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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郑观应研究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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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我国早期有影响的实业家和资产

阶级堆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他的代表

作 《盛世危言》 曾经风靡一时
,

并给后人以有

益的启迪
。

史学界以往对他的研究大都侧重于

探讨他的思想
,

对其企业活动仅是附带略述而

已
.

夏东元著 《郑观应传 》 则弥补 了 这 一 欠

缺
。

这部传记系统地概述了郑观应从出生到病

逝的主要经历
,

特别是对他办企业的活动及其

维新愚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细的论述
。

郑观

应正是通过经营工商业和其他社会活动
,

逐步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

这个思想体系概

括地说
,

就是
: “

欲攘外
,

鱼 须 自 强 ; 欲 自

强
,

必先致富, 欲致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振

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速立宪法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
。 ”

这就表明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核心

是
“

富强救国
” ,

而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

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则是达

到
“

富强救国
”

目的的两根杠杆
。

这实际上就

是后来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民主与科

学的
“

胚胎
” ,

因此
, “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

早县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者
,

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科学家
. ”

作者在论说郑珑应的活动和思想时
,

有以

下几个特点
:

一
、

不圈成说
,

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

过去所有论者几乎一致断 言 郑 氏 的 `商

战
”

思想贯穿着一种近乎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

倾向
,

其着眼点在商品的贸易流通过程
,

而不

在生产过程
。

本书作者则认为这种说法是经不

起推敲的
。

因为郑观应讲
“

商战
”

非常强调要

操胜算
,

他意识到在税收等与外洋平等的条件

下
,

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是胜负的关键
。

这种视工业为商务之本的思想到一九 0 0 年表

现得更为明显
。

作者还特别论证了郑氏心目中
“

商战
”

与
“

兵战
”

之间的关系
。

说郑观应虽

曾指出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但却不能据此

断言他不孟视
“

兵战
” 。

事实上
,

他也希望中

国有强兵
,

不过他从不孤立地谈强兵
。

他把强

兵概括为
“

人
”

和
“

器
”

两个因素
,

说
“

人
”

的优秀在于教育
, “

器
”

的锐利在于发展近代

工商业
,

只有近代工商业发展了
,

才能致富
,

军队才会有自造的精良装备
。

他竭力主张把自

强的基点放在发展近代工 商 业 上
,

放 在
“

商

战
”
上

“

有的论者认为郑观应提倡的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

是一种错误观念
,

它在理论上与

洋务派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没有什么本质的区

别
。

本书作者则认为郑观应的
“

体
” 、 “

用
” ,

与洋务派的
“

中体西用
”

的内容不完全一样
。

洋务派所讲的西学
,

仅仅是所谓格 致 技 艺 之

学
,

中学就是孔孟之道
。

而郑观应的西学是包

括政治和科技两方面的内容
,

不仅应求其用
,

也

要学其体
。

他的
“

中学
”

也不仅仅指的是孔孟

之道
,

而是还包含有议院制等西方政治学说的

内容
。

关于郑观应政治主张的评价
,

过去人们都

分为甲午战争前后两个时期
。

对甲午战前的主

张往往予以肯定
,

对甲午战后的主张则加以贬

斥
。

其理由主要有两点
,

一是在一八九五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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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十四卷本《盛世危言》 中郑观应不但将《议院》

篇放在次要地位
,

而且还把一八九四年五卷本

中最激烈的
“

而犹谓中国尚不可垂行哉 ? 嗯
,

质矣
”

删去
,

改为
“

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 ? 惬
`

必须行于广学校人才辈出之后
,

而非可即日图

功也
” ; 二是到一九 0 0 年

,

他出尔反尔
,

提

出马上实行立宪
,

其用意是针对义 和 团运 动

的
。

本书作者则指出一八九五年郑氏的政治要

求所以变的那么缓和
,

一方面是与康有为
、

梁

启超等人为了减轻维新运动的阻力暂时不把议

院提到议事 日程上的思想有关
,

另一方面也是

为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修改的不一定代

表郑氏的真实思想
。

至于一九 0 0 年提出马上

实行立宪
,

虽有其对付义和团运动的一面
,

但

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
。

立
、 `

加强了对某些薄弱环节的研究
。

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
,

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

能反映这个

过程的是他所著的从 《救时揭要 》
,

经 《易言 》
,

到 《盛世危言》
。

而其中最重 要 的 《盛 世危

言》 却有许多不同版本
。

这些版本
,

有的是经

过郑观应手定的
,

有的则是书商们未经郑氏同

意删改的
。

对此
,

人们未曾作过认真的清理
。 -

本书作者考订了立十种不同版本 (见书末 《盛

世危言》 版本简表 )
,

从而断定一八九四年刊

行的五卷本
、

一八九五年刊行的增订新编十四

卷本
、

一九 0 0 年刊行的增订新编八卷本系郑

氏手定
,

可代表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

而其他

版本
,

皆不能反映郑观应维新思想的变化和发

展
。

至于说郑观应研究中的其他薄弱环节
,

从

目前情况看来
,

恐怕对其企业活动的探讨最显

不足
。

本书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
,

对郑观应的

企业活动作的介绍和分析
,

是迄今为止最为详

尽的
。

三
、

注意了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
。

本书以史料的引用丰富和精细鉴别
、

分析

见长
。

作者的许多观点
,

如前所提到的对
“

商

战
” 、 “

体用
”

思想等的分析评价
,

都是言之

有据的
。

作者在论述郑观应在甲午
、

戊戌
、

庚

子等事变的表现和重要办企业的浩动时
,

所采

用的材料
,

_

多是一些郑氏本人和他人的朱刊信

函
。

粗略统计
,

全书所采用的未刊档案材料占

所引材料的三分之一以上
。

四
、

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时代与人 物 的 关

系
。

本书基本是以人物为中心
,

随时留心当时

社会经济
、

政治
、

军事诸方面的情况
。

例如
,

作者在分析郑氏
“

富强救国
”

思想形成时
,

就

很注意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对其的刺激作

用乃至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

通过本书

既能窥见郑观应一生的全貌
,

还能从一些侧面

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变化的状况
。

当然
,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
。

在个别问题上

对郑观应似有
` ·

偏爱
”

的倾向
,

较明显的是论

及郑氏的对外主张时
,

多强调他抗争的一面
,

而对其弱点却着笔不力
。

前面已提到作者视郑观应把君主立宪和学

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
“

富

强救国
”

的两根杠杆
,

是一种新见解
。

而作奢

进一步认为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后来五四新

文化运动中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的
“

胚胎
” ,

则是值得商讨的
。

首先
,

这种提法在本书未得

到应有的论证
。

其次
,

从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

思想的含义来看
,

与郑观应的
“

民主与科学
”

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五四时期 的 民 主思

想
,

它的含义有两层
:

` 是指反对专制争取民

主的一种政治要求
,

二是指
“

个性解放
” 。

至

于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
,

其含义主要是指科学

态度
、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

而郑观应的民主

思想仅是指通过君主立宪来
“

通上下之情
”
以

“
振工商

” , 他的科学思想不外是
“

器械
、

铁

路
、

电报等事
” 。

可见
,

把两种差异很大的思

想
,

用所谓
“

胚胎
”
的说法加以联系

,

是不贴

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