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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
“

一身四任
”
? 即在大体上同一个时间里— 一 /、 /又O年前后几年

,

郑观应有若四重身分
,

他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

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
。

在

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
,

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变
,

阶级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

变化
,

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在迅速分化
,

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和形

成
。

处于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的历史人物
,

他们的阶级属性往往具有两重性或多工性
,

例如说

某人是地主
、

资产阶级代表
,

某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 ;又由于社会变化

迅速
,

不少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也在跟着变化
,

例如说某些人由顽固官僚
、

买办士绅转化为洋务派
,

某些人由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某些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民主

革命派
,

等等
。

但象郑观应这样在同一时间里一身四任者
,

却是仅见的
。

解剖一下郑观应的一身四

任
,

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矛盾的了解
,

也将有助于对郑观应本人的进一步了解
。

郑观应是一位买办出身的民族 资本 家
。

一八四二年出生于号称买办故乡 广东香 山

县
,

他的亲属和戚友不少在上海等通商口岸

外国洋行中充当买办和职工
。

怡和洋行买办

唐廷枢
、

上海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都是他的

姻亲
,

上海新德洋行买办郑廷江是他的叔叔
,

而在宝顺任买办的徐润
,

则是他
“

两代相交近

百年
” ② 的世交

。

处于这种社会关系 中 的郑

观应
,

由于
“

小试不售
,

赴沪学贾
” ③ ,

走上了

买办的道路
,

是 比较容易理解的
。

郑观应于一

八五八年到上海
,

先在郑廷江处
“

供走奔之

劳
” ④ ,

继则进入曾寄圃
、

徐润所在的宝顺洋

行工作
,

一八六 O 年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

在宝顺期间
,

郑观应除做买办分内事外
,

自己也开始做一些生意
。

一八六八年宝顺停

业
,

他失去买办的职务
,

而当了和生祥茶栈的

通事
,

随后就与卓子和承办这个茶栈
,

经营至

一八七一年停业
。

郑观应在经营和生祥茶栈

的同时
,

与唐廷枢等人一起
,

出资同外商兴办

公正长江轮船公司
,

并被外国商人多士达推

为董事之一
。

这个董事职位既为外商所推选
,

就表明该公司名为华洋合营
,

实 际权力操于

外商
。

原来
,

英商怡和洋行的轮运
,

被美商旗

昌洋行摒出长江
,

由于英商怡和洋行借吸取

华资的力量开办公正公司
,

因而得以再次进

入长江
。

待它在长江站住脚跟
,

郑观应 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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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也就被排挤而成为挂名董事
。

可见郑观应

等人的投资
,

是被怡和利用纳入它的侵略权

益的轨道的
。

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
。

郑观应

参与开办公正轮船公司虽有买办性 的一面
,

但从中得到经验
,

使他反对外商侵犯华商权

益的心情强烈起来
。

郑观应除经营和生祥茶栈和公正轮船公

司外
,

还开办荣泰驳船公司
。

在茶栈停业后
,

又当了扬州宝记盐务总理
。

有人说他
“

腰缠

十万上扬州
” 。

郑观应的资本积累 已相当 可

观
。

在他充当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
,

他的资本

积累更多了
。

一八七三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
,

原

来在宝顺洋行当气拉渡号轮船船主 的 麦某
,

当了这个公 司的总船主
。

麦与郑观应在宝顺

同事期间
,

对郑就很器重
,

这时他力请郑观应

到太古总理一切
。

郑答应了
,

并参与了太古

轮船公司的创办
。

一八七四年二月间
,

郑观

应与太古签订了为期三年的雇佣合同
,

被聘

为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的买办
。

郑在太古

的权力是相当大的
,

据他自己说
: “

该公司所

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
” ,

都归他和总理船务的

美国人晏尔吉商办
。

郑观应总结出办好轮船

公司的十条经验
,

除用人得当这一重要经验

外
,

主要的是加速船运周期
,

降低燃料等的损

耗
,

多揽多装客货三条
。

由于经营得法
,

太古

的营业颇为发达
,

郑观应曾得意地说
: “

当太

古开办时
,

只有 旧船三艘
,

力与旗昌公司争

衡
,

尚属得手
,

所以逐年添船
,

获利更厚
。 ” ①

这样
,

在一八七七年二月太古聘请郑观应的

三年合同期满时
,

又续订了五年聘请合同
。

郑观应在太古任买办的八年间
,

个人资

本积累是快的
。

他的年 傣是七千两
,

分红等

额外收入要比这多得多
; 他开办了太古昌等

揽载行
、

过载行和其他商号
、

钱庄等商业机

构
,

赢利是丰厚的
。

与此同时
,

他还投资于太

古轮船公司
,

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也
“

占股

分
” 。

此外
,

郑观应继开平煤矿的投资入股之

后
,

于一 / \ /又一— 八二年间
,

又多次要求与

盛宣怀联合开采山东
、

锦州等地五金矿藏
,

并

于同年主持集股开设造纸公司②
。

至于上海

机器织布局
,

一八七八年创办伊始
,

他即有 资

本投入
,

电报局于一八八一年起也有他的投

资
。

郑观应在一 /、 /又O 年前后几年已是名副

其实的民族资本家了
。

郑观应与徐润等人有所不 同
,

他没有独

自开办工业企业
,

在一 /、 / \ O 年前后四
、

五年

间
,

他的资本大多投于洋务企业
。

投资于洋

务企业的人算不算民族资本家呢 ? 我曾经说

过
,

洋务工业企业包括军用工业在内是 中国

官僚资本主义胚胎③
。

这是从总的即整体方

面说的
。

在
“

胚胎
”

时期
,

它与蒋宋孔陈四大家

族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是否完全一样 ? 在洋

务运动时期
,

各个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是

否完全一样 ? 某一企业的前期与后期
,

例如

招商局在一 / \ /又五年委派督办的前与后
,

又

是否完全一样?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

但不管怎样
,

民用性的洋务工业企业的投资

者
,

不少是具有民族资本家性质的
。

拿经元

善来说
,

一八 /又一年上海电报局创办时
,

他占

的股分包括他招的股达八分之一
,

谁也不会

把经元善看作官僚资本家
,

而都认为他是 民

族资本家
。

郑观应也应该属于这个类型
。

事实上
,

郑观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

经营
,

是从挽回民族利权出发的
。

他的资本

积累虽与外国资本企业经营联系在一起
,

但

由于他发展个人资本的要求不断增长
,

必然

同外国资本的矛盾 日益尖锐化
。

大约在他参

与办公正轮船公司被洋商排挤的时候
,

就对
“

华商集资附入西人公司股分不愿居华 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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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① 的现象很不满意

,

而主张由中国人 自己

开公司办企业
,

以收回利权
。

他根据 自己经

营商业和 同外商打交道中的切 身体 会
,

说
:

“

按公法
,

凡长江内河 商贾之利
,

国人专之
。

今

者洋船往来长江
,

实获厚利
,

喧宾夺主
,

害不

独商
。 ”

他要求把
“

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

回
” ,

使
“

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
” 。
② 这表明

郑观应把自己发展资本的命运
,

同国家民族

的独立联系了起来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他已

打破对外国资本的幻想了
。

但总的倾向是与

买办这个职位分离
,

民族性在增长
。

把实行公法的交涉看得太天真和太 容 易 了
。

当他看到外国侵略者嘴里说
“

不得视中国在

公法之外
” ,

但处处不按公法办事
,

甚至违背

公法欺侮中国时
,

意识到非加强实力地位不

可
。

他说
:

“

欧洲各国
,

动以智勇相倾
.

富强相尚
,

我中国

与之并立
,

不得不巫思控制
,

因变达权
。

故公法约

章宜修也
,

不修则彼合而我孤 ; 兵制阵法宜练也
,

不练则彼强而我弱 ;枪炮器械宜粘也
,

不精则彼利

而我钝 ; 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
,

不兴则彼速而我

迟 ;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
,

不通则彼巧而

我拙 ; 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
,

不举则彼富而

我贫
。 ”

⑦

在郑观应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时候
,

已经是一位有较完整思想体系 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思想家
。

郑观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 想 体系
,

主要体现在一八 ,又O年中华印务总局刊行的

三十六篇本《易言》 ⑧ 中
。

在七十到八十年代

改 良主义思潮兴起时
,

不少人都谈要变法自

强
,

但他们讲的具体内容
,

远赶不上郑观应在

《易言》中讲的全面和深刻
。

郑观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愤怒地进行

了揭发
。

他说外国侵略者
“

阳托修和
,

阴存凯

觑
” ,

他们
“

尊 己抑人
,

任情蔑理
”

地欺侮华

人 , 传教士以传教为名
,

实则是
“

侦探华人情

事
,

欲服华人之心
” ④ 的侵略分子

,

等等
。

而通

商上的不平等郑观应也极为愤慨
,

说
: “

外国

税华货进口从其重
,

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 ,

华人商于西国者
,

按名纳款
,

岁有常规
,

洋人

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
。 ” ⑤不平孰甚 ! 郑观应

从中华民族尊严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

益出发
,

要求华洋人权平等和税收平等
。

怎

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他把希望寄托在实行
“

公

法
”

的交涉上
。

他说
: “

交涉事件
,

折之以和约

之经
,

公法之理
,

可者许之
,

必信必果
,

苟有妨

于国计民生者
,

官可弃
,

头可断
,

此事终不可

许
。

彼虽狡桧
,

其奈我何 ! ” ⑥ 郑观应在这里

郑观应在这里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

一个是公

法宜修 ,二是兵要强武器要精
;三是加速近代

工商业的发展 以致富
。

他虽把公法与富强并

列
,

并把公法放在首位
,

但实际已经意识到只

有富强作为后盾
,

才谈得上运用公法
。

到九

十年代终于明确了
` ’

势均力敌
,

方可 以言公

法
” ⑧ 的真理

。

基于这种认识
,

郑观应把如何

致中国于富强作为《易言》的中心
。

他认为外

国侵略者既恃其坚船利炮逞凶于中土
,

我们

就必须师其长技
, “

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
” ,

他

在《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 《论机器》 《论

船政 》 ,

以致 《水师》《练兵》 《火器》等篇中
,

都

表明了这一观点
。

而《论议政 》和其他关于内

政
、

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文章
,

都是为了富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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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的
。

他对于学 习西学
,

培养人才
,

引进

技术
,

提高工效等问题
,

都有较为精辟的论

述
,

其中不少超过了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
,

而

以关于议院制为突出
。

设立议院是改良派区别于洋务派的带根

本性的标志
。

当七
、

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思潮兴起时
,

一般思想家在
“

变法
”

的命

题下大都回避它
,

而郑观应却在《易言》中列

入《论议政》一篇
。

这就是说
,

他不仅注重发

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且注意到政治制度的改

革
。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

他在六十年代初跟

傅兰雅学 习英文时
,

就
“

究心政治
、

实业之

学
” ① 了

,

可见他并不是单纯的
“

实业救国
” 。

政治怎么改革呢 ?就是要改变封建专制主义
,

实行有一定民主的议会制度
。

那时
,

郑观应还

不敢明说在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议院制
,

而

是说这种议院制中国三代时已经有了
, “

君卿

大夫相议于殿廷
,

士民措绅相议于学校
” ,

就

是这个制度的雏型
。

只是到了汉唐以后才拿

什么
“

天下有道
,

庶人不议
”

作为堵塞议政的

挡箭牌
。

大概郑观应惧怕说采用西方议院制

而有杀头的危险
,

所 以说西方的议院
“

颇与三

代法度相符
” , ② 中国实行它不过是

“

礼失而

求诸野
”

罢 了
。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触及

到变法要害问题的思想家
。

正当郑观应从一个买办成为改良主义者

和民族资本家的时候
,

也是他去兼任洋务企

业要职并进而弃买办专任洋务企业职务的时

候
。

郑观应到洋务企业中来任职
,

心情是矛

盾的
。

他一方面想搭上洋务官僚们 的关系
,

踏上仕途
,

经营洋务企业 ; 另一方面顾虑很

多
,

对洋务官僚办企业很有意见
,

说商人创办

的工业企业
, “

一归官办
,

枝节横生
,

或盈或

亏
,

莫敢过问
。 ”

③郑观应认为当时是处于
“

官

之于民
,

声气不通
” ,

商民
“

每畏官之无信
”

④

的状态
。

从郑观应这些话和《易言》中的许多

论述看
,

他认为阻碍科学技术和工商业发展

的
,

是清政府的官气太足
。

所以郑观应不愿

到洋务企业中来任职
,

主要是怕
“

官
”

干涉他

的企业经营
。

他的矛盾心理
,

是商民与官僚

的矛盾的反映
。

这就使他在去就问题上摇摆

不定
。

首先叙述郑观应参与创办上海机器织布

局的曲折过程
。

由于郑观应经营近代企业的

声望颇高
,

一八七八年彭汝珠到保定向李鸿

章揽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
,

就是打着郑的招

牌
。

彭汝珠为什么要用郑观应作招牌
,

得先

了解彭是什么样的人
。

一八七 O 年有人向清

政府告发彭汝琼的劣迹
,

湖广总督李鸿章奉

命调查
,

他把调查结果报告清廷说
:

彭汝珠
“

前在湖南勒捐银一万两
,

始得离省
,

其劣迹

不问可知
。

入川曾不数年
,

招权纳贿之名又

播中外
。

… …其贪利虽不承招
,

而钻营实有

其事
。 ” ⑤ 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被批准去办织布

局的
。

而李鸿章对于郑观应不仅久 闻其名
,

且认为郑是一个
“

实心好善
,

公正笃诚
” ⑥ 的

人
。

彭汝琼用了郑观应这个牌子
,

揽办始得

批准
。

郑观应被札委为会办
,

这件事
,

据郑观

应说事前毫无所知
,

接到札委
, “

实深骇异
” ,

不仅把委札
“

璧还
”

给彭汝珠
,

并要求彭
“

察请

北洋大臣注销
,

以免歧误
” 。

⑦ 郑观应几经谢

绝
,

最后出于对李鸿章的
“

遭逢恩睐
,

优异逾

恒
” “

稍答涓侠
”

的心情
,

接受了会办的职务
。

然而
,

郑观应参与筹办机器织布局的一年中
“

局事迄无把握
” ,

而向李鸿章揭发了彭汝琼
,

① 郑 观应
: 《

察商部条陈六弊请通伤各总商会举 调

堂员互相砒砺事
》 , 《
后编

》
卷八页三一

。

② 引文均见
《
论议政

》 , 《

易言
》
上 卷 页三 八—

三九
。

③ 郑观应 : 《

船政
》 , 《

易言
》
二十篇本

,

页三九—四 O
。

④ 郑观应
: 《

论火车
》 , 《

易言
》
上卷页一八

。

⑤ 李鸿章
: 《

复查彭汝琼等人劣迹片
》 , 《

李
.J
份汁未刊

稿
·

奏稿
》 ,

同治九年
。

上海图书馆藏
。

⑥ 李鸿章在郑观应
“

察辞
”

上的批语
, 《
后编

》

卷 匕
。

⑦ 郑观应 叫致彭器之观察书
》 , 《
后编

》

卷七
。



说他向彭
“

遇事进言
,

概置不省
” 。

①李鸿章对

彭作了
“

作事虚伪
,

专意骗人
,

毫无实际
,

其心

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
,

可鄙已极
”

的批示
,

准

予郑观应缴销会办委札
,

并希望郑
“

北来一

晤
” 。
② 彭汝粽再也搞不下去了

。

一八 /又O 年
,

编修戴恒
、

江苏候补道龚寿

图等承办织布局
,

通过盛宣怀邀请郑观应入

局襄办
,

郑复信说
: “

织布局事
,

弟才力俱薄
,

不敢滥竿
,

前经彭器翁 (彭汝踪字器之 )贸然

察请会办
,

弟不胜其任
,

既 已察辞
,

不应预闻

其事
。 ”

表示不愿入局 ;但也没有完全拒绝
,

说

是
“

惟大局枚关
,

中外仰望
,

倘有所知
,

若蒙

知交下问
,

又不敢缄默
,

以期千虑一得之效

耳
。 ” ③ 是年十一月

,

郑观应被委派会同戴恒
、

龚寿图办理局务
。

郑观应在
“

进止甚难
,

日夕

傍徨不能 自释
” ④ 的矛盾心理中

,

接受了会办

的职务
。

不久
,

由于织布局需要
“

有熟悉洋务

商务精勤练达之员
,

提纲掣领
,

主持全局
” ,

郑

观应又被委为总办
。
⑤ 这就以一个外国洋行

买办兼任了洋务企业总办的要职
。

如果说郑观应接受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

职务思想上有矛盾和反复
,

在受任上海电报

局总办时则没有什么犹豫
。

一 / 、 /又一年盛 宣怀等人拟办津 沪 电线
,

他和郑藻如等一起
,

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驻

沪照料验收大北公司代购的材料
,

及将材料

分运各处等事宜
。

郑观应答复他们说
: “

窃思

电报利国利民
,

为当今急务
。

.

自顾菲材
,

既承

不弃
,

何敢自外裁成
。 ” ⑥ 愉快地接受任务并

表示在津沪电线建成前不领薪水
。

郑观应的

态度是积极的
。

一八 /又一年五月二十日 (光

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
,

李鸿章札委他担任上

海电报分局总办
。

郑观应的买办与洋务企业交叉任职
,

在

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

在这里可看出洋务

官僚们对他的重视程度了
。

而郑观应在接受

会办总办这些兼职时
,

除织布局因人事关系

有犹豫外
,

并没有什么难色
。

但是
,

当需要他

脱离太古买办职位来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

办时
,

却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

洋务官僚之所以要把郑观应从太古拉过

来任招商局帮办
,

主要是 由于
:

一
、

一八七七

年招商局与怡和
、

太古签订齐价合同后
,

七

九
、

八O 两年的赢利有了显著的增长
,

但八 O

年后怡
、

太又暗中削价相争
,

商局复处于不利

地位
,

真所谓
“

争利连年
,

亏耗颇巨
” ⑦

。

洋务

官僚看到郑观应在太古
“

总理揽载诸务
,

与各

行商往来最熟
,

该行 日见兴旺
” ⑧ 的事实

,

认

为把他拉到招商局来专办揽载等事宜
,

对于

竞争是有利的
。

二
、

这时唐廷枢 己专办开平

煤矿
,

无暇顾及商局
,

一八八一年新派委的帮

办张鸿禄经理海运消米
,

徐润一个人总办局

务是照顾不过来的
,

熟悉船务的郑观应是理

想的帮办
。

三
、

一 / \ /又O 年以王先谦为代表
,

参幼招商局
“

糜费营私
”

等弊
,

说什么
“

归商而

不归官
,

则漫无铃制
” ,

这使商情涣散
,

而 当时

招商局正需扩招新股
。

交游广泛
,

熟悉商情
,

为众商信服的郑观应
,

是稳定商情
,

广为招徕

的理想人物
。

基于上述
,

招商局聘 i青郑观应

来帮办局务是顺理成章的
。

这一次
,

洋务官

僚不是要他兼差
,

而是要他脱离太古专任商

局
。

还在一八 /又一年夏秋间
,

洋务官僚就通

过唐廷枢
、

徐润
、

郑廷江等人进行试探
,

郑观

应的顾虑是很多的
。

其一
,

从个人前途考虑
。

太古轮船公司

参见郑观应
: 《

察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钉}札委 会

办上海机器织布事宜
》 , 《
后红补卷七

。

李鸿章在郑观应
“

票辞
”

上的批语
, 《
后编

》

卷 七
。

《
关吕观应致盛宣怀函

》 ,

光绪六年五月初七 日
。

盛

档
。

郑观应
: 《

致津海关道郑玉轩观 察 1左
》 , 《

后编
》

卷

一 O 页三
。

参见
“

北洋通商大臣李委总会办
_

{二海机器织布局

札文
》 , 《
后编

》
卷七

。

郑观应
: 《

复郑工 轩
、

盛 杏荪
、

刘苔林
、

店纷权
、

米

静山诸君书
》 ,

光绪辛已年
。 《
后编

”
卷一二页一

。

郑观应 : 《
致招商局总办店景星 观察书

》 , 《
后编

》

卷一O 页二
。

见郑观应
: 《

察谢李傅们」札委帮办轮船招商总局
” ,

艰

后编
”

卷一 O 页二
。

①②③④⑤⑦⑥⑧



有下面的规定
,

即在太古工作二十年以上年

老退休者
,

准给半薪养老
。

这时
,

郑观应在太

古已将八年
,

太古总经理冷士唯恐郑被招商

局拉走
,

为了使他安心工作
,

又重申了这个规

定
。

郑观应致书唐廷枢说
: “

姑不论 其言 确

否 ? 亦足见西人笼络人材
,

操纵有术也
。 ”

他

担心
,

招商局将来
“

日有起色
” ,

赢利丰厚了
,

钻营者必多
。

那时
,

北洋大臣如果
“

误听排挤

者谗言
,

不间是非
,

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
,

任

意黝涉
,

调剂私人
” ① 那前途岂不成 间题 了

吗 ?

其二
,

从
“

官督
”

企业不能尽其所能上考

虑
。

郑观应认为
,

太古是商办轮船公司
,

其经

营方式完全按近代商办企业的规则办理
,

没

有官场习气
,

可以人尽其材
。

到招商局去会

怎样呢 ? 照理
,

他与唐廷枢
、

徐润是姻亲和世

交
,

自己又有经办轮船公司一套经验
, “

甚可

尽我所能
” ,

但他
“

所虑官督商办之局
,

权操在

上
,

不若太古知我之真
,

有合同可恃
,

无意外

之虑
。 ” ②

郑观应的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

顾

虑的焦点是对清政府的
“

官督
”

持不信任态

度
。

继续在太古当买办呢
,

还是到招商局来

当帮办? 考虑再四
,

不能决定
。

尽管唐廷枢

等人作
“

无庸过虑
”

的劝 驾
,

还是
“

心若辘护
,

殊难臆决
” ③

。

思想斗争的结果
,

还是于一八

八二年二月太古合同期满时不再续订
,

三月

二十五 日接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札
,

三

月三十日 (光绪八年三月初一 日 )就了轮船招

商局的帮办职
。

而把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席

交给了经元善
。

郑观应之所以决定弃太古而专就商 局
,

原因很多
,

主要是
:
第一

,

郑观应在这时
,

民族

资本家的立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很

鲜明
,

招商局
“

且占股分
” ,

发展中国的航运业

早就很迫切
,

他从招商局
“

若不早 日维持
,

恐

难 自立
,

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
,

更为外

人欺侮
” ④ 的挽回利权的爱国心情出发

,

自信
“

前在各轮船公 司 经 理 有年
,

各 商向亦挟

洽
” ⑤ ,

他可以把招商局从危局中挽救过来
。

乃毅然弃太古而就商局
。

第二
,

郑观应与太

古的矛盾也已很深
。

他认为自己是有功于太

古的人
,

不仅创办轮船公司有贡献
,

即
“

其所

用揽载之人及招徕各行章程
” ,

亦是他
“

为之

布置
” 。

然而
,

郑认为他
“

为太古经营揽载
,

吃

亏甚重
” ,

而太古不肯弥补他的损失
,

太古是

对不起他的
。

所以他于一八 /又一年即已
“

托

词入电局
” ⑧ 了

。

其实
,

郑观应 同太 古的矛

盾
,

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

以一个民族资本家

又具有改 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人
,

同买办一职

是不会长期协调的
。

弃太古而就商局也有其

逻辑上的必然性
。

第三
,

关于薪金收入
,

郑观

应尽管说
“

不计薪水之多寡
,

惟恐舍长局而就

短局有关名誉
” ⑦ ,

实际上薪水也是考虑的
。

唐廷枢
、

徐润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
,

而告诉他

说
: “

现拟月奉坐办薪水二百两
,

年结花红约

提一分
,

大 旨每年连薪水可 包 六 千 金之 咀

(数 )
,

倘花红上有多
,

则仍归阁下
,

决不 以六

千金为限止也
。 ” ⑧ 据郑观应说

,

他在太古的

年薪约七千金
,

商局既能
“

不以六千金为限

止
” ,

个人薪金没有什么损失
,

这一顾虑也就

可 以消除了
。

脱离太古洋行买办职位
,

到中国自己办

的企业任职对郑观应来说
,

是一生中的大转

折
。

从此以后
,

他摆脱了买办的生涯
,

满怀信

心地要运用他的才干
,

在中国求富求强的道

路上贡献力量
。

这种愿望是可取的
。

但在腐

①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
: 《
致招商局 总办唐景星 观

察书
” , 《 后编

》

卷一 O 页二
。

②③④ 郑观应 : 《

复津海关道郑玉轩 观察书
》 , 《

后

编
”
卷一 O 页一

。

⑤ 郑观应 : 《

察谢李傅相札委帮办轮船招商局
》 , 《 后

编
”

卷一 O 页二
。

⑥
《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光绪十八年十月 二 十 二

日
。

盛档
。

⑦ 郑观应
: 《
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

》 , 《
后编

,

卷一O 页二
。

⑧ 《
唐廷枢

、

徐润致郑观应函
净 ,

光绪七年八月二 十

二 日
,

上图所藏未刊
。



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
,

是不可能使他如愿以

偿的
。

从郑观应一八七八到一 / 、 / 、二年间一身

四任
,

可以说明买办
、

民族资本家
、

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
,

四者之间没有不可逾

越的鸿沟
。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的资产阶级

本质
。

郑观应一走上社会首先一个身份就是

买办
。

在充当买办和 自己经营商业中积累了

资本
,

尤其是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八年中
,

资

本积累更快
。

郑观应把这些资本
,

广泛地投

于交通运输
、

电报
、

矿务和纺织
、

造纸等工业
,

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
。

这说明民族资本家有

一部分是来自买办
。

从思想上说
,

郑观应既

有买办性的一面
,

也有与买办相对立的一面
。

反映他六十年代思想水平的 《救时揭要》① ,

所说
“

触景伤时
,

略陈利弊
” ② ,

主要是
“

触
”

的

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之
“

景
” 。

反映他七

十年代思想水平的《易言》 ,

是
“

派远情
,

师长

技
,

攻其所短
,

而夺其所恃
” ③ ,

和以设议院为

中心的内政改革等内容
,

是 比较鲜明的帝国

主义
、

封建主义的对立产品
。

就在郑观应 以

一个买办身份形成为民族资本家和改 良主义

者的时候
,

参加 了洋务活动
,

并成为洋务企业

的要员
。

这些事实表明
,

买办可以变为自己

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
,

而民族

资本家
、

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
。

郑观应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

良主义者
,

是有一个过程的
。

这个过程从六

十年代萌芽到八十年代初完成
,

经过了十几

年的时间
。

特别是 在他任太古买办期间
,

加速

了这个过程
。

郑观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种转

变
,

主要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

国思想
,

他在《救时揭要》的二十四篇文章中
,

几乎一半是愤怒揭发外国侵 略者罪行的
。

按

照郑观应的逻辑
,

要救时必须抵御侵略
,

抵御

侵略必须发展 民族工商业以致富强
,

而要做

到这些
,

关键在于实行一定民主的议院制
。

这

种变化的完成
,

摆脱买办地位也就成为必然
。

怎样看待郑观应参加洋务 活 动 这 件事

呢 ? 是不是他从民族资本家
、

改 良主义者转

化为洋务派了呢 ? 不是
。

郑观应是以 民族资

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他的

富强救国的主张的
。

在他参加洋务 活 动 中
,

他的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的立场
,

他的

富强救国的主张
,

都没有改变过
。

如果说他

是洋务派的话
,

那只是从泛义上说的
,

决不是

他的主导面
。

郑观应既不同于朱其昂
、

杨宗

镰这些人从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

也不

同于薛福成
、

马建忠等人从洋务派转化为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郑观应的主导面是民族

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因此
,

他不存

在从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的问题
。

据郑观应自己说
, 《

救时揭要
》 于一八六二

一

年
一

翔戈

并交给江苏佘莲村刊行
,

但我看到该书是一八 七

三年版本
,

书首余莲村的
“

前言
”

和郑观应
“

自序
”

都写于一八七二年
,

全书二十四篇 (包括
一
流犷付

录 )
,

不少涉及六十年代的事
,

疑系郑观应 误 记
。

存疑
。

郑观应
: 《

救时揭要
·

}场序
, 。

郑观应
: 《

易言
·

自序
》 。

②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