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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 对 孙 中 山 改 革 思 想 之 影 响

郭展礼

郑观应 ( 18 4 2一 19 2 2 ) 原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

陶斋
,

别号祀忧生
,

慕雍山人等
。

广东香山人
,

中国近代维新派思想家
,

中年在澳门定居
。

曾当

过买办
,

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

轮船招商局

会办
,

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
。

创办过

贸易
、

航运等企业
。

主张
“

商战
” ,

发展中国资

本主义工商业
,

力主君主立宪
,

实行君民共主的

西方上下两院的议会制①
。

其提出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学习原则
,

设立
“
议院

” 。

认为
“
外

洋以商立国
” 、 “

借商 以强国
,

借兵以卫商
” ,

提出以
“
兵战对兵战

” ,

以
“

商战对商战
”
的对

策
。

强调
“
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

领
” 。

及
“
论商务之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

法
,

以机器为先
” ,

力主发展机器制造工业
。

要

求清王朝实行护商政策
,

指出官
“
胺削

” 、 “
遏

抑
”

商业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
。

提出

采取保护关税
,

海关不用洋人
,

裁撤厘金
、

允许

商人 自由投资
,

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等有

效的护商措施②
。

郑观应忧国忧民
,

其竭力挽救中国的思想
,

集

中抒发在辑写的 《盛世危言》 之中
。

在政治上
,

强烈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
,

进行政府吏治
、

财政收支等一系列民主改革
; 在

经济改革方面
,

郑观应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
,

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
,

大力招集商股为主
,

必要时也引进外资进行
“

华洋合办
” ,

以加快实

业建设的步调 ; 在外交方面
,

主张以不断加强实

力作后盾
,

运用公法
,

进行平等外交
; 在军事方

面
,

其对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和陆军
,

也提出了

构想和方案
。

郑观应尤认为若要完成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

必须培养出一大批 与

改革事业相关的专业
、

新式人才
。

并云
: “

国之

盛衰系乎人
” 、 “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 。

所以
,

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于首要的地位
。

另外
,

对女

教
、

女权
、

社会慈善福利
、

社会风气之改造
,

乃

至流氓和犯人的教养都有论述③
。

孙中山与郑观应两人
,

既是同乡又同为钻研中

西医学
,

郑观应比孙中山年长24 岁
,

因为曾为
“
熟

谙洋务
”

的官员
,

又是一个颇具爱国思想的维新

人物
。

常呼吁救危图存
,

主张西学变法革新
,

逐

步使中国跃进近代化建构之改良思想
。

凡此
,

均

受到孙中山的尊敬
,

于是两人志趣相投
,

往来更

加密切
。

188 5年
,

太古洋行总办杨桂轩亏欠局款
,

郑观

应作为保人受累
,

被扣留香港半年
,

此后即在澳

门定居
。

18 86年至 189 0年闲居澳门时与孙中山交往

密切
,

其思想对孙中山产生深厚影响
。

19 84 年曾致

函盛宣怀请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④
。

从事 《盛世

危言》 的编撰工作
。

这段时间系孙中山正在香港

西医书院求学
,

每逢假期 由香港返家
,

必经澳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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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观应交谈
,

对时局的看法及研习西方之主张
。

18 91 年
,

孙中山撰写了两篇专门论文
,

以 《农功》

及 《商战》 为题
,

并以孙翠溪的笔名
,

辑入 《盛

世危 言》 一书⑤
。

详见附录
,

孙中山在农功文中

主张
: “

革新农政
,

调查地质
,

视其何时宜种何

物
,

辅以科学施肥
,

除害等法
,

参仿西法
,

以复

古初
。 ”

并指出
: “

以农为经
,

以商为纬
,

本末

备具
,

矩细毕赅
,

是即强兵富国之声
,

治国平天
一

F之枢纽也
”

⑥
。

总之
,

孙中山与郑观应的救国思想
,

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
,

对目前中国的改革仍有现实的意义⑦
。

事实上
,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
,

系在 19 世纪末叶的中

国
,

为一种进步的思潮
,

强调政治上效法西方
、

进行改进并学习科技
,

摆脱中国贫穷破败的农村

经济状态⑧
。

这些改革思想对年青时代的孙中山

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

附录
:

孙中山发表改革农政专文一为郑观应辑入 「盛

世危言」

孙中山课余尝为文投报章发表
,

后曾对戴季陶

等言及
,

郑观应编著 《盛世危言》
一

书
,

中有先

生论文二篇
,

其中一篇据陈少白所记系关于农政

者
,

另一篇则忘记篇名
。

观该书卷三 《农功 》 一

文
,

内容与孙中山上郑藻如书
、

上李鸿章书及创

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等思想脉络
,

前后一贯
,

故

冯自由等盖己确认 《农功 》 为孙中山作品
。

本文

大意主张革新农政
,

调查地质
,

视其何时宜种何

物
,

辅以科学施肥
、

除害等法
,

使能增加生产
,

《庶使地无遗利
,

人有盖藏 》
,

因此建议 《似宜

专派户部侍郎一员
,

综理农事
,

参仿西法
,

以复

古初
。

委员赴泰西各国
,

讲求树艺农桑
,

养蚕畜

牧
,

机器耕种
,

化痔为肢
,

一切善法
,

油为专书
,

必简必赅
,

使人易晓
。

每省派藩桌道府之精练者

一员
,

为水利农田使
,

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
,

务得本管土 田肥痔若何 ? 农功勤惰若何 ? 何利应

同 ? 何弊应革 ? 招徕垦辟
,

董劝经营
。

定何章程
,

作何布置
,

决不假手青役
,

生事扰民
,

亦不准故

事奉行
,

敷衍塞责
。

》 并主张视其成败
,

分别奖

惩
: “

如果行之有效
,

开辟利源
,

使本境居 民
,

口臻富庶
,

本管道府
,

查验得实
,

乃得保以卓异
,

予以引迁 ; 仅仅折狱催科
,

只得谓之循分供职
,

苟借此需索供应
,

骚扰 lbJ 阎
,

别经发觉
,

革职之

外
,

仍重治其罪
。 ”

最后重 申政府养民重民之职

责
,

并以农商为强兵富国先声
,

治国平天下之枢

纽 百
: “

盖天生民
,

而立之君
,

朝廷之设官
,

以

为民也
。

今之悍然 民上者
,

其视民之去来生死
,

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痔然
,

何怪天下流亡满 目
,

盗

贼载途也 ! 以农为经
,

以商为纬
,

本末备具
,

拒

细毕赅
,

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
,

治国平天下之枢

纽也
。

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 ! ” 。

资料来源
:

郑观应
: 《增订盛世危言正续编》

(学术出版社影印 ) 卷三
,

农功
。

《国父全集》

补编 ( 中央党史会编订
,

19 8 5年 6月 30 日出版
,

台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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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一 16页收录全文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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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磊主编
,

孙中山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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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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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4年 9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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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5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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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郭展礼著
,

孙中山先生与澳门之研究 (A S t u d y

O f D r
·

Su n Ya t 一 S e n a n d Ma e a o )
。

中国文化大

学出版部出版
,

19 9 7年 3月 12 日出版
,

页 38一41
。

③ 郭展礼
,

前揭书
,

页39
。

④ 同注①
。

⑤ 罗家伦主编
,

《国父年谱》
,

第三次增订本
,

中

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
,

19 8 5年 n 月 12

口
,

页5 6
。

⑥ 参阅 《国父全集》 补编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

员会出版
,

198 5年6月 3 0日出版
,

台北 )
,

页 13一 16
。

⑦ 郭展礼著
,

前揭书
,

页 40
。

⑧ 郭展礼著
,

前揭 书
,

页 3 9一 4 0页
。

(本文作者是台湾国立海洋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