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观应藏书思想述评

秦聪立

(华南师大中文系资料室 , 广州 510631)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

本名郑官应 ,字正翔 ,号陶斋 ,别号杞忧生 、慕雍山

人 、罗浮 鹤山人等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 ,生

于1842 年 7月 4 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卒于 1922 年 5月 。郑观应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 ,参

加社会实践的时间达 65 年之久 。曾充当英商宝顺

洋行 、太古轮船公司买办 ,并捐得道员衔 。历任上海

机器织布局帮办 、总办 ,上海电报局总办 ,轮船招商

局帮办 、总办 、会办 ,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

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于不少贸易 、金融 、航运 、

工矿等企业 。郑观应一生著述甚丰 ,主要的著作有

《救时揭要》 、《易言》 、《盛世危言》 、《南游日记》 、《西

行日记》 、《盛世危言后编》 、《香山郑慎余堂 鹤老人

嘱书》 、诗歌等 。贯穿他一生言行和反映在他著作中

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 。《盛世危言》中的《藏书》

篇及《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集中反映

了郑观应的藏书思想 。

近代的中国是中华民族灾难最深沉的时期 , 清

政府的腐败无能 ,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 以及鸦片

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旧中国由封建社

会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清代 , 图

书是由政府 、 书院和私人收藏 , 而私人藏书多集中

于东南各省。经过 19世纪 50 -60 年代的内战 , 各

种藏书遭到了浩劫。政府收藏四库全书的扬州文汇

阁 、 镇江文宗阁化为灰烬 , 杭州文澜阁藏书大量散

弃 , 英法联军又焚毁了圆明园中的文源阁 , 翰林院

的 《永乐大典》 也被焚劫殆尽 。东南各省民间的学

校 “旧藏书籍 , 荡然无存” , “士子竟无书可读” 。

战后比较有名的私家藏书仅存聊城海源阁 , 常熟铁

琴铜剑楼 , 宁波天一阁以及后起的归安 宋楼 、 十

万卷楼 、 守先阁 , 杭州的八千卷楼 , 乌程 (今湖

州)的嘉业堂等 。1885 年 (清光绪十一年), 中法

战争结束 , 清政府 “不败而败” , 签订了屈辱的

《中法越南条约》 。当年 , 44 岁的郑观应 “脱累归

里 , 杜门养疴 , 日事药炉” 。第二年 , 开始着手辑

著 《盛世危言》。在 《西士 〈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

　 〔收稿日期〕 1999-10-08

楼规制〉》 一文中 , 郑观应述道:

“尝谓人才之得失 , 系国家之盛衰 , 是以有国

者不可不慎也。然而股肱辅弼 , 每资贤才 , 究穷物

理 , 尤需博士。尝见蕞尔小邦崛然振兴 , 巍峨大国

忽然颓败 , 非尽由治理之失法 , 亦实缘人才之得

也 。夫普天之下何处无才 ? 要在培植之得失耳 。而

培植之法 , 非学问无以立其基 。欲增学问 , 非诵读

无以开其识 。然有益要务之书 , 卷帙甚富 , 价值甚

昂 , 非寒士所易购 , 故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 。”

面对列强的侵略 , 无论是官府 、 书院 , 还是私

家藏书尽付劫尽。一生抱着 “富强救国” 思想的郑

观应疾呼 “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 。认为藏书

是关系 “人才之得失 , 国家之盛衰” 的基石 。同时

研考西方各国的博物院 、 藏书楼为国内藏书之鉴 ,

他介绍了当时英国 、 德意志 、 法兰西 、 意大利等西

方列强的书楼盛况 , 尤其对英国伦敦博物院之书楼

推崇备至 。得出了英国近数十年来之所以人才辈出

称雄宇内 , 和他们注重藏书 , 培植人才得法是分不

开的结论 。在广西做官时 , 郑观应尽将各局津贴 、

道署公费捐资开设中学堂 、 小学堂经费 , 并出其家

藏大板时务书 , 选寄百余种为中学堂教育人才之

用 。认为我国稽古右文 , 尊贤礼士 , 车书一统 。文

轨大同 , 海内藏书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 ,

戚友无由借观 , 或鼠啮蠹蚀 , 厄于水火。是因为藏

书 “私而不公也” 。并建成议清政府 “稽查所有新

书 , 随时添购” , 提出只有认真经理藏书 , 基于读

书稽古 , 数十年后才能 “贤哲挺生 , 兼文武之资 ,

备将相之略 , 或钩元摘秘 , 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

达化穷神 , 造中外所无之利器” , 从而实现他的

“富强救国” 之梦 。

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能够提

出藏书育才 ,富强救国的主张 ,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的 。可是郑观应虽有“烛世变于先机 , 挽狂澜于既

倒”之志 ,但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江河日下 ,备

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蚕食 ,他的主张只能“不幸

言中而不见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宁波天一阁

连续遭到偷窃 。1907 年 , 宋楼 、十万卷楼 、守先阁

的藏书全部为日本人购去 ,震惊了中国文化界 。为

了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 ,克服私家藏书资金有限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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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不便的缺陷 ,以适应传播新知识的需要 ,近代的图

书馆才纷纷建立。1909 年 ,清朝学部明确将图书院

事业列入预备立宪计划中 。同年建立的京师图书馆

属国家图书馆 ,接着各省相继设立图书馆 ,揭开了近

代图书馆事业逐步兴起的序幕 。

郑观应的藏书思想除了与他一生“富强救国”的

核心思想联系起来之外 ,还对藏书有其独到的见解。

首先 , 郑观应认为 “私而不公” 是历代藏书难

以流传的主要原因 。同时对 “所在官吏奉行不善 ,

宫墙美富 , 深秘藏庋 , 寒士未由窥见” 的做法甚觉

痛心 。他推崇乾隆时特开四库 , 建文宗 、 文汇 、 文

澜三阁造就大批蔚为有用之才的伟业;又对当时

宋楼 、 守先阁奏请朝廷 , 开放藏书供一郡人士观览

的做法赞赏有加 。言 “其大公无我之心 。方之古人

亦何多让” 。他建议清政府应在各厅 、 州 、 县分设

书院 , 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 , 派员专管 。更为

可贵的是 , 他提倡官办藏书应向所有读书人开放 ,

“无论寒儒博士” 皆 “可遍读群书” 。这是因为他认

识到我国自古以来寒士读书的艰难 。 “穷秀才” 、

“穷教书匠” , 以及 “凿壁偷光” 、 “聚萤成烛” 是穷

人寒士读书艰难的最好注脚。

其次 , 郑观应还意识到中国幅员广大 , 人民众

多 , 单靠数处藏书 , 远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

尤其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 , 更应该多建书院 , 广置

藏书以资诵读者 。然而 , 郑观应良好的愿望在当时

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 才迎来

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春天。截止 1996 年底 , 我国

除了少数县还没有图书馆外 , 全国公共图书馆已达

2631所 , 馆舍总面积达 441万平方米 , 藏书量达到

3.36亿册 , 真正形成了无论寒儒博士可遍读群书的

局面 。

再次 ,在藏书经费问题上 ,郑观应提出可以“或

由官办 ,或出绅捐 ,或由各省外销科场经费”的主张 ,

并认为只要“将无益无名之用稍为撙节 ,即可移购书

籍而有余” 。建议通过众多的渠道来筹集藏书经费。

他在考察泰西各国藏书院时 ,还注意到英国“凡新刊

一书 ,例以二分送院收贮”的制度 。时至今日 ,由于

书价上涨 、出版物激增等原因 ,经费困难已成为阻碍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郑观应多途径筹

集经费的思想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 藏书历史源

远流长。东周以前 , “学在官府” , “官守其书” , 书

籍都收藏在王室里面 , 谈不上社会藏 。稍后的孔

子是历史上文献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常与庄

子辩论的惠施 , “其书五车” , 数量也相当可观 。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 ,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 实行 “焚书

坑儒” , 社会藏书第一次遭到大的破坏。汉兴 , 则

广开献书之路 , 大书篇籍 , 官私藏书都得到很大的

发展。自此之后 , 朝代更替 , 藏书兴衰 , 史籍书之

不绝于缕 。历代贤哲 , 都有关于藏书的言论或思

想 。如隋朝牛弘的 “五厄论” , 明代胡应麟的 “续

五厄论” , 以及近人祝文白的 “再续五厄论” , 都论

及了藏书与民族兴衰 , 国家统一的关系 。宋尤袤谓

书籍 “饥读之可以当肉 , 寒读之可以当裘 , 孤寂读

之以当友朋 , 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清代张金

吾认为:“藏书者 , 诵读之资 , 学问之本也。” 近代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 , 在回顾历

史 、 观照当时现实 、 考察西方各国藏书院的基础

上 , 提出了藏书为育才 , 育才为强国的思想 。较之

前人认为藏书可以解饥解忧以及 “藏书者 , 诵读之

资 , 学问之本也” 的一己之论不可同日而语。今

天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成为共识 , 而

科技创新则离不开人才 , 人才的培育则离不开学校

和书籍 。无论公共图书馆 , 还是学校图书馆 , 其中

的藏书仍然是今天培养人才的基石 , 因此 , 大力发

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势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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