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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1 8 4 2一 1 9 2 3 ) 原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

斋
,

又号祀忧生
、

广东香山县 ( 今中山县 ) 人
。

父亲

是一个
“
设帐授徒刀 的私塾老师

,

郑观 应 说 自己
:

“
惟是庭训凤承

,

不敢自弃 ” 。

( 《 救时揭要 》 序 )

又说
: “

幼猎书史
,

长业贸迁
,

愤彼族之要求
,

惜中

禅 朝之失策
,

于是学西文
,

涉重洋
,

日与彼都 人 士 交

狱 接
” 。
( 《 盛世危言

.

自序 》 ) 可见他很热爱祖国
,

对中西学间都是很有研究的
。

郑观应曾当英商宝顺洋行
、

太古轮船公司买办
,

并捐得道员衔
。

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办帮
、

总办
,

上海

电报局总办
,

轮船招商局帮办等职
,

得到李鸿章
、

盛

宣怀等的赏识
。

是一位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中国早期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

郑观应的著作很丰富
,

著有 《 救时揭要 》
、

《 易

言 》
、

《 盛世危言 》
、

《 南游 日记 》
、

《 西游 日记 》

等书
。

他的 《 救时揭要 》
、

《 易言 》 出版后
, “

朝鲜

日本亦经重刊
, ” ( 见 《 盛世危言

·

自序 》 ) 风行一

时
。

可 见他的著作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
。

伟大的 民

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
,

如 《 上李鸿章

书 》
,

有明显的郑观应思想痕迹
。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

泽东同志的青年 时代
,

常常漏夜读 《 盛 世 危 言 》
。

( 肖三 《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 》 ) 他的诗有着强烈的

时代气息
。

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
。

他的政治思想的核

心是
“
富强救国

” ;
在教育思想方面

,

提出了不少正确
`

主张
。

( 一 ) 兴办学狡
,

警及教育
,

造就人才
,

挽救中

国
。

十九世纪后半页的中国
,

正是清政府腐败无能
,

强邻虎视晚耽的时代
。

郑观应认真研究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所以富强的原因
,

深入地考察了他们 的 风 俗 习

尚
,

访问了他们的政治教育
,

分析了他们盛衰得失之

所 由来
,

认为他们的
“
治乱之源

,

富强之本
,

不尽在

船坚炮利
,

而在议院上下同心
,

教养得法
,

兴学校
, 、

广书院
,

重技艺
,

别考课
,

使 人 尽 其才 ” 。

( 《 盛

世危言
·

自序 》 ) 所以
,

他认为要挽救中国
,

使之转

弱为强
,

转危为安
,

必须效法西方
,

兴办学校
,

普及

教育
,

造就人才
。

他反复强调说
:

“
学校者

,

造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也
” 。

( 《 盛世危言
·

学校 》 )

“
学校者

,

人才所由出
,

国势所由强
,

故泰西之

强
,

强于学
,

非强于人也 ” 。

( 《 盛世危言
·

西学 》
,

以下只举篇名
。

一

)

他论述我国古代所以强盛
,

是由于遍设学校
,

普

及教育
:

“
古者家有塾

,

党有库
,

州有序
,

国有学
,

故其时
,

博学者多
,

成材者众也
。 ” 〔 《 学校 》 )

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
,

也是由于
“
乡塾散置民间

” ,

无论贵贱
,

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

学
。

如果不入学的
,

父母要受到处分
。 “
即下至聋警暗

哑残疾之人
,

亦莫不有学
,

使习一艺
,

以 自养其天刑

之躯 ” 。

( 同上 )

他谴责清政府废除学校的制度
,

富豪人家各自聘

请家庭教师
,

教育他们的子弟
,

贫穷的老百 姓 的 孩
、

子
,

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 “

目不识丁 ” 竟不知道
“
夭

地古今为何物 ,
,

所 以
“
蔑伦悖理 之事

,

层出不穷
” ,

原因就在于没有兴办学校
。

郑观应认为
: “

环球各邦
,

其国运之隆替
,

莫术

关乎教化
朋 。

( 《 教养 》 ) 教养有道的国家
,

就
“
勃

然以兴
” ,

如英
、

德
、

法
、

美这些 国 家
” ,

崛 起 近

世
, 刀 都是由子普及教育

,

无论贫富贵贱
,

都有享受

教育的机会
, “

故人之灵明启
,

智慧 日积
,

而人材济

济
,

国势以强
。 ” ( 同上 ) 相反

,

一些沦为殖民地的

国家
,

都是因为
“
教养失道 ” 。

他们只懂得
“
繁法严

刑
,

横征暴敛
, · ·

… 贿赂公行
,

卖 官 爵 爵
,

奸 恶诈
、

伪” , “
士无所学

,

民多好闲 ” ,

这些国 家 自然 是
“
国势陵替” ,

不得不
“
先后沦 亡

,

如 出
,

一 辙
朋 。

( 同上 ) 他警告清政府的愚民政策
,

必将自食其恶果

说
: “

遂谓天下可愚不可智
,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 ,

这样就可以世守大业
,

殊不知这就是
“
人材不世出

,

民生所以 日促 ” 的根本原因
。

他大声疾呼说
: “

方今

时事 日非
,

国势益促刀 ,

如果还是因循苟且
,

粉饰太

飞:忿才
吞奋心今寡令兮客忿忿心令寒心今方客
夺李分心夺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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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而不上下同心
“
力为图治

,

亚行教养
, ” 他暗示

亡国的日子就即将到来道
: “

则他日 之 事
,

岂忍 言

哉
。 ” ( 同上 )

他针对当时现实
,

竭力主张
,

废八股之科
,

兴格

致之学
,

多设学校
,

培养人才
, “

开诚布公
,

与民更

始 ,
。
( 同上 ) 可说是很有远见的

。

( 二 ) 中学其本
,

西学其末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

学
。

郑观应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

是从中国传过

去的
,

是中国固有的学问
,

是中学
,

是根本
。

他所谓

西学
,

是指西方的语言文字
。

( 有时又指格致
、

制造

等 自然科学 ) 他觉得我 国古代自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

武以来
,

列圣相传的科学知识
,

非常 丰 富
,

到 了后

世
,

这些
“
古人名物象数之学

,

流徙而入于泰西
。 刀

( 《道器 》 ) 西方的这些科学知识
, “

派别 条 分 商

政
、

兵法
、

造船
、

制器
,

以及农
、

渔
、

牧
、

矿诸务
,

实无一不精
。 ,J ( 《 西学 》 ) 但这些科学知识

,

都是
“
导其源于汽学

、

光学
、

化学
、

电学
。

以操御水
、

御

火
、

御风
、

御电之权衡
,

故能凿混沌之窍
,

而夺造化

之功
。 ” ( 同上 ) 这些汽学

、

光学
、

化学
、

电学等等

科学知识
, “
均出之于我也

。 ” 郑观应引证我国科学发

展史
,

如数家珍
,

从张衡的浑天仪
,

孔 明的 木 牛流

马
,

说到淮南子
“
阴阳相薄为雷

,

激扬为电
, ” 举例

说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

原为我国所固有
,

是从我

国流传过去的
。

我 国固有的科学知识
,

流传到西方
,

西方从实践中加深认识
,

发扬光大
,

而我 反 而 丧 失

了
。

他惋惜地说
: “

不知我国所固有者
,

西人特踵而

行之
,

运 以精心
,

持以定力
,

造诣精深
,

渊乎莫测 ,J
。

` ( 同上 ) 他回顾中国
: “

自学者鹜虚而避实
,

遂以浮

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
,

泊没性灵
,

虚费时

日
。 ” 这是

“
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

, ” 因此
“
中学

日见其荒
,

西学遂莫窥其蕴矣” 。

( 同上 ) 他慨然叹

息说
: “
礼失而求诸野

” 。

他认为西方国家
,

聚集了数

十国的人材
, “

穷数百年智力
,

掷亿万兆资财 ” ,

而

后得到的科学知识
, “
实窃我古圣之绪 余

,

精 益 求

精 ” 。

( 《 学校 》 ) 现在深入地向西方学习 “ 格致制

、 造等学” ,

以还之于中国
,

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

他觉得清政府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对待西 学 的态

度
,

都是不正确的
。

他批评顽固派说
: “

今之 自命正

人者
,

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
,

有讲求西学者
,

则斥之

日名教罪人
,

士林败类
。 ” ( 《 西学 》 ) 这是

“
泥古

不化
” 。

把西学认为异学
, “

甘受固 陋
,

以 受 制 于

人
。 ” ( 《 学校 》 ) 是缺乏深思熟虑的表现

。

他又批

评洋务派一些人
, “

好名嗜利
” , “

震惊他人之强盛

而推祟过当
” 。

这是不知道西方国家
“
强盛 之所 以

然刀 , 是
“
无本之学

,

不足登 大 雅 之林
。 ” ( 《 西

学 》 ) 那么
,

对待西学怎样才是正确 的 态 度 呢 ? 他

提出
: “

审时度势
,

不薄待他人
,

亦不至震惊他人
,

不务匿 己长
,

亦不回护己短 ,
。

学习的方法
,

不应该
“
到窃皮毛 ” , 浅尝辄止

。

要和泰西各国争强
, “

非

徒在枪炮战舰” 而已
,

应该学习那些从中国流传去过

的
“
格致制造 ” 等科学技术知识

,

而且学习他们学习

的内容和方法
。

不应只求
“
粗通文字

,

为 一 己 谋 衣

食” , 就满足了
,

对他们 “精微广大之处刀 , 不敢前

进一步
, “

并未稍涉藩篱 ,
,

( 同上 ) 这是学习不 了

人家的长处的
。

他指出
“
善学者

,

必先明本末” 。

他认为
:
从西

学方面看
,

格致制造等科学知识是本
,

语言 文 字是

末 , 从总的方面看
,

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

是从中国

流传过去的
,

所 以
“
中学其本

,

西学其末
“ 。

(同上 )

学习必须
“
主 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

知其缓急
,

审其

变通
” 。

( 同上 ) 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

( 三 ) 主张文试废时文
,

武试废弓矢
,

改革考试

制度
。

郑观应认为
: “

千古无不敝之政
,

亦 无 不 变 之

法
” 。

( 《 考试下 》 ) 中国的科举制度
,

敝端最多
,

最浪费人才
,

最急应改革
。

他介绍西方选拔人才的途

径
,

是使学者
“
先通文理算学

,

而后 听其所好
,

各专

一艺” 。

( 《 考试上 》 ) 不论学什么
, “

一材一艺
,

总期实事求是
,

坐而言者
,

即可起而行 ” 。

( 同上 )

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 “
文士专尚制艺 (即八股文章 ),,

。

对本国的风土
、

人情
、

兵刑
、

钱谷等状况
,

平时并没

有研究
。

工于制艺的就能得第
,

名标金榜
,

不工于制

艺的
,

就不得第
,

名落孙山
。

他感慨万端说
: “

虽豪

杰之士
,

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
,

消耗无用之时文
。 ”

( 同上 ) 而这些时文
,

实在是毫无用处
,

不能
“
又安

国家 ” ,

也不能 “ 怀柔远人 ” 。

及至
“
一旦 业 成 而

仕
,

则又尽弃其所学 ,J
。

他愤然叹息道
: “

呜呼 ! 所

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天下之无谓
,

至斯极矣
。 ”

( 同上 )

他痛陈
“
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

,

武试 而 不 废 弓

矢
,

… … 及至外患循生
,

内忧叠起
,

又 举 平 日 之用

者
,

而一无所用焉
。 ”

他批评清政府
: “

株守成法
,

不思变通
,

以此而言富强
,

是欲南辕 而 北 辙 耳
” 。

( 《 考试下 》 )

考试制度的改革
,

他提出在内容 方 面
,

应 分 两

科
, “

以广登进
”
一科是

: “
一考经史

, 以规学识
。

( 下转 6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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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所说
: “

什么感情都可以写成诗
。

但是
,

高尚

的感情出高尚的诗
,

卑鄙的感情出卑鄙的诗
,

美

的感情出关的诗
,

丑的感情出丑的诗
。 ” “

不仅

要看感情是否真实
,

还要看是什么样的感情
。 ”

( 《 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 》 )

诗同绘画一样
,

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
。 “

诗

是无形画
,

画是有形诗
” 。

放下画笔又吹起
“
芦

笛
”
的艾青

,

是把捕捉与表现形象作为创作中最

重要的一环来安排的
。

生活中感人的客观物象
,

诗人头脑中一组组动人的意象
,

都涌至笔端
,

跃

然纸上
,

造成一种绚丽多姿
、

跌宕起伏的形象
。

而在一组组动人的形象中
,

诗人又着力在挖掘其

内在的美
,

以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
,

而为了使诗

歌形象化
,

他又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
,

用意象
、

象征
、

比喻
,

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
,

使无生命的

有了生命
。

正是
: “

只有在诗人的世界里
,

自然

与生命有了契合
,

旷野与山岳能日夜喧谈
,

岩石

能沉思
,

河流能絮语… …风
,

土地
,

树木
,

都有

了性格
。 ” ( 《 诗人论 》 )

( 王群芳摘录于 《 光明日报 》 “
读艾青的获

奖诗集 《 归来的歌 》 ” )

( 上接 6 0页 )

二策时事
,

以征抱负
。

三判例案
,

以观吏治
” 。

另一

科是
: “ 一试格致

、

化学
、

电学
、

重学
、

矿学新法
。

二试畅发天文精蕴
、

五洲地舆水陆形势
。

三试内外医

科
、

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 。

( 《 考试上 》 ) 主考宫

须
“
素精其艺

,

系大书院出身
,

有执照为凭者
” 。

取

录标准是
: “

论其艺而不论其文
,

量其才 而不 拘 资

格
,

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 ” 。

为选 拔 人 才
,

他 还建

议
: “ 令外臣工博访周咨

,

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
,

堪

任将招者
,

立行表荐
。

… … 得其人则荐主同膺惫赏
,

或怀私滥保
,

则举主坐罪
。 ” ( 同上 ) 可见他十分注

重真才实学
。

他还提出应注重平时考查
。

深
,

平时同业诸生
,

共闻共见
,

细
,

参考三年之学业
,

可得其详 ” 。

他认为这

样选拔人才
,

`

“
不凭一

日之短长
,

怀才者有必

得之权
,

废学者无侥幸

之望
,

考核明而人才出

矣
。 ” ( 《考试下 》 ) 这

在今天还是 可 以 借 鉴

的
。

他说
: “

士 之学间浅

期满 考 试
,

或 优 或

游 杭 州 惠 州 澹 州 怀 念 苏 轼 曾忍彬

一
、

游杭州

白堤之后有苏堤
,

拣尽寒枝亦肯栖
。

两次主杭留政绩
,

一尘不染出污泥
。

乐观处世宜开眼
,

不待扬鞭自奋蹄
。

始信先生诗句好
:

门前流水尚能西
。

二
、

游惠州

为访东坡到惠州
,

鹤峰鹅岭水长流
。

饱尝香荔思民虞
,

兴赋新诗遣客愁
。

厄运难摧强者志
,

匡时全仗达人谋
。

西湖岂及心灵美 ?

佳话千秋说未休
。

三
、

游澹州

细观文学史
,

八斗属眉山
。

赤壁堪怀古
,

乌台视等闲
。

西湖多韵事
,

南岛亦开颜
。

笠屐流风在
,

檐州意未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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