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细品味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恤贫》及其附论，不难发
现，其提出的主张至今在指导社会公益事业、发扬守望相助
的传统精神方面，仍有着惊人的指导意义。作为中国近代最
早的有关赈贫济难社会福利的文章的作者，郑观应着实起到
了领头军、先驱者的作用。

一、对待赈贫济难的态度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
一生多姿多采。郑观应自小受身为读书人的父亲所教育，可
惜童试未中，其父则命其到上海学习从商之道。后曾两任买
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可以说，在
郑观应身上充溢的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
习得的西方文化的结合体。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
程，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思
想界的研究和关注。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多年与西方
文化的接触，在保有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郑观应的思想
逐渐西化。对待贫民及落难人士等弱势群体，他始终报有恻
隐之心。在诸多篇章中，郑观应认为管理国家的人应该对待
弱势群体持保护的态度，如在《盛世危言·恤贫》中就直接表
明其态度：“穷民无告，无国无之，或因残疾所趋，或为饥寒所
迫，是在养民者有以保之耳。”[1]在一一展现西方各国所实行
的各种赈贫济难措施及带来的益处之后，郑观应不禁感叹
曰：“迹其意美法良，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1]占据着绝对的
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其最高的社会理想境界是“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的“大同世
界”。儒家思想宣扬善有善报，西方民众信奉基督教，主张“兼
爱”，二者不谋而合，从而坚定了郑观应对待一切事物均从善
的原则。

二、“ 弱势群体” 形成的社会原因及赈贫济难的
必要性

（一）“弱势群体”形成的社会原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他明确提出了

“以商立国”的观点，是力主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
济侵略，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工商业，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
用以缩小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

郑观应痛陈了外国经济侵略给中国百姓带来的痛苦与
磨难，此为老百姓穷困潦倒的最根本原因：“自道光年间，大
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操贸易之权，逐锥刀
之利，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苍生，业
此为生者何可数计。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
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1]这“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1]导致
“中国生齿日繁，生机日蹙，或平民失业，或乞丐行凶，或游手
逗留，或流民滋事”[1]。及“穷民仍多无所归者。小则偷窃拐骗，
大则结党横行，攫世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揆其所自，实
迫饥寒”[1]。进一步印证了把商业看做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
要推动力的迫切性及赈贫济难的必要性。

（二）赈贫济难的必要性
无论从中国传统文化“善有善报”还是西方推崇的仁义

观，赈贫济难是中外文化所推崇的。郑观应首先揭露了当前
中国的救济状况：“近虽设有栖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
诸善举，然大抵经营不善，款项不充，致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
者”[1]。又进一步从国家荣誉及社会安定角度深刻剖析了完善
与加强赈贫济难的必要性：
“堂堂大国，穷民塞途。黑索赭衣，为海外人所窃笑。”[1]

“天下作乱之源，往往因失业游民乘饥蜂起。盖年丰则生
计稍宽，衣食赖以粗给。岁歉则流离失所，壮者必散诸四方，
即不自为盗贼，必为匪党胁诱。天下能无乱乎？”[1]

从而得出结论：必须赈贫济难。

三、关于赈贫济难的主体

由谁来赈贫济难？郑观应不惜笔墨，嬉笑怒骂地批判了
守旧又守财的旧式富绅，同时展望于新时代的开明富绅：

（一）对部分“富民”、官绅及旧俗的谴责
无论是在《盛世危言·恤贫》正文还是其附论中，郑观应

反复宣扬着对待财富的观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以贻
子孙，不三代而尽散”[1]。如：
“至如富绅巨室，虽积产数十万至数百万，决不肯行一善

举，一朝命尽，金银不能携带于九原，只可供子孙之挥霍耳。
宜其为西人所讥笑，来鬼物之揶揄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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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智未开，只知为子孙做牛马。尝闻有积蓄金银无
数，埋于地中，竟为贼所劫。亦有守至贼兵入境，如李闯所为
迫勒，财尽身亡。”[1]

直至发出如下感慨：
“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

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1]

郑观应也批判了各种形式的无谓的大肆铺张：
“夫中国各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

动辄滋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
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
恤茕独乎”?[1]

同时也强烈鞭挞了昏庸的官绅的利欲熏心：
“当道以其事诿诸绅士，视若无足重轻；绅士又从而染指

其间，占为利薮”。[1]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独奈何畏难苟安，自私自利，竟疾
视斯民之流离死亡，而漠然无所动也”！[1]

（二）对贤明的绅商的企望
郑观应并非只是要求别人行善事，自己本身也有过赈贫

济难的实践：
“余与昔年与江、浙、闽、广各同志筹办直赈义捐，颇为活

跃，经南中放赈善士将余资及核奖之款，禀请傅相在天津设
广仁善堂。当道复筹款协助，非但义学、施医、施药、施棺，且
收养无业小童，教以工艺，织有藤器，刻有善书出售。惜规模
尚未宏敞耳。”[1]

但是其心有余而力不足：
“余夙有是愿，恨无大力以为之。人各有心，心同此理，愿

以质诸天下之多财而好善者”。[1]因此他企望贤明的绅商来开
展此项活动：
“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复得好善之绅商任怨

任劳经理此事，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谁不如我？
风行草偃，谊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与寰区，穷民绝迹
于道路矣！”[1]

“窃观各省富绅积财以贻子孙，不三代而尽散，何妨仿设
善堂，收养万人，立德立功，名垂不朽乎？”[1]

“积钱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
读。惟积德于冥冥之中，可使子孙受用无穷”。[1]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把这些善举实施的希望寄托在
“贤有司”和“好善之绅商”上，以达到“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
与寰区，穷民绝迹于道路矣”的目的。这无疑是一个善良的乌
托邦，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体制落后，国力薄弱）来说，还是
很难真正赋予实践的。

四、关于赈贫济难的客体

郑观应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弱势群体”包括：婴幼儿、老

人、妇女、城乡贫民、灾民、乞丐、鳏寡孤独以及残疾人等，还
有极少有人关注的狱囚和被贩卖到国外打工的“贩奴”等等。其
中狱囚、贩奴在《盛世危言·恤贫》及其附论中没有提及，妇女
虽有提及但分量不很多，关于如何善待他们可分别在《盛世
危言·狱囚》、《盛世危言·女教》及《盛世危言·贩奴》中阅到。

郑观应对以上一干人士都赋予了同情。

五、关于赈贫济难的管理方法和具体措施

（一）管理方法
在管理方法上，他提出：
“所有款项，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营，酌定章

程（章程仿善堂，岁刻《征信录》），多置田产，借供饘粥，广葺
厦屋，俾免风霜”。[1]

管理者为“公正廉勤之绅士”、章程为“仿善堂，岁刻《征
信录》”、原则为“多置田产，借供饘粥，广葺厦屋，俾免风霜”。[1]

（二）具体措施
郑观应认识到，一朝一夕的饱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必须使他们有一技之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郑观应的社会救济不是单纯
的经济救助，是在政府干预下的“自食其力”。在具体措施方
面，他提出：
“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

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
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征赋税”。[1]

有了手艺，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保全性命，社会也因此得
到安定。

六、关于采取赈贫济难措施的意义

借鉴西方的赈贫济难措施成功实行情况，郑观应感叹道：
“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无

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
之者无不周耳”。[1]

“以上各法，如中国官绅能仿而行之，则凡不教之民，必
将渐摩而化，奋勉自新，岂非天下之福哉！”[1]

“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此也。”[1]

郑观应把赈贫济难措施实行带来的益处上升到“天下之
福”的高度，可见其对他自己提出的“养民之法”———务农、劝
工、惠商、恤贫中恤贫的重视，也从侧面体现了郑观应的民本
思想。

总而言之，虽然郑观应的赈贫济难思想很大程度上脱胎
于西方国家赈贫济难的实践，但他把西方反映民本思想的行
之有效的惠民措施与当时中国封闭落后的社会紧密联系起
来，冲破“君为主，民为辅”的封建藩篱，提出更加贴合实际的
全面具体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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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eng Guanying，a Chinese famous literate，thinker and industrialist in modern times，who was born in 1842 and di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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