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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职业变动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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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郑观应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清末时期, 一生职业多变, 可概括分为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职

业又分为四个阶段, 分布在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空间的四个区域, 说明郑观应的资本逐步提升。郑观应主

要从事商业的职业, 其职业变化从商业角度反映出社会转型。首先, 商业在社会观念方面得到提升; 其次,

社会结构略发生变化, 商人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但尚未能突破传统模式; 最后, 在社会制度层面商

业制度仍付之阙如。因此, 郑观应职业变化所折射的时代, 只是转型社会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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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st phase ofQ ing dyn asty w hen Zheng Guanying lived w as a social tran sform ative p eriod. Zheng Guanying� s

vocat ion sw ere changefu lly and w ere d iv ided in to six types. S ix types of vocat ion would pass through four stagesw h ich d is tributed in to

fou r f ields of social space that P ierre Bou rd ieu created. It show ed Zheng Gu anying� s social status w as advanced gradually. Zh eng

Guany ing� s vocat ionalm ob ility in comm erce fieldm ain ly can reflect the social change in perspect ive of comm erce. F irst, the pub lic

att itudes of comm erce sh ifted increasing ly in social though. S econdly, the social stru cture w as changed slight ly. The m erchan t class

becam e a im portant pow er of society although they cou ldn t' break the trad itionalmode. Last ly, the comm ercial inst itut ion cou ldn� t be

estab lished. Therefore the society thatZheng Guanying� s vocat ionalm ob ility reflectedw as in th e beg inn ing of a trans form 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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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 社会变迁乃指社会运作从一个主流模式向另一个模

式转变的过程。清末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阶段, 社

会各方面均发生较大的变化, 人们的社会角色变化频繁,

当社会角色大规模变动时, 将形成新的社会分层。新的

社会分层反过来恰好说明社会变迁的程度。因此, 通过

考察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变化, 可以反映社会变迁的情况。

社会角色变动可以集中反映在个人职业变化之中。在长

期稳定的社会, 社会分层不会遽然断裂, 而是呈现平衡

过渡的状态, 个人职业因此也不会急剧变动, 而是依据

社会分层规律逐渐升降。相反, 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

人的职业化则呈现多元化趋势。那么, 如何衡量一个人

的社会职业角色变化?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资本理

论无疑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因此, 本文将运用资本

理论, 并且以清末著名人物郑观应的职业变化为例, 考

察清末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

一、郑观应的职业生涯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

国民族工商业家, 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

买办, 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

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 投资兴

办了许多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 是一个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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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主要著作  盛世危

言 !, 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纵观郑观应一

生, 他所处在的社会正是急剧转型的清末时期。既然社

会转型越急剧, 人们地位变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郑

观应在职业生涯中经历多重角色的转变, 不足为奇。郑

观应的职业变化是社会变迁所致, 从另一方面看, 又恰

好体现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本文正是通过郑观应的职业

变化, 从个人地位变化的角度, 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模式

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型的。

郑观应首先凭著作  盛世危言 ! 享有盛名, 被视为

维新派代表人物, 是近现代改良主义者。其次, 有论者

认为, 郑观应主要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代表之一。其

实, 虽然郑观应以洋买办角色起家, 但在人生历程中他

从事诸多职业, 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其后的角色转

变更能说明他的社会地位升迁, 也更能体现近代中国的

转型。笔者通过分析郑观应的生平, 将其不同时期的职

业罗列如下 (见表 1)。

表 1� 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职业

时间 地点 任职部门 职业

1858年之前 香山 居家 儒生

1858 上海 新德洋行 随叔父做学徒

1859∀ 1867 上海 宝顺洋行 买办

1867 上海 公正轮船公司 董事

1868 上海 和生祥茶栈 通事

1869∀ 1871 上海 和生祥茶栈 股东

1871∀ 1873 扬州 宝记盐务 总理

1873∀ 1882 上海 太古洋行轮船公司 买办

1878∀ 1879 上海 上海机器织布局 襄办

1880∀ 1882 上海 上海机器织布局 会办、总办

1881 上海 上海电报分局 总办

1882∀ 1884 上海 轮船招商局 帮办

1884 南洋 粤防大臣彭玉麟 差委

1890∀ 1892 广州 开平煤矿粤局 总办

1892∀ 1902 上海 轮船招商局 帮办

1896∀ 1897 汉口 汉阳铁厂 总办

1902∀ 1903 广西 左江道 道台

1905∀ 1906 广州 粤路公司 总办

1909∀ 1921 上海 轮船招商局 董事

� � (此表参考夏东元编  郑观应年谱长编 ![ 1]、 郑观

应集! [ 2]和  郑观应传 ![ 3] , 以及易惠莉  郑观应评

传! [ 4]等书制作而成 )

从列表中可见, 虽然郑观应一生经历丰富, 职业多

变, 但是若从任职部门看, 其职业不外乎概括分为六大

类: 一是少年时期的儒生; 二是外国公司的低级职员;

三是私营商业主; 四是外国公司的高级职员, 即买办;

五是中国洋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六是短暂的官员生

涯。

二、职业变动的资本分析

诚如前述, 郑观应的职业变化亦有规律可循, 并非

杂乱无章。郑观应的职业变化基本围绕商业而开展的,

并且也只是在个人、外国公司、洋务公司三者之间变动。

郑观应的职业变动体现了社会角色变化, 随着社会地位

和声望逐渐上升, 他所占有的总资本越丰富, 能够支配

相应的资本比重也相应发生变化。因此, 从资本理论角

度考察郑观应的职业和社会角色转变, 更能说明社会的

转型。

资本原是经济学的概念, 乃指可支配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具有多样性, 所以资本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布

尔迪厄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三

种资本的总和等于总资本
[ 5] ( pp. 214- 258)

。经济资本 ( e�

conom ic cap ital) 是物质形态上的社会资源, 它是重要的

资本, 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 ( cu ltu ra l

capita l) 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 指 #行动者对主流文

化与价值 (合法化的知识 ) 的获得与误读 ∃
[ 6] ( p. 14)

。至

于社会资本 ( soc ia l capita l), 布尔迪厄将其定义为在人

际关系、社会网络中获取权利、资源的机会和途径, 以

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
[ 5] ( pp. 214 - 258)

。林南更是给社会资

本一个简短的定义: 指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

系投资
[ 6] ( p. 18)

。波特斯在总结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

后提出, 社会资本指的是某种个人或群体的能力, 一种

因行动者在其所属的结构和网络中所拥有的成员身份而

保证其受益的能力
[ 7] ( pp. 1- 24)

。在综合上述概念的基础

上, 本文拟将社会资本定义为, 在特定社会结构的社会

之中, 通过社会关系而获取资源的能力。因为中国传统

社会是人情关系的网络, 所以, 社会资本在总资本中占

有极大的比重。从郑观应谋取职业的来源看, 社会关系

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因此, 本文侧重于从社会资本出

发, 考察其余资本的功能。换言之, 社会资本是郑观应

职业生涯的基础,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由此产生的结

果。

与此同时, 本文采用布尔迪厄的 #社会空间 ∃ 分析

各种资本的作用。布尔迪厄将复杂的现实社会抽象为一

个社会空间, 在社会空间中, 分布着不同类型的资本。

社会空间是一张平面图, 其中总资本为纵轴, 经济 ∀ 文

化资本为横轴 , 由两轴交叉形成了一张社会空间的网

络
[ 8] ( pp. 1- 16)

。一个人在社会空间的位置, 是由其资本

的多少所决定的。由于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最终还原

为经济资本, 因此, 在 #社会空间 ∃ 中仅标出经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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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化资本和总资本, 社会资本隐而不见。

笔者将郑观应六大职业类型, 依照布尔迪厄定义的

资本标准, 放置到社会空间图之中, 从职业的分布状况

来分析郑观应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变动 (见图 1)。

图 1� 郑观应的职业分布及其在社会空间的地位

� � 从图中可见, 根据布尔迪厄的划分标准, 总资本与

经济 ∀ 文化资本两轴交叉形成四个区域, 郑观应六种类

型职业恰好分别分布于社会空间的四个区域, 说明郑观

应所支配资本的变化。然而, 在社会空间中没有标出来

的社会资本, 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总资本均有着密

切的相关性, 可以说, 恰好是社会资本的变化, 才导致

郑观应其他资本的累积。三种资本总和构成总资本。为

了探讨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 笔者列举郑观应的职业变

化, 分析每个职业阶段中各种资本的强弱比例 ( -代表

弱, +代表强 ) , 然后说明社会如何推动其他资本的发展

(见表 2)。

表 2� 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在郑观应职业变化中的作用

职业资本
社会

资本

经济

资本

文化

资本
总资本

儒生 ∀ ∀ + ∀

外国公司低级买办 + + ∀ ∀

私营商业主 + + ∀ ∀

外国公司高级买办 + + + + ∀ +

官员 + + ∀ + +

洋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 � 从图 1和表 2或见, 既然郑观应六种类型职业刚好

分布在社会空间的四个领域, 为此, 我们可以将郑观应

的职业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予以探讨。

第一阶段, 1858年前郑观应少年时期的身份是传统

儒生。因为考不上秀才, 所以, 被迫弃文从商, 郑观应

此时只是寂寂无闻的低级儒生。这时期他的社会关系单

纯, 长期依赖家庭, 因此, 社会资本极少, 并且经济资

本也很少, 相对而言, 文化资本因儒生身份而较多。总

而言之, 他的总资本很少, 处于社会空间图的左下方,

属于社会底层的地位。

第二阶段, 1858∀ 1873年, 郑观应从家乡广东香山

前往上海, 进入外国洋行, 开始了买办生涯。他的买办

职业, 从低级慢慢积累升上高级的位置, 累积的资本也

渐渐丰富。当郑观应离开宝顺洋行, 自己经营茶栈和盐

业时, 曾有 #腰缠十万上扬州 ∃ 的豪语, 说明他的经济

资本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这一阶段, 郑观应的社会

资本虽然还是处于弱势, 但已经极为扩展。他先是依靠

叔父关系, 学习英文, 结识不少传教士, 继而依靠同乡

关系, 谋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 正是靠社会资本的

扩展, 他此时期的两大类型职业, 即外国公司低级买办

和私营商业主, 处于社会空间图的下右边。此时, 郑观

应的经济资本已相当可观, 但因为买办和商人地位不高,

故文化资本较弱, 整体上的总资本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 1873∀ 1882年, 郑观应在太古洋行轮船

公司当了 10年买办, 并且取得了相当高的管理位置。是

时, 清末政府处于内困外忧之境。外忧方面主要体现在

外国势力对国内的经济压迫。当外国公司逐步涉足中国

交通等基础经济领域, 逐渐形成了与清政府抗衡的一支

经济力量。由于外国公司大部分是从澳门迁移到上海的,

加上中国外贸历来采取通事制度, 因此, 郑观应凭借出

身于香山所具有的外国知识, 成为外国公司的高级买办,

其社会地位大为提升。其时, 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覆

盖面很广, 导致他的社会资本大为提升。首先, 他依靠

外国公司, 打开了对外贸易的关系网, 成为高级买办。

其次, 利用洋务关系, 郑观应不仅与以唐廷枢为代表的

广商打好关系, 而且与盛宣怀、经元善等浙商结下良好

因缘。继而通过上述社会关系, 郑观应的名声上达当时

主持滴血运动的李鸿章。最后, 郑观应已撰写  救时揭

要 !、  易言 !等著作, 俨然成为改良派的代言人, 更进

一步提升他的社会地位。因此, 从表 2中可见, 郑观应

的社会资本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表现为强大的趋势。正

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基础上, 他的经济资本也提到迅速的

提高。当然, 鉴于买办的身份, 他的文化资本虽然比第

二阶段大为提升, 但仍然处于弱势。总的来说, 在这一

阶段, 郑观应的职业分布在社会空间图的右上方, 说明

他的总资本达到了颇高的程度, 其中经济资本是其主要

组成部分。若如布尔迪厄所言, 社会资本最终转化为经

济资本。那么, 从反方向可知, 当时郑观应的社会资本

极为丰富。

第四阶段, 自 1878年始, 郑观应逐步参与中国洋务

公司的筹办, 1882年以后郑观应的职业从洋买办转向了

洋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间中当过短期官员。为什么

郑观应放弃洋买办而选择国内洋务公司就职? 清末政府

虽然受到国外经济势力的入侵, 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官本

位的传统社会。郑观应首先仍然是个囿于传统思想的士

绅, 家国情怀使他倾向于国内洋务运动。其次, 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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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本身出发, 官商合作一直是传统社会中行之有效的

模式, 洋务公司采取官督商办的模式, 正是官商合作模

式的体现。郑观应不可能放弃前景较为明朗和有利的官

商合作模式, 而取前途未卜的依赖外国势力的模式。显

然, 郑观应仍受 #学而优则仕 ∃ 观念的影响, 希望 #商

而优则仕 ∃。故而, 在中法战争期间, 他受粤防大臣彭玉

麟的差委, 以官员身份赴南洋, 实行合纵抗法之策。其

后, 更受命为广西左江道篆, 开展短期的官僚生涯。在

这些情形下, 郑观应在第三阶段积累的社会资本进一步

得到扩展。郑观应原来的社会关系主要在商业领域, 现

在则偏重于官方关系的发展。他因为与李鸿章、彭玉麟

等重臣关系较好, 从而促进他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方

面的发展。因此, 在此阶段, 郑观应的总资本更进一步

提升, 并且文化资本所占比重也相应增加, 其职业分布

在社会空间的左上方。他任官职时, 文化资本较强, 但

经济资本相对减弱。当他任洋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时,

通过官商合作模式, 获得了较强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可以说, 此阶段是郑观应的职业鼎盛期。

从社会空间分布来看, 郑观应的职业变动历经了四

个区域, 从左下角向右下角, 再转向右上角, 最终到达

左上角, 形成了逆时针方向的转动。一般而言, 个人职

业变动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激烈程度。社会变迁越激烈,

社会流动速率也越高。郑观应无疑紧跟着社会变动的潮

流, 一步一步地扩展和利用好社会关系, 从而为自己创

造良好的社会资本, 同时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 快速地

积累起丰厚的总资本 , 提高自己在社会空间的地位。

三、从郑观应职业变化看社会转型

李鸿章曾说, 清末时期乃中国 #三千年来未有之大

变局 ∃, 可见其时社会大转型之急。郑观应的职业变化恰

好体现了社会转型。然而, 社会转型的内容在哪些方面

体现? 鉴于郑观应主要从事商业领域的职业, 笔者通过

其职业变化, 从商业角度结合资本理论, 阐释当时的社

会转型。

谈社会转型, 应先了解社会构成。社会构成由三大

部分组成: 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三大部分

通过人或群众的行为而产生变化,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社会构成三大部分中无论那一部分发生变化, 最后都会

促使其他部分也发生变化, 与之相适应。当三大部分形

成一个稳定状态, 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从宏观来看, 社

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三者并不是同步变化的,

它们的变化或先或后, 相互排斥, 相互整合, 它们之间

的冲突性, 遂推动社会变迁。要考察郑观应所处时代的

社会转型, 可从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三个方

面来审视。

第一, 从社会观念方面来看, 商业的重要性大为提

高。中国传统社会掌控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官僚机构

手中, 商业居于 #士农工商 ∃ 四民之末, 商人的地位不

高, 即使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时至清末 , 以工业为主

导的西方国家, 商品亟须出口, 因此, 西方的主要挑战

始自贸易。由于洋务运动乃源于此挑战而作出的回应,

特别是对经济贸易竞争的回应, 客观上让商业的社会功

能变得重要, 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郑观应不仅是商业

实业家, 而且是清末社会改良主义的代言人。他在  盛

世危言 ! 中大力呼吁国家重视商业, 建立商业制度, 制

定商律, 通过商战推动社会的发展。其次 , 一批像郑观

应这样的社会改良家通过建言立书, 大力推动商业观念

的发展。可以说, 商业本身具有经济资本的优势, 随着

商业意识得到空前的发展与普及化, 在文化资本方面也

逐渐得到提升。因此, 郑观应职业虽然以商业为主, 但

其文化资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第二, 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 商业的蓬勃发展尚未

带来商业制度的完善。商业制度不仅需要一整套商业规

则、程序, 而且还需要具有执行力的机构。完善的商业

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 使贸易不受个人肆意的干涉,

那么公司和企业的生死成败不会系于个人身上。虽然经

郑观应等人不遗余力的倡言, 但当时的商业制度却是

#犹抱琵琶半遮面 ∃, 千呼万唤未出来。商业制度的建立

并非限于一个贸易领域, 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改造,

以致它迟迟未能得到落实。如商业制度除了商业的规则

外, 还需要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等等与之相配合。从郑

观应的职业变化, 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仍以个人经验为

主, 而未能以制度规范运作。郑观应具有良好的官方关

系和熟悉的洋务关系, 使他个人行为能够左右公司或企

业的发展。因此, 郑观应的职业巅峰取决于他丰富的社

会资本。如果没有这些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换言之, 当时商业制度很不

完善, 像商业这样的经济资本, 必须依靠社会资本的支

持。

第三, 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 商人阶层逐渐成为一

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但尚未成为独立的力量。传统社会

的基本结构是 #官本位 ∃, 底层的平型社会, 即士农工

商, 均围绕 #官 ∃ 这一中心流动。此时, 商人虽然拥有

经济资本, 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官与商之间, 是庇护与

依赖的关系。 #官本位 ∃ 可称之为一元结构。清末以降,

外国势力进入中国, 一元结构转化为二元结构, 即官本

位和洋本位。官与洋形成了互相抗衡的力量。因为官洋

聚焦于经济领域的争夺, 故此期的商人阶层异常活跃,

游刃于官或洋之间。换句话说, 商人利用官、洋对抗而

得利, 他们与哪一方结盟, 视情况而定。如果与洋结盟,

遂成为洋买办; 与官结盟则表现为洋务改良派。其次,

游刃于官洋之间的商人阶层积累大量财富 , 经济资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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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商人的重要地位可

以体现在官督商办的洋务改革中。官方改革之始, 实行

官办, 然而不依市场规律, 流弊甚多, 遂转变为官督商

办的合作模式。此时, 官与商之间是合作关系, 而非原

来的单方依赖关系。虽然商人阶层已逐渐形成一支重要

的力量, 但尚不足与官、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只能摇

摆于官、洋之间的合作, 因此, 未成为独立的势力。不

过, 这支重要力量, 为日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

基础。因此, 传统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由原来的

#官本位 ∃ 一元结构转变为 #官、洋抗衡 ∃ 的二元结构,

商人阶层在二元结构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较为重要的地

位。

由上可见, 从郑观应的职业变化, 反映出清末时期

中国传统社会正试图向现代社会转变, 虽然变化速率剧

烈, 但其变化刚刚肇始, 尚未完成整个转型。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资本所反映的

社会侧重点不同。如果社会资本为基础资本, 占据主导

地位, 则表现为一个社会关系型社会。如果经济资本为

基础资本且占据主导地位, 则表现为一个市场商业型社

会。如果文化资本为主导, 那么表现为象征性价值型社

会。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 以郑观应为代

表的商业阶层, 仍然是依靠社会资本来推动经济 -文化

资本的发展。也就是说, 此转型时期, 仍然是一个人际

关系的初级社会。即使他们的经济资本已经累积到一定

的高度, 仍然脱离不了 #官本位 ∃ 的控制。而社会关

系、官本位正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社会完全的转型,

需要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三者互相一致的转

变。纵观郑观应所处在的社会, 有关商业的社会观念已

经转变, 社会结构略发生变化, 未能突破传统模式, 至

于社会制度仍付之阙如。由此观之, 郑观应所处之时代,

只是转型社会的开端, 其发展尚需时日久。这一个转型

的过程, 乃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漫长历程。

小 � 结

郑观应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变迁激烈的清末时期,

他没有走 #学而优则仕 ∃ 的官宦之路, 而是投身商海,

从事洋务经营。郑观应一生经历丰富, 职业多变, 其职

业可以概括分为六类: 一是少年时期的儒生; 二是外国

公司的低级职员; 三是私营商业主; 四是外国公司的高

级职员, 即买办; 五是中国洋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六是短暂的官员生涯。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经济

资本和文化资本, 三种资本分布在社会空间之中。郑观

应六大类型职业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 1858年前的儒

生身份。二是 1858∀ 1873年郑观应成为外国洋行低级买

办, 以及从事私营商业活动。三是 1873∀ 1882年郑观应

成为外国轮船公司的高级买办。四是自 1878年开始郑观

应逐步参与中国洋务公司的筹办, 并且在 1882年以后成

为中国洋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间中当过一回短期官

员。郑观应职业的四阶段刚好分布在社会空间中的四个

区域, 说明他的总资本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但是在

官商结合模式中, 郑观应主要是依靠社会资本的力量,

取得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

正因为郑观应主要从事商业领域的职业, 所以本文

从商业角度考察社会转型。从郑观应的职业变化观之,

在他所处在的社会, 有关商业的社会观念已经转变, 社

会结构略发生变化, 由原来的 #官本位 ∃ 结构变为 #官

洋抗衡 ∃ 的结构, 并且商人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但尚未能突破传统模式, 至于社会制度仍付之阙如。此

外, 社会部分的转型有赖于社会资本的推动, 说明中国

传统的人际社会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总而言之, 郑观应

职业变化所折射的时代, 只是转型社会的开端, 其发展

终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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