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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 生 卒 年 月
陈 康 衡

（南通市教学研究室 江苏南通 ##"$$%）

关于郑观应的生卒时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同版本

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有两种说法：%&&! 年 %$ 月第二

版为“郑观应（%’!#—%&## 年）”（上册 第 (’ 页）；#$$) 年"
月第一版为“郑观应（%’!%—%&#$ 年）”（上册 第 (& 页）。

研究郑观应的权威学者夏东元教授在他所著的《郑

观应传》中说：“由于郑观应从未说过他生于哪一年，在叙述

自己年龄时说法不一，矛盾百出。于是学术界众说纷纭，从

%’!$ 到 %’!! 年这五年，都有定为郑观应的生年的”*%+（,- #）。

最常用的说法有两种，一是 %’!% 年，如中华书局出

版《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二是 %’!# 年，如 %&.& 年版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近代史词典》等。夏东元

教授根据郑观应生前几次算命时留下的生辰八字推算，

郑观应的生年为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子时，即公元

%’!# 年 . 月 #! 日 * % +（,- #）。

至于郑观应的卒年也有几种不同说法。夏东元教授

在《郑观应传》中提到：有 %&#$ 年、%&#% 年、%&## 年、%&#)
年四种说法 * % +（,- #"&）。如北京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经济

思想史》采用的是 %&#$ 年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

采用了 %&#% 年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词典》

采用了 %&## 年说，江熙的《论郑观应》/ %&’# 年第 % 期

《历史研究》0采用的是 %&#) 年说。

夏东元教授在走访郑观应的三子郑润燊后，采用了

他的口述材料，将郑观应的卒年定为 %&## 年 ( 月。郑润

燊当时说：“我父死时正是我中学毕业那年，即 %&## 年 (
月下旬，他卧病在上海提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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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身边”*% +（,- #"&）。

%&&# 年 ’ 月由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历史学会、中

山市三乡同乡会联合举办的“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五十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三乡中学黄文正老师提供了他发现

的《郑雍陌祖房谱》（以下简称《房谱》）。这一发现，对解

决史学界关于郑观应生卒年的争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房谱》中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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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办各省赈务，传旨嘉奖，敕令原籍督抚扌采入省县志

乘，著有《盛世危言》一书，由苏藩邓方伯进呈，奉旨留

览。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 / %’!# 年 . 月 #!
日），卒于民国十年辛酉五月初七日（%&#% 年 " 月 %#
日），享寿八十。”* # +（,,- ’) 1 ’!）

《房谱》的记载中，（郑）官应是郑观应的本名，其生年

与夏东元教授的考证完全一致。但卒年则不同，谁的准确

呢？笔者认为《房谱》中的记载可靠性强一些。因为该《房

谱》)$ 年一修，离郑观应去世后最近的一次重订，是在民

国二十六年（%&). 年），相隔不过 %" 年。而郑润燊的回忆

是在 %&.& 年左右，离郑观应的去世已有近 (’ 年的时间，

显然不如《房谱》记载的可靠。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当属 %&&! 年第 " 期《近代史研

究》王学庄的《郑观应的卒年》一文所引用的 %&#% 年上海

《申报》上郑观应亲属发布的两则讣告。 " 月 %( 日（农历

五月初十）的一则为：“诰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

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谨择于五月初十日

酉时大殓，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发引，权厝闸北广肇山庄。

哀此讣告闻。幕设提篮桥华德路招商局公学内。郑慎余堂

治丧处谨布。”. 月 %" 日（农历六月十二日）的另一则为：

“不孝承重孙世雄等，罪孽深重，祸延显祖考清授荣禄大

夫、广西左江道陶斋府君，痛于辛酉年夏历五月初九寅

时，寿终于上海招商局公学驻校校董公寓，权厝闸北广肇

山庄，择期扶柩回籍安葬。哀此讣闻。谨择夏历六月十三日

领帖，幕设上海北四川路元济堂。昏迷失次，恕讣不周。不

孝承重孙世雄、孤哀子润朝、润燊、润鑫泣血稽桑页。”*) +

在两则讣告中均提到郑观应卒于 %&#% 年，但具体日

期却比《房谱》中的记载迟两天。按可靠性讲，讣告中的日

期应该比 %" 年以后修订的《房谱》更准确。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郑观应生于 %’!# 年 . 月 #! 日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卒于 %&#% 年 " 月 %! 日（民

国十年农历五月初九），享年 ’$ 岁。#$$# 年 . 月在澳门

举行的“纪念郑观应诞辰 %"$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基本肯

定了上述结论，会议期间揭幕的“澳门之子郑观应”铜像

的铭文上也写作“乡贤郑观应（%’!#—%&#%）”。

有鉴于此，建议人教社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

对郑观应生卒年月作出更正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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