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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地位

刘石吉

郑观应 ( 1 8 42一 1 992 ) 同近代许多著名的买办

商人及改革派人物如唐景星
、

徐润
、

孙中山
、

容

阂一样
,

都是广东香山人
,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与

西方接触的地区之一
。

郑观应幼读诗书
,

且曾一

度参加考试
,

惟
“

年十七
,

小试不售
,

即奉严命

赴沪学贾
,

从家叔秀山学英语
” 。

秀山为一买办
,

观应旋入英商宝顺洋行供职
,

宝顺倒歇后
,

仍留

沪经商
,

历任和生茶栈
、

和生祥茶栈
、

公正轮船
、

荣泰驳船公司等职
,

皆与洋行业务有关
。

18 73 年受

聘为英商太古洋行之买办
,

18 8 2年离开洋行
,

任李

鸿章所创办之轮船招商局帮办
、

会办
。

郑氏虽久

任职洋行
,

但对国家局势始终关怀
,

能利用与外

人接触之经验
,

及在 上海阅读新刊书报之机会
,

益以本人之观察运思
,

形成一套救时方案
,

也成

为近代杰出的改革派思想家
。

硕学买办郑观应的思想最鲜明说明了买办对西

方作出反应的方式
,

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革方

案而名噪一时
。

从文化思想上说
,

郑氏可能不是

一个典型的买办
,

他是当时最进步的改革家之一
。

从他的主要著作 《救时揭要》 ( 18能写成 )
,

《易

言 》 ( 1 8 7 1写成
,

1 8 8 0出版 )
,

《盛世危言 》

( 1 8 9 3发表 )
,

可以体现出来
。

此外
,

还有诗集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及 《盛世危言》 的两个续

篇
。

《盛世危言 》 曾呈给光绪皇帝
,

光绪命令总

理衙门刊印分发给各官员
。

此书在戊戌维新运动

之前风行一时
。

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喜欢的读物之

一
,

也大大影响孙中山 18 9 4年 《上李鸿章书》 中的

主要思想和文句格式
。

此书内容之广泛性与深刻

性
,

在当时同类著作中实无可比拟
。

郑观应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

又是民族资本家和

改良主义者
,

兼为洋务企业的要角
,

所谓
“
一身

四任
”
者

。

对这样一位超越时代的先驱人物
,

前

贤的研究论述 已多
,

均具体而深入
,

其成果可说

丰硕美满
,

实在很难再作突破创见
。

就笔者所见
,

夏东元教授是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专家
,

特别是他

大量利用上海图书馆有关郑观应的未刊资料及盛

宣怀档案资料
,

完成了郑观应全集及传记的整体

研究
。

海外学者刘广京
、

日籍学者市古宙三教授

对 《易言》 的探索介绍及深入研究
,

美籍学者郝

延平教授对买办商人及郑氏的专题论述
,

均有甚

多创意与价值
。

其他国内外相关研究则不胜枚举
,

本研讨会相关论文多已提及
,

此处不再重复
。

这

里仅就郑氏在近代改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

从一

个较宏观的视野
,

略作比较及综合的诊释与评价
。

中国近代的
“
商战

”

观念最早见于 18 62 年曾国

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函中
,

尔后李番
、

薛福成相

继
一

于 18 7 8
、

8 8年提及
,

直至晚清
,

盛宣怀
、

刘铭

传
、

康有为
、

何启
、

胡礼垣
、

王韬
、

梁启超
、

谭

嗣同
、

汪康年
、

徐勤
、

麦孟华
、

严复
、

张睿等朝

野人士均有论及
,

至 19 17 年更有黄炎培 《中国商战

失败史》 出版
。

但其中最有系统提出的是郑观应
,

在 《盛世危言》 中有专论商战 2篇
,

商务5篇
,

商船

2篇
。

郑氏揭集
“
富强救国

” ,

主张
“
兵战

”

不如
“

商战
” ,

以为国家设公使领事
,

议订条约
,

实
一

切为本国商利而设
;

主张
“
大开门户

” 、 “
万

国公共商场
” ,

但法权操之在我 ; 以为订定海关

税则为当世各国关权公例
,

反对
“
利益均沾

”

之

最惠国待遇
,

呼吁收回利权
。

另一方面
,

他主张

开设农工商专门学堂及驾驶学堂
,

各使人材日出
,

百艺俱兴
,

税 由自理
,

庶几漏危可塞
,

富强可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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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主专厂制造机器
,

改造土货 ; 力主仿西法创设

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 ( 189 6年盛宣怀奏请创立中国

银行
,

其制同砖郑氏所议 )
,

又论及国债之发行

及货币行钞之便行
。

更首议创设商部 ( 19 0 3年实

现 ) 于六部之外
。

他强调
“
恤商

、

助商
、

保商
、

护商
” ,

一再认为政府应主动争利
,

主张充实
“
商

智
” 、 “

商术
” ,

议创格致书院
,

为商人辟科考

之途
,

重视商人教育
,

提高商人地位
。

他不但是

晚清买办商人中最有经济民族主义思想者之一
,

也是近代中国商人中
,

能使本阶级的思想观念合

理化的第一人
。

晚近学者论述发展中国家近代化的过程
,

一般

认 为 第 一个 层 次 大 致表 现 在技 术 的近 代 化

(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 M o d e r i z a t i o n )
,

再进入第二层次

制度的近代化 ( I n s t i t u t i 。 n a l Mo d e r n i z a t i o n )
,

最 后 达 到 意 识 形 态 的层 次 ( 工 d e o l o g i c a l

Mo d e r n i z a t i o n )
。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

郑观应对于

改革制度的主张
,

有其时代的进步性
。

他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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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不是早期
“
师夷长技

以制夷
”

论者
,

也不似洋务派中体西用论者 ; 他

对政治制度议会政体的主张
,

比清末革命派与立

宪派的言论更早
,

也可能更为稳健
。

他已经脱离

了鸦片战争以来有关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及早期

“
船坚炮利

” ,

发展军用工业的主张
,

而进入到

制度变革的范畴
。

其显著特色是对议会制度和商

业
、

工业的极端重视
。

在早期著作 《易言 》 中首

度提出这一概念
,

而 1884 年中法战后
,

他更明确地

建议政府设置议会制度
,

这 t匕9 0年代汤震
、

陈虫L更

为先进
。

他建议引进国际法
,

主张强硬的国家主

义与谨慎的对外政策相结合
,

也向中国传统某些

价值观念
,

如家族主义和官吏的职责万能等提出

挑战
。

清末知识分子本于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思想

中
,

可以自强运动的过程来试作分析
,

它可以说

是一系列由
“
求强

”

至
“
求富

”

的过程
:

从早期

的讲求
“
船坚炮利

、

垒固兵强
” ,

注重军用工业
,

到发展工商业
,

普遍兴建机器局
、

纺织厂
、

铁路

等民生工业的主张
,

郑观应的富强救国与富民思

想亦不外于此
。

但郑氏在他的著作中
,

更以充满

人道主义的感情
,

生动描绘 了当时的社会弊病
,

特别指出缠足
、

文盲
、

不人道的滥刑监禁及农村

贫穷惨况
。

他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
,

包括济

贫
、

社会慈善福利
、

社会风气改造
、

流民犯人的

劳动改造
、

女权
、

女教
、

工业化及农业和法律的

改 良等
。

或许我们可以说
,

郑 氏己有了社会主义

改 良思想的初步雏形
,

这在近代 改 良思潮
“
求

强
” 、 “

求富
”
至

“
求均

”

的历史脉络中
,

应该

有其一定意义
。

夏东元先生说
, “

郑观应是把君主立宪的政

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
,

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的
。

这两根杠杆实

际上就是民主与科学
。

… …在他的脑子里己孕育

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胚胎
。 ”

早期的改革派思想

家如魏源
、

梁廷榕
、

冯桂芬
、

洪仁歼对此有一些

含糊的思想
,

但郑观应无疑是较早提出在中国实

行这种政治改革的思想家
。

这是很确当的评价
,

也是郑观应以后世世代代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

分子所应反思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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