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艰应的握济思想

常卓超

郑碗应 (1 8 41一 19 2)0 是十九世祀后半期中国

早期改良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

他生于鸦片战争后

一年
,

在他的青年时期
,

正是中国 日益渝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
。

挑过两次鸦 片 战 争 的失

败
,

清朝就治者在查木主义列强面前已极彻底暴

露了白己的腐欺和无能
。

在查本主义列强的强大

压力和节节进逼之下
,

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

特另lJ是 18 5 1年的太平军起义
,

严重地震撼亨封建

扰治根基的情况下
,

清朝扰治者为了保持住自己

的扰治地位
,

就采取投降和勾拮查本主义列强的

政策
,

来组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

在粗济上
,

自

然极济的解体
,

近代工业的产生
,

以及新兴查产阶

极的出现
,

都使社会上的阶极关系产生了显著的

变化
。

这种种情况加在一起
,

就使中国社会的阶

极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地尖貌化和复杂化起来
。

针对这种局面
,

社会上各阶极各阶层及其政

治集团
,

都通过自己的代表人物
,

对国家的前途和

命运表示自己的态度和主张
。

郑现应就是这一时

期新兴查产阶极的典型的代言人
。

他的主要 政

治
、

极济活动是在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
,

这

一时期刚好也是洋务运动从开爆到彻 底 失敢 的

时期
。

郑观应对查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是 极其愤恨

的
,

特别是目睹了 18 6。 年的庚申之变
,

英法联军

攻陷了清朝的首都— 北京
,

速皇帝也逃到热河

去了
,

这一事件使他思想上受 了很大的刺激
,

他痛

威民族危机的深重
,

渴望求得救国救民的办法
,

而

当权的食官污吏介,的所作所为
,

使他感到历来知

藏分子所走的作官出仕的道路
,

井无助于实现他

的救国救民的理想
,

于是
,

他决定走另
一

条道路
,

即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道路
,

以求得国家的

富强
。

他
一

卜七岁那年
,

因考拭不第
,

途放弃举业
,

到

上海去参加了当时中国主要出口商品林茶 的 规

营
。

此后的四十多年
,

他先后当过洋行的买办
,

如

曾任宝顺及太古翰船公司的极理 , 在洋务派官僚

们大举兴办新式企业时
,

他以商股身分参加过井

多重要的
“

官督商办
”

的企业
,

并担任过重要的职

务
,

如规办过上海翰船招商局
、

上海机器械布局
、

造抵局
、

电报局等 ,此外他还当过商办时期的粤汉

铁路总拯理
,

llB 办过极营进出口业务的置易公司
,

在国内各重要 口岸开过航运公司
。

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几十年简
,

他先后撰写和

辑录过静多碳输时政和樱济阴踢的文章
,

多数在

报抵上发表过
。

早期的文章曾于 18 62 年斡成《救

时揭要》一书
,

以后
,

陆梢发表文章
,

18 7 1 年斡成

《易言》一书
,

由王媚在香港出版
,

至 18 92 年又增

舒改名《盛世危言札

除了从事于查本主义工商业的活动以外
,

形

成他的政治
、

极济思想的其它重要因素还有
:

他青

年时曾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学会了英韶
,

当过翻

挥
,

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观
,

栽过更多的有关
“

西学
”

的书报
,

他还到国内各地和外国去考察时政和工

商业状况
,

并与当时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王嵋
、

薛福成
、

踢建忠
、

陈娥等有交往
,

和他俏交换过对

时政的意兑
,

因此
,

在思想上彼此都有过 一 些

影响
。

由于出身和极历的不同
,

就使他的极济
、

政治

思想和同时期的其他改良派人物比救起来
,

具备

如下的
一

些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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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由于郑观应是商人出身
,

所以他比官

潦
、

地主出身的改良派人物更少带封建性
,

他的主

张也更直接地反映了查产阶极的利益和要求
,

他

对当权派的批静也更为大胆和少所顾忌
。

其次
,

由于他博览中外书报
,

游历过外国
,

对

查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
、

教育制度等有较多

的了解
,

特别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极营过各种近代

工商业的查本家
,

因而他的关于发展查本主义极

济的主张就提得比较具体和栩致
。

此外
,

作为查产阶极改良主义的思想家
,

他虽

然是害怕和敌祝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的
,

但是
,

作

为新兴的查产阶极
,

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

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

特别是符合正在向查产阶

毅林化中的官僚
、

地主的利益 ; 同时
,

由于极营工

商业的需要
,

他在社会上的交接相当广泛
,

这就使

他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人
。

二

查本主义极济因素极过长期的萌芽阶段
,

到

十九世祀六七十年代时
,

我国新式工业已极有了

初步的发展 ; 同时
,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极济侵

略
,

逐步瓦解了封建的自然极济枯构
,

这在客观

上
,

在一定程度内也促进了民族查本主义握济的

发生和发展
。

可是
,

中国民族寮产阶极从它一开

始走上社会历史舞台
,

就遇到了远比它的力量强

大得多的外国查本主义极济势力的竞争
,

和官潦

买办势力从握济上政治上的压制
,

这就严重地阻

碍了民族查本主义极济的顺利发展
。

郑观应是一个民族资本家
,

他的中心思想自

然是要求发展民族资本
,

对于上述阻碍民族查本

发展的两种势力
,

就不能不提出抗激
,

进行斗争
。

他虽然做过洋行的买办
,

但他是一个具有爱

国思想的人
, “

初别习商战于外人
,

继lIJ 与外人商

战
” ,

靓明他并不是一个甘心做洋奴
,

而专心裸求

个人发财致富的人
。

他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

上横行瀚道和无恶不作的罪行
,

替屡次提出强烈

的抗栽
,

对外国侵略者侵夺我内河航行
、

开矿
、

筑

路等权利也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
,

对清政府多方

祀护和包庇外国犯罪分子的行为也屡加抨击
。

他

对西方查本主义的侵略方式和方法有相当程度的

认戮
.

“

洋人之到中华
,

不远数万里
,

杭静十余

国
,

不外通商
、

传教两端
。

通商 ll1J 渐夺华人之

利权
,

并侵中国之地 , 传教 l9J 值探华人之情

事
,

欲服华人之心
,

阳靓修和
,

阴存凯藏
。 ” ①

他揭露了外国查木主义的通商和传教的阴险

目的
: “

传教者
,

具lJ非惟欲服中国之人心
,

兼为洋商

之慎探也
。 ” ⑧他强稠指出

,

外国查本主义专以
“

传

教
”

和
“

商战亡人之国
” 。

但是
,

由于中国民族查产阶极先天的峨弱性
,

郑观应不敢对外国查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坚决的

斗争
,

而且有时对它例还抱有很多幻想
。

起初
.

他

曾幻想美国侵略者会和中国友好
,

并援助中国对

抗其他查本主义侵略国家
:

“

英人险非
,

法人黯猛
,

… …美国秉信守

礼
,

风俗庞厚
,

与中国素无猜嫌
’ ,

当相与推
.

减

布公
,

立敦和好
,

有事则稍查臂助
,

无事 1111 遥

借声援
。 ” ⑧

中日甲午战争后
,

他又对帝俄
、

德
、

法等国抱

过幻想
:

“

囊尝榆我国宜仿远交近攻之法
,

枯英拒

俄
,

同心力以巩边疆
。

今于中日战后
,

始知

英之不能为我援者
。 ” ·

…我国当lBJ 矩痛深之

会
,

英美替作壁上观
,

独俄人仗义执言
,

邀同

德法
,

使 日本还我辽东
,

复为我贷跟作保
,

虽

有私意
,

安知我不能借此自强 ? ” ④

等到俄德法分别要求割地
、

租界
、

开口岸做为
“

三国还辽
”

的报酬时
,

他才恍悟到
“

其初心岂真大

公无我
,

济弱扶倾也哉
” 。

在握过外国侵略者几度

侵华的历史教副之后
,

他桩于认藏到依靠外国资

本主义国家主持公道是不可能的
。 .

对于外国查本主义的侵略
,

郑观应认为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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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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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防》 。 《盛世危言》二振
,

卷二
,

以下引文各准

均兑图书集成局本
。

④ 召边防》 。 仁盛世危言方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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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须认具对付的
,

但是
,

他对封建就治势力和外国查

本主义势力之阴的勾桔
,

起初是没有清楚的认栽

的
,

因而
,

屡次徒劳无益地向清政府提出了抵抗外

国查本主义侵略的呼吁和建栽
。

郑观应对官僚买办集团以丧权辱国的代价达

到的
“

中外和局
”

深咸不满
,

因为这种局面使外国

查木主义势力得以进一步排挤中国的民族 查本
。

他税
: “

方今阴户洞开
,

任洋商百舒望断
,

一切机

器
,

亦准其投厂举办
,

就地取材
,

以免厘税
,

其成本

救上货更视
,

被喧宾夺主
,

以攘我小民之利
。 ”

一旦

发生沙水国商人欺侮华商的事件
,

拆睹衙阴
, “

华官

不惟不能助商
,

反胶削之
,

遏抑之
” 。

①他还指出外

国商木的
“

翰船飞墩于港议
,

层本冲突于通衡
,

无

事而带持军器
,

用人而刻扣工查
,

空盘倒眼
,

祖庇

教民
,

包揽关捐
,

掠阪人口 凡此种种妄为
,

亦西律

所必禁
,

公法所不容
” 。

②但这一切又为什么行得

通呢 ? 因为
: “

我每曲法相就
,

华民之忍辱
,

由于畏

官长
,

官长之曲法
,

由于畏朝廷
。 ”

下面
,

他没靓出

朝廷之曲法是由于畏外国人的括
。

但后来他在一

封信鼻靛道
: “

外国动辄挟天子合箫侯制百姓
,

故

有外人怕百姓
,

百姓怕官
,

官怕皇帝
,

皇帝怕外人

之裕也
, ”

⑧揭露了封建就治阶极包庇和勾桔外国

资本主义列强的勾当
。

他指出清政府制定的税前是对 外国商人桩

税
,

对中国商人重税的种种不合理
,

如
“

同一洋货
,

在洋人手只l]无厘捐
,

在华人手 glJ 钠厘捐
” 。

他要求

清政府收回海关
,

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还要求政府

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华置产
,

并建磷外国人以入中

国籍为置产的条件
,

反对外国教堂在中国各地兼

供土地
。

他要求当道对外国侵略者的强横和不合理要

求
,

必须坚持民族立场
,

艳不可妥协
。 “

纵百靛恃

强要挟
,

官可罢
,

头可断
,

铁案桩不可移
,

彼虽狡

悍
,

其奈我何
” 。

④可是
,

官僚买办集团自顶至踵的

那一副奴颇媚骨怎么可能表现出这 样 的民族气

节 ? 他批静当权派
“

虽日受外人欺侮
,

仍然泄泄杳

杳
,

苟且偷安
,

甚至割地求和
,

恬不为耻
” 。

⑤郑观

应要求在政治上坚持民族立场这一点
,

是他和洋

务派官僚买办集团之阴的重要分歧
。

为了有效地防御外国查本主义的侵略
,

他主

张加强国防力量
,

这就要首先改变那一套腐欺落

后的兵制
,

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军和海军
,

驻守边

疆和沿海
。

其次
,

还要
“

讲求武备
” ,

用新式武器装

备军队
,

这一点在表面上看
,

似乎与洋务派没有什

么分歧
,

因为洋务派也在蔽渝
“

富国强兵
”

之道
。

在

洋务派兴办的
“

新政
”

中
,

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军

事工业
,

自制船炮武器
。

但郑观应与洋务派的不

同
,

在于他所主张的自制武器是建立在自制投备

原料
、

自己培mlI 技术人才的民族工业基础上的
,

其

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 ,而洋务派的
“

自

制
”

武器是依靠洋人洋匠
,

从投备到技术都依靠外

国人来解决的殖民地加工工业
,

其目的主要是为

了须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

郑观应认为对付外国侵略者
,

固然要讲求强

兵之道
,

但最根本的办法还在于使国家富强起来
,

他主张
“

练兵将
,

制船炮
,

备有形之战
,

以治其标 ,

讲求泰西士
、

农
、

工
、

商之学
,

裕 (按当为寓之

簇— 作者 ) 无形之战
,

以固其本
” 。

④以
“

商战
”

为主
,

以
“

兵战
”

为辅
·

,

兵战又以防御为主
。

郑观应的反对侵略和菠国思想也食串在他对

民族矛盾和阶极矛盾的关系的看法上
,

他对农民

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害怕的和敌视的
,

但他始籽认

为外国寮本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握济侵略才是

最大的危险
。

民族查本除了受到外国查本主义机济势力的

排挤
,

还受到封建就治阶极的压制
。

郑观应对此

也非常不满
。

他靓政府
“

但有困商之准政
,

并无护

商之良法
” ,

中国工商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
, “

非但

集股难
,

亦因所抽税厘过重
” 。

而所稍
“

集股难
” ,

并

不是民简没有查本可集
,

实在是因
“

困商之啦政
”

阻碍了人们投查握营工商业的积极性
。

因此
,

他

要求政府撤卡裁厘
,

减视商民的捐税负担
,

并实行

鼓励集合查本
、

粗减公司
、

授予专利权等有利于发

展工商业的政策
。

郑观应虽然反对就治阶极对外国查木的纵容

和对民族查本的压制
,

但是
,

由于民族查产阶极在

政治上握济上力量的薄弱
,

就仍然不能不幻想依

① 心商务努上
。 《盛世危言力三编

,

卷一
。

@
、
交涉 ) 。 《盛世危言

一

初输
,

卷二
。

⑧ 、致姚伯怀太守书
、

,

后骊
,

卷三
。

④ 夸交涉 ) 。 、
盛世危言 初橱

,

卷二
。

⑥
、

上戴少怀尚书书
侥 ,

后橱
,

卷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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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商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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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盛世危言办三榻

,

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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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当权者的保护来发展民族查本
,

他以商股身分

担任
“

官督商办
”
企业的职务

,

也可以砚明他对扰

治阶极抱过幻想
。

他起初曾表示臂成
“

官督商办
” ,

并分析了单
.

由官办或单由商办的缺 点
。 “

全恃官

力
,

111 巨费难筹
,

兼集商查
,

lllJ 众擎易举
,

然全归商

办
,

lIJ 土棍或至阻挠
,

兼倚官威
,

8IJ 吏役又多需索
,

必官督商办
,

各有青成
” 。

①他的出发点是以商为

主
,

以官为护符
,

企图借着
“

官督商办
”

的名义
,

避

觅官府的勒索
,

从而实现其发星资本主义极济的

理想
。

但是
,

这与洋务派官潦们的想法可是大相

篷庭的
,

洋务派官僚们是借
“

官督商办
”

之名
,

行望

断新式工商业之实
,

从而实现其扩大洋务官僚集

团势力的目的
。

这种
“

官督商办
”
的企业握过一个时期的实践

之后
,

特别是在他亲自参加了招商局的管理工作

之后
,

才使他认戮到封建政权的种种腐败完全体

现在企业里
,

并且使企业也变成了腐败的官僚衙

四
。

对于商股
,

枯果是
“

赢则借事勒捐
,

亏 lI] 多生

枝节
” 。

⑧以招商
、

电报
、

开平三局为例
,

由千营业

不好
,

入不敷出
,

极过他多年的惨淡极营之后
,

洋

务派官僚兑到企业能获厚利时
,

就
“

暄归国有
” ,

吞

拼商股
。

后来
,

他靓自己握营工商业三 十多 年
,

“

颇知中西利病之梗概
” ,

算是看透了洋务派官潦

俐
“

官督商办
”

这块招牌的实质
。

他在一首静中写

道
: “

名为保商实刹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华商因

此不及人
,

为丛班爵成怨府
。 ”

⑧以后洋务派替委

他帮办开平矿唐山局
,

他辞而未受
,

对
“

官督商办
”

已握毫无兴趣了
。

在他脱离
“

洋务
”

工作之后
,

便积极主张无输

铁路
、

柏船
、

舫橄
、

制造等各种行业
“

一体准民固开

殷
,

无所禁止
,

或集股
,

或自力
、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

胃之道行之
,

艳不拘以官场体就
” 。

④

郑观应不但积极要求发展查本主义
,

而且在

改良主义者中阴最先提出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

较为全面的极济胭镇
。

即
: “

人尽其才
” , “

地尽其

力
” , “

物幅其流
” 。

⑥

为了实砚这个胭镇
,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
、

主张和措施
。

他特别强刹商业在整个国民极济中的地位和

重要性
。

他一反封建主义社会中陇 视 商业 的观

点
,

把
“

商
”

提到整个国民极济的枢钮地位
,

认为一

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达都必须以

发展商业为前提
。

他靓
:

“

商以慰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急需
,

有盒于

民
,

有利于国
,

与士农工互相表里
。

士无商glJ

格致之学不宏
,

农无商 llJ 种植之类不广
,

工无

商gll 制造之物不能钳
,

是商胃具生时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胭镇也
。 ” ⑥

他还认为商业的发达与否
,

不仅关乎查本家

个人发助致富的固题
,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食富
:

“
盖憋迁有无之事

,

匪独一家之利钝
,

并关一国之

盈虚
。 ” ①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

,

有多一半是来自

商税
,

如果采取奖励工商的政策
,

进一步发展商

业
,

特别是对外置易
,

不仅可以增加税收
,

充实国

库
,

而且可以解决国家肘政上的困难
。

他在强稠商的重要性时
,

拜不否认工的重要

性
,

如前所述
,

他认为工与商是
“

互相表里
”

的
,

商

业固然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
,

而工业生产也

是发展商业的基础
。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 不爱

宝
,

十八省物产日丰
,

徒弃己利以查彼用而巳
” 。

⑧

一个国家无榆自然查源如何丰富
,

若不发展工业

生产
,

于国于民就毫无益处
,

而柱必被查本主义列

强掠夺而去
。

因此
,

他主张必须
“

以工翼商
” 。

粽上所述
,

他虽然非常重视和强稠工业生产

的重要性
,

但是
,

他的出发点和最柱的依归仍然是

商业
,

特别是对外贸易
。 “

西人以商为战
,

士农工

为商助也
, ” .

…彼既以商来
,

我亦当以商往
” 。

①因

此
,

可以靓
,

他的极济思想是具有相当明显的重商

主义色彩的
。

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中的表面现象观

察简题
,

这是由当时中国民族查本的发展水平所

决定的 ,但是
,

中国重商主义观点的产生
,

也由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
,

外国查本主义

的商品倾翎和查本帷山的严重竞争
,

使民族查本

① 《开矿》 。 《盛世危言今初编
,

卷五
。

② 《船政努。 《盛世危言 》二编
,

卷一
。

⑧ 《罗浮待鹤山人爵草今
。

④ 《商务》 。 众盛世危言》三编
,

卷一
。

⑤ 《盛世危言穷自序
,

初编卷一
。

⑥ 《商务》下
。 《盛世危言办三福卷一

。

⑦ 令邮政
决
上

。 仪盛世危言今初福
,

卷四
。

⑧ 球商战今
。 《盛世危言》初编

,

卷三
。

⑧ 《商战》下
。 《盛世危言》三栩

,

卷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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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威
“

商战
”

的威胁所致
。

关于农业
,

他虽然没有从整个国民袒济的角

度去考察
,

但却碗出了农业的重要性
: “

以农为极
,

以商为裨
,

本末备具
,

矩韧毕赎
。 ” ①他臂同林 lllj 徐

和搏桂芬在西北种植水稻和广种桑田的主张
,

以

发展蚕林等商品性产品
,

并曾建浅拭种美棉
,

侠有

成效
,

即集股没立种棉公司
。

从他主张发展农业

的商品性作物来看
,

主要是为了生产出口商品和

为工业提供原料
,

而很少从
“

民食
”

的角度考虑阴

题
。

他拯营的
“

沽塘耕植畜牧公司
”

显然是查本主

义性质的农场企业
,

他虽未正面渝述农业上的生

产关系
.

但从他的极营实践上巳完全可以脱明他

必然主张资本主义的农业握营方式
,

是 毫无疑

简的
。

三

为了实现他的发展民族查本主义 的拯济要

求
,

郑观应还提出了在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

面的改革主张
。

改变政治制度这件事
,

对于顽固

守旧的封建扰治阶级斋来
,

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简

葱
,

为了靓服封建杭治者接受变法的建靛
,

他和其

他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
,

从 《周易》 上吸取了中国

古代朴素的辩征发展观念
,

井以之做为变法的理

愉武器
。

他税
: “

物极 lllJ 变
,

变久 llJ 通
,

虽以圣继圣

而兴
,

亦有不能不变
,

不得不变者
,

实天道
、

世运
、

人事有以限之也
。 ”

@ 又靓
: “

千古无不敝之政
,

亦

无不变之法
。 ”

变法的关键何在呢 ? 他的答案是投

燕院和实行立宪制
。

他靓西方国家 富强 的原因
“

不尽在船坚炮利
,

而在裁院
” 。

哉院的好处是可

以使
“

香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

跳凰之臣无所擅其

权
,

大小官司无所卸其青
,

草野小民 无所积其

怨
” 。

@就是表
,

要求实行限制君权
,

让查产阶极参

政的君主立宪制
。

他又清楚地交代了在这一新制度下
,

国君的 、

权利所在
, “

凡军国大政
,

其权虽决于君上
,

而度支

林晌
,

其权实操褚庶民
” 。

只有如此
,

才能
“

君民相

推
,

上下一德
” 。

④这里所靓的
“

庶民
”

和
“

民
”

指的

当然是资产阶极
。

他虽然也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

的利盆呼吁
,

但在参加政权的简题上
,

他却认为只

有资产阶极才够查格
。

这可以用他提的靛员条件

来靓明
: “

非人本籍十年以后
,

及年届三十
,

并有财

产
、

身家
,

善蔽书
,

负名望者
,

亦不得出名
。 ”

⑤显然

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的
,

广

大的劳动人民就更不用靓了
。

可晃
,

君主立宪制

的实质就是让查产阶极参加到封建杭治阶极控制

下的政权中来
,

并取得一定的政治和握济权利
,

而

战会也还是一种杏拘机构
,

井无立法权
,

这虽然是

极初步
、

极有限的民主思想
,

但在长期封建专制杭

治的沉明空气里
,

出现了这种和千古封建专制相

对立的政治要求
,

究竟是一件新解的植得重视的

事情
。

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
,

他还具体提出要求

在中央敖立商部 (实即兼理商
、

工
、

矿
、

交通各业的

握济部 )
,

在各省县分投商务局和商务所
, “

由地方

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神商为局奄
” 。

同时
,

他还倡浅

粗橄商会
,

这靓明查产阶极已握要求参与工商业

的行政管理权
,

并成立保护本阶极利盆的机欲
,

以

抵抗官府
“

病商
”

的种种苛政
。

在早期的著作中
,

他也认为变法应鼓是
“

可变

者器
,

不可变者道
” ,

封建的桐常名教应蔽予以保

持
。

这一方面魏明早期改良派在思想上还受着校

多的封建正杭观念的束膊 ,另一方面
,

也靓明他们

力量的薄弱
, 一

要实行改革就不能不对封建杭治者

作较大的妥协
,

以取得他俩的宽容和支持
。

但是
.

在民族查本翘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
,

它们与封建

杭治之简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之后
,

郑观应也逐

渐认藏到
,

如果封建杭治的
“

道
”

完全不变的新
,

他

的发展查本主义极济的主张是根本无法 实现的
。

于是
,

他后来就逐渐超出了变
“

器
”

的范围
,

在不公

开抛弃
“

不可变者道
”

的 口号的情况下
,

在事实上

提出了一些变
“

道
”

的要求
。

在教育制度方面
,

他极力反对八股取士
,

要求

按照西方的办法
,

改革教育制度
,

为发展资本主义

奋险
. ` 、

一
` .

① 《农功肠

孟 ② 《公法肠
二 ⑧ 《敬院几
竺 冈 张公举札

之
注

⑧ 《碳院》 。

《盛世危言》初雨
,

卷三
。

《盛世危言努二编
,

卷一
。

《盛世危言》初骊
,

卷一
。

《盛世危言力三橱
,

卷二
。

《盛世危言穷初祝
,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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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济培育人才
。

他批郭封建的旧教育制度是
“

所

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

不但是学用不一致
,

而

且严重地埋没人才
,

他指出科举制度不能发挥人

俩的才能和抱负
,

往往使才智之士
“

或湮没不彰
,

或名山接老
” ,

胎害之甚
,

一至于此
。

他主张取士的标准应当是
“

榆其艺而不榆其

文
,

量其才而不拘查格
” 。

他主张培养学用 一致的

人才
,

因此就非常强稠专业教育
。

在专业的殷置

上
,

他建漱分
“

天文
、

地理
、

农政
、

船政
、

算化
、

格致
、

医学之类及各国典图
、

藉言文字
、

政事律例
”

等各

科
,

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粗济发展的需要
。

他不仅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

还进

一步要求改变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意藏
。

他要

求社会上
“

切勿薄视商工
” ,

而是要抬商业
、

工业查

本家以较高的社会地位
, “

予以体面
” 。

他批爵教

建士大夫阶极不苟
一

言名利
,

而又实际上迫逐名利

的伪善态度
。

他提出
“

人之所重
,

名利二端
” ,

公开

宣锡资产阶极个人主义世界观
。

在他 看来
,

人们

追逐名利是正当的
,

无可厚非的
,

简题是必须在社

会道德观念上予以承认
。

他要求树立
“

做商得财
,

人替仰之 , 做官得肘
,

人替鄙之
” ①的查产阶极道

德观念
。

在他探究国家富强之策的过程中
,

柱于发现

并得出了
“

中国与外国之贫富强弱
,

由于礼教不

同
,

中国以家族主义
,

外国以国家主义
”

①的桔输
。

在这里
,

他所靛的
“

家族主义
”

实即指以一家一户

为生产单位的封建主义 自然极济 桔构
, “

国家主

义
”

实即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民握济
, “

礼

教
”

不同
,

实即指社会制度不同
。

这种认戳超过了

同时代的其他资产阶极改良主义者的水平
,

较为

明确地表达了以查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

的要求
。

四

郑观应反对外国的握济侵略和爱国思想是突

出的
,

也是一胃的
。

他的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各种

主张和要求很能切中拜完全代表了新兴查产阶级

的利益
,

因此
,

他的思想
、

著作在当时社会上发生

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

他不仅继承了前人进步的和

有盆的握济思想
,

而且有所发展
,

对于后来改良主

义运动高潮的到来
,

也起了思想上的先导作用
。

他为了发展民族查本主义极济提出的变法主

张
,

表现了他思想的进步面 , 同时
,

他又主张保留

朋常名教
,

不触动
、

至少在表面上不触动封建就治

的根基
,

希图依靠封建杭治阶级实行自上而下的

改革
,

这又反映了新兴查产阶般在政治 卜规济 卜

的板弱性
。

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
,

和民族查产阶

极的顿弱所形成的在力量对比方面的悬 殊状况
,

使他的改良主义极济和政治方案
,

也和其他改良

派人物的主张一样
,

是注定了不可能实现的
。

但

是
,

他的思想和主张
,

对民族查本的发展
,

对手取

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

以及对反侵略和爱国思

想的传播方面
,

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

因而他

在中国近代极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 应 当加 以肯

定的
。

① 犷捐钠力
。 《盛世危言: 三橱

,

卷二
。

② 、致潘征君书
、 。

《盛世危言》后编
,

卷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