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实业家扬名于世 ,作为一个诗人 ,郑氏却

被人们遗忘了 ,近百年来编选的各种近代诗选 ,均未选录他的作

品 ,各种文学史更是不置一词 ,直到 1993年 4月出版的《岭南文学

史》 ,才有寥寥数句提到他的诗歌创作。这毕竟是不公正的 。郑观

应的诗现存 700余首 ,比近代诗坛开山祖龚自珍的 600余首还多 ,

且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尤其是那些大量反映工商实情的作品 ,拓

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 、忧国忧民的爱国热

情;艺术上虽无明显的创新与突破 ,却展示了近代诗歌的发展动向

和时代风貌。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郑氏诗歌中充满了爱国革新的精神 ,可与

《盛世危言》互相参证 ,互为补充。《危言》多表现郑氏哲人(思想

家)的一面 ,重理性的发挥;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则显示了郑氏

诗人的一面 ,重感情的抒发。两者相辅相成 ,更显示郑氏人格的魅

力。郑观应诗歌的艺术特点 ,明显受了当时“诗界革命”的影响 ,

《诗草》所折射的思想性 、纪实性与功利性 ,明显与“诗界革命”相符

合 ,郑观应也是“诗界革命”的健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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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史料的发掘

史料发掘最大的兴奋点来自上海图书馆的信息。该馆庋藏尚

未启封的《郑观应专档》约 5000件 ,另外散落在其他近代人物“专

档”特别是盛宣怀档案里的郑氏档案 ,数量更为可观 , “专档”加“散

档” ,计有近万件之多 。这批史料的发掘 、整理和出版 ,就其“件数”

而言 ,比已版《郑观应集》所收录的 1300余件(不含附录)多出 7倍

以上 。充分利用这些材料 ,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郑观应的研究 。

还有学者对《剑侠传》 、《富贵源头》和《陶斋志果》等史料所作

的开发性研究 ,亦不乏新见。

会议还有不少的兴奋点 ,继“郑观应研究网站”(ht tp://www .

apphcm.o rg)开通后 ,将酝酿成立“郑观应研究中心” ,即将出版《郑

观应年谱》 、《中外学者论郑观应》和本次会议的论文集 ,筹款整理

出版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郑观应史料 ,并组织开展郑观应在上海 、广

州 、香港 、澳门 、香山等地的专题研究 。可以预见 ,会后 ,郑观应研

究的队伍 ,将会在新生代“从军”和老学者“入伍”的局面中不断壮

大起来。

　　〔作者王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孙中山研究所

研究员。　广州　510610〕

【责任编辑:杜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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