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观 应 的 商 战 论

常 汝 琪

郑观应 ( 1 8 4 2一1 9 2 2 )
,

广东香山 ( 今中山县 ) 人尹 十九世纪后扔至二十世纪初中

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
,

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
。

在他一星的

社会实践中
,

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
,

,

因此
,

经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

并集中表现在他的
《
盛世危言

》
这部著作中

。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 出 了
“
商

战论
” 。

“
商战论

”
的产生

,

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

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厉史剧变的时代
。

在这期间
,

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对

中国的军事
、

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侵略
,

民族灾难日益深重
。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深入和洋务运动的产生
,

刺激 中国社会的经济也发生了变化
,

开始有一部分商人
、

地主
、

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产生了
。

但它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

本主 义和中
.

国封建主义的压制
。

为了摆脱压制
,

谋求祖国富强
,
产生了

一

以王韬
、

马建忠
、

薛福成
、

郑观应和陈炽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

郑观应则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

他的
“
商战论

”思想也影 响最大
。

当时的中国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历史时代不同
,

为开该郑

观应等人的经济思想还带有重商的特点呢? 这是 因为
: 一方面

,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

主要部分是从商人转化过来的
,

尤其是从有外贸 关系的商人转化过来的
,

所以商业资本

与产业资本相比
,

商业资本的作用更加突出
; 另 方面

,

从认识过程看
,

需要有一个由表

及里 的过程
。

在郑观应著书立说时
,

也正是西方列强的商品入侵中国的时候
,

郑观应的

家乡广东省又是最早遭受外国侵略的地区
,

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
,

造成了大 量 白银 外

流
,

百姓生活困苦
。

这一现象使一些人认为中国之所 以受害
,

主要是在贸易上竞争不过

外国
。

这就使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商业上
,

鲜明地提出了
“
决胜于商战

”
的口 号

。

( 《
商 战

上 》 , 《 郑观应集
》上册

,

第 5 91 页
。

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注篇名和页数 )

“
商战

”
的含义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

从狭义理解
,

指的是争夺市场的斗争
,

即与

外国资本主义争夺市场的外贸之战
。

从广义上理解
,

则主要从其经济思想的体系上看
,

指的是为了反对侵略
,

抵御外侮
,

必须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业竞争
;
要在竞争中有取

胜的实力
,

就要 以商业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
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

义

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
。

这些观点构成了
“
商战

”
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

它集中反映在19 o a年刊印的
《
盛世危言

》八卷本的
《
商务

》 洲商战
》 、 《铁路

》 、 《
开矿

》 、 《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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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 、

《纺织
》 、 《

技艺
》 、

《 西学 》等篇目中
。

郑观应的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
:

1
.

提出
“
商战论

” ,

就是要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
,

抵制外来

侵略
。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

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进步思想的一个特点
。

郑观应的

思想先驱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等人就是主张维护民族利益
,

反对外国侵略
,

把
“
禁烟

”

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
。

但那时主要是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
。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
,

外国商品大量倾销
,

引起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和白银大量外流
,

对中国社会的

经济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

这就加深了郑观应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认识
。

他认识到
,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
,

主要是夺取中国的经济利权
,

把中国变为他们 的
“
取材

之地
,

牟利之场
” 。

( 《
商务三 》 ,

第 6 1 5页 ) 他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
兵战

” 、 “
商战

” 、 “
传

教
” 三种方式作了比较

,

认为经济侵略最危险
。

他在
《
易言三十六篇本

,
中指出

: “
洋 人 到

中华
,

不远数万里
,

统计十余国
,

不外通商
、

传教两端
。

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
,

侵略

中国之地 ,
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

,

欲服华人之心
。 ” ( 《论传教

》 ,

第 121 页 ) 以后在
《
盛

世危言
》
中他又指出

: “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

,

商之培克敝国无形
。 ” ( 《

商战上
》 ,

第 5 86 页 )

因此
,

他得出结论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 商战上
》 ,

第 5 91 页 )

怎样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呢 ? 在郑观应看来
,

主要是在进出口贸易上与资本主

义列强进行商品竞争
, “ 西人以商为战

,

… …彼既以商来
,

我亦当以商往
。 ” ( 《

商战下
》 ,

第 5 96 页 ) 并且作到
“ 必使 中国所需于外洋者

,

皆能自制 ; 外国所需于 中国者
,

皆可 运

售
。 ” ( 《

商务三
》 ,

第 6 16 页 ) 当时外国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是棉纱
、

棉布
, “
每年约共耗

银五千三百万两
” 。

( 《
商战上

》 ,

第 5 86 页 )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主张
: “
然既杜洋布之来

,

尤

须 自织洋布
,

以与之抗衡
。

通商大埠及内地各省皆宜设纺织局
,

并购机 织 造
,

以 塞 来

源
。 ” ( 《

纺织
》 ,

第 7 16 页 ) 中国输出商品主要是丝茶
,

因此他又提出
“
首在振兴丝茶二业

,

·

一 以争印
、

日之权
” 。

( 《
商战上

》 ,

第 5 8 9页 )

在此基础上
,

他又提出了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
。

如
“
裁撤厘金

,

加增关税
” ( 《 税则》 ,

第滩4页 ) 以及实现关税 自主
,

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等
,

以求保证贸易顺差
。

2
.

要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
,

必须强调
“ 以商立 国

” ,

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
。

为了在竞争中稳操胜算
,

郑观应看到了必须扬弃
“ 重本抑末

” 、 “
贵义残利

”
轻视商业

的传统封建国策
。

他说
: “
中国以农立国

,

外洋以商立国
。

… … 欲制西人以自强
,

莫如振

兴商务
。 ” ( 《

商务三
》 ,

第 6 14 页 ) 针对顽固派反对发展新式工商业而提出的
“ 以农立国

”
的

说法
,

他提出了
“ 以商立 国

”
的口号

,

把
“
商

”
提到了整个 国民经济枢纽的地 位

。

他在
《
商

务
》
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 “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

,

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 ” ( 《

商务一
》 ,

第

60 4页 ) 又说
: “ 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

,

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
,

工无商则制造之 物 不

能销
。

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 。

( 《
商务

》 ,

第 1昨页 )

但是
,

必须进一步指出
,

郑观应的
“
以商立国

”
的思想并非仅仅熏视商业

,

他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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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翼商
” ,

注意到工业的重要性
。

他认为工与商是
“
互相表里

” ,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

不爱宝
,

十八省物产日丰
,

徒弃己利 以资彼用而已
。 ” ( 《 商战上

》 ,

第 6 8 8页 ) 针对 当 时

工业技术落后影响到商务的情况
,

他说
:

,.t
· ·

…皆因无机器
、

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
, … …是

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
,

价值不如外洋之廉
,

遂致土货出口不敌外 洋 之 多
,

漏危愈甚
。 ”

( 《商务五
》 ,

第 6 26 页 ) 因此
,

为了以工翼商
,

他主张必须建立机器制造业
, “
论商务之

原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中国自设立制造局
,

… …人但 知 晌办 机

器
,

可得机器之用 ; 不知能自造机器
,

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
。

宜设专厂制造机器
,

……
。 ” ( 《

商务五
》 ,

第62 7页 ) 可见
,

郑观应的这些主张
,

反映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 将商

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要求
,

因为只有这样做
,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

降低 生 产成

本
,

提高赢利
,

保证商品的低廉价格
,

提高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此外
,

_

在其它生

产部门
,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

如在矿业上
,

主张
“
选矿师

” 、 “
购精 器

”
等 , 在 农 业

上
,

主张实行机器耕种
,

使用化学肥料等
;
在交通运输业上

,

主张建铁路
“
便于贩运

”
等

。

3
.

为了有效地与资本主义国家商战
,

郑观应极力提倡
“
西学

” ,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经济制度
。

向西方学习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进步思想的又一特点
。

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氛 魏

源等人出于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
,

提出了
“
师夷长技 以制夷

”
的主张

,

舞张尝笋西方
军事技术

, “
兵舰火器

” 。

到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派的时候
,

他们的思想认识又 前进 了 一

步
,

认为光学军事技术只是学习了皮毛
,

主张学习根本的东西
,

即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

和经济制度
。

郑观应在
《
盛世危言

》
的

《 西学 》 、 《学校
》 、 《
技艺

》
等篇中

,

对向西方学习科技
、

文教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
。

他强调要富国必须重视自然科学
, “
富 国 而 不 思 理 财

,

理财而不求格致
,

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
,

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
。 ” ( 《

西学
》
附录

,

第282

页 )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 以发达就是应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

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
, “
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

,

根于工艺
” ,

因此 :lt
夫工艺非细事也

” 。

( 《
技艺

》 ,

第 7 19
、

720

页 )

为了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
,

他还非常重视教育问题
。

他说
: “
工艺之学不能

不赖于读书
,

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
。

),t’ 是非专设艺院
,

则人才无由出
,

格致 无 由

精
,

而技艺优劣之间亦无由其知而确见
。 ” ( 《

技艺
》 ,

第 7 19 页
、

7 2。一 ” 1页 ) 在抓好学校

教育方面
,

他也提出了要改革封建的科举制度
,

主张
“
中国巫宜参酌中

、

外成 法
,

聘 中

外专门名家
,

选择各国有用之书…… ” ( 《
学校上

》 ,

第 267 页 )
。

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_

匕 郑观应非常赞赏 日本的成功经验
。

他说
: “
考 日本流一 岛国

耳
,

土产无多
,

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 …
。 ” ( 《

商战上》 ,

第59 0页 ) 因此
,

他主张中国

要以 日本为西学的榜样
, “
转而相师 l,o

通观郑观应的
“
商战论

” ,

可以看到
,

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

思想范畴
。

首先
, “
商战论

”
的思想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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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的主线
。

而中国近代救亡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当时的历史任务
。

商战论的思想

兔全适应了这一历更发展的客观要求
。

其次
,

郑观应围绕
“
商战

”思想而提出的一系列主张
,

有不少真知灼见的地方
,

符合

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

对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
。

最后
,

郑观应的
“
商战论嗅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

。

这与其前期的地主阶级

改革派和同期的资产阶级改 良派比较
,

其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
。

它不但为以后的资产阶

级维新派奠定了` 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

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
。

当然
,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

郑观应的
“
商战论

” 不是无可非议的
。

他对资本

主义经济的认识
,

还只是把握一些表面的现象
,

也存在着过分夸大商业作用的倾向
。

其

思想理论的木成熟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木成熟
,

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

(多玄 C`召了二二e 七之多习 (多沈 e 名二弓泵弓探 J 久 召饭 侈该 了玄 C` 获 〔芬饭侈召侈沉侈玄弓久侈沈多久弓泵仓石二e 岑 已石二侈芍苏多 交多匕 〔名 )

说 “ 儿 ”

鲍 延 毅

《 木兰诗 》 : “愿驰千里足
,

送儿还故乡
。 ”
句中

“
儿 ”字

,

、 般注本不争注释
。

唯朱东润 主编
《
中

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注云
:

.t) L
,

木兰 自称
。 ”
此注

实为必要
。

但可惜过于简略
,

似有加以补充的必

要
:

儿
,

是当时妇女的自称之词
。

这 一点
,

宋赵
一

与时已曾指出
: “
木 兰 诈 称男

子
,

代父征行
,

逮归家易服
,

火伴方知其为女台

当其见天子之时
,

尚称男子
。

而
`

送儿归故乡
’

何

哉 ? 儿者
,

妇人之称也
。 ” ( 《

宾退录
,
>

赵氏对 t’) L,, 的这种解释
,

并不是单例孤证
。

禽代郑桑
《开天传信记 》 中曾载

:

裴谓 为 河
一

南 尹

时
,

有一妇人因争一只猫
,

和人打起官司来
。

她

争辩说
: “
若是儿猫

,

即是儿猫 , 若不是凡猫
,
即

不是儿猫
” 。

她话中的一
、

三两句里的
“
儿

”
字

,

所
指是猫的

“
牡

”
或

“
雄俪性 别

, 二
、

四 两 句 中的

勺L
”
字

,

便是这位妇女的自称
,

意即
“
我的 ,,o

唐代 t’) L,, 字的这种用法
,

又见于女诗人刘采

春的 《峨哆曲
》
中

: “
不喜秦淮水

,

生憎江上船
。

载

儿夫婿去
,

经岁又经年
” 。

这 里 的 ,’) L,,
,

正如《唐

诗选 》 ( 社科院文研所选注本 ) 所注释的
,

是
“
女

皿

子自称 ,’o

五代和宋
,

t’) 沪的这种用法
,

仍不罕见
。

欧

阳炯 《木兰花》 词云
:

,’) L家 夫婿心 容 易
,

身又不

来
,

书又不寄
” , 魏承班 《满宫花》 词云

: “
梦 中 儿

度见儿夫
,

不忍骂伊薄幸
” 。

其中的
“
儿家夫婿 ,,.

“
儿夫

” ,

意思都是
“
我的夫婿

” 。

又如
《
月令

·

广

义
》
中

,

有一则宋代宣和年间士女元宵观灯的故

事
:
一对夫妻观灯

,

丈夫被拦
,

不让同行
,

妻子

却获得了皇上的赐酒
。

她端着酒杯
,

辞谢道
: “
归

来恐被儿夫怪
,

愿赐金杯作证盟
。 ”
其 中 的

“

J̀
夫

” ,

含义仍同前
。

几 到了元代
,

t’) L,, 的这种用法已不多见
`

元杂

剧中
,

虽常出现 ,’) L夫
”
一语

,

但究其含义
,

已不

是
“
我的丈夫

” ,

而是
“
似兼男儿 与 夫 婿之 字面

”

( 《诗词曲语词汇释 》 )
,

成为略同于
“
丈夫

”
的口

语新词
。

其例如 《 张协状元 》 : “
把你掩掇嫁一个

好儿夫、 巾箱本《 琵琶记
》
八

: “
传语 我 的 儿 夫

”

等
。

在这里
,

如把叼 L,, 作为
“
妇女自称

”
之词来理

解
,

便难讲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