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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郑观应是 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 义思想家

。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
,

教育救 国思 想占有重要地

位
。

他主张以教育为立 国之本
,

教育与科技
、

生产相结合
,

主张兴西学以培养实用人才
,

提倡女子教育
,

倡导考试制度

的改革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有一 定的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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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川
。 “

富强救国
”

是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核

心
,

围绕这个核心
,

郑观应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
,

内容涉及

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等领域
。

他的振兴实业
、

以实业为后盾

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商战的
“

商战论
” ,

他的要求改变中国当

时封建专制统治
,

建立英国式民主代议制的
“

议院论
” ,

被人们

广为研究
。

但作为他整个维新改良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革新

教育
,

培养人才的教育救国思想
,

论之者甚少
。

笔者在此略陈

管见
,

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

一 郑观应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 ) 以教育为立国之本
19 世纪 70 年代

,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

加深
,

中国正经历着
“

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 ,

在这种深沉的

历史背景下
,

各种救 国除弊的方案纷纷登台亮相
,

如
“

借材异

域
” ,

创办新式企业以致富 ;练兵制器
,

巩固边困以致强等
。

郑

观应作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
,

在长期的商业实

践中认识到
,

借材异域
、

练兵制器固然重要
,

但如果不抓住教

育
、

培养人才这个关键问题
,

那就等于舍本求末
,

最终还是达

不到富强救国的目的
。

他指 出
: “

教育为立国之本
,

国运之盛

衰系之
,

国步之消长视之
。 ”
圈在郑观应看来

,

不 积极发展教

育
, “

育才于学堂
” ,

其恶果首先是
“

权 自外操
” 。

即使在各处创

设各样制造
、

织造
、

开矿
、

轮船等局
,

也
“

无不为外人要挟愚弄
,

大受其亏
” 。

s1[ 他认为
,

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人才
,

不仅无

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
,

而且只能在日新月异

的发展形势中
,

拾别人的
“

蔗渣
” “

穷 日咀嚼
”

4[J 永远处于被动

挨打的地位
。

郑观应在考察西方各国经验后指出
: “

近世反弱

为强之国
,

莫捷于德
、

日
” ,

其练兵制器和发展商务
, “

莫不从教

育来
,

故均一墩而为世界之强国
。 ”

s[] 所以
,

他在其论著中反复

强调
: “

自强之道
,

以作育人才为本
,

求才之道
,

以设学堂为

先
”

[6 J
。

(二 )教育与科技
、

生产相结合

郑观应对教育与科技
、

生产的关系的认识超过了同时代

的思想家
。

郑观应认为
,

教育应与科技
、

生产相结合
,

科学技

术应用于生产
,

必须依赖教育
。

通过教育
,

把科学技术传授给

直接生产者
,

生产者掌握了科学技术
,

才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

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

他指出
“

工艺之学
,

不能不赖于读书
。 ”

读

书学艺
,

就得
“

延聘名师
,

广开艺院 (学校 )
” ;而且

“

非专设艺

院
,

则人材无由出
,

格致无由精
,

而技艺优劣之间
,

亦无由真知

而确见
。 ” 〔7 ]教育不仅传播文化科技

,

也促进了文化科技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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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
。

他根据教育传授科技
、

科技发展生产
、

生产又为
“

富强之基
”

的公式推导
,

从而得出结论说
: “

按古今中外各国

立教养之规
,

奏富强之效
,

原本首在学校
” 。

他把教育事业的

发展看作国家富强的原始要终和重要标志
,

他说
“

泰西之强
,

强于学
,

非强于人也
”

川
。

科技
、

生产离不开人才
,

郑观应从教

育
、

科技
、

生产三者关系的认识出发
,

把对教育的重视
,

引申为

对人才培养的重视
。

郑观应认为
,

中国当时急缺实用型的人

才
,

依靠八股取士的科学
,

学用脱节
,

对现实问题无补丝毫 ;滥

行封赏的保举制度也腐败不堪 ;后来卖官胃爵的捐纳制度更

为市井之徒
、

纵挎子弟钻营捐途大开方便之门
。

凡此数途
,

均

无法培养
“

实学
”

人才
。

因此
,

他大声疾呼
: “

方今天下
,

人才为

急
” ,

必须赶快培养能
“

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
”

的
“

实学者
” 。

(三 )兴西学
,

培养实用人才

郑观应认为
,

当时中国的教育
,

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

方法
,

都应以西方为楷模进行改革
,

学习先进的西学
。

他指

出
,

学西学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
“

时务
” ,

是
“

救时弊
”

的
“

对

症
”

良药
。

s[] (第 27 2 页 )他认为
,

西学是西方
“

萃数十国人材
,

穷

数百年智力
,

掷亿万兆资财而后得之
。 ”

61[ (第 247 页 )的宝贵知

识
,

取来我用
,

是赶上先进的一个捷径
。

因此
,

他把拒绝西学

的顽固派喻为别人把明珠送来
, “

我乃按剑疾视
,

拒之而不受
”

的蠢驴
。

他针对某些人在向西方学习时
, “

震惊他人之强盛
,

而推崇过 当
”

s[] (第 2 73 页 )
,

把西学
“

诧为巧不可防
”

sj[ (第 27 4

页 )的东西
,

从而丧失信心的情况指出
,

西学尽管造诣
“

精深
” ,

但只要学者
“

运以精心
,

持以定力
” ,

是可以学到和学好的
。

他

针对当时有人学西学 目的不够明确的情况
,

指出唯有使学西

学者看到强邻窥伺
、

祸患方萌
“

大厦将倾
”

的危急局势
,

激发出

如
“

不巫思讲求教育
” ,

国家
“

势难自立
”

的迫切感
,

才能从新学

中得益
。

其标志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蔚起
。

郑观应把西学与中学
、

新学与旧学的对立
,

归结为
“

实
”

与
“

虚
”

的对立是有见地的
。

他主张破
“

虚
”

倡
“

实
” ,

提倡格致之

学
。

他认为
,

中国
“

学人莫窥制作之原
,

循空文而高谈理性
,

于

是我堕于虚
”

川
。

科举制度
、

旧学培养出来的人
`

形同废物
” ,

其废就废在
“

虚
”

字上
。

西学包括
“

天学
” 、 “

地学
” 、 “

人学
” 。

西

国儒士无不讲求的格致之学
, “

皆有益于国计民生
”
侧 (第 273

页 )
,

都能
“

实学呈实功
”

囚 (第 25 9 页 )
。

郑观应的这种教育理论

反映了教育适应资本主义
“

实事
” ,

发展资本主义
“

实功
”

的历

史要求
。

为适应资本主义的
“

实事
” ,

发展资本主义的
“

实功
”

的要

求
,

教育必须培养出
“

实学
”

人才
。

那么
,

怎样才能培养出实学

人才呢 ? 郑观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

一是加强师范教育
。

郑观应认为
,

日本之所以致强
,

固然

由于刷新政治与水陆军的强大
,

但
“

其母则在学校
,

学校之母

又在师范
” ’ 0]

。

因此
,

郑观应提议
“

各省宜急设师范学堂
、

专

门学堂
,

广育师资以备充各学堂教授
。 ”

[川教师必须德
、

才兼

备
,

因此
“

范方则方
,

范圆则圆
,

不善不可以陶冶
。 ”

二是设立专业学校
。

郑观应认为
, “

凡有一事
,

必有一专

业以教之
。 ”

文则有文学院
,

武则有武学院
,

农则有农学院
,

商

则有商学院
,

欲为师者有师道院
。

出于
“

商战
”

的考虑
,

郑观应

特别重视倡办商学
。

他认为
: “

商战须从学问上讲求
” 。 ` ’

商贾

之学具有渊源
。 ”

: ’ Z J商务极博
,

商理极深
,

商情极幻
,

商心极

密
。

欲知此道
,

不但须明旧 日所传商政
,

并宜详求近 日新

法
。 ” 〔” 」他认为商学教育应

“

分门别类
,

以教殷商子弟
,

破其

愚
,

开其智 ;罚其伪
,

赏其信 ;劝其创
,

戒其因 ;务其大
,

哉其小
,

使豁然于操奇逐藏之故
。 ” L ” 〕(第 61 6 页 )

三是主张教学方法的改革
。

郑观应认为人有
“

悟性
”

与
“

记性
” ,

教者应该
“

导之以悟性
” ,

让受教育者理解
、

领悟
,

而不

要死记硬背
。

因此
,

他主张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

郑观应

不仅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
,

而 且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影响和作

用
(

他说
: “

凡教人者道分二端
,

一由本至末
,

一由末至本
〕 ”

由

本至末者因其理而造其物也
,

由末至本者
,

因其物而究其理

也
。 ” L’ 4〕善于教书者

,

必须同时强调两个方面
,

这样
,

从实践中

得出的理论是清晰的
,

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必然是得心应手

的
。

因此
,

他曾建议就工厂附设学校
,

学生
“

上午读书
,

下午人

厂学习机器
” ,

这样就能达到
“

事半功倍
”

之效果
。

四是主张派遣 留学生
、

郑观应主张将深通中西言语文字

的本国高材生送到西方各国去留学
,

由国家给以经费
,

学成回

国分任各事
,

届时
“

即可不用洋匠
” ,

而自己
“

递相传授
” 。

五是倡导近代新学制
。

郑观应在考察近代西方各国学制

的基础上
,

提出了设立新的
,

以教授
“

西学
”

为主的学校— 京

都大学院和省设书院
.

要求在各省会都设书院
,

选十余岁以

上
,

二十岁以下的人人学
。

他要求学生人学后
,

选通中西文

学
,

然后根据各人的性情
,

选特定的科 目
, “

肄业四年
,

升至京

都大学院
。 ” 〔’ 5] 在京都大学院学习四至五年

,

学成后派往总理

衙门及海疆督抚等处任职
。

这样
,

郑观应提出了一个教授西

学
,

有一定学习年限
,

上下两极学校相衔的学校系统
。

具有近

代学制的特征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还包括提倡女子教育
,

倡导考试制度

改革等内容
,

笔者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

二 郑观应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的一名民族资本家
,

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
,

能提出上述一系列的教育救国思想
,

的确难能可贵
。

对其教育思想的合理内核
,

我们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

但

是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

(一 )郑观应一面猛 烈扦击封 建科举制度
,

一 面

又认为科举考试制度 可改不 可废

郑观应指出
,

在科举制度下
“

为师者皆迂儒老生
.

终身从

事于章句之学
、

帖括之艺
,

试问五洲形势
,

列国政治
,

历朝史

鉴
,

天算动植
,

形声格致之学皆借然漠然
,

不知所对
。 ” “ ] (第

269 页 )师承旧学 的青年
,

将毕生精力消磨于时文试贴之中
,

“

所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

郑观应认为
,

依靠这种教育要达

到富强救国的目的
,

是
“

戛戛乎其难
”

的
,

主张进行改革
。

但他

从一开始就是在科举制度可改而不可废的背景下探讨人才的

培养
,

进而设想学校制度的
。

他认为改革科举的具体办法是

在文试中考经史
、

策论
、

诗赋
,

废除贴括 ;在武试中加考军事地

理
、

算学
、

格致
、

机器制造
。

他的科举改革带有明显局限性
。

(二 )郑观应一面主张兴西学
,

一面 又提倡
“

中体

西 用
” ,

把教育的重点放在
“

本原
”

之学上

郑观应在壮年时所谈的
` .

形上为道
,

形下为器
” , “

表面上

道与器并重
,

实际上他重视的是器
” 。

他在《西学》
、

《考试》和

《技艺》等篇中
,

要求人们致力于西学
。

但他在积极鼓吹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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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

又提出了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主张
,

说
“

中学
,

其

本也 ;西学
,

其末也
, ”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
“

知其缓急
,

审其变

通
,

操纵刚柔
,

洞达政体
。 ” LS」(第 2 76 页 )此外

,

他还把教育的重

点放在所谓的
“

本原
”

之学上
。

他说
: “

然新学专门
,

但求形器
,

争奇斗巧
,

沾沾 自足
。

于根本学术
,

尚鲜研究
。

是以只重权

利
,

昧于道德
,

如树无本
,

如花无蒂
,

实非本原正大之学
。

我思

轩辕黄帝内圣外王
,

虽兴武功
,

实先进乎文德
,

以策天下治安

之盛业
。

吾徒求学
,

纵不敢言 内虚
,

然修身立己
,

必须取法圣

贤
,

推之任事图功
,

岂能离却廉耻忠信
。

吾愿诸生勿忘设学作

育之深意
,

尤须体实事求是之本心
。 ” 〔’ “ ]在这里

,

郑观应的
“

本

原
”

之学重于
“

形器
”

之学的倾向是明显的
。

郑观应向来是突出西学或新学的
,

为什么又从提倡
“

中体

西用
”

转到把新学放到
“

本原
”

之学之下呢
,

因为郑观应的思想

还没有摆脱洋务派的影响
, “

他的改良主义主张在反复证明行

之不通之后而求救于 旧学亡灵
” 。

郑观应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是其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

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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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9 页 )莺莺的怒斥张生
,

都是在羞涩心理的驱使

下所演出的事非得已
、

言不 由衷
、

令人惊心休 目的一幕
。

这

是王实甫刻画人物性格的绝妙手法
,

又是曹雪芹继承发展的

辉煌成果
。

综观《西厢》全剧
,

莺莺与张生在隐蔽
、

曲折
、

艰险的道路

上追求婚姻自由
,

经历了极为复杂
、

尖锐的矛盾
、

冲突
。

最大

的冲突和波折是
“

赖婚
”

和
“

赖简
” 。

其内容都是悔婚
,

表面上

好像相同
,

实质却完全不同
。

前者是一位封建代表人物—
老夫人

,

手持封建
“

礼法
”

大棒
,

吞食前言
,

横蛮退婚
,

活活拆

散一对怨鸯
。

后者则是一位受封建迫害的才貌双全的少女

— 崔莺莺
,

在外来势力的重压和自身封建意识的束缚下
,

情不得已
,

否认了寄书幽会的事实
,

忍痛牺牲 自己热烈追求

的美好姻缘
,

声声带泪
。

因此读者无不憎恶
“

赖婚
”

而同情
、

谅解
“

赖简
” ,

这是文艺创作真实感人的效果
。

笔者认为
, “

赖简
”

既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再次高潮
,

也是

人物形象臻于鲜明
、

完备的必经过程
。

通过
“

赖简
” ,

作者细

致地描写了崔莺莺在内外矛盾交织下的心理活动
,

从而揭示

出她在性格上存在着的怯儒
、

软弱
、

动摇甚至虚伪
,

真实
、

准

确地反映了人物性格
。

认识莺莺在性格上潜在的封建落后

的一面是很重要的
,

试想
,

莺莺生长在封建社会礼法森严的

家庭里
,

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
,

必然养成浓厚的封建意识
,

正

是这种内心的封建意识导致了
“

赖简
”

的严重冲突
,

否则
“

赖

简
”

事件根本不会发生
。

在人物性格塑造上
,

如果忽视了封

建落后的一面
,

人们就只看到一个美丽
、

聪明
、

勇敢的少女
,

一个敢于冲破封建樊笼
,

热烈追求自己的幸福婚姻的女性形

象
。

正是
“

赖简
”

这场冲突才完善和丰富了人物形象
,

真实
、

深刻
、

完整地展现出人物性格
,

也真实反映了历史面貌
。

这

是《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的妙笔
,

它开拓了文艺创作的新道路

和新境界
,

成为后世创作的圭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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