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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酒暄对西方政治市踱的态度及男汐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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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代著名 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认为
: 西方议会制有政治清明

、

上下同心
、

选举贤才和政务公开

四大优点
,

并认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是克服传统体制弊病和富国强兵的需要
,

其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了巨

大而短暂的影响
,

是中国人民寻找适合 中国国情政治体制的有益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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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广东香山人
,

是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

家的重要代表
。

1 8 9 3 年
,

他出版 《盛世危言》 一书
,

系统表述了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
。

由于当道者

的推荐
,

这本书在当时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本文

试图分析其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

一
、

郑观应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和改良措施

( 一 ) 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

1
、

政治清明
。

在议会制度下
,

议会对君主具有

约束功能
,

不会出现具有绝对权力的暴君
,

虽然军国

大事由君主决定
,

但财政开支由议会控制
, “
而度支

转晌
,

其权实操诸庶民
” ,

使君主不能为所欲为
。 “

故

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 。

在议会监督下
,

各级

官员各司其职
,

职责明确
,

廉洁自律
。

由于
“

百僚升降
,

权归议院
” ,

政事公诸于众
,

官员不能拘私舞弊
。

国家税

收具有常度
,

收入均归国库
,

官员无权增加税收
,

使其

不能中饱私囊
。

官员的职业化使官吏
“

任愈久而识更精

深
’ , ,

高薪制度使
“

国中大小臣工
,

无不守法
,

尚廉不懈

厥职
” 。

这些措施使西方各国在政治上充满朝气
。

2
、

上下同心
。 “
议院者

,

公议政事之院也
” ,

由于议

会所颁行的各项政事举措都在议院中广泛讨论
,

集众思
,

少
` 一

公益
, “

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
,

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
” ,

所以民众都能接受
。

郑观应称赞说
: “

此制既立
,

实合亿

万人为一心矣
’ ,。

3
、

选举贤才
。

郑观应认为
, “

贤否难逃公论
” 。

在议

会制度下
,

议员皆由选举产生
, “

则天下英奇之士
,

才智

之民
,

皆得竭其忠诚
,

伸其报负
” 。

由于议员均由民众选

举产生
,

议员对民问疾苦均有了解
, “
故泰西各国

,

其
一

于

民间之情形
,

民事之底蕴
,

皆莫不燎然若观火
” 。

所

以能及时兴利除弊
,

国家自然兴旺发达
。

4
、

政务公开
。

在议会制度下
,

凡国家政事都须经过

议会讨论
, “

朝议一事
,

夕登日报
,

律众咸知
” 。 “

英国议

政者
,

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
,

而多折衷
。

法国之

从政者
,

则以日报为足
,

教官吏不敢违背
” 。

郑观应认为
,

这种公开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枢纽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郑观应对西方政治制度持

明确的肯定态度
,

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

其所介绍的议

会制从总体说来仍属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议会体制
。

至于现代议会制的主要精神
,

如立法和三权分立
,

郑观

应并没有任何提及
。

(二 ) 中国必须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原因

1
、

中国现有专制政体的弊端
。

郑观应指出
,

中国传

统专制体制为了一 己之私
,

都想长期维护家族的统治
,

采

取了残酷的统治手段
,

而结果却正相反
,

使政治混乱
,

朝

代更替频繁
。

这种
“

治乱相寻
”

现象是二千年来专制体

制的瘤疾
。

他指出
, “

中国权操于上
,

冠履之辨最严
。

降

及赢秦
,

焚书坑儒
,

以愚黔首
,

直欲锢天下之耳目
,

缚

天下之手足
,

惟所欲为
,

呜呼
,

酷矣 ! 然再传而覆
,

所

私之利
,

拱手让人
,

子孙且无瞧类
” 。

真是既害人
,

又害

己
。

不能有效选拔人材
,

是中国专制政体的又一缺陷
。

中

国官员的选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

一是八股取士
, 一

_

是

保举纳捐
。

郑观应认为
,

八股取士使天下英才将有用之

心力消磨于无用的时文之中
,

所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

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 ,。

至于保举
,

不过使投机钻营的人

有可乘之机
,

而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材
。

官僚系统的无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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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和贪婪
,

也是一大弊端
。

郑观应说
,

西方人总结

中国官场通病
,

京官是畏憨
、

琐屑
; 外官是敷衍

、

颇

预
。

所有官员
“
但能博上宪之欢心

,

得同僚之要誉
”

就无恶不作
,

巧取豪夺
。

2
、

在中国推行议会制是富国强兵的需要
。

郑观应认

为
,

中国之所以要引入西方的议会制度
,

不仅是为了清

除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
,

还是当前富国强兵的需要
。 “

欲

张国势
,

莫要于得民心
; 欲得民心

,

莫要于通下情
: 欲

通下情
,

莫要于设议院
。 ”

只有如此
,

才能张国威
,

御外

侮
。

(三 ) 郑观应的改良措施

l
、

整顿官僚制度
,

裁减冗员
,

澄清吏治
。

郑观应认

为
,

所有官员应由考试产生
,

严格把关
。

官员凡七十以

上者必须退休
,

在裁减冗员基础上实行高薪养廉
,

所有

文武傣禄给予双倍
,

并酌情给予办公经费
。

为了提高官

员素质
,

应广派官员特别是王公大臣出洋考察
,

并适当

聘请有经验的外籍管理人员
。

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实行严

厉的惩罚
,

务必使贤者在位
,

能者在职
,

保证吏治的廉

洁和高效
。

2
、

减轻百姓赋税
,

公开朝廷所征收的赋税帐目
,

重

新丈量土地
,

使农民明确 自己的负担
,

以免官员从中鱼

肉百姓
。

3
、

废八股
,

广设西学
,

培养人材
, “
今日之计

,

宜

变制艺之科
,

兴格致之学
,

多设学校
,

广植人材
。 ”

郑观

应非常重视教育
,

认为国家的兴盛在于人材
,

而人材兴

盛在于教育
。

但中国现行的科举制度不能有效培养人材
,

必须废除
。

在各省广泛设立西学院
,

提倡自然科学
,

并

以西学内容考试取士
。

4
、

办报纸
,

广开言路
,

以益民智
。

郑观应提出
,

欲

通民隐
,

达民情
, “

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 ,

报纸益人聪明又

能明义理
、

伸公论
。

凡国家政事
,

货物价格
,

田宅出售
,

学校选择
,

民心向背
,

外国交涉
,

甚至各项科学技术
,

民

族习俗
,

海外奇谈都应详细登载
。

大小官员若有过失
,

日

报必直言无讳
。

二
、

郑观应政治态度的影响及其余音

(一 ) 壮大 了改良派的声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一 浪高一

浪
。

薛福成
、

冯桂芬
、

何启
、

王韬
、

郑观应等都用不同

的方式表达 了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使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
。

因而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

价
,

18 79 年
,

工韬从友人处读到郑观应 《易言》稿本
,

认

为它
“

J
二

当今积弊所在
,

扶其症结
,

实为痛彻无遗
” ,

第

二年
,

在 ((循环日报》 发表 《祀忧生 (易言) 跋》
,

称郑

的著作是
“

救时之药石
” ,

认为
“

当今之世
,

非行西法则

无以强兵富国
” 。

( 几)对当时洁朝统治阶层发生深刻的影响

《盛世危 言》 刚出版
,

礼部尚书孙家熏
、

江苏布

政使邓华熙都把其推荐给光绪皇帝
,

清帝令总理衙门印

二千部
,

分送给诸大臣阅看
,

使本书对朝廷发生重大

影响
。

《危言》 对当时执掌地方大权的湘淮系人物也

发生重大影响
,

湘军名将彭玉麟在 18 8 4年为本书写的

序言中
,

称此书
“

皆时务切要之 言
” ,

洋务企业督办

盛宣怀致书郑观应说
: “

展诵之下
,

万分钦佩… … 如

能因此一开眼界
,

公之功亦巨矣
。 ”

( 三 ) 对维新派的影响

公车上书后
,

康梁为首的维新党人成为中国政治舞

台上的新星
,

《盛世危言》 热开始消褪
。

但由于改良

派和维新派政治立场在原则上基本一致
,

故郑观应的思

想仍有一定的影响
。

早在 18 80 年 8 月
,

远在日本的黄

遵宪写信给王韬
,

打听 郑观应及其著作
, “

再读贵报

有 《祀优子 〔易言 ) 书后 》 二篇
,

是公著述
。

心

仪其人
,

访其姓名
,

仅知为岭南人
,

姓郑
。

尊处有

《易言》 稿本
,

可赐一读否
,

深山穷谷
,

不无奇才
,

在上之人拔而破格用之耳
” 。

梁启超在拟定 《西学书

目录 》 里
,

把 《盛世危言》 作为学习西学书目之一
,

又 在 《变法通议 》 中
,

接受 了郑氏关于
“

兴学校
,

废科举
”

的主张
。

1 8 9 7 年维新派创办 (( 实学报 》
,

在发表 《实学报启 》 中提出天
、

地
、

人
、

物四项纲

领
,

其中前三项就是郑氏
“
西学

”

篇的观点
。

( 四 ) 对革命派 的影响

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时
,

郑观念的影响己是很微

小
,

郑氏与孙中山是同乡
,

其影响也仅是孙中山早期

士几李鸿章书中吸取了郑氏
“

人能尽其才
,

地能尽其力
,

物能尽其用
”

的观点
,

再往后
,

这本书只是作为 一个

关注中国命运的爱国者的忧思录对年轻人的思想发生影

响了
,

1 8 9 6 年 3 月 13 日
,

蔡元培读 了 《盛世危 言》
,

写了如下日记
: “
以西制为质

,

而集 占籍及近世利病

发挥之
。

时之
一

言变法者
,

条 !」略具矣
。 ”

年轻的毛泽

东很喜欢 《危言》
,

他在 1 3 岁时读了这本书
,

激起

了他重新学习的愿望
,

他因此离开了那闭塞的村庄
。

( 五 ) 历史的余音

从实践的角度
,

郑观应的政治理想有很多得到实

现
,

如办报纸
,

1 8 9 5 年 1 2 月
,

维新派创办 《中外

纪闻 》 ; 办学校
,

1 8 9 6 年
,

梁启超
、

谭嗣 1司等人在

长沙成立时务学堂 ; 废八股
,

19 0 1 `「
,

清廷 卜旨废除

八股取十 ( 1 9 0 2 年在各省考试制度
`

l
,

实行 )
,

1 9 0 6

年
,

废除科举制度
;

派员外出
,

l , 0 5 年五大臣出洋考

察
。

如此等等
,

这些措施无疑使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

人大加快
,

这当然不能全归功于郑观应
,

我们只能说
,

他作为其中
一

个影响较大的思想家
、

理论家
,

起了

定的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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