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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观应由买办

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基础

郑观应 ( 1 8 4 2一 1 9 2 2 ) ① ,

是近代中国

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著名人物
,

也是

近代中国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思想家
。

对于郑观应之由买办转化为民

族资本家的过程
,

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已作

过深入研究
,

但是对其转化的思想基础的研

究尚不深入
。

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些初步

探讨
。

郑观应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会
,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
,

他的

一生大体上经历了充当外国洋行的买办
,

而

后投身于洋务运动
,

最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这三个历史阶段
。

正如他 自己符 合 实 际 的

概括
: “ 初学商战于外 人

,

继 则 与外人商

战
” ②

。

郑观应是 广东 香山 县的一个小 知识分

子
,

因为
“
小试不售

” ,

十七岁时
“ 赴沪学

贾
” ③

。

起初投靠其叔父郑秀山
,

尔后经 曾

寄圃和徐润的保荐
,

受雇于宝顺洋行
。

1 8 6 8

年
,

宝顺洋行停业
,

他被和生祥茶栈雇为通
.

事
,
不久便承办该茶栈

,

获利颇多
。

于是
,

他将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资本
,

投向英商公

正长江轮船公司
,

被洋商推举为该公司董事

之一
,

兼做荣泰驳船公司生意
。

1 8 7 1年
,

和

生祥茶站停业
,

他又改 任 扬 州 宝记盐务经

理
,

1 8 7 4年
,

他受英商太古洋行雇用
,

为该行

开办轮船公司
,

任
J

偿
.

经理兼管栈房
,

并沿长

江各主要商埠
,

开设为太古洋行服务的太古

昌揽载行
,

同时还 在牛 庄
、

汕头 各 口开设

“
北永康 字号

” , 采 购 关 东 豆
.

货
,

运往汕

头
,

转 向 香 港 出口贸易④
。

为 了 吸 收 社

会游 资
,

他还在上海开设了恒泰钱庄⑤
。

直

到 18 8 2年 4月初
,

郑观应正式脱离太古洋行
,

才结束了他历时二十二年的买办生涯
。

郑观

应在其买办活动中
,

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
,

因而倍受外国雇主的青睐
,

实际上他为外 国

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起了桥 梁作用
。

当郑观应还在洋行充任买办时
,

他就已

经参与了洋务主持的
“

官督商办
”
的活动

,

女汗

参与上海织布局 的创办
,

担任上海电报局总

办等
。

他之所以 参加洋务活动
,

一尼由于他

与北洋集团一些宫僚有私 交
, 二是由于他的

精明强干早就引起了洋务派头子李鸿章的重

视
。

所以
,

当1 8 8 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的合

同即将期满时
,

李鸿章通过 唐 廷 枢 小 李 金

铺等人转告
,

希望他脱离太古洋行
,

参加轮船

招商局的工作
。

当时
,

虽 然 他 心 情十分矛

盾
,

但经过一番斗争后
,

终于在这年四身脱

离了太古洋行
,

进入上海 轮 船 招 商局任会

办
。

至此
,

郑观应 已不具备买办身份
,

而成

了经办洋务企业 的重要人物
。

这也是他入生

道路上的一大转折
。

尽管人们对洋务迭动的

拭凡
·



评价不一
,

但郑观应投身于中国人 自己创办

的企业
,

毕竞是一 大进步
,

并且成为他转化

为民族资术家的垂要条件之一
。

郑观应在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后
,

对采

用什么形式经办企业有过不同的主张
:

先是

积极佣护
“
官督 商办

” ,

有时主张
“ 中外合

办
” ,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 他亲身体

会到
“ 商办

’夕

才是有利于发展民簇工商业的

途径
。

因此
,

他在企业中竭力代表和维护商

股的利益
。

不仅如此
,

他还把自己积累起来

的资术投 向
.

近代企业
,

在近代工业 和交通运

输业的许多企业中
,

都有他的投资
。

他积极

主张商办和对民族资 才; 企 业
“ 无 不入吟相

助刀 ⑥的行动
,

从理论
_

h和实践上表明他已

经完全转化为 民族资本家
。

在近代中因历史上
,

有的买办或商人积

累起了财富
,

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资烤二投向近

代企业
,

而是把资金转向农村购买土地
,

成

为新的财东
。

郑 现应 则不同
,

他不仅投资于

近代企业
,

而且还利用自己在企业界 f l\J 威望

大量沼商集股
,

在经营的企业中维护民族利

益和商股利益
,

逐 步具备了民族资木家的性

格
。

刀卜么
,

郑观应由买办转化为民族 资水家

的思想
一

姚础是召 么呢 ?

第一
,

郑 现应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热

“
外国税 华货进口 甚亚

,

中国税洋货进口求

其轻
,

华人商于西国者
,

按名纳款
,

岁有常

规
,

洋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
” ⑦

。
、

郑观应后来

为 《 三蔑世危言 》 作序时曾回 亿他青年时代的

心情
: “ 庚 巾之变

,

目击时艰
,

凡属 巨民
,

声不砒裂
”
骨 , {万对列强对 中华民族的欺凌

烈的爱 }}找么飞感
。

社
:

沦找峨下问题时
,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

他走 仁关办道路门 背 景
。

香山 县 离广州很

近
,

邪: 尸 , ,

钱价流后那是通商之地
,

所以许多

人部成 犷当
, l

州 J 天办
,

香山亦 称为
“ 买办之

一

乡
” 。

那况应灼权
`

二认 大哥和一些姻亲都是

买办
,

二这班人犷
l

公形响
,

家垅贫寒的郑现应
·

奉父命设奔亲友
,

这 说明郑观应是在特定的

环魔
一

厂选 {毕犷买办 :丈一积业的
`

郑观应在外国洋行充任买办期问
,

逐步
`

认清了外国六本主义烈强的侵略罪行
。

对于

j 扣外负易上的不平等
,

郑 观 应 极为 愤慨
:

和活政府雨擒败无能
,

青年郑观应气愤到了

“ 既裂 ” 的程度
,

说明强烈的民族意 识和热

烈的爱国情感在他身上占着主 导地位
。

正因为他
“
愤硬族之要 求

,

惜 `;“ 华 之

火从 … … 感激付
「

井
,

软欣不能
一

日济
’ (
毖

,

所

以产生了救国救 比的爱 国
:

L 义 拣思
。

他认

为
,

要挽救民族危机
, “

防外 侮 王 于防内

患 ” L
。

在他看来
,

安做到 自强
,

首先要兴

办实业
,

以便 同外 国列强展开商战
。

因此
,

当洋务派 以
“
自强

” 和 “
求富

”
名义办起洋

务企业时
,

他认为是救国的好办法
。

第二
、

郑观应具有发展民恢经济
、

以商

战对商战的 巳想
。

郑观应认为
: “

欲安内镶外
,

亚宜练兵

将
,

制船炮
,

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
, 讲求泰

西士
、

农
、

工
、

商之学
,

以无形之战以固其

术
”

@
。

这就是说
,

欲御外侮
,

必须形战与

心战并举
,

但相比之下
,

心战更为玉要
,

因

为
“
兵之吞祸人易觉

,

商之拮克弊国无形
。

我

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从
。

L “ 与外人通商
,

无形之侵伐也
,

吃亏之处

比割地岁币尤甚
。

谋 国者而不思所以御之之

法
,

如之何共可也 ? ” L所以
,

郑观应强调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L

为了发展民族商品经济
,

郑观应首先强

调生产资料的生产
。

他说
: “ 论商务之厚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 宜设专厂制造机器
” L

。

说明他认识到了

生产资料的生产对于商品生产的决定意义
。

他 曾说
: “
农牧为工本

,

工是商之母
” L

.

这表明
.

,

他比较明确卿必
、

工业
,
商业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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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

虽然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他不

可能作出
“
生产决定流通

” 的理论概括
,

但

已具备了这种朴素的思想
。

由此
,

他在强调
“ 决胜于商战 ” 时

,

尤其要 “ 以工 翼商
” ,

使工业戍为商业的后盾
。

为了发展民族商品经济
,

他主张学习西

方的先迸科学技术
,

以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

质量
。 “

夫称制胜于人者
,

必知其成法
,

而

后能变通
,

能变通而后能克敌
。 ” L郑观应

认为西方
“
萃数国之人才

,

穷百年之智力
,

掷亿万之资财 , L得来的 “ 成法
” ,

中国人

完全可以接收过来为我所用
。

他还以 日本向

西方学习而强盛起来为例
,

说明向西方学习

的重要性
。

由 J七他提议 觑 译 西 方有用的书

籍
,

烦行于天下
,

广 没书院
,

使 “ 人人皆得

而习之
” L

。

上述
二

仅明
,

头卜观应从张烈的爱 国情感出

发
,

彩飞极主张发展民族 万屏
,

经济
,

与外国侵

略者决胜
一

于 “ !匆战 ” ,

以达到自强救国的目

的
。

正因为池有这种思想 吮拙
,

所 以他寄希

望于发展民族企业
,

因而他由买办向民族资

本家的转化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

第三
,

郑观应花 经办 近代 企业 的实践

中
,

逐步少
’
“

生了自由发展资小主义的思想
。

值得人们深毖约一个问题是
,

为什么郑

观应在结束买办生涯
、

投 身 于 洋 务运动之

后
,

又站到了民族资不家的立场上 ? 回答是

这样的
:

让会心理学的群体原理认为
,

一个

人归属」二 J斑一样体
,

是 因为他的 匕想
一

与群体

思想体系讨
:

一

认识上的推术一效
,

而他脱 离某

一群体
,

则足 二者发生冲突不{ {矛后的必然结

呆
,

依据这一 原理
,

我们认为
,

井p观 应 为最

终转化
,

是他在实践中逐渐产土 J
’

自山发展

资本三仁义的思思
。

首先
,

郑观应发现凡是冠以
“ `

言” 字的

企业
,

都存汪着封建衙 门式的扮理
、

贪污巾

饱
、

安插亲信
、

人浮于事等严重弊端
。

由此

他 得出结论
: “

官督商办
”
不仅不能护商

,

反而是
“
病商

” 。

他在 《 商务 》 中指责
“

官
,

对近代企业
“
但有困商之虐政

,

并无护商之

良法
” L

, “
未能惠工恤商

”
@

。

因此
,

他

对各种形式的官办企业失去了希望
。

失望之余
,

郑观应认为
,

由民间设厂
,

改归商办 才是
_ _

仁策
。

他 在 《 船 政 》 篇中写

道
: “

开犷之事
,

似宜商办
,

而官为持
” 。

所谓 “
官为持

” ,

就是官要为商服务
。

他还

向清政府建议
: “ 凡通商 口岸

。

内省咬地
,

其应兴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位
、

纺织
、

制

造之处
,

一体准民问开设
,

无所禁 l仁
。 ;戈集

股
、

或 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 以 商 贾 之道行

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L

。

这一建议
,

既

大胆又彻底
,

是郑观应 自由发展民族资本主

义思想的系统反映
。

其次
,

郑观应认识到
,

要发展民族工商

业
,

必须实行政治改良
。

在这个问题上
,

他

与李鸿章等人发生了尖锐分歧
。

李鸿章等人

坚决维护
“ 三纲五常

” 的论理道德
,

认为封

建专制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

而郑观应则

通过洋务运动 的 实 践
,

得 出了
“
政治不改

良
,

实业难兴盛
” L的结论

。

为此
,

他提出

左中国设立议院的主张
, “

苟欲安内攘外
,

君国子民持公以永保太平之局
,

其必 自设立

议院始矣 ! ” ⑧
。

他指出
,

在美国
、 、

日本实

行君主立宪都有明显的成效
,

在 中国
“ 而犹

谓议院不可行哉 ? 而犹谓中 国 尚 不 可亚行

哉 ?唁 ! 俱矣 ! “ L郑观应改良政治的主张
,

意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鸣锣开道
,

是其自由

发展 资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
。

第三
,

在对外关系上
,

郑观应要求改变
“ 守订和局 ” 的政策

,

维护民族尊严
,

维护

民族经济利益
。

洋务派官僚是主张
“
守订和

局 ” ,

承认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

等条约
,

维护列强在华权益的
。

他们认为中

国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应该是
“
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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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笃
、

敬
” 。

曾国藩认为
, “

显违条约
,

轻弃诺言
,

而后为失信也
。

即纤悉之事
, “频

笑之间
,

亦须有真意
。 ” L具有爱国情感的

郑观应
,

他对清政府与烈强签订的不平等条

约给予了坚决遣责
。

因而他主张重订条约
,

以维护民族权益
,

为自由发展民族商品经济

求得平等竟争的条件
。

第四
,

郑观应最终 与洋 务派 群体 相脱

离
,
还由于他与洋务派官僚的社会地位和社

会角色不同
。

李鸿章等人是 清 朝 的 封建大

巨
,

洋务运动的实权派 ; 而郑观应除了其企

业家的属性外
,

又 属 于洋 务知 识分子的群

体
,

突出的是他 的理论建树
。

李鸿章等人身

居显位
,

思想的总趋势是稳定和保守 ; 郑观

应的地位却相对卑微
,

他有感于民族危机的

日益严重
,

著书立说
,

探寻着救国救民的方

法
,

思想具有活泼性和开放性 , 李鸿章等人

西学知识贫乏
,

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
,

很难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 , 而郑观

应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
,

积累起了较丰富的

西学知识
,

并逐步接受了西方 资产阶级的政

治和经济思想
。

于是
,

郑观应便和洋务群体

规范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
,

导致最终和

洋务派分道扬镰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

上述说明
,

郑观应在实践中形成的 自由

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

与洋务派的群体规范

相矛盾
,

结果便促成了他的完全转化
。

第五
,

郑观应接受了
“
变易

”
的哲学思

想
。

“
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 ,

这是 中

国古代哲学思想家的著名命题
。

由于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
,

郑观应接受并形成了
“ 变

易
” 的思想

。

他在 《 盛世危言 》 的自序中指

出
: “

易曰
`

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 。

虽有智慧
,

不如来 势 , 虽 有 磁 基
,

不如待

时
。 ”

@ 在 《 论公法 》 篇中
,
他指出

, “
夫

天道数百年大变
,

数十年小变
” L等

。

由此可见
, “

变易
”
观念构成了郑观应

认识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既然郑观应认

为
,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势的不同

而在不断地发生着
“
变易

” ,

那么
,

随着中

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
,

郑观应由买办而投

身于洋务运动
,

最后又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

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行为
,

也就不难理

解了
。

注
:

( 1 ) 关于郑观应的卒年代
,

在史学界说法不

一
。

这里采用夏东元的说法
。

见夏东元
: 《 晚清洋

务运动研究 》 第2 27 页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 9 8 6年第 1

版
。

( 2 ) ( 4 ) 郑观应
. 《 盛世 危言后编 》 第8

卷
,

第 4 2页
。

( 3 ) 转引自夏东元 《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 》 第

忿7。页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 9 8 5年第 1版
e

( 5 ) 郑观应
: 《 盛世危言后编 》 第10 眷

,

第

.
犷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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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谷 良

关于卢梭评价的几个问题

让
。

雅克
·

卢校是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

启蒙思想家
,

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他的
咨

恩想对法国大革命起过重 大 的 指 异作

用
,

对后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很

大影响
。

本文拟对卢梭的生平和政治思想中

的几个问题
,

谈点自己的看法
。

卢梭的一生坎坷不平
,

经历 过 长 期 流

浪的生活
。

成名以后
,

仍一直过着清贫的生

活
,

始终保持独立不羁的人格
,

不与封建统

治者同流合污
。

这些情况
,

本应激起人们的

同情和钦敬
,

但有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却借

此攻击卢梭是
“
假禁欲主义

” ①
。

让我们简

述一下卢棱的生平
,

以弄清事实的真相
。

卢梭出生于 日内瓦一个钟表匠 的家庭
,

自幼丧母
,

十岁时
,

父亲被迫离家出走
。

卢

梭从小过着寄人篱下和漂泊无定的生活
。

十

三岁起
,

他在一个性格暴庆的雕刻匠店里当

学徒
,

受尽了惩罚和折磨
。

他酷爱读书
,

手

不释卷
,

常被师傅窥见而遭受毒打
。

十六岁

那年
,

他 因不堪虐待
,

终于弃职而逃
,

开始

聚米 米米 米义 兴只米米 义 滚兴米 米 米 兴米浓 米兴 米兴 米米米 义义 米米只 兴米 浓米米 米火 兴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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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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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盛世危言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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