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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名务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郑观应注意观察当时的社会，在古今、中西的对

比下，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及慈善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并毫不留情

地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让中国沦为西方列强侵略对象的弊端一一指出，且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

判，希望政府能采取措施将这些弊端清除、希望爱国的人们都加入到国家建设中。郑观应的社会

批判思想惊醒了沉睡中的国人，加快了人们寻求国富民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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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原名郑官应，著述十分丰富，

《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是其主要代

表作，其社会批判思想也主要集中在这三部

著作中。“郑观应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

教 育 思 想，爱 国 忧 民 的 思 想 早 已 刻 苦 铭
心。”［1］他注意观察当时的社会，看到了西方
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

在于存在许多弊病，其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

的弊病一一指出并予以了猛烈抨击。

一、对政治领域的批判

郑观应认为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方面存在
许多弊端，其将这些弊端一一指出，并进行了

有力的批判。
( 一) 任人不专

因才任职，郑观应认为这是在人才任用

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当时的

清政府在人才任用方面却存在很大的随意

性，出现了用人不专的情况，“陆路之将可改

水师，水师之将可调陆路，刑部之员可调工

部，兵部之员可调吏部。”［2］如此用人，既浪

费了人才、达不到用人尽其才的目的，也不利

于国家的发展。郑观应能看到晚清政府在人

才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说明其意识到人才

在国势增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 二) 官吏贪污坐赃之风严重

在郑观应看来，当时的官员能做到洁己

奉公、见利思义的非常少，在位官员“上焉者

或借夤缘馈赠节礼堂规，克减军饷，侵蚀钱粮

为津贴; 下焉者或藉窝家坐赃娼赌私规，诈索
乡民，欺蒙长官为得计。”［3］国家设官，本为
民服务，但当时官吏贪污坐赃之风如此严重，

可见其已将为民服务之宗旨抛之脑后。郑观

应能将这些不正之风指出来，说明其非常痛

恨这些恶俗的风气，展现出了其对国事的

关心。
( 三) 官吏恋栈者多，悬车者少

郑观应主张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应该

退休，原因在于其已不能更好地为民办事、谋
福利。可是，纵观当时的官场，应退休而不愿

退休之人非常多，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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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徒为子孙之计”［4］，从而发出“印官衙

署，非养老院堂”［5］的感叹。
( 四) 官场繁重

一方面，大员之出入“仪制繁盛”［6］、随

从人员多，其所乘坐舟车，皆不敢搭客装货。
不独大员如此，州、县之各官，“亦莫不自张

其威”［7］。另一方面，馈赠之风存在。这些

弊端的存在，既不利于下情之上达，也会耽误

公事，更有害于民。由此，郑观应发出这样的

感叹:“夫中国之官场，其繁重如此”［8］，“中

国之文有不如泰西之质者矣，中国之华有不

如泰西之实者矣”［9］。可见，中西在官场方

面的差异之大，也可知郑观应在对中国官场

进行批判的同时，是在竭力提倡向西方学习，

这种精神十分值得敬佩。
郑观应对专制政体、官僚体制等也进行

了揭露和批判，在此就不一一加以论述。

二、对经济领域的批判

郑观应认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方面同样

存在许多问题，并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 一) 农工惰

自古以来，中国皆以农桑为本，因此，农

耕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

众的生活水平和一国的综合国力。同样之田

地，种同样之作物，而收益却有多寡、好坏之

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工之勤惰决定的，

因此，人力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就显得极为

重要。但观之当时，“万里中原沟渠湮废，粟

麦而外物产无多，地之肥者变而瘠矣。”［10］

( 二) 荒土、荒田多

东北、西北、新疆南北两路等处，有许多

土地处于“土著不识耕耘”［11］，以致地利废

弃的状况。西南的四川、云南、广西之边境，

广东的琼州、东南的台湾内山各处，“榛芜未

辟，遗利尚多。”［12］于此荒地，边疆之吏漠不

关心，动为外人侵占。在许多土地荒芜的同

时，我国却有不少人因生计之需不得不出洋

做苦工，过着流离困辱的生活。郑观应认为

这种现象于边疆的稳定和民众的生活都是极

不利的。
( 三) 不重商务
“富强由来在商务”［13］，而当时的中国

却不重商务。中国既不重商务，则外族之贪

谋亦一日不辍，国强则只能是一种空想，民富

也不能实现。
( 四) 是北方旱潦灾害严重

民以食为天，对广大以农谋生的农民来

说，农产品收成的好坏决定了其生活水平的

高低，但收获物的多少，除了受农民自身主观

的努力外，还受到客观自然条件的影响，水旱

灾害就是一个较大的客观因素。政府部门能

否积极设法让民众避免受这两大灾害的影

响，就显得极为重要，但当时清政府却并没有

找寻到好的解决办法。山西、河南、山东、直

隶等地不是旱灾，就是水灾，甚至水旱灾皆有

之。致 使“每 次 公 私 赈 款 辄 至 数 百 余

万”［14］，“穷民之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

万人”［15］。
( 五) 矿务不兴

郑观应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能

否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密切相联，而我国地大

物博，矿产资源丰富，本应充分利用以促进经

济的发展，但却“大 半 封 禁 未 开”［16］，实 在

可惜。
( 六) 不修道路

道路之好坏、畅通与否对经济的发展有

巨大影响。观当时的中国，没有一省无应修

之路，然却大都未得到及时的修整，这严重影

响了人们的出行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使郑观

应发出这样的感叹: “吾不知司空所司何职。
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抑独何哉!”［17］郑观应

能看到道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

常值得赞扬的。

三、对军事领域的批判

军事方面同样也是郑观应批判的对象，

他认 为 当 时 的 中 国 在 军 事 方 面 存 在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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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一) 将帅无才

军队作战能力之强否，与将领的能力、素
质密切相关。对当时中国将帅的情况，郑观

应进行了无情地揭露: 将帅“非武备学堂出

身”［18］; 有勇无谋，不晓天时地利; “皆以钻

谋为能事，不以韬钤为实政”［19］; 在训练士兵

的过程中，只知沿袭西人之教习口令，要求做

到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由于将帅无才，

故虽然中国仿效西法练兵已久，但军队的作

战能力仍不强，这使郑观应非常气愤，“全军

之性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家，可不

慎欤?”［20］

( 二) 制兵不可用，募勇不得人

中兴以来，“额设旗、绿制兵六十万。其

入籍者多老弱无赖之辈”［21］，能克敌之人极

少。对所招之募勇，郑观应认为同样达不到

与敌作战之目的，对此也进行了揭露: 人各一

心，每遇战事，与敌作战时，“其怯敌偷生者

非溃即逃，否则各守一方、不相策应，但敌不

来攻，即自幸偷安旦夕”［22］，视别军之战败和

自己无任何关系。甚至有的在接到调遣之令

后，也不前往救援。这就使“兵威日蹙”［23］，

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 三) 火器不能自出心裁

作战武器之优良与战争胜负密切相联。
在郑观应生活的时代，西方非常讲求火器之

制，枪炮极为先进。然而中国于火器一事，只

知采买，继按其法进行制造，并不能自出心

裁。所 购 之 货 中 不 乏“以 旧 货 装 饰 混

充”［24］。这不仅浪费了金钱，无形中也降低

了与敌军抗衡之能力。

四、对教育领域的批判

“人才者国势所由强”［25］，由此可知人

才在国家强大中所起的作用。人才的培养系

于教育，在郑观应看来，当时的中国在教育方

面比较落后，存在不少问题。
( 一) 学校之制废

郑观应认为，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场所，古

时学校之制存，故博学者多，成材者也多，能

为国效力之人也多。然而到了后世，“学校

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

者荒嘻坐废，莫辨之无，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

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26］

郑观应看到了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值得赞扬。
( 二) 学用分离

学用应有效结合，学什么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确定的，学以致用

则是学的目的，然而当时的中国“所学非所

用，所用非所学”［27］，可见，当时学用分离的

情况非常严重。
( 三) 师道渐衰，教术渐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郑观应看

来，当时的教师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

是知识面 狭 窄。郑 观 应 指 出，当 时 的 教 师
“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

之艺。”［28］因此，这些师者完全跟不上时代的

步伐，既不 晓 国 际 形 势、各 国 政 治，也 不 知
“历朝史鉴、诸子 百 家”［29］，更 不 晓 天 文 地

理、格致之学。二是教学内容取舍不当。郑

观应认为，当时的教师不仅知识面狭窄，而且

在教学内容方面，未能根据授课对象的接受

能力进行恰当的取舍，做到因材施教。对此，

他批判:“今以老儒经生所难解者，而教数龄

之学童，知其必不能解也，而犹然授之”［30］，

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之目的，更不能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人才，达不到国富民强的目标。
三是教学责任心不够强。郑观应认为，当时

的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心极不强，“今之为

师者，当讲解时不过将各家注释翻诵一遍，苟

且塞责而已。”［31］当学生有不明之处向教师

求教时，教师也未能尽心尽力一一进行认真

细致的解答，可见当时教师的责任心不强。
( 四) 不重女教

郑观应认为女性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当时的中国，“女子独不

就学，妇功亦无专师”［32］，他认为这对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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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和发展非常之不利。从这可以看出，

郑观应对女性教育的重视，这种与时俱进的

思想值得肯定。

五、结语

郑观应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医疗、慈善等

方面也存在问题。医疗方面，他认为当时的

医者大多是在“读书不就，商贾无资”［33］，为

了谋生才从医，既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也

未经过严格的培训，自然不能完成救死扶伤

的重任。慈善方面，当时虽已设有栖流所、施
医局、养老院、育婴堂等善堂，但都因经营不

善，款项不充，致使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

者。”［34］由此可知，郑观应对社会现实的观察

力是极强的，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之心。
郑观应的社会批判思想十分丰富，对社

会的批判范围非常广，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

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然而郑观应是一名

务实的思想家，单纯对社会进行批判并不是

其最终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寻求使国

家政治清明、主权独立、经济繁荣、军事强大、
教育发达的途径，才是郑观应批判社会之目

的。郑观应的社会批判思想影响十分深远，

从其著作刊印和传播的情况即可得知，它惊

醒了沉睡中的国人，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

国家所处之境地，促使爱国的志士仁人们不

断地寻求民富国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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