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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观应培植国力的外交思想
罗红希

摘　要:郑观应不是职业外交家 , 而是作为

洋务实业活动家和维新改革思想家闻名于

世。他贯通中西 , 一直参与洋务和与外人

打交道的实践活动 , 这就孕育了他日后培

植国力的外交思想 , 他在这方面的许多理

论和主张 ,对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步和形成

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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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是辨证的 ,双向的 ,

一方面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 外交服务于内

政 ,另一方面 , 内政决定外交 , 是外交的基

础。郑观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希望中国

的内政仿照西方加以改革。 相互影响 , 不

仅内政影响外交 ,外交反过来也影响内政 ,

在郑观应的心目中 , 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

巨大的。他认为 , 一个制度健全 、秩序稳

定 、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 , 才有可能

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他认识到 ,要实

现国家的外交目标 ,必须发展国力 , 为外交

活动奠定政治 、经济 、交通 、军事等各方面

的基础。郑观应早年深受洋务思想的影

响 ,投身洋务事业 , 在办理洋务事业的过程

中 ,进一步加深了对外交内政关系的认识 ,

形成了“外交与内政隐相维系”的识见 , 这

些内容主要有:介绍和引进西方的议院制

度;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发展电报事业作出

贡献;关心国防的建设等等。

(一)主张“师夷长技” , 介绍和引进西

方的议院制度。

郑观应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 , “主以

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 ,他十分了

解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的弊端 , 所以提出维

新变法的主张 , 并与封建专制统治阶级进

行思想上的斗争 , 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

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他极力呼

吁自强救国。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

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 反映了当时广大爱

国人民的要求 , 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

对封建统治的依赖 、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郑观应是洋务派 , 主张“师夷长技” ,学习西

方的政治制度 , 但他并不主张全盘学习西

方国家的“民主”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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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经久者 ,则莫如英 、德两国议院

之制” 。他不主张完全抛弃君主 ,而实行民

主制 ,认为民主政体施政方略变易太多 ,选

举总统竞争过于激烈 , 于国不利。他赞成

像英国一样保留君主 , 实行君民共主的议

政制 , 即稍后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泰西有

君主之国 , 有民主之国 , 有君民共主之国。

君主者权操于上 , 议院不得擅施行 ,弊在独

断 , 德 、俄等国是也。民主者权落于下 , 议

院得以专威服 , 弊在无君 ,美 、法等国是也。

英为君民共主之国 , 君可民否 , 君不得擅

行;民可君否 ,民不得擅作 , 立法独为美备。

然上情可以下逮 , 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

可见 , 郑观应仍然主张保留君主 , 所以“君

民共主之国”是郑观应宪政观的目标。郑

观应宪政思想中的议会观是强调“人治” ,

而不是“法治”在分析“中国不能自强 ,由于

上下离心”时 ,郑观应说:“惜守旧者恶谈西

法 , 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 ,惮

于改革 , 不求中外利病是非 , 只直安富尊

荣 , 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 ,无论

如何善政 , 由朝廷下督抚 , 以一纸告示城

乡 , 略加新名饰耳目 ,此外寂无举动矣。”形

成这种“安于苟且” 、“上下离心”的渊源 ,是

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转失灵 , 人才奇缺。设

议院是为“用奇兵以制胜” , 是不得已的权

衡之计 ,“无论议院设与不设 , 急宜仿西法 ,

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才” 。所以 ,重要的不

是议院形式 , 而是“通言路 , 举人材。”关键

不在于权力再分配 、君权限制 ,而在于改变

官场积习。郑观应反复强调:国之盛衰系

手人材 , 人材之贤否视乎选举。选举之法

是力克保举之弊的最佳选择 ,“盖议院为集

众是以求一当之地 , 非繁群嚣以成一哄之

场 , 必民皆智慧 , 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

贤 , 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 , 否则 ,徒

滋乱萌 ,所谓 , 欲知其利 , 当知其弊。”这就

是郑观应的“议会观”的实质内容。

郑观应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 , 对中国

贫穷 、落后的根源和对君主专制的弊端有

着比较清楚的认识 , 又通过对西方政治制

度和法律文化的学习 , 介绍和引进西方的

议院制度。虽然是封建官僚 , 不能彻底摆

脱他的阶级局限性 ,但他清楚 , 只有先进的

政治制度 ,才能维护政治的稳定 , 才有可能

为国家外交提供坚强的后盾。

(二)提倡“商战” ,振兴民族工商业。

郑观应深知 , 一个国家的外交必须以

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他对此有着深刻

的认识 , 并提出通过办洋务 、创办民用企业

等途径 , 增强国力 , 为中国外交奠定坚实的

基础。鉴于此 , 郑观应不仅仅停留于口头

的倡导 , 而总是脚踏实地 、躬亲体行。

郑观应经营了 60 多年近代工商交通

企业 ,长期任买办 , 一生是商人 ,他认识到

西方资本主义对我侵略的方式和手段 , 概

括为军事侵略即“兵战” 与经济侵略即“商

战” , 并加以对比分析 , 认为后者比前者有

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藏性。他写道“泰西各

国 ,以商富国 , 以兵卫国 ,不独以兵为战 , 且

以商为战。” 他力主用经济战来对抗外国

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极力主张仿效西方

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认为这既是国家富强之道 , 又是外

交的必要 。郑观应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提高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 , 充分体

现了他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思想。

郑观应认为外交治本的根本途径 , 外

交的成败归根结底是由商战决定。即由经

济实力的强弱来决定。因此他主张利用自

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

行斗争 ,以维护自身的利权。这就需要发

展近代工商业 ,郑观应认为:近代工商业发

展了 , 不仅国家致富 , 军队能有自造的新式

装备 , 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

竞争。要达到真正的富强 , 就必须在经济

上战胜帝国主义。 他说:“兵之并吞祸人

易觉 ,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我之商务一日

不兴 ,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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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云 ,舟车林立 , 而彼族谈笑而来 , 鼓舞而

去 ,称心餍欲 , 孰得而谁何之哉!”因而郑观

应将“商战”视为实现其“攘外自强”救国谋

略的基点。他认为 , 在当时外国资本主义

侵略中国的威胁下 , 中国要“ 登于富强之

境” , 拯救民族危亡 , 只有振兴民族工商

业 ,他把工商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

主要推动力。为此 , 他明确提出“ 以商立

国” 的主张 , 因为“ 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领” 。他同时又认为 , 商战要

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 , 即“ 有工以翼商” ,

因为要使商业有价廉物美的商品 , 首先必

须有先进的工业为其提供价廉物美的产

品。因此 , 他早在19 世纪八九十年代 , 就

提出要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 主张发展民

族机器制造业。攘外为了使中国民族工商

业获得有力发展 , 以便有效地进行商战 ,

郑观应主张要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

的各种特权 , 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 保商

之良国” 和革除“ 困商之弊端” , 包括给予

专利权 、实行商品注册条例 、举办商品竞赛

会 、鼓励组织公司 、裁撤厘卡 、减轻其他捐

税负担等。他提出“ 欲攘外” , 必须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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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变法为了实现“ 以商立国” 的

主张 ,郑观应提出 , 要学习西方 , 进行改

革。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

法 , 要引进先进设备 , 要“ 人尽其才 , 地尽

其利 , 物畅其流” , 还要开办自己的银行 ,

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 , 促进商品和

资本加快周转 , 因此 , “ 银行为百业总枢

纽” 。为了把工厂 、矿务 、交通运输 、银行办

好 , 还要有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 , 所以要

办学校 , 培养人才。为了“ 以商立国” , 郑

观应认为 ,要改变“ 官办商督” 的办法 , 因

为“ 官办商督” 有官夺商权 、管理不善 、浪

费严重 、效益低下 、受制于上 、不能维护华

商利益的弊端 , 所以他一再揭露封建官僚

在官办商督企业中“ 官夺商权” 、“ 专擅其

事” 、“ 调剂私人” 和贪污中饱等行径 , 主

张新办新式企业应“ 一体主张民间开设 ,

无所禁止” 。郑观应始终认为 , 只有商业和

民族企业强大了 ,外交才有可靠的保障。

(三)为发展电报事业作出贡献。

郑观应敏锐地觉察到 ,通讯事业对国

家外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 19 世

纪 70 年代.郑观应便著文介绍了电报的功

用 ,并指出电报事业关系国家“强富之功

基” .主张中国应立即兴办电报 , 在与外人

打交道过程中 , 逐渐增多了他对西方各国

的了解。不论在他前期的著作中还是在后

来。他都对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很

大关注。他指出“轮船 、火车 、电报宜兴也 ,

不兴则彼速我迟' 把兴办电报提高到与兴

办轮船 、火车同等重要之地位。他进一步

阐述了电报是国家“强富之功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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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隔

山阻海 , 顷刻通者 ,诚启古今未有之奇 ,泄

造化莫名之秘” 。正因电报如此迅捷 ,若能

兴办将对国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郑

观应指出 , 由于中国“国家版图式廓 , 幅员

之广 , 冠绝亚洲 , 各省距京师远则数千里 ,

近亦数百里 , 合沿海 、沿边诸属国 、属部 、属

藩 , 周围约四五万里 , 鞭长莫及 , 文报稽

延” , 所以电报能使中央政府及时了解和掌

握各地之动态。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

理。其次 ,电报在军事上用途极大。“诚以

两国构衅 , 赖电报以传递军机 , 则有者多

胜 , 而无者多败。”他举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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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战场上“一迟一速之间 ,即胜负所

由决矣” 。鉴于此 , 郑观应指出 , 用电报可

以及时传递市场信息。“商贾贸易 ,藉电报

以通达市价 , 则无者常绌 , 而有者常赢。”

所以 ,当时中国商人要与在华外商竞争 ,用

电报即时传递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最后 ,

郑观应认为 , 兴办电报不仅可以便利官民 ,

还可以增加国家税收 , 于国计民生都有益。

他举英国为倒 ,“其电报设于王家 , 商民欲

通电报者收回工费。每年所人 , 除电线局

开销 , 余货藉充国用。至本国有军机密事 ,

分文不费。其利岂不溥哉?”面对有人以

“经费过巨 。恐不易筹” ,阻拦兴办电报 ,郑

观应指出“若中国毅然举行 , 推广其用 ,更

与商民传信 , 酌费照收 , 则一 、二年间必能

填还创设款项。嗣后所人源源不绝 , 利赣

无穷 , 诚益国便民之要务也。”为此 ,郑观应

大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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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他希望中国能立

即创办电报的迫切心情。

由此可见 , 郑观应非常推崇电报事业 ,

并把其介绍到中国来 , 并直接参与设计。

电报事业的启动 , 间接的缩短了国际国内

的距离 ,提高了信息的速度 ,大大加快了国

际信息的交流 ,对外交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四)关心国防的建设。

虽然郑观应十分强调商战对外交的重

要 ,但绝对不否认国防建设对外交具有中

流砥柱的作用 ,如前面所提到的商战 、设电

报等实质上就折射出与外交的某种联系。

此外 ,郑观应还多次提出:“今夫保民之道 ,

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 , 莫先于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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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富不能图强 , 非强不能保富 , 富与强实

相维系也。”“我国欲安内攘外 , 亟宜练兵

将 、制船炮 , 备有形之战以治标;讲求泰西

士 、农 、工 、商之学 ,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由以上论断不难看出:郑观应将国防建设

和商战作为国家自强的治标治本之法。商

战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 没有

这个基础 ,国防建设难以实施;没有强大的

国防 ,商战亦不能获得施行的外部环境。

可见 , 国防建设同外交是相互促进 、互为条

件 、缺一不可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让中国外

交走向成功的基本条件。郑观应的国防思

想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的继承和

发展。他之所以提出加强国防建设 , 其目

的在于:“不亟讲求兵备 , 力图自强 , 即欲

求为贫弱而不可得 ,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 ,

复失地之仇哉。”但他却从不孤立地谈国防

建设 , 而是把国防建设同外交联系起来 , 并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时救国方策 , 为近代

中国的外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 , 郑观应并

不主张孤立地看待外交 ,而是把外交与国

力联系起来。他为发展国家政治 、经济 、交

通 、军事实力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议措施 , 有

些具有非常的可操作性。这些主张都是为

了一个目标 ,就是提升国家实力 , 为外交奠

定了强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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