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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仑郑习厄应的少、 才思碑已

程连升

郑观应 ( 184 2一 9 12 2 年 )
,

广东香山人
,

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
,

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

人物
.

历其一生
,

他始终坚持
“

富强救国
”
的信念

,

提出了期使中国
“

登于富强之境
”
的改良主义思想

体系
.

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
,

非常重视新式人才的作用
,

把拥有适宜质量的人才作为国家强盛的根本
,

从而对人才的标准
、

培养
、

选求和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

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人才理论
。

一
、

郑观应人才思想的形成过程

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

形成于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
。

外族的军事
、

政治
、

经济侵

略是刺激他重视人才问题的外部因素
,

不断更新的救亡图存方案则是规定其内容变化的内在原因
。

正因

如此
,

郑观应人才思想的形成
,

先后经历了不断扬弃与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即写作 《易言 》 的 70 年代
.

在这一阶段中
,

他首先指出了八股科举制度与社会实用人

才背离的弊端
。

他讲
: “

中国之士专 尚制艺
.

上 以此求
,

下 以此应
,

将一生有用之精神
,

尽销磨于八股

五言之中
,

舍是不逞涉猎
.

泊登第入官而后
,

上 目国计民生
,

下至人情风俗
,

及兵
、

刑
、

钱
、

谷等事
,

非所素习
;

淬膺民社
,

指治无从
. ” ①其次

,

他初步意识到 了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形势发展对人才的新要求
,

即
“

无论何学
,

总期实事求是
,

坐而言者
,

可起而行焉
. ’

@

为了缓和中国人才在供需结构上的尖锐矛盾
,

郑观应提出了育才标准的变更方法
:

在维持传统考试

科目的基础上
,

再新添一科专习西学
,

研习
“

天球
、

地舆
、

格致
、

农政
、

船政
、

化学
、

理学
、

医学
,

及

各国言语
、

政事
、

文学
、

律例
” ,

学习期满造诣有成者给以官衔
,

派赴总理衙门
、

海疆督抚或船政制造

等局当差
,

或充任 出使各国随员
。 ⑧ 由此可见

,

这一时期郑观应的人才概念
,

反映了当时兴办
“

洋务
”
对

西学人才的迫切需要
,

并使
“

人才
”
的内涵比以往的人才观念有所扩大

,

但仍未走出传统人才观念的主

体藩篱
, “

洞识时事
,

兼习中学
”
的人才还 只是旧式人才的助手与点缀

。

从总体上说
,

郑观应这个时期

的人才观念
,

还处于
“

中学
”
人才为体

, “

西学
”
人才为用的认识阶段

。

第二阶段
,

即写作 《盛世危言》 五卷本的 80 年代至 90 年代前期
。

这一时期
,

郑观应
“

富强救国
”

的思想比以前更加丰富
、

深刻和强烈
。

他考求中外时事
,

一方面看到
“

泰西各国之人
,

皆幼学壮行
,

以

实学成实功
,

以实功呈实效
” ,

带来西方各国的富强 ; 另一方面
,

中国人却
“

所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

学
” ,

结果形成
“

肆应乏才
”

的局面
。

有感于此
,

池遂主张中国求才考试应分设两科
, “

首科既华
,

挂牌

招考西学
” 。 ①到了这时

,

郑观应虽然还不主张彻底废除时文考试
,

但其人才概念的重心 己移向实学
。

他

在谈论征用人才的标准时讲道
: “

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
,

亦须令于制艺之外
,

习一有用之学
:

或

天文
,

或地理
,

或算法
,

或富强之事
。

首能精通制艺
,

虽不甚佳
,

亦必取中
。

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
,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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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极优
,

亦置孙山之外
. ’ ,⑤可见

,

这时的人才标准己倾斜于掌握西学的人
,

传统的士大夫人才仅成了

一种装演门面和稳定人心的概念
。

第三阶段
,

即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 90 年代末至 20 世纪初
。

民族危亡的加剧
、

更清楚地说明了
“

中

学
”

的局限和士大夫人才的无用
,

郑观应开始坚决主张废八股
、

广办新式学校培养西学实用人才
。

他说
:

“

时文不废
,

则实学不兴 ; 西学不重
,

则奇才不出
。

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
,

傅人人知所趋向鼓

舞而振兴之
. ”

并坚信如能改变的话
,

数年之后中国必然会
“

人才济济
. ” ⑥由此表明

,

这时郑观应的人才

概念已完全转向拥有近代科技知识和政治观念的人 们了
,

从而达到了对传统人才概念的完全否定
。

二
、

郑观应 的育才之 法

郑观应遍考世界各国兴盛衰亡的教训后
,

多次提 出
: “

国之盛衰何由哉 ?.
· ·

… 人材之盛衰为之也
.
” ⑦

有感于此
,

他明确指出
:

中国要富强
,

就必须要有大批可用的人才
;

要有人才
,

就应重视培育人才的方

法
。

1
.

鼓励王公大臣出国考察
,

资助国 内士子游学海外
.

郑观应把游历游学海外
,

作为增长 当政者见

识
、

提高务实精神和造就合格政治人才的重要途径
.

在 《易言 》 36 卷本中
,

他就直观地把王公大臣能

否去海外参观学习与国家的盛衰联系起来
.

后来
,

他在 《盛世危言 》 中明确认识到
:

自鸦片战争以来
,

中国外交的频繁失误
,

国势的日益衰竭都是由于当政者的愚昧无知所致
。

他讲
: “
我朝苟不开海禁

,

虽

至今不用其法可也
.

既与交涉
,

而独鄙其事而不为
,

不几 自敝乎?
”
因而他建议说

: “

愿朝廷亲遣亲王游

历其境
.

以代时巡
,

目睹其政治
,

取其善者而为之
,

并遣英才子弟诣彼读书
。 ”

指出朝廷果能派王公游历
,

遣士子留学的话
,

那
“

十年以后
,

中国内外文
、

武人才皆当辈出
,

决不致有乏才之患
。 ’ ,③在他看来

,

游历游

学不仅是培养新政时务有用人才的重要渠道
,

而且也是促进封建人才向近代人才转变的便捷方式
.

2
.

废八股
,

兴学校
,

习西学
。

为了加快实用西学人才的培养
,

郑观应要求清政府尽快废除八股取

士制度
,

设立各类新式学校
, “

务使各州
、

县遍设小学
、

中学
,

各省设高等大学
。

吻他说
: “

不修学校
,

则

人才不出 ; 不废帖括
,

则学校虽立徒有虚名而无实际也
。 ’ ,。 因此

,

学校学习的内容
,

应是能够医治社会
“

危病
”
的西学

.

在 《盛世危言 》 中
,

他把西学概括为天学
、

地学和人学三类
:

“

所谓天学者
,

以天文为纲
,

而一切算法
、

历法
、

电学
、

光学诸艺
,

皆由夭学 以推至其极者也
。

所

谓地学者
,

以地舆为纲
,

而一切测量
、

经纬
、

种植
、

车舟
、

兵阵诸艺
,

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所谓

人学者
,

以方言文学为纲
,

而一切政教
、

刑法
、

食货
、

制造
、

商贾
、

工技诸艺
,

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

也
. ” 。

由上可知
,

新式学校设立的课程
,

不仅有自然科学和工艺学
,

而且还有政教刑法社会政治经济等方

面的内容
,

郑观应是把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并重的
。

至于 少
、
才的教育期问题

,

共有 9 年
, “

大抵县三年
,

府三年
,

省三年
,

积九年之功
,

除下悬而外
,

无

有不通者
。

,,o

郑观应信心十足地指出
:

中国
“

今日之计
,

宜废八股之科
,

兴格致之学
,

多设学校
,

广植人材
” , 。

依此而行
, “
则人材 日出

,

何患不能与东
、

西各国争胜乎 ?
’ , 。 显而易见

,

他把废八股
,

兴学校
,

习西学作

为培养中国新式人才最主要的途径
二

3
.

开辟职业技术教育
。

处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
,

郑观应意识到
:

中国
“

需才之急
,

较泰西各国

尤众
”

。

为了加快人才的培养
,

他除强调速办正规学校之外
,

还要求兴办职业技术学校
,

提高职工的生

产技艺
。

1 8 82 年他襄办长江电报时
,

鉴于电报业
“

悉用洋人
”

的弊端
,

提出除办中国电报专门学校之

外
,

各电报分局还应招收学徒
,

在工作中加紧培养
。

。 后来
,

他在担任汉阳铁厂总办职任时
,

深受技术人

才的巨乏
,

遂建议筹办一所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半工半读形式的学校
, “

就局厂之机器
,

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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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指授
, ”

效果定会
“
事半功倍

。
” 。 郑观应提倡职业技术教育的育才方法

,

其 目的是把人才的培养与提

高劳动生产技术
、

适应大机器生产紧密联系起来
.

郑观应主张通过 留学
、

办新式学校和职业技校等多种渠道培养人才的建议
,

均以学习西学为中心
,

这是对中国传统育才标准与方式的否定
,

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要求的先进思想
。

三
、

郑观应 的用人之道

郑观应不仅关心育人之方
,

更注重用人之道
,

如其所言
: “

用而当则得宜
,

用而不当则失宜
. ” 。 他把

当时中国用人方面的弊端概括为
: “

计典之设皆具文
,

其待庸愚也似宽 ; 资序以外无特攫
,

其处异材也

反窄
;

驳洁之部檄纷然
,

其守定章也似拘
;
保荐之幸门大辟

,

其进杂流也反滥
.

宽之弊
,

在大吏不得人
;

窄之弊
,

在登进无其径
;
拘之弊

,

在骨史操其权
;
滥之弊

,

在考核无其法
。

呀他进而指出
:

用 人政策上

的这些失误
,

是造成中国近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尽快纠正这些弊端
,

他提出了几条新的用人原

则
:

1
.

重才能的选人标准
。

郑观应指出
,

当时中国的选人
,

只重八股技巧
,

不讲实才高下
;
只讲资格

背景
,

不认出类拔萃
.

这种选人标准
,

特点在于
“
聚天下之智愚

,

贤不肖而一视之谓也
,

甚便于庸愚
,

而甚不便于英杰
;
甚利于私室

,

而甚不利于公家
” 。

一方面
,

使专习八股时文的人得以重用
,

并可依恃

其积年累月的资格与根深蒂固的背景进官加爵
;
另一方面

,

能够济世安邦的
“
非常之才

,

卓牵之士
”

却

限于成例
,

永远得不到重用以至于沦为弃才
.

常此以往
,

导致人心的颓靡苟且和国势的衰败
.

鉴于这些

流弊
,

他要求改变这一不合时宜的选才标准
,

代之以唯才是举
,

任人唯贤的新原则
。

他说
: “

今 日之人

才
,

如练兵
、

筹晌
、

造船
、

简器
、

出使
、

驻洋
,

皆无资格可守
,

亦非资格之人所能为力
,

应请暂行破格

广罗人才
,

以备任使
。 ’ ,。 只有这样

,

才能保证实才辈出和国势 日强
.

2
.

行公举的选人方式
。

苦于近代强国人才的奇缺
,

清朝统治者也曾多次诏令大臣保举
.

但私人荐

举的方式
,

不仅收效甚微
,

反而给名利之辈和官吏姻亲以晋升之机
. “

何曾保一岩穴隐遁之真才哉 卫” 为

了消除私夕
、
荐举之弊

,

广开门径求得贤才
,

他大力倡导公举之法
.

“
公举之法

,

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
” 。

郑观应认为这是推荐人才的唯一
“

善法
” ,

是
“

可大可久而不

可废者
” 。 。 这种古代的选人方式

,

在郑观应的思想中赋予了新的内容
,

它包括
:

第一
,

通过定期考试从各级新式学校中选求人才
.

郑观应建议
: “

是宜下令国 中各府
、

州
、

县
,

俱

立学校
,

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
,

以总其成
,

每年成材者登诸册薄
,

以记其才学人数
。

… … 学者每年两考
,

试题 目由其师出
,

以答问之法为之
。

由县而得执照者
,

谓之某艺秀才 ; 进之于府
,

由府而得执照者
,

谓

之某艺举人
;

进之于省
,

由省而得执照者
,

谓之某艺进士
;
至进士而止矣

。

… … 国家有公事则选此等人

办之
,

故曰人人皆可以为官也
。 ” 。

第二
,

建立议会制度
.

让国人共同选举行政人员
。

郑观应指出
: “

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
,

京官 曰

畏葱
,

曰琐屑
,

外官 曰敷衍
,

曰颜预
.

… … 去之之道奈何 ? 请一言之蔽之曰
:

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 ”
他

认为只有设立议会制度
,

由国人公举人才
, “

则天下英奇之士
、

才智之民
,

皆得竭其忠诚
,

伸其抱负
。

” 。

实行公举之法
,

就可为人才选拔广开门径
,

保证社会急需的各种政治人才和技艺人才通过竞争脱颖而

出
。

3
.

适其才的用人原则
。

在用人技巧上
,

郑观应强调用其所专和任其必久的原则
。

他指出
: “

政有缓

急难易
,

人有强柔短长
,

用违其才
,

虽能者亦难以 自效
,

虽贤者亦或致误公 ; 用当其才
,

即中人亦可以

有为
,

即小人亦每能济事
。 ’ ,。 因而

,

他强调用人时务必要用其所长
,

用其必信
,

用其必久
.

只有遵循这

一 原则
,

才能
“

以之制物则物精
,

以之制器则器利
,

以之治国则国富
,

以之治兵则兵强
,

以之取财则财

足
,

以之经商则商旺
。

政无不理
,

事无不举
。 ” 。 违背这一原则

,

就会强人所难
、

用非所长
,

事不能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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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人才的真正价值也就无从体现了
。

4
.

考功过的奖罚制度
.

在人才的使用中
,

必须要有配套的奖惩制度和措施
,

才可收到褒能贬劣的

效果
,

形成人才竞争的机制
,

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益
。

郑观应是很理解这一道理的
。

他在 《易言》 中谈论

船政
,

海防人才的使用时
,

就提出中国应仿行西制
: “

公其赏罚
,

每年会操一
、

二次
,

察各船主之勤惰
,

驾驶之利钝
,

以训练而黝阶之
. ” 。 对于工业人才

,

他说
: “

凡能别出新裁
,

制一奇器
,

有益于国计 民生者
,

则必赏以职衔
” ,

并保护其专利权
. 。 对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人员

,

他要求给以
“

奖款
” ,

以便鼓励他们进一

步研究的兴趣
.

对待行政人才
,

他同样坚持
“

优则奖之劣则黝之
” 0 的原则

。

总之
,

郑观应提出的任人唯才
、

公举竞争
、

人尽其才以及秉绩赏罚等一系列用人之道
,

完全推翻了

当时的用人习惯
,

对于改善人才的选拔任用以及提高人才的素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

四
、

郑观应人才思想的简要评价

依前所述
,

我们可以发现
,

郑观应的人才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

反映出对富强救国方略的深层思考
.

1 8 4 0 年鸦片战争以后
,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努

力寻求民族 自强的门径
。

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
,

中国的
“

练兵
”
和

“

求富
” ,

都只是
“

纸糊的老虎
” ,

中

看不中用 (李鸿章语— 引者 )
。

接连失败的现实迫使许多爱国志士更深入地去思考
:

外族强大究竟强

在哪里 ? 中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又在何处 ? 身临其境并
“

目击时艰
”
的郑观应识高一筹

,

不仅向国人提出

了
“

商战
”

的呐喊
,

更可贵的是他把探求的眼光并没有完全停留在物质层次
,

而是更加深刻地指出
:

中

外强弱的关键
,

在于文化价值标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
,

特别是在不同环境中造就的人的素质差异
。

他讲
:

“

横览环球各邦
,

其国运之隆替
,

莫不系乎人材
,

而人材之盛衰
,

莫不关乎教化
。

其教养有道者
,

勃然

认资
;
教养失道者

,

忽然以亡
。 ” 。 泰西诸国凭借

“

萃数十国人材
,

穷数百年智力
,

掷亿万北资财而后得

之
”
的西学知识及其教育

,

促成了国 势的强盛
. , 因而他提出

:

中国要 自强
,

就须
“
以常胜之道为国

,

而

立中国于不败之地
.

立中国于不败之地
,

则必先有能立中国于不败之人乃 可
。 ’ , . 这样

,

就一定要废八股
、

宏学校
、

讲西学 以培养有用之才
,

理顺用人渠道
,

改善用人方法以刷新社会风气
。

由此可见
,

郑观应的

人才思想
,

不仅充满了浓烈的爱国情慷
,

而且还触及到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
,

表现出超越同时代人们认

识的特点
。

2
.

包含着许多培养与使用人才的科学见解
.

郑观应在其人才理论中
,

就人才标准
、

培养目标
、

人

才教育和人才使用诸问题
,

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

超越了传统人才观的旧藩篱
。

因而
,

它不仅对研究中

国教育制度史
、

人才发展史有一定意义
,

而且对研究人才成长和人才教育的基本规律
,

也颇有参考价值
。

3
.

在性质上
,

它是一个 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人才理论
.

鸦片战争前夕
,

中国的士大夫作为传统治

国人才
,

宛如寄生于一个腐烂肌体上的赘疵
,

被八股科举制度扭曲为一株株可怜的
“

病梅
” .

他们深感

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

同时也哀叹自己的有才无能
,

因而道出
“

我劝天公重抖擞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的呼

喊
,

隐约感到历史对新式人才的渴求
。

鸦片战争失败后
,

面对西学东渐的威力
,

魏源提出了
“

师夷之长

技 以制夷
”
的 口号

,

从而为中国人才观念注入了新指向
。

但一直到 80 年代之前
,

中国近代人才的完整

理论始终没有形成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原则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实用人才的成长

.

郑观应

出于救国自强的迫切心情
,

开始深入探讨中国在知识结构
、

价值标准和 人才教育上的弊端
,

进而逐步形

成了服务于
“

商战
”

的人才思想
。

他把人才及其教育与国家富强紧密联系
,

确定了近代人才的内涵与培

养 目标
,

规划出人才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

提出了用人的正确方法
,

并最终把政治改良与开通民智
、

人才兴盛联结起来
,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才理论
.

这一理论体系
,

一方面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

近代工商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
,

同时也体现了他们要求参与国家政权的迫切愿望
。

因而
,

在性质上
,

郑

观应的人才思想是一个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的人才理论
.

(下转第 n s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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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合理的
。

尽管救助人清楚救助海上人命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

也是一定程度

不可推卸的法律义务
,

但是毕竟救助海上人命因
“
无利可图

”
而缺乏吸引力

。

导致实际

上屡屡出现海难救助中只重视救助船舶或其他财产
,

而忽视救助海上人命的现象
。

使国

际救助公约规定的救助海上人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

为了激励救助方尽力救助海上人命
,

各国海商立法应从救助报酬上对这一行为予 以

肯定和推动
,

体现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

当在救助人命的同时又救助 了船舶和财产的
,

将

救助人命作为确定救助报酬数额及分配比例的根据之一
,

从遇险财产的获救价值中专门

拨出一部分作为救助人命的报酬
。

如果实施了海上人命的救助行为
。

而没有获救的财产

或获救财产价值过低时
,

可以参照国际公约中救助油轮的特别补偿条款
,

由船舶所有人

的责任保赔协会或其他机构向救助方支付救助海上人命而付出的合理费用
,

并还可在一

定程度上支付一定比例的附加费
。

以上诸原则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构成进行海难救助和处理此方面纠纷的根本准则
。

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和海上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

各国海商立法和统一公约还应该对海难

救助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扩充和发展
,

以期更好地指导海难救助这一特殊的商行为
。

(责任编样 杜伯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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