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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对中国科技在近代落伍原因的思考
———以 《盛世危言 》为例

梁诸英
(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盛世危言》对中国科技在近代落伍之原因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 体现在四个方面:科举考试内容对科

技人才培养所存在的致命缺陷;统治者轻视 “雕虫小技”、重视八股取士的深远影响;对近代科学内在规律研究的忽

视;科技创新激励制度的阙如。考察时人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中对中国科技在近代落伍原因的独到而深刻的见

解 , 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科技在近代落伍的原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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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研究郑观应思想及实践的文章非常多 ,据检索 ,仅在中国期刊网中 , 篇名中含有郑观应的研究文章就有 226篇。

　　古代中国曾一度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造就了中

华帝国的繁荣 ,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促使国人逐渐

认识到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铁的事实。中国科技

在近代落伍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

一些曾亲身经历满清衰败的思想家对中国科技在近

代落伍的原因也多有独到见解 ,时人郑观应是其中

较突出的一位。

郑观应(1842 -1922)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

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他的思想

核心可以概括为 “富强救国”四个字 ,成书于十九世

纪末的 《盛世危言 》体现了他的成熟而完整的思想

体系
[ 1]

。郑观应作为一个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家 ,

以提倡商战和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而著名 ,其实 ,他

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 ,对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痼疾均

有发人深省的见解 ,这其中就包括他的科技思想观 。

郑观应清醒地认识到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并把实

行科技教育作为他所主张的国富兵强的根本。他指

出:“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 , 以格致为

基 ,以制造为用 ,庶制造日精 ,器物日备 ,以之通商则

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 ,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

诸宫中也。此国富兵强之左券也 。”
[ 2]卷八 《工政 》

他对

科技重要性如此清醒的认识是与他对西方国富民强

中科技进步因素的思考分不开的 。他认识到西方的

富强不仅仅在于商业 ,是因为 “盖商者运已成之货 ,

工者造未成之货 ,粗者使精 ,贱者使贵 ,朽废者使有

用 , 有 工艺然后有货物 , 有货物然 后有商贾

耳。”
[ 2]卷八 《工政 》

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所主张的提倡

商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他还指出了西方重视科技

教育对人民生计的重要作用:“闻泰西工艺院急于

文学院 ,以工艺一事 ,非但有益商务 ,且有益人心 ”,

有益人心是因为对于众多的 “贫民子女无业谋生

者”来说 , “教其各成一技 ,俾糊口有资 ,自不至流为

盗”
[ 2]卷二 《礼政 》

。

郑观应既然认识到科技发展对他所提倡的 “商

战”和 “富强救国”的重要作用 ,那么 ,他对中国科技

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一情况予以很大关注应是可以

理解的。代表他思想体系成熟的 《盛世危言 》对中

国科技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探讨 ,在同时

代的思想家中是比较突出的。学界对 《盛世危言 》

论述颇丰
①
,也有文章对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有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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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中对其科技思想有所涉及 ,郑观应 “主张以教

育为立国之本 ,教育与科技 、生产相结合”
[ 3]

。但学

界对于郑观应有关中国科技在近代落伍之原因的思

考尚无专论 ,本文拟对此作一系统阐述。

　　一 、科举考试内容对科技人才培养的致

命缺陷

　　郑观应深刻认识到了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对科

技人才培养以至于国家兴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

指出 “横览环球各邦 ,其国运之隆替 ,莫不系乎人

才 ,而人才之盛衰 ,莫不关乎教化。”
[ 2]卷一通论

他对英

德法美等诸国科技人才培养的兴盛而致实业及商务

的发展有明确的认识 ,他指出英德法美等诸国 “是

故人才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 、轮船火车 ,皆巧

夺天工 ,日新月盛 。而农政商务亦日增 ,新法日为推

广 。”
[ 2]卷一通论

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 ,他富于远见地

提出了大力进行科技教育的建议:“今日之计 ,宜变

制艺之科 ,兴格致之学 ,多设学校广植人才 ,遍兴工

艺厂 ,收养穷民 ,开诚布公 ,与民更始 ”
[ 2]卷一 《通论 》

。

近代西方国家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的情

况是 ,唐宋以来 “渐尚词章 ”、“实学不讲 ”,时至明清

更 “专尚制艺 ”,知识分子以献身八股为务。郑观应

指出 ,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 “风俗敦庞 ,学校之士无

不讲求实学 ”,但是 “降而唐宋渐尚词章 ,而实学不

讲 ,至今更专尚制艺 ”
[ 2]卷二 《礼政 》

,学人致毕生精力于

八股考试中 。郑观应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科举考试

内容对科技人才培养的致命缺陷 ,为什么呢? 首先 ,

此种考试使士人所学习的内容远离科技知识 ,不仅

难以对中国过去的科技有所发展 ,也使得他们由于

缺乏自然科学基础难以消化所引进的西方科技 。他

指出科举考试内容的弊端:“自学者鹜虚避实 ,遂以

浮华无实之八股 ,与小楷试帖之专攻 ,汨没性灵 ,虚

费时日 ,率天下而入无用之地 ,而中学日见其荒 ,西

学遂莫窥其蕴也 ”
[ 2]卷二 《礼政 》

。作为对比 , 近代泰西

和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否也是培养无实用价值的学问

呢 ?不是这样的 , “泰西各国之人皆幼学壮行 ,以实

学成实功 ,以实功成实效 ,从无有所学非所用 、所用

非所学者 ,此泰西诸国之所以强也 。”日本的情况

是 , “今日本师泰西教养之善 ,培育人才 ,居然国势

振兴 ,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 ?”通过中西与中日的比

较 ,郑观应指出 “一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

兴 ,不废帖括则学校无益。”
[ 2]卷二 《礼政 》

此外 ,八股文

的考试制度使得中国士人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回旋的

余地 。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使得中国士人努力通过

科举为官的途径而得以实现其 “治国平天下 ”的使

命 ,这便使得一些士人即使致力于科技研究 ,也常常

将科技研究视为副业 ,主业依然是谋求 “治国平天

下” ,这是指善于学习 、勤于学习的优秀知识分子的

情况 。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言 ,八股文的考

试制度使得中国士人除了科举为官 、在乡授学以外 ,

没有其他谋生之路 ,实在难以把科技研究作为人生

职业 。郑观应指出中国 “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

业 ,不屑讲求商家农工之学 ,故读书不能出仕者 ,除

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 ,如

算学 、化学 、光学 、电学 、矿学 、医学 、农学 、律学及一

切制造各务 ,皆足以荣身富国乎?”
[ 2]卷五 《户政 》

　　二 、统治者轻视 “雕虫小技 ”、重视八股

取士的深远影响

　　郑观应指出了中国统治者把科技进步视为 “雕

虫小技”的历史传统 ,并且 ,即使洋务派注意到引进

西学的重要性 ,在八股取士与引进西学的天平中 ,统

治者对八股取士仍是偏重的 ,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发

展的重要制约 。

郑观应指出中国统治者轻视 “雕虫小技 ”对科

技发展的阻碍 , “今夫远取诸物以制器尚象 ,古圣王

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 ,日省月试 ,即秉称事劝工之

典 ,并列九经 。乃后世概以工匠轻之 ,以舆隶概之 ,

以片长薄技鄙数之;若辈亦自等庸奴 ,自安愚拙 ,无

一聪明秀颖之士肯降心而相从者 ,无惑乎? 器用朽

窳 ,物业凋敝 ,一见泰西之工艺而瞠目咋舌 ,疑若鬼

神也 。”
[ 2]卷八 《工政 》

这种鄙视技艺传统的消极影响非

常深远 ,就连皇帝爱好科技也是 “史册犹多遗议 ”。

他对这一传统深表忧虑:“中国于工作一门向为士

夫所轻易 ,或鄙为雕虫小技 ,或詈为客作之儿 。明熹

宗以天子之尊而刻木飞鸢 ,史册犹多遗议 。致天下

有志之士不敢以艺自鸣 ,国家何能致富乎?”
[ 2]卷八 《工政 》

郑观应身处科举制度与引进西学并存的时代 ,

“中体西用 ”实行者们妄想着只要把西方的 “船坚利

炮”学到手就行了 ,已注重学习西方器物层次上的

科技 。先不说他们没有认识到近代科学的本质内涵

不在器物层次上这一点 ,就拿统治者重视学习西方

“船坚利炮 ”来说 ,也是很不彻底的。八股取士与引

进西学这矛盾的二者恰恰在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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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共存着 ,统治者视为正途的依然是中国士人致

力于八股 ,引进西学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行为 。郑

观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他明确指出了 “以八股为

正途 ,视别学为异端 ”的弊端 ,他指出 “中国文士专

尚制艺(八股文),即本国之风土人情 ,兵刑钱谷等

事亦非素习 。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 ,不工此者

即不得第。夫以八股为正途 ,视别学为异端 ,其不重

可知矣 ,人材焉能曰出哉? 如是 ,虽豪杰之士亦不得

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 ……呜呼 ,所

学非所用 , 所用非 所学 , 天下之无谓至斯极

矣 。”
[ 2]卷二 《礼政 》

他进而明确指出国人 “专尚制艺”是

因为 “上以此求 ,下以此应 ”
[ 2]卷二 《礼政 》

。郑观应敏锐

地觉察出统治者对西学与八股文二者的重视程度明

显不同 , “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 ,则时文重而西学轻

也 。上之所重 ,下必有甚焉者矣 。上之所轻 ,下必有

不屑为者矣 。”
[ 2]卷八 《工政 》

统治者对八股文的偏重严

重影响对西方近代科技学习的成效 。相比而言 ,文

艺复兴后西方知识分子却不像中国士人一样通过考

试做官而得以功成名就 ,西方对科技发展是非常重

视的。西方各国 “争相仿效 ,无不有工艺院之设 ,若

创一新法 ,呈验有益于世者准创者独享其利若干

年 ”
[ 2]卷八 《工政 》

。郑观应对此表示忧虑并大胆地主张

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 “是以时文不废 ,则实学不兴;

西学不重 ,则奇才不出 。必以重时文者 ,而移之于重

西学 ,俾人人知所趋向 ,鼓舞而振兴之 ,数年之后 ,有

不人才济济者 ,吾不信也。”
[ 2]卷二 《礼政 》

　　三 、对近代科学内在规律研究的忽视

在郑观应所处的时代 ,虽然引进西学 ,但重机器

引进 ,轻科学规律的探讨 。郑观应针对当时学习西

学的过程中 “有轮舟而不能驶 ,有机器而不能用 ,皆

必有西人为之指示焉 ”的状况 ,推求其原因在于忽

视了探讨其中的科学规律 , “推焉 ,而华人之从事于

轮舟机器者视为固然 ,不求甚解 ,遂使西学之奥窍终

未尽窥 ,西学之精微终未尽抉也。”
[ 2]卷八 《工政 》

他并不

认为买来西方的机器进行仿照就能够 “尽制造之能

事 ”,已隐约认识到近代科技的重要特征:只有在科

学上领先于人 ,才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技术 ,从而在

技术上领先于人 。他说:“泰西所制造者我中国皆

能制造之 ,则可以尽制造之能事乎 ? 未也 。心思愈

用而愈出 ,机括愈变而愈精 ,天下之物无穷 ,天下之

理亦无穷。而吾心之灵遂求其间而入焉? 必也 。取

泰西所制造者究其常理而穷其故 ,因泰西所已制之

物 ,进而求泰西所未制之物。”
[ 2]卷八 《工政 》

由于不注重研究科学规律 ,学习西方科技难免

亦步亦趋 ,科技创新步履艰难。他指出中日两国在

科技创新上的差异:“中国自设立制造局 ,风气一

开 ,凡一切枪炮 、轮船 、军火均能自造 ,惟物料仍需购

之外洋 ,且抄袭西法 ,而不能尽得其秘 ,所以仍不能

夺其利权 。 ……人但知购办机器 ,可得机器之用 ,不

知能 自 造 机 器 , 则 始 得 机 器 无 穷 之 妙 用

也。”
[ 2]卷五 《户政 》

相比而言 ,日本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

比较重视创新 , “日本讲求制造枪炮之法日精 ,彼能

自出新裁制作奇器;中国只知采买新式枪炮依法制

造 ,不能自出新裁 。其执政见识 、国势强弱于斯可

见。”
[ 2]卷七 《兵政 》

他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受制于洋人表

示出了忧虑:“各制造局洋匠纵有精通 ,然贪恋厚赀

未免居奇而靳巧。至者未必巧 ,巧者不能至 ,能致之

巧匠又或不肯传 ,洋师之难得如此 。”
[ 2]卷八 《工政 》

　　四 、科技创新激励制度的阙如

针对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 ,

《盛世危言 》多处提到这并非因为国人智慧不如外

人。郑观应认为科技创新激励制度的阙如使国人难

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与此对比的是 ,西人重视科技

创新是与科技创新激励制度的完备分不开的 。他批

评当局不重视中国自有的科技人才 ,直言应归咎于

“主者之过 ”而不能说国人不可用 , “且华人之心未

必远逊于西人也 ,多有华人习学日久 ,技艺日精 ,而

当道以其华人也而薄之 ,薪水不优 ,反为洋人招去。

教习无法 ,考察无具 ,奖劝无方 ,一旦有事制造无人 ,

则归咎于华人之不可用。噫 ,岂华人果不可用哉?

是主者之过也 。”
[ 2]卷八 《工政 》

作为中西对比 ,郑观应介

绍了美国 “若有能造灵妙机器有利于人 ,则当奏准

朝廷奖其才艺 ”的奖励措施 。郑观应列举出华人善

于制造机器的例子 ,评议道 “华人心思素多灵敏 ,自

造新器古不乏人 ”,从而他对中国科技创新激励制

度的阙如作出如下感慨:“观此则知华人之聪明智

慧实过西人 ,特在上者无以鼓舞之振兴之 、教习而奖

励之 ,故甘让西人独步。”
[ 2]卷八 《工政 》

郑观应对科技创新激励制度的重要性有充分认

识 ,不认为泰西精于制造是难解之谜 ,只是名与利的

趋势使然 。他说 “为民上者 ,以名利二字驱使天下 ,

而天下之民趋之若骛 , 奔走恐后者 ,无他 ,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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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 2]卷八 《工政 》

具体来说 ,泰西通过立法使得 “彼制

造者于数年之间既以独专其利 ,而获利无算 ,所呈式

样什袭珍藏 ,后世有摩挲斯物者以为创于某人 ,犹相

与叹赏”
[ 2]卷八 《工政 》

,科技创新者得以名利双收。与

泰西一样 ,中国人也是重名与利的 ,郑观应认为中国

大可也以名与利来驱使国人致力于科技创新。他

说:“我中国人士于名利二字蟠踞固结于胸怀间 ,终

其身不可解 ,积习相沿牢不可破 ,仿泰西驱使之法行

之 ,又何患天下有志之士不殚思竭精 ,极深研几 ,以

从事于制造也乎?”
[ 2]卷八 《工政 》

他还注意到西方之理

论著作也享有专利 ,认为我国也应该仿行 ,这样中国

自然人才辈出
[ 2]卷八 《工政 》

。他所建议的这些都是希

望中国在科技创新的制度建设方面日趋完备 ,以促

进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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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GuanyingsReflectionsontheDeclineofChineseScience
andTechnologyinModernAge:

withHisBookTheWarningintheTimesofPeaceandProsperityasanExample

LIANGZhu-ying
(CollegeofHumanities＆SocialSciences, AnqingNormalCollege, Anqing246133, China)

Abstract:IntheWarningintheTimesofPeaceandProsperity, ZhengGuanyingconductedacausalanalysisofthe

declineofChinesescienceandtechnologyinmodernageinthefollowingfouraspects:thefataldefectintheImpe-

rialExamsintermsoftrainingtalentedpersonnelinscienceandtechnology;anover-emphasisonthestereotyped

writingwhileneglecting“pettyskills” onthepartofrulers;neglectingtheresearchesintotheinherentlawofmod-

ernscience;andtheabsenceoftheincentivesystem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isuniqueandin-

depthanalysishashelpedusbetterunderstandthereasonswhymodernChinalaggedfarbehindinscienceand

technology.

Keywords:ZhengGuanying;TheWarningintheTimesofPeaceandProsperity;Chinesescienceandtechnolo-

gy;moder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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