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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 傅 立 群

回首我国近代御外史
,

不能不对郑观应这位晚清杰出启蒙思想家
、

资产 阶级改 良主义先

驱的一腔爱国赤忱油然忽敬泊 18 4 2年
,

他生于紧邻澳门的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一个书香家庭
.

时值鸦片战争后民族危难之秋
,

他篙目祖国久病积弱
、

国防不保的可悲时刻
,

僧恨海外列 强

虎噬狼吞
、

鱼肉 中华的强盗行径
, “

愤彼族之要求
,

惜中朝之失策
” ,

数十年奔走呼号
,

上

下求索
,

留下了一部志在富国强兵以攘外
、

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沟一代救时名篇 《 盛世危言 》
。

作者针对晚清社会国贫兵弱的种种陈弊
,

对比中外
,

纵横今古
,

提出了一整套补世救国的主

张
。

其内容之广泛
,

眼光之开阔
,

观点之先进
,

卓然凌乎同时代他人之上
,

堪称中国近代第

一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大纲
。

因此
,

该书于 19 世纪末中日甲午风云之际开始面世时
,

各界瞩

目
,

几至洛阳纸贵
。

有识之士或称之为
“

包宇之利害
,

发千年之滴疾
”

的
“

绝世雄文
” ,

或

赞之是可使国人
“

悉革啧聋之病
”

的
“

医国之灵枢金匾
” 。

当然
,

这些评价未免过誉
。

由于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郑观应并没有
、

也不可能开 出一套真正能使中国 独立 富 强的
“

灵 枢金

匾
” 。

不过
,

康有为
、

梁启超等戊戍维新志士和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得力于他的思想

熏染
,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把 《 盛世危言 》 做为酷爱的发蒙读物
,

其进步的历史 作用
,

从中可见一斑
。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

综 见郑氏 《 盛世危言 》 全书
,

可以说既是一部系统的社会改良纲

领
,

同时又是一套国防理论体系
,

郑观应认为
,

中国的第一要 务是
“

攘外
” ,

攘 外 则必须
“

富国强兵
” , ’

而富国强兵
一

就必须改革社会
,

如此方能实现振兴
。

也就是说
,

他所 言的各种

社会改良主 张
,

都是紧扣着 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如何 强固国防
、

制胜外侮这个最紧迫的时代

主题而立论
、

而展开的
,

爱国主义是贯串 《 盛 世危言 》 全书的精神主 线
,

国防思想是构成全

书的基本内容之一
。

如今
,

我们的祖国早已换了人间
,

郑观应那个时代遍体疮庆的旧中国早

己成为历史的烟云
。

但是
,

认真领略他听阐发的 国防思想
,

不能不感到其中若干基本观点
,

至今依旧价值未泯
,

对我们当前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改革颇有补益
.

为此
,

本文愿以 1 8 9 5年

刊刻的 《 盛世危 言 》 14卷本为主要依据
,

就郑观应国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几个有关 问题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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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卿佗的国防 已想
,

是晚清时期 中华民族效危图争* 灼时代要求产物
;

郑观应术人丰富的

阅历
,

广博的中外知 识
,

特别是以民族忧患为已任的爱国抱负和 与时俱进
、

锲而不舍的探索

精神
,

则为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 f 必不
一

可缺的主观条件
。

1 9世纪中叶
,

中歹卜情势发生 了
“

致千年未育之变局
” 。

在世界西方
,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的完成
,

产业革命巾喷若泉涌 的新兴科技成果
,

自文艺复兴
、

宗教改良
、

启蒙运劝等前后数

百年思想解放运劝以来而弘扬于全社会的科学
一

与民主的观念
,

新航踌开辟以来从海外硫民帝

国掳聚的 巨额财富
,

这一切结成一座巨大的风 火轮
,

使近代欧关国家拔地腾飞
,

国势一跃而

居世界之最
。

他守j江资术扩张的动力驱使下
,

乘着蒸汽机大
一

工业时代的炮舰跨洋过海
,

把侵

略的黑爪仲到东方的 友清帝国
。

而曾经雄踞 笋内千年之久
,

向以
“
圣侧天国

”

自居的中国
,

由于过于发达的封建主义 罗网的仰滞阻碍
,

近代以未成为世界进步大潮中的落伍者
。

1 8 4 0年

和 18 6 。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损
,

人「1数亿之众的 中华民族终于 i仑为他人姐上鱼肉
。

空前深重

的民族存亡危机惊醒了紫禁城内统治者们
“

爱夏夷鄙
”

的陈梦
,

一批头脑相对开化的清王朝

大官僚奕诉
、

曾国藩
、

李鸿章等人接过地主阶级改革 派提出的
“

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
”

的 日 号
,

于 1 8 6 ,年开始兴力
、

起洋务运动
,

冀图借 以寻得一条摆脱内外危机的 出路
。

上却易前后 听时 30 余

年的向西方学习的诬劝
,

虽然也给腐朽的中国晚清社会带来了种种近代新风
,

但在
“

中体西

用
”

的精神藩篱下
,

加之国内顽固派的掣时和外国资本的压迫
,

终究末能挽长城于 既倒
。

70

一 80 年代
,

英
、

法
、

俄
、

德
、

美等老牌列强企图肢解 中华国土的侵略活动更为猖撅
; 就连原

本比中国落后的东赢弹丸岛国 日本
,

在明治维新后也一跃而强
,

开始染指我台湾和东北
。

及

至 90 年代中期的甲午战争
,

偌大个中华帝国竟然惨败于 日本手下
,

战争的失败敲响了洋务运

动的丧钟
,

大批爱国志士们群情鼎沸
,

痛定思痛
:

巾国究竟怎样才能振兴 国防
,

抵御外寇 ,

一时之间
,

各种见解主张纷纷而生
。

郑观应的国防理论
,

就是对中华 民族面临的这一历史课

题所做的一种系统思考
。

郑观应在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来到
一

世间
,

家里术想让他走科举仕途
,

但 17 岁那年

考试小试不售
,

逐奉严命
,

赴沪学贾
。

来到上海
,

初随叔父见习经商
,

兼学英语
,

继入洋行谋

生
,

自 186 0年起开始了20 余载的买办生涯
。

处身
“

花月之光明十里
,

笙歌之声溢四时
”

的商

都
,

郑观应眷怀祖国危亡
,

对声色犬马之类
“

萧然一无所好
” 。

或曰与豪贤纵谈夭下事
,

每

每慷慨泣下
,

击碎唾壶
。

或寄情细素
,

广泛涉猎
、

悉心研究欧美政治
、

实业之学
。

为广拓视

野
,

更好地借鉴西方富国强兵之术以为救世之用
,

他特意到一 位传教士所办学馆夜修英文
,

当时
,

他寄希望于洋务运动
,

70 年代末跟李鸿章和盛宣怀
、

郭篙
.

涛等洋务派风云人物建立了

关系
。

至80 年代初
,

正式投身这一运动
,

先是以洋行买办身分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

总办
,

接着又于 1 8 8 2年结束在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营生
,

转入洋务派的骨干企业轮船招商局

任职
,

操劳实业之余
,

郑观应将 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感怀见识寄笔成篇
,

于 1 8 7 3年和 1 8 8 0年相

继刊刻了两部早期著述 《 救世揭要 》 和 《 易言 》 。

其中
,

后部著作已超出一般洋务派
“

中体

西用
”

的指导思想界范
,

初步阐发了中国应取议院制度的新法
、

以改革政体的主张
。

但在国

防 问题上
,

当时尚未 形成系统见解
。

18 8 3年冬
,

中法战争山雨欲来
,

以御侮救国为已任的郑观应主动请缨
,

踊跃置身国防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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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第一线
。

翌年 3月
,

被新任粤东防务大臣的清廷兵部尚书彭玉麟誉为
“

明干有为
,

熟谙洋

务
”

的郑观应奉调赴厂
`

东军营后
,

立即园满办成了一件很棘手的事
:

把我方购自德国
、

但在

香港被英国督府禁运的 2 5门大炮提运至广东
。

接着
,

又被委派总理湘军 14 营营务处
。

6 月
,

他身荷抗战派人士彭呀 麟和新任两广总督 张之洞的重托
, ,

处南洋考察法方敌情
。

在西贡
,

详

细调查了法军在越南的实力与布置
,

在泰国
,

游说摄玫王
“

合纵抗暴
” :

在新加坡
,

书成 《

边防营见 》 等时事五策 仑致张之洞
。

整个考察期间
,

写下 《 南游 日记 》
,

对自己多年来寻求

的富国强兵之道进行了系统反思
,

批评洋务派学西方
“

遣其 体 功 其 用
” 。

回国后
,

` o月以

(( 防法条陈 》 1。条上呈李鸿章
,

就提高军队战斗力
、

防备间谍
、

断敌供应等 问题提出对策
。

随

后
,

又投身于加强琼州防务和 援助台湾军民抵法事宜
。

为援台
,

这位爱国志士曾决心投笔从

戎
,

以身保国
,

主动请求率兵 千名牵制法军
。

不幸
,

正当他经香港前赴察看地形时
,

被英方

港督借故囚禁
。

半年的铁窗折磨
,

加上实业界同行中人的嫉妒攻订
,

使郑观应 一 时 贫 病交

迫
,

身心瘁然
。

1 8 85 年夏获释后
,

在故里和澳 门过了五年多
“

桂门养病
”

的隐居生活
。

其间
,

他把救国壮怀倾注笔端
,

在 《 易言 》 基础上扩写成 《 盛世危言 》
。

进入 90 年代后
,

民族存 亡

危机空前加剧
,

列强图谋彻底瓜分中国
,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活动尤为紧锣密鼓
。

郑观

应从隐居中走了出来
,

一方面接手操持轮船招商局
、

开平矿局和
:汉阳铁厂等洋务派企业的经

营与建设
,

一方面密切注视时局风云特别是 日本的军事动向
,

先后陈述了关于抗日的 《 营见

十条备 , 《 条陈中日战事 》 和 《 防 台条陈 》七款
,

提出战
,

守
、 ’

备三 策
,

反 对 乞 和
,

并提

出将招商局的 4 一 6 条新式快船留充军用
。

数年之间
,

他 以救时救 国的一腔激情
,

对已辑成

的 《 盛世危言 》 进行了系统的增补修订
,

于 18 94 年春将 自己这部大半生心血之作首次付梓成

书
。

1 8 9 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
,

他又及时总结战败的深层教训
,

对该书再次进行 了大幅度的增

改
,

14 卷本 《 盛世危言 》 于当年逐告面世
。

至此
,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连同他的资产阶级社会

改良主张
, ,

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从 (( 盛世危言 》 全书看
,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可 以说属于 一 种
`
大国防

”

思想
。

他 讲 国

防
,

决不单纯囿于强兵 问题
,

而是把强兵同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
、

国防素质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一体地考虑
,

强调依靠提高综合国力来强固国防
。

因此
,

书中所阐发的国防思想
,

涉及

的问题极为广泛
。

其丛本观点
,

举其苹牵大者
,

似应包括下述各点
:

l
、

富与强相 维 系
。

这是郑氏整个国防思想的根本立足点
。

他首先认为
,

一 个 国 家
,

“

非富不能国强
,

非强不能保富
” ,

只有
“

能富而后
,

可以致 强
,

能强而 后可以保富
”

( 《

卷三
·

商战下 》 )
。

也就是说
, “

富国
”

与
“

强兵尹 两者首先是相互依存
,

不 可 或 缺 的
。

但是
,

两者相比
,

他强调的是首先须切实富国
。

他指出
, “

四海困穷
,

民贫财尽
,

斯历代之

所以衰乱也
” ,

( 《 卷三
·

商务三 》 )
“

纵有坚甲利兵
” ; 又怎能

“

驱 赤身格腹 人 之
”

去
`

当前锋 冒白刃
”

扼 ?
( 《 卷三

·

商战上 》 ) 无论是
“

练兵铸成
,

添船增垒
,

凡强兵之举
,

没有一样不是
”

耗费巨款的
。

如果
“
府库未充

,

赋税有限
,

公用支出
,

民借难筹
” ,

在这种

情况下孤立地
“

言强兵
” ,

那无异于硬搞
“

无米之炊
” 。

( 《 卷三
·

商战下 》 ) 他对中外各

国在强兵 问题上的经了艺教训做了总结对照
,

指出
,

自列强侵华以来
,

国人凡有血气者无不欲

结发负戈
,

求与彼决一战
” 。

于是购铁舰
,

建炮台
,

造枪械
,

制水雷
,

设 海军
,

操陆军
,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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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战事不遣余力
” ,

以为从此中国就能国防强振
、

“

水漂而陆誓
”

了
。

殊不知百十年来国家

积贫
, “

膏血既竭
” ,

已成
“

赢疾病夫
” ,

故洋人以兵侵华
“

举之如发蒙耳
” 。

( 《 卷三
·

商战上 》 )
。

相反
,

海外列强事事处处必求利求富
,

以此为资本
,

所以能有坚船利炮的兵 强

之势
。

特别是 日本
, “

事事以 中国为前事
,

处处借西邻为先导
” ,

以
“

求富为无形之战
”

“

以图强为有形之战
” ,

短短龙。年便国势大张
。

因此
,

郑观应认为
,

中国只要
“

一改 旧
_

:母
”

切实把求富的
“

无形之战
”

置于重点
,

充分发挥
“

地大物博人多财广
”

的有利条件
, “

国既

富矣
,

兵奚不强 ,
”

( 《 卷三
·

商战上 》 ) 这里
,

郑观应的观点固然有
“

国富自然兵强
”

的

偏颇一面
,

但他明确指出
“

富
”

与
“

强
”

不可分割
,

强兵须以富国为基础
,

这无疑是符合军

事唯物论的观点的
。

2
、

“

习兵战不如 习商战
” .

这是郑观应 国防理论中最著 名的观点
,

同时也是他从自己

的富强观必然引伸出来的结论
。

他认为
,

中国自海禁大开的百多年来之所以 日愈贫弱
,

最大

的祸源莫过于
“

不知以商为战
” ,

深受外国经济侵略
。

他指出
,

西方
“

各国以商富国
” , “

不

独以兵 为 战
,

且 以商为战
” ,

国家的一应举措无不着眼于商战攫利
,

尤 其是 对 中 国的侵

略
,

是
“

噬膏血匪噬皮毛
,

攻资财不攻兵阵
” 。

而中国视商为贱末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

只

知兵战不知商战
,

在 中外通商中无数利权溢流洋人之手
, “

其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
”

如仅鸦片和洋纱洋布两宗 进 口 每 年就合计耗银八千六百两
,

杂货进口每年耗银三 千五百万

两
,

其它货物的进口 和因愚蠢的关税政策与货币制度而造成的损失更不计其数
。

而出口所得

则连鸦片详布 两项进 口 所耗都抵不上
,

更不消说列强在华势力的直接经济掠夺了
。

其结果
,

“

中国日惫
” , “

精华销竭
,

己成枯腊
” ,

强兵从何谈起 ! 他由此得出结论
: “

兵之并吞遥次

人易觉
,

商之培克敝国无形
” ; “

兵战之时短
,

其祸显
,

商战之时长
,

其祸大
” :

,

只有知胜

商战
,

国家才能富
, “

国既富矣
,

兵 奚不强 , ”

因此
, “

习兵战不如 习商战
” , “

决胜于商

战
。

( 《 卷三
·

商战上
、

下 》 )
.

而 中国要想在对侵华列强的商战中制胜
,

就必须全面改 良

社会
。

特别是要打破所谓崇本抑末
、

以商为 四民之末的传统
,

把促进和保护商务做为国之要

政 ;
大力发展 民族工商业

,

着力于振兴制造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
,

因为
“

商务之原以制造为

急
,

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 ,

有了技术先进的机器
,

才能制出物美价兼商品
,

在商战中屠

于优势
; 改革教育

,

广开学馆
,

更新教育内容
,

广泛倡兴
“

格致之 学
” ,

使举 国
“

元 事不

学
,

无人不学
” ,

提高国人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
,

因为愚味的民族是无法在商战巾领先

的
,

改 良政治特别是吏治
,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商务管理体系
,

使历来只 知
“

病商
” 、

扰商
、

剥削商贾的各级衙门变为
“

助商
” 、 “

护商
”

郑观应的这套商战思想
,

使他在我国近代国防理论领域独树一 帜
。

他所说的注重商战
,

跟近代西欧那种重流通轻生产的重商主义并不相同
。

他 清 醒 地 看 到
,

中 国近代在
“

兵战
”

中屡屡败绩
,

现象上 看是由于在坚船利炮等利器方面落后于 久
,

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商战上

的无力乏能
,

致使利权外溢
,

失去了强兵的物质基础
。

他认为
,

要强兵就得富国
,

而欲富国

就又必须强化商战
,

在反对外国经济侵略中操得胜算
。

显然
,

郑观应的这套见解已 脱出了传

统的军事国防思想
,

进入了注重综合国力建设的大国防思想境界
。

当然
,

他在阐述商战重于

兵战的观点中
,

把商战的作用夸大得过了头
。

甚至主张将用来改善清军武器装备的必要军费

开支移用于发展商务
,

这无疑是一种片面性
.

3
、 “

以 兵 卫商
” 。

郑观应 强调中国应效法欧美日本以商富国
、

注重商战
,

万
·

非是 说兵

战不重要
,

武备可以不修
.

他从
“

能强而后可 以保富
”

的观点出发
,

提 出了
“

以兵 卫商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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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也就是说
,

商战要以强足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屏护
。

为此
,

他很重视强兵之术
,

《 盛世

危言 》 14 卷本中专门论述武备建设的部分就达23 篇之多
,

所述内容包括练将
、

练兵
、

民团
、

水师
、

船政
、

海防
、

江防
、

炮台
、

火器
、

间谍等各个方面
。

用今天的话说
,

郑观 应所谓
“

以

兵卫商
” ,

实际上是 明确地提出了保卫 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军队的一项
一

首要职责
。

4
.

、 “

兵 在精不在多
” 。

军队是国防力 鼠的主体
,

注重军队的质量建设是郑观应国防思

想的又一基本点
。

他指出
,

鸦片战争外寇纷入 以来清朝军队之所以每每败北
,

根本原因之一

即在于兵制过滥
,

官兵素质过低
,

国家养一 乓不能得一兵之用
。

他谈到
,

中日
“

启赞以来
,

榆关内外防营林立
,

计淮军湘军铭军奉军 甘军新毅军老毅军篙武军定武军名目纷如
” ,

举国拥

有八旗绿营兵等正规部队60 万
,

每年军费超过五千万两银
, “

兵力不可谓不厚
” 。

脚而
,

由

于各级将帅官佐平 日只知
“

优于自奉
” , “

酒色偷情
” ,

皆以钻谋为能声
,

不 以 韬 铃 为实

政
” , “

未谙韬略
,

又无胆识
” ,

临战又
“

贪财惜命
” , “

人各一心
, `

营各 一 名
,

不 相策

应
” ; 兵卒则

“

多老弱无赖之辈
,

鲜精强克敌之夫
” ,

一旦碎临大战
,

很少不
“

目骇心惊
,

手足无惜
” ,

纷纷作
“

乌兽散
” ,

因此
,

中国养兵虽众
,

实则积弱不振
,

难与外国侵略军的

强兵悍将相匹敌
。

针对这种积弊
,

郑观应鲜明地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实行精兵的方针
。

那么
,

军队建设怎样才能达到
“

精兵
”

的要求呢 ? 郑观应针对当时清军的状况
,

借鉴欧

美经验
,

提出了一套原则
,

即
“

仿西法
,

设书院
,

练将才
,

明地理
,

识敌情
,

制利器
,

足食

足兵
,

额无空设
,

晌无虚糜
,

无兵勇之分
,

尽成劲旅
,

法则善矣 !
”

从 《 盛世危言 》 的有关

篇章来 看
, .

郑观应开 电的这套
“

善法
”

所涉内容甚广
。

如改变
“

中国重文轻武
、

稍一承平便

视兵事为不祥
”

的传统
,

提高从军者的社会地位和年满养老待迁
,

以利
一

吸引社会英才于戎旅
;

改募兵为选兵
,

入伍须经严格挑选
, “

亲邻具结方许入营
,

不使老弱病残滥竿充数
,

更不使

哪些投身军旅只是为了
“

胜则大发洋财
、

平居亦可 冒虚粮吞公费
”

的无赖之徙混 杂戎行
; 革

新军队人事制度
,

废除长期以往那种
“

不知其暮气已重
”

、

唯
“

志于军务
”

者是用的论资循

班旧 习
,

改变那种将帅不习武艺
、

不读兵书
,

有勇无谋
” ,

只要
“

一时侥幸 成 名
” ,

就 能
“

位尊爵崇
”

的开迁制度 ; 广开兵械制造
,

发展各种利器
; 坚决革除军营中苛扣晌粮

、

勒索

军服费用
,

摊 派欠晌
、 .

刑赏过当
”

等四大弊端
,

使上下同心
,

等等
。

不过
,

他最为强调的是

改革和加强军队教育训练
,

即所谓兵之所精
, “

贵乎实练
” 。

郑观应认为
, “

内安外攘莫先于兵
,

整旅行师莫重于练
” 。

然而
,

中国军队仿西方练法

虽已多年
,

但只知学
“

西人教习口 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
” ,

不懂得这仅仅是
“

兵法绪以 余而

已怜
,

故兵练多年而未致精强
。

因此
,

必须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大加改造
。

他提出
,

在训练的

指导思想上
,

要坚决破除那种只求鼓号响亮
、

操练齐整
、 “

观美徒存
、

难收实效
”

的形式主

义 ; 在训练内容上
,

应
“

先练其心 ( 爱 国精神 )
,

次练其身 ( 军事技能 )
,

再练其气 ( 作战

胆略 )
” : 在训练的方式和标汀注上

,

要放眼世界
,

广泛借鉴
, “

互相师法
, ’

舍短集长
” :

在

训练的重点上
,

要实行
“

练兵先练将
” ,

把提高将帅素质做为建设精兵的战略重点
。

郑观应

主张
,

提高将帅素质
, ’

关键是要办好武备学堂
,

使军官教育正规化
、

近代化
。

他认为
,

强兵

包括人和器两大要素
, “

器者末也
,

人者本也
” ,

而学校正是
“ :查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

本
” 。

应从兵官中精选
“

身体精壮
、

能通书史而有胆略者
” ,

送武备学堂进行正规训练
,

学

习数
’

学、 军事筑城学
、

古今战史
、

军事地理
、

兵法
、

兵律和 外 语
,

考 试合格 者始 准 留馆深

造
。

结业时择其优者赴步
、

马
、

炮
、

工各兵种军营各
“

阅厉数月
” ,

然后才能授以 军职
。

高

级指挥职务则更须由经 长期训练筛选并久历战阵者担任
.

曹
、

之
,

通过学校正规系统的教育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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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

使军官队伍高度知识化
、

专业化
,

使其知识结构和才干素质达到
“

武员可以兼文
,

_

文员

不可以兼武
”

的水平
。

各级将领兵官的素质精干了
,

整个军队才有
一

可能建设成攻摧守坚的精

兵
.

郑观应的上述思想
,

是晚清时代条件的产物
,

其观点主张的局限与偏颇之处固然 不乏
,

但对我们今天仍多有启发
、

借鉴作用
。

1
.

传统的 国防观应 当改造
。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
,

与西方的商业航海民族不同
,

中国

长期处于封闭性的农业 自然经济之下
,

在这种经济方式基础上积淀形成了一种单纯守土型的

狭隘国防观
。

而守土又主要是指御守江淮河汉流域农业发达区域
,

防止游牧部族间鼎中原
,

而今天
,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需求和对外开放
,

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经济大循

环
,

国家的经济利益及其它合法权益的空间
.

分布范围大为扩大
,

这就要求我们的国防建设不

仅要
“
以兵卫土

” ,

还必须
“

以兵卫商
” ,

为国家在国防经济交往 中的各项正当权益
,

如陆

海边睡地区的资源主权
、

海上交通权
、

域外投资
、

贸易和科学考察权等等
,

提供可靠的安全

盾牌
.

为此
,

有必要很好地阐发弘扬郑观应的
“

以兵卫商
”

思想
,

使人们脱 出
“

单纯守土
”

的传统国防观 旧臼
,

使我们的 国防观念和军队建设适应我国当今安全生存与安全发展利益需

求的发展变化
。

2
.

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 系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暴 力 的基 础 在 于经

济
,

现代战争条件下尤其如此
。

郑观应关于富国才能强兵的思想符合国防发展领域的这一客

观规律
。

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只有解决了生产力不发达
、

经济还比较落后这一主

要矛盾
,

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其它各项事业才能获得可靠的物质基础
。

因此
,

相对和平时

期的国防建设
,

必须 自觉地坚持在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的指导原则
。

然而
,

国富 本身还

获不等于兵强
,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必需的国防安全保证
。

因此
,

我们又必须坚持关于富国与

强兵相关系的辩证统一思想
,

实现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

两 者 不 可 偏废其

一
。

中外历史上国富i而兵弱
、

结果沦为他人鱼肉的教训并不鲜见
,

我们务必避免犯这类错误
.

3
.

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应抓好
“

人才
”

这个根本
。

现代世界各国国防发展的经验教习lJ

证明
,

郑观应在近百年前提出的
“

器末人本
”

的观点
,

反映了国防建设领域的一大通律
。

对

于我军今天来说
,

武器装备的落后固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弱项所在
, ·

我们固然辈大力提

高我军装备的技术水平
。

不过
,

更为迫切的是培养和举拔大量现代化的军习到汉才
。

为此
,

一

定要切切实实地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

使之不致变为一句有名无实的口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