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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的言行与其“富强救国”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 他呼吁国

人关注女性成长 ,主张建立各种福利性社会保障机构 ,以解决弱势群体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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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 ( 1842— 1921) ,广东香山人 ,一

生大部分时间活动于上海商界 ,早年在上

海充当买办 ,后受李鸿章之邀 ,在上海机器

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上海电报

局、粤汉铁路公司等处任职 , 1921年卒于

上海。郑观应素有“家贫服贾 ,负米娱亲”的

秉性 ,生前主持过各省赈务 ,从事过社会保

障救济工作。 学术界对郑观应的研究成果

相当丰富 ,但对其关注弱势群体的言行进

行专门论述却罕见。所谓弱势群体 ,主要指

那些无正当职业而生活来源相当困难之人

以及妇女儿童 ,这与当今意义上的弱势群

体概念颇吻合。 〔1〕

　　一、保障无业者的正常生计

民以食为天 ,“无食则易生盗心” ,危害

整个社会稳定。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使许

多人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 解决这些

人的生计问题 ,始终是令政府头痛的难题。

郑氏建议官府与各省富绅合资建立社会福

利保障性的栖流局 ,“拣举能员立为总办 ,

广置田产 ,大屋千门 ,收无赖乞人”。 当然 ,

这些被收养者不能不劳而获 ,必须要根据

自身条件进行自食其力的劳动 ,“或使之

耕 ,或教以织。 虽跛脚、盲目 ,亦有所司 ,称

其力之相宜 ,俾令自食其力”〔2〕。郑氏的社

会救济不是单纯的救助 ,而是政府干预下

的“自食其力”。

明清以来 ,人口压力不断加剧 ,导致人

们为求生而无序流动 ,因而产生的社会问

题也不少。“中国生齿日繁 ,生机日蹙 ,或平

民失业 ,或乞丐行凶 ,或游手逗留 ,或流民

滋事。”政府尽管也设有栖流所、施衣局、养

老院、育婴堂等公共福利性机构 ,但因经理

不善 ,款项不充 ,实际效果不大 ,“致各省穷

民仍多无所归者”。 这些无家可归、无业可

守的流动贫民 ,“小则偷窃拐骗 ,大则结党

横行 ,攫市上之金钱 ,劫途中之行旅 ,揆其

所自 ,实迫饥寒”。 要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

出路问题 ,政府必须通过行政手段对社会

财富进行再分配 ,“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

酌量捐资” ,设立社会救济保障金。 郑氏用

“令”来显示政府的态度 ,筹措救济资金扩

充慈善机构 ,“城市乡落遍立善堂”。善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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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者“施医药、棺木 ,或设义冢、学堂。如

有水旱荒灾 ,集资放赈而已”。善堂还要设

立工厂 ,收养贫寒子女。 〔3〕即仿效西方各

国设立工艺院 ,教育贫民子女成就一艺 ,便

于今后营生 ,“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

艺 ,庶身有所寄 ,贫有所资。 弱者无须乞食

市廛 ,强者不致身罹法网。 少年强壮之夫 ,

则官为资给 ,督令垦荒 ,国家可增赋税”〔4〕。

如此可收一举数善社会效果。他反复强调兴

建工艺厂 ,多收养穷民 ,“授以一艺 ,则国无

游民”〔5〕。

郑氏对传统社会耗巨资举办神诞活动

持批判态度 ,他说“以有用之财 ,作无益之

事 ,何如集资效范文正公之创义仓、开义

学、设育婴堂、收埋路尸、舍药施医 ,利民利

物” ,指出“若无救济之功 ,而徒费资财 ,欲

邀冥福 ,是未耕而求获耳”。 呼吁人们将投

资于梨园神会之资 ,“改作济世救民之事 ,

岂不善哉”〔6〕! 为了广泛宣传爱心事业 ,形

成全社会都关注弱势群体 ,他甚至将善举

作为学生考试内容渗透士人心中 ,他给上

海格致书院冬季课命题: “泰西善举甚多 ,

除育婴、施医、禁酒、自新、恤孤、劝和、训

哑、教聋等会外 ,又有恤贫院 ;凡丐食街市

及无业游民 ,收入院中 ,教以浅近手艺 ,至

期艺成 ,得以自养。”要求考生结合中国实

际 ,“切实指陈 ,以备采择”〔7〕。

在建立与完善中国社会救济保障体制

及慈善事业方面 ,郑氏以其见多识广的胸

怀 ,积极推介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

“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 ,故皆有恤穷院、工

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

不胜枚举 ,或设自国家 ,或出诸善士。 常有

达官富绅捐资数十万 ,以创一善事。而其思

虑之周密 ,规制之严明 ,有远非今日各省善

堂所及者”。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人类爱

心基础上的 ,“夫中国各镇、埠 ,每岁迎神赛

会敛资辄致万千 ,举国若狂 ,动辄肇事。何

如省此无益之费 ,以教养贫民乎?”所以 ,官

方应大力提倡实政 ,绅商应有好善之德 ,造

成“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的社会风气 ,如

此 ,则“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 ,贫民

绝迹于道路矣! ”〔8〕最终创造一个祥和、稳

定的社会环境。

郑氏关注弱势群体是言行一致的 ,甚

至影响其家族。其父“闻晋省地广灾深 ,除

命官应兄弟各自捐资助赈外 ,复将养老遗

资并妻陈氏遗奁银共凑集 1000两 ,由粤解

沪交晋赈公所 ,由苏浙绅士汇晋放款”。 光

绪帝下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并将其事

迹登载在地方文献中。 〔9〕郑观应还敦促海

内外富绅、商人捐资 ,以解饥民困苦 ,这在

郑氏文集中记载颇多。他编纂《富贵源头》

一书 ,劝戒官绅富户多为弱势群体做善事 ,

为善乃富贵之源头。〔10〕在赈济过程中 ,他

对“年老、残疾、孤寡、妇女宽给口粮 ,多沾

一分实济”〔11〕。

　　二、关注女性的社会发展

宋明以来 ,我国女性的地位日趋低下 ,

最典型的莫过于漠视女性的生存权。清代

“溺女之风 ,近世各直省所在多有 ,相习成

风 ,恬不为怪”。这种非人道的风气 ,造成整

个社会“无论贫者溺 ,即不贫者亦溺 ;无论

生女溺 ,即生男亦溺” ,甚至产生 “生女可

耻”的观念 ,尽管各地都有育婴堂 ,但“人皆

惮于抱送 ,往往生即淹毙 ,以致辗转效尤 ,

日甚一日 ,甚至有以生女为可耻。……此天

下古今第一痛心事”〔12〕。 对女婴的戕害 ,

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 如何扭转这种局

面 ,正是郑观应所关注的。

郑氏认为“溺女一事 ,罪孽甚大”。据他

考察 ,溺女情形有: “惟毒妇无知 ,丈夫不加

劝戒。或以为生女太多 ,忿而溺之 ;或以为

生女需乳 ,不利速孕 ,急而溺之 ;或婢女所

生 ,妻不能容 ,迫而溺之 ;或偷生诚恐露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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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而溺之。”针对这些恶习 ,郑氏以因果报

应之说 ,希图遏制溺女之风 ,“溺其现生之

女 ,冀其未来之子 ,一念之恶 ,已干天怒。愈

溺女 ,愈生女 ,几见溺女而速男者乎? ……

即幸生子 ,因子破家者有之 ,因子覆宗者有

之。岂非天之假其恶 ,以儆其杀女之心者

乎?”为了改变传统男尊女卑心理 ,郑氏甚

至采取贬男褒女的策略 ,指出女性在家庭

中并不逊色于男性 ,“有此女未必遂贫 ,无

此女未必致富。嫁奁乃称家之有无 ,女家不

争男家之物 ,男家岂责女家之资?世有贫子

不能娶 ,未见有贫女不能嫁者。吾见子之多

逆于亲 ,未见女之敢逆于母。可知生子未必

尽佳 ,生女何尝不善?”任何一个人都享有

生命权 ,女性是人类生命延续不可缺少的

链条 ,“今日之女 ,异日之母 ,今日生女之

母 ,当年未溺之女。我之子若孙 ,他人未溺

之女所生。 ……语云: 三代不育女者 ,其家

必绝。 盖使一人溺女 ,人咸效之 ,则人将无

女 ;人将无女 ,则人将无妻。彼欲绝人 ,天讵

不早绝之乎?”即使私胎 (即私生子 )也应享

有生命权 ,“既犯淫恶 ,复残生命 ,罪孽无

穷。不如书明生庚 ,置之道傍 ,听仁者之提

携 ,犹为曲全之术”。滥杀婴儿 ,即使逃脱了

法律的制裁 ,最终也逃脱不了“天网”的惩

罚 ,“夫天地好生 ,万物并育。……人为万物

之灵 ,安忍以其所生 ,而无故置之死地 ,以

逆天地好生之德乎?王法或可逃幸 ,天网何

可漏哉! ”〔13〕他明白单靠劝吁民众禁止溺

婴是很难行得通的 ,政府必须建立各类育

婴、保婴组织 ,以挽救更多的女婴生命。 〔14〕

如在乡村设立保婴会 ,“凡地方贫户生女 ,力

不能留养者 ,准到局报明 ,每月给白米一斗 ,

钱二百文 ,以半年为度。 ……此法简便易

行 ,可大可小 ,可暂可久。一经提倡 ,全活必

多”。他明确表示“愿与天下有心人共起图

之”〔15〕。

要改变整个社会漠视女性生命的现

象 ,除了道德说教外 ,还要加强女性自身角

色的塑造 ,使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

育权利。 郑氏强调中国应学习西方男女教

育并重的思想 ,实行男女平等教育观 ,“泰

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人生八岁 ,无分男女 ,

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

与男塾略同”。郑氏要求女子入学读书的目

的是“佐子相夫 ,为贤内助也” ,但其潜意识

是希望女性走上社会 ,拥有自己的职业 ,

“瑞士国有大书院 ,准女子入内习医 ,如果

精通亦可给凭行道”。他竭力介绍西方女性

从事教育的好处 ,“今泰西学校……教习且

多用妇人 ,盖以其娴静细密 ,善于抚育 ,以

得孩童之心理 ,收效最易”。而中国女性只

“知刺绣、女红便夸为能事。是以为人母者 ,

文字不识 ,大义不谙……教子无术 ,训女无

方”〔16〕。两相对比 ,郑氏是寄希望于中国

女性能入学读书 ,然后从教。郑氏提倡仿效

西方女学模式 ,但并不主张放弃中国传统

文化 ,“诚能广筹经费 ,增设女塾 ,参仿西

法 ,译以华文 ,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

子之书别类分门 ,因材施教”〔17〕。

求知是人类的共性 ,尤其是晚清以降 ,

中西交流频繁 ,掌握知识显得尤其重要 ,

“世人只知男子不读书吃亏 ,不知女子不读

书孤陋寡闻 ,吃亏更大”。女性对子女的“家

庭教育至关重要”。培养孩子成功与否与女

性的受教育程度有关 ,“若其母知书识礼 ,

明卫生之理 ,所生子女未入学堂以前 ,必常

依依膝下 ,事事教导 ,受益良多。 ……不待

六岁必能书写 ,盖母授较出外学习更易

也”〔18〕。因此 ,女性自身必须要接受良好

教育。这是郑氏大力倡导女学的原因之一。

他不仅积极倡导 ,而且付诸实践。1903年 6

月 ,他任广西代理左江道篆时 ,就在南宁创

办了“蒙养学堂”。在办学《布告》中强调 ,

“凡年六岁者 ,无论贫富子女皆须入

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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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缠足至少自宋代开始已为社会所

鼓励 ,清代已成为人们辨别女性美丑标准

之一。 郑氏对这种戕害女性肢体的“国粹”

深恶痛绝 ,“夫父母之爱子也 ,无所不至 ,而

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 ,独此事酷虐残忍 ,殆

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 ,严词厉色 ,陵

逼百端 ,必使骨断筋摧 ,其心乃快”。由于小

脚的流行 ,社会风气竟以天足为耻 ,“苟肤

圆六寸 ,则戚里咸以为羞”。此恶习的流行 ,

“城市倍于乡曲”。 他劝吁社会以缠足之功

兴女学 ,“苟以裹足之功改而就学 ,罄数十

年之力率以读书 ,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 ,

岂果出男子之下哉?! ”要求政府广立学校 ,

并对学有所成之女性给予奖励 ,“广立女

塾 ,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 ,地方

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20〕。 而女学的兴

办 ,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大事 ,

“ (中国 )如欲富强 ,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

人才 ,必自蒙养始 ,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 ;

母教之本 ,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 ,国家

之兴衰存亡系焉” 〔21〕。

而女性在天灾人祸的困境中 ,往往又

处于非人的地步 ,如河南天灾后 ,“妇女鬻

卖一空”。尽管政府重拳打击贩卖妇女犯罪

活动 ,但仍难以杜绝买卖妇女行为。 “非加

厚赈粮 ,代为收赎 ,无以清外鬻之源”。要最

大限度地防止拐贩妇女 ,政府必须提供足

够粮食 ,保障灾民最基本的生存权。而对女

性更应给予特别加赈。“现给赈银恐不足以

资糊口 ,妇女本少 ,不妨量从其厚 ,拟于查

赈时 ,遇将鬻妇女加倍赈给 ,庶以清贩鬻之

源而维流民之心。”〔22〕针对被拐妇女已成

事实的状况 ,郑氏上书《谨拟代赎灾民已卖

妇女章程八条》〔23〕 ,具有明显的“人权”倾

向 ,反对任何形式的虐待妇女 ,甚至对婢女

也如此 ,曾作《虐婢歌》云: “万物人为贵 ,国

家当教育。犬马尚爱惜 ,婢仆何残酷。若是

不听教 ,宜送自新局。”〔24〕

郑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是与其

“富强救国”理念相吻合的。只有解决了弱

势群体的各种问题 ,社会才能得以稳定地

发展 ,国家才能逐步走向富强。但他的关注

是有局限性的 ,如主张男女在就学上平等 ,

但在就业上则不以为然 ,“设谓男女平等 ,

女子亦须出外谋生 ,则训男育女与及家中

一切之事谁为料理耶?故男子治外 ,女子治

内 ,实男女一天然界限也”〔25〕。 19世纪中

叶以来 ,西风东渐 ,男女思想渐趋开放 ,郑

氏对女性的装饰、性事 ,持激烈批评态度 ,

要求“女子妇德维重 ,妇节尤重”。平时清心

寡欲 ,多读《烈女传》 ,即使“欲火焚烧” ,也

要通过饮冷水、撒铜钱消火。夜眠时 ,“不可

左思右想 ,天理纯全 ,物欲自然净尽”〔26〕。

他甚至荒唐到给欲火焚烧之女性开止欲良

方 ,“盖妇女无知 ,一得饱暖遂生淫欲 ,苟安

逸其身则妄心生。 ……然有欲火太盛无法

自禁者 ,兹有治妇女牝痒良方……服之即

止”〔27〕。他不反对男子纳妄 ,自己一生娶

了一妻一继室四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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