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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郑 观应 《 盛世危言

的 社会改革 措施

自鸦片战争以来
,

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

中国
,

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
.

从龚自珍
、

魏源开始

一批先进的思想家批判了封建旧制度的种种腐

朽
、

不合理的现象
,

在主张抵抗西方资本主义

侵略的同时
,

又主张吸取西方的文明
,

他们提

出了变法的主张
.

到 19 世纪 即年代以后
,

特别

是中法战争的失败
,

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

他们从

洋务派集团中分化出来对洋务活动进行批评和

抨击
,

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

郑观应就是

其中的代表之一
郑观应

,

出身于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
.

后

参加李鸿章洋务集团
.
、

经办过轮船招商局
、

电

报局
、

织布局等企业
.

郑观应的代表作 《盛世

危言》 是由他的早期著作 《救时揭要》 和 《易

言》 发展而来
,

于 1悦洲 年甲午战争前 夕初刊
.

这本书可以说是郑观应改革的理论著作
,

全面

体现了他的思想精篮
.

郑观应改造中国社会的

主张涉及各个方面并构成了 自己 的思想体 系
,

其主要内容可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

一
、

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

设立议

院
.

中法战争以后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洋务自强

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
,

为什么洋务派的措施

并不能使中国富强 ? 中国怎样才能强大 ? 对于

这些问题很多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的结果就是

冲出洋务派的牢笼
,

走向其对立面
.

郑观应也

是其中之一
,

他说 : “

六十年来
,

外国通商
,

中

外汲汲
,

然言更 新
,

言守 旧
,

言 洋 务
,

言海

防
,

或是古而非今
,

或逐末而忘本
,

求其洞而

见本源
.

深明大略者
,

有几人哉 !
”

他认为西 方

国家的
“

君民共主
”

的议会政治才是治国的根

本
,

变法的纲领
.

只有抓住这个根本的纲领才

能推动一切改革而使中国走向富强
。 “

中华而终

自安卑弱
,

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
,

则

亦已耳 ! 苟欲安内攘外
,

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

保太平之局
,

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 … … 欲张

国是
,

莫要于得民 心 ; 欲得民 心
,

莫要于通下

情 ; 欲通下情
.

莫要于设议院
. ”

把 自己的主张

切实落实到仿效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上
,

这是郑

观应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洋务派的

地方
.

那 么这种
`

君民共主
”

究竟是怎样 一种政

治制度呢 ? 郑 观应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

体
,

而美国
、

法国那样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不能

接受的
.

他认为民主共和
, `

权偏于下
” ,

会导

致政治上的分裂与混乱 对于这种并不要求抛

弃皇帝而是希望建立对皇权产生限制作用的君

主立宪的议会制度
,

有人评价 为郑观应等一批

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目的和他们的封建前辈是一

样的
,

在社会矛盾激化
、

统治 充满危机的时候

提出一些改革措施
,

以缓和阶级矛盾
,

不同的

是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措施是从西方移植过 来

的议会政治
.

他们的主观愿望在于给封建的君

主专制制度修缺补漏
,

以使君主统治长治久

安
.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完全恰当
,

首先
,

这

种限制削弱君主权 力的议 会制度在 当时的提

出
,

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

虽然他们提出的这

种议会制度相对比较保守
,

但如果我们从当时



的历史和社会客观实际来考察它的作用
,

则可

以认为是迈向民主道路上的一个相 当大的进

步
。

因为 19 世纪后半期清王朝还是封建的经济

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

资产阶级则刚刚诞生
,

其

力量相当微弱
.

在这种情况下
.

重要的在于是

否有人敢于提出实行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
,

而

不在于这种民主政治形式是否先进或者落后
,

也就是说对于西方文明成果的引进
,

首先是一

个接不接纳的问题
,

然后才能考虑接纳程度的

深浅
,

这是一个质变和量变的问题
.

我们在评

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
,

不能以 现代人的观点去

苛责前人
.

其次
.

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者虽

然在理论上有超出以往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

派的地方
,

提出政治上的民主改革
,

但和以往

的一切改革家一样
,

他们同样要面临一个传统

文化压 力的问题
.

中国是一个长期闭关 自守

的大国
,

有 自己 固有的悠 久的历史文化传承
,

在这样一个巨 大的文化压 力下
,

任何一个提出

引进西方文明的人
,

必须同时回答如何对待传

统文化的问题
.

不解决这个问题
,

西方文明在

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无法立足
.

只有协调好二者

的关系
,

先进 的文明才能 为古老的传统所接

纳
.

由此
, “

西学中源
”

说
、 .

中体西用
”

论应

运而 生
,

那 么这 种
“

君民共 主
”

实 际上 还是
“

中体西用
’

主张的延伸
.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

认为
,

表面上早期改良主义者声称封建制度本

身是好的
,

只是由于某些外在因素才造成君民

隔阂的状态
,

只要进行某些改革就可 以去掉这

些因素
,

因而极力论证自己的
“

君民共主
’

的

主张不仅不会消弱君权
,

而且还是消除君民隔

阂的好办法
,

可以使君主统治长治久安
,

而且

无悖于传统上君臣之义的教导
,

由此达到将西

方的民主制度引进中 国 (这 才 是最根本 的结

果 )
,

他们以承认传统为先决条件
,

换取国人对

西方文明的接纳
.

这可以说是 出于策略上的考

虑
,

而重要的在于结果
.

所以
,

这种
“

君民共主
”

的政治理论 的提

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

它毕竟在民主的道路上

跨进 了一大步
.

这 种理论一出现
,

不可避免地

随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而传播扩散
,

最后导致对

封建制度的否定
.

这可 以说是早期启蒙思想家

的巨大功绩
.

二
、

经济上提出商战思想
,

认为
“

商
”

是

富国强兵的另一个关键
.

郑观应长期从事洋务实业活动
,

对资本主

义生产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
,

因而提出
“

商战

重于兵战
” ,

把抵抗外国经济侵略放在抵抗外国

军事侵略之上
,

说 : “

彼之谋我
,

噬膏血非噬皮

毛
,

攻资财不玫兵阵… … 造至精华销竭
,

已成

枯腊
,

则举之如发蒙耳 ! 故兵之并吞
,

祸人易

觉 ; 商 之倍克
,

敝 国无形 ; 我之商 务一 日不

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 日不辍
.

纵令猛将如云
,

舟师林立
,

而彼族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

厌欲
,

孰得而谁之哉!
”

所以要想真正富强
,

必

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
.

他的商战思想

有这样几个特点 :

1
.

提出
`

以工翼商
” .

他认为商业和工业是

密不可分的
,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

后者是前 者

的保证
.

所以他说 : `

西人之富
,

在工不在商
.

盖商者运已 成之货
,

工者造未成之货
,

粗者使

精
,

贱者使贵
,

朽废者使有用
,

有工艺然后有

货物
,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 ”

这说明他的注意

力转向生产领域
,

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

逐渐加深
.

2
.

提出
`

以政佐商
, .

他将政治和实业有机

地结合起来
,

提出
`

有国者苟欲攘外
,

勇须 自

强 ; 欲 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
.

必首在振工

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速立宪法
、

尊重

道德
、

改 良政治
”

的观点
,

并指 出政治 不改

良
,

资本主义工商业很难兴盛
.

这说明他已经

认识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

因而开始提出政

治上的民主改革滋吹
“

君民共主
’

的议会政治
.

3
.

主张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办企业
,

反对

官办和官督商办
.

郑观应作为李鸿章洋务集团的

一分子
,

长期从事兴办官办
、

官督商办等洋务企

业
,

在这一过程中
,

他逐渐认识到这种企业内部

人员冗杂
,

名目繁多
, “

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

不少
,

肥私囊者尤多… … 今欲扩充商 务
,

当

力矫其弊
,

不用官办而用商 办
. ”

只有完全商

办
,

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

商人才能尽量降低成

本
,

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

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
,

而由
`

官办者终鲜获利
” .

郑观应的这 种
“

商战
”

思想总结起来就是

保护民族工商业
,

发展本国经济
,

同西方资本

主义进行经济竞争
.

这种思想包含着抵御外侮

的积极意义
,

是爱国的
,

进步的
,

是值得肯定的
.

总之
,

郑观应作 为一个早期改良主 义者
,

他把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措施和富强救国的 目

的结合在一起
,

尽管他的思想拘于时代的限制

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

但在资产阶级思想的

传播方面
,

确实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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