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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晚清灾害频仍 , 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 , 对晚清严重的灾荒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 他揭露

晚清灾荒产生的社会根源 、抗灾能力降低的现实状况 , 阐发了卓有远见的防灾抗灾的主张。郑观

应的荒政思想对今天防治灾荒与发展农业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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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灾害频仍 ,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本着关心民瘼 、力苏民困的重民思想 , 对晚清严重的灾荒给予了

极大的关注 ,他揭露晚清灾荒产生的社会根源 、抗灾能力降低的现实状况 , 同时又阐发了卓有远见的防灾抗

灾的主张。探讨郑观应的荒政思想对今天防治灾荒与发展农业无不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

自古以来 ,我国便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古人对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无法

给予解释 ,从而推想 , 人类一切吉凶祸福 ,是由支配自然的最高主宰———天帝决定的 , 自然灾害是天帝有意

降于人类的处罚。因此 ,每当自然灾害来临时 , 人们只好祈祷上苍 , 乞求天帝的恩赐 、保佑。这种天命主义

的救荒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19 世纪后期的荒政思想仍然弥漫着神秘的天命观。随着西学东渐 , 人们对自然天气现象虽然有较多

的科学解释 ,然而 , 帝王朝臣从思想意识上还总是寄希望于天帝的恩赐 ,向天帝烧香祷禳以求宽恕 , 从而谈

不上着眼于探究灾荒发生的根源。 1876 年到 1878 年 , 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我国北方 , 直隶 、山东 、

河南 、山西 、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 , 这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奇重灾荒是有清“二百余年未有之

灾” , [ 1]面临这灾难降临 , 平时幽处深宫的帝王将相们仍然迷信天命主义的禳灾思想 ,烧香祷禳。光绪三年

(1877 年)九月清廷上谕曰:“前因京师入秋以来 , 雨泽稀少。并派醇亲王奕 等分诣时应宫等处拈香。虔

申祈祷。现在节逾霜降 ,尚未渥沛甘 , ……联于本月二十二日来诣大高殿拈香。时应宫著仍派醇亲王奕 ,

昭显庙著派恭亲王奕 ,宣仁庙著派惠郡王奕泽 , 凝和庙著派贝勒载泽。同于是日分指拈香” [ 2]这种迷信色

彩很浓的荒政思想恰是天命主义在救荒思想中的具体反映。

把握时代脉博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 ,以其敏锐的眼光 ,超越“天象示警”的灾荒传统观 , 结合中国社会现

实 ,揭露了造成灾荒的深刻根源。

(一)残酷苛政 ,民不聊生。民间本来鲜有积蓄 , 灾荒一旦降临 , 百姓原本指望官府的赈济。然而 , 贪官

污吏不仅吞噬灾款 ,还向百姓搜刮钱财 , 这就使本来不幸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有关此类文稿 、奏折也源源

不断刊出。如曹待御《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所描述:“去秋水灾 , 衰鸿遍野 , 皇上轸念民依 ,拨款赈济 , 乃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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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州 、乐亭各州 、县将赈银扣抵兵差 ,声言不足 , 仍向民间科派。灾黎谋食既艰 , 又加此累 , 多至转于沟壑无

所控告。是民非困于灾 ,直困于贪吏之苛敛也。
[ 3]
。此奏刊出后 , 郑观应颇具同感 ,即写下《革蔽》一文 ,揭批

官员公行贿赂 ,贪桩枉法 , 官府则剥民括地 ,暴如虎狼的恶劣行径。郑观应这些论述 , 虽无直接表露灾荒为

清廷腐朽统治所导致 ,但他从一个侧面指出了自然灾害更深刻的原因。

(二)战争破坏 ,灾害不断。近代以来 ,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各族人

民大起义 ,从 19世纪 50 年代爆发到 60年代后期被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长达 20 年。战争往往导致农民更

加贫困化 ,贫困则加剧灾荒的严重性。郑观应对此有感而发:“何水灾近世如是之多也? 呜呼! 兵戈未息 ,

水患频兴 ,或两广常被水灾。或长江时罹水患 , 黄河水决 ,清水潭崩 ,哀鸿遍野 , 惨不可言。” [ 4]

(三)滥种罂粟 ,粮食减少。中国本不种罂粟 , 鸦片战争以后 ,英印鸦片大量输入 ,印度种植罂粟 , 制取鸦

片的方法也传入我国。在进口鸦片(洋药)泛滥的同时 ,国内自种罂粟自制鸦片(土药)也日益增多。滥种罂

粟 ,直接后果是导致鸦片泛滥 , 吸食者增多 ,严重影响粮食生产。郑观应如是说:“中国人口繁庶 ,若准种罂

粟 ,小民必相率效尤 , 弃嘉禾必相率效尤 ,弃嘉禾而植毒草 ,不特粮食日贵 , 一遇荒歉 , 何以堪之。” [ 5]他还进

一步指出 ,种罂粟必会与粮争地 、争劳力的问题 ,“种田类壅多费人工 , 一夫之力不逾二亩 , 而一亩罂粟可抵

十亩稻梁。” [ 6] 。

(四)乱砍滥伐 ,生态环境恶化。郑观应在谈到北方各省灾荒时认为 , “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 ,

每次灾荒形成之后 ,赈款都多在数百余万 , 然而灾民“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 。他认为 , 造成灾害频

仍的原因是树木过度砍伐 ,“自粤捻构乱 ,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砍伐无余 , 水旱频仍 , 半由于此。” [ 7] 。在

此 ,郑观应认识到导致中国灾荒频仍的更深层原因是乱砍滥伐。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环境”这个词 ,实

际上已涉及到它的实质。

另外 ,郑观应还意识到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灾害频发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清代 ,中国人口一直居高不下 ,

道光年间更是突破四亿大关。不断增长的人口势必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 , 限制社会财富

的积累和增长 ,从而加深民众的生活贫困程度 , 结果大大降低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此 , 郑观应一针

见血指出:“土地有限 ,生齿日繁 , 岁收尚且不敷 ,偏灾何堪设想?” [ 8] 。

二

由于人们对自然灾害用天命观来解释 ,采取消极治标论与神秘的巫术禳灾对待自然灾害 , 谈不上着眼

于对灾荒发生原因的根治。郑观应认为灾害是可以预防的 ,并且是可以战胜的 ,“夫降灾自天 , 而弭灾则在

人。天之降灾 ,人不得而禁之。人之弭灾。天亦不得而特之。” [ 9] ,那么如何防治才能提高抗灾的能力呢?

近代的自然灾害的频仍 ,从根本上说 , 是由于封建经济中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结果。如

果经济发达 ,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 灾时能及时赈济 , 灾后能妥善地恢复生产 ,那么灾荒是可以减轻或避

免的。对此 ,郑观应首先主张重视农业。他指出:“今西北各省 , 叠遭旱灾。东南复多水患 ,若不专心农政 ,

设偏灾偶至 ,何以御之?” [ 10]发展农业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 , 讲求科学方法 ,以便提高粮食产量 ,“凶年饥岁 ,

仓庚空虚 ,生民乏食 , 若用水粪多种宿麦 、麸麦 , 以备不虞 ,即使亢旱频年 ,或不至民无粒食。” [ 11] 他还提议屯

田边疆 ,开垦荒田 ,“招游民以垦田荒。” [ 12]其次 ,为解决灾荒 , 郑观应主张修建铁路。中国因为交通不便 ,饥

谨立见 ,郑观应指出。“丰年苦于谷贱 ,凶年苦于谷贵。如有铁路 , 则农民无甚贱甚贵之苦 ,奸商亦无所施其

属奇之技。” [ 13]交通不发达 , 还导致无法减轻或避免灾害 ,郑观应以山西为例 ,他说:“往年晋省 饥 , 费数十

金不能运米一石 ,一石之米须分小半以饷运夫 , 得达内地济饥民者寥寥无几 , 饿 之惨 ,言之痛心 , 设有火车

当不至是。” [ 14]郑观应处在科技日新时代 , 提出修建铁路以救灾荒在当时中国是十分先进的。

晚清江河泛滥 ,连年水灾 , 最直接原因是由清政府救灾工作中带有禳灾治标观。尽管清政府为缓和社

会矛盾 ,安定灾区秩序 , 也进行赈济 、调粟 、养恤 、蠲缓等措施 , 但是其救灾的成效微乎其微。河患治理便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 ,清政府对治河救灾拿不出决心和切实可行方案 ,河工措施过分简单。郑观应对防水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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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论述 ,他说:“坚固之程 , 高筑河堤 , 竣通水道 ,则水有归宿 , 而不至有横决之虞。然非省费惜财所能办

也 ,假如需资五百万不足 , 则千万可也;千万不足 , 则二千万可也;二千万不足 ,则之四千万可也。因此三 、四

千万之费 ,而百姓受益无穷 , 省此三 、四千万之费 , 而至于溃决 ,烦朝廷之忧虑 ,丧百姓之身家 , 所失奚止数千

万哉。。[ 15]在《论治旱》篇中 ,他极力主张“浚源导流 , 疏渠开闸 , 专事蓄泄 , 俾资灌溉 , 遇有旱涝 , 不忧荒歉 。”

他建议 ,各省派一员 , 专门到各州县恢复原有河渠 ,开挖新渠 , ,于田侧隙地广植树木 ,这样“大水可免淹没之

虞 ,亢旱可天干旱之患。” [ 16]为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 ,他还提出治河应防治在先的主张 ,认为“与其遇而始图

计补救 ,何如未事而予切绸缪。”这样 , 就会“乐民之乐 , 忧民之忧 ,国泰民安 ,而天灾亦鲜矣。” [ 17] 。

如果说注重兴修水利是解决江河之患的直接措施 , 那么植树造林 ,改善生态环境才是根除灾源 ,造福于

民的长远之计 ,要从根本上抵御旱灾。郑观应认为 , 最好的办法是“开渠种树” , 他指出 ,“今日一省告灾 ,捐

赈动数百万 ,今年之赈甫毕 , 明岁之灾又来。庚癸频呼 , 良难为继。苟每省岁拨五千万金以开渠种树 , 得人

而理 ,合办以成 , 御灾荒而垂久远 ,比及数年 , 成效昭著 , 中原万里 , 虽然古无灾矣。” [ 18]他建议 , 每省派一大

员 ,大“相劝督率于田侧隙地 ,广植树本以复旧观 , 有斩伐者罚赔不贷。” 。[ 19]不难看出 , 郑观应从长远观点出

发 ,极力主张在渠旁 、隙地 、山坡广植树木 , 改变自然生态环境 ,以达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这些

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

郑观应的荒政思想和国家安定 ,民生富裕紧密联系 ,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其一 , 忧患意识是郑观应荒

政思想的主线;其二 , 标本兼治是其荒政的原则;其三 , 兴修水利 , 改善自然条件是其荒政的基本思想。这些

都是他荒政思想光辉之处 ,郑观应的荒政思想 ,是我国灾荒思想中的优秀文化遗产 ,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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