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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行公法
,

莫要于张国势
; 欲张国

势
,

莫要于得民心 ;欲得 民心
,

莫要于通

下情 ; 欲通下情
,

莫要于设议院
。 ”

郑观应
:

《盛世危言
·

议院》

转引自高级 中学历史课本 (人教版 ) 《中国近 代

现 f仁史》 (上册 )
,

第八 章第一节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

《盛

世危言 》是他的代表作
。

该书集中而广泛地阐述了改

革社会的问题
。

在政治方面
,

他要求以君主立宪取代

君主专制
;
在经济方面

,

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与外国资本实行商战
,

以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在对外交涉方面
,

他主张以

不断加强实力作后盾
,

运用公法
,

进行平等外交 ;在

军事方面
,

他对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和陆军
,

及如何

建设好这样的军队
,

提出了设想和方案
。

此外
,

对变

革科举
,

兴西学以培育人才
,

对女权
、

社会慈善福利
、

社会风气的改造等
,

也都有论述
。

《盛世危言 》是中日

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的论著
,

问世以后
,

在思

想界
、

学术界乃至政治
、

经济各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
。

《盛世危言 》的议院篇则集中反映了郑观应要求

进行政治改革
.

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思想
。

从教材的引文中
,

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 ( 1) 郑观应强

烈呼吁在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
.

四个连续

递进的
“

莫要于
” ,

语气是何等的肯定
,

心情是何等的

焦急
。

在甲午中日战争前
,

早期维新派虽然大都提出

过 仪会政治的要求
,

但都不如郑观应如此明确
、

强

烈
,

( 2 )指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设议院
.

郑观应认为

子松
.

法
、

张国势
、

得民心
、

通下情的关键是设议院
。

他

根据多年的考察
,

认为西方国家
“

其治之

源
,

富强之本
,

沐尽在船坚炮利
,

而在议

院
,

上下同心
,

教养得法
” ① .

只有议会政

治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
。

同时
,

他根

据自己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认识到
,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气 他的结

论是
,

中国若不自安卑弱
,

而欲富国强兵
,

安 内攘 外
,

其途 径
“

必 自设立 议 院始

矣
” ⑧ .

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
.

为了实践

议会政治
,

郑观应曾反复阐述了议会制

的优越性
。

他说设立议院后
,

朝野上下
,

同心同德
,

抵御外侮则可以合众志以成

城
,

所以设议院是国家强盛的根本
。

有了

议院还能使上下情通
,

国家得以体察商

情
,

从而薄赋税
,

保商务
,

使民族工商业得

到发展
,

所以设议院是国家致富的根本
。

只有国家富

强了
,

才能张国威
,

御外侮
,

所以设议院是富强救国

的根本
。

郑观应所主张的议会政治
,

主要是仿行英德两

国 的议院制
,

即君主立宪制
.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考

察
,

认为在世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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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④ 。

君民共主就是君主立宪
,

在郑

观应看来
,

实行君主立宪最好
。

甲午中日战争以前
,

主张仿行西政的中国人
,

都视君主立宪制为完美无

缺之制
,

这除了经济和阶级力量的原因之外
,

也因长

期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
,

使人们还难以接受没有君

主的制度
.

同时
,

那时候中国人所知最富强的外国是

英国
,

所知发展
、

变化最快的是日本
,

而英
、

日又恰为

君主立宪之国
,

这更增加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与羡

艳
。

所以
,

不只郑观应
,

其它的早期维新派也都推崇

君主立宪制度
。

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对西方议会政治的介绍和

提倡
,

在当时并没有触动君主专制制度
。

尽管如此
,

他们在当时条件下敢于提出和鼓吹议会政治和君民

共主的变法主张
,

毕竟是对
“

中学为体
”

的洋务思想

基石的一种叛逆和挑战
,

是在走向近代民主的道路

上迈出的第一步
。

并且议会政治的理想一旦出现在

中国思想界
,

就必然要随着经济的进步和阶级关系

的变化而发展和传播开来
,

最终导致对封建专制政

体的更深入的批判
、

遗贵以至否定
.

①③④ 《郑观应集》
_

上册
,

第 2 3 3
、

3一4
、

s 一6 页
。

② 《盛世危言后编 》 , 《自序 》
。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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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