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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郑 观 应 的 德 国 观

郑 宗 育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

爱国的实业家
。

他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民族危

机日益加深的时刻
,

为了救亡图存
, “

究心泰西政治
、

实业之学
。 ”

(1) 在所写的 《盛世危言 》 等

著作中
,

非常注重对普鲁士— 德国的研究
,

并且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

本文拟就郑观应的

德国观作一次初步探索
。

(一 )

1 8 4 0 年后的中国
,

灾难深重
,

腐败的清政府经不起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打击
,

一时国

门洞开
。

列强各国虎狼齐来
,

五
、

六十年代侵略战争及其带来的恶果都象石头一样
,

压抑着

郑观应这个爱国优时的知识分子的心
。

目击时艰
,

他决心研究国家富强之道
。

为此
,

他开始

研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年
,

普鲁士中兴的历史
。

他说
: “

昔普鲁士耻为法人所困
,

发愤

维新
,

转弱为强
。

采其往事
,

为我今鉴
,

知守旧之非策
,

作维新之忠告也
。

,,( 2,
爱国之心言溢于

表
。

在 《论普鲁国中兴事略 》 中
,

郑观应分析了十八至十九世纪转折关头普鲁士败弱的原因
,

指出
: “

普国从前亦主守旧之说
,

其前皇有名飞芝喜者 f( ir dr ic h
,

此处指弗里德里希大帝 ) 声

名洋溢欧洲
,

… …国势强盛
,

政教修明
,

所立制度后人 皆遵守之
,

… … 普国之人
,

认为遵守

遗法
,

己足治国
,

不知因时更新
,

所以致弱之故实缘于此
。 ” ` 3)
郑观应认为

,

正是由于当时普鲁

士实行农奴制统治
,

君权太重
,

民无议政权
。

世 爵之家 (指容克地主 ) 役农民如同奴隶
,

所

以民无爱国之心
,

国势涣散
,

才会造成 1 8 0 6 年普兵在燕拿城 ( eJ an
:

耶拿 ) 大败于法
,

次年

被迫立约于提尔息 ( iT ils t :

提尔西特和约 )
。

拿破仑胁迫普国割其地大半
,

责赔偿军费一百四

十兆法郎克
。

驻兵柏林
,

侯赔款清而后退
。

普国兵额只准四万二千名
,

不准增兵
,

不准增筑

炮台
,

等等
,

郑观应感叹地说
:

法国
“

挟制普国至矣 ! ”
(4)

但是
,

多难兴邦
。

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是德意志民族屈辱的顶点
,

也是其复兴的起点
。

普

鲁士是怎样由败转胜的呢 ? 郑观应认为
,

普国丧败以后
,

人心尽变
。

君臣 皆知旧法不足恃
,

乃

刻意图新
,

开民智慧
,

使举国之民皆通达国事
。

普相赐德鹰 ( s t ie n :

施泰因 ) 以计笼络国人
,

破除旧制
,

进行改革
,

令凡民皆有自主之权
。

虽然他的改革遭到容克贵族的反对
,

但当时普

仓士政府仍毅然行之
,

遴选议员入议院
,

举国之民皆有议政之权
,

政府仅为之主持而已
。

由

午普鲁士开民权
,

行新政
,

民有爱国之心
,

自君至民
,

皆卧薪尝胆
,

以雪国耻为务
,

所以不

及一年
,

法人所索之军晌已如数偿补
。

1 8 0 8年偿款清还
,

法国军队退出普鲁士中心城市柏林
。

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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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兵既退
,

普鲁士乃潜修战备
。

实行速成兵制
,

进行军事改革
,

民乐为国效死
。

于是才迎来

了 1 8 1 3 年联俄国
、

奥地利军队败法兵于来积城 ( L ie p iz g
:

莱比锡
。

指莱比锡民族大会战 )
。

1 8 1 5

年于哗打罗地方 ( W
a t e lr oo

:

滑铁卢
。

指滑铁卢战役 ) 与英国合兵
,

大败拿破仑
,

而成挫法之

势
。

自是以后
,

普国 日益强盛
,

至 1 8 7 0 年普法战争
,

俘虏法皇
,

恢复失地
,

而大仇青复
,

遂

成为地球上一等强国
。

在这里
,

郑观应非常重视施泰国改革在普鲁士中兴和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的积极作用
,

认识到改革是中兴之本
,

维新是强国之路
,

并鼓励中国人学习普国中兴的经验
,

这点不仅和德国的历史相吻合
,

而且是非常有见地的
。

十八世纪末年的德国
,

正如恩格斯所

说
: “
一切都烂透了

、

动摇了
,

眼看就要倒塌了
,

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

因为这个民族连

清除 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 ” ( 5 ,

正因为落后
,

才挨打
,

才经不起拿破仑军

队的一击
,

于是才有耶拿— 奥尔塔特战役大败于法国
。

割地赔款
,

丧师辱国
,

国家面临全

面崩溃状态
。

在国破家亡
,

山河破碎的情况下
,

1 8 0 7 年海因利希
·

弗里德里希
·

卡尔
·

冯
·

施泰因男爵受命于危难之际
,

担任握有最高权限的国务大臣
,

随接进行改革
。

1 8 0 7 年 10 月奏

请国王发布 《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 》 的救令
,

(简称十月救令 ) 对农村进行改革
,

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
,

保证农民的

人身 自由
。

次年 n 月颁布 《普鲁士王国城市规程 》 使城市摆脱容克贵族 的控制
,

扩大资产阶

级的权力
。

后又颁布 《关于改善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法规 》 及 《普鲁士省行政管理法

令 》
。

施泰因改革的支持者沙恩荷尔斯特
、

格奈森瑙等人
,

还在普鲁士实行军事改革
,

举贤任

能
、

择才晋升
,

打破贵族子弟无功受禄
,

控制军队的局面
,

并实行普遍兵役制
。

施泰因的改

革事业
,

后来由其后继者哈登堡继续推进
。

施泰因一哈登堡的改革极大地唤醒了普鲁士的民

族意识
,

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而且对 日后普鲁士的复兴和建成

资本主义世界强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近代中国人了解和 向西方学习
,

经历了一个极为艰

难的历程
,

郑观应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能对普鲁士中兴的历史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
,

实在

是很不容易的
。

(二 )

郑观应认为
,

国之兴衰系于人
,

欲自强致富
,

必先讲求学校
,

因此
,

他主张学 习西方的

教育制度
。

在考察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后
,

他指出
: “

欧洲各国锐意讲求教育之道
,

而其法莫良

于德
。 ”

(6) 德国的教育制度尤为明备
。

为此
,

他专门写了 《德国的学校规制 》 一文
,

详细地介绍

了德国学校的规则
,

课程内容和设置等等
,

并指出德国教育制度有如下特点
:

一日
:

无人不学
。

德国无论男女贫富
,

七
、

八岁时
,

须一律入学
。

八岁以上不入学者

罪其父母
。

即所谓食德之毛
,

践德之土
,

必入德之学
。

这样国无非学之人
,

犹如国无不垦之

地
,

则粟米不胜食
,

贤材不胜用
。

二 日
:

无地无学
。

乡有乡塾
,

为家贫子弟所设
;
郡有郡塾

。

学制四等
:

国家特设者谓

国学 ;
官督民办者叫公学

; 民间自办的叫民学
;
教士经理者称教学

。

每学必分十数班
,

课程

亦分十余种
,

终年不能升迁者
,

不能出学就艺
。

三日
:

无事非学
。

四民之业
,

无不有学
。

一切学问都设立学堂
。

文则有文学院
; 工则

有工学院
、

格致院
、

船政院
; 医则有医学院

,

商则有商学院
,

农则有农学院
,

武则有武学院
,

欲为师者则有师道院
,

欲传教者则有宣道院
。

凡有一事
,

必有一专学以教之
。

平常人固然有

学校读书
,

即使疲疮残聋替暗哑者
,

亦无不有学
。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国中之 人无一弃材
,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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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材路
,

于公于私兼有好处
。

四 日
:

学以致用
。

由于无事无学
,

则今日之所学
,

即明 日之所行
。

而所习非所用
,

所

用非所习之弊可无虑也
。

郑观应认为
,

正是 由于德国学校众多
,

教化完备
,

人才辈出
,

方兴未艾
,

而执欧洲之牛

耳
。 “

普为法败后六十余年
,

不独国能 自立
,

且能胜法
,

实由于教育之普
。

此史家之所宜普知

也 ! ” ` 7 ,

事实正如郑观应所说的那样
。

普鲁士— 德国之所以能够中兴
,

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起

步较晚的情况下
,

成功地吸收了英国的技术成就
,

急起直追
,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
,

跃居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强国地位
,

这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事业
,

主张人才兴国是分不开的
。

早

在十九世纪初年
,

教育改革就是施泰因一哈登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

威廉
·

洪堡适应资产

阶级的需要
,

领导了普鲁士的教育改革
。

在他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规定
:

学校不能被贵族

或某一特权阶层独占
,

它必须属于整个 民族或国家
;
实行普遍的全 民教育

; 学校要尽可能发

挥每个人的才能
;
教育要逐渐适应 自然科学的发展

,

壮大国家力量等等
,

并成立
“

教育代表

团
”

以监督改革方案的实施
。

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之下
,

1 8 10 年建立柏林大学
,

1 8 1 2 年制定了

中学毕业考试制度
,

并确立了学校教育分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
、

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制度
。

所

有这些措施对后来德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郑观应看到当时中国推行科举制度
,

以八股为正途
,

视别学为异端
,

以有用之心力
,

消

磨于无用之时文
,

用非所学
,

学非所用
,

脱离实际的种种弊病
。

参酌中外教育成法
,

他认为

培养人才
,

必兴学校
,

提出文武兼并重
,

设立专科等方案
,

主张模仿德国的教育制度
,

在当

时是大大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

(三 )

在国家面临外患加深
,

强邻 日逼的形势下
,

郑观应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

势强则理亦强
,

势弱则理亦弱
,

势均力敌才有理与公法可言
。

因此
,

他非常重视国家的军事实力
。 、

他说
,

克

敌之功
,

尤资利器
,

对普鲁士一德国的兵制
、

军事技术
、

兵器等非常羡慕
。

在 《论普国中兴事略 》 中
,

他介绍了普鲁士在反拿破仑民族解放战争中军事改革的经验
。

“

法兵既退
,

乃潜修战备
,

… …兵力不能增则勤训练而速更代之
” ` 8)
这样

,

兵额虽不过 四万二千

名
,

而不及三年
,

已有精兵十五万矣
。

他这里所指的就是普鲁士当年采用的短期训练
,

不断

轮训
,

扩大兵员的速成兵制
。

他认为
, “
国人莫不知兵

”

这正是普鲁士君臣卧薪尝胆
,

卒以战

胜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

`

在 《民团 》 一文中
,

他从寓兵于农
,

古之良法的思想出发
,

考察了德国的兵制
。

指出
:

德

国
“

除残疾
、

老弱
、

孤子外
,

举国之民皆充兵籍
,

使学攻守之法
。

年二十隶营伍
,

充战兵四

年
,

充留后守兵又五年
,

乃退入团练营
。

每岁两操
,

万一有事
,

当听调遣
,

若年至四十以上

者
,

仅守本国
,

不列战兵
。 ”

(9) 他认为
,

这种寓兵于士农工商
,

有警则人可为将
,

人可为兵的办

法很好
。

在 《火器 》 一文中
,

郑观应对德国的兵器赞不绝 口
。

他说
: “

尝考西人构战
,

专用火攻
,

其器固以钢炮为良
,

更以德人克鹿 卜 (克虏伯 ) 为最
” ,

该炮
“

名噪诸邦
,

六大洲 皆叹为不如
,

争相购办
” “ 0) 在洋枪方面

,

他认为德国制造的后膛茅塞枪
,

装放方便
, “
允为洋枪之冠

” “ ` ’
因此

他主张购买德国的兵器
。

这对于李鸿章等人筹办洋务
,

建立舰队
,

大批购置德国制造的军舰
、

枪炮
,

无疑都起了推动作用
。

郑观应还引用律斯麦的话激励国人不但要购买火器
,

更重要的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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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造兵器
。

他说
,

德相卑士麦 (稗斯麦 ) 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
,

不重艺学
,

不兴商务
,

尚

未知富强之本
。

非虚言也
。

郑观应对德国在三次王朝战争中
,

能够运用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
,

克敌制胜
,

最后完成

统一大业
,

尤为赞叹
。

他以普法战争为例作了说明
。

他说
,

在普法战争前
,

德提督 (指德国

陆军参谋总长赫尔穆特
·

毛奇将军 ) 对法国大使说如果欲战
,

我国可于十四 日中
,

`

在边境集

军十万
,

粮械俱备
,

后克践其言
,

大获全胜
。

郑观应认为
,

德国之所以胜法国
,

很重要的原

因是
“
籍电信与火车之行军迅速耳

。 ” ` ,幻因为普鲁士人在行军之处尽设电线
,

能用火车调动军

队和粮草
。

综观郑观应对普鲁士一德国军事技术经验的介绍和分析
,

可以看出他对普鲁士在反拿破

仑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沙恩荷尔斯特的军事改革
,

以及 1 8 6 0一 1 8 6 2年普鲁士陆军大臣罗恩所进

行的军事改革对提高普鲁士军队素质所起的作用 已予以充分的重视
。

他不仅重视人的因素
、

士

气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
,

而且非常重视武器
、

军事技术在决定战争胜负中所起的作用
,

这一

点是非常正确的
。

从德国历史看
,

普鲁士军队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都比奥地利
、

法

国军队的武器先进
。

当时普鲁士军队所用的都是后膛枪
,

即撞针发射枪
,

五分之三的陆战炮

兵都装备有来复线的火炮
,

而奥地利军队用的都是前膛枪
、

前膛炮
。

普军能用铁路快速调动

军队
,

用电报统一指挥
,

这一切都保证了普鲁士能够顺利地打败奥地利和法国
,

完成国家统

一事业
。

郑观应对德国军事技术的介绍和认识
,

不仅符合当时德国的情况
,

而且对当时军事

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
,

无疑地也起了振聋发玻的作用
。

(四 )

郑观应从
“
政治不改良

,

万业实难兴盛
”

的观点 出发
,

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

早在

《易言 》 中
,

他就说过实行议院能使国家
“

长治久安
” 。

1 8 9 2 年在 《盛世危言
·

议院篇 》 中
,

更

明确地提出
: “

然博采旁参
,

美国议院则 民权过重
,

因其本民主也
。

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
,

其人习气使然
。

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
,

则莫如英
、

德两国议院之制
。 ” “ 3 ,

这段话表明了郑观应

在 比较欧美诸国政体之后
,

认为中国应该选择君主立宪的政权组织形式
。

郑观应认为
,

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与英国大体相同
。 “
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

,

而后君相
、

臣民之气通
,

上下堂廉之隔去
,

举国之心志如一
,

百端皆有条不紊
。

为其君者恭 己南面而 已
。

故自有议院
,

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

跋鹿之臣无所擅其权
,

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
,

草野小

民无所积其怨
,

故断不至数代而亡
,

一朝而灭也
。

,,( 14) 郑观应的这番话和黑格尔所说的君主立

宪政体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

黑格尔说
: “

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
,

乃是现代的成就
。 ” ( , , ,

尽管黑

格尔把王权抬到吓人的程度
,

但他主张的君主仍为立宪的君主
,

要受法律的制约
,

实际上是

一个统而不治的虚君
。

正如郑观应所说的
“
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 己

。 ”
黑格尔认为

,

立宪的君

主不能妄自为法
,

为所欲为
。 “

在近代
,

国王必须承认法院就私人事件对他自身有管辖权
,

而

且在自由的国家里
,

国王败诉
,

事属常见
。

,,( , 6)
而郑观应也认为实行议院制

“

而昏暴之君无所

施其虐
。 ”

黑格尔把议会当作是一个宣泄的工具
,

认为通过代议制
“

当群氓进入国家而成为有

机部分时
,

他们就应采取合法而有秩序的方法来贯彻他们的利益
,

相反地
,

如果不存在这种

手段的话
,

那么群众的呼声总将是粗暴的
。 ” ` , , ,

郑观应说
,

有了议院制
“

则草野小民无所积其

怨
。 ”

你看
,

何其相似
。

郑观应还从日本向西方学习
,

实行两院制
,

变法维新取得成功的事实中
,

极力主张中国

也应该像日本一样以德国为样板
,

实行议制院
,

驳斥
“

议会宜西不宜中
”
和

“

中国不宜巫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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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
”

的顽固论调
。

指出
: “

今 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
,

步趋西国
,

陵侮中朝
。

而犹谓议院不可

行哉? 而犹谓中国尚可不巫行哉 ? 嗯 ! 可真矣
。 ” l( 8) 日本的宪法是以德国的宪法为兰本制定的

。

1 88 2 年伊滕博文等人到欧洲考察政治
,

历时一年多
,

从德国学到了如何在立宪政治的形式下
,

保持君主统治大权的经验
。

后又重金聘请德 国立宪专家赴 日指导起草宪法
。

1 8 8 9 年 明治政府

颁布宪法
,

次年开始实施
,

由是 日本形成一套君主立宪制的天皇独裁的制度
。

尽管郑观应 1 8 9 5

年后
,

在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 续作 《议院
·

下 》 中说过
,

在中国实行议院制
“

惟必须行于

广开学校
,

人材辈出之后
,

而非可即 日图功也 ,,( 19) 的话
,

也就是说
,

他和梁启超一样
,

都认为

在
“

民智未开
”

之前不可急设议院
,

说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人 民群众的

不信任
。

但是总的说来
,

郑观应对 日本行立宪以后的
“

勃然兴起
”

是很羡慕的
,

并且也希望

能在清政府政治制度的范围内作一些改良
,

实行君主立宪
,

以达到 自强的目的
。

郑观应作为

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主张的代表人物
,

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

历史

进入二十世纪初年
,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

郑观应未能跟着历史潮流前进
,

仍然留在原地踏步
,

并且和盛宣怀集团在一起
,

维护清政府的假立宪
,

反对辛亥革命
,

从而

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剧
。

(五 )

1 8 9 5 年
,

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新兴的小国 日本打败
,

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

力量的脆弱
。

此后列强各国都把中国作为宰割的对象
,

加速了争夺中国的步伐
。

它们争先恐

后在中国办工厂
、

开矿山
、

筑铁路
,

建立银行争夺奴役性的政治借款
,

强租港湾
,

`

划分势力

范围
,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

1 8 9 7 年德帝国主义以山东发生的 巨野教案为借 口
,

出兵强占

胶州湾
。

次年 3 月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被迫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签订 《胶澳租界条约 》
,

山

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

就在这个时候
,

郑观应连续写了 《上礼部尚书孙师相论德占胶州湾

书》 以及 《上安徽抚宪邓师帅论德占胶州书 》 ,

痛斥德国侵占胶州湾
“

情同寇盗
,

全违公法
” ,

主张将其无理之处布告各国
,

并聘间教皇
,

传教乃劝人为善
,

教士被杀
,

例无过抚恤
,

何以

不侯究办
,

速然占据胶州
,

且多端勒索
。

郑观应还认为
,

我国不能对列强的侵略行径
“

事事

曲从其请
” ,

否则他们又会援引
“

利益均沾
”
之例

,

群起谋我
,

中华民族将会祸不旋踵
,

面临

被瓜分的危险
。

从上面这些话中可以看出
,

尽管郑观应当时对列强
、

教皇
、

公法尚存在幻想
,

但是他痛斥德国侵占胶州湾的心情
,

却是跃然纸上
。

帝国主义的侵略空前激化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

1 8 9 8 年义和团在山东兴

起
,

随后很快席卷京津
,

1 9 0 0 年形成高潮
。

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

沉重打击了

中外反动派
,

震撼中外
,

最后被八国联军绞杀
。

八国联军在华犯下了滔夭罪行
,

连瓦德西也

无法掩饰
。

他说
: “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
,

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
,

但为数必

极重大无疑
。 ’

,(2 0)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

尽管郑观应也说过一些攻击义和团运动

的话
,

但他更主要的一面是对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愤怒控诉和严厉的谴责
。

这在他写的 《罗浮待鹤 山人诗草 》 《拳匪 》 一诗中得到证明
。

诗曰
:

“ ……哀哉义和拳
,

暴动国之耻
,

… …始则烧教堂
,

继则杀大使
。

震惊五大洲
, ·

八雄乘势

起
。

(/ \ 国起兵来华 ) 俄德兵最凶
,

杀人如犬采
。

奸淫复枪毙
,

妇孺全惨死
。

京师遭毒气
,

(绿气弹最毒 ) 屋宇成棘积
。

玉石谁为分
,

兰艾同时毁
。

春秋救邻国
,

大义岂如此
。

列强各怀

私
,

强秦更奇诡 (俗呼俄为秦 )
,

官商归不得
,

告急呼梓桑
。

救济救急会
,

派人相料理
。

局船

比慈航
,

生还皆欢喜
。

北望泪沾巾
,

烽烟何日止
。

车驾盼东还
,

新政从此始
。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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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中
,

郑观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八国联军的滔夭罪行
,

盼望早 日结束战祸
,

推行

新政
,

富国强兵以抗外侮
。

从
“

俄德兵最凶
”

句中
,

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郑观应对后起的德帝

国主义
,

推行
“

世界政策
” ,

在华划分势力范围
,

争当八国联军侵华的急先锋
,

残酷镇压和掠

夺中国人民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

心 关 关 关

郑观应的对德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人对德国的认识
。

郑观应认为
,

近代中国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年的普鲁士一德国的国情是相似的
。

多

灾多难的鲁普士通过改革
,

由衰及盛
,

统一德国
,

并挤身世界强国行列
。

郑观应对此十分羡

慕
,

并以此激励中国人不要丧志
,

奋发图强
,

改革兴国
。

他说
: “

今杏中国由人挟制
,

未必过

于法之待普也
。

普受此胁迫
,

尚可复强
,

中国何必丧志哉
。 ” (

22)

由羡慕德国
,

进而主强学 习德国
。

诸如
,

学习普鲁士中兴 的经验
,

改革兴邦
; 学习德国

的教育制度
,

废科举
、

办学校
、

人才兴国
; 学 习德国的军事技术

,

办民团
,

购买德国兵器
,

以

防边患
;
模仿德国的政治制度

,

设议院
,

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等等
。

郑观应认为
,

师其技
,

攻

其所短
,

夺其所恃的主要 目的都是为了抗击外侮
`
这一点和曾国藩

、

李鸿章等人师夷长技
.

对

内制服人民
,

对外实行
“

羁糜
”

政策是有所不同的
。

1 8 9 7 年
,

德国侵占胶州湾
。

随后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侵华
,

在中德关系史上写下 了最黑暗

的一页
。

此时郑观应的对德观
,

也 由先前的羡德
、

学德
,

变成 了对德帝国主义的痛恨
。 “

俄德

兵最凶
”

表达了他对德帝 国主义的愤慨之情
。

郑观应对德国的认识
,

大体上和近代中德关系发展的进程是吻合的
。

中德两国人民早有

友好的交往和文化交流
;
早期的中德贸易关系基本上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

。

1 8 4 。 年
,

英

国用鸦片和大炮开打了中国的大门
,

当时的普鲁士一德国尚未统一
,

不可能大规模拓展对华

贸易
,

在对华事务上只是扮演了英国小伙伴的角色
。

1 8 6 1年
,

《中普通商条约 》 的签订
,

德国

挤进了侵略中国的强权国家的行列
。

但是当时惮斯麦因忙于通过王朝战争
,

统一德国
,

无暇

东顾
。

1 8 7 1 年
,

德国统一后
,

稗斯麦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
。

推行
“

大陆政策
”

与谨慎的

殖 民政策
。

尽管他有凯觑中国领土之心
,

想寻找一个
“

储煤站
” ,

作为海军基地
,

但终究未酿

成武装占领中国领土的事件
。

因此
,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
,

德国在 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

地位是和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的英
、

法
、

日本等侵略国家不同的
;
也不像沙皇俄国经常与中国

发生边境摩擦
。

德国是通常跟在其它列强后面
,

通过片面最惠国待遇
,

取得在华权益
。

它在

中国对外交涉中
,

经常持
“

中立
”
态度

。

且
“

距华较远
,

并无边界毗连
,

亦无传教及贩卖洋

药等事
” 。 `

23) 正是郑观应产生羡德
、

仿德
,

甚至认为德国
“

亲睦中华
”

情绪的历史背景
。

而他

的仇德情绪则产生于德占胶州湾前后
。

郑观应乱对德观不乏真知灼见
,

对当时正在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曾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

(责任编辑 孔祥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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