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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斗冲卜2001娜卜考百载强国梦 世纪谱新章
— 再 逢 盛 世 重 温 危 言

郑 国 强

历史发展的轨迹往往不是一条直线
,

通常是螺旋形向上发展的
。

我们这一代人
,

确实是跨进了新世纪了
,

回眸百年
,

与上一个世纪初
,

又可有相似之处 ?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个著名的论述
,

他说
,

自鸦片战争以来
,

古老中国就发生一场政治转型运动
,

由

帝王专政向民主政治
,

但两千年帝制的沉重包袱
,

使这场转型运动可能要拖 20 0年之久
,

所谓走出历史

的三峡
,

要分阶段走 2 00 年才走完
,

晚清70 年是第一阶段
,

20 世纪前 60 年是第二阶段
,

当前中国则处于第

三阶段
,

还有 40 年的路要走
,

才能完成两百年的转型期
,

才能真正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
,

成为国际社会

中负相称责任的大国
。

试看中国在邓小平新政下 20 年的成绩
,

与世界重新接轨
,

再来两个开放的20 年
,

与世界文明规范并驾齐驱
,

走出历史三峡
,

应是差不多的了
。

今日我们开研讨会纪念邓观应
,

回顾一下出生于 159 年前的这个澳门之子
,

在他生命80 年岁月中
,

如

何出一把力推动中国航船驶过历史三峡急流险滩这一段
,

思索澳门弹丸之地作为最早中西文化交汇碰击

的地方
,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地位
,

探索继续前进之路
,

是十分有益的
。

近代中国名人多与澳门扯上关系
,

从晚清 《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 的林则徐到郑观应
、

容阂
、

康有

为
、

梁启超
、

孙中山
,

唐绍仪
,

与澳门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
,

是广州的外港的特殊地位有关
。

至于郑观

应在经历过
_

上海
、

香港洋场十里通商之埠的营商生涯
,

在干过多种行业
,

走遍全国搞实业兴国
,

提倡改良

变革
,

屡遭挫折之余
,

潜居澳门郑家大屋
, ’

喷而写书
,

写成 《盛世危言》 一书
,

可谓书成泣鬼神
,

在中国

大地广为传颂
,

影响了几代人以至启发了青年毛泽东救国救民思想的共鸣
,

从而改变了中国发展的方向
。

就是内除国贼
,

外抗强权
。

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

独立自强
,

自己掌握 自己的命运
。

马上得天下
,

如何马上治天下 ? 发展经济
,

改善民生
,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

才是治国根本大计
。

通商

以为富
,

练兵以为强
。

富民才能强国
,

国家有了实力
,

才能获得普世尊重
。

一切从实力出发
,

提高国家综

合国力
,

从毛泽东
、

邓小平到今天江泽民
,

几代领导人是这样走过来了
。

猛回首
,

历史弯弯曲曲走过了一

百年
,

走到新千年
,

我们今天中国人堂皇得多了
、

神气得多了
,

我们两临百年新机遇
,

又再欣逢盛世了
,

北京申奥成功了 ! 中国入世在望了 ! 人家对我不敢轻言兵战了
,

我们今天有能力与人展开商战了
,

日本人

要限制我们的农产品
,

我们可以挑几种工业品限制他进口
,

大幅提高关税报复
,

我们己非吴下阿蒙
,

从甲

午的屈辱到今天
,

中国人终于吐气扬眉了
,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己记取了 《盛世危言》 的教益
。

兵战不如商战
,

商战不如学战
,

我们面对知识经济全球网络化的知本主义时代
,

迎接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的挑战
,

以知识为本
,

准备打好在中国市场全面开放的商战
,

是对当代中国人的最大挑战 ! 也是与

世界接轨
,

走向新世纪的时代要求 !

百年历史告诉我们
,

勇敢地与世界接轨
,

是中国健康发展必由之路
。

努力吧 ! 有志气的当代中国人 !

郑观应 60 岁传世照片题句有云
: “

刚方正直不合时宜
,

志在救世公尔忘私
,

勇于为善劳怨弗辞
,

清

廉自矢中外咸知
,

卓哉此公知音是谁
。 ”

在纪念观应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的今天
,

回眸百年近代史
,

我们可告慰先贤
,

告慰陶斋公的是
:

卓哉

此公
,

知音万千 ;
代有才人

,

扬鞭策马 ; 盛世再临
,

还看今天
; 危言重温

,

迎接挑战 !

(本文系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理事长郑国强 7月 16 日在纪念郑观应逝世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闭幕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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