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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的近代化思想

周景晓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
,

他从

育少年时代就放弃科举
,

积极投身于实业
,

同时关心

时政
、

热心西学
,

逐渐形成了以工商立国
、

改良政治

体制两大内容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

其思想体系中蕴涵

有丰富的近代化内容
。

一
、

以工商立 国为核心 的经济
近代化

,

思想

郑观应在长期经营与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实践

中
,

形成了自己以工商立国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近代化

思想
.

其墓本点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

一
、

提出了
“
以商立国

”
的方针

鸦片战争之后
,

以林则徐
、

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的

中国人开始冷静审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

并积极

探讨富强
、

救国的道路
.

魏源提出了
“

师夷之长技以

制夷
”
的著名口号

,

主张向西方学习
.

但在魏源那里
,

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是狭隘的
,

他所说的
“

夷之长技
”
主

要是指
“

战舰
、

火器
”

与
“

养兵
、

练兵之法
” 。

及至后

来的洋务派官僚所发动的洋务运动仍未突破
“

师夷之

长技以制夷
”

的局限
。

洋务派的
“

自强
”

方略
,

也是

主要着眼于发展军事工业
。

洋务运动后期所进行的办

厂
、

造船
、

修路等
“
求富

”
活动

,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
“

利于用兵
” ,

强调国家的军事功能
,

这最终使洋务运

动难以超出学习西洋船炮技艺的有限变革范围
,

不能

发展为全面的经济
、

政治改革运动
.

洋务运动后期
,

郑观应
、

王韬等思想家经过二十

余年洋务运动的实践和 比较
,

开始突破洋务派
“

强兵

治国
”

的认识
。

在他们看来
,

西方列强造成中国日益

贫弱的原因
,

不仅仅在于它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

更

重要的是它们依靠 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对中国进

行的经济掠夺
.

郑观应说道
: “

彼之谋我噬青血非噬皮

毛
,

攻资财不攻兵阵
” ,①针对这种情况

,

郑观应指出
,

要想战胜资本主义列强
,

与其
“

习兵战
” , “

不如习商

战 l ” ②
,

即是说
.

中国要臻至富强
,

必须大力发展工商

业
,

才能抵制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
。

郑观应认为
,

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
,

中西存在着

巨大差异
。 “

中国以农立国
,

外洋以商立国
” . ,

而西方

国家正是以商为政才得以强大
,

并成为控制他国命脉

的重要手段
。

中国却历来遵循
“
重农抑商

”

的政策
,

正

如郑观应所说
“

惟中国不重商务
,

虽屡为外人所欺
,

尚

不知富强之术
。 ” ④他力主改变这种

“

重农抑商
”

的政

策
,

鲜明地提出了
“

以商立国确的方针
.

这样
,

郑观

应就把商业摆在了
“

立国
”

的高度
.

他是这样论述商

业的巨大作用的
,

他说
: “

商以贸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

急需
,

有益于 民
,

有利于国
,

与士农工互为表里
.

士

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

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
,

工无

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

是商具有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

民之纲领也
。 ” ⑥无疑

,

郑观应在论述商业的巨大作用

基础上提出的
“
以商立国

”

的方针含有指导国家经济

发展的战略意义
。

实则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进的一个主要目标就

是为了打开广大富饶的中国市场
,

但清政府一开始就

对西方的贸易冲击采取退缩与封闭的态度
,

固守着
“

重农抑商
”

的传统政策
.

郑观应的
“
习兵战不如习商

战
”

的呐喊正是对中国传统的
“

重农抑商
”

政策的勇

敢挑战
。

郑观应没有停留在对商业的重要性的论证上
,

而

是进一步呼吁和要求政府设立
“

商部
” ,

使商部成为中

央各部之首
。

地方应设立
“

商务局
” ,

由地方公举素有

声望的绅商为商董
,

保障地方商务的勃兴 ; 各州县工

商业者 自己组织
“

商务公所
” ,

处理商务
。

很明显
,

郑

观应的这些设想已具有可操性的内容
.

2
、

论证了工
、

商业的关系

郑观应认为
,

要想在
“

商战
”

中取胜
,

又必须依

赖于强大的近代化工业做为基础
.

他指出
: “
论商务之

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⑦具体到

工业和商业的养系上
,

郑观应认为
“

独是商务之盛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以翼商
,



则拙者可巧
,

粗者可精 … …哑
,

由此看出
,

郑观应认

为工商关系是互为依托
,

互为因果的
. “

若有商而无

工
,

纵令地不爱宝
,

十八省物产日丰
,

徒弃已利以资

彼用而已
. ” . 这里说明了如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

,

那

么一切资源宝藏都将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原料基地
.

总之
,

郑观应始终把工业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
,

并

且把工业看作商业的基础
,

这种观点是高于当时其他

一些思想家的
。

我们知道
,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任务
,

只有实

现了工业化
,

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以及政治等其它各方

面的近代化
.

郑观应对于工商关系的阐述正是抓住了

近代化这一核心任务
。

当然
,

为了振兴商务
、

对外进

行商战
,

除了要以近代化工业作为基础之外
,

郑观应

还提出了诸如收回海关
、

保护关税
、

裁撤厘金
、

自由

投资等种种护商政策
,

还主张发展轮船
、

铁路
、

电报
,

以降低流通费用 , 主张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
,

以促使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
.

我们应该看到
,

郑

观应提出的这些主张和建议
,

也是和近代化工业的发

展紧密相联的
,

只有工业发展了
,

物产丰富了
,

国家

强盛了
,

这些主张和建议才能更有效地实施
。

笔者认

为
,

郑观应对工商关系的阐述以及提出的其他主张和

建议
,

一方面反映了他对近代化工业基础地位的特别

关注
,

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他对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的全面思考
.

3
、

探讨了工商企业的经营形式

郑观应还对工商企业的经营形式做了 比较深刻

的探讨
.

起初
,

郑观应对
“

官督商办
”

是持肯定态度

的
,

这是因为
: “

全恃官办
,

则巨费难筹
.

兼集商资
,

则众攀易举
.

然全归商办
,

则土棍或至阻挠
,

兼倚官

威
,

则吏役又多需索
。

必官督商办
,

各有贵成
;

商招

股以兴工
,

不得有心隐漏
;

官稽查以征税
,

亦不得分

外诛求
.

则上下相维
,

二弊俱去
.

吻郑观应的分析是符

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的
,

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

社会
,

国家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稳定封

建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
, “

官
”

的作用和影响始终在社

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

因此
,

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

目标的特性就会必然反映到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来
.

郑

观应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对
“

官督商办
”

的经营形式

持了肯定态度
。

但是
, “

官督商办
”

毕竟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

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
,

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不

得已而妥协的产物
。

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蓬勃发

展
, “

官督商办
” 、 “

官商合办
”
的弊病渐趋显露出来

.

诸如官僚机构臃肿
,

任用私人
,

营私舞弊
,

贪污横行
,

官受其利
,

商受其害
。

对此
,

郑观应严厉地批评道
:

“

惜士大夫积习太深
,

不肯讲习技艺
,

深求格致
,

总以

工商为谋利之事
,

初不屑与之为伍
,

其不贪肥者
,

遇

事必遏抑之
,

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胶削之
,

于是但有困

商之虐政
,

并无护商之 良法
.

虽欲商务之兴
,

安可得

哉 , ” 。 为此
,

他提出一个全新的主张
,

即兴办新式企

业
,

要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于官场体统
.

心所

谓
“

商贾之道
” ,

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

律
.

而清政府举办的
“

官督商办
”

企业
,

不是按经济

规律办事
,

而按长官意志办事
.

郑观应提出
“

商贾之

道
” ,

正是希望私人资本得以发展
,

从而排除夹杂于其

中的封建官僚体制
,

以求得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

郑观

应的这一认识
,

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主体性意识的觉

醒
。

二
、

以改良政体为核心 的政治

近代化思想

郑观应的近代化思想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

这

个过程是沿着由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轨迹而向前

发展的
.

郑观应在 1 8 7 3 年问世的 《救时揭要 》中
,

只是谈

论禁止鸦片
、

救灾 贫
、

兴办工商等间题
,

还没有涉

及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
.

到 1 8 7 5 年基本成书的 《易

言》 中
,

他的视角已伸入政治领域
,

开始明确地批判

封建专制
,

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

并提出了君

主立宪的要求
.

他写道
: “
所冀中国

,

上效三代之遗风
,

下仿泰西之良法
,

体察民情
,

博采众议
,

务使上下无

全干格之虞
,

臣 民泯异同之见
,

则长治久安之道
,

有可

豫期者矣礴
。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仿行西方

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要求
,

也是郑观应早期民权思想

中最重要的一点
.

随后
,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
,

他的议院

思想更加系统
,

更加完整了
,

这主要体现在 1 88 4 年出

版的《盛世危言 》中
,

其主要点为
:

1
、

对议院制的赞美与呼吁

郑观应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做了这样的分析
:

“

为主者即各私其公
,

为臣者亦各私其私
,

君臣皆得各

搜其私利
,

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
.

哑这实则是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
.

在他看来
,

正是 由于专

制制度
,

才使君民之间权力和利益不能均衡
,

造成对

立和社会动乱
。

由此郑观应得出结论
: “

治乱之源
,

富

强之本
,

不尽在船坚炮利
,

而于议院上下同心
,

教养得

法
. ” 。 即是说

,

应把设议院作为国家的
“

富强之本
” .

他

用赞美的笔触写道
: “

议院者
,

公议政事之院也
.

集众

思
,

广众益
,

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

法诚良
,

意诚美矣 !崛

在赞美议院的同时
,

郑观应指斥了洋务派把富国

强兵仅限于船坚炮利是
“

遗其体而求其用
,

无论竭服

步趋
,

常不相及
,

就令铁舰成行
,

铁 路四达
,

果 足恃

软 ! ” 0 在这里
,

郑观应从体用哲学范畴出发
,

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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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
对

“

用
”
的决定与制约的作用

,

洋务派
“

遗体求用
”

是主辅
、

本末关系的颠倒
。

这在当时是大胆和富于创

造性的见解
。

郑观应认为
,

如想富国强兵
,

与西方列强抗衡
,

只

有设议院才能达此目标
,

他呼吁道
: “

中国而终自安卑

弱
,

不欲富国强兵
,

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
,

苟欲安

内攘外
,

君国子 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
,

其必 自设

立议院始矣
.
” 。

2
、

设议院可以限制君权
,

防止腐败

郑观应在《易言 》中强调的只是议院之设可使上

下通情
,

君民不隔
.

而在《盛世危言 》中所说的议院则

是着眼于对君权的限制
、

民权的伸张
。

他说
: “

民以为

不便者不必行
,

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
。

咐
“

力以权分
,

权分而力弱
” 0 。

这些论述已明显地含有伸张民权
、

三

权分立的思想
。

他还认为议院能够防止官僚腐败
,

他

说
: “

自有议院
,

昏暴之君无所施其暴
,

跋息之臣无所

搜其权
,

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贵
。 ” 。 显然

,

只有当议院拥

有实际权力时
,

才能保证
“

昏暴之君无所施其暴
” ,

所

以
,

郑观应所说的议院已不仅仅是君主的咨询机构
,

而是一个可以限制君权的权力机构
.

郑观应还曾说

过
: “

夫畏蕙也
,

琐屑也
,

敷衍也
,

颓预也
,

皆弊之太甚

而不可不去者也
.

去之之道奈何 ?请一言以蔽之 曰
:

是

非设议院不为功 !略这句话同样表达了设立议院可以

防治政治腐败的思想
,

郑观应的这些见解无疑都是非

常深刻的
。

3
、

设立议院的紧迫性和可能性

郑观应通过比较 民主
、

君主
、

君民共主三大系统

的政制
,

得出君主立宪为理想政体的结论
,

他说
: “

君

主者
,

权偏于上
,

民主者
,

权偏于下
,

君民共主者
,

权得

其平
.

咱所以他对在中国实行英 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寄

予厚望
。

他说
: “

中国户 口不下四万万
,

如果设立议院
,

联络众情
,

如身使臂
,

如臂使指 ,合四万万之众如一

人
,

虽 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l 何至于坐视彼族超九万里

而群逞彼猖
,

肆其非分之请
,

要以无礼之求
. ’ ,。 表达了

他对中国如实行议院制后必将强盛的信心
。

甲午战争后
,

郑观应的议院思想又有所发展
.

面

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
.

他已不止于论述在中国设立

议院的重要性
,

而且提出了立刻就在中国实行议会制

度的意见
.

在《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一文中
,

郑观应集

中论述了在中国设立议院的紧迫性和可能性
。

郑观应认为
,

社会上流行的所谓
“

学校未兴
,

民智

未 开
,

不宜即设
” 、 “
风气未开

,

欲设议院
,

骇人听闻
”

、

“
学校未兴

,

先开议院
,

恐易滋事
”

等看法
,

都是
“

寻常

之见
” 。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
,

比之以往更具有设立

议院的紧迫性
, “

若此时不设建
,

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

占据
,

恐欲设而不能
. ”
在设立议院的可能性上

,

郑观

应认为
,

设议院的办法可以变通
,

不一定非要照搬西

方
.

西方一般是先开学校造就人才再设议院
,

而中国
“
学校未开

,

人才难得
” ,

设议院 固然有困难
,

但可以
“
因地制宜

” ,

走
“

先设议院
,

并开学校
”
的途径

,

即变通

的途径
.

郑观应说
: “

今时急矣 ! 而苦于势力不足
,

不能

不用奇兵以致胜
.

若知正而不知奇
,

守径而不达权
,

何

异因噎废食乎?" 0 郑观应的
“

用奇兵以致胜
”

的变通途

径
,

无疑给
“
民智未开

” 、

人才难得的中国提供了一条

设立议院的新思路
。

在戊戌变法时期
,

即使维新派的

代表人物梁启超
、

严复等人也认为中国不能立即开设

议院
。

严复认为
“

以今 日民智未开之中国
,

而欲效泰西

君民共主之美治
,

是大乱之道也
。 ” 。 梁启超也说

: “

今

日而开议院
,

取乱之道也
.

故强国以议院为本
,

议院以

学校为本
. ” 。 可以看出

,

郑观应的议院观 比起严复
、

梁

启超等人的观点要激进得多
。

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
,

是认识西

学
、

学习西学的突破点
。

因为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
,

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
,

并会改造以
“
君臣议一

”

为纲纪的中体
.

郑观应疾声呼吁议院在中

国土地上尽快实现
,

这在当时
,

除他之外并无第二人
。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

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

激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

但封建专

制在中国太漫长太顽固
,

很难透进一缕 民主的阳光
。

在鸦片战争时期
,

魏源
、

徐继舍等先进分子开始接触

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

表达了对议会制度的朦

胧好感
.

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

一般认为
,

洋

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动
,

但洋务派未能突破
“

师夷制夷
”

的模式
,

不敢触动封建政体
,

清政府仍然

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
.

王韬
、

马建忠等人虽然介绍了

西方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学说
,

间接表达了对君主专

制制度的鄙薄
,

但还没有直截了当提出要在中国改革

封建专制制度
,

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

让资产阶级

直接参预政权
。

只有到了郑观应这里才由仅仅对西方

民主政治的赞美上升到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现

实思考和实行议会政治的迫切要求
。

他没有生搬硬套

西方模式
,

也没有屈服于 当时流行的所谓中国民智未

开不宜速设议院的说法
,

而是结合现实提出了符合中

国国情的政治设计
,

这尤为难能可贵
。

郑观应一面要求振工商求富裕
、

一面谋求政治改

革的思想
,

代表了维新变法之前最先进的社会思潮
.

当然
,

我们也应该看到郑观应的近代化思想并没能得

以实际运作和具体实施
,

但这并不妨碍其思想本身给

予当时社会的巨大冲击以及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
。

E注】

①②⑧⑨《盛世危言
·

商战上 》 , 《郑观应集 》 (上册 )
,

上

海 人民出版社 1 98 2 年版
,

第 5 8 6
、

5 8 8 页
.

③⑤《盛世危言
·

商务三 》 , 《郑观应集 》 ( 上册 )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 98 2 年版
,

第 6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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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改造的方式的滑稽与荒诞
。

《客气的 日本人 》记叙了

作者被 日本兵误以为是某一进步人 士而遭受误传与

审间的经历
.

杨绛用简洁的笔默把事件的前因后果梳

理得清清楚楚
,

整篇基本上是由对话和我的行为与心

理活动的描写组成
.

很大篇幅写 日本人对我的客气
、

温文尔雅
,

最后用李健吾的遭遇和他简短的一句话
“

获原大旭 ? 他 l 客气 ! 灌我水的
,

就是他 ! ”就把题 目

给否定了
,

把 日本兵的虚伪与凶残的实质揭示出来
。

杨绛叙事
、

记人
,

笔法朴素
,

简洁精致
,

正如杨绛赞其

妹妹杨必所言
: “

她讲一件事
,

只叙述加上攀仿
,

便有

声有色
,

传神通真
. ” 。 杨绛只用生动的对话和有趣的

“

情节
”
描绘

,

偶尔也对人物的状貌进行细腻的刻划
。

读过 《赵佩荣与强英雄 》的都会对 门房赵佩荣一接到

打给杨府的电话就反复地介绍自己
“
走肖赵— 走 肖

赵
”

的可笑举动和
“

八
”

的一撇一捺都往下垂的胡子 留

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

《林奶奶 》记北京城里为人帮工的

旧式妇女
,

写出她生活上 的节俭与为人的勤劳
,

也写

出她精神上的寂寞与糊涂
.

杨绛细腻地描写了林奶奶

奇特的衣着
。

在她那虚有其表的大肚皮里
,

穿着钉着

一个又一个大口袋的衣服
,
口袋里分门别类地装着她

的全部家当
.

读来让人倍感辛酸
。

杨绛的散文
,

特别是

《杂忆与杂写 》的
“

杂忆
”

部分
,

在文体上有很浓的小说

成份
。

在文体上最能显示杨绛个性的当推她的语言
,

它

显示了杨绛丰富的学识与机敏的情趣
.

杨绛散文的语

言生动形象
,

但它并非来自词藻的丰富与华美
。

它来

自作者描情状物的准确与独特的联想和比喻
.

杨绛散

文以现代 口语为底色
,

简洁利落
,

极少华丽的修饰
.

杨

绛往往在平平淡淡的叙述中
,

面对现实情境
,

插入 比

喻和中国古典或者欧化的词语
,

陡然提高了文化 品

味
,

使语言显得活泼新颖或者简洁浑成
.

我们怀提他 自愧窝丈
,

而 向往英雄
,

所以 学

着浪漫派小说家
,

对着镜子把 自 己描绘成英雄
,

而且像浪漫 主义的 角色
,

卖弄 自己并没有罪过
.

《赵佩荣与强 英雄 》

“
袱

” 出 来 的算什 么 东西呢? 还
“
妾舟未分

明
。 ”

《丙 午丁未年 纪卒 》

阿灵回 乡很风光
,

不再簇打
,

她简直像 旧时

代的衣锦还 乡或近代的留学回 国
。

《阿福和阿灵 》

杨绛的比喻非同寻常
,

它带有浓重的书卷气
,

别

具情韵
,

使人在惊奇中开阔见闻
,

增加知识
.

杨绛往往

从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拈来比喻
,

但又决无
“

掉书袋
”

之

感
。

很显然
,

杨绛的散文在选材与手法运用上都很平

常
,

不寻常的是她既有一颖有着丰厚的学识与人生智

的头脑
,

又有一颖有着普通人情怀的心
。

她既能沉入

世俗人生之河去体察
,

更能从中超越
。

她用智慧的头

脑
、

血肉之躯去感受体味人生
,

又将这感受化为人生

智慧
。

在杨绛笔下
,

智慧不是渊博的知识
、

精深学间的

显示
,

而是对人生的态度
,

对人间的情怀
.

从中西方文

化和漫长人生岁月中获得的人生智慧的 自然流露
,

便

蜕变生成了杨绛的散文
.

l注 1

①②陈剑晖在 1 9 9 5 年第 2 期 《文艺评论 》上撰文 《论 90

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 》 ,

认为 一些学者散文总是纯叙述性地

回忆过去
,

醉心于往事
、

古典和传统
,

而缺少体验
,

缺少现实

的参照和 自由开放的现代情怀
.

③⑦王 晓明等人的 《眺望内心深处的日落 》 , 《钟山 ) 1 9 9 4

年第 6 期
。

④海涅论堂吉诃德
,

转引于杨绛的《堂吉诃德和 (唐吉诃

德》 》 ,

见《杨绛文集 》
.

⑤《有什么好 ? 》 ,

见 《杨绛文集》

⑥⑨分别引自《丙午丁未年纪事 》 、 《记杨必 》 ,

见 《杨绛文

集》
。

⑧张明亮 《智者的记忆 》 , 《读书 》 19 8 8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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