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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从洋务思想向早期维新思想转化的杰出

思想家
。

他不仅倡导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

鼓吹
“

习兵战

不如习商战
” ,

提 出
“

商战为本
”
的商品市场竞争新观

念 ;同时还认真地探索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

主张设议

院改变中国封建专制政体
。

他的议会观反映了早期维

新派振兴中国和资产阶级参政的愿望
,

在近代中国民

主运动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

本文仅就郑观应

的议会观略加评述
,

以就正于各位同志
。

近代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宰割和封建专制

制度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和皇权主义
,

不仅剥夺 了中国人民 的生存权利和政治

自由
,

而且成为丧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重要原因
。

人民迫切需要 民权
,

帮助 自已从专制淫威下获得解放

和恢复人的应有尊严
。

为此有识之士不断把改造中国

封建专制制度提到探索救国真理的 日程上来
,

努力寻

找适合我国历史与国情的政治改革设想和方案
。

鸦片战争后
,

魏源
、

徐继舍等有识之士曾对美国独

立后创建的总统制共和国表示过热烈向往和景慕
。

曲

折地表达出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和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的不满
。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
,

进一步暴露出封建专

制制度的腐败
。

冯桂芬清醒地看到落后的中国封建专

制制度与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的重大差距
。

近代著名

思想家
、

改革家王韬
,

总结了洋务运动教训
。

他从西方

国家富强历史看到
,

国家富强当然需要经济上繁荣发

展
,

但是政治制度却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

本保证
。

郑观应 ( 184 2一 1哭 2 )
,

广东香山 (今中山 )人
。

近代

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和思想家
。

1858 年弃科举去上海学

商
。

曾在英商宝顺洋行
、

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
,

并投资

经办轮船公司
。

因熟悉中外贸易
,

富于经商才干受到

洋务官僚李鸿章的器重
。

先后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

办
、

轮船招商局 帮办
、

总办
、

上海电报局总 办等要职
。

著有 (救时揭要》
、

《易言》
、

《盛世危言 )等
。

郑观应出于改革封建专制制度
,

改善君民关系的

考虑
,

认真考察并总结 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及

各种政体的利弊
,

提出了政治改革方案
。

郑观应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

从君主专制

向民主政治过渡是历史潮流
,

不可抗拒的
。

他说
: “

昔

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
,

而不能压制
。

于是议院

不准立
,

新法不准行
,

乃 愈压而民愈乱
,

因变君民平权

之政
,

而国始牧安
。 ”

(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上册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19 82 年版
,

以下引文除注明者外
,

皆引自

该集 )强调 了人民经过斗争
,

而改变了专制压迫下的奴

隶地位
,

获得了民权
。

郑观应指出
,

政体改革是 中国从贫弱转 向富强的

必由之路
。

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

采取了不尽一致的政体
。 “

然博采旁参
,

美国议院则民

权过重
,

因其本民主也
。

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
,

其人

习气使然
。

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
,

则莫如英
、

德两国议

院之制
。 ”

人所共知
,

英德属于资产 阶级君 主立宪政体
。

他

认为中国之所以应当选择这种政体
,

因为只有
“

权得其

平
”

的
“

君民共主
”

政体
,

才能协调君民关系
,

加强国家

的凝聚力
,

既保证君权的神圣地位
,

又尊重了民意
。

郑观应根据自已的理解
,

认为建立
“

君民共主
”

政

体的关键是设议院
。

他说
: “

议院者
,

公议政事之院也
。

集众思
,

广众议
,

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

法诚 良
,

意诚美

矣
。

无义院
,

则君 民之间势多隔阂
,

志必乖违
。 ” “

故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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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以维大局
,

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 ”

但是
,

议院在各

国略有不 同
,

多数采用两院制
。

在君主立宪政体下
,

“
上院以 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 臣任之

,

取其近于君

也
。

下院以伸奢
、

士商才优望众者充之
,

取其近于 民

也
” 。

议院
,

即议会
。

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重

要组织形式
。

上下议院的分工是
“

凡遇国事
,

先令下院

议定
,

达之上院 ;上院议定奏之国君
,

以决从违
。

如意

见参差
,

则两院重议
,

务臻妥协而后从之
。 ”

他指 出这种
“

君民共主
”

的政体
,

既是同封建皇权至上的专制政体

相区别 ;又与民主共和政体
“

议院民权过重
”
和

“

议院叫

嚣之风
”

不同
,

是
“

君民相洽
,

情谊交孚
”

的良好政体
。

郑观应认为
,

资产阶级代议制具有封建君主专制

无可 比拟的优越性
。

主要是议院实行
“
君民共主

” , “

而

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

跋息之臣无所遭其权
, ”

人民可

以避免专制之苦
。

同时能够协调君民关系
,

消除朝野

上下隔阂
, “

联络众情
。 ”

这样就收到
“

如身使臂
,

如臂使

指
,

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
” ,

的效果
,

增强了国家的凝聚

力
。

此外
,

议院实行选举制
,

议员经过国民选举产生
,

有利于国家选拔人才
。 “

参泰西投随公举之法
,

以遴议

员之才望
,

复于各省多设报馆
,

以 昭议院之非
,

则天下

英奇之士
,

才智之民
,

皆得竭其忠诚
,

伸其抱负
。 ”

联系中国政治实际
,

他进一步指出建立以议院制

为特征的君民共主政体
,

在改变现有权力高度集中
,

皇

权绝对专制的政治格局的基础上
,

可有效地转变官场

上
“
畏葱

、

琐屑
、

敷衍
、

濒预
”

等腐朽没落的的恶习和风

气
。

进而奠定 国家
“

富强之基
” 。

他说 : “

夫畏葱也
、

琐

屑
、

敷衍也
、

颓预也
,

皆弊之太甚
,

而不可不去者也
。

去

之之道奈何? 请一言以之曰
: `

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 ” 。

当时有人把中国汉朝的
“

议郎
”

和唐
、

宋朝的
“

台谏

御史
”

同西方国家的议员相提并论
,

宜扬
“

议员
”
在中国

早已有之
,

不值得夸耀
。

郑观应对这种不伦不类的比

附进行了批评
。 “

或日
:
汉之议郎

、

唐宋以来之台谏御

史
,

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 ? ”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

他说
:

“
不知爵禄锡诸君上

,

而不能不顾私恩
,

品第出于高门
,

则不能悉通民隐
。

而籍贯不可分
,

素行不可考
,

智贤否

不能一律
,

则营私植党
,

沽名网利之弊生焉
。 ”

西方国家

议员
“

官伸均匀
,

普遍举 自民间
,

则草茅之疾苦周知
,

彼

此之偏私尽泯 ; 其情通而不郁
,

其意公而无私
,

诸利皆

兴
,

而诸弊皆去乎 ?
”

郑观应提出的议院
,

基本上属于近代资产阶级代

议制的历史范畴
。

在中国历史上
,

王韬
、

郑观应等强调

改革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

代之以先进

的君主立宪政体
。

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的一个创

举
,

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对国民参政的强烈

要求
。

表明在长期古老封闭的中国皇权政治的堤防
,

开始冲破了一个缺 口
,

民权思想的进步历史潮流将以

不可阻挡之势喷涌在神州大地
。

一个濒预
、

守旧的中

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
。

值得注意的是
,

郑观应从设议院中反 映出的民权

意识
,

只是一种初步觉醒
,

属于资产阶级民权的早期形

态
。

封建皇权的印痕仍很明显
,

尚未完全摆脱传统观

念的束缚
。

西方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君民关系是受到国家宪法

的严格制约的
。

国家政权采取立法
、

行政
、

司法的三权

分立原则
。

议院是 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

是国家权力结

构的重心
。

君主虽居于 国家元首地位
,

但是其权力是

有限的
。

郑观应对议会的理解是很肤浅的
,

他所强调

的
“

凡军国大政
,

秉君其权 ;转晌度支
,

民肩其任
。 ”
实际

并没有把议会视为 国家权力机构
,

只是在皇权支配下

的国民消极地承担义务而无所作为的装饰品
。

他认为
“
无论筹费若干

,

议院定之
,

庶 民从之
,

纵征赋过重
,

民

无怨咨
。 ”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

郑观应对议会认识上的另一个不足是他仍站在
“

治民
”
的立场上从

“

君犹舟也
,

民犹水也
,

水能载舟
,

亦

能硬舟
”
的传统观念出发

,

把议会当成皇权在新的条件

下的一种补充
,

是 医治封建专制瘤疾 的良方
。

他说
:

“

窃谓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
,

症成关格
,

所以发为赓

痹
,

一服不振
。

今欲除此病根
,

非顺 民情
,

达民隐
,

设议

院不可
。

设议院最大好处就是可 以
“
捐苛禁

,

破障界
、

敦睦守
、

公瀚阶 ;且借以收民心
、

筹捐款
,

实于 国计 民生

两有稗益
。 ”

从这里不难看出
:

郑观应虽然对议会的优

越性无限加以美化
,

但他的认识起点并不高
。

设议院

的目的不是突出主权在 民的民权意识
,

只是把议会看

成某种程度上缓和君民矛盾
,

协调朝野关 系的工具
。

他所说的由于设议院
“

君不得虐民
,

而 民 自忠于奉上
, ”

这便不 自觉的承认了设议院的真意所在了
。

郑观应的议会观是从专制皇权向民权过渡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
。

尽管他对议会存在某些误解
,

但是议院

一经提出
,

必然启发并唤醒人民对民权的进一步追求
。

它为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发展起 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

其历史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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