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科学 研究 2004 3

郑观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高 华

摘要 郑观应在 19世纪 70- 90年代首倡君主立宪制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他的这一思想在其三部著作 !救时揭要∀、!易言∀ 和 !盛世危言∀ 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

中 !盛世危言∀ 更是其思想发展的顶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在郑观应整个思想中占
有重要地位, 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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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郑

观应思想的研究, 但多侧重于工商经济、人才教育方

面, 深入研究其政治改革建言的还很少。而郑观应于

19 世纪 70- 90 年代提出的君主立宪制为其首倡, 在他

的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先后发表的 !救时揭要∀、

!易言∀ 和 !盛世危言∀ 构成了他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建

言的三部曲。本文拟对此过程作一探讨。

郑观应从 1862 年刚满 20 岁开始, 就深思诸多社会

问题, 分类排列, 陆续写出多篇时论, 1873 年正式刊

印 !救时揭要∀。其中收入政论 24 篇, 约 3万字 , 主要

阐述挽救时局的观点。值得重视的是, 全书头 6 篇都是

论述澳门贩卖人奴问题 , 第 7 篇则论述澳门窝匪问题。

澳门原属郑观应原籍广东香山县管辖, 郑观应的故乡雍

陌乡与澳门近在咫尺, 族亲中多有居住和往返于澳门

者, 所以郑观应对澳门情况相当了解。正如他自己所

说: #余世居澳门, 素知澳门底蕴。∃ 1 他坚决反对外国

侵略者利用澳门开设 # 猪仔馆∃ , 以招工为名, 实际

# 买猪仔∃, # 拐卖华人过洋为奴∃, 2 而且把澳门作为窝

藏盗匪之所。他对于被贩卖为奴者寄以深切同情, 深望

能够尽快消除这种积弊。涉及政治体制方面, 郑观应指

出: # 夫拐卖人口为奴, 此固有干英国厉禁, 为法纪所

不容。前时 , 大英议院屡次集众筹商, 设法杜弊。中国

之人闻之同声感戴, 额手称庆, 以为自此异地被陷之民

可睹天日, 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矣。而不知有何以忽焉

中止。是岂大西洋人力为阻挠乎? 抑岂中国尚未行文与

之协商乎?∃ 3 又说: 对于贩卖人奴之事, # 英国朝廷亦

为悯惜, 曾集议院筹商, 无奈葡萄牙人恃强逞诈, 未得

一清其源∃, # 外国之人万里而来, 尚能高官呵护, 岂我

国乃不能保护我民乎∃ ! 4 郑观应笔下流露出对于西方

议会民主制度和中国朝廷的失望情绪, 对于葡萄牙殖民

者的极端不满。在 !救时揭要∀ 中, 郑观应已初步提出

政治改革的建言。他建议朝廷参照欧洲各国做法, # 于

海外各国都、各口岸 , 凡有华人贸易其间、居住其地

者, 则为之设领事官。大都会则分立二员, 大口岸则特

立一员∃ 5 。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往各国派外交官, 那

么 # 寄寓之民既得安其生业, 而贸易之途已开; 佣工之

人复得保其生命, 而荼毒之害可免∃ , # 即欧洲各国, 亦

得以广收夫指臂, 而可雪凌虐华人之诬。岂不美

哉∃。6 他还建议朝廷在国内各省设立 # 栖流局∃ , 派出

能干官员担任总办, 专门收容社会上流氓乞丐, # 或使

工耕, 或教以职∃ 7 , 要这些人种地, 教他们纺织, 使

他们自食其力。

7 年之后, 郑观应于 1880 年, 由中华印务总局出

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 !易言∀ , 共 36 篇专记, 约 6 万

字。此书取名 !易言∀ 一方面是他自谦之词, 表明这是

时人容易讲出的话, 另一方面也包含有言易行难之意。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 他在 !论议政∀ 篇中对比了中西政

治体制的差别, 指明了我国君主专制的弊端, 肯定了西

方议会民主的长处, 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建议。郑观应认

为中国自古以来 , # 政事之举费 , 法令之更张 , 惟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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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权衡自秉, 议毕即行, 虽绅耆或有嘉言, 末由上

达∃ , #夫在上者既以事权有属, 法令在所必行; 在下者

亦以执位悬殊, 情隐不能相告∃, 于是 # 情谊相隔, 好

恶各殊, 又安能措置悉本在公, 舆情咸归允惬也

哉∃ ? 8 而 # 泰西列国则不然, 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

院∃ , #凡有国事, 先令下院议定, 详达之上院, 上院议

定, 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 则国主决其从违。倘

彼此参差, 则或令停止不议, 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

事举国咸知, 所以通上下之情, 期措施之善也∃。9 他

推崇诸如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西方国家。郑观应

将中西政制优劣作了对比之后, 郑重提出建议: # 所冀

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 下仿泰西之良法, 体察民情, 博

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扌干格之虞, 臣民泯异同之见, 则

长治久安之道, 固有可豫期矣。∃ 10 。郑观应仍然是在

肯定三代部分传统的前提下, 建议朝廷借鉴西方议会民

主的长处。这比之 7 年前他在 !救时揭要∀ 中只限于提

出增设外交官和栖流局的建议前进了一大步。他的建言

已经涉及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又过了 14 年, 即 1894年, 郑观应出版了第三部著

作 !盛世危言∀ , 这时国家、民族和郑观应本人都经历

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正如他在 !盛世危言∀ 自序中所

说, 自从他开始写 !易言∀ 一书, # 迄今十有九年, 时

事又变: 屏藩尽撤, 强邻日逼, 西藏、朝鲜危同累

卵∃ 11 , 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他在这段时间

内也被派到香港、暹罗 (泰国 )、西贡、金边、河内等

地办交涉, 有机会考察国外社会。1886 年郑观应 # 落

魄旋里∃ , 回到广东老家, 摆脱公务, 闭门潜修。

1886& 1891 年, 郑观应主要住在澳门 , 集中精力撰写

了一部 30 多万字的新著 !盛世危言∀。这部新著是郑观

应思想发展的最高峰。此书先后有过 20 多种版本, 其

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审定的 3 个版本, 即 1894 年出版

的 5 卷本、1895 年增订新编的 14 卷本和 1900 年增订

续编的 8 卷本。从 !易言∀ 到 !盛世危言∀, 书名的变

化也反映了他思想的巨变。危言者, 危险万状, 不易说

出的建言, 又是危机深重、不得不讲的建言。他在此书

序言中说: # 60 年来, 万国通商, 中外汲汲, 然言维

新, 言守旧, 言洋务, 言海防, 或是古而非今, 或逐末

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 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 那么,

# 本原∃ 和 # 大略∃ 是什么呢? 他自己几十年来 # 写西

文, 涉重洋, 日与彼都人士交接, 察其习尚, 访其政

教, 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治乱之源, 富强

之本, 不尽在船坚炮利, 而在议院上下同心, 教养得

法∃ 12 。可见他根据毕生考察、研究, 认识到实行议会

民主是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在 !盛世危言∀ 一书

中, 郑观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 主要有以下四

点。

第一, 设立上下议院, 实行君主立宪制。郑观应详

细介绍了议院制的由来和各国议会制度的不同类型, 认

为 # 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 有民主之国, 有君民共主之

国。君主者权偏于上, 民主者权偏于下, 君民共主者权

得其平∃ 13 。据此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权力平衡, 不偏不

倚, 最为理想。 # 然博采旁参, 美国议院则民主过重,

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 其人习气使

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 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

制。∃ 14 他认为, # 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 果能设立议

院, 联络众情, 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 合四万万之众如

一人, 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

群逞披猖, 肆其非分之请, 要以无礼之求, 事无大小,

一有龃龉动辄称戈, 显违公法哉! 故议院者, 大用之则

大效, 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15 可见, 他是把议会民主

政治视作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抵御列强侵略中国最有效

的政治武器。

第二, 实行选举制。郑观应认为, # 国之盛衰系乎

议院, 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 议员即

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 贤否或有阿私; 举自众人, 贤

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 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

以后, 及年届三十, 并有财产身家, 善读书负名望者,

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 其杜弊之严又如此。∃ 16 可见他

是十分赞成西方那种公开选举议员的办法以及对选举人

居住年限、年龄、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但是他又并

不主张照搬西方的选举制。他说: # 诚能本中国乡举里

选之制, 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 以遴议员之才望, 复于

各省多设报馆, 以昭议员之是非, 则天下英奇之士、才

智之民, 皆得竭其忠诚, 伸其抱负。∃ 17 郑观应在 !盛

世危言∀ 的 8 卷本中又加上了 # 甲午后续∃ 的 !公举∀

篇, 专门论述公众选举、公开选举的做法和好处。他不

仅主张议员公选产生, 而且各级主管行政领导人也要公

选产生。他指出: # 现我国无公举之法 , 有保举人才一

途。∃ 18 如果掌握保举大权的大员 # 于时务一无所知,

学识一无所长, 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 19 ? 因

此他建言: #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 必当自

广开学校, 教育人才, 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20 

第三, 改革吏治。要实现政治现代化, 不仅要改革

国家基本的政治体制, 要实现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 而

且要改革吏治, 使政治官员精干、廉洁, 实现行政管理

现代化。郑观应对当时机构庞大、冗员众多、超龄不

退、贪污腐败, 甚至还有阉臣等现象深恶痛绝。他指

出: 当今国家财政告绌。库藏空虚, 要节约开支, # 必

自汰冗员始∃。因为政府内外官员都太多, # 官愈大则率

多养尊处优, 恶劳好逸, 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

小, 皆减其半。∃ 21 他还建议要限制官员年龄, 实行退

休制度。#至致仕之年 ,当钦遵高宗定法以六十五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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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成大勋、据高位者, 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 22 他

还讲到, 当今大小官员, 不是为朝廷出力, # 只为一己

耳。每得一官, 惟量缺分之肥瘠, 计班资之崇卑; 每岁

可获利若干∃ , # 严明目张胆以号于人曰: 好官不过多得

钱耳∃。甚至互相勾结, 狼狈为奸, 上层官员多接受贿

赂, 克减军饷, 侵蚀钱粮为津贴, # 为上者且如此, 为

下之势更肆矣! 民其聊生乎? 何法以处之? 亦惟轻者

斥, 重者戮而已矣∃ 23 。他还特别痛斥 # 今中国有一极

弊之政, 为合地球所共无者∃ 24 , 即宫廷使用阉官。他

极力主张立即廓清这种取笑四海五洲的弊政。

第四, 改革法制。郑观应认为 #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25 。他看到当时法律制度还很不完

善, 力主借鉴外国经验, 使之现代化。他说: # 中西解

例不同, 必深知其意者, 始能参用其法而无弊。∃ 26 例

如, 我国 #用刑残忍 , 不若外国宽严有制, 故不得不舍

中而言外, 取外而酌中∃ 27 
。在我国 # 酷打成招∃ 之事

屡见不鲜, # 冤狱多矣∃。郑观应对外国陪审制度予以肯

定, 认为 # 外国人不信问官而设陪审, 秉正人员佐官判

案, 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平, 而于是真情出矣∃ 28 。

他还指出我国 # 书吏∃ (讼师) 制度的弊病, # 专趋于

利∃, # 混淆黑白, 颠倒是非, 惟所欲为, 莫之能制∃。

他主张借鉴西方的律师制度, # 考泰西有大小律师, 无

书吏之弊。律师者曾在大书院读律例, 取列一等, 国家

给以凭照, 准其为民诉冤代官诘问∃ 29 。为此, 他建议

设立陪审员与律师制度, 力求做到审判公允。他说:

# 今宜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 或数十人, 或数

百人, 每遇重案, 轮班赴署。少者数人, 多则十余人,

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 以及律师之辩驳。审毕, 审官

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 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 视陪员

可否之人数多寡, 以定从违。∃ 30 他还建议建立西方那

种现代化的 # 巡捕∃ 即警察制度, 以加强社会治安。

第五, 改进外交制度, 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郑

观应在 !公法∀、!交涉∀、!条约∀ 等篇中以自己亲身经

历说明弱国无外交, 只好任凭西方列强欺侮。国际公法

本来是不论大国小国、弱国强国、富国贫国, 一律都要

遵守的。可是实际上 # 公法仍凭虚理, 强者可执其法以

绳人, 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 惟有发奋

自强, 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 虽有百公法何补

哉∃ 31 ? 在中国与外国通商往来中, 时常要就双方有争

论之事办理外交 # 交涉∃。由于我国 # 不得办理之法,

未用度外之才∃ , 所以 #交涉之案层见迭出, 卒未有办

理公平, 能折彼族之心而伸吾民之气者∃ 32 。为此他建

议: #是宜先储善办交涉之才, 决定专办交涉之法。∃ 33 

#我国亟宜变法, 破格用人, 幸勿拘文牵义, 顾虑烦多,

驯至一筹莫展也。英国数十年来政治最得民心, 且各国

外部公使及各处商务局有心世道之正人君子不少, 何不

闻与译署大臣会议, 妥订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 不偏

不倚, 遇于持平办理, 庶毋尔虞我诈。∃ 34 

!盛世危言∀ 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此

书先后出版了 20 多个版本, 都迅即销售一空, 求者犹

络绎不绝。此书曾通过工部尚书孙家鼐、江苏藩司邓华

熙上交给光绪皇帝。光绪读后大为振奋, 甚至亲自下谕

印刷两千部, 分发文武百官阅看。连主张激进变法的康

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都十分重视此书。它甚至后来对毛

泽东走上革命道路起过催化作用。毛泽东于 1914 年 21

岁时从他表兄文咏昌处借阅此书, 1936 年在与美国记

者斯诺谈话时, 谈及此书, 说他 # 非常喜欢∃ 这本

书。35 毛说: # !盛世危言∀ 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

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 我父亲是反对

这件事的。为此, 我们发生了争吵, 最后我从家里跑

了。∃ 36 可见, 正是 !盛世危言∀ 这本书促使毛泽东离

开农村老家, 走上读书救国和革命的征程。

郑观应是向国人详细介绍、持续传播并且郑重建议

中国采用君主立宪制度的第一人, 他的政治现代化建言

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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