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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观应的中学
、

西学观

谭 锐
(西华师范大学

,

四川南充 6 370 02 )

摘要
:
郑观应作为 19 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角度论述

了主以 中学
,

辅以西学的中
、

西学观
,

并提出了比洋务派更全面的学习西方之道
,

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维新

思想的传播及发展莫定了理论基漪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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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1 842 一19 22)
,

本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 无限制
,

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 ’ 31 ; ( 4)

“
天道

陶斋
,

又号居易
、

祀忧生
,

别号不待鹤山人
,

或罗浮 变于上
,

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
” ’叼 。

总之
,

中外格

借鹤山人
,

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
,

也是中国近代最 局已大变
,

不
“

应变
”

则无以自存
,

从而为学习西

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方之道提供了历史与理论依据
。

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
“
登于富强之地

” ,

19 世纪中后期
,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

以拯救民族 于危亡
。

郑观应认为
,

要达到这个目的 一步加强
,

我国的民族危机日趋深重
。

面对这种外

主要有两个途径
:

一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

发展 忧日增的形势
,

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
“
要

近代工商业
;
二是设立议院

,

实行民主
,

做到君 民 救国
,

只有维新
,

要维新
,

只有学外国
” , 习̀

因而出

共治
,

上下一心
。

而这一观点的哲学指导即是把中 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

与此同时
,

以近代科技为

学与西学
、

旧学与新学结合起来
。

因此
,

郑观应的 主的西方物质文明
,

也随着鸦片
、

军舰和大炮源源

中学
、

西学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指导性观点
,

有 输入中国
。

介绍西方政治
、

经济制度及技艺
、

国情

着十分显著的重要地位
。

的著作大量出现
,

如梁廷粉的 《海国四说》
、

徐继

1 郑观应中
、

西学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舍的 《碱环志略》
、

洪仁歼的 《资政新篇》
、

冯桂芬

郑观应生活在 19 世纪中后期
,

对于当时列强 的 《校邢庐抗议 》 等
,

这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

对中国的全方位侵略及清廷的腐败
、

被动和落后有 的传播
。

而郑观应本人也因
“

愤彼族之要求
,

惜中

着深刻的认识
,

并成为他中
、

西学观产生的社会因 朝之失策
。

于是学西文
,

涉重洋
,

日与彼都人士交

素
。

接
,

察其习尚
,

访其政教
,

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打击
,

之由
” 。 〔6 ,

所有这些都为其中
、

西学观的最终形成奠

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

尤其是中外关系 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

这种变化被称为
“

古今之 2 郑观应中
、

西学观的主要内容

变局
” 。

这种变局观在当时大致包含四层意思
:

(1 ) 郑观应的中
、

西学观
,

主要包含以下的内容
:

中国已由
“
华夷隔绝之天下

,

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 .2 1 主以中学

下
” 1̀1 ; ( 2)

“

中西通商互市
,

交际旁午
,

开千古未 郑观应的
“
中学观

”
主要表现为

“
道器论

” 。

曾有之局
,

盖天运使然
。

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
,

束
“
道

”
即

“
圣道

” (孔子之道 )
,

它是不能改变的
,

是

手而不问
” 口, ; ( 3) “

近来边防移在海疆
,

群夷糜我 治国的根本
, “
中

,

体也
,

本也
,

所谓不易者
,

圣

腹心
,

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局
。

轮船电报之速
,

瞬 之经也
” 。 `乃 “

器
”
即西方的一切自然科学

。

郑观应

息逾千万里
,

炮弹所到
,

无坚不摧
,

水陆城关
,

渺 曾运用 《论语》 中的 “
由博返约

”

的原理对二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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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锐 试论郑观应的中学
、

西学观

以说明
: “

夫博者何? 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
,

如一

切汽车
、

光学
、

化学
、

数学
、

重学
、

天学
、

地学
、

电学
,

而皆不能无所依据
,

器者是也
。

约者何 ? 一

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
,

通天人之故
,

道者是也
” 「叼 。

故
“ 以道为之本

,

器为之末
” 【, , 。

在这一点上
,

郑

观应深受王韬的影响
。

王韬认为
: “
盖万世而不

变者
,

孔子之道也
。

孔子之道
,

儒道也
,

亦人道

也
” `,闪 ; “

人类不尽
,

其道不变
” “ , ,。

所以
, “
欲变者

器也
,

而非道也
” ` , 2 , 。

可见
,

郑观应等都认定抽象

的
“
道

”
寓于具体的

“
器

” ,

无论
“
器

”
怎样变化

无穷
, “

道
”
则永恒不变

,

从而反映出他们思想中

浓厚的封建性
。

除
“
道器论

”
外

,

郑观应的中学观还有另一层

涵义
。

他在 《盛世危言
·

西学 》 篇中针对当时有人
“ 以为西法创自西人

,

或诧为巧不可阶
,

或斥为卑

无足道
” ,

引经据典
“
论证

”
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

,

诸如天文学
、

地学
、

数学
、

物理
、

化学以及机器制

造等
,

皆
“
出于我

” ,

为
“
我所固有

” ,

只是由于后

来
“
学者鹜虚而避实

” ,

才使
“
中学日见其荒

,

西

学遂莫窥其蕴
” 。

现在西人在
“
踵行中学

”

的基础

上
,

有了新的
“
造诣

” ,

中国就应该重新学习
,

此
“

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
” ,

即 “
以中国本有之学

,

还

之于中国
” `ls]

。

这里的
“
中学

”
实质上是指中国古

代的科学技术
,

既然它是中国的
“
本有之学

” ,

故

应
“
主以中学

” 。

.2 2
`

辅以西学
”

郑观应心 目中的西学
,

与当时一般所谈的西学

即所谓格致制造诸学有所不同
。

他在其早期作品

《易言》 中将
“
西学

”
分为

:

一经学
,

二法学
,

三

智学
,

四医学
「l’] 。

概而言之
, “
经学

”
指天主教神

学
; “
法学

”
为古今政治制度

; “
智学

”

包含自然科

学
、

哲学
、

心理学
、

文学等
; “ 医学

”
则言及内外

科
、

神经学
、

药剂学和产学等
,

这表明郑观应已不

以格致制造为限
,

其
“
西学

”
已涉及 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两大领域
。

但他此时对西学的划分
,

存在着

笼统和模糊的不足
。

因此
,

在 《盛世危言》 中郑观

应又将西学分为天学
、

地学
、

人学三类
,

而把经学

排除在外
,

比前者又有了进步
。

他说
: “
今彼之所

谓天学者
,

以天文为纲
,

而一切算法
、

历法
、

电学
、

光学诸艺
,

皆则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所谓地学者
,

以地舆为纲
,

而一切测量
、

经纬
、

种植
、

车舟
、

兵

阵诸艺
,

皆则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所谓人学者
,

以方言文字为纲
,

而一切政教
、

刑法
、

食货
、

制造
、

商贾
、

工技诸艺
,

皆则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皆有

益于国计民生
,

非奇技淫巧之也
” 。 ` , , ,

郑观应把
“
西学

”

分为
“
天学

” 、 “
地学

” 、 “
人

学
”
三类

,

这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还是第一次
,

其涉及的内容较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说的
“

西学
”

都为广泛
。

而且
,

他认为西学诸艺
“
皆有

益于国计民生
” ,

是对乾隆皇帝以来封建士大夫视

西方科技为
“
奇技淫巧

”

的传统保守狭隘观点的摒

弃
,

反映了郑观应思想中的开明性
。

与此同时
,

郑观应还把西方的
“

政教
”
放在了

突出的地位
。

早在 18 84 年他即明确指出
“
余平日

历查西人立国之本
,

体用兼备
。

育不于书院
,

论政

于议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同心
,

此其体
;
练兵

、

制

器械
、

铁路
、

电线等事
,

此其用
。

中国遗其体效其

用
,

所以事多扦格
,

难臻富强
” 。

l̀eJ
_

至 1 892 年他更

进一步认为
: “
其 (西方 ) 治乱之源

,

富强之本
,

不

尽在船坚炮利
,

而在议院上下同心
,

教养得法
。 ” ` ,刀

郑观应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列入
“
主

” 、

“
体

”

之中
,

不仅表明了其主张体用兼学的根本观

点
,

也说明了是时的他除自然科学技术外
,

更看重

西方学的社会政治
、

经济学说
。

郑观应虽把西学视为医治
“
危疾

”
的良方而大

力讲求
,

但也反对
“
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

” ,

唯西学是尚
。

他主张
“

博古通今
,

审时度势
。

不薄

待他人
,

亦不至震骇他人
;
不务匿已长

,

亦不敢回

护己短
”
lt8j

,

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学习西方
。

3
`

生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与

`

冲体西用
”
的相异

性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是洋务派处理中

、

西

学关系的宗旨
。

它坚持中体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

认

为西用的目的正是为了捍卫和强化中体
。

相比之下
,

它与郑观应的中
、

西学观存着明显的分歧和差异
。

.3 1 对
`

健护 的认识不同

洋 务派虽主张因时而变
,

但决不能触动中国传

统的纲常礼教和统治秩序
。

如曾国藩等人虽已意识

到学习西方为
“
中国自强之道

” ,

但又担心
“
器

”

变

引起
“
道

”
变

,

便提出以
“
义理

”
统摄

“
经济

”
的

办法
,

要求官吏士绅务学
“
以义理之学为先

,

以立

志为本
” ,

认为
“
苟通义理之学

,

而经济赅乎其中

矣
” 。 「191 曾氏所说的

“
经济

”
是为

“
经

”

邦
“
济

”
世

之法
,

虽有因袭
,

亦可权变
; “

义理
”

即是儒学对

宇宙社会人生的解释和规范
,

其贯通古今
,

不能改

变
。

再如张之洞也认为
“
强中御外之策

,

惟有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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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号召合天下之心
,

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
,

乃天

经地义之道
,

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
” :̀0] 由此可见

,

洋

务派的
“
道

”
即专指孔孟之道

。

而郑观应的
“
道

”

除圣道外
,

亦包含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

同时
,

他还

认为
, “
道

”
与

“
器

”
是

“
虚中有实

,

实者道也
;
实

中有虚
,

虚者器也
” 。 11

,

即道与器是相互统一
、

相

互渗透的
,

所以
“
道

” 、 “
器

”
的某些内容是可以互

相转化的
,

这也是他将西方议院制归入
“
道

” 、 “
体

”

之中的理论依据
。

从这一点来说
,

郑观应对
“
道

”

的认识在内涵
、

深度上都远胜于洋务派
。

.3 2 对
`

共脚 与
“

商脚 重要性的认识不同

洋务派一直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悍而中国之

所以落败的原因
,

是由于中国缺乏西方的坚船利炮
。

“
中国文武制度

,

事事远出西人之上
,

独火器万不

能及
” 2̀2]

。

于此
,

洋务派提出了
“
自强以练兵为要

,

练兵又要以制器为先
”

的对策 2̀31
,

即发展中国的军

事力量
,

加强对新式武器的研制和学习
,

同外国展

开
“
兵战

” 。

至于商业
, “
中国立国之本在安农

,

… …

中国户口繁盛
,

而地产所出止足以养欲给求
,

故古

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
,

率在重农抑商
,

不尽务

山泽之利
。 ” `24] 而郑观应虽很注重兵战

,

但更注重

商战
。

他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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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孰得而谁何之哉 ! ”
故

“ 习兵战

不知习商战
” 。 【25] 同时

, “
兵战

”
的进行也离不开经

济发展的支持
。 “

今夫保民之道
,

莫先于强兵
;
强

兵之道
,

莫先于富国
。 ” 仪 6] “

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

兵
,

则练兵
、

铸械
、

添船
、

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

…… 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 ? ” ’27] 所以郑观应认为
,

要达到真正的富强
,

应首先与帝国主义进行
“
商

战
” ,

在经济上战胜它
。

.3 3 对是否应行
`

议院制
”

的认识不同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281 这就是说

,

要

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
,

必须改变封

建专制制度
,

实行新的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

制度
。

这个制度在郑观应心 目中就是有一定民主的

君主立宪制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内政改革
。

而开

设议院则是实行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早在郑观应

著 《易言》 便指出
:

实行议政制能使国家
“
长治久

安
” 29[J

。

至著 《危言》 时
,

他又概括地说明了自己

的观点
: “
欲行公法

,

莫要于张国势
;

欲张国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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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
,

果能设立

议院
,

如身使臂
,

如臂使指
,

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
,

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 ” `30j 而且郑观应还清楚地看

到
,

设立议院以实行民主制度
,

还必须有与议院制

相适应的一系列内政改革
。

因此
,

他从吏治
、

教育
、

用人
、

刑法
、

办报
、

盐务
、

潜务
、

治河
、

早潦乃至

救灾恤贫等方面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
,

从而形成

了完备的政治制度改革思想
。

而洋务派虽提出要学

习 “
西政

” ,

但其所说的
“
西政

”
只是指

“
学校

、

地

理
、

度支
、

赋税
、

武务
、

律例
、

劝工
、

通商
”

3I[]
,

并不包括西方的社会政治学
。

对议院民主制更是坚

决反对
,

认为
“
今中华诚非雄强

,

然百姓尚能自安

其业者
,

由朝廷之法难系之也
” 。

3̀2] 如果实行议院

制
,

就是违反了三纲五常
,

违背了道统
,

只能
“
法

未行而大乱作矣
” p习

,

陷国家于动乱之中
。

可见
,

洋务派向西方学习
,

是以维护清正王朝的封建专制

统治为前提的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的中
、

西学观涉及救国
、

发

展实业及要求民主
、

改良专制等领域
,

虽然还带有

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

但瑕不掩瑜
,

它毕竟启迪了近

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
,

而且也为此后的资产

阶级维新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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