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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1842 1992)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

级实业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生活在西方列强不

断入侵、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并由传统社会向近

代社会的转型的时期。其以振兴工商 ,自强御侮为

志,在长期丰富的社会实践中, 形成了系统的改良主

义思想。其中, 国防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郑观

应的国防思想形成于 19 世纪 60 到 90 年代, 主要包

括建立近代化的国防军、海防边防并举、寓兵于民和

兵战商战相结合等几个方这一思想贯穿着自强御侮

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向西方学习为指导方针, 具有明

显的民本主义的思想特征, 并且体现着一种 攘外!
重于 安内!的新的国防价值观。本文拟对此略作探

讨。

一

十九世纪后半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入侵

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随着这一形势

的发展,郑观应的国防思想由萌发走向成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

国的国门被进一步打开 ,清政府的腐朽也进一步暴

露出来。这时,郑观应开始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以澳门为据点拐编华人到美洲充当奴隶的罪恶。他

看到那些亲人被拐卖出洋的人家 父失其子, 妻失其

夫,长离桑梓, 永溺风波。有死别之悲, 无生还之

望。!这种罪恶行径 无异于设陷阱之境中也。! 溯自

设立招工馆以来, 为其所陷害者不可胜数。中国之

人,无不发指涕零者。! ∀这一时期, 郑观应还揭露了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横行霸道, 侵犯我利权的

情形,指出洋人 既入我国营生, 当以我中国规矩。!

 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 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

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岂以我华人孱弱, 无妨任意

残暴乎? 抑恃国强大, 夭下无出其右, 即纵性横行,

亦无奈何者乎?! #并愤慨地指出: 我国以一个 地有

十八省之广, 人有不知几千万亿, 富足以补美、英、

布、法四国府库之虚! 的大国,  目下不过为势所鱼

耶?! ∃ 这里,郑观应不仅表现出反抗侵略的正义立

场,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

他的国防思想的形成的重要基础。

70年代以后, 中国的外患更加严重。 泰西数

十邦叩关互市, 与我中国定约通商, 入居内地, 此乃

中国一大变局, 三千年来未之有也。! %在西北,沙俄

侵占伊犁,在东南 ,日本占领了台湾,  滨海之省, 广

东则香港一岛已属英吉利, 澳门一岛亦属葡萄牙。

其余南北各口, 综计三埠, 彼此通商, 而洋人之心犹

以为未足也。! &同时, 中国西南邻国也日益为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侵占。这些国侵占了中国之邻国后,

就会 藉此窥伺中原,积久生变, 遂手以长驱直入!威

胁中国的安全。

这种局势给郑观应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关心

可以安内攘外的自强御侮之计, 他认为:  由今之道,

变今之俗,宜览往古, 法自然, 诹远情,师长技, 攻其

所短, 而夺其所恃。! ∋在这里, 郑观应提出了改变当

时腐朽落后的习俗、了解外国的情况、学习外国的先

进技术的主张, 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 攻其所短而
夺其所恃!。由此,郑观应向西方学习以自强御侮的

国防思想开始萌发。

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弊端暴

露无遗, 而且这一时期的民族也日趋严重。郑观应

洞察时局:  今中国为日本所侮, 更为泰西各国所皆

知我兵将之弱, 军器之窳,国库之空, 汉奸之众,吏治

之坏, 民心之涣。! ( 中国屏藩尽撤,俄瞰于北, 英目炎

于西, 法瞵于南,日耽于东, 且英、法、美、德、俄、日先

后向中国皆索有租界,为侵占之先机。! )在如此紧

要的危机关头, 他潜心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教训, 增订新编了∗盛世危言+ ,他在书中指出:  欲攘
外,亟须自强,必先致富; 欲致富, 必首振工商; 俗振

工商 , 必先讲学校, 速立宪法, 尊重道德, 改良政

治。! ,在此他认为中国亟须振工商以致富, 致富以

自强, 而这一切的目的无不是为了 攘外!。这就把
自强御侮、保卫国家安全看成是当时中国迫切的首

要任务, 把振兴工商业看作是自强的根本措施,把兴

学校立宪法、改良政治等看作是自强的根本措施, 把

兴学校立宪法、改良政治等看作是自强的根本保证。

这种在政治上立宪法、在经济上振工商、在文化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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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道德讲求学校来增强国家的实力以达到自强御侮

之目的的思想,就使得郑观应的国防思想更为丰富、

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 这表明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已

经由七、八十年代 师夷长技,知已知彼!的层次跃进
到了全面学习西方, 改革政治经济以自强御侮的高

度,是这一思想发育到成熟形态的表现。

二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形成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年代 ,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

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其一, 建立近代化的国防军队。自鸦片战争以

来,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 , 清政府的军队都屡战屡

败,不堪一击。特别是甲午战争期间更是从海上到

陆上全线溃败。郑观应考察其原因,发现清军 人各
一心,营各一名, 政出多门, 不相统属。! −并且在战

时 自幸偷安旦夕,!坐视支军败迹而无动于衷, 或者

 逍遥局外, 调遣不前。! 在军队内部,  兵之于将, 将

之于帅,上下离心, 俨同冰炭。! 军队的经费和将官

薪水不足, 克扣军饷的事随之出现, 官兵离心离德,

士兵不肯效命沙场甚至临阵叛逃。显然, 依靠这样

的军队保卫国家安全是不可能的。社会现实要求尽

快改变现状,全面变革, 建立起一支能够担当起抵御

外侵略保卫国家安全重任的近代化的国防军队。

郑观应认为,要建立这样的军队, 首先必须军令

统清政府虽设有海军衙门,但海军提督归疆臣节制,

海军在实战中处处受疆臣指挥,不能随机应变, 以致

贻误战机, 故 昔有马江之败, 今有威海、旅顺之

失!  必须尽快设立不受疆臣指挥的巡海经略, 总统

南、北、中三洋海军。当此大任者,还必须是 先赴外

国水师学堂观政三五年,学习有成!的王公、贝子、贝
勒中的 有志军旅者!。!其次, 加强训练, 提高军队

的战斗力。郑观应认为, 日常训练军队战斗力的保

证, 整旅行师尊重于练。! ∀还要注意重实战演习,

因为西方国家的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在日常演习中 设假敌与正军队列,互相攻击,

出奇设伏,一如交战状, 俾习惯于平时。! #他主张三

洋海军舰队每年交换防区进行演习训练, 以相互熟

悉各防区的 沙线、礁石、水潮深浅! 等情况, 并且由

近及远,逐步走向五大洲的各岛各埠, 以 练驾驶, 习

水道、张国威, 护华商。! ∃陆军也须如此, 一律仿照

西方国家的做法操练, 去劣取优。 每省练兵若干,

其不入选者汰之就地另募精壮补充。! %这样才能保

证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再次,设立武备学堂, 培养

军队指挥人才。郑观应看到将帅对军队继而对国家

起着关键作用:  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 将帅之存亡

关于国家。! &西方各国军队的将帅都是军事学校毕
业后又 久历战阵资格极深者! , 清军将帅则平日不

习武艺, 不读兵书,沉湎于酒色, 战时又贪财惜命, 根

本无力指挥军队。所以各省应效法西方 仿设武备

学堂。其将帅、营、哨各官务选明练之才, 讲究韬略,

参用西法, 实事求是。!熟识中外兵法、量算、天文、地

理、图说与古今战阵胜负根源者, 乃能鞠旅阵师, 为

三军之司命。! 水师每镇亦须设立学堂, 一切舟楫、

樯帆、测风、防飓、量星、探石, 枪炮命中诸大端,必须

确有见地, 事事精能, 庶他日强邻压境, 指挥操纵悉

合机宜,不致徒靡巨饷。! ∋这样培养出的人才俾能
适应建立近代化国防军的需要。

其二, 海防、边防并重。自古以来, 中国的外患

都来自陆上北方的少数民族, 而鸦片战争之后,形势

发生了极大变化。 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

东、西几成四逼矣。! ()清政府面临的是来自陆地和

海洋上四面八方的强敌, 国防形势空前严峻。

针对这种局势, 郑观应提出了海防和边防并重

的主张。在海防方面, 建立舰队与岸炮相结合的沿

海防线, 实施近海防御战略。将东部沿海地区划分

为北、中、南三洋, 按地势险易程度分别轻重,实行重

点防御。北洋北起东三省, 至山东的烟台, 以旅顺、

威海为重点; 中洋自自海州到马江, 以崇明、舟山为

重点; 南洋自夏门到琼州, 以台湾、琼州为重点。以

炮船水雷扼守海口、内港,三洋舰队首尾相应,  凡海
口生重地, 莫不森列炮台,严为防范。..筑台必照

西式之坚, 制炮必如西法之精, 守台必求其人, 演炮

必求其准, 使与外洋之水师轮船, 表里相资, 奇正互

用。! (如此引战舰与炮台战守配合, 互为表里,方能

收到御敌之效。在边防方面, 东起库页岛, 南到台

湾、琼州,西至噶会喀尔, 北到外兴安岭, 列强环伺,

随时都可进攻。郑观应判断, 敌人无论是分兵侵犯

还是合力进攻, 必从陆上而非从海上开始,中国之国

防, 当以边防为要,而边防的重点是防俄。中俄之间

有绵长的边界线, 俄国早就在库页岛屯集重兵,并不

惜巨资在不毛之地的西伯里亚修筑铁路,这显然是

为侵华作准备, 矛头直指中国东北。 故中国及今筹

备防务, 当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

余力再兼顾新疆。! ( 在西南边陲, 边防局势也日益

严重。缅甸、越南已成为英法吞并,印度早成了英国

的殖民地, 滇藏已成为英法进攻的直接目标,这一地

区的防务应以防英法为主。具体措施应该是 添练
防兵以联声势, 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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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

垒。! (!

其三,寓兵于民, 实行群众战争路线。郑观应认

为,在国势衰微, 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发动群众, 人自

为战是先之有效的策略。实行群众战争路线, 首先

必须实行全民的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树立群众的

国防观念。 宜使各省慎选知兵任事之员, 设立武备

院,参照西法教习。沿海州县及边疆各人民, 先择里

长,设局训练, 教以刀、矛、枪、炮等技。一俟学成, 则

教其所管十人,十人学成, 则各教其家人, 使人尽知

兵,同心敌忾。..处处团防, 村村联络,声气相应,

休戚相关, 国无筹饷之艰, 兵无运调之苦。! (∀再者,

实行移民开垦以充实是边疆的屯田政策。郑观应说

这是 切实之要策!。方法是边疆督抚派员探测荒
地,之后招募内地闲民举家前往, 政策之重点应放在

边防最为空虚的西北地区。 以民养兵, 而兵可不

溃;以兵卫民, 而民可无忧。兵民相依,人自为战, 而

边防安有不固才哉!! (#

其四, 兵战与商战相结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军事上的, 更重要的还是经济

上的。军事进攻的目的, 是为了掠夺原料和拓展商

品的销售市场。 西人以商为战, 士、农、工为商助

也,公使为商遣也, 领事为商立也, 兵船为商置也。

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 非但有益民生, 且

能为国家拓土开疆也。! (∃这种商战噬膏 血匪噬皮

毛,攻资财不攻兵阵, 方且以聘盟为阴谋, 借和约为

兵刃,迨至精华销竭, 已成柘腊。..故兵之并吞祸

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因而, 商占比兵战具

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藏性。为了在与西方国家的商

战中取胜,郑观应提出 我国人欲安内攘外, 丞宜练

兵将、制船炮, 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 讲求泰西士、

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用兵战来抵

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

如此兵战与商战相结合才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

决自强御侮,消除外患的问题。

郑观应认为,国富是兵强的前提, 兵强是国富的

保障, 二者互为表里, 建设近代化的国防, 练兵、铸

械、添船、增垒是最重要的环节, 而这一切无不要耗

费巨资,  府库未充, 财赋有限, 公用支绌, 民借难

筹! (∋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这就需尽快发展经

济,为国防近提供足够的资金条件, 而讲求商务、在

与外国商战中取胜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欲制西人

以自强,莫若振兴商务。! ∗)

为 振兴商务!, 郑观应提出了以商业库心全面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国家实行关税壁垒政策

以保护贸易顺差, 革除弊端为商业发展扫清道路, 建

立机器制造业以提高生产效率, 讲究商贾之学以增

减实用人才, 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将会不断增强商

战实力, 增强练综合国力,为国防近代化打下牢固的

基础。

三

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郑观

应为国防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其自强御侮的爱

国主义精神。郑观应终生辗转于外国在华企业、洋

务企业和商办企业中, 始终以救世为己任,致力于救

国道路的探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 他的国

防思想无就其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逐步有所提高,

因此, 可以说这一思想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总的看

来, 自强御侮既是郑观应国防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

最终归宿。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大大突破了古典

爱国主义精神的界限, 有着明显的近代特征。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二是其以向西方学习

为指导方针。自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 的思想以来,

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共同走过的

道路, 郑观应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的国防思想中,

无论是建军思想, 海防思想、边防思想, 还是商战思

想, 无一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将其利

弊得失放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坐标系中加以考

察。他摒弃了落后的华夷观念, 明确提出了 一法日
本, 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 一法泰西,讲武备以

图强, 为有形之战。! ∗的主张, 这种局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思想也正是郑观应国防思想的进步性之所

在。

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三是其蕴含的民本思

想。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和清政府积贫积弱的现实,

决定了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一定处

于劣势地位, 况且,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敌人已不再

是 未知王化者!的落后的 蛮夷! ,即境内少数民族
和北部游牧部落, 而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

度为依托、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远远超过中

国的老牌的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都决定了

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防御型、持久性的群

众战争, 这也为后来反侵略战争的实践所证实。郑

观应认识到反侵略战争的最伟大的力量存在于人民

群众之中, 他主张文泛教育、发动和训练群众, 兵民

相依,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 防民甚于防
寇!的指导思想,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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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国防思想的特征之四是其崭新的国防价

值观。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国防价值观都以维护其

专制统治为基本内涵, 统治者把 攘外必先安内!奉

为圭臬。近代国防价值观则更注重国防力量在抵御

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作用。针对

广泛发动和训练群众恐会引起民变的忧虑, 郑观应

指出,  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 防外侮更重于防

内患,练民兵庶足以助官军, 可不因时制宜, 亟为应

变之举乎?! ∗ 这种国防力量 攘外!重于 安内!的主

张,体现了新的近代国防价值观。尤其是在当时中

国社会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萌发的背景下, 郑观应

的这种认识已超出了同时代的一般思想家的水平,

这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在民族国家主权领土观念尚未出现的古代中

国,在最高统治者如何统治 王土!、 王臣!问题上,

 以道德化育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且, 这种观念

以其巨大的惯性延续到近代。对于如何驾驭 四
夷! , 倭仁主张 以忠信为甲胄 , 礼义为干橹! ∗!。甲

午战争时期也有人声称:  彼以其暴,我以其仁, 彼以

狡诈,我以忠信, 是中国之势足以与日本相敌, 日本

之德不足与中国相抗也。!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虽然
与上述思想相比有着明显的先进性, 但他毕竟是在

中国传统思想浸淫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 他说:  惟
愿我师彼法,必须经固本; 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夭。

彼此调识阴阳造化之几。..无分畛域, 永息兵

戈。! ∗#这明显地表现在如何处理中西关系问题上郑

观应仍主张以 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且中学西学
相互调和以消除文化冲突、寄和平的希望于道德教

化的思想。70 年代前后, 他认:  美国秉信守礼、风
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 力敦和

好,有事则稍资臂助, 无事亦遥藉声援。! ∗∃80 年代后

了也称:  前此法人扰我闽防,特因失利于刘军, 欲取

偿于中国, ..非果有谋我之心也。! ∗% 直至甲午战

争后, 他竟然仍谈到:  所幸东邻 (指日本 引者

注)本系同文、同种,近来力图富强, 国有人焉。甲午

役竣, 彼亦深悔自伤同气, ..故年来弃瑕释嫌, 出

肺肝以与华人相语,颇愿联络我豪杰之士, 欲为异图

缓急之图。! ∗&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性的模

糊认识, 是郑观应国防思想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认

识表现在他的外交策略上, 就是主张或中英联盟以

拒俄日, 或联俄制英, 或联日制俄。在这里, 他只看

到西方国家矛盾的一面而未看到西方国家在侵华问

题上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在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上,

他找不到传统文化外界更有效的方, 而只能把列强

纷争的世界局势简单地比附为战国时代的诸雄争

霸,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切合实际的约纵连横的外交

策略, 这是他国防思想的一大缺陷。

郑观应生活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急剧变革

的时代。这一时期,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

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蹒跚

起步。作曾这一新生阶级的代表, 郑观应的思想体

系中进步的成分和传统的局限并存, 其国防思想亦

然。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情

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郑观应国防思

想的局限性正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成熟的表

现。尽管如此, 这一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仍是主要的。

其对于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依然

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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