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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 , 晚清重要洋务企业家与早期维新理论家郑观应 , 开始关注西方近

代重要通信工具———电报的社会价值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并自 80 年代后广泛参与了晚清的电报建

设。考察郑观应在晚清电报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活动的同时, 探讨其在此过程中的主要影响, 可从这一个

案领域揭出晚清社会在向近代转型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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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5 月 24 日 , 美国人

莫尔斯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自此,

电报作为近代科技的重要产物正式宣告诞生 , 对

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880 年( 光绪

六年) 9 月 16 日,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

津沪 ( 天津至上海 ) 电报线 , 掀起了晚清大规模自

建电报活动 , 由此而全面开启中国通信近代化的

艰难历程。在此重大历程中 , 郑观应( 1842—1921

年) 可谓是一位较为特殊的角色 , 他既是一理论

家 , 著有《论电报》等文章 , 在晚清朝野产生重要影

响; 又是一实践者 , 曾积极参与晚清三大电报干线

的建设 , 并一度出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中国电报

局总董等职 , 对晚清电报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考察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 不仅可以

认清郑观应在中国近代通信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影

响 , 而且还可从一个案领域揭出晚清社会在向近

代转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论电报》及其影响

19 世纪 60 年代初起, 西人已屡屡向清朝政府

提出在中国架设电报电线 , 遭到大清官员的坚决

抵制。须指出的是, 清廷内外不但一概拒绝西人的

请设, 自己也不积极主动引进这一西洋科技。其中

原因固然涉及多面 , 然最为重要的当是时人对之

认知的有限 , 认为不过是“奇技淫巧”, 非关治国大

道。如两广总督瑞麟等曾称: “至于工织器具、寄信

电机 ( 时人对电报机的另一称谓 ) 不过技艺之末 ,

无关治道。”[1]65 更有部分人士甚至盲目认为“铜线

( 时人对电报的又一称谓 ) 铁路二事 , ⋯⋯于中国

毫无所益, 而徒贻害于无穷”[2]18。这种状况至 70 年

代后稍有改观 , 国人吁请自设电报之声已零星出

现 , 但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 其重大弱点在于

缺乏深入的理论论证 , 故是时反对之音仍不绝于

朝野。例如 1875 年( 光绪元年) 9 月 30 日 , 工科给

事中陈彝折片指出 :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 , 臣谨就

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 天为之也。洋人

知有天主、耶稣 , 不知有祖先 , 故凡入其教者 , 必先

自毁其家木主。中国事死如生 , 千万年未之有改 ,

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 , 深入地底 , 横冲直

贯 , 四通八达 , 地脉既绝 , 风侵水灌 , 势所必至 , 为

子孙者心何以安? 传曰: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 , 听其设立铜线 , 尚

安望尊君亲上乎? ”[3]330- 331 陈之论堪称是此时期保

守势力对电报这一新事物态度的代表。

然就在此间 , 上海洋行买办郑观应开始创作

《易言》一书 , 并于 1875 年前后完稿 , 至迟在 70 年

代末传阅坊间。书中《论电报》( 以下简称郑《论》)

一文,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

郑观应指出: “夫世之至神至速 , 倏去倏来者 ,

盖莫如电。藉电以传信, 则其捷也可知。⋯⋯今泰

西各邦皆设电报 , 无论隔山阻海 , 顷刻通音 , 诚启

古今未有之奇 , 泄造化莫名之秘。”郑在此较为准

确 地 揭 示 出 电 报 这 一 西 洋 新 兴 科 技 的 性 能 与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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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郑观应看来 , 电报这一快速传递信息的功

能 , 使其至少具有以下两大社会应用价值 : 其一是

军事应用价值。郑观应说, “诚以两国构衅, 赖电报

以传递军机 , 则有者多胜 , 而无者多败。若两国交

战 , 出奇制胜 , 则电报更为要图。昔年普、法构兵 ,

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 , 而法人所设之电线悉

为普人所毁。是以法败而普胜也。”其二是经济应

用价值。郑指出: “商贾贸易 , 藉电报以通达市价 ,

则无者常绌 , 而有者常赢 , 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即

以英国而论 , 其电报设于王家 , 商民欲通电报者收

回工费。每年所入, 除电线局开销, 余资藉充国用。

至本国有军机密事, 分文不费。其利岂不溥哉? ”[4]82

可见 , 与保守思想对电报认知迥异的是 , 郑观应并

不认为电报是所谓的“奇技淫巧”, 而是一种十分

重要的通信工具 , 于军事于经济、于国于民皆有重

大价值。既然如此, 中国当不应抵制这一科技。

郑观应并未就此止论 , 他进而认为 : “夫中国

建都北方 , 至极南之地相距万里 , 其他多距数千

里。燃烽置戍, 仅能告警而弗克通言; 设卒传号, 辗

转间关而多舛误。即令沿海要害 , 有炮台而无战

舶 , 则炮台亦孤立无徒 , 有战船而无电线 , 则战船

亦应援莫及。若敌人侦知我战船之所在 , 合兵围

击, 无电线以通传, 各省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

费固不赀, 而各处又为之夺气。”[4]82 据此, 郑观应明

确提出: “查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 , 宜先由海底建

一电线, 通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闽、浙、粤东, 凡

属海疆悉敕下大吏 , 揆度地势 , 次第举行 , 则宸居

虽遥 , 俨如咫尺矣。”又说: “夫轮船、枪炮等物 , 中

国用之有年 , 损益犹为参半 , 至电报则有益无损

矣。何不举而试之哉! ”[4]83 郑在此发出了中国自建

电报的强烈吁请。

据上可知 , 郑并非只是简单地发出吁请 , 而是

让该吁请建立在其对电报这一西方新兴技术的科

学认知及对中国当下形势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的 , 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巨大的震撼力 , 从而在

朝野产生了重要影响。1879 年( 光绪五年) , 道员王

之春著成《清朝柔远记》, 该书卷十九《蠡测卮言·

精艺术》指出: “查津沽为近畿水道门户 , 宜先设一

电线 , 由是而吴、而浙、而闽、而粤 , 凡属海疆及西

北近边诸要隘 , 次第举行 , 无事以便商贾 , 其利犹

小, 至事关紧急, 乃见奇功。”[5]372 王此论, 受郑之影

响颇为明显。19 世纪 80 年代初 , 著名早期维新思

想家王韬刊刻《弢园文录外编》, 其中《设电线》一

文指出 , “夫沿海险隘 , 有炮台而无战舶 , 则炮台亦

成钝物; 有战舶而无电线, 则战舶亦属玩器。何则?

中国海疆辽阔 , 各省险要之区 , 即分兵驻守 , 而每

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 彼得窥探我之虚

实 , 猝来攻击 , 所恃者有战舶以往来游奕 ( 弋 ) , 分

途救护耳。然购造一战舶 , 动费十数万金 , 各省只

可筹设三五艘 , 藉资防守 , 又必分泊各处 , 期秉其

厄塞, 壮其声势。若是则敌人何难侦知我船舶在何

处, 潜约其船, 猝出不意, 合而攻我。苟无电线以报

警, 则各省无由得知, 何能倍道来援? 一船有失, 所

费不赀, 而各处为之夺气, 此则事之最可危者也。”

又说, “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 , 宜先由海底建一电

报 , 通于两江、吴淞等处 , 由是而浙、闽 , 由是而粤

东 , 凡属海疆重地 , 莫不建设周密 , 四通八达 , 无远

弗届 , 务期消息瞬息可通。架设电线 , 以畅通消息

不可。”[6]62- 63 同样可清楚看到郑《论》之影子。

最为关键的是郑《论》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的影响。早在 1865 年( 同治四年) , 时任江苏巡

抚的李鸿章即有中国将来应建电报的设想。[7]8- 970

年代后 , 已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更是不断

地明确将之提出 , 且认为已是当务之急。[8]269- 270 但

是时李仍只是一些直接地吁请 , 一直未能作出全

面深入的阐理。1880 年 9 月 16 日 , 李鸿章向清廷

递呈《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以下简称李《片》) , [9]16- 17

由此全面开启晚清通信近代化历程。在该《片》中,

李较为透彻地说明了中国架设津沪电报线的必要

性。然仔细比较李《片》与郑《论》, 我们会有微妙的

发现。郑《论》写到 : “前者 , 传报电信犹用外国字

样 , 必待翻译而知; 今辑有电报新书 , 改用华文 , 较

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 , 即经理电线者尚且不知 ,

何况他人? 既无漏泄之虞 , 又无延搁之弊。”而李

《片》有这样的句子: “从前 , 传递电信循用洋字 , 必

待翻译而知; 今已改用华文 , 较前更便。如传秘密

要事 , 另立暗号 , 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 , 断无漏

泄之虞。”二者表述如出一辙。此外还有 : 如前所

引 , 郑《论》开篇是说: “今泰西各邦皆设电报 , 无论

隔山阻海 , 顷刻通音。”李《片》开篇亦云 : “是以泰

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 , 水路则有快轮船 , 陆路则

有火轮车, 以此用兵, 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 欲

通军信 , 则又有电报之法。”皆是说明西洋国度电

报建设情况 , 且语言文字极为相近。不过 , 与郑

《论》所提出的敷设津沪海线不同的是 , 李《片》请

设津沪旱线。他说 , “现自北洋以至南洋 , 调兵馈

饷, 在在俱关紧要, 亟宜设立电报, 以通气脉。如安

置海线经费过多, 且易蚀坏。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

以至江北 , 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 , 安置旱线 , 即与

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 , 需费不过十数万两 , 一半

年可以告成。”但这恰恰又体现了郑《论》所提出的

“安设电报之处, 在海底则难 , 其价颇重 ; 在地面较

易, 其价亦轻”的观点。可以说, 李奏设津沪旱线是

对郑的上述理念的综合运用。根据这一切, 我们认

为, 郑《论》当是李《片》的重要蓝本。

需指出的是 , 郑《论》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度地

影响李《片》, 是有其现实基础的。1878 年( 光绪四

年) , 郑观应正与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在上

海同办赈务, 其时已为李鸿章所赏识。郑亦于是年

进入李的幕府, [10]4194 成为李办理洋务的重要干员。

在这一情形下 , 郑《论》为李所关注与参考 , 当在情

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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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参与晚清电报三大干线建设

早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叶以后 , 晚清一些封

疆大吏即在福建、台湾、直隶等处试建电报。但因

当时中国风气未开 , 且由于所建电报线路短近 , 故

影响甚是有限。据前已知, 1880 年李鸿章奏设津沪

线 , 次年该线建成 , 当年 12 月 28 日正式收费开

报 , [7]294 中 国 大 规 模 自 建 电 报 活 动 由 此 发 轫 。

1883 年 1 月, 李鸿章又奏设沪浙闽粤线( 后以苏州

为起点 , 架至广州) 。[7]432 同年 7 月 , 两江总督兼南

洋大臣左宗棠再奏设长江线 ( 自镇江沿长江而达

汉口) 。[7]732 上两线约于 1884 年( 光绪十年) 夏间完

工。至此 , 中国的电报大抵以上海为中心 , 南北沿

海、中部沿江而建成三大干线 , 构建出晚清电报发

展的主体骨架 , 后来其他地区电报的架设 , 基本是

在该三大干线基础上的展延 , 可见该三大干线在

晚清电报发展史上的地位 , 而郑观应则是全面参

与了该三大干线的建设。

( 一) 津沪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1880 年 9 月

18 日, 即李鸿章奏设津沪线的第三日, 清廷准李之

奏。[11]715 李鸿章当即遴派盛宣怀等操办具体事宜。

盛随即致函郑观应 , 请其参与津沪电线的建设 , 认

为“电报利国利民, 为当今急务”的郑遂爽快应允。[12]998

自此 , 郑观应对于晚清电报活动由幕后的呼喊而

开始走向台前的实践。1881 年( 光绪七年) 5 月 20

日 , 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2]998- 999

需要指出的是 , 当时津沪线架设 , “以天津为总局

( 大沽局附入) , 上海副之 , 苏州、镇江、清江、济宁、

临清五处为分局”[12]1008。而上海之所以能“副之”, 是

由于“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 , 且有转运物

料、联络洋人等事, 头绪纷繁”。[12]1000 故李鸿章的这

一札委足反映出其对郑观应的信任与器重。

根据李鸿章奏案 , 津沪电报线先由官款垫造 ,

待建成后再招商承办。[9]17 就在该线工竣并将开报

之际 , 盛宣怀拟定《电报局招商章程》[13]141- 143( 以下

简称《章程》) , 开篇即云:

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 , 而

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前蒙北洋大臣阁

爵督宪李奏明 , 先以军饷项下垫办 , 俟办有成效 ,

招商集股 , 分年缴本 , 即由官督商办 , 是使商受其

利, 而官操其权, 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接下来是招商规章 , 共十二条 , 其中前五条主

要内容为 : 津沪电报线架设 , 官垫经费二十万两 ,

拟集商股十万两 , 归还一半官款。嗣后该线成本 ,

官商各居其半 , 但官本在十年之内不提官利 , 以示

体恤 , 保证在商本提取官利( 长年一分) 的情形下 ,

仍易获利( 作为公积) 而推广线道。十年之后, 官本

与商本一律起息 , 但不提取 , 以添加官本。第六条

规定 , 电局应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

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公务电信”

( 即头等官报) 永不收费的方式报效官方。后六条

言及一般电报收费标准、电局帐目管理、电报寄递

方式等项。

拟就《章程》后 , 盛宣怀遂南下与郑观应商讨。

郑阅后 , 表示“当与盛道广访众论 , 复加参订 , 俟拟

定后, 当即禀候宪裁”。[12]1022 郑此言表明, 他已有对

《章程》不尽赞同而欲修改之意。讨论中, 郑观应并

不反对《章程》第六条有关电局报效之规定 , 而是

认为 , “第一条至第五条所载以上所论各节 , 及‘官

督商办是商受其利 , 官操其权’等语 , 似皆有流

弊。”[12]1003- 1004 主要在于, 《章程》过多地宣扬了官方

对电报股商的体恤。郑说 : “想执笔拟章程者意重

利商, 求易于招股, 未曾深思远虑耳。”[12]1004

那么 , 郑观应缘何反对《章程》的上述意旨呢?

这是由于郑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认识。他说 , “盖

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 , 只求其保护 , 尚为地

方官勒索; 若太占便宜, 更为公家他日借口。”而产

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尚无商律 , 亦无

宪法 , 专制之下 , 各股东无如之何! ”[12]1003- 1004 从这

里可看出 , 郑的反对旨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不宜过

多宣扬官的体恤 , 以尽量减少其将来可能用以勒

索的借口。应该说 , 郑的这一顾虑并非多余 , 晚清

电报事业后来的发展情形已超出其预设范围。

郑的上述意见得到了其他电报委员的认同与

支持 , 遂于《章程》“未妥之句 , 另纸贴说管见”[12]1003。

笔者未能找到郑的这一另帖。不过, 从盛宣怀接下

来所拟定的《电报局变通章程》( 以下简称《变通》)

中大抵还是可以窥见郑之“管见”的基本要领。《变

通》对《章程》的第一至第五条主要内容修改如下:

( 津沪线 ) 现在全工告竣 , 共支用湘平银十六

万数千两。众商拟先招商股缴还银六万两, 五年后

分年续缴还二万两 , 按年缴五千两 , 免其计息 ; 其

余八万数千两, 存俟头等官报抵给报费。

俟将此项抵缴完毕 , 别无应还官款 , 则前项官

报, 亦毋庸领资, 以尽商家报效之忱。[14]208- 209

这当是一重大且又精妙的修改 , 因为与 《章

程》相比 , 不仅是一些数字发生了变化 , 更为重要

的在于: 二者虽皆坚持电局应以头等官报永不收

费的方式报效官方 , 但若按《章程》的规定 , 确实存

在“官的体恤”, 因为官本头十年不起息 , 这不仅增

强了官方将来勒索的可能 , 且尤为关键的是津沪

线将永远存在官商两类股本 , 故实质上是官商合

办; 若按《变通》的上述规定 , 股商并没有多付出什

么 , 却能以头等官报免费的方式将官本在数年后

抵清 , 这不仅可弱化“官的体恤”, 从而减少官方的

勒索藉口 , 而更为关键的是 , 津沪线将来只存在商

本, 故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督商办。

《变通》进呈李鸿章后 , 李即按之奏定。[7]345 郑

之建言得到贯彻。津沪线的这一经办模式亦成为

晚清后来官督商办电报运营的统一范式。还需补

充的是 , 该线招股后, 郑观应成为一大股东。[15]根据

这些情况 , 我们完全可以说 , 郑观应是津沪线建设

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夏维奇: 试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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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长江线、浙线建设的直接倡导者。津沪线

开通后不久 , 郑观应即于 1882 年( 光绪八年 ) 3 月

初 , 禀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 , 请求架设长

江线。如果说李鸿章奏设津沪线是“为海防计”, 那

么 , 郑观应禀办长江线 , 则主要是“为商务计”。较

早提出“商战”理论的郑观应认为 , 与同兵战讲求

“兵贵神速”一样 , 商战亦讲求信息灵通。据此 , 郑

指出 : “窃自通商以来 , 泰西日富 , 中华日困 , 考其

致胜之由 , 不外乎信息敏捷 , 转运神速 , 洋商猛著

先鞭 , 华商膛乎其后。”故若要改变华商这种不利

的竞争态势 , 必须在中国的商贸发达之区架设电

报, 以利华商快速了解商情。郑进而指出, “长江自

镇江溯达湖北 , 计一千五百余里 , 中间口岸甚多 ,

而汉口一镇茶市尤为繁盛。水陆交冲, 上通湘、蜀,

议设电线 , 应为首要”, 遂请求架设长江线 , 并拟迨

长江线建成后再设浙线 ( 由杭州经嘉兴、湖州、宁

波至绍兴) 。之所以欲设浙线, 是由于“浙江系产丝

之地 , 宁波、温州均为通商口岸 , 防务、商务并关紧

要”[12]1006- 1007。且是时 , 该处商人已有迫切要求。郑

说: “汉口茶市所聚 , 浙西丝斤所出 , 宁波亦徽茶口

岸 , 三处商人 , 事关切己 , 商询情形 , 另禀请设线者

接踵而至。”[12]1014

但郑观应等的长江线请设并不顺利。因左宗

棠并不愿郑等设造该线 , 而欲让其麾下洋务大员、

巨商胡光墉独资承办 , [16]52- 53 故对郑的禀请迟迟不

予批准。郑等了解此一内幕后, 见胡光墉一直未能

开工兴建 , 为使申办成功 , 又通过故友、洋务局道

员王之春之关系 , 面见了左宗棠 , 商议沿江设线事

宜。但左以“电线有益于国、有害于商”之论搪塞 ,

仍是不肯允准。郑的请办工作严重受阻, 似陷入僵

局。但郑等并未因此却步, 一面为说服左宗棠而再

致函王之春 , 指出: “文泥刺本南洋小岛而贸易忽

兴 , 电报之设也。君士兰亦东部岛隅而文物忽盛 ,

亦电报之功也”, [12]1011 让其转达左宗棠 , 以解左之

搪塞论点 ; 一面因左提出“咨商湖广督部堂、苏浙

抚部院、湖北抚部院 , 饬询各商集议电线是否应行

安设”, 又向湖广、闽浙总督及鄂、豫、浙巡抚呈递

《创设电线节略》, 强调津沪线商董推广电线的专

办权 , 指出: “津沪一线商报所入原知不敷开销 , 故

禀定章程 , 早有众商出资报效 , 自应准其永远承

办, 推广施行之语, 曾蒙批准在案。”[12]1013- 1014

局面的转机出自列强的觊觎。就在这时, 一桩

牵涉中国利权之重大电线设办事宜使本拟后设的

浙线被率先提上议事日程。1882 年 11 月间 , 英、

法、美、德各使拟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 , 准备

敷设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而达香港

各 口 之 海 线 。 为 此 , 英 国 署 使 臣 格 维 纳 ( T.G.

Grosvenor) 援引 1870 年 ( 同 治 九 年 ) 总 署 允 准 “英

商可于中国沿海敷设海线”之成案 , “其势几难禁

遏”。中国之利权受到严重威胁。其时, 李鸿章已闻

电报股商已有架设浙线之计划 , 遂感到 , 倘中国能

先行架设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 , 该处之海线获

利必减 , 列强之请求或可作罢 , 即于 1883 年 1 月

16 日上奏清廷, 拟劝集华商接办沪浙闽粤陆路电

线, 以杜外人觊觎。[17]33 两日后, 清廷准奏。[18]198 这

样 , 不但原拟后设的浙线提前获得批准 , 而且还被

大大延伸为沪浙闽粤电线。郑观应亦随之受李鸿

章之委 , 会办此线。[12]1505

迟 迟 未 得 左 宗 棠 准 请 的 长 江 线 亦 遇 同 样 情

形。1883 年 7 月 5 日, “有洋商议添水线由长江以

达汉口”。此事为盛宣怀、王之春所阻。但左还是担

心“洋人狡诈嗜利 , 未必遽作罢论”, 遂于翌日正式

向清廷奏设长江线。[19]2424- 242522 日得清廷允准。[18]31631

日, 郑接到左札委, “襄办长江电报事务”。[12]101410

月 26 日 , 左正式向清廷奏请郑观应等四人“会同

盛宣怀专办长江设线事宜”。[7]785 至此, 郑观应等长

达 一 年 零 八 个 月 之 久 的 长 江 线 请 设 工 作 尘 埃 落

定 , 而前此沪浙闽粤线已奉旨建造。综上所述 , 郑

观应堪称该两线的直接倡办者。

三、电报经办模式的理念与现实

尽管中国大规模建设电报以后 , 各省因形势

需要而也开办了一些官办电线 , 但主要线路基本

是按津沪线模式而为官督商办。如前所述, 官督商

办方案提出之初 , 郑观应即对其基本内涵及运作

方式提出异议 , 得到支持。但即便如此 , 郑仍不甚

满意, 因为在他看来, 中国电报本应官办。对此, 他

曾说 : “官应 ( 即郑观应 ) 溯于甲午年前 , 迭经条陈

我公( 指盛宣怀) , 谓轮船局宜归商办 , 电报局宜归

官办。”[12]1028

郑之所以有此理念与建言 , 是由于他认为 , 其

一 , 从国际的贯例看 , 电报一般都由国家主办。在

《易言》( 36 篇) 与《易言》( 20 篇) 中 , 郑皆以英国为

例, 称: 其“电报设于王家”。[4]82, 2091892 年, 郑观应著

成《盛世危言》, 其中《电报》一文更是说 : “各国陆

路电报皆设于国家”[4]665。这是郑观应主张电报官办

的前提。

其二, 从中国的现行体制看 , 中国电报不宜商

办。如前所揭 , 郑认为 , 中国既无宪法 , 又无商法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商办 , 无法保证其长久不受官

府的勒索。对此, 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 “盖专制

之国 , 政府动施压力 , 且现无商律 ; 纵有商律 , 尚无

宪法 , 犹恐政府不遂其私愿者。”[12]1024 正是有着这

种担忧 , 电报官督商办提出之初 , 郑观应认为不应

过多强调官的体恤 , 但即便是其基本内涵及运作

方式其已按郑的意图作了重大修改 , 电报在其发

展 过 程 中 还 是 无 法 从 根 本 上 排 除 官 方 勒 索 的 可

能。这是郑观应主张中国电报当为官办的关键。当

然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郑对中国现行体制

的不满, 以及主张中国电报官办的无奈。

但甲午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改变了郑

的这一看法。1895 年( 光绪二十一年) 4 月 17 日 ,

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其第二款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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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 “地方之权并

将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 , 永远

让与日本”[20]614。6 月 2 日 , 中日又立《交接台湾文

据》, 进一步明确了上述移交项目。 [20]620- 621 台湾所

设陆路电线遂为日本侵夺。然日本并未满足于此,

随后又欲侵占台湾至福建水线。但中国出示各种

证据 , 证明该水线为商物 , 这才使得日本放弃直接

侵占而改以赎买。[21]60- 61 庚子之役期间, “德兵已占

烟台电局 , 各国欲取上海电局 , 我以合众有股公司

向各国争回 , 并能专设海线以达天津 , 行在南北梗

塞仍可通电 , 毫无阻滞 , 机密绝无迟漏 , 改归官办 ,

非有强兵力不能自守 , 则 他 人 通 消 息 而 我 不 能

通 ”[22]763。这一切让郑感触颇深。郑说: 电报官办之

建议 , “甲午年后 , 时势变迁 , 今非昔比 , 均谓似宜

从缓。盖当此强邻环伺之秋 , 我国兵力不足以御

侮 , 如归国有 , 动辄为外人要挟 , 万一中外交绥 , 必

为外人所据, 求如上年商业办法故智难矣。”[12]1028

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让郑不得不将官方勒

索之顾虑暂放一边而力主电报商办。

但 郑 的 这 一 认 识 转 变 不 久 即 遭 遇 现 实 的 打

击。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10 月 , 中国电报局督

办盛宣怀开缺回沪“守制”。清廷在盛的反对者奏

请下拟派张翼为电报局督办。盛与闻后遂求于时

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 以阻清廷此

意。[23]1305- 1306 袁趁机上折将中国电报局奏归官办, [24]114

由此揭开长达六年之久的电报官办活动的序幕。

同年 12 月 12 日 , 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将电报收归

官办。不过, 后因“筹款难足”, 只得保留商股, 但钦

派电政大臣管辖, 中国电报遂为商本官办。1906 年

( 光绪三十二年) 11 月 6 日, 邮传部设立 , 电报官办

活动加紧了步伐。1908 年( 光绪三十四年) 3 月 14

日 , 会议政务处议定 : 电报赎归官办 , 每股给价一

百七十元。[24]111

正在澳门养疴的郑观应闻知, 立即表示反对。他

要求股东联名公禀邮传部, 准电报局遵照商律注册 ,

永归商办, 以维商业。[24]112 但时已迁邮传部右侍郎

的盛宣怀致电郑表示, 电报归官, 势难中止。[24]1126 月

17 日, 邮传部正式奏请清廷, 电报拟归官办。[25]1147- 1154

郑阅此奏后 , 叹道: “昨读邮传部收赎电报商股奏

折, 义正词严, 谁敢不遵? 惟外侮日亟, 各股东谓时

势不宜”[12]1027- 1028, 仍未改电报商办之初衷 , 但已感

无可奈何。

邮传部深知郑在电报股商中的影响 , 认为若

要众商服从 , 应先获是郑的支持 , 为此特电郑观

应, “以开劝港商之事奉托”[12]1029。邮传部此招, 对向

顾“国体”[12]1013 的郑来说, 可谓击中其要害。此时的

郑虽还是认为电报应归商办 , 即便国家收赎 , 也应

订若干年为期 , 期满赎归国有 , 如此各股东方无异

议 , 公私两便[26]113, 但已不能坚持 , 遂放弃为电报商

办而做努力 , 转而争取政府给出合理的收赎价格 ,

力保其在商人中的声誉与地位。

如前所述, 邮传部初拟每股一百七十元 , 后在

港沪股商的争取下有所上调 , 每股增至一百八十

元。[14]442 香港电报局总办温佐才立即发出告示, 认

为“准加票价至一百八十元, 自属格外优待”。要求各

股东在三星期内到局挂号, 以便报部兑换价银。[12]1033

但广州电报股商林竹邻、许云涛、徐树堂等拒

不兑股, 提出政府“给还今年股息”的要求。郑虽接

有部电开劝之谕 , 但从沪报了解到 , 电报股票实际

的市价 , 为每股二百元 , 与部定一百八十元之价有

较大差距 , 从而对林等的要求表示理解与支持 , 认

为“若迫照交 , 显见抑勒”, 并去信盛宣怀 , 让盛代

乞邮传部尚书陈壁, 要求满足商人意愿。[12]1027- 1028

但邮传部态度强硬 , 而此时多数电报股商已

放弃其原本的要求。郑见此情形 , 感到难有作为 ,

也就不再股价问题而努力了。是年 8 月 3 日郑致

电邮传部表示 : 电报事关要政 , 现奏定赎归国有 ,

势在必行 , 已无异议 , 并函劝广东、香港及澳门的

各股东早到电局挂号。[12]1028- 1029

在这场电报归官活动中 , 郑先是坚持电报商

办 , 不成后又退而求其次 , 坚持政府给以合理的收

赎价格 , 结果也未能如愿。对此 , 郑观应作为电报

股商公认的领袖, 其内心是不安的。这可从郑在事

后政府拟予之请奖时的态度得以察见。当邮传部

尚书陈壁拟为郑请奖时 , 郑声明他在电股收赎中

毫无劳迹而不受。[12]1029 不久 , 陈再以“本部拟俟事

竣择尤嘉奖 , 并添电政议员以资整顿”相诱时 , 郑

又坚拒。[12]1035 接着 , 温灏按陈壁指示 , 拟向邮传部

转呈郑的履历以核奖 , 郑回话说 , 在此次电股收赎

中 , “股东吃亏 , 同顾国体”。自己系电报局创办董

事, 自愧不能固守原议, 反邀奖叙, 是增其过。[12]1034

话语的背后透示出的是 , 郑作为一商人领袖 , 在与

政府的关联中 , 一方面 , 他无法与之决裂 , 但另一

方面, 又有较强的矛盾冲突, 其举措是何等的无奈。

四、余论

晚清的中国处于一急剧变化之时代 , 正所谓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一变化的总体趋势是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在此过程中, 各种矛

盾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 , 乃至发生严重冲突。其

中 , 新旧思想间的矛盾、各势力派系间的矛盾、政

府与商民间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转型中

的晚清社会的一大特征。而具有洋务理论家、淮系

干将、商人及早期维新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郑观

应在晚清所从事的电报活动似乎处于上述各种矛

盾与各类冲突的交汇点之上 , 从而较为集中地将

其展示。

首先 , 郑观应初始作为一洋务理论家 , 其洋务

思想与当时的保守思想发生严重的矛盾与激烈的

冲突。对于电报这一新兴西洋科技, 郑观应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即竭力向国人推介 , 并强烈呼请

中国架设 , 以满足社会之需求。但是时 , 中国的风

气未开 , 大清不少人士对此表示反对 , 并予以坚决

夏维奇: 试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 19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第 10 卷

抵制。这种反对与抵制 , 既有颟顸愚昧的一面 , 更

有思想守旧的渊源。故从根本上看, 他们的矛盾与

冲突反映出的是洋务派的新兴思想与保守派的守

旧思想的矛盾与冲突。不过, 郑观应的呼请还是得

到越来越多朝野人士的认同与响应 , 从而逐步汇

成洪流 , 最终冲破守旧的思想阵地 , 使得电报在中

国建设起来 , 由此开启了晚清通讯的近代化之路。

这又反映出 , 近代化是大势所趋 , 保守势力可以阻

滞一时, 不可遏制全势。

其次 , 作为淮系的一个重要干员 , 郑观应的长

江线请设与湘系势力发生矛盾与冲突。郑观应禀

请架设长江电线之时 , 遭遇两江总督左宗棠的百

般阻挠。对此, 郑后来回忆说: “与盛( 宣怀) 、王( 之

春 ) 两公等拟设长江各处电线 , 初禀左相不许 , 旋

托其左右 , 反复辩论 , 然后批准。”[12]1026 从表面上

看 , 左宗棠之态度似乎只关涉承办者之同 , 而其潜

含着的却是湘淮两大派系间的分歧与矛盾。 [16]52- 53

作为湘系大员的左宗棠不愿看到电报这一新兴通

信工具在中国的建设为淮系所包揽。于是, 矛盾与

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郑观应等的请办

尽管费尽周折 , 结果还是如愿以偿 , 这固然有着一

系列偶然因素 ,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湘、淮

两大派系在晚清后半期的此消彼长之态势。

第三, 作为一商人 , 郑观应的电报建设实践与

官方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津沪线招商承

办后 , 郑观应成为其重要股东 , 但作为商人的郑观

应 , 此时最担心的并不是电报的发展潜力 , 而是官

方的勒索。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实践经

验的总结。事实上 , 电报在晚清逐步推广期间 , 官

方的勒索确是不断地发生。据统计, 自 1884—1902

年 , 官方勒索的总额至少达到 124 万元 , 最高可能

达 到 143.8 万 元 。 [27]279—280 其 中 影 响 较 大 者 当 是

1899 年军机大臣刚毅所提出的电局报效案。是年,

大学士徐桐奏称 , 电线布满二十一行省 , 获利不

赀, 盈余未曾归公, 要求嗣后按年提存候拨。[23]811 清

廷遂让刚毅查办。刚最后订出: 中国电报局捐洋十

万元 , 除学堂捐外 , 另补缴二万元 , 并自该年起 , 每

年加捐银四万两。[14]192 对此, 郑观应愤而指出: “窃

思政府不知恤商战以塞漏卮 , 只知勒商捐以济眉

急。”[12]1024 更有甚者, 20 世纪初年, 清廷要求电报国

有化。对此, 郑观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电报“今办

有成效 , 又归官办 , 无异农田甲就荒招工恳乙 , 有

获甲夺回 , 则不论贤愚皆知曲直矣! ”[12]1026 并由此

而奋起抗争 , 先是坚持商办 , 不成后又退而求其

次, 要求官方给以合理的收赎价格。但最终的结果

是 , 商人不得不一再让步 , 最后只落得“当道不念

创办之劳”[12]1026 的无奈叹息 , 并称: “请旨饬遵 , 谁

敢与争? ”[12]1024 这一切反映出的是商人与官方的矛

盾与冲突, 而冲突中 , 商人的表现又是何等的被动

与懦弱。从根本上讲, 这是缘于中国资本力量的弱小。

第四 , 作为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

维新思想家 , 郑观应的所思所想与社会现实进一

步发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当中国电报以官督商

办模式在全国范围推广之时 , 郑观应却并非完全

认同, 而不断予以批评。这一方面是由于郑感到这

一经营模式难以该企业能够按照规范的商业规则

运作。郑观应曾愤然指出: 官督之人, “全以官派行

之。位尊而权重 , 得以专擅其事”, 并对官方“荐人

越俎代谋”等腐败现象提出尖锐批评 , 要求执行股

东公举方式 , “以符商律”。 [12]1023- 1024 另一方面更是

由于郑深刻认知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所处的严重不

利的社会环境。郑曾尖锐指出: “盖专制之国, 政府

动施压力 , 且现无商律; 纵有商律 , 尚无宪法 , 犹恐

政府不遂其私愿者。”[12]1024 在郑看来 , 改变这一切

的 根 本 出 路 在 于 中 国 在 学 习 西 方 科 学 技 术 的 同

时 , 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正式基于这一认

识 , 郑观应在晚清曾发出“有国者苟欲攘外 , 亟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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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的强烈呼

声。[12]11 这是一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时代呐喊 , 它也

是郑区别于一大批在中国推行电报事业的洋务派

官僚诸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盛宣怀等的最

根本之处。不过现实的情况是, 直到清廷灭亡也未

能建起立宪政体来。这使得郑观应等不得不痛苦

地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前行 , 也使得晚清电报不

可避免地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艰难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两 广 总 督 瑞 麟 、广 东 巡 抚 蒋 益 沣 奏 ( 同 治 五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A].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2[C]

[2]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 (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A].同

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54[C]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 第六册 ) [M].上海 : 上海人民 出 版

社,1961

[4]夏东元.郑观应集( 上册) [M].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5]王之春.清朝柔远记[M].上海 : 中华书局,1989

[6]王韬.设电线[A].弢园文录外编 ( 卷三 ) [C].上海 : 上海书店

出版社,2002

[7]( 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丁·电线[M].台

北 : 台湾艺印书馆 , 1957

[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 第一册 ) [M].上海 : 上海人民 出 版

社 , 1961

[9]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 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 ) [A].李文忠公

全集·奏稿卷三十八[C]

[10]上 海 图 书 馆 .汪 康 年 师 友 书 札[M].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1989

[11]清实录( 第 53 册) [M].上海 : 中华书局 , 1987

[12]夏 东 元 .郑 观 应 集 ( 下 册 ) [M].上 海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8

[13]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 上册) [M].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 2004

20



第 2 期

On Zheng Guan- ying’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elegraph construction

XIA Wei-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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