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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多部辞书
,

在介绍近代进步思想

家
、

实业 家郑观应的 时候
,

往往使用 了他

的又名
,

而 忽略 了他 的本名
。

例如 1 9 7 9 年

版 的 《辞海 》 :

郑观应
,

中国近代改 良主义者
,

字正

翔
,

号陶斋
,

别号把忧生
、

慕雍山人等… …

又如 吴海林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人物

辞典 》 :

郑观应
· ·

一字正翔
,

号陶斋
。

又如顾明运主编的 《教育大辞典 》 :

郑观应
,

清代教育 家
、

思 想家
。

字正

翔
,

号陶 斋
,

广东香 山 (今中 山市 ) 人
。

… …

至 于现行的书 刊
,

更是元一例外地使

用
“

郑观应
”
一名

。

其实
,

郑观应本是他的又名
,

而他 的

本名 则是 郑官应
。

何 以见得
,

依据有四
:

一是 郑观应本人生前几乎全 用
“
郑官

应
”
一名

,

只是偶尔使 用又名
“
观应

” 。

从

《郑观应集 》 (夏东元编 ) 中可 以看到
: “
郑

观应
”
之名

,

只在 《盛世危言 》 五卷本
、

十

四卷本
、

八卷本的题署中出现过
。

其余的

《 南游 日记 》
、

《西行 日记 》
、

《盛世危言 后

编 》 子书 的题署均为
“
郑 官应

” 。

在各篇 内

文
,

亦使 用
“
官应

”
一名

。

例如
,

在 《南游 日记 》 自序之末尾写

道
: “

光绪十年 岁次 甲中孟秋月
,

香山 郑官

应谨识于 羊城应元书院之熔经铸史斋
。 ”

在

日 记 的前 言 中
,

则 一 连 使 用 了五个
“
官

应
”
之名

。

又如
,

在 《 西行 日记 》 自序末行 中写

道
: “
中华民国 (元年 ) 孟春香山 郑官应书

于 海上居易草庐
。 ”

又如
,

在 《 留致各埠分局管见五条 》一

文中 的首行 写道
: “
启 者

:

官应昨奉本局董

事会函委… …
”

又如
,

在 《盛世危言 后编
·

自序 》 的

末行写道
: “
宣统元年中秋

,

香山郑官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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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观 应 自 序

漆 镜 待 鹤 山

房
。 ”

可 见
,

郑

观 应 本 人 确

是 以 郑 官 应

作 为本名
,

而

郑 观 应 只 是

他 的
“
又名

”

而 已
。

夏东元

教授在 《郑观

应传 》 首章注

释 中 据 此 肯

定
“
官应

”
是

他 的本名
,

并

说
“

数十年来

著 作 家 一 般

多写他的
`

又

名
’ `

观应
’ 。

本 书 除 引 文

照 原 著 写 为
“

官应
”
外

,

一

概 从 俗 写 作
`

观应
, 。 ”

二 是 所

有 的 官 方 文

件
,

均使用郑

官 应的 本名
。

收 录在 《郑观

应集 》 “
附录

”

中 的 2 8 份 官

方文件
,

无一

例外
,

全部 J匀

使用
“

郑官应
”
之名

。

、

飞

例如在
“
曾忠襄公 奏请准郑绅建仿给

予乐善好施字样附 片
”
中有文 曰 : “

俯 准郑

官 应 于 原籍 广东香 山 县 为其 父封职 郑文

瑞
、

故母二品命妇郑陈氏循例建仿
,

给予
`

乐善好施
’
字样

,

以 昭激劝
,

出 自圣 主鸿

慈
。 ”



又如 在
“

李文忠公 奏广东香 山 县 郑氏

一 门好善请将事迹载入广东省 志并香 山县

志以示表澎附片
”
中有文 曰 : “

俯准
:

广东

香山县 到 郑文瑞及伊子郑官 应等姓名 事迹

载入 广东省志并香 山县志
,

藉示表彩而 资

激劝
。 ”

又如
,

在
“

彭刚直公密筹暗结遥 罗袭

取西贡密折
”
中有文 曰 : “

现有三品衔 候选

道郑官应
,

广东香山人
,

自幼从海知遮历

越南
、

遥 罗
、

新嘉坡 等处
,

熟悉评务
。 ”

又如
,

在皖
“

抚邓筱帅奏保荐道 员护

列实绩以备攫 用折
”
有丈 曰 : “

… … 郑官应
,

深谙时务
,

志虑忠诚
,

粱年游历诸邦
,

研

究中外利 病得失
,

汇辑 《盛世危言 》 一书
,

缕析条分
,

辜多切要
,

臣前曾缮写进呈
,

钦

奏原批
`

留览
’ 。

… …
”

又如
,

在
“
郑观察广西政绩记

”
中有

文 曰
: “
郑陶斋观察官 应

,

广东香 山 县人
,

其品 性端 直
,

学识淹通
,

心存君 国
,

志在

圣贤
。 ”

三是 郑观应 的 世 侄 吴尹 全光 绪 丙午

( 1 9 0 6 年 ) 重 阳 后十 日 ( 1 1 月 5 日 ) 为其

选述 《借鹤 山人事略 》
,

文中全部使用
“
郑

官 应
”
一名

。

内有句云
: “
山人郑性

,

名官

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晚年号 罗浮借鹤山

人
,

广东广州府香 山 县人
,

世居雍陌 乡
,

迁

居镜湖
。 ”

四是郑氏之 《郑雍陌祖房谱 》 以 郑官

应之名入谱
: “
官应公

,

字正翔
,

号陶斋
。

文瑞公次子
,

列贡生
,

候选分巡道
,

二品

顶戴
,

赏戴花翎
,

署理广西左江道
,

历办

各省眼务
,

传 旨嘉 奖
,

救令原籍督抚 采入

省县志乘
。

著有 《盛世危 言 》 一书
,

由苏

藩邓方伯进呈
,

奉 旨留览
。

… …
”

《郑雍陌祖房谱 》 只有
“
官应

”
一名而

没有
“
观应

”

之名
,

而族 内人亦 只称他为
“

官应
” ,

难怪时至今 日
,

当地人在文章 中

仍是以
“
郑官应

”
名之

。

(( 中 山文史 )} 第十

辑 69 页
,

还有一个令人注 目的
“
编者按

” :

郑官应又名郑观应
,

学术著作多以郑

观应称谓
,

本刊根据郑氏 《房谱 》 统称郑

官应
。

若按
“
名 从 其人

”
及 尊重 郑 氏 《房

谱 》 的原则
,

理应称其本名
“
郑官应

” 。

但

目前在学术界 中对于
“
郑观应

”
一名似乎

有
“
以俗 为正

、

积重难返
”
的 现象

,

是否

可 以扭转或是否有必要扭转这个称谓
,

相

信也不是一 下子便可解决
。

不过
,

无论这

个 问题是否 可 以解决
,

那些 以又名
“
郑观

应
”
作为条 目的辞典

,

倒确有必要说明
:

郑观应
,

本名郑官应
。

生 卒 年 月 考

1 9 9 2 年 8 月 l 日
,

由 澳 门 中华教育

会
、

中 山 市三 乡同 乡会
、

澳 门历 史 学会

( 筹 ) 联合举 办的
“
纪念郑观应诞辰一 百五

十 周年学术研讨会
”
在澳门隆重举行

。

研

究会有一份材料介绍 了中山市三 乡中学黄

文正老师近年发现 (( 郑雍陌祖房谱 》 的情

况
,

这对于 解决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郑观应

生卒年月极有帮助
。

据 资料介 绍该 《房谱 》 第二条载
: “
本

族世居闲江
,

先世名讳字号行 第
,

生卒年

月 日姿葬士宦官职
,

俱抄 自莆谱 (注
:

福

建蒲田 族谱 )
。

入粤而 后
,

谱碟始作于 九世

祖雍陌公
,

而 今重修
。

上接九世而入粤一

世
,

下至 十世
,

传至廿九世
,

自是而 后
,

议

限 以三十年一 修
,

虽百世可知也
。 ”

从 《房谱 》 中我们可知郑观应的祖先

郑雍陌 由 福建莆田迁拔香 山 (今 中山 )
,

后

以先祖 雍陌之名为居所的地名
,

流传至今
。

换言之
,

现今中 山市三 乡镇雍陌 郑氏族人
,

均为郑雍陌之后人
。

郑观应父亲文瑞是第

二十 二世祖
,

后迁往澳门居住
,

并建造 了

著名的 郑家大屋
。

郑观应的名作 《盛世危

言 》 最后定稿本便于 此编寨
。

郑观 应生 于 何年 ? 据 夏东元 教授 在

《郑观应传 》 首 章的注释所写
,

共有五种 不

同的说法
:

关于 郑观应的 出生时间
,

由 于 郑观应

从未说过他生 于哪一 年
,

在叙述到 自己年

3 7



龄时说法不 一
,

矛盾百 出
。

于是学术界众

说纷纭
,

从 1 8 4 0 年到 1 8 4 4 年 5 年
,

都有

定为郑观应的生年的
。

其中
,

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
:

一是 1 8 4 1 年
。

是中华书局 出版的 《 中

国近代丈知识手册 》
、

法律 出版社的 《中国

近代政治忍忽史 》
、

土海人 民出版社的 《中

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 》 等
。

二是 1 8 4 2 年
。

见 1 9 7 9 年版 (( 辞海 ))
、

土海辞书 出版社的 《 中国近代史词典 》
、

广

东科技 出版社的 《广东近现代人物词 典 》
、

黑龙江人民 出版 社 的 《 中国 历史人 物 辞

典 》 等
。

夏东元教授曾在土海 图书馆所藏有关

郑观应的未刊 资料中看到 了上海一 盲人于

1 8 9 2 年 为郑观应 卜课
、

和江 西补用 县垂何

庚堂于 1 9 0 6 年 为郑观应算命留下 的三份

相 同的生辰八字
: “
壬 寅

、

丁木
、

中午
、

甲

子
。 ”
经过推算

,

夏东元教授将郑观应的生

年核定 为道光二十二年六 月十 七 日 子 时
,

即公元 1 8 4 2 年 7 月 2 4 日
。

证之近年发现的 《郑雍陌祖房谱 》
,

果

然一 丝不爽
:

郑观应在 《房谱 》 中的 生年

正是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 月十七 日 ” 。

至 于 郑观应的卒年也有四种不 同的说

法
。

夏东元教授在 《郑观应传 》 末章的注

释写道
: “
关于郑观应去世 的时间

,

有 1 9 2 0

年
、

1 9 2 1 年
、

1 9 2 2 年和 1 9 2 3 年四种说法
。 ,,

1 9 2 0 年说
,

见李育中 《郑观应晚年的

没 落 》 (载 《羊城晚报 》 1 9 6 3 年 7 月 巧

日 )
、

北京人民出版社的 《 中国近代经济思

怒史 》 等
。

1 9 2 1 年说
,

见 黑 龙江人 民 出版社 的

《中国历史人物辞典 》
、

上海辞书 出版社的

《辞海 》
、

中华书局的 《中国近代史知识手

册 》
、

法律 出版社的 《 中 国近代政治 思 想

史 》 等
。

1 9 2 2 年说
,

见上海辞书 出版 社的 《中

国近代史词 典 》
、

广东科技 出版社的 《广东

近现代人物词 典 》
、

天 津人民出版 社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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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 学大辞典 》 等
。

1 9 2 3 年说
,

见江熙 《论郑观应 》 (载

《历史研 究 》 1 9 8 2 年第一期 ) 等
。

目前
,

比较流行的是 1 9 2 1 年和 1 9 2 2

年两说
。

夏东元教授最初曾采用郝延平在

《十九世纪 中国买辫
:

东西文化的桥梁 》 注

释 中的
“ 1 9 2 3 年在澳门去世

”
的说法

,

后

来走访 了郑观应的三子郑润集
,

便采纳 了

郑润桨的 口 头忆述材朴而 将郑观应的卒年

定于 1 9 2 2 年 5 月
。

此后
,

夏东元教授 在

《 郑观应传 》 和 《郑观应集 》 中
,

均采用卒

于 1 9 2 2 年 5 月 的说法
。

然 而
,

证之 以 《郑雍陌祖房谱 》
,

则 出

现 了较大 的误差
。

《房谱 》 有一段 关于 郑观

应的记载
:

官应公
,

字正翔
,

号陶斋
。

文瑞公次

子列贡生
,

候选分巡道
,

二 品 顶戴
,

赏戴

花翎
,

署理广西 左江道
,

历辫各省眼务
,

传

旨嘉奖
,

救令原籍督抚采入省县志乘
,

著

有 《盛世危言 )) 一书
,

由 苏藩邓方伯进呈
,

奉 旨留览
。

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

七 日
,

卒于 民国十 年辛酉五 月初七 日
,

享

寿八十
。

《房谱 》 的记载
,

采用 郑观应的本名 郑

官应
。

其生年与夏东元教授的考证 完全一

致
,

但卒年则不 同于 夏东元教授所定的年

份
。

按理
,

应 以 《房谱 )) 所载 为是
,

即 卒

于 1 9 2 1 年 6 月 1 2 日
。

也许有人提出质疑
,

夏东元教授所定

的卒年是 亲访郑观应 三 子郑润袋而 得
,

哪

还会有错 ? 据 夏东元的 《郑观应传 》 (修订

本 ) 末章注释所载
,

郑润余 当时说
:

我 父死 时正是 我 中学毕业 那年
,

即

1 9 2 2 年 5 月下 旬
,

他卧病在上海提篮桥招

商公学宿舍二楼
。

病时我和我的两位妈妈

(五妾
、

六妾 ) 等六人轮流陪侍
,

死时我正

在他身旁
。

死后
,

招商公 学停课三 周
,

出

殡至联谊 山庄
,

很排场
,

是按 照清朝道 台

的仪节出殡的
。

次年署假
,

我和两位妈妈

护送灵枢 回 乡
,

葬于澳门前山
。

墓穴比较



讲究
,

现在应该仍保存在那里
。

夏东元教授根据
“
郑观应任招商公学

住校董事 以来
,

从未 去职
,

死于公学宿舍

是可 信的
” ,

故而 采用 郑润余的说法
。

笔者认为
,

郑润集忆述的郑观应去世

前 后 的 细 节应 是 可 信 的
。

但 说
“
澳 门前

山
”
则 不确

:
因为前山 距离澳门约五公里

,

当年隶属香 山
,

现在 隶属珠海
,

从来没有

隶属澳 门
。

至于他所提及的年份
,

也可能

因时 间相 距太长而 有些误 差
。

《 郑雍陌 房

谱 》 所载的 可 靠性较强
。

该 《房谱 》 三十

年一修
。

离郑观应逝 世最近 的一次重订
,

是

在民国二十六年 ( 1 9 3 7 年 ) 丁丑七月初四

日
,

相 隔 只 不过十六年
。

加上郑观应是二

品 顶戴
,

赏戴花翎
,

并被传 旨嘉奖
,

名字

已载入省
、

县各 志
,

堪称
“
光 宗耀祖

、

留

芳桑梓
” ,

族人亦深 以 为荣
,

其死丧之期
,

又 岂能不 知 ? 再 且
,

此 《房 谱 》 当 时是
“
当众重 订

” 的
,

足见 郑氏族人对重订房谱

的严肃认真
。

更何况
,

该 (( 房谱 》 有专人

负责保管
,

平时各 类重大喜丧之率
,

又禹

能无记 ?

然而郑润袋的忆述
,

据 《郑观应传 》注

释所提供的线索
,

最 早也 在 1 9 7 9 年或之

后
,

距 离郑观应逝 世起码 己有 5 8 年 的 日

子
:

在没有任何文 字资料的情无下
,

其提

供 的
“
卒年

”
的 可 靠性

,

当远远 比 不 上

《房谱 》 所载
。

再据黄文正老师在郑观应故 乡的调查

访问
,

一位 七十多岁的老人郑炼
,

在他十

多岁时
,

曾亲往上海
,

于提篮桥招商公学

宿舍见过郑观应
,

并记得郑观应长得最大
。

郑炼还清楚地 记得郑观 应是在 民 国十年

( 1 9 2 1 年 ) 逝世 ; 后 来
,

其 家人还将其棺框

葬于前山 白石
,

可 惜现在墓地不存 了
。

综上所述
,

(( 郑雍陌房谱 》 的发现
,

为

解决县疑 己久的郑观应生卒年 月提供 了可

靠的依据
,

郑观应生于 1 8 4 2 年 7 月 24 日
,

卒于 1 9 2 1 年 6 月 12 日
,

应该是无可 呈疑

的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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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后人改
“
坑 子

”
为

“

坑梓
” ,

取义
“

桑

梓
” ,

寓意
“
老坑是故里

” 。 “
老坑

”
因三 面

环 山
,

中间有一 条大坑
,

黄性居 民从坪 山

江边村老祠堂 ( 据称是落居坪 山最早的一

族 ) 迁来而 得名
。

葵涌 地处大鹏半岛南缘
,

丘陵

起伏
,

河涌交织
。

清康熙 《新安县志 》 载
:

此地盛长水 葵 (苑菜 )
。

前有妇人潘麦 氏携

二子
,

避荒流离过此
。

一子中署身疾
,

采

苑服食
、

署解
、

病除
,

大喜
,

遂定居
。 “
葵

涌
”
村

、

墟以此先后 得名
。

今有文载
,

苑

菜是一种食 用
、

药用价值极 高的水生植物
。

大鹏 地成半岛
,

包括今之南澳
、

大鹏
、

葵涌三 镇
。

前人根 据 庄 子 《逍 遥

游 》 “
北冥有鱼

,

其名 为鱿… … 化而 为乌
,

其名为鹏… …鹏之徒于 南冥
” , “

水 击三 千

里
,

转扶摇而上者九万 里
”
之说化 为美传

,

半岛及其 两 海湾 形 如鱿 鹉展翅— 大鹏

湾
、

大亚湾为其两冀
,

半岛为其身躯
,

因

得名
。

《新安县志 》 载
: “
大鹏 山

,

一 名七

娘山
,

昔传有七仙女游此
,

以其如鹏踞海
,

故名
。 ”
镇府驻地王母墟始建于 清嘉庆年

间
。

相 传 宋末皇 太 后楷 二帝 (赵 是
、

赵

是 ) 避难过此
,

后人建村
、

建墟均 以
“
王

母
”
为名 纪念之

。

深圳成市后
,

人们为事

为物惯以
“

鹅
”
冠之

,

以 示其
“
扶摇 直上

,

前途无量
”
之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