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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慈善思想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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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也是晚清著名的

慈善家。在其维新思想体系中，他的慈善思想也占有重要

地位。郑观应立足中国国情，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慈善问题

的经验教训，把慈善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方略。
他积极献身慈善事业，以独特的眼光探索灾荒、弱势群体

形成的原因，在如何防灾备荒、济贫扶弱等一系列问题上

发表真知灼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慈善思想，颇具时代特

色。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批判性、开放性、先进性和人

权性。
一、批判性

郑观应的慈善思想具有强烈而深刻的批判性。首先，

他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受西学东渐思

想之影响，西方的慈善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与

此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灾荒的频发和经济的凋弊，

传统的以地域为界限的荒政体系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

此，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义赈活动应运而生。正

如周秋光所言：“中国具有近代气息的慈善事业是从晚清

光绪初年民间社会兴起的大规模义赈开始的。”[1]

此外，在西方慈善文化的影响下，从 19 世纪五六十年

代开始，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研究社会福利思

想的高潮，郑观应就是其中一位主要代表。他从中西社会

比较入手，对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进行了猛

烈的批判和深刻反思。他认为：“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

兼有恤贫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

不胜枚举。……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
[十四卷本增：（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
……中国富翁不少，虽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

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而其

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2]

在郑观应看来，西方慈善机构的建立，有其现实的思

想基础和社会条件。其思想基础就是西方民众信奉基督

教，主张“兼爱”；其社会条件就是他们素有慈善捐赠之风

气。而我们则缺乏这个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他批评耗资

万千的“神会梨园风俗”，“夫中国各镇、埠，每岁迎神赛会

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

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

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茕独乎？”[3]因此，郑观应

呼吁官方大力提倡实政，绅商应该有好善之德，这样就可

以造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3]的社会风气，培养出一个人

人都有爱心的社会基础，从而创造出一个祥和、稳定的社

会环境。于是，他大声疾呼，要打破传统的“宗族福利保障”
体系。正是因为有一批像郑观应这样人士的批判呐喊，并

率先垂范，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慈善机

构在救济范围上逐渐突破狭隘的畛域观念，不再局限于宗

族保障，这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它

的一个显著特征。
其次，他批判中国传统慈善重养轻教思想，主张“教养

兼施”。郑观应的慈善思想以“教养兼施”为主要特点。在从

事慈善事业的实践中，他吸收了西方的教养结合、以教为

主的慈善理念，主张变革传统，适应时代需求，从而丰富、
发展和充实了自己的慈善思想。他主张设立栖流所，“拣举

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门，收无赖乞人”，在栖流

所里，交给灾民一些耕作与织布等技术，“或使之耕，或教

以织。虽跛脚、盲目，亦有所司，称其力之相宜，俾令自食其

力”[3]。他反复强调多设工艺厂和义院等机构以多收养一些

穷民，“授以一艺，则国无游民。”[3]可见，郑观应主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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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不是单独的经济救助，而且还是在政府干预下的“自

食其力”。
郑观应特别提倡以工代赈这种新型的赈灾方式。他认

为“水旱荒灾以工代赈，庶免颠沛流离，一夫失所”[4]。以工

代赈并非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但他把以工代赈提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放在救亡图存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要挽救国

家于动乱，就必须从根本入手。其治本之法，就是“政治改

良，百艺俱兴，以工代赈，令饥民得食是也”[3]。郑观应主张

要大力组织灾民自救，如修建堤防、植树造林等，使灾民获

得生存的经济或粮食补助。
郑观应十分重视为贫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以便让他

学会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在倡导全民教育的同时，特别

关注弱势群体教育，即贫民教育和残疾人教育问题。他主

张仿效西方各国设立工艺院，教育贫民子女成就一艺，以

便他们能在世间营生。
为解决贫民子弟学费难问题，他建议效法德、日，大小

学校先由政府酌量拨款，并考订新学课本，通饬各城、各乡

一律遵办。无论男女，及岁必须入学读书。郑观应提倡的新

式教育是真正的全民教育，要求人人都得接受教育，即使

是身体有残疾的人也要接受教育。希望做到国中人无一弃

材，实现“国无不学之人，则贤才不胜用”的良好局面。
第三，他揭露清政府吏治腐败是灾害频发的深层原

因。郑观应大胆地、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

腐败现象，指出这正是灾害频发的深层原因。正是吏治腐

败，导致灾荒是愈治理愈严重，产生了更多的灾民和流民，

造成社会的极大动荡和不稳定。
郑观应在《革弊》一文中，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官员贿赂

公行，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丑恶行径。郑观应主张应该杜

绝漕粮浮收、赋税不均、徭役差费和州县亏空之弊。郑观应

指出：“在绅士互相观望，无公益心；在官长畏难苟安，不问

民间疾苦。且频年水灾，数见不鲜，地方官竟不注意所求，

赈款又缓不济急，灾民流离失所，死者无数”[4]。郑观应认

为，这一切都是地方官的责任，“国家应出重赏，如有人能

筹办，使该省不患水灾、该省不患旱灾，条陈议院公议，从

多数取决施行”[4]。这样就可以杜绝灾荒或者减少灾荒发生

的频率，使广大民众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
二、开放性

郑观应是一位改良主义思想家，受西方慈善文化思想

的影响，他的慈善思想具有兼容并畜的开放性。主要表现

在：引进西方的慈善理念，推崇西方的慈善事业，借鉴西方

的慈善经验。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西式

慈善理念也日益为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开始革故

鼎新，加快了向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变。素有世界眼光的

郑观应，一方面积极进行“商战”的实践，另一方面勇于探

索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主张对西方实行“拿来主义”，
为我所用。如郑观应对传统慈善理念重养轻教的批判，主

张“教养兼施”，而这种思想就是吸收了西式教养结合的理

念。开启了近代慈善理念的先河。
郑观应特别推崇西方的慈善事业，积极推介“泰西各

国”的种种善举。他在《善举》一文中，对西方慈善机构的成

立、种类、资金来源以及在社会上的作用等，都作了详细的

介绍和评述。他特别推崇“西方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

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3]

郑观应的的慈善内容涉及防灾备荒和济贫扶弱等方

面。无论哪方面的内容，他都主张借鉴西方的经验，字里行

间无不打上了西方的烙印。
在治河的方法上，他主张要向西方学习，“通筹全势，

分别绘图，洞释情形”[3]，他主张学习西人，用机器挖淤泥，

然后用所挖之泥高筑堤坝。他提出的治理河道的方法，如开

海口、设风车等，均是从西方学习而来。他主张用荷兰之法

在岸边设立大风车，直受海风，旋转无停，自能运水归海。
郑观应非常仰幕西方国家的保险之法，主张设立百工

之险，他认为此种方法可以极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广泛存在

的弱势群体。郑观应尤其赞赏美国和德国的“保险”，主张

仿效而行之。
郑观应主张平等教育，尤其关注弱势群体教育，就是

受“泰西各国”普遍都非常重视教育的影响。他尤其重视工

艺院建设，设想如设立此类学校，“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

有资，自不至为流为盗贼”[3]。
郑观应的备荒思想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做

法，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主张。他主张仿效美国，引入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增加粮食产量，增强广大农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他

曾潜心研究美国种棉技术，并编成《美国种植棉花法》一

书，内容包括“栽植、耕锄、除害、收花、去子等法”[4]。
郑观应历来主张向西方学习，其主流是好的，但有时

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主张不切实际，带有一定的

盲目性。
三、先进性

郑观应一生主要从事“商战”实践，其慈善事业的成就

和影响在同时代人中不是最突出的，但他的慈善思想在很

多方面却高人一筹。他提出的慈善理念及种种措施，闪烁

着超前的思想光芒，彰显了时代的进步发展，具有显著的

时代特色。
第一，郑观应对社会福利问题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

先进的。他把社会福利问题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认为

中西社会强盛兴衰的原由虽然很多，但民之富强的程度应

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他看来，要想强国，必先富民，

很难想象，一个哀鸿遍野、乞丐遍地的国家能成为富国强

国，这标志着近代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郑观应对传统的宗族福

利保障模式提出深刻反思和批判，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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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

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新社会福利保障模式，将中国古代的

大同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
第三，郑观应提倡防灾、救灾并举、“教养兼施”的理念

相当先进可行。郑观应认为“夫降灾自天，而弭灾在人。天

这降灾，人不得而禁之，人这弭灾，天亦不得而特之。盖大

灾这来，如严冬之风雪，天固无所容心，而人则先事而绸

缪，后事而补救”[5]。郑观应认为自然灾害固然有其难以控

制的地方，但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还是能降低它的危害

性。他主张防灾、救灾并举，这种认识形成了他关于赈灾思

想的核心。对于灾民的救助，郑观应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

“教养兼施”。政府除了国家财政给以赈济外，还要组织社

会力量参与，以便灾民能在短期内度过难关。可以说这种

观念是对传统慈善思想的更新和突破，从根本上否定了重

养轻教的传统慈善理念，开启了近代慈善理念的先河。
第四，郑观应结合中西社会福利思想，主张构建新的

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相当完备和先进。在筹措慈

善经费方面，他主张多元化，如官绅合力、奉行节约、以工

代赈等；在慈善手段方面，他主张“教养兼施”、设百工之保

险、设金融机构与民通融；在慈善机构方面，他主张主张设

立各种保障机构；在慈善思想宣传方面，他主张刊行善书，

劝人行善，大力普及宣传慈善思想等。总之，郑观应构建的

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涵盖各个方面，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经

验，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非常先进的，是中国慈善事业走向

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至今

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五，郑观应强调发展实业以促进慈善事业，这既与

传统慈善思想有重要区别，也体现了其慈善思想的先进

性。郑观应强调发展实业的主张主要有：一是大力发展铁

路建设，提高救济事业效率；二是发展近代民族保险业，认

为保险业的发展会一举数得，即增加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

模、增强农民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其荒歉无忧；三是提

出开沟洫、植树造林的先进主张，认为这是预防灾害之根

本。四是积极主张将电报运用到慈善事业之中，通过电报

及时了解灾情，指挥救灾。郑观应的上述慈善思想和主张，

突破了传统慈善模式的束缚，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无

疑具有先进性。
六、人权性

郑观应慈善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的平等思想。他主张的

救助思想从富国强民的目标出发，体现了现代社会平等发

展的意识，这正是他社会管理思想的价值之所在。他提出

的“教养之道”———务农、劝工、恤贫、平等教育、反对虐待

妇女等主张，无不体现了郑观应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自

始至终渗透着以人为本、平等发展的理念，具有明显的人

权倾向，可以看作是现代人权思想的最初萌芽。
诚如易惠莉指出，郑观应主张的“教养之道”，明显地

包含着这样的结论，为满足民生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

社会文明进化的动力，是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出发点。郑观

应的“教养之道”，从一开始就具有区别于传统民本思想的

近代民权色彩[6]。
郑观应在《教养》篇中明确指出：“夫天生民以教养托

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

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

古未远，遗风尚在，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犹能自教自养

也。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

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
……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

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

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出世，民生所以日促也。”[3]

他认为，在民生教养问题上，君主的职责与民众的权

力构成了一种社会契约性，并且具有天赋的神圣性。据此，

郑观应对未尽教养之责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进行了猛烈

的抨击，强调“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

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3]

郑观应特别关注女性的社会发展。自宋明以来我国女

性地位日趋低下，最典型的莫过于漠视女性的生存权。特

别是清朝中叶以来，因人口激增，灾荒战祸频发等，广大人

民生活困难，妇女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妇女被虐待、贩
卖现象严重，没有接受教育的资格，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权

利。郑观应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就妇女的贩卖、缠足、
溺婴、教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特别是对女

性教育给予了极大关注，大力倡导平等教育、广设女塾等。
郑观应强调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男女教育并重的思想，

赞扬西方各国男女皆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泰西女学与

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
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3]。他竭力介绍西方女性从事

教育的好处，从多方面说明女性受教育有百利而无一害。
综上所述，郑观应慈善思想的人权倾向是比较明显

的。郑观应受西方人权思想的影响，继承发展了古代民本

思想，并使之成为自己慈善观的理论基础。在郑观应看来，

“民”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包括妇女、游民、乞
丐甚至“猪仔”等人，他们都应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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