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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郑 观 应 早 期 思 想 的 演 变

董 淮 平

郑观应 ( 1 8 4 2 一 19 2 2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 良主义先驱
,

他的一系列论著或为时人

注 目
,

或为后人尊崇
。

通过对郑观应撰写于 19 世纪 60 年代左右的 《救时揭要》和成书于 1 8 8 0

年的 (易言》的探析
,

展示贯穿其中的视野
、

语言
、

心态
、

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
,

对郑观应早期恳
想演变的认识

,

将会有一个明显深化
。

<救时揭要 )共集结了 24 篇文章
,

均为时论
。

撰写这些篇章的时候
,

郑观应 20 多岁
,

并已

开始其买办生涯
,

在宝顺洋行负责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宜
。

由于职业选择乃
“

家贫服贾
,

负米娱

亲
”

的被动性
,

使他来 自传统教育的
“

济世
”

情怀受到阻遏
,

于是
“

徒深投笔之心
” ①

,

用年轻而又

焦灼的 目光透视着他生活的世界
,

表达它们发生的变化
。

这样
,

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
,

对于后

人便多了一份历史的生动
。

《救时揭要 ) 中的社会问题
,

是通过关心
“

人
”

这样一条线索展示的
,

比如有关澳 门猪仔的系

列文章 ;有关流民
、

中国船员
、

出洋之商人
、

病 入与女婴的遭遇等等
。 “

夫猪仔馆者
,

拐贩华人过

洋为奴
,

其所居名曰招工
,

欲谓之
`

买猪仔
’ ” ② 。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 中国后 出现的一

种社会现象
,

对于此现象的论述
,

在 《救时揭要》中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

在与此相关的 7 篇文章

中
,

郑观应对
“

猪仔
”

的境遇表示了深刻的关切
,

指出了清廷与英国政府应 负的责任
,

呼吁当局

采取法律的手段防止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与蔓延
,

以避免国人的悲惨命运
。

同类的文章还有

(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
,

文 中建议清政府
“

照欧洲各国之法
,

于海外各国都
、

各 口岸
, 护

凡有华人贸易其间
、

居处其地者
,

则为之设领事官
’ ,③ ,

以保护华商的利益
。

与中西文化冲突有

关的
,

有 《痛亡者无归论》篇
,

这里牵涉到 中西风俗的差异
,

郑观应痛陈广东籍船员陈晓峰在法

国轮船上染疾不治而被海葬的遭遇
,

认为西方船员遇难海葬
“

虽属残忍
,

然 自外国人行之
,

亦似

可恕
”

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
。

但他认为
,

由于
“

风俗各有不同
,

各 自有别
” ,

而决不能用在中国人

身上
,

特别是在
“

人为中国之人
,

地为中国之地
”

的情况下
,

西方人
“

既入我中国营生
,

当依我 中

国规矩
’ ,④ 。

从通篇的论述来看
,

人死后 肉体的归葬也被视为完整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

这种对

于生命的重视
,

还可见于 《劝戒溺女 》
、

《劝戒杀放生论》与论及医生
、

医院等文
。

前两篇对于
“

夭

意
”

决定的 自然生命的珍惜溢于言表
,

从他论述时的引文看
,

其观念显然受了道家与佛教的影

响
。

虽然 <劝戒杀放生论》谈的是动物的生命
,

但结论部分的落点仍然在
“

推爱物之心
,

为爱人

之举
,

乐施孝友
,

济弱扶倾
,

救人一 命
,

胜救
一

百万生物
” ⑤之上

。

后两篇为
“

天下苍生计
” ⑥的色彩

依然浓厚
,

他所涉医德
、

医术与医生
、

医院的考核办法
,

无不关乎病人的利益
。

郑观应对 人之现状的关心 有两层含 义
:
一是 人本身的命运与遭际 ; 一是 人对 于国家 的意

义
,

即
“

民为邦本
,

本固邦宁
” ,

这是他在文章里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
。

基于这样的人间情怀
,

社

会陋俗便成了他的抨击对象
,

这类文 章除 上而提到某些篇 章以外
,

主要还有 《拟 自禁鸦 片烟

4 8

DOI : 10. 15991 /j . cnki . 411028. 1995. 06. 012



论 )⑦与 (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⑧
。

即便如此
,

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人和人心
、

人的精神状态
。

其实这也是他谋篇 《劝公门修行》
、

《或问守身要 旨》等类文章的 目的
,

就像他 自己所说的
: “

于末

俗人心
,

或可少裨万一
。

是则区区之心所深 慰也 已
” ⑨ 。

当然
,

郑观应同时也将救时主张的实

施期望
,

寄托在 当时的政府与绪绅身上
。

在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的论述中
,

他都要提出一种对

策
,

要么建议政府实行
,

要么建议各地有势力的人物向当局呼吁
,

这些对策大致涉及资金
、

管理

手段以及与外国政府的交往
。

这样
,

青年时代郑观应的视野就在我们眼前一一展现
,

这是一个生长在中国前现代社会

的
、

有抱负的年轻知识者的视野
:

有问题的社会
,

无能的官府
,

受难的 民众
,

趋于末俗的世道人

心… …
。

使我们联想起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忠直的士人
,

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传统

在清末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接续
。

他虽然已经在努力地学习英语
,

已经在英国人的宝顺洋行就

职多年
,

换句话说
,

也就是在一个现代的企业中接受专门的训练并以这种手段谋生
,

但是中国

正在或必将发生的变动
,

特别是这种变动含有的复杂底蕴他尚未了解
,

他只是依靠本能 (当然

这里指的已包含知识背景在内 )在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
,

于是就有 了人
、

人心
、

风俗这样一个主

要的框架
。

因为
“

民为邦本
” ,

而对于人来说
, “

心
”

是根本
,

所以
“

经天纬地
,

赴汤蹈火
,

无不 由乎

一心 ;为圣为贤
,

成仙成佛
,

亦无不恃乎一心
。

三教经书
,

无 非治此心也
。 ” 。 这也就容易解释

,

郑观应的一系列时论
,

何以会那么急切地表达扭转人心的愿望
。

或许他认为对于
“

末俗
”

来说
,

惩戒的方式是最有效的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说教中大量 的佛道因素
,

最典型的如
“

因果报

应
” ,

但这里所指的佛道因素并不属于精英文化那部分
,

而是积淀于民间的较为原始的思想资

源
,

也就是现在被大家称作迷信的观念
。

他叙述了很多这类故事
,

极像一个老祖母用恐吓的方

法在劝她的孙子不要做坏事
。

这个时期
,

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

他具有救时之激情
,

但他还没有

从他的职业
、

他所生活的城市习得一种根本的精神
。

变化发生在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中
,

这篇短论虽被收录于 《救时揭要》
,

但据夏东元先生

的考订
,

它是在 1 8 7 3 年《救时揭要 )临刊印时加进去的
,

撰写时间当在 1 8 7 3 年 1 月以后 0
。

从

篇首
“

《流寰琐记》所论 《内地轮船进止议 》
,

深合符节
,

实获我心
。

余故参以鄙见
,

合质高明
。 ”

0

从这段文字分析可见
,

郑观应当时写这篇文章
,

是因为与 ( 申报》所刊《流寰琐记
·

内地轮船进止

议 》中的话题产生了共鸣
,

并且还想表达一些他个人的看法
。

郑观应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总结西

方造船业与航运业发达的原因
,

即
“

其最要者则在经费之多
,

且在乎驾驶之熟也
” ,

列举了西方

商业社会的优势
:

在集资方面
, “

泰西各国官与商财货互相流通
。

盖官力则有穷
,

而商资则 易

集
” ; 就官商关系而言

, “

商不虑官之无信
,

官亦不借商为可耻
” ;对于未成功而 尽力者的态度

:

“

外人并不以为非
,

绝无讥刺
,

且尊敬之
,

体谅之
” 。

相形之下
,

他发出
“

岂中土万余年来
,

吝惜涣

散之风气所能效之乎
”

的慨叹
。

他还赞美了
“

泰西驾驶之船主
”

的博闻多识
, “
兵船司炮之官

”

的

技术精炼
, “

在船之兵
”

的勤奋与
“

坚忍果毅
” ;尤其欣赏这些国家的

“

水师提督
、

王子
、

贵人
,

苟在

行伍
,

亦须事事皆能… 甲上与下有督责而无等威
”

的习尚
,

而 比起这些来
, “

诸文士笔下千言
,

胸

无一策
,

或习武艺
,

闻炮相惊者
,

虽掇高科
,

于国家何益哉 !
’ ,

。 更为重要 的是在论及 中国轮船
“

进止
”

时指出了
“

改商造为官造
”

的重要性
, “

商人造
,

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 ;商人造
,

则该事系

商人身家性命所关
,

即无人督则
,

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
。 ” 。 当他说到上海

、

江苏
、

闽省情形的林

林总总
,

娴熟程度无异于一个行家
,

此时
,

古代士子的 色彩消褪了
,

职业训练 的本色显现出来
,

与之相映衬
, “

古人云
”

之类在《救时揭要》系列文章中大量出现的表达方式也 消失了
。

这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转折
。



撰述上文 以及 (易言》各篇期间
,

郑观应当上了扬 州宝记盐务总理
,

并拥有了其中的股份
,

又于 18 7 4 年出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理
,

其权力相当于总买办
。

也就是说
,

他的身份 已经不是一

个单纯的买办了
。

(易言 )的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
,

而这一
“

广泛
”

又是与其时郑观应的社会角色极相吻合的
。

(易言》依然包含着 与《救世揭要 ) 的关怀一脉相承 的东西
,

即对于时弊的专 门论述
,

如 《论鸦

片}
、

(论传教 )
、

(论虚费)
、

(论招工 )
、

(论医道 )
、

(论犯人 )
、

(论栖流 )
、

(论裹足 )等
。

这些篇章与

过去 比较
,

似乎更偏重于揭露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
,

并总结了他们的侵略 目的
: “

洋人

之到中华
,

不远数万里
,

统计十余国
,

不外通商
、

传教两端
。

通商则渐夺 中国之利权
,

并侵 中国

之地 ;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
,

欲服华人之心
。 ” 。 在这 里

,

借鉴的成分增加了
:

如对西 医的介

绍
,

是《救时揭要》两篇 医论都未提到的 ;在《论犯人》中引入西方对于囚犯的律法
,

认为
“

充公一

端
,

实可补中国刑书之网
” 。 。

提出的对策也 比以往更系统
,

在禁鸦片与流民安置问题上均 如

是
,

个别地方还相当尖锐
: “

今欲中外相安
,

惟有会集万国公议妥商
,

劝令英不贩烟
,

法不传教
。

至保护洋商之责
,

我中国自任之
。 ” 。 在抨击裹足陋俗 时

,

不仅有
“

古训
”

依据
,

而且还 与五大洲

作横向比较
,

指出其不合理性
。

(论税务》
、

《论开垦》
、

《论治旱》
、

《论铸银》
、

《论邮政 》
、

(论盐务》
、

《论治河》诸篇所涉多关经

济
,

这是传统社会同样会遇到的问题
,

但若与《救时揭要 》相 比
,

对时局的思考更为系统化
,

形成

了比较专 门的领域
,

甚至可以使我们据此总结出一些表述方面的特征
:

(一 )沿用传统 的概念
。

如夏禹之会计
,

周官著理财之条
,

管仲治齐擅盐铁之利
,

古者邮传之释等等
。

(二 )在考察弊政

时注意对中西利弊进行比较
,

如 《论铸银 )中
“

西人好利而守信
,

故成色均归一律 ;华人嗜利而寡

信
,

故流弊遂至百端
。 ” 。 再如论及税务时指出当局的政策过分

“

体恤洋商
,

恩施格外
,

较之华

商
,

其获利厚矣 !
”

所 以
“

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
,

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
” 。 。

(三 )介绍西方诸

国解决所论 间题的各种办法
,

常常以与西方的关系作为解决间题的关键
,

并强调变革的观念
。

与前述风格 比较一致的还有他对于军事问题的论述
。

(论边防》
、

(论水师 )
、

(论练兵》
、

(论火

器 )
、

(论民团 )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显然与 70 年代的边疆危机有关
,

郑观应对此的思考依然是

系统的
,

武器装 备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

但更强调军制的作用
。

在阐发
“

全 民皆兵
”

的观点

时
,

他介绍了西方
“

寓兵于士
、

工
、

商贾
” ④的优越性

,

同时指出这种制度与中国春秋时期的
“

寓

兵于农
”

制度颇为契合
。

这种逐步趋于成熟的思考与表述
,

显然说明郑观应此时对中西国情的

认识不仅更为广泛
,

而且也更加深刻了
。

上述诸特征反映了一种 思维倾向
,

这种倾向其实与后来的康有为
、

章太炎等思想家的思维

特点是一致的
,

当他们在寻找变革依据时
,

总是不由 自主地回首遥望远古
,

看见的又总是 已 经

被理想化了的美好
。

这似乎就是这一代人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作出反应时的特殊语境
。

类似的

情况还有郑观应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论述
,

它们与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有对应关系
。

比如有关

统治方法的考察
,

也是相对于 《救时揭要 )的新 内容
,

从中还能看 出从
“

人
”

到
“

政
”

的视角演变
,

也可以说他的思考 已具备了一种政治学意义
。

先看看有关内政的内容
,

它们大抵相当于古代
“

术
”

这一概念
,

其核心思想就是
“

上法三代

之盛典
,

旁采西国之 良规
” ⑧ 。

学术界一般给予 《论议政》一篇以较高的评价
,

认为这是郑观应

要求改变专制制度
,

实行君主立宪制思想的第一次明确表达
。

但是 由于他对
“

三代
”

和西方政



治制度的简单类比倾向
,

我更赞同他是从中国传统的
“

通上下
” 、 “

民贵君轻
”

的角度来理解议院

这件事的观点
,

即把它视为%直上下
”

的机关而非权力机构。 ,

通过这种手段
“

体察民情
,

博采众

议
” ,

使
“

上下无扦格之虞
,

臣民泯异同之见
” ,

从而达到
“

长治久安
” 。 的 目的

。

他对吏治方面的

考察一方面奉行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

如 《论廉傣》
、

《论书吏》篇中所尊崇的奉公与廉洁
。

另一方

面则在传统的形式如
“

考试
”

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

如对文科
、

武科考试范 围均提 出革新设 想
,

在

武科中还建议增加算学
、

格致
、

机器制造等
,

并附专篇以论竹洋学
” ,

尤强调
“

变通
”

以
“

克敌
” 。

这

种对人才标准的新设计是应客观环境变化而生的
,

同时它也向着对统治者的期望延伸
。

《论游

历》篇即通过赞赏西方
“

皇子与齐民无异
”

体现了他对于君主的期望
,

他列举西方王位继承人游

历各邦
, “

周知各处之风土人情
,

各国之政刑技艺
,

而格致
、

历算
、

兵
、

刑
、

礼
、

乐等事
,

无不亲身力

为
,

明如指掌
”

的情形
,

认为西方的富强与这些
“

皇子
” “

一旦即位
,

遂举生平之阅历
,

以为经国之

谋酞
”
. 密切相关

。

虽然仍持
“

人治
”

的传统政治观念
,

但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却是适合时代变迁

的
。

如果说
,

上述内政问题因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对应 比较紧密
,

从而使郑观应在传统的

语境中遨游 自如的话
,

那么外交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

对此
,

当时一部分官僚与文人或被华夏

中心论所遮蔽
,

或者 由于情感上的窘迫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

但郑观应直面
“

今泰西数十邦叩

关互市
,

与我中国立约通商
,

入居内地
。

此乃中国一大变局
,

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
” 。 的客观现

实
,

揭露了资本主义各国官商教士
“

尊 己抑人
,

任情蔑理
,

藉端滋事
” . 而造成的华商交易不公

正与中西立约不平等 ;批评中国政府官员不懂
“

敌势洋情
” ,

外交上
“

随则病国
,

激则兴戎
” 。 的

不利态势 ;认为应当了解西方律法
,

设置专门人才依法处理牵涉两国的纠纷
。

他还撰 《论公法》

篇分析世界政治格局
,

虽然在触及西方历史时难免对祖国悠久的文明有一种 自傲倾向
,

但在与

外部世界交往的意识中
,

显然具备了理性与平等的因素
。

郑观应生当 19 世纪
,

那个时代
,

是
“

以世界贸易—
工业— 基督教— 科技文明为特征

的现代文明崛起
,

形成并扩展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
” , “

以农业— 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东

亚世界和以农商结合— 伊斯兰文 明为特征的阿拉伯世界都急剧衰落
” 。 的时期

。

这是从事

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对这个时代总体特征的概括
。

而我们竟能看到
,

生当其时的郑观应对

中国种种衰落征候的揭示
。

到了著述 (易言》时期
,

他更认识到带有现代文 明特征的一些新事

物对于中国的巨大意义
。

于是又有 了一系列分析
,

囊括在 (论火车》
、

(论机器 )
、

(论电报》
、

(论

船政》
、

《论商务》
、

《论借款》等篇幅中
。

当我们细细阅读这些文章
,

会对它们的表述风格产生异

乎寻常的感觉
:

只有横向的联系
, “

三代
”

— 西方—
现实的对应消失 了 ; “ 泰西

”

之强项 因专

门而详细的介绍而更为明朗化
。

由于这些文章特征都能从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中见端倪
,

故无庸具体剖析
。

但值得提到的是
,

他对盛行于清廷的有关西方器物价值取向之误导的清醒

认识
: “

泰西所制铁舰
、

轮船
、

枪炮
、

机器
,

一切皆格物致知
,

匠心独运
,

尽泄世上不传之秘
,

而操

军中必胜之权
。

今行于中国者
,

轮船
、

枪炮之外
,

如钟表
、

音盒
、

玩好等物皆有损无益者
,

而华人

爱之购之 ;如 电线
、

火车
、

耕织
、

开矿诸机器
,

皆有益无损者
,

而华人恶之低之
。

以故振作难期
,

漏危莫塞
,

识者伤之
。 ” 各这时候的郑观应

,

已经有一点早期资本主义的清教伦理精神了
,

尽管

孕育这种精神的因素很复杂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

由于职业与生活环境
,

他已经具备来 自现代

社会的一种讲求效率的观念
。

出于对工业文明的理性认识
,

他冲破传统好恶倾向的束缚
,

对那

些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物从而不易为人接受的西物
,

也就是能促使 中国强大的物质文明给予了

格外的青睐
,

并努力阐扬 自己的观点
。



郑观应早期思想系统的形成得益于他
“

不仕不隐
,

亦吏亦儒
” 。 的边缘地位

,

而他在这一时

期所处的生存空间— 上海
,

为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

并使之具备了时人

并不多得的境遇与视角
。

正因为如此
,

才使他能够稍稍游离
“

泛道德化
”

的主流文化倾向
,

在当

时的
“

体用
”

思维原则下焕发 出独特的个性色彩
,

构成他人不能任意取代的思想价值
。

郑观应

早期思想演变过程对我们的启示在于
:

同样源 自
“

中体西用
”

原则
,

但所提供的思想成果与思想

价值可以大不相同
。

所以
,

当我们看待
“

中体西用
”

或
“

西体中用
”

这类 口号或思维倾向时
,

如果

能将其从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语境中分离出来
,

少一点
“

泛道德化
”

的政治诉求
,

那无疑会更贴

近前人的生活
,

更贴近我们未曾经验过的历史
,

更多地发现前人进发的思想火花
,

更透彻地领

悟它们的当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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