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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 世耙下牢期起
,

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向查产阶极

褥化的官僚
、

地主和商人
。

他们为了抵抗外国脊本—锗国主义的侵略和摆脱封建政治势力对工商案自由登展

的挂制
,

耍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来保护他们的耀济利益
。

这样
,

就使这个时期初步具有青产阶极观点的改良主义

思想更加流行起来
。

虽然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制度来靛
,

坯不是站在根本对立的地位
,

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务件

下依然是有进步性的
,

因为它胳究是与当权的封建枕治

集团顽固派进行了斗争
。

在中 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版了静

多宜傅这种
“

新思想
”
的著作

,

其中
“

盛世危言 ” ,

燕疑是

影响后来较大的
、

最著名的一种
。

毛泽东主席在青少年

时代也曾以扼大的兴趣
,

仔韧的圈覆过这一本对
“

戊戌

变法
”
的政治改良运动起过前导作用的代表作

。

“
盛世危言

”
的作者郑观应

,

生于 18 41 年
,

广东香山

( 中山 ) 县人
。

18印年英头侵略军联合攻入北京
,

使他

进一步感竟到民族的危机
,

决心放弄参加封建朝廷的科

举老歌
,

去上海从事翘商
,

同时学警西方斋文
,

后来曹

亲身参加一些官督商办的工案
,

并担任过重要职务
。

他

在工作期简
,

游历各处
,

耙常注意考察研究中外政治的

得失利病
,

把他韶为有关
“
安内攘外 ,,的办法

,

根据自己

的韶撤
,

粽合各方面的言渝
,

随时整理
,

在报土癸表
,

这就是本警的初稿
。

以后趣过增删
,

于 18 62 年收集成
“

救

时揭要
, , ,

傅至 日本
,

曹有翻刊
。

187 1年又出擅集
,

分上

下本
,

名日
“

易言
” 。

再后四年
,

将全稿三十六篇
,

由他

的朋友沈谷人
、

刹按之等删并成二十篇
,

仍名
“
易言、

在香港印行
。

189 3年又有增豁
,

始改名
“

盛世危言
” ,

以

后并陆檀出版二集
、

三集
:

舒初蝙六卷
,

二蝙四卷
,

三

编六卷
。

就以上三橱的文章
,

按性臀分类重排
:

( 1 )

富国
、

( 2 ) 强兵
、

( 3 ) 开源
、

( 4 ) 节流
,

则是通

行的
“

增爵新福
” 。

这部害不限于本人的作品
,

也有是作

者置同的见解
,

被选入本鲁的
,

例如
“

农功
”
可能系孙中

山手笔
,

但是一样可以代表作者的思想
。

此外
,

他晚年

又把一些杂著以及公私来往信件等
,

分类编排
,

印行
“

盛

世危言后编
” ,

这已在 19的年
,

接近辛亥革命的前夕了
。

歌到
“

盛世危言
”
一警的内容

,

同时著名的改良主义

者王翰 188 0年在
“
易言原歇

”
中亚称

“
于当今积弊所在

,

肠 扮 `

抉其症桔
,

实为痛撤热遣
, … … ” 。

而当时正在写
“

庸警 ,

的陈燃 189 3年为
“

盛世危言
”
一害作序

,

也大加称赞
,

.

能他这害
“

粽育中西
,

权量今古
, · ·

一淹雅翔实
,

心
, ” 甚至表示他目前没有必要再灌擅他的写作了

先得我淆
由此

可见
,

这害是如何受到他同时的一些改良主义者的重履 .

郑观应在他的
“
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
中

,

把他全害的宗旨

和内容
,

作了概括的靛明
。

就是他韶为国家
“
富强之本

,

不尽在船坚炮利
” ,

必须进一步学著西方
,

使
“
人 尽其 {

才
” , “

地尽其利
” , “
物锡其流

” 。

在
“
西学” 一篇中

,

不特

强稠了科学是
“
中国本有之学” ,

又明确的反对了当时雨

种阻止向西方学奢的不正确的态度
:

一种是韶为很难学

会的苟安心理
,

另一种是豁为不值得学的保守思想
。

由

于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

虽然一方面提倡
“

西学
” ,

但是
_ ,

又靛
“
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

明确地表示燕须乎根本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全整接受

青产阶极的学术思想
。

作者韶为当时中国不如西方的一
切

,

像铁路
、

电报
、

邮政
、

跟行
、

开矿
、

船政
、

舫稚
,

乃至防海
、

辣兵等然不一一歌到
。

而且又进一步的提到

裁院
、

考歌
、

吏治
、

公法
、

税则等有关政

治改革的方案

和歌立 日报
、

医院等具体措

施
,

实在是一

个此蛟 至面

的舒划
。

但他

在全害第一篇

冠以
“

道器 ,’,

又慎重的申明

所变的只不过

是
“

器
”
而不是

“
道” 。

郑 观 应
“
盛世危言 ” 一

害此蛟深刻的



地方
,

是作者豁散到外国青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 目的
,

;主要在夺取中国的握济利权
,

他竟得西方青本主义国家

的内部趣济的不断爽展
,

必然耍
“
以亚洲各国为取材之

地
,

牟利之锡
” 。

(
“

商务勺 他韶为这种耀济侵略甚至比

军事浸略更为可怕
。

因此
,

他韶为中国耍厦正富强
,

可

么抵抗外国的侵略
,

必须和外国青本主义列强进行
“
商

战
” 。

他反对洋务派宜称的买罩火
,

棘洋操就可以 使 中

国自强的看法
。

他又韶为中国工商巢所以不能盗展的原

因是由于
“
中国有困商之虐政

,

然保商之良法
” 。

指出当

时封建买办 官僚是
“

护外商
”
而

“

削华商” ,

因此他主眼毅
“
商会

, ,

立
“

商部” 来保护新兴臀产阶极的利益
。

他韶为
“

渝

商务之源
” ,

首先耍登展机器制造工案
,

所霜
“

各种机器

自能制造
,

则各种赏物亦自能制造
。 ” 又甜

: “
能自制机

器
,

始得机器燕穷之妙用
” 。

针对当时官潦查本家的机榷

臃踵
,

营私枉法
,

拯力主张
“

欲扩充商务
,

当力糯其弊
,

不由官办
,

尊用商办
”
的变展民族脊本主义的政策

。

这个时期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已开始韶撒到西方青

本主义国家所以
“
富强

” ,

并不仅在于
“

炮船之坚利
,

器用

之新奇气 而是在于他们有保障脊产阶极利益的政治制度

— 蠢会制度
。

他赏得这是西方青本主义国 家 富 强 之
,’
体九 至于新式武器和近代交通工具

,

只不过是他们的

富强之
“
用

” 。

他批判当时害怕学瞥西方查产阶叙政治制

度的洋务派所搞的新政是
“
遣其体而求其用

” ,

因此
“
就

令铁槛成行
,

跌路四达
” ,

也是不足以抵抗外国浸略的
。

至于要使国际
“
公法

”
能有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

,

具体改

革封建寡制主义的政体简题
,

他依然是主眼
: “
必先立栽

院
,

达民情
,

而后能张国威
,

御外侮
。 ” (

“

蠢院勺

总之
,

郑观应所理想的政治制度只是想摸仿像当时

英国那样一种建立在封建地主阶毅和新兴霄产阶极相互

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
,

甚至韶为美国蠢院
,

都是
“

民

权对重
”
的

。

所以他甜
: “
君主者权偏于上

,

民主者权偏于

下
,

君民共主者
,

权得其平
。 ” (

“

藩院
,

,) 由此可兑
,

他

对于封建官僚的腐敢政治是不满意的
,

所以主强
“
君民

共主
” ,

但是他所鸽
“
民主

”
的 ~ 面

,

具体靓来
,

就是指的

要抬
“

有 }环产身家
,

善蔽香负名望
,

的地方神商以一定的

政治地位
,

坯不是 i蔚接为一般广大的劳动人民争取任何

的权利
,

那是很显然的
。

所以他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进

步性江是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极的局限性
。

但是在中法

战争后
,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洋务廷动的开始破产
,

特另lJ是封建买办官僚查本对民族青本自由登展的限制
,

为 了不蒸中国渝入半殖民地的地位
,

他们已趣 初步的

爵漱到没有政治的改革
,

是不可能实现耀济要求的理想

的
。

换言之
,

耍想癸展民族青本
,

使中国真正能够独立富

强
,

首先必需改革封建的客制政体
,

这是改良主义思想的

一个重要金展
,

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
。

但是他们这

种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强
,

在华封建半植民地的就治秩序

下
,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雨座大山压在头上
,

企目

依募反动政权的庇护
,

走杳本主义工案化的道路
,

使中

国独立富强
,

那完全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

这

个周题
,
中国近代史已作了桔渝

。

(上接第 2 3真 )

你不耍担心
,

在外面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
,

我会此在家

中过得更好的
。 ” 蝙船离开岸去

,

渐渐莲影兑也不晃了
。

想不到自此以后我就再没有晃到一曼 !

别后从她的来信以及朋友仍的口傅中
,

知道一曼在

武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趣受了严格的军事生活的毅慷
。

192 7年宁汉分裂
,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
,

党把一曼途到苏

联东方大学学替
。

在苏联期简她和陈大榜同志桔了婚
。

因为她有肺病
,

苏联天气容冷
,

对她的身体很不相宜
,

同时国内工作也很需要人
,

所么在 192 8年秋冬之交
,

党又

魁她回国
。

她身体不好
,

再加旅途跃涉劳顿
,

回到上海

时已是奄奄一息了
。

然而一曼旺盛的革命精力并没有为

病体磨倒
。

她很快接受了粗撇的派遣
,

到宜昌做地下党

的机关工作
。

不久被敌人艘现
,

又逃回上海
,

从事粗擞

工人
,

进行罢工斗争
。

19 29 年秋
,

党又派她到西江省委

工作
,

同年底粗推又全被敌人破坏
,

她只得带了孩子一

路封散逃回上海
。

那时候她们母子的生活艰苦梅了
,

缺

食少穿
,

孩子光脍
,

然而一曼的革命意志舒毫也不为动

摇
,

而是更积拯地为革命工作
。

那时刻我因搞革命被捕

入撤
,

从此就失去了和一曼的联系
。

解放后我到处打听

她的消息
,

后来听得何成湘同志靛
,

19 3 3年一曼去抗联

工作时
,

他们曹歌过韶
。

何成湘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满洲

省委粗撤部是
,

他佣在哈尔演也趣常兑面的
。

一曼牺牲已翘二十 一年了
。

“ 曼出生在旧 中国落后

的偏僻山村中
,

自小嫣生惯养
,

少年时是个又任性又潮

散的姑娘
。

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里
,

是党引导她走上革命

的道路
。

一曼历尽种种艰难困苦
,

却始胳没有动摇过
,

也然所畏惧
,

而是然限忠实于共产主义事巢
,

逐渐成畏

为一个坚强的燕产阶极战士
,

为革命而英勇牺牲
。 ’

她所

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

光辉燥斓的
。

我虽然再也晃不到她

了
,

她的精神却永远鼓励着我前进
。

(
`

遨一曼
” 张鹅等著 定价0

.

昭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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