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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郑观应之日本观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初
,

英国人赫德指出: “

现在

中国除 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外
,

其余九百九十九人

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 日本
. ”

1[] 当时的封建官僚和

士大夫
,

昧于世界大势
,

沉酒于醉生梦死之中
,

虚骄 自

大
,

盲目乐观
,

根本不把 日本放在眼里
,

说什么
“

楼不度

德量力
,

敢与上国抗衡
,

实以蝗臂当车
,

以中国临之
,

直

如摧枯拉朽
. ”

圆然而
,

甲午战争却以中国的惨败而告

终
,

赔款二亿两白银
,

并割台湾
、

辽东半岛与日本
,

这

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感和危机感
.

在中国战败

之后
,

有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仍在高谈阔论
, “

今天下最

富之国
,

莫若中国
. ”

3[] 对签订和约也不 以为耻
,

解释

日 : “

我呈上仁慈粗昌
,

不忍士卒 久催锋摘
,

膏涂原

野
,

大度汪洋
,

尽捐宿衅许新盟
. ”

4j[ 表现出极不正常的

心态
.

然而
,

与此同时
,

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却能

以比较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状及其所处的国际

环境
,

进一步发展
、

完替他们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提出

了的
“

仿洋变法
”

思想
.

并更着重研究了日本与中国在

改革中的差距
,

从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改良主张
.

在这些人物中
,

除了康有为
、

梁启超等以外
,

郑观应可

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
.

笔者鉴于史学界对康
、

梁有关

日本的思想研究颇多
,

就郑观应的日本观作一论述
.

郑观应 (l 84 2一 19刀)清末广东香山 (今中山 ) 人
,

又

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祀忧生
、

罗浮待鹤山 人

等
.

他早年曾入英商宝顺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

办
.

同外国人有诸多往来
,

比较熟悉洋务
.

从 18即 年

起
,

先后由李鸿章等人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
、

轮船招

商局
、

汉阳铁厂
,

上海电报局
、

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
.

他关心时务
,

热心西学
,

并且视野开阔
,

是早期资产阶

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人物
.

甲午战后
,

郑观应感到
“

时势变迁
,

大局愈危
,

中西

之利弊
,

昭然若揭
. ”

阎 此时距离他于光绪十九年 ( 18 93 )

出版《盛世危言》之时
, “

事已迥异
”

6J[
.

所以
,

他根据时

势发展的新动态
,

着重比较了 日本与中国在近 几十年

来所出现的差距
,

并分析 了其原 因
, “

未言者再尽言

之
,

已数易其稿
, ”

【刀 在原书的 基础 上又增添 了 113

篇
,

名之《盛世危言全编》
.

其中
,

郑观应对 日本的论述

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在甲午战后的日本观
.

笔者所谓

白本观
,

是指对日本的总体看法
.

郑观应的 日本观的第一 个要点是 : 日本虽是小

国
,

但由于仿行西法
,

力行维新
,

故而成效已彰
,

俨然是

亚洲的一个强国了
.

郑观应不同于那些闭 目塞听
、

孤陋寡 闻的士大

夫
.

拖竹广博的世界政治
、

经济
、

历史
、

地理
、

军事等知

识
.

对千日本
,

他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认识到
,

中国

工艺之精
、

商务之盛
,

膛乎后于 日本
.

并对此感到忧

虑
.

甲干战后
,

他更全面地认识到 日本通过 明治维

新
,

模仿学习欧美等国
,

其工艺
、

制造
、

商 务
、

乃至学

校
、

法律
、

军事等等方面都已成效卓著
,

远胜于中国
.

在工艺
、

制造方面
,

郑观应说 : “

旧 本 )年来效法泰

西力求振作
,

凡外来贷物
,

悉 令地方官极力讲求
,

招商

集股
,

设局制造
、

一切听商 自主
,

有保护而绝侵挠
”

8[]
。

故而使得日本
“

所出绒
、

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
,

且

可运出外洋 : 91[ 他举例加以说明
,

光绪四年至 七年
,

日

本与各国通商
,

进出货价相抵外
,

日本亏二十二万七

千元 ; 到了光绪八年至十三年
,

进出货价相抵
,

日本赢

五千二百八十万元
.

在学校教育方面
,

郑观应认为
,

日本幼童所受到的

教育已经与欧美各国相差无几 了
。

日本教习之法
,

大

多仿效英国章程
,

并且其学校的建筑设施
,

学生的保健

方法
, “

虽英之伦敦
,

法之 巴 黎斯学校
,

亦无 以 复加

云
. ”

【10]

在立法方面
,

郑观应认为
,

日本通过学习西方
,

删

除了诸 多严酷的刑罚
,

从而使得日本收回了司法权
,

从
“

凡有词讼仍 由驻日本官质讯科断
” . “

遂改由 日官审

判
” 。

【111

在军事方面
,

郑观应认为
`

旧本讲求制造枪炮之法

日精
,

彼能 自出心裁
,

制作奇器
. ”

l[ 21
“

今 日本所用之

枪
,

又一律更换新式
,

较前更快
. ”

1[ 3j 在郑观应的观念

中
,

日本武器精良
,

远胜于中国
。

郑观应还以各种途径

了解到 l珊本海军和陆军的情况
。

他说
,

日本按照欧美

之法来 tll 练海军
。

海军的将士
,

从小就人学校读书
,

经

过多次考试后
,

派到军舰上实习
,

其海军官员
,

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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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

并且深通英
、

法海军的阵法
。

外国人曾观看 日本

海军之操练
,

认为
“

彼国水师
,

与泰西无异矣 !
”

1[月 日

本陆军
, “

则仿德国
” ,

训练刻苦
,

战注力很强
。

郑观应通过各种途径
,

大量地获取 了有关 日本的

知识
,

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
,

作出了日本已是强国的判

断
,

并分析了其强盛的原因
。

这与当时一般士大夫
,

对

于世界知识茫然无知
,

妄自主观臆断的状况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

郑观应 日本观的第二个要点是 : 日本的自然条件及

人义条件不如 中国
。

日本通过变法
,

取得 了很大 成

效
,

如果中国也象日本那样学习欧美
,

变法维新
,

则中

国的成就
,

必然会更大
.

他说 : “

彼日本
,

小国耳 !
” “

全

国土地仅抵中国三十分之一耳
,

人民止十分之一
。 ”

15[ l

他认为
,

如果中国也仿行西法
,

励精图治
, “

用因为革
,

舍短从长
”

116)
, “

何以堂堂中国
,

会不矮若!
”

1[刀
“

以我之

地大物博
,

人多财广
,

驾而上之
,

犹反手耳
”

11 8]
.

郑观

应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
,

感叹于 日本革新所

取得的成就
,

忧虑于中国的积弱
,

但他并不因此而陷于

崇洋媚外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
,

而是从中国优于 日

本的许 多潜在条件中
.

看到了中国的远大前途
,

充满了

自信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郑观应 日本观的第三个要点是 : 中国与 日本
“

同文同

种
” , 。

在近代之初
,

国情大致相同
。

日本通过明治维

新
,

模仿欧美
,

结合本国实际所兴办的各种具体事业
,

建立的各种制度
,

以及积累的丰富经验
,

值得中国直接

仿效
、

借鉴
.

郑观应主张仿 日设立议院
.

他认为 日本强盛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学习了西方的
“

本
” ,

即欧美的议院等

上层建筑
。

他说
, “

议院之明效大验
,

日本行之
,

亦勃然

兴起
”

1L9)
,

故而能
“

步趋西国
,

凌侮中华
”

20j[
。

借此
,

他

反洁那些认为议院
“

宜西不宜中
”

的观点
,

主张中国也

应象 日本那样仿效西方设立议院
,

以
“

集众思 广 众

益
” .

郑观应主张仿 日兴办学校教育以培养人才 振兴

工商
。

他以 日本 为例论述 了
“

商战
”

的方法及其成效
.

进而主张
. “

法日 本振工商以求富
”

曰 j
。

池认 为日本 工

商之所以迅速发展起米的原因
“

在于变通新政 游学用

贤
,

效法泰西之学校
、

时报
、

书库三大端也
。 ”

即1 也即是

投资教育
,

培养人才
。

相应地他认为中国商务制造远

远落后于 日本的原因
,

也在于中国
“

讲求商务之无 人

耳
”

23[ j
.

因此
,

郑观应力主仿效日本设立各种学校
,

并

废除科举制度
.

他说 : “

今 日本 师泰西教养之善
,

培养

人才
,

居然国势振兴
,

我国胡不可巫力行之
。

一语为之

断日
,

不修学校
,

则 人才不出
,

不废帖括
,

则学校虽立
.

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
。 ”

碑勺认 为只要
“
I

一

开学院
、

书

院
.

认真讲求… … 则各艺人才
,

何患不出
,

自足与泰西

争强竞胜矣 !
“

碑5 1

郑观应主张
,

除 了在本 国开设学校
,

培养人才 以

外
,

还应该仿效 日本派亲王大臣等游学欧美
.

并聘请

留学西方有真才实学之士回国
,

帮助振兴本国的各项

事业
.

他说: “

日之亲王大臣
,

皆肄业泰西
,

并聘其才德

兼优之士数十人
,

回国佐理
,

我国亦当筹借矩款
,

皿仿

而行之
. ”

26I]

郑观应主张仿效 日本与西方各国更换条约
.

他

说
,

日本在与西方各国更换条约时
,

提出了四 条
,

希望

各国能够增人条约
.

这四条是 : 一
、

外人在日本居住

者
,

必须由日国管辖
.

二
、

税务如何征收
,

皆系找朝 自

立主意
,

外国不得预闻
,

条约不能限制
.

三
、

有约之国

通商 口岸
,

我国均沾其利
,

不得畸轻畸重
.

四
、

我国政

治
,

外人不得干预
,

郑观应深知司法独立
、

关税 自主
、

行政独立等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

认为这四条对于中

国来说志在必得
.

因而
,

他主张仿效 日本
“

巫宜尽为修

改
,

以保利源
” ,

如真能办到
,

则
“

国体幸 甚 ! 生民 幸

甚 !
”

2[刀

郑观应主张仿效日本
,

自握利权
.

他考究了 日本

的各项具体事业
,

充分认识到了 自握利权的好处
。

例

如
,

他曾说 : “

观日本轮船
、

铁路
,

日臻隆盛
,

皆利权自握

之效也
。 ”

28[ ] 由此
,

他主张中国应
“

招本国商人
,

增添大

小轮船
,

往来内外各埠
,

毋授权于彼族
,

致成喧宾夺

主
”

碑9] 的状况
。

同时主张
“

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
,

不准

入内地
。 ”

口0] 他认为中国 也应象 日本那样
,

区分洋关和

常关
, “

字手船所至
,

必归洋关
,

若民船则由常关稽核
,

不

归洋关
。 ”

31[ J并仿照 日本设
“

邮船会社
” 、 “

商船会社
” .

以
“

兴中国内地自有之商务
,

而收内地自有之利权
。 ”

3[刁

郑观应主张仿效 日本
,

借鉴 西方 国家的法律条

文
,

改 i丁中国的法律
。

他从 日本改用 西方法律从而使
“

而人亦归其审理
”

中得到启示
,

主张中国
“

当请外国上

等有名人律师
,

中国老成有声望之申韩幕友
,

再延深通

律例之华人翻译
.

将波此中西刑律会同参订
,

至公至

当
,

为中西通商各 口律例
,

分华洋 义利 布各埠
,

凡在通

商 口岸
.

所有交涉案件
,

皆准此编判断… …
”

133 ] 以期

收 fjJ 与 I J 本同样的效果
。

关阳见应主张仿效日本
,

实行代为传教制
。

他对外

国传教二〔 在内地自由活动
,

并接收不本份的素民加人

教会从基非法活动深表不安
。

同时
,

他考虑到
,

如果强

行禁止内地传教
,

恐难办到
。

因而
,

他提出 中国也应
“

效日本近年办理
.

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
,

无

须西人… …
”

13 4] 如 果办理得法
,

则外国
“

教士踵迹
,

即

不绝而亦稀少
。 ”

3[习

郑观应主张借鉴 日本之方法
.

严禁鸦片
.

他说
:

“

尝考 日本与英国立约
,

鸦片土 不得人境
,

例止三斤 以

配药之需
,

如违约
,

关 口拿获
,

全数充公
,

或竟抛弃于

一 2 2 一



海
,

有闯关者
,

每斤鸦片罚洋十五元
。

我国亦宜设法严

禁吸食
,

并仿 日本条约
,

请各国劝英国一律行之
。 ”

136 ]

除了在一些重大的
“

兴利
” 、 “

除弊
”

措施方面
,

郑观

应具有取鉴于 日本的观念外
,

在一些更为具体的制度

方面
,

如外国人加人中国国籍
、

提高士兵待遇
,

举办商

品赛会〔博览会 )等
,

也应向日本学习
。

郑观应 日本观的第四 个要点是旧 本的强盛及其

扩张野心必然导致 日本力图攘夺中国的利权
,

使其成

为中国在亚洲的经济竞争对手
,

并在军事上构成对中

国的巨大威胁
.

郑观应意识到
,

甲午战后
,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

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
,

这样
,

日本必然会利用

中国的富饶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
,

生产各种工业品
,

争

夺中国广阔的市场
。

他指出 : “

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
,

势必广制机器
,

华人所不知为
,

而不能为
,

所欲为
,

而未

及为者
,

恐 日人先我而为之
” ,

这样
, “

内地之利权
,

又将

为日本所夺矣!
”

[37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
,

他主张垂图

革新
,

发展本国的工商业
,

尤其是机器工业
,

以抵御 日

本的经济人侵
。

他说 : “

现在风气之速
,

甚于迅雷
,

若不

急思筹办
,

日本创之
,

各国效之
,

华商必至坐困 !
”

138 1鉴

于
“

年来日本机器织厂日增
,

所织各种棉布运入中国销

售者
,

亦日见其多
”

[3 91 的情况
,

他主张扩大上海
、

汉 口

的纺织局
, “

以 自种之花
,

织 自用之布
,

工贱价廉
,

无须

运脚
,

实可收回利权
”

l’0 l
。

对于 日本用科学的方法扩

种茶叶
,

并采用先进的工艺
,

制成多样 品种
.

远销欧

美
,

争夺中国传统的植茶之利
,

他主张中国制茶业应改

良旧法
,

引进新法
,

提高产 品的质量
,

并增加 花色品

种
,

以同日本等国竞争
,

牢牢把握中国历史悠久的植茶

之利
。

关于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

郑观应体会颇深 :

甲午战争
,

中国惨败
,

在事实上已经证明
,

日本的军力

强于中国 ; 甲午战后
,

日本仍在扩充军备
,

他们加 强训

练陆军
,

并
“

讲究水师
,

频添战舰
,

多置军械
”

141 ;] 日本

一贯借助于军事上的优势
,

向中国谋取巨大的政治
、

经

济利益
,

并且要求越来越多
, “

恐终为中国大患 !
”

142 ]郑观

应认为
,

如果中国还不力行维新
,

变法图强
.

必然国将

不国
. “

若 以势 力不敌
,

处处顺受
,

事事听从
,

何以 为

国 ?
”

14 3 ]

在此
,

郑观应毫不隐讳地揭示了日本在经济 上
、

军

事上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

籍此鞭策清政府啦 图维新变

法
,

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

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

此外
,

郑观应还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
,

无视公法战

例的种种暴行
,

表示强烈的义喷
,

他说 : “

今中 日之战
,

日兵残杀奸淫掠劫
,

与野人无异
”

{叫

综上所述
,

甲午中日战争后
,

在郑观应所增订编撰

的《盛世危言全编》中
,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如下 日

本观 : 日本通过仿行西法
,

力图维新
,

已取得了卓著成

交
,

成为亚洲的强国
,

中国有许多自然及人文条件优于

日本
,

如果中国也象 日本那样师法西方
,

则中国会更

强 ; 日本在近代之初
,

国情同于中国
,

日本学习西方结

合本国国情所兴办的各种事业
,

所建立的许多制度
,

以

及积累的丰富经验
,

值得中国直接仿效
、

借鉴 ; 由于 日

本迅速强盛及其扩张野心
,

它已在经济上成为中国的

竞争对手
,

在军事上构成对中国的巨大威胁 ; 日本虽学

西法
,

但却无视国际战争公例
,

在战争中的种种暴行
,

实属可恶
。

郑观应的日本观是建立在他对 日本进行深人研究

基础上的
.

他对日本现状及其强盛原因的分析
,

是基

本符合实际的
.

他在甲午战争
,

甲国惨败
,

全国上 下
、

群情激愤
,

各种心态
,

众呈纷纭的情况下
,

能够冷静的

分析日本仿行西法的经验
,

并从中提拣出中国应仿效

日本的方面
,

以提供给清政府作为施政的借鉴
,

足 见其

用心之 良苦
,

这与当时十分盛行的那种
“

以恶其人
,

遂

以并废其学
, ,

以及仇日报复态度相 比
,

不知要高明多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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