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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的加深，中国的

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不少仁人志士著书立说，探求巩

固边防之策，郑观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史学界对

郑观应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多有研究，但对他的

边防思想则未予足够重视。本文试图从郑观应边防思

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历史评价三个方面

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郑观应边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古人云：“备边足戍，国家之重事”。边防是国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整体安全利益在边疆防务上的

体现。总的来说，郑观应的边防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蒸蒸日上、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积贫积弱导致边防

危机空前严重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迫切要求扩大

海外殖民地。郑观应指出：“迩来欧洲数十国立约通商，

此来彼往，动多事变。于此而欲求控驭之方，尽怀柔之

道，夫亦未易言矣。盖欧洲各国外托辑和，内存觊觎，互

相联络，恃其富强。”（夏东元编：《郑观应全集·论边

防》，%%+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时，法国把侵略矛头指向越南；英国侵略势力深

入泰国、缅甸；日本侵略朝鲜，吞并琉球，并觊觎台湾。

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的宗藩

关系发起了挑战。郑观应正视中国边防所面临的形势，

严肃指出：“由此观之，举凡藩属要荒，半为外邦侵占，

藉此窥伺中原，积久生变，遂可长驱直入矣。”（《郑观应

全集·论边防》，%%# 页）在这种形势下，“若中国返其

积弱，将中立以伺西人之短长；倘中国不能自强，将效

尤而分西人之利薮。眈眈虎视，不可不防。”（《郑观应全

集·论边防》，%%+ 页）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后，

边患接踵而至。郑观应敏锐地指出：“自古以来，皆有边

患⋯⋯似今日边防易于措置，而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

海外诸邦也。”（《郑观应全集·边防一》，--+ 页）“夫中

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

也。”（《郑观应全集·论边防》，%%# 页）五口通商的设

立，英占香港，葡占澳门，使中国门户洞开。为了保家卫

国，郑观应“所冀当道诸公励精图治，凡有利于军务国

政者，一洗因循观望之习，而立长驾远驭之方，毋使环

而相伺者之得狡然以逞也。然而留心防御，尤须全局统

筹。惟能洞烛与几先，庶不待弥缝于事后耳。”（《郑观应

全集·论边防》，%%# 页）

基于上述认识，郑观应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边防的

文章，阐述其边防主张，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边防

观。

二、郑观应边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为了加强和巩固边防，郑观应审时度势，提出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策略。

第一，提出了加强边防的主要措施。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敌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夷

夏之防”观念已转变为“中外之防”。据此，郑观应认为

中国防务“今日所最要者约有三端：一在广造水雷，多

制铁舰，训练水师，以资战守也；一在划清疆界，载诸和

约，以免侵占也；一在遣使属国，代为整顿，以资镇抚

也。”（《郑观应全集·论边防》，%%( 页）也就是说，要巩

固边防，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保证；同时要有坚强

的决心，严守疆界，稳定周边藩属国。郑观应进一步指

出：“夫控远为筹边之要，自强即不拔之基，因时制宜，

有备无患。将见振中原之旗鼓，壁垒日新；靖寰海之烽

烟，梯航云集。则升平之治旦暮可期矣。”（《郑观应全集

·论边防》，%%. 页）

第二，指出了防务的重点在塞防。

郑观应在甲午战前相当重视海防，甲午战后转而

主张以塞防为主。为此，他指出：“间尝盱衡时势，综览

坤舆，而知今日之防边尤重于防海。以常理测之，海属

外，陆属内⋯⋯故陆路为天下之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

极重。”（《郑观应全集·边防一》，--+ 页）来自海上的

近代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依靠的正是

其坚船利炮，郑观应却坚持“防边重于防海”，这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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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昧于时势、囿于陈见呢？郑观应产生这种认识，自

然有他的理由。他认为“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

戈，其必由陆不由海也，无疑义矣。盖海战虽各国所长，

然必远涉重洋，又不能于海中长较胜负，相持既久，仍

须登陆，孤军无继，此危道也⋯⋯故中国之防务，防海

尤可从缓，防边实为要图。”（《郑观应全集·边防一》，

%%" 页）郑观应轻视海防，难免有失偏颇，但他毕竟认

识到在当时中国水师落后的条件下，中外之战最终还

是要通过陆战解决，从而强调边防的重要，所以仍有一

定的合理性。

第三，制定了对外防御主要对象的策略。

起初，郑观应把沙俄作为防御的主要对象。这是为

什么呢？他看到俄国与中国边界线最长，沙俄统治者领

土野心最大，历史上掠夺中国土地最多，所以他认为：

“盖俄人包藏祸心，匪伊朝夕，为我边患亦已数见不鲜

⋯⋯近来造西伯利亚铁路，由彼特罗堡直达珲春。今俄

人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

俄宜先也。”（《郑观应全集·边防一》，%%" 页）郑观应

可谓一语中的。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驻华公

使伊格纳切夫就曾狂言：“中国和俄国交界长达七千俄

里，俄国比任何一个别的海军强国，都更容易随便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中国给予强有力的痛击。”（布克思

盖夫登：《&’($ 年北京条约》，#$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联合法、德两国，要求日

本归还辽东半岛。因干涉还辽“有功”，清朝视沙俄为

“恩人”。在此情况下，郑观应改弦更张，转而把英国作

为防御的主要对象。他反思后认为：“曩尝论我国宜仿

‘远交近攻’之法，结英拒俄，同心力以巩边疆。今于中

日战后，始知英之不能为我援者。”（《郑观应全集·边

防六》，%)( 页）促使郑观应态度改变的直接原因是上

述“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郑观应从这一事件中看到，

“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英、美皆作壁上观，独俄人仗

义执言，邀同德、法，使日本还我辽东，复为我贷银作

保。虽俄有私意，安知我不能藉此自强，而遽听俄之自

取乎？况俄主尝对我使者言，请中国变法自强，以御外

侮。”（《郑观应全集·边防六》，%)( 页）另外，郑观应看

到了英国对华严重的经济侵略，以及日益猖獗的鸦片

走私，从中国掠走了大量的白银。所以，他认为“今日时

局之可忧，而亟宜措意者，恐不在俄而在英”，“为今变

计，莫若联俄以制英”（《郑观应全集·边防六》，%)%
页）。

郑观应还进一步说明了联俄的理由：“惟俄自画疆

遣使以来，世修和好，未改前盟，况今俄之所以待我者

独厚，东方之事，俄国大有造于我也，则我尤当乘此时

结俄以为援，亲俄以自固。”（《郑观应全集·边防六》，

%)’ 页）同时，“中、俄之势联，而后日人乃不敢肆其凌

侮，英、法亦不敢行其觊觎。”（《郑观应全集·边防六》，

%)’ 页）

当然，郑观应由主张防俄转而联俄，并非一味迁

就、俯首听命于俄国，更不是放弃对沙俄的防御。为此，

他明确指出：“总之，内有以结其欢，而外无所招其忌。

慎固边防，宣扬威德，即寓乎此焉。是亲俄正所以弭俄

也。”（《郑观应全集·边防六》，’$$ 页）联俄、弭俄的目

的都是为了巩固边防。对中俄边界，他主张“凡近俄疆

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顿，军营、戍垒必当焕然改观。而

于俄界买卖之处设立领事，以资保护，且加派采访。简

练戍兵、骑队，必用熟识俄语之华人。尤宜专设书塾，肄

习俄国语言文字，预以储他之用。”（《郑观应全集·边

防六》，’$$ 页）此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四，确定了边防的首要地区。

基于对外防御的主要对象是沙俄这一认识，郑观

应指出当时边防的首要地区在东北。因为沙俄正在修

建西伯利亚铁路，直抵海参崴。他认为“倘西伯利亚铁

路建成，则由彼国京都达我边界，调兵运械不过瞬息之

间。是其今日之东路已便于西路数倍，况我京师首善之

区，正居东北。故中国及今筹备防务，当先于东北之奉

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此亦先

难而后易，先急而后缓之道也。”（《郑观应全集·边防

一》，%%* 页）“边防之要着，固莫急于东三省矣！”（《郑

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

防边必先固边，郑观应明确指出：“欲固东北之边，

实以保朝鲜为第一策。”（《郑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郑观应因此得出

这样的结论：“朝鲜固则东三省亦固。是我保朝鲜仍不

啻自保边疆也。”（《郑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

那么，怎样才能固边呢？郑观应从军事、交通、通讯

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他指出：“且夫措置防务，

非可徒托空言也，非可狃于近效也。是宜添练防兵以联

声势，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运，增设电

线以灵消息。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垒。土垒者，防边之

急务也。”（《郑观应全集·边防一》，%%* 页）他认为东

北地区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今东三省，崇山

峻岭所在俱有，诚使扼其险要，多筑土垒，则进攻、退守

绰绰有余。”（《郑观应全集·边防一》，%%( 页）

郑观应指明边防的首要地区是东北，并非顾此而

失彼。他郑重其事地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

南、北、东、西几成四通矣。”如西南边疆，“滇中兵燹甫

军事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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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库藏空虚，倘不及早防维，一旦强邻入寇，何以应

之？是宜亟筹固滇之策也。”（《郑观应全集·边防三》，

&’( 页）为巩固西南边防，他提出以下具体举措：“夫滇

之永昌、思茅、蒙自，以及毗连缅、越各要隘，皆须镇以

良将，守以精兵，多筑坚台，广列巨炮，克敌制器精益求

精。”（《郑观应全集·边防三》，&’) 页）

此外，郑观应还指出了重视和加强西藏边防的重

要性。因为西藏与印度毗连，而印度早已沦为英国殖民

地。英国一直企图打开进入西藏的通道，便于其经济侵

略。所以，他认为“苟非刻刻提防，安不忘危，整顿边防，

开采各矿。西藏不保，蜀境岂能久安？”（《郑观应全集·

边防三》，&’) 页）

三、郑观应边防思想之历史评价

前已述及，郑观应的边防思想是中国边防危机空

前严重的产物。从其内容来看，郑观应的边防思想值得

肯定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其边防思想已属于近代边防思想范畴。

中国古代传统边防思想局限于“夷夏之防”，即所

谓“天子守在四夷”，这是传统的夜郎自大心理在对外

关系上的反映。所以在封建社会的前期，中国封建统治

者通过修筑万里长城，消极地防御外敌入侵，巩固边

防；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则通过维持与周边藩属国的

宗藩关系，希冀边防稳固。

郑观应的边防思想已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

而置于近代对外关系中。他在《论边防》之后，紧接着有

一专章《论交涉》。针对当时的中外关系，他认为“所贵

权宜应变，酌中用和，立一公允通行之法，庶中外遵守，

永远相安。”（《郑观应全集·论交涉》，**+ 页）

郑观应非常重视总理衙门等对外机构的作用，重

视这些机构中官员的选用。他指出：“倘有通西律，娴清

例，其人品学问素为中西所佩服者，大吏得保奏于朝，

给以崇衔，优其俸禄，派往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处

差遣。”他还进一步指出：“古今来良臣谋国，必深悉天

下之全势，各国之人材，敌情之险诈，知己知彼，乃能安

内攘外，远交近攻。”（《郑观应全集·论交涉》，**+ 页）

并具体提出“我中国欲仿远交近攻之法，宜速结英、德、

美以拒俄、日。”（《郑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

第二，其边防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性质。

对于列强侵华，郑观应予以坚决反对。他义正词严

地指出：“无论何国干我内政，损我主权，割我土地，不

可轻许。”（《郑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

郑观应深刻揭露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窃维

数十年来，西洋诸国竞知中国幅员辽阔，又有不争远土

之名，一遇界务交涉，鲜不为眈眈之视，意存蚕食者。”

（《郑观应全集·边防五》，&+# 页）面对边防的严峻形

势，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郑观应一再

主张变法自强。他明确地指出：“总之，立国之道在乎审

机应变，上下一心，得人行政，以图自强。若不自强，即

善结邦交为虚势以阻其外，而内力消阻，恐阻我者反而

噬我矣。”（《郑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若中国既

失藩属于前，又蹙边境于后，非特为邻邦所窃笑，亦恐

启远人之觊觎，殊非计也。”（《郑观应全集·边防五》，

&+% 页）

面对甲午战后列强环逼的危机局面，郑观应指出：

“我国亟宜变法自强，连衡御侮。”（《郑观应全集·边防

六》，’"* 页）变法与自强二者紧密相联，变法是为了自

强，要自强就必须变法，“然非变法不能自强，非富强不

能合从、连衡。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

订，公法可言也。”（《郑观应全集·边防六》，’"* 页）他

深知巩固边防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所谓“势强则理亦

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

（《郑观应全集·边防七》，’"’ 页）郑观应认为“即今而

言，边防已属焦头烂额之余，再作亡羊补牢计耳。明者

将嗤其晚，智者既诮其愚。虽然，晚而为之，不犹愈于不

为者乎？愚而谋之，不犹愈于不谋者乎？故筹边于此日，

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郑观应全集·边防八》，

’!) 页）

第三，其边防思想注意到发挥人民群众在巩固边

防中的作用。

郑观应在《论边防》中明确指出：“然斡旋大局，有

治法尤贵有治人”（《郑观应全集·论边防》，**( 页）尤

其值得肯定的是，郑观应在近代中国比较早地认识到

“民”的作用：“诚以民为邦本，国家大事必顺民心也。”

（《郑观应全集·边防二》，&’* 页）

不但如此，郑观应还提出了“兵民结合”的观念：

“况以民养兵，而兵可不溃；以兵卫民，而民可无忧。兵

民相依，人自为战，而边防安有不固者哉！”（《郑观应全

集·边防一》，&&) 页）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郑观应的边防思想存在

一些不足：一是对列强侵华本质缺乏充分的认识，“三

国干涉还辽事件”后，对沙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二

是没有把抵抗列强侵略与巩固边疆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是在强边措施上，强调军事与外交方面的举措，而忽

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所以，郑观应的边

防思想并不能真正使中国富国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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