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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生 人 格 的 现 代 转 型
———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

贺　立　华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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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00 多年前的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他的“兵战不

如商战”思想, 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
是商战的出色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 他的“君主
立宪”“设议院”等一系列改革主张, 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 提

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 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对郑观应的深入研究,将为知识界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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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 如果忽略了郑观应, 将会

缺少一个耀眼的光环。郑观应,这位百年前启蒙文化先驱

者的思想至今仍然闪射着生命的光华, 他的《盛世危言》 ,

他的发聋振聩的言语,他出色的商战行动所表现出的实践

精神,打破了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 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

传统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有宝贵的价值。
古老的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就是要以西方工业

文明发达国家为参照,变落后的中国农业社会为先进的工

业社会,变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型, 离不开人

的转型,离不开人的观念思想的变化。郑观应正是一个由
封建文人向现代文明完成转型的光辉范例。

1　郑观应是第一个颠倒了中国有史以来“士农工
商”的职位序列的知识分子, 他放胆抬高了“商”的地位, 而

且身体力行弃文下海经商。
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士”的地位是最高的,“商”的地

位是最低贱的。但,历史给中国开了个大玩笑, 正是被中

国传统所不齿的外国商人敲开了东方帝国固若金汤的封

建城堡;历史也给饱读诗书的郑观应提供了一个机会, 使

科举落第的书生郑观应变成了新型商人郑观应。作为新
人郑观应,同样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情怀, 但他高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地方是,他认为治

国平天下,并非只有作官一途,保卫国家, 抵御外侮, 领兵

打仗固然重要,但国家的强盛最终靠的还是实力。他认为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国家真正富有了, 国力才能强盛, 经

济上强大了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样, 就有可能“不战而息

战” ,不战而胜。他认为, 工商业的发展, 不仅可以有钱使

军队具有先进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工商业可以不动刀枪地

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不动声色地攻城掠地。他以“兵”
“商”相比, 而把发展工商业看得如此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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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故得以一言
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 (P586)郑观应以开阔的国际

文化视野, 以忧国的痛心和爱国的热望,提醒国人,要立足

于世界,必须靠有力的商战。 郑观应颠倒了中国职业序
列,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商”的地位抬高到富国强兵的

高度, 真可谓石破天惊了。

2　郑观应的可贵在于他并非是一般的论说“商战”
的重要, 而是身体力行,弃文下海, 从工经商。他力倡西学
引进技术造机器办工厂, 他创办交通 、电讯 、航运 、铁路事

业, 发展煤炭 、金属采掘冶炼工业;为使工商业顺利发展,

他倡办“银行” 。他认为企业官办不如民办, 他熟练运作股

份制企业, 一开始他就解决了所有制革命的问题。
他几乎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体会了一遍, 每

一个步骤都有周密的考虑, 每一个行业都有科学的总结,

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战体系 。

中国读书人历来有“坐而论道”务虚不务实的习气。
郑观应却是另类读书人, 他不仅具有“论道”的见识和笔
力, 更具有注重行动实践的务实精神和卓越的才能, 他不

仅能说出一种新文化,而且能够身体力行, 去做出一种新

文化。这种做出一种新文化之所以更为重要,就在于唯有

如此方能成就一番彪炳千秋的事业。行动 ,务实, 这恰恰

是中国读书人最缺乏的精神, 更可笑更可怕的是中国的读

书人对自己只会务虚不会务实的劣根不以为耻, 反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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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至今依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 ,郑观应的实

践所体现出来的行动改革学的意义和价值, 也许大于他

《盛世危言》论道的启蒙。

3　破皇权,倡科学民主自由;看破了中国商战无能
的本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

集中代表郑观应的独立精神和改革思想的论述是《盛
世危言·自序》中的话:“乃知其治乱之源, 富强之本, 不尽

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 教养得法;兴学校, 广书

院,重技艺, 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 化瘠土

为良田, 使地尽其利;造铁路, 设电线, 薄税敛, 保商务, 使

物畅其流。” [ 1] (P233—234)实际上,郑观应是在为封建的中国勾

勒一幅政治昌明人尽其才 、经济发达地尽其力 、市场自由
物畅其流的美好的蓝图。

郑观应的深刻,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商战的重要和制定

出商战的策略,还在于他看到了影响商战的症结是中国的

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他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愤然指
出:“政治不改良, 实业万难兴盛” 。他认为, 要发展科技,

发展工商业,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 建立新的适合资本

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 也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议院制度,

开设议院,实行立宪。这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之前放胆攻击
皇权,要求中国实行议院制的第一个中国人。郑观应并不
是空论议政,还提出了一整套内政改革的保证措施, 如吏

治 、教育 、用人 、刑法, 办报 、盐务 、漕务 、治河 、旱潦 、救灾 、
济贫等等方面,他都有周密详尽的论述。

对于官吏 、议员的选拔, 他主张民主“公举” ,反对清政

府的任命“保举” ,也反对清政府的“易地服官”制度。他认
为“保举”的弊端容易造成贿赂徇私;“易地服官”并不能杜
绝徇私, 反倒因为“人地生疏, 休戚无关, 肥瘠莫问” , 形成

了“官见民而生憎, 民见官而生畏, 名为民之父母, 实则民

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
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 [ 1] (P382)郑观应认为,

“法之善者莫如公举” , 因为只有民主选举出来的人, 才能

人心信服,才能“安百姓” 、“利地方” 。
对于议院制度,他认为必须搞好吏治内政, 官员要年

轻化, 工作要高效率, 要作到“年老让贤”和裁减“冗员” 。
如对于冗员,他说:“国家设官分职, 原所以治民保国, 使各

有所职, 而百事具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 复何取乎多

人?”“国家多一冗员, 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 民膏

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 [ 1] (P457)

对于言论,他认为应确保君民沟通, 使人民有参政议

政的机会和渠道,这样才能搞好君主立宪下的议院制。郑
观应认为, 广办日报是民隐得以上达的好办法。有了日
报,“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 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

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 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

引伸, 撰为论说, 使知议员之优劣, 政事之从违。” [ 1] ( P345)这

是很好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治国安民。

4　学贯中西的学识, 富国强兵的忧患意识, 切合国

情民意的务实策略,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的斡旋能力, 构成

了郑观应新型中国知识分子练达人格的多侧面。
郑观应是主张推行西学的, 但他反对西化, 他非常看

重自己民族的文化, 他说:“虽然,从事西文西学固为知几

之士,识时之杰。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 而后能

融会中 、西之学,贯通中 、西之理。若蹈浮薄少年之习, 略

识洋文,略谙西语, 便诩诩然 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

不足学, 不必知, 弃若弁髦, 视同疣赘, 则非余之所敢知

也。” [1] (P285)

是否可以这样说, 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就没有慷

慨悲歌《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了他济

天下 、救苍生 、忧国忧民的情怀, 正是由于这种情怀, 才使

他走上了发展工商业 、富国强兵的儒商道路。
他从西洋文明中提升了救中国的眼光 ,他也从民族文

化中汲取了济世的智慧。例如, 郑观应在阐述自己的改革

思想时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托古改制”之法 ,从传统文化中

寻找有利于变革的思想内核, 他这样说:“《易》曰:̀穷则
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千古无不敝之政, 亦无不变之法。
……株守成法, 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 是欲南辕而北其

辙耳, 其何裨乎!” [ 1] ( P301)例如,郑观应在力倡办报议政的时

候, 他仍然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经验教训, 以史为鉴, 言

说当今办报议政之必须, “古之时, 谤有木, 谏有鼓, 善有

旌, 太史采风,行人问俗, 所以求通民隐 、达民情者,如是其

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 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 、
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 天下并起而亡之。汉 、魏而还,

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 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

中原陆沈之祸。唐 、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 、侍御诸言官
以防壅蔽, 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

未也。欲通之达之, 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1] (P345)

这些论述, 显示了郑观应的博古通今的学识, 也显示

了改革运作的智慧。
西学的文明提升了郑官应的思想境界 ,而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浸润了郑观应的人格精神。孔孟之道的“仁爱”
“和为贵” , 使他广结善缘,使他有很强的亲和力, 使他常常

化干戈为玉帛, 开创柳暗花明的局面;孙子兵法的知己知
彼, 使他习于商战,使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说,诸子

百家之说都能为他所用, 用起来得心应手。
郑观应通晓西洋政治经济, 而又谙熟清政府统治的中

国国情。经过反复比较研究, 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改革
方略。在今天一些学者看来, “君主立宪”制似不如“共和
制”更为先进,“改良”不如“革命”更为先进。历史不能假
设, 但我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却是更符合中国国

情民意, 更利于连通政府和广大百姓,更易于操作行施, 更

易于不动声色地消解封建专制与独裁, 会付出最小的代价

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郑观应既作洋办, 又作中办, 既搞经济 ,又搞政治, 既

忧民, 又助君,既连结商民百姓, 又连通官府要员, 既有文

功, 又习商战,既务虚, 又务实,他将学者的智力 、政府的权
力 、企业的财力,多力合一,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瓦解中国

的封建专制, 推进中国的改革,推动资本的滚动发展,致富

致强, 抵御外侮,拯救中国。期间, 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学识

综合才能 、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出色的社会斡旋才能。
细检中国历史, 知识分子名流如云, 但似郑观应这般

中与西 、知与行 、启蒙与行动, 如此和谐结合, 人情世故如

此练达, 学问实业如此卓越者, 实乃罕见。 难怪郑观应的
思想和行动, 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孙中山, 也深深感染和

影响了毛泽东。对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当为知识界提供重
要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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