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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的杰出代表, 提出过一套君主立宪维新思想。但面对激烈的社会巨变,

他固步自封, 迷恋道教, 提出救世 “五愿”, 设立 “特别修真院” 培养治世人才, 幻想用仙道统一天下。郑观应

的求道救世思想是一场无法实现的幻梦, 却反映出近代知识分子救国救世曲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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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 ( 1842 ～ 1922) , 本名官应, 字正翔,

号陶斋, 别号杞忧生、 慕雍山人、 待鹤山人。广东

香山 (今中山) 人。是早期维新派的杰出代表, 中

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 1] 然

而到了晚年, 他却越来越痴迷于访仙寻道, 想通过

道教思想来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

一 、 求道救世思想的萌芽

郑观应一生的求道历史可谓悠久, 但其求道的

初因却十分简单。据说, 郑幼时体弱多病, 壮年后

病更多, 患过肺结核, 尤其是哮喘病长期折磨着

他, 为求仙丹治痰喘, 他从16岁开始学习道术。

郑观应入得道门, 便表现得无比虔诚。通过研

读大量道教经书, 他相信神仙确实存在, 仙迹可以

考证, 只是欲修道成仙, 须得已成道真人所授的仙

诀。为求得仙诀, 他不惜资财, 不畏艰苦, 遍游四

方道教胜地。1886年春, 他游览了 “自古多神” 的

罗浮山, 自称在罗浮山得到了李虚庵真人所传的炼

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还虚三步口诀, 表示要潜

心修道炼丹, 并为自己取号 “罗浮待鹤山人” 。此

后的 5年间, 他基本上在澳门过着隐居生活, 对道

术的研习更加深入。从 1891年郑观应重入洋务企

业到 1921年因病辞退期间, 他虽然一直为创办实

业而呕心沥血, 即使遇到父母去世这样的大事也无

暇居家悉心 “守制”, 但对于养气、 炼丹、 修道却

不曾间断。他本人在谈到自己的求道历程时曾说:

“数十年来, 闻有抱道高人, 必厚礼虚心, 叩以性

命之学。” [2]60他求道的虔诚由此可见一斑。

郑观应笃信道教, 对于其他各教经书也有较深

研究。他认为, 各种宗教都是以救世度人为己任

的, 只是各教经书有深浅难易之别, 有的注重修

身, 有的注重治世。他曾打算修道成仙后再入佛

门, 佛道修成再穷究天主教、 耶稣教、 回教之理。

在儒教与道教关系上, 他认为二者是同源的。他曾

说:“古者神人合一……其流不同。儒者往往攻之

拒之而勿称。窃意儒之道不外日用伦常, 修、 齐、

治 、 平, 皆中庸也。仙之道实足以补天地之缺, 济

儒道之穷……其所致力者各异, 其有济于世者则未

尝异也。” [2] 34-35他相信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 信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随着对宗教认识的逐步加强, 他的访仙寻道也

由单纯的治病强身发展到以救世度人为目的。郑观

应求道救世思想萌芽于 19世纪 60～ 70年代初, 这

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郑

观应生于 1842 年 《南京条约》 签定前 1 个月,

1858年他走上社会就业时, 正是英法联军侵略中

国 、 强迫清政府签定 《天津条约》 之时。面对外国

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的现象, 郑观应异常愤

慨, 而且他从自己经营商务的实践中深切地感到,

影响和阻碍他的资本发展的, 主要来自外国资本主

义势力。此时的郑观应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但

他还不能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切实可行的良策,

于是自幼喜爱道术的郑氏便只能求助于人心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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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似乎只要人心向善了, 一切社会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反映郑观应这一时期思想的 《救时揭要》 便

以宣扬因果报应、 劝人向善的精神贯穿全书。他在

该书 “序言” 中讲:人之本在心, 人之善恶取决

心, 人应 “治此心” 以行善。他说:“此心不治而

可以自立于人世者, 未之有也。” 为了治好 “此心”

郑观应非常强调因果报应, 即所谓 “善有善报, 恶

有恶报” 。他认为儒、 释、 道三教都是 “治此心”

的良药。这是郑观应欲通过求道救世的思想在其著

作中的首次表露, 显然, 这种思想是唯心的。

二 、 求道救世的思想主张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随着对当时国际形势认

识的加深和自身社会阅历的丰富, 郑观应的维新变

法思想逐渐由雏形发展到成熟。这与时代的脉搏是

一致的, 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郑观应本

人也因其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而被推崇。然而, 当

历史的车轮驶入 20世纪, 民主革命已成为时代潮

流的时候, 他仍然站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 坚信

君主立宪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不能从维新志

士转变成革命者, 他的思想落伍了。武昌起义前,

他曾明确提出用立宪来改变专制消除革命的见解;

中华民国成立后, 他没有发表明确的反对或拥护共

和的言论, 不过他已经越来越寄希望于用道术来达

到其救国救世的目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1917年提出气势宏伟的救世 “五愿”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 继之而

来的又是 “府院之争” 、 张勋复辟等一幕幕军阀混

战丑剧的上演。郑观应对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深

恶痛绝, 他感到当时的中国已处于崩溃的边沿, 他

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失去抵御外侮的能力。兹后,

他又因中国内部四分五裂、 外受帝国主义欺辱的现

状,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的惨败后果,

感到 “非假神力不足以平治天下” [ 2]101 。因此, 1917

年春节, 他提出了气势宏伟的救世 “五愿” :第一

愿, 合各教为一教, 在世界各国设圣道总院;第二

愿, 由各国圣道总院培育人才, 以应各国圣道分院

传道之需;第三愿, 用仙、 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

消灭各种火器, 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 凡仿造

伤人之火器, 即治其罪, 以期升平共享大同之乐;

第四愿, 以点金术所成之黄金白银用于创设贫民工

艺厂、 各学校及开矿、 开垦等慈善事业, 务使野无

矿土, 国无游民;第五愿, 圣道总院之监督由教主

公举, 各分院之教长由总院监督选派该处士人已成

道而有六通者担任, 总院监督实行任期制。[ 2] 101

他说:“其第一、 第二愿成则圣贤日多, 第三、

第四、 第五愿成则政治良、 风俗美 、 人心正, 重见

三皇以上之世, 气象祥和, 民安国泰。” 同时, 他

也感到 “非乞道成法备之仙、 佛合力维持, 未易达

其目的” 。因此, 他祈求道士张三丰等人代奏玉皇

大帝, 叩求玉皇大帝能开恩施惠, 准许他实现 “五

愿” 。很明显, 气势宏伟的救世 “五愿” 具有近代

西方乌托邦的影子。

(二) 提出设立 “特别修真院” 培养治世人才

面对当时中国由于军阀混战而导致的四分五

裂 、 几不成国的局面, 郑观应固然想不到用彻底革

命来改变之, 但他清醒地认识到, 历史是向前发展

的, 中国绝无再回到专制时代的道理, 民主制度代

替专制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他发出了 “共和非不能致强” 这似乎是赞成共和的

言论, 但在培养实行共和制的 “治人” 这一点上,

他又求助于访仙寻道。他认为, 要实现共和制, 非

具有轩辕、 太公之才的内圣外王的英雄人物不可,

而这种人物又必须靠特别修真院来培养。 “所谓有

圣师方的有圣弟子, 故必求六通四智真人为该院主

教。” [ 2] 1441918年他拟出了设立特别修真院的 “简章

九条” , 其主要内容是对入院潜修者在德行和捐资

上加以限制。在德行方面, 欲入院潜修者必志在成

己成人, 视我身即教主化身, 代天救世。成道者需

六通四智, 能知人、 有善行、 有善根, 方可当分院

主教。捐资方面, 认捐十万者, 准其先行入室潜

修;任捐十万以上者, 是已立大功, 与众不同, 其

成道后愿否出外传道, 听其自便;捐银万元以上者

方准入院先修。他设想, 这样选合格者入院认真潜

修, 就会不断培养出适用人才, “则五大愿亦可陆

续举行, 自然浩劫潜消” [2] 280, 此后, “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之事可以泯灭, 四海升平, 万国咸宁, 大

同之风功垂万世, 岂不伟欤! 岂不懿欤!” [ 2] 281认为

共和要由人来实现, 不是没有道理, 但实现共和必

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这一点他

终生也没有搞清楚。幻想通过特别修真院来培养人

才, 实现共和制, 更是他思想认识的极大退步。

(三) 1918年著文表达用仙道统一天下的幻想

他在 《致伍君秩庸书》 中说:“当此火器之烈,

日出日精, 将来势必如春秋战国时代, 大并小, 强

吞弱。欧、 美 、 亚三洲, 共弱小无教育之国, 必为

富强国以兵力并吞。有统一欧洲者, 有统一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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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有统一亚洲者, 而后三洲之霸王与洲争。斯时

必有大圣人出, 其内圣外王之学群的扶助, 火器无

数, 销凶焰而靖全球, 令各洲之人上下咸服而成统

一矣。” [2]81从 1918 年起, 他对道术更加迷恋了,

1921年辞去轮船招商局职务后, 就真的 “晦迹潜

修” [ 2] 924了。可是, 他并未待到其访道救世设想得到

道士陈抱一等人编造的玉皇大帝谕旨的批准, 便带

着对大同世界的美妙幻想离开了人间。

三、 评　价

站在现代科学立场上, 郑观应的求道访仙自然

纯属愚昧之举, 寄希望于求道, 既不能治病, 更不

能救国。但正如马克思主义不将宗教彻底打倒一

样, 对郑观应的求道救国也应辨证看待。

首先, 郑观应的访道救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

源。恩格斯曾经讲过:“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

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在这

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 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 [ 3]

郑观应步入社会后, 历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 庚申

之变、 中法战争、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入侵等屈辱

事件, 目睹了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面临

被瓜分的惨祸, 在这种情势面前, 郑观应首先把

“攘外” 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 这是他爱国御侮热

情的表现。但是, 由买办出身而成为民族资本家的

郑观应, 不可能同外国资本家彻底决裂, 表现出了

极大的软弱性。从郑观应一贯的政治主张看, 改良

与革命相比较, 他倾向于改良而不赞成革命;君主

立宪和共和立宪相比较, 他倾向于君主立宪而不赞

成共和立宪, 这是由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所

决定的。郑观应一生的求道历程中, 曾出现过两次

访仙寻道的高潮:第一次是在 1885年前后, 这是

郑观应外遭帝国主义分子迫害 、 内遭洋务派官僚嫉

恨和倾轧最严重的时刻;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后,

这是民主革命已成为时代潮流 、 其君主立宪的政治

主张不能被采纳的时候。这些都说明, 郑观应是在

著书立说不能富强救国而中国又面临崩溃的情势

下, 才愈老朽愈叩求通过访仙求道来达到救国救世

的目的。这是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走投

无路后的必然归宿。同时, 这也充分体现了宗教的

精神补充功能。

其次, 郑观应的访仙求道具有值得肯定的可贵

价值。他恪守 “积德为道之门” [2]59的圣训, 一生虽

历任各局总办, 但始终克己奉公, 一丝不苟。正是

他对工作的尽职尽责, 加上自身聪明能干, 使他在

经营商务中表现出高人一筹的才能。因此, 在他任

外国企业买办的同时, 被委以洋务企业的各种要

职, 后来洋务官僚为整顿洋务企业, 索性把他从外

国企业中争取过来, 转为己用。为多行善事, 多立

阴功, 郑观应以 “宁人负我, 我不负人” [ 2] 59为处世

之道, 一生见义勇为, 扶危济贫。如 1878年前后,

晋 、 豫、 直、 陕等省灾荒严重, 郑观应便主动联合

江浙士绅盛宣怀、 经元善等人, 在上海设筹赈公

所, 筹捐赈济四省灾民, 还将母亲遗留的 1 000两

银子也捐了。清政府以郑氏一家捐赈有功, 准许郑

观应在家乡广东香山树一门 “乐善好施” 的牌坊,

并且批准将捐赈事迹和有关人员姓名, 载入原籍广

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可以说, 信道使郑观应的个人

才华得以充分施展。郑观应的乐善好施也体现了宗

教教义劝人向善、 爱己及人的社会教化功能。

列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 4]访仙求

道对郑观应的麻醉也是极深的。他对道术确信无

疑, 曾力辟神仙为荒诞之说。他说:“神仙不易见,

人多谓虚渺无凭。而道书所载神仙显迹则斑斑可

考。” [ 2] 59因书有真伪, 术有邪正, 他承认确有 “求

道者如牛毛, 成道者如麟角” [ 2] 59的难处。这样以道

书为证据来支持其宗教信仰, 恰恰说明了他的执迷

不悟。他访仙寻道数十年而终无所获, 但他把失败

的原因归结为前世罪孽深重, 现世又积德不够, 因

此越是求道无效, 他对道术越是虔诚。 1914年, 他

自视获得了陈抱一真人天元密旨的真传, 经过三载

修炼仍毫无结果, 这时他又认为是自己年老气衰,

活子不生, 故大道难。直至临终前, 他还为自己真

的得到了仙诀而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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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长率为 6%, 人才供给的数量要求还是比较大

的。产业结构理论认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

的合理化是动态调整与优化的过程, 在这个长期、

艰苦的过程中, 必须合理开发人力资源, 稳定人才

特别是中高级人才队伍。江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人

才需求有数量的增加, 但更重要的是人才质量的提

高。优化人力资源的任务也主要是提高人力资源素

质及其在各产业间的合理分布。江门要根据各类人

才的供求状况及需要, 做好人才特别是中高级人才

的稳定、 平衡工作。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要建立

合理的引进、 激励机制, 鼓励人才进行素质提升,

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及人才的合理配置来推动江门

经济、 社会的发展。

(注:文中数据除注明者外均来源于江门市统计年

鉴和政府有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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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 of Medium-and High-calibre Talent

Based on Talent Planning

CHEN　Shui-sheng, LI　Huan-rong &KANG　De-hua
( Dept of H uman Resources, Wuy i Univ ersity , Jiangmen 529020, China)

Abstract:The supply of medium- and high-calibre talent is to be based on the nee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law of talent supply and the gove rnment's guiding policy concerning talent;the trend o f the supply of univ ersity and tech-

nical schoo l g raduates is to be fo recast in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nd then medium- and high-calibre

talent should be intr oduced, improved, stabilized and re tained acco rding to the regional planning o f needs for talent.

Key words:medium- and high-calibre talent;planning;fo recast;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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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Guanying's Thought of Saving China with Taoism

SUN　Qi-j un &ZHANG　Ying -j iao

( Schoo l o f Po litics and Law , Liao cheng Univ ersity , Liao 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 f the early reformist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Zheng Guanying had explicitly ad-

vanced a set of ideology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But later w hen faced with violent social changes, he stuck to the beaten track

and became infatuated with Taoism .He put forward “ five wishes” and established “Special Cultivation Abbey'with a view to educa-

ting personnel fo r running the country and dreamed of uniting the nation with Taoism .His idea of saving the nation with Taoism was

only an illusion, but it reflected Chinese patriotic intellectuals'arduous journey of saving their nation.

Key words:Zheng Guanying;sav ing the nation w ith Taoism;five wishes of saving the na tion;Special Cultivation Ab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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