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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观应海疆边塞诗

黄 刚

提要 19 世纪下半叶
,

随着我国东部 沿海边患加剧
,

边塞诗创作 重心逐渐转向万里海疆
,

当时不 少诗人投身海疆边塞诗创作
,

郑观应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

由于郑观应首先是启蒙思想

家
,

又是实业家
,

故其诗歌成就向未受到世人重视
。

郑观应 以 中法战争
、

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

的海疆边塞诗反映出强烈的爱 国热情
、

深沉的忧愤意识和迫切的变法要求
,

为当时诗坛增加 了

光彩
,

值得关注和研究
。

19 世纪下半叶
,

随着 我国东部沿海边 患渐趋严重
,

边塞诗创作的重心亦转 向万 里海疆
。

自鸦片战争
、

中法战争至中 日甲午战争的数十年间
,

海疆边塞诗高潮叠起
,

一大批分属于不 同

社会阶层的诗人有感于外敌人侵
、

国家危难
、

人民涂炭 的严酷现状
,

纷纷挥笔投身于海疆边塞

诗的创作
,

郑观应 ( 1842
一 19 2 2 )即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

。

在近代史上
,

郑观应首先是个思想

家
,

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较完整维新思想体系 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为清末 著名启蒙思想

家
,

《盛世危言》即集中体现 了他的政治经济思想
。

其次是个实业家
,

他一 生大半时期经营洋务

企业
,

先后担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
、

上海电报分局
、

轮船招商局
、

汉阳铁厂总 办等职
。

同时
,

郑

观应又是一位诗人
,

他的《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

《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 》
、

《罗浮待鹤山人晚年

纪念诗 》等集中共有诗 4 00 来首
,

其中约有 80 来首海疆边塞诗作
。

这些诗大多作于 19 世纪八

九十年代
,

主要 以中法战争和中 日甲午战争为创作背景
。

从这些诗中
,

可看出他此一时期的行

踪和思想状况
,

也可看出其所体现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

深沉的忧愤意识和迫切变法要求
。

1883 年底
,

吞并了越南的法军悍然 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

中法 战争爆发
。

郑观应奉督办

粤防军务大臣
、

主战派将领彭玉麟之命
,

于 1884 年初 由上海赴广东军中
。

3 月
,

郑观 应奉派赴

香港与港督交涉
,

仅两天即将自德国购回的克虏伯炮 25 尊提运 回广州
。

他根据 自己曾到南洋

法属各埠所了解的情况
,

向彭玉麟提出应重视南洋敌情动态
,

并坚决反对有人提出的
“

弃虎门

守黄埔
”

的谬论
,

指出
,

不仅虎 门不可放弃
,

还应大力经 营琼郡 (海南 岛 )
,

方可巩 固广东防务
。

这年 6 月至 8 月
,

他又接受彭玉麟委派
,

不惮艰险孤身深入西贡
、

新加坡
、

逞 罗 (泰国 )
、

金边等

地侦察敌情
,

并策划联络
,

拟
“

合纵抗暴
” ,

夹击法军
。

后虽事未成
,

却被时人誉为壮举
。

对此行

经过
,

郑观应有 《南游 日记》详记始末
。

在他 的边塞诗 中
,

也 曾多次述 及此次经历
。

在 《海南军

次送刚子 良方伯调任滇藩》中
,

有
“

提师我欲渡重溟
”

句
,

下 自注云 : “

余奉 彭宫保檄委赴越南察

探形势
,

拟约内应
,

结外援
,

提师袭取西贡
” 。

郑观应南行之时
,

中法两军靡战正急
,

南国边塞形

势万分紧急
。

郑观应受命于危难之际
,

正如彭玉麟所言
: “

陶斋观察宣勤王事
,

奔波南洋各岛
,

往返二万里
” , “

远涉沧溟万里舟
,

一腔热血耿中流
。

洪涛百丈凭夷险
,

壮志千寻足智谋
” 。

①郑

观应 自述此行是
“

探敌偏乘敌国舟
,

澜沧江外溯双流
” ,

②他此去是到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西

贡一带
,

却在香港乘法 国船前往
,

实是有勇有谋
。

郑观应当然明白此行之险
,

但他愿以身报国
,

“

忘身探虎穴
,

立志平蛟窟
” 。

③郑观应亲历不测之地
,

获得大量第一 手敌军情报
,

及时报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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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防当局
,

为海疆防敌大业立下奇功
。

但是
,

此行另一重要使命
:
联络逞罗等力量 内外夹击

法寇
,

一举袭取敌人老巢西贡
,

却因战局变化和清军高层有人阻挠而未能实现
。

对此
,

他深感

惋惜和不平
, “

勇士愿捐驱
,

将军恐未得
” ,

④
“

越王难挚冠缨短
,

惭愧终军 志末酬
” ,

⑤即是他这

一感情的倾诉
。

自南洋返粤后
,

因台湾军情紧迫
,

郑观应又奉命赴香港租船
,

购运军械办理援

台事宜
。

其间
,

郑观应还向李鸿章建议《防法条陈》十条
,

对于加强军队战斗力
,

断绝敌人供应
,

改进船舶
、

电线管理
、

查缉奸细等提出详细意见
,

惜李鸿章无意抗敌
,

终石沉大海
。

18 94 年
,

中

日甲午战争爆发
。

战前
,

郑观应已洞察 日人野心
,

主张积极备战
,

不致到时措手不及
。

战事甫

起
,

他即给当局上 《管见十条 》
,

提 出严防奸细
、

管制 电报
、

禁止 日货
、

监视敌船
、

征调商船等建

议
,

并尽力搜集有关 日方情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

还一再上书陈述对战局意见
,

提出
“

战
、

守
、

备

三策
” ,

反对屈膝乞和
。

他的《闻大东沟战事感作 >记中 日黄海大战事
。

而他在得悉 日本侵略军

对我东北人民杀戮残害情状后
,

悲愤交加
, “

不禁为苍生痛哭流涕也
。 ”

⑥

在郑观应的海疆边塞诗中
,

体现了作者报国的拳拳之心
,

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
。

其《罗

浮待鹤山人诗草 自序》称 : “

余本不能文
,

何敢言诗
,

惟于家国之事伤心惨 目
,

有闻 自外人论我国

利弊关系大局
,

往往梦寐不安
,

为之行愁坐叹
。

… …寓意规谏
,

大声疾呼
。 ”

写 出了他作诗的缘

由
。

在《自序》中
,

他还说自己作诗是
: “ 一腔热血

,

三寸毛锥
” 。

正因如此
,

郑观应在南洋见我 同

刹包遭外人欺凌
,

发出这样的感叹
: “

招工来厦汕
,

满载如猪畜
。

般鸟客货稀
,

吕西 (吕宋
、

西贡 )例

最酷
。

人店皆抽税
,

华民同奴仆
。 ”

他义愤填膺
,

认为这是
“

欺吾无领事
,

弱为强之食
” ,

不禁
“

志

此长太息
,

大声呼当轴
” ,

⑦并提议让众商出资
,

置造兵船至南洋
,

以扬我国威
,

保我侨民
,

稗使

同胞
“

免为他人辱
” 。

中法战起
,

郑观应奉调赴广东海疆前线
,

告别沪上友人
,

时作诗云
: “

海上

鲸貌末弹灾
” , “

还期破敌征心略
,

更出奇兵籍指靡
” ,

⑧可说是豪情千丈
,

壮志凌云
。

在广东军

中投身实际抗敌军事活动时
,

郑观应不时在诗中唱出高 昂之声
。 “

此 日东南 防御急
,

诸公莫恋

故乡药
” ,

⑨劝告军中友人勿思 乡念家
,

要 以军务为重
。

他 自豪地宣告
: “

莫笑书生无远略
,

欲从

间道出奇兵
” ,

L对 自己的军事才能充满信 心
。

针对法军猖狂挑衅
,

他向主将彭玉麟献策
: “

任

尔惊涛兼骇浪
,

守吾高垒与深沟
” 。

L还盼望着
“

指顾功名书露布
,

烽烟万里靖遐瞰
”

L的凯歌

捷报
。

他的《自题戎马小像》以
“

昔年戎马粤西东
,

曾探骊珠人海中
” ,

回顾了中法战争中自己南

下敌后的那段难忘经历
。

他的《闻大 东沟战事感作 》记述 了
“

东沟海战天如墨
,

炮震烟迷船 掀

侧
”

的中 日黄海大战场面
。

他以
“

致远鼓揖冲重围
,

万火丛中呼杀贼
。

勇哉壮节首捐躯
,

无愧同

胞夸胆识
”

之句
,

热情歌颂奋勇杀敌
、

以身殉国的爱国将士
,

也对
“

曳兵弃甲无人色
” , “

拱手让人

千万亿
”

的辽东败退诸将作了严正谴责
。

全诗感情充沛
,

歌颂热烈
,

斥责有力
,

爱 国之情力透纸

背
。

此外
,

郑观应在《香港晚眺》
、

《澳门感事》中对被英国
、

葡萄牙强 占的祖 国领土倾注 了深厚

感情
,

又对沙俄在东三省的暴行作了无情揭露
: “

言甘似仁义
,

心狠若豺狼
” , “

兵来 占官署
,

兵去

毁民房
” ,

L
“

大权操 自彼
,

视我若犬羊
” 。

0 吴广需在郑观 应诗集序中称其作诗为
“

出以血性忠

义
” ,

从他边塞诗中表达的爱国热情看
,

这一评价是十分恰 当的
)

郑观应忧国势殆危
,

叹壮志未酬
, `

喷当局误 国
,

怒权要畏敌
,

于是忧愤遂成 为他诗歌 的基

调
,

深沉的忧愤意识贯穿于他海疆边塞诗的始终
。

郑观应对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步步进逼
,

国家

危在旦夕的形势 了然于胸
,

万分忧虑
,

他诗中云
: “

群雄各凯靓
,

利权暗侵夺
。

俄德窥北辕
,

法 日

界南辙
。

英复 图中央
,

围棋布子密
。

或借港泊船
,

或租地筑室
。

或司总税务
,

或代邮传释
。

或

为开矿谋
,

或为训士卒
。

铁路或包工
,

国债或借拨
。

措施靡不周
,

阴谋多诡橘
” ,

L揭露 了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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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 自北到南
,

由边疆到内地
,

从军事到经济全方位多渠道对我国进行侵略
、

控制
、

掠夺
、

欺

压的阴谋
。

在《闻中法息战感赋》中以
“

强邻环伺犹堪虑
,

当轴因循岂不知
”

的诗句表达 了 自己

的忧虑 ; “ 贾谊上书唯痛哭
,

班超投笔莫怀疑
”
句则进一步显示 了 自己悲痛之情

。

他说
“

方今东

三省
,

凄凉不忍睹
” ,

L国事已到
“

势如一线悬危卵
”

L的地步
,

所以只能
“

关怀大局危如许
,

痛哭

陈书泪不禁
” ,

L真是忧 心如焚
,

长歌当哭 ! 从鸦片战争开始
,

几十年间清廷面对强敌步步进

逼
,

一再退让畏缩
,

投降屈膝之风甚嚣尘上
。

中法战争中国军 队先败后胜
,

老将冯 子材获震惊

中外的镇南关大捷
,

然李鸿章等当政却在战胜情况下与法方签订议和草约
,

并电令各军于一周

内停战撤兵
。

对此
,

郑观应悲愤交加
,

以
“

扫尽浮云白 日明
,

遥传海外欲休兵
。

曾闻互市更新

约
,

底事窥边弃旧盟
。

绝域求和轻魏绛
,

中朝出使重苏卿
”

L的诗句深表愤怒和不满
。

他在边

塞诗中
,

对投降误国的清统治者一再予以指责
: “

御戎 自古须 良将
,

莫恃羁糜作远漠
” ; “ 教养不

知谁爱国
,

守攻无术但和戎
。

如何轴秉钧衡辈
,

割地行成亦纪功
” ;L

“

堪叹羁糜先议款
,

那知边

牧又扬光 ,’;
“

魏绛和戎原下策
,

杜陵诸将不平鸣
” 。

⑧对 甲午战后朝廷 的畏敌退让一筹莫展
,

更

以
“

诸将多退怯
,

盈廷气肖沮
。

割地更偿费
,

痛深而创巨
。

何以 当轴者
,

束手无建树
”

L的诗句

表示其气愤
。

而他每当想起中法战时因受阻挠而联合逞罗夹击法军未成之事更是倍感不平和

可惜
。

他在 (盛世危言付梓书感》中有
“

平戎未遂班生志
,

上策还 同贾傅狂
。

内患外忧萦蜷蜷
,

天时人事感茫茫
”

之句
,

其 自注云
: “

甲午年奉檄谋袭西贡
,

已密约内应邻援
,

因谅山兵败晌细 中

止
” 。 “

却惜 良谋成画饼
,

空余壮志郁风云
” ,

O 即是他这种 心情的流露
。 “

磋我同舟亿万人
,

醉

生梦死犹如昔
” ,

@ 作为一个有着爱国忧国之情的诗人
,

在此境遇下
,

内心的痛苦愤怒是可以想

见的
,

他只能以诗歌来抒发其忧愤交加的感情
。

郑观应的边塞诗产生于 19 世纪末
,

其时
,

正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高涨之际
,

再加上郑观应

本身是我国最早具有较完整维新思想的启蒙思想家
,

所以
,

他的海疆边塞诗中有不少诗句反映

了他的变法维新思想
,

表现了他迫切的变法要求
。

爱 国热情与当时先进的政治思想在他这些

诗中得到了紧密的结合
,

这是郑观应海疆边塞诗的一大特色
。

鸦片战争以前 的边塞诗人所表

达的不外乎国家强盛
,

恢复失地
,

宇内澄清
,

不可能提出政治改革的理想
。

鸦片战争以后
,

写海

疆边塞诗的诗人中
,

有一些 已在诗歌中表现出对海外世界的兴趣和学习外国技艺的朦胧要求
。

如
,

魏源在其 (寰海十章》
、

(都中吟》中
,

已有
“

欲师夷技收夷用
” 、 “

夷情夷技及夷用
,

万里指掌米

沙如
”

等句 ;张维屏也在诗中介绍由外国驶人的火轮船
,

在其 《金山篇 》中
,

不仅表述我国劳工在

美国旧金山开发西部金矿情形
,

还介绍 了美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

主张工矿应由民办
。

但是

他们诗中都还未提出政治改革 的明确要求
。

而郑观应的海疆边塞诗 中
,

对政 治
、

经济
、

军事的

改革多有涉及
。

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
,

他就看到了中国旧体制下军备的严重危机
,

力主效法

西方加快培养水陆军人才
,

并具体提出于沿海适中之地设一水师大学堂
,

于各省分设一陆军学

堂
,

以训练具有近代军事知识之人才 ;同时设一技艺院
,

自己研制军需船械设备
,

以改变一切依

赖外国的被动局面
。

中法
、

中 日战争过程中
,

他不仅看到中国军事虚弱
,

更认识到经济
、

实业的

落后
,

政治体制的僵化保守
。

他揭露当时朝廷是
“

兵部不知兵
,

武官无韬略
。

刑部不晓律
,

青吏

弊易作
。

户部不兴利
,

农工 日萧索
。

坐论推元老
,

部员供唯嗒
” ,

L诗中反映出政府办事效率低

下
,

因循迂腐不知变通又浮夸虚诞
。

他又在诗中指 出
: “

厥弊 误因循
,

凡事守迂拙
” ; “ 虽有采办

者
,

往往多牵掣
。

刻舟以求剑
,

胶柱而鼓瑟
。

粉饰每自欺
,

浮华难核实
” 。

L而造成这一切弊端

的总根源
,

在于专制政体
: “

国势反 因专制弱
” ,

⑥真是一针见血
,

人木三分
。

他看到了问题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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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
: “

膺薪卧其上
,

举火同迅发
。

其势必燎原
,

其间不容发
。

虎视兼狼吞
,

海疆终决裂
。

奋笔

作此诗
,

字字含泪血
。

危言宜深省
,

聊用告明哲
” ,

母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

郑观应并一再以当时

亡国之邦为鉴警告当政者不能再守旧拖宕下去
: “

印度与越南
,

前车鉴不远
” ;⑥

“

波兰
、

印度前

车鉴
,

势弱终为强敌摧
” ;④

“

迟恐继波兰
,

印度遂为伍
。

奴隶我子孙
,

何以对吾祖
” ;⑧

“

若再误

因循
,

其患溃心腹
” ;④

“

倘仍误因循
,

大局将糜烂
” ,

L忧国之情
,

溢于言表
,

言辞恳切
,

发人深

省
。

那么
,

国家的出路在哪里 ? 郑观应在边塞诗中开出的药方是变法图存
: “

危急存亡秋
,

变法

宜决断
” ; O

“

昏昏醉梦者
,

疾呼宜警觉
。

救时共发愤
,

变法尤宜速
” ;①

“

爱 国立宪法
,

民情知鼓

舞
” ;④

“

牢补亡羊 尚未迟
,

农工商是 富强基
” 。

⑧他还在诗中
“

献治安策
” ,

条陈
“

设学校
” 、

重视
“

农工商
” 、 “

练将才
” 、 “

制军器
” 、 “

定律例
”
五点

。

L所有这些
,

当然都未出君主立宪
,

变法维新

的旧民主主义思想范畴
,

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国
,

不舍是振聋发馈之言
,

具有相 当积极的现实意

义
,

不仅在上世纪末的政治思想界
,

而且在文学上
,

乃至在边塞诗发展中都有着不容忽略的重

要价值
。

当然
,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病人膏育
,

根本无力也无意采纳任何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建

议
。

郑观应的那些不失为真知灼见的思想火花
,

也仅仅一闪而过
,

并未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

但

这些边塞诗和他的 (盛世危言》同样可以证明
,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
,

郑观应是站在进步的中

国优秀知识分子行列中的
。

中国传统的边塞诗
,

由先秦发展至晚清历数千年
,

清后期的海疆边塞诗可视为其最后一个

高潮
,

郑观应的边塞诗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大大丰富了当时边塞诗的内容
,

也为海疆

边塞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

研究清海疆边塞诗
,

不能不对此予 以更多的注意和重视
。

注
:

①彭玉麟 :

(赠郑观应诗 )
。

②⑤郑观应 :
(敬次彭雪琴宫保师赠诗原韵》

。

③④郑观应 : 《香港差次感作》
。

⑥郑观应 : 《中日交战西文报记 日兵屠城惨酷图说序》
。

⑦郑观应 :

<南游有感 》
。

⑧郑观应 :

(甲申春奉彭宫保师奏调赴粤留别沪上同

人 )
。

⑨⑧郑观应 :
(次彭宫保师海南军 次秋兴二十 四章原

韵》
。

L郑观应 :

(彭宫保师札委会办营务处 暨招 降海盗筹办

沙田捐借济兵食诗以志之》d

⑧郑观应 : 《中秋对月有感再步彭宫保师原韵》
。

L郑观应 :
(赠李次青方伯时同在海南军次》

。

O郑观应
: 《书东三省俄兵暴虐事》

。

L郑观应 : 《阅东三省俄 国铁路章程》
。

LL函郑观应 :

(与西客谈时事》
。

L⑨④郑观应 : 《答朝鲜刘清岗并寄奉天陶在东孝廉 )
。

LL郑观应 : 《时事感怀》
。

L④⑧⑧郑观应 :
(乙未感事 )

。

L郑观应 :

(次戴子辉太史感事韵 )
。

⑥④郑观应 :
(海禁宏开利权外溢甲午以后事变 日亚盛

杏荪京卿关心时 局因赋长歌借相质证》
。

@ 郑观应
:

(兵备叹 》
。

⑧④①郑观应
:

(书愤》
。

⑥①@ 郑观应
:

《时事孔 亚殊抱祀忧妄陈管见 以 备采

择 》
。

④郑观应 :

(闻中法息战感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