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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 ,郑观应有着独特的商业资本家身份。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从政治 、经济 、教育等诸方

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教育思想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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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郑观应及其著作《盛世危言》

郑观应 1842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的

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原名官应 ,其祖父是一位

“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 ”的封建文人 ,父亲则 “敝屣

科名 , 设帐授徒 ”, 是有着家学渊源的村塾教

师 。
[ 1] (P2)

生长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的郑观应 ,科

举求仕仍然是他的首要选择 。他 17岁时在香山应

童子试 ,未中 。因为家中成员众多 ,光兄弟姐妹就有
17人 ,家庭经济负担沉重;也因为香山是 “买办故

乡 ”,经商致富者不乏其人 ,郑观应家族中就有几个

亲朋是高级买办 ,为郑观应从商开辟了道路 。郑观

应遵循父命 ,放弃读经仕途 ,到上海学贾经商 ,先在

其叔父新德洋行买办郑廷江处一边 “供走奔之劳 ”,

一边学习英语。 18岁入宝顺洋行 ,管丝楼兼管轮船

揽载 ,正式开始买办生涯。期间 ,他仍继续学习英

语 。在宝顺洋行的十年间 ,除了做分内的事情外 ,他

自己还承办了和生祥茶栈 ,并伙同其他人与外商经

营公正轮船公司 ,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个人资本。 19

世纪 80年代前后郑观应一边做买办 ,一边以其数以

万计的巨资投资近代民族工业 ,诸如轮船招商局 、上

海机器织布局 、矿务局 、电报局等。郑观应又由高级

买办变成了颇具声望的民族资本家。

郑观应的一生 ,经历了习贾而买办而高级买办 ,

最后成为民族资本家的过程 。脱离买办职务后 ,他

当过中国电报局总董事 、轮船招商局帮办 、上海机器

织布局总办 ,直到他去世前一年 ,即 1921年 80岁高

龄时 ,仍任招商局董事 。应该说 ,除了因太古洋行亏

欠受到牵连而消沉 ,一躺三年而外 ,从 17岁到临终 ,

郑观应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商务事业。

夏东元先生 《郑观应传 》书里提到两件事 , 其

一 , “ 1870年 3月 , 在皖捐局捐升郎中 , 双月选

用 ”;
[ 1] (P13)

其二 , “1879年 1月 ,由晋赈案内捐以道

员 ,双月选用 ”。
[ 1] (P13)

这两件事说的自然是郑观应

捐纳为官的事实 ,但笔者认为 ,郎中与道员的官衔可

以看作郑观应商务事业中的点缀 ,也恰是他事业成
功的证明。从 17岁到 80岁 63年生涯中 ,商业资本

家绝对是他第一位的职业 ,官衔只是因其影响而成

就的政治资本 。同时 , 官衔的捐得 ,也说明了三件

事:第一 ,郑观应在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儒生 ,他对

清政府抱有希望 ,虽然弃学从商 ,但仍热衷于仕途;

第二 ,其能力 、思想以及 “乐善好施 ”在当时影响很

大 ,影响到了清廷 ,郑观应其人得到了清廷的信任;

第三 ,可以见出郑观应的精明所在 ,他从与盛宣怀等

人的密切交往中 ,深深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的相互

作用 ,从而把政途上的晋升视为发展个人资本的有

利的必要条件。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思想家代表还有冯桂芬 、薛

福成 、王韬等 ,葛荣晋先生曾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评

价:在洋务运动中 ,以买办起家的郑观应是一位商业

资产者 。尽管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无论在洋务运

动还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中都有深刻影响 ,但特定的

经历决定了他的洋务活动与变革思想不在本书的视

野内。冯桂芬 、薛福成 、王韬是洋务思想家中的典型
人物 ,亦是封建士大夫以传统经世之学应付时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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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代表 ,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实

学史不可忽略的内容 。
[ 2]
葛先生把郑观应与冯 、薛 、

王分别出来 ,认为后者是洋务思想家中的典型人物 ,

“亦是封建士大夫以传统经世之学应付时艰的重要

代表”,而将郑观应列为另类 ,究竟归哪类 ,不得而

知 。笔者以为此种观点颇令人费解 。拿郑观应与王

韬来说 ,其思想有相近的地方 ,在提倡学习西方格致

科学以富国强民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在 “君民共
主 ”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上他们更为相投 ,王氏还

曾经就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提过建议 ,作过序 ,何

以郑观应不能与王氏一样列入实学思想史中的人物

呢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在 1840年 — 1900年 60

年的思想变化过程中 ,中国是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

士大夫为主体的 ,而郑观应应乡试不售 , 17岁即弃

学习贾 ,既无师承 ,又无致力于经世之学的研究等等

的记载 ,而且终其一生从事商业活动 ,这就得出一个

结论 ,郑观应不属于封建士大夫之列 ,而应是一个名
符其实的商人。

那么 , 与众不同的郑观应 ,他是怎样一个商人

呢 ?他具备一个商人的一切素质 ,而且出类拔萃;他

又具备了其他商人所少有的素质 ,他是一个富有强

烈爱国思想 、负有民族责任感 ,并尽自己所能为富国

强民献计献策的著述颇丰的知识分子 ,这是其他商

界人士绝难企及的。郑观应生活的年代 ,社会局势

动荡不安 ,人们思想更是变幻莫定 ,无所适从。郑观

应一落地就闻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弥漫的硝烟。他
从小生活的香山县雍陌乡 ,与香港遥望 ,与澳门相

邻 ,侵略者的炮击 、讹诈与蹂躏 ,广州人民对侵略者

的反击 ,他都亲见亲历 ,在他心上烙下了深刻的印

象 ,给他以民族屈辱感 ,激起他强烈的爱国心 。他

说:应虽不敏 ,幼猎书史 ,长业贸迁 ,愤彼族之要求 ,

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 ,涉重洋 ,日与彼都人士

接交 ,察其习尚 ,访其政教 ,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

之由。
[ 3] (P12-13)

郑观应把这种激愤与屈辱化成民族

责任感 ,他关心时务 ,热心学习西学 ,期以革除积弊 。
正是有这颗忧时爱国之心 ,郑观应从 70年代初 ,就

开始有计划地写作 , “庚申之变 ,目击时艰 ,凡属臣

民 ,无不眦裂 。每于耳酣酒热之余 ,闻可以安内攘外

者道 , 感触于怀 , 随笔札记。历年既久 , 积若干

篇 ”,
[ 4] (P173)

于 1875年将所成文章编成 《易言 》一书。

《易言》虽是郑观应的早期作品 ,但其中爱国图强的

思想是非常突出的。现试列举一二:《论边防》、《论
传教》等篇指出侵略形势的严重;《论吏治 》、《论练

兵 》、《论水师 》等篇揭露封建积弊的黑暗;《论税务 》

要求关税自主;《论交涉》反对治外法权;《论商务 》、

《论机器 》等篇主张打破禁例 ,允许人民用机器制

造 ,设制造等厂。

随着时间的推移 ,郑观应在实践中发觉昔日所

论多未透彻 ,于是修订改写 《易言 》,增添先后所论

洋务 55篇。 1893年 , 中国近代最受欢迎影响最大

的书也是当时讲维新变法最完整的书———《盛世危

言 》面世 。 《盛世危言 》之所以引起轰动 , 一是正逢

中日甲午战争之时 ,中国国人需要这样一部书;此外

更重要的 ,是书中的痛切时弊与维新强国唤起了国
人强烈的共鸣。

二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在王尔敏先生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里 ,他这

样评价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商战 ”之意义 ,经郑

观应之分析发挥 ,立即显露其时代精神 ,与其丰富深

远之内涵。以对积弱积贫之中国 ,正是指出当代与

未来应当努力追求之方向。
[ 5]
作为商人 ,作为中国近

代商务思想醒觉之先知 ,之首要前驱 ,郑观应在 《盛

世危言 》中一整套的 “商战 ”理论及著作中其他有关
经济上的见解与建议 ,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先驱们

敏锐的洞悉力与独到的思想 ,确有其时代精神 。但

是 ,如果郑观应只有经济方面的著述 ,他的 《盛世危

言 》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作为商人 ,郑观应

奇就奇在能从全局考察 ,深层次地挖掘近代中国存

在的问题 ,经济之外 ,在政治 、教育 、外交 、军事 、司法

等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并提出与之

相适应的改造方案 。有关政治 、经济方面的论述已

有不少 ,今暂且避开其他 ,单单分析郑观应的教育救
国思想 。

首先 ,郑观应把教育提升到救国图强的首要位

置 。议院政治一直是郑氏特别重视的强国之本 ,与

议院相提并论的是教育 。他说:“治乱之源 ,富强之

本 ,不尽在船坚炮利 , 而在议院上下同心 , 教养得

法 。”
[ 3] (P13)

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主外 ,还必须 “教养得

法 ”,要做到 “教养得法” ,就必须兴学校 ,人尽其才 ,

讲农学 ,地尽其利 ,造铁路 ,物畅其流 。教育养成问

题被郑氏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 。郑氏认为泰西之所
以强于中国 ,是因为西人 “驯致富强 ”有一套方法 。

用中国的体用关系说 , “育才于学堂 ,论政于议院 ,君

民一体 ,上下同心 ,务实而戒虚 ,谋定而后动 ”,这是

西人的体;“轮船火炮 ,洋枪水雷 ,铁路电线 ” ,这是

西人的用。
[ 3] (P13)

也就是说 ,西人把君民共主的立宪

政治和教育作为首要的根本的立国之本 ,在这一立

国之本的前提下 ,用坚船利炮而致国家富强 , “船坚
炮利”是西人 “体 ”所发的 “用 ”,是 “体 ”发挥作用的

结果。中国呢?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因此 , “德

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道购船炮 ,不重艺学 ,不兴商

务 ,尚未知富强之本 , 非虚言也 ”。这里的 “体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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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是指政体和教育 、学堂。

其次 ,他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取士制度在

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 ,四书五经为登第仕途的唯一

教科书 。在这样的制度下 , “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 ,

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 ,帖括之艺 。试问以五洲形势 、

列国政治 、历朝史鉴 、诸子百家 、天算 、动植 、形声 、格

致之学 ,皆懵然漠然 ,不知所对 ”;学生则从黄口小童

始 ,先诵读 《大学》 ,继而 《中庸 》、《论语 》、《孟子 》,

“四书读竣 ,又习五经 。然膏继晷 ,朝夕从事于斯 ,彼

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 ,制艺之取材耳 ,于义理无

所讲究也 ,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 、七年徒

以多记为功 ,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 ,学圣人道 ,

实则蠢 愚迂 谬不 可响 迩 , 腹 笥空 虚 毫无 心

得 ”。
[ 3] (P22 -23)

如此读书之人 , “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

来 ”,又如何去抵御外侮呢 ?因此 ,郑观应大胆而明
确地指出废八股 ,重西学。 “是以时文不废 ,则实学

不兴;西学不重 ,则奇才不出。”并以胡林翼 、曾国藩

为证:“若夫胡 、曾诸巨公 ,皆少年登第 ,抛弃八股敲

门砖 ,重研精于经济之学 , 故能出身加民 , 立功不

朽 。”
[ 4] (P280)

众所周知 ,中国的科举制度于 1905年才

最后被废除 ,而郑氏该文作于 1875年 ,比科举制度

的最后废除早了 30年 。于此 ,我们不能不佩服郑氏

看问题之深邃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劣势分析之透彻 ,

不愧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伟大的先驱 。

再次 ,广兴学校 ,建立新式学堂 。找出中国教育

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后 ,郑观应进一步提出 ,要造就于

国有用的人才 ,必广兴学校 。他说:“学校者 ,造就人

才之地 ,治天下之大本也 。”
[ 3] (P19)

自强之道 ,以育人

为本;求才之道 ,以设学堂为先 。郑氏认为 ,古代有

家塾 、庠 、序 、国学 ,形式多样 ,层层递进 ,所以成材者

众 ,后世学校之制度 ,为科举所驱使 ,所以才 “罔知天

地古今为何物 , 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
邑 ”。

[ 3] (P19)
只要中国广设学校 ,就不会落后于泰西

各国 , “泰西强强于学 ,非强于人也 ”。
[ 3] (P30)

教育乃

兴国治国之本 ,这与现在的 “教育兴国 ”何其相似。

最后 ,增设女塾 ,提倡女子教育。 《盛世危言 》

中 ,郑氏特辟一《女教》篇 ,批斥封建社会 “女子无才

便是德 ”的荒唐观点 ,痛陈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酷虐

残忍 ,揭露了妇女裹足这一中国仅有的陋习对妇女

的残害 。他认为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中国应为妇

女广筹经费 , 增设女塾 ,因材施教。他不无痛心地

说: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 ,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 ,

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 ,岂果出男子下哉 ?!
[ 3] (P33)

郑

观应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妇女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的现实 ,对受压迫的妇女寄予极大的同情并力图改

变这种局面 ,他充分肯定了妇女有无异于男子的聪

明才智 ,看到了妇女受教育对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

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的这些言论 ,对受压迫几千年的

妇女来说 ,无异于当空霹雳 ,振聋发聩 ,它唤醒了中

国妇女的自尊心 ,为近代中国妇女求解放吹响了第

一声号角。
无论是呼吁废除科举制度 ,还是提倡广兴学校 ,

建议增设女塾 ,郑观应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他的思想

无一不是从分析中国的现状出发 ,反映出特定历史

时期的时代精神 ,代表当时的思想潮流 ,为维新运动

带来了深刻影响 。教育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一

个重大问题 ,郑观应在一百多年前就能够洞悉这一

问题并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和合理的建议 ,他的教

育兴国思想及其影响不止于当时那个时代 ,在此后

乃至当今社会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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