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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盛世危言 》的成书过程看
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演变

卢　伟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 ,安徽 蚌埠 233041)

摘　要:郑观应是从买办商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

《盛世危言》一书中。通过对他的《盛世危言》的成书过程进行研究 ,发现其超时代的维新思想是一个逐步发展的

过程。从中也看出他从买办商人到维新先驱思想家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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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 , 又名官应 , 字正翔 ,号陶斋 , 别号杞忧

生 ,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

七日(1842年 7月 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

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盛

世危言》一书中。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较早

的思考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 也是一部

较为完整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体系的著

作。” [ 1] 3同时也是晚清改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一

般认为 ,晚清维新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

段 ,各个阶段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 , “而

郑观应则是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影响最大的代

表人物” [ 2] 658。

一 、背景:时事

晚清时期 ,内忧外患加剧 , 国势险恶 , 但也是志

士崛起 、豪俊辈出的时代。作为一位从广东香山走

出的历史人物 , 郑观应长期致力于近代工商业 , 以

求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他积极投身赈灾慈善活动和

爱国救国运动 ,以期富强救国。作为洋行买办 ,他

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之一 , 并实施了从买

办到改良主义者的人生转折。他撰写的《盛世危

言》见解深刻 ,影响深远。同时又是揭下民主与科

学序幕的维新思想家之一;作为实业家 , 在中国早

期现代化进程中 ,他集实业开拓 、实业经营于一身 ,

是实业界前驱;作为爱国企业家 ,他以爱国为根本 ,

商战为核心 ,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

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相联系 ,把发展资本主义工

商业视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是发展资本主义的

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

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也是中国近代

著名的资产阶级实业家 , 更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企业

家。他一生经营实业达 60多年之久。

二 、发端:《救时揭要 》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英、法、俄 、美等国再次

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中国蒙受割

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 ,

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 “讲求士 、农 、工、商之

学” [ 3] 344, 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

想状况来说 ,旧的封建传统观念 , 特别是道教思想

占有重要地位。家庭背景深刻影响着郑观应 ,在同

治、光绪间 ,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 ,还编

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

册子。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 ,郑观应的思想并没

有重蹈其父旧辙 ,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

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 、同治间陆续写成的

《救时揭要》一书 , 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

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

工、禁止鸦片烟 、救灾恤贫 、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

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

些腐败现象 , 描绘出鸦片泛滥 、江河水患、哀鸿遍

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

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 , 在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 , 他提出发展近代航

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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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官造为商造。企业由商人自办 , 这是他最初提

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三 、改进:《易言 》

在以后的几年中 ,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

化 ,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 《易

言》于 1880年编定并刊行 ,此书反映了他较为系统

的改良主义思想。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

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他主张向西方学习 ,建议由

政府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的富国强兵的相关书籍 ,以

便于了解西方文化并使之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

他还主张采用机器生产 , 加快工商业发展 ,鼓励商

民投资实业 ,鼓励民办开矿 、造船、修铁路。他还大

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 , 主张中国实行政治制度改

革 ,推行君主立宪制。 《易言》是他改良思想初步

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

要》中善恶有报的消极因素 , 贯穿着改革变法、学

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

道 ,变今之俗 ,宜览往古 , 法自然 ,诹远情 , 师长技 ,

攻其所短 ,而夺其所恃。” [ 4] 4这也正是《易言》一书

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

怀 ,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

为 ,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 , 中国的出路只

有自强为先。他说的 “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

事工业的“自强”不同 , 他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

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

大经 , 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 , 而寓兵于商

也。” [ 5] 63在该书的 《论商务 》、 《论开矿》、 《论火

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 ,他详

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

体办法 ,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 , 认为中国

商政不兴 ,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

败积习的干扰。在政治改革方面 ,他大胆地提出设

立议院的主张 , 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 , “于政

事之举废 ,法令之更张 , 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 ,上

下 “情谊相隔”, 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

方议院制度比喻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 “三代制

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 , 下仿泰西之

良法”, 实现 “长治久安之道” [ 6] 92。 《易言》成书

后 ,郑观应立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

王韬阅后赞叹不已 ,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

印发行。后来 , 《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 在

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 、完成:《盛世危言 》

光绪十八年(1892)《易言》扩编成书 , 定名为

《盛世危言》。他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 , 对此书一

再增补。 1894年 , 郑观应终于完成了他的重要著

作《盛世危言》。其核心即为 “富强救国”。 “防外

侮更重于防内患”、“商战重于兵战”、开展西方式

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新闻自由、选举官吏

和议员 ,他的这些主张 , 早于 “公车上书”, 更早于

戊戌变法。同时《盛世危言》问世 , 恰逢甲午中日

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 , 因而很快轰动

了社会 ,好评如潮。一时间 ,京城内外掀起了一股

《盛世危言》热 , 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批览”, 并命

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郑观应

也幻想以雄图伟略 、建国大策 ,打动光绪慈禧和王

公大臣 ,有朝一日授以权柄 , 一展抱负。郑观应自

己也排印了 500部 ,也很快就被求索一空。求书者

仍“络绎不绝”。从那以后《盛世危言》不断再版 ,

其版本多达 20余种 , 创下中国近代出版史之最。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

为 , 中国若与强敌相处 , 自己必须要有力量。而要

强盛就必须变法 , “非变法不能富强 , 非富强不能

合纵连横” [ 7] 941。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

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

上开展 “商战”, 军事上练兵造械 , 政治上设立议

院 ,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 “商战”和设立议

院是其主要内容。

而“商战” , 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

术 ,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 以抵制列强的经

济侵略 ,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 , 实行

“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 “重本抑末”

经济政策 , 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

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 ,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 , “但

有困商之虐政 , 并无护商之良法 ,虽欲商务之兴 ,安

可得哉?” [ 8] 801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

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

性 ,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 , 机器一旦损

坏 ,仍然依靠洋人 , 这样一来 , “商战”就成了一句

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 ,先仿造各种

机器 ,使国之利自不至外溢。

郑观应看到 , 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 ,

“皆导其源于汽学 、光学、化学、电学” [ 9] 626-627。日

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 也是大力 “讲

求格致、制造、机器 、种植 、矿务诸学” [ 10] 274。因此 ,

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 , 推广西学。他对

八股制艺深恶痛绝 , 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

的内容 ,鼓励士人学习西学 ,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

在政治上 , 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 ,实行

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

主者权偏于上 , 民主者权偏于下 , 君民共主者权得

其平。” [ 11] 280唯有这种制度做到君民共治。他根据

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本

中国乡举里选之制 , 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 , 以遴议

员之才望 , 复于各省多设报馆 , 以昭议院之是

非。” [ 12] 316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 , 将使中国转

弱为强。

《盛世危言》体现了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的维新

思想体系 , 贯穿着 “富强救国”这一主题;对政治 、

经济 、军事 、外交 、文化诸多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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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方案。 “不是孤立地提出政治现代化 ,而是

把它与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 、军事现代化、文化

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思想观念现代化 、社会生活现

代化等相提并论 ,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 [ 13] 《盛世

危言》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了

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在此后他不断扩编 , 又有

《盛世危言续集》、《盛世危言后编》不断问世。

《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

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 戊戌维新运动兴起 ,

《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梁启超把它列

入《西学书目表》, 向渴求新知的青年大力推荐。

《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 , 礼部

尚书孙家鼐 、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

法的光绪帝。 《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 , 毛泽东

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 , “《盛世危言》激起

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 14] 。

作为一个思想家 , 郑观应一生著述颇多 , 最有

代表性的是《易言》和《盛世危言》。郑观应 “在众

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 , 都被作为

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

位” [ 15] 。不难发现 ,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 , 郑

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

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维新运动发展中 ,郑观

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维新思潮各

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 ,郑观应

的维新思想酝酿 、成形和发展 , 具有自己亲身实践

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维新思想家 ,郑观应

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二者

紧密结合 ,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

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历史地位。 “郑观应在中国近

代思想界的声望和影响 , 均在王韬、马建忠、薛福

成 、陈炽等人之上;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是当

时国内流行较广 、影响较大的书籍之一。” [ 2] 661

五 、结论

由《救时揭要》到《易言》, 再从《盛世危言》到

《盛世危言续集》和《盛世危言后编》的成书过程

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郑观应从买办商人到爱国

商人的转变 ,同时更能把握他的维新思想的形成脉

络和演变过程。 《盛世危言》不愧为晚清一部震撼

朝野的巨著 ,是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

要著作 ,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 、逐

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维新

思想 ,是郑观应以一生心血撰写的维新变法大典。

它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 ,是

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收集了大量

当时仁人志士的名言大论 ,向人们提供多方面的解

决中国问题的思路 ,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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