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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炽 ( 1855 ～ 1900 年) , 江西瑞金人。 1882 年中

举, 1886 年考取军机章京, 长期在户部任职。虽位卑

而强国之志与日俱增, 周游全国各地 , 留心天下利

病, 潜心钻研中西各国学问。于 1894 年撰讫 《庸书》 ,

详尽叙述改革思想。 1896 年, 重译英国人斯密德之

《富国策》 , 由 《时务报》 连载后, 反响热烈。此后,

又在这一基础上撰写了一部经济专著 《续富国策》 ,

以求中国踵英之后而富强寰宇。

陈炽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后, 认为惟有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最为理想, 他

称君主立宪之国, “有上议院, 国家爵命之官也, 有

下议院, 绅民公举之员也, 院之或开或散有定期, 事

之或行或止有定论, 人之或贤或否有定评” , ①又称这

种 “议院之法” 是 “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 、 纵横四

海之根源。”②于是他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提出

议员 “必列荐绅方能入选, 县选之达于府, 府举之达

于省, 省保之达于朝, 皆仿泰西投匦公举之法, 以举

主多者为准, 设院以处之 , 给俸以养之” ,
③
要求设立

上 、 下议院 。他相信, 只有这样, 才能 “上下一心” ,

“众志成城”, “即敌国外患纷至沓来……能胜而不能

败, 能败而不能亡。” ④

除了改革中央政权机构以外, 陈炽对地方政权机

构改革的论述更为精辟, 他提出地方采用 “乡官制” ,

称 “各府州县仿外洋议院之制, 由百姓公举乡官, 每

乡二人, 一正一副……每任二年, 期满再举。” ⑤又称

“乡官制” 有四大优点, 即为国家养人才;为民间谋

乐利;警贪邪;情上闻, 尽通壅蔽。⑥陈炽的乡官民选

制度相当于西方议会制度的地方议员民主选举制度。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 就构成了陈炽的一整套资本主义

民主改革的设想。

这一套改革设想显然反映了早斯资本主义迫切要

求参与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以保护其经济利益的愿

望, 以及用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来改变数千年的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的构想。

二

陈炽在政治上追求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源是为了在

中国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 他的经济思想是他

整个思想体系的精髓, 也是维新人士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思想的典型代表, 既具独特的个性又具有鲜明的时

代共性。笔者试将其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作一比较研

究。

陈炽与郑观应对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束缚民族工商

业的发展, 都表示极为不满。为挽救民族危机, 解除

封建势力束缚, 抵制列强经济侵略, 富民强国, 二人

所提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措施, 大致相同。

第一, 设立商部。郑观应提倡从中央到地方 , 设

立专管商务的机构, 制定商律, 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

正常发展。 陈炽在 《庸书》 中同样主张 “仿泰西各

国, 增设商部” , ⑦并制定商律, “以泰西商律译出华

文, 情形不同者量为删改” , ⑧从法律上来保护商务和

商民。

第二, 发展机器制造业。郑观应认为 “洋人明知

华人不能自造, 往往格外居奇, 要求善价, 且多以用

过之旧物, 售之中国, 而中国暗受其欺。 ……偶有损

坏, 仍须请洋人修理, 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

机器同。”⑨他主张, 中国必须尽快设专厂制造机器。

这样 “各种机器自能制造, 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

所造之物既便自用, 且可售于人, 不致全以利权授外

洋矣。”⑩陈炽则从洋货出发 , 推演道 “洋货之来也,

皆以机制, 而后能夺我利权;则我之仿造洋货也 , 亦

必以机制, 而后能收回利权。 ……惟物物即须机制,

而中国独不能制机, 生利收利之机关转悬于他人之

手。”  11同时, 陈炽还指出, 如果向外国预定机器, 那

么费用昂贵还是其次, 重要的是长途运输时间的耽搁

将导致商机的错失, 使得 “向之必能获利者, 今已无

利可图。”  12他明确指出 “中国不能制机, 中国之工商

即永不能力争先者也。” 13也就是说, 发展工业是国家

致富的根本。只有发展工业, 物品不依靠进口, 然后

才有可能 “行销外洋” 14, 挽回中国的入超现象。 这一

点表明陈炽已经能够认识到用经济杠杆来推动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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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三, 大兴矿政。陈炽大兴矿务的设想根本上是

为了解决白银流失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要与西方的金

本位制接轨, 避免白银大量流失所带来的财政危机,

则势必 “广铸钱文”, “欲广铸钱文, 必大兴矿务。” 15

而郑观应则把开矿视为开辟利源的重头戏。他认为

“欲图富强必先开矿” ,  16如果不兴矿务, 则必然 “徒增

外人之垂涎” 。 17

第四, 裁撤厘金, 增加进口关税, 撤去海关洋

人, 收回海关管理权。 郑观应称, 对土货出洋, “税

宜从轻” , 至于厘金 “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 。 18由于

列强经济侵略的步步进逼, 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利

益, 陈炽除了主张增加进口关税 、 减轻出口税以及收

回海关权之外, 同样也极力要求裁撤厘金。 他认为厘

金制度使 “商情困苦, 市肆萧条……百物滞销, 四民

俱困” , 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谓

“通商而后不可不及裁者” ,  19是也。

第五, 设立银行。陈炽根据西方的资本运动经济

理论, 认为 “商才不能积也, 通而己矣。”  20然而资本

的运作没有银行这一金融机构作基础是相当困难的。

他在 《续富国策》 中列举了设立银行的六大便利, 以

论证银行在国际国内商务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郑观应

认为, 银行不仅能使 “出洋华商可以汇兑” 21而且一旦

“国家有军务 、 赈务缓急之需, ” 还可供 “随时通

融” 。 22因此 “银行之盛衰关乎国本” ,  23广设银行, 裨益

甚多。

上述诸条只是两位经济学家思想精髓的一小部

分, 从中大略可以看到他们的时代共性。郑观应的维

新思想集中反映在 1884年成书的 《盛世危言》 中, 该

书早于 《庸书》 、 《续富国策》 十年, 陈炽的思想不能

说没有受到他的影响。陈炽于 1893 年曾为 《盛世危

言》 五卷本作序,  24表示了对该书的赞同与高度评价。

此外, 在他们的思想中明显地可以看到西方重商

主义的影子。陈炽在 《续富国策·商书》 之 “创立商

部说” 中提出 “假使无商, 何以有税? 假使无税, 何

以济用? 假使无用, 何以为国?”  25郑观应的重商主义

思想则是学术界早已证明的。 26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社会条件下,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

和资本输出以及中国封建专制势力的压制, 使民间资

本要求发展新式工商业的愿望受到严重挫折, 软弱的

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摆脱封

建专制势力的控制———维新派的经济思想中重商主义

的倾向正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从小农经济的重本

抑末到对西方重商主义的崇拜与追求, 是中国近代化

过程中的一个突破, 是传统文化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理论冲击的一种表现。陈炽等进步人士敢于开风气之

先, 除了敏锐的洞察力外, 还需要有无畏的勇气和魄

力。

三

除了重视工商业以外, 陈炽对于农业仍然给予了

相当的关注。由于长期担任户部职务, 并对中国广大

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 陈炽对小农经济的弊端了解得

十分透彻。他认识到由于近代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

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源于农业这个部门的局面并没

有改变, 因此, 对于农业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是交换

价值, 财富完全从商业产生出来, 只有对外贸易才是

财富真正的源泉;重农主义则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

造财富, 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 而且, 农业

是唯一的生产部门。随着后一思想在中国的深入 , 进

步人士对农业的论述逐渐加强起来, 郑观应 、 康有

为 、 严复等人, 都论述到了工商与农业的关系问题。

但能够明确提出农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具体关系

的, 却只有陈炽。他把自己对于中国农业 、 农村状况

的了解, 对照西方资本主义理论, 发现了小农经济的

生产模式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的格格不入。从而

提出了以西方先进农业科技改造中国小农经济的主

张。

陈炽首先提出了农业生产是 “富国之源” 的思

想。他比其他维新派人士更加注重探讨国民经济各部

门之间的关系, 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

理论上的论述, 这是他的经济思想中较为深刻的地

方。陈炽认为 “商之本在农, 农事兴, 则百物蕃利,

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 矿务开, 则五金旺, 而财用

可丰也;商之体在工, 工艺盛, 则万货殷阗, 而转运

流通, 可以周行四海也。”  27其中 “本” 、 “源” 、 “体”

三个概念很好地说明了商业 、 农业 、 工业 、 矿业之间

的关系, 流通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强调了生产部

门是物质财富的来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当然, 陈炽对农业的重视与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

思想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的农业学不是专门以农业问

题为其学说核心的, 而是以各自特定的哲学范畴为其

重点要意, 而陈炽则更多地偏重改造农业本身。他把

目光投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提倡学习西方先进农

耕技术和农业科学, 同时又结合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

验, 融贯中西,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农业科学, 并在全

国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和普及, 以求提高我国农业生

产力水平, 从而达到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陈炽除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外, 还特别重视人在

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状况, 他提

出 “地力之肥瘠, 树获之多寡, 统视人工之勤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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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28他强调发展商品性农业, 把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

商品的农业部门放在首位, 充实加强这部分的农业劳

动力, 从而摆脱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 为全面发

展资本主义奠定基础。

四

陈炽的一生是在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度过的, 洋

务运动传播的西方文明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的著

作很大程度仰赖于洋务运动带来的开放环境。 然而,

陈炽却没有对洋务运动表示出多大的支持。相反, 他

的 《庸书》 在 1894年由翁同 举荐, 呈献于光绪帝御

览, 并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参考书籍。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陈旭麓先生之所以把洋

务运动的所有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的变化称为

“近代化的一小步” ,  29也就是因为洋务运动毕竟不是产

业革命, 它充其量不过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

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以模仿一部分西方的器物

来捍卫旧有的秩序, 结果只能是 “东一块西一块的进

步, 零零碎碎的。” 30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

的地位。也就是说, 陈炽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遵从

祖制的可能, 它必须进行一场制度上的革命。中法战

争的失败, 使洋务运动的弊端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

察觉。他们指责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 而没

有学到富强的本原, 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

于军事装备 、 机器生产, 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和政治制度 。就这样, 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 明显的

判若两家了。

可以推断, 洋务运动的发展为维新思想产生与发

展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从洋务到维新的过程

不是突变的。这当中的三十年, 人们的观念逐渐地变

化着, 洋务派本身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维新思想

正是在此时从洋务思想中分化剥离出来的, 是一个从

零碎走向系统的过程。也可以说, 维新思想与洋务思

想一样都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 、 列强入侵的步

步深入而发展, 都是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潜伏地走向更

深刻的激化而发展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承继

和扬弃的关系。

五

当然, 在陈炽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的影

子或者说是局限。在他的 《庸书》 中, 每论述一个主

题, 就必先引出上古 、 秦汉时的范例, 一概必是中国

原先早就有了的, 然后必是因为什么原因荒废了 , 以

此说明西方的一套方法措施, 实际上跟中国古代文明

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西方, 来回复三

朝盛世。陈炽的这种思想可能受到薛福成 “西学中

源” 说的影响。这种字里行间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

想, 在相当程序上反映了时代的动态, 是对现实矛盾

与激变的特殊回应。维新派也不可能摆脱封建传统思

想的束缚, 他们在很大程序上还必须借助传统思想的

工具为资产阶级维新活动服务, 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更

为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主张, 削弱了他们的思想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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