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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 ,其生平活动和著述 ,曾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

文化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关于郑观应思想和生平的研究 ,曾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是对 1949年以来郑

观应研究的概况 ,分门别类 ,进行简要的回顾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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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

家。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

关 ;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

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

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

注。迄今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研究郑观应生平和

思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 本文拟对 1949年以来郑

观应研究的概况 ,分门别类 ,进行简要的介绍 ,以期

对进一步深化郑观应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一、专著、文集

1981年 ,夏东元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

著《郑观应传》。 1996年 ,作者又在原书基础上补充、

修订成《郑观应》。 [1 ]作者立足于丰富翔实的历史资

料 ,揭示出郑观应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进步

意义。作者指出 ,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欲攘外 ,

亟须自强 ;欲振工商 ,必先讲求学校 ,速立宪法 ,尊重

道德 ,改良政治。 该书认为 ,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

国的头等大事 ,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 ,把“速

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 这一思想体系 ,

在 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作者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 ,从社会经

济形态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郑观应的思想发展

脉络 ,进而从郑观应的思想体系框架内探究其社会

实践的动机和意义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将

郑观应的思想和活动穿联贯通 ,揭示历史人物性格

演变的内在逻辑 ,论证了郑观应思想和实践的历史

进步性。 从而作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

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是揭示民主

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评价。 1997年 ,易

惠莉出版了《郑观应评传》 , [ 2]对郑观应的思想和生

平 ,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2000年 ,邓景滨出

版了《实业诗人第一家—— 郑观应诗歌研究》 , [3 ]为

第一部专门研究郑观应诗歌成就的著作。

文集方面 , 1982年和 1988年 ,夏东元编辑出版

了《郑观应集》上、下册 , [4 ]收录《救时揭要》、《易言》、

《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

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

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香山郑慎馀堂待鹤老

人嘱书》等书。该书收罗宏富、校勘精良 ,为研究郑观

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外 ,尚有 1995年邓景

滨编的《郑观应诗选》。[ 5]

二、郑观应生平与思想的综合研究

1957年发表的王炳义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

想》 [6 ]和 1958年发表的王永康的《郑观应其人及其

思想》 ,
[7 ]
是较早对郑观应生平与思想进行较全面研

究的文章。王炳义的文章指出 ,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

出来的改良主义者 ,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 ,

必须进行变法维新。 其改革方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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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振兴商务” ,进行“商战” ,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

族工商业出发。经济上 ,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

策 ,准许民间自办企业 ,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 ;发

展机器工业 ;开采矿产 ,举办近代交通事业 ;发展农

业生产等。政治上 ,主张设立商务公所 ,以保护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 ;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

法 ;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

端。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也提出改革措施。作者

指出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 19世纪 60年代以后到

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 其思想的基本精神

是“主以中学 (君主 ) ,辅以西学 (立宪 )” ,是一种君主

立宪论。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 ,并与封建统治阶级

进行思想上的斗争 ,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同

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其

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反映了

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 ,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

定影响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

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

的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王永康的文章认

为 ,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 ,具有较多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 ,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

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 ,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

政治的重要性 ,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

代的人更为迫切的。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

系出发 ,提出“中学其本也 ,西学其末也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实际上 ,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传统 ,

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的基本依据。郑观应在经济上 ,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

发 ,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 ,

不但强调商品流通 ,而且注意商品生产 ;在政治上 ,

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 ;在外交上 ,主张依照国际

公法 ,修改或废除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 ;在文化教育上 ,主张改革科举制度 ,推行实用

教育与普及教育。 作者还分析了郑观应与顽固守旧

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体用关系上的矛盾与斗争 ,强

调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1964年 ,邵循正发表《论郑观应》
[8 ]
一文 ,对郑

观应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

讨。在郑观应与买办的关系上 ,通过比较郑观应与买

办唐廷枢、徐润经历、思想的异同 ,指出郑观应首先

是一个爱国忧时 ,不满社会现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

虽然寄身买办阶层 ,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在

郑观应和洋务派关系上 ,指出他们既存在合作共事 ,

也存在观点上鲜明的冲突。 关于郑观应向西方学习

及其失败的问题 ,作者认为《易言》和《盛世危言》分

别代表郑观应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向

西方学习的见解。在《盛世危言》中 ,郑观应主张更广

泛地学习西方的“天学、地学、人学” ,主张设立议院。

但甲午战争以后 ,其思想日趋保守。他以中国民智未

开 ,力主不可亟开议院 ,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向外国资

产阶级学习的愈来愈没有出路。作者还分析郑观应

和盛宣怀集团分歧和合作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对郑

观应政治思想的迅速退化以至反动的影响。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 ,有关郑观应思想的研

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夏东元连续发表《郑观应思想发

展论》、 [9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 再论郑观

应》、
[ 10]
《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

家》 [11 ]等文章 ,对郑观应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 ,作者指出 ,郑观应

思想的精髓 ,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 ;其次

是注重兵战 ,更注重商战。作者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

业所采取的形式 ,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有抵制的一面 ,也有依靠的一面。关于郑观应与盛

宣怀的关系 ,作者认为由于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密切

联系 ,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 ,观点一致。但由

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

力行的思想家 ,故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 ,

与盛宣怀又有分岐。 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

行立宪主张的评价问题 ,作者指出甲午以后 ,郑观应

主张缓行立宪 ,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

阻力把设议院暂不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

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 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

立宪 ,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

时的历史环境下 ,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 ,也有一定

的可取之处。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

应》 ,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

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并兼任洋务企业的

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 ,指出买办可以变

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 ,而民族

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

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 ,主要

是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

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 ,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

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

主导面 ,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 《郑观

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 ,以及

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 ,指出

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以发展近代工商业 ,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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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

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 郑观应和

他的〈盛世危言〉》
[12 ]
认为 ,郑观应的思想包含: 倡言

商战以卫国 ,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 ;学习外国经验 ,

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 ;主张政治改革 ,为资产阶级

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 ,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

局限 ,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 ,传播爱国主

义 ,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 ,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

了很大的作用 ,并且在 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

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
[ 13]
指出 ,就思

想格局而言 ,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

的“变局”思想 ,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 ,否定以孔孟之

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 ;提倡议会政治 ,否定封建

君主专制 ;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 ,也学习西方的

人文科学 ,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 ,从而

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以这

种体、用观为基石 ,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

领 ,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

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作者指出郑

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 ,对康梁的关系是冷谈的 ,甚至

有点敌意 ,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 辛亥革命前夕 ,

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 ,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

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 ,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

形势的分析 ,对瓜分危机的估计 ,对清廷投降政治的

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 ,是比较有远见、有胆

识和中肯的。 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

多人 ,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

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 ,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

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 其最大功绩是向外

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

露 ,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

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

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把发展资本主

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 ,这在当

时是很突出的 ,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

家和实践家。 此外 ,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

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 ,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

代化及其超前意识》 , [14 ]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

国近代化 ,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

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

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 ,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

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 郑观应的思想

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 ,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

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

系 ;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 ,主张“大开门户” ,兴办

“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

初探》 ,
[ 15]
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 ,既具有民权民主

思想的倾向 ,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

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

文化和思想学说 ,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

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

行 ,保驾护航 ,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 ,是西方各

国富强之本 ,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

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

基础和衔接点 ,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 ,但

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 ,

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

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 ,
[16 ]
则通过

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

入分析 ,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

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

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 [17 ]从人

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 ,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

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 ,将商品经济观念

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 ;同时他又是“商战”

出色的实践者 ,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

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

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 ,矛头直指封建专制

独裁 ,其中的西学参照 ,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

野 ,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 ;但同时他又

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 ,诸子百家

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 ,也给了他“商战”

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 ,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

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

观应与他的家族》
[18 ]

,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

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 ,指出过

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 ,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

果 ,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

务的承担 ;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

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

一 ,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

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 ,同时也

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 ,丁凤麟的《论郑观

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 [19 ]李德超的《郑观

应与王韬》、 [20 ]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

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
[21 ]
等 ,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

的深入方面 ,也颇见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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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

矛盾表现》 [22 ]指出 ,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

的维新运动的态度 ,同一贯主张相左 ,表现了多方面

的矛盾。其一 ,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

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 ,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

设立 ,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 ,言与行的矛盾。

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 ,却在行议院制

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 ,发展经济的进

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

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 ,是一个爱国者在民

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

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

而 ,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 ,同康有

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

家和思想家 ,而不是政治实践家 ;在经济活动中与洋

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 ;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

为相同 ,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

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 ,认为称

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

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 ;英日

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 ;郑与康梁政治观

点相同 ,不致于“落井下石” ;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

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

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 , [23 ]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

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 ,指出郑观应只是一

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 ,并非改良主义

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 ,向盛宣怀密告

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

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 ,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

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 ,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

度 ;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 ,而归根结蒂是不

赞同康梁的变法。 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

退表现 ,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

义 ,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 ,除有资产

阶级的局限性 ,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

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

海生涯 ,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

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 , [ 24]也认为

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 ,是他人生的

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 , [ 25]

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

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 ,郑观应借用心

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 ,圣人之心 ,强调“天之

心在民”的思想主张 ,以“天心仁爱” ,指斥时弊 ,要求

改革 ,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 ,实现世界大同。 传统心

学的影响 ,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

大的作用。此外 ,作者指出 ,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

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 ,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

中 ,郑观应取兼容并蓄 ,吸其精华的方针 ;其二 ,受心

学的影响 ,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

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 [26 ]认为 ,在兴中会

成立之前 ,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 ,商战为核心 ,开议

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 ,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 ,

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 ,都为孙中山所不及 ,不愧为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 ,随着兴

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 ,郑

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 壬子年间 ,孙

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 ,这更

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 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

衷 ,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

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 ,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

和纪念。 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

的历史承传》 , [27 ]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

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 5个方面 ,探讨郑观

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 , [28 ]深入剖

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

指出 ,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 ,郑观应的

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

张 ,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

会党起义 ;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 ,极力反对保路

运动和辛亥革命 ,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 ,作者

又认为 ,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

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 ,因

此 ,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 ,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

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

挥积极的作用。 同时 ,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 ,表现

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

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 ,郑观应

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 ,其理

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 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

论”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

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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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 ,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

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 ,较早

的则是 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

想》 ,
[29 ]
作者指出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郑观应及时

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 ,以资本主义挽

救国家的危亡 ,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的两大基本任务 ,切中时弊 ,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

求 ,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

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

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

义发展的需要 ,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

文化教育促进生产 ,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 ,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

发展的客观要求 ,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 1981年 ,汤

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

想》
[ 30]
指出 ,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

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 ,建立

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 ;在一定程度

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抨击李鸿

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 ,压制和

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 ,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

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 ;要求以商业为中

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 ,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

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 ,可以

说是对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

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

结 ,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

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 ,是众多学者关注的

热点。1984年 ,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
[31 ]
指出 ,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

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 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

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 ,抵制外国侵略 ;强调

“以商立国” ,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 ;提倡西学 ,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 “商战论”的

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

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线 ;符合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推

动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

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

爱国者和革命者。 同年 ,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

论》 [32 ]也认为 ,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 ,郑观应不但

提出加强国防力量 ,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

的主张 ,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

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 ,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

略 ,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

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

义列强进行斗争 ,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

为中心 ,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为扫除“商战”的障碍 ,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

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

商战的首要前提。 1992年 ,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

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 ,
[33 ]
在分析、介绍郑

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

出 ,郑观应的重商思想 ,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

末 ,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 ,对中国近代商业

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 ,商品经济发展起

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 ,以辨

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 ,这种抵制外

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 ,适应中国近代历

史发展进步潮流 ,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

分子的要求 ,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

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 ,也对中国近

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 1994年 ,程连升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新

论》
[34 ]
则强调 ,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

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 ,其中心含

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

兵船救国 ,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

2001年 ,汤照连的《郑观应: 近代 “商战论”的代表

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

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 ,指

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 ,特别是王韬的“兵

力商力并用论” ,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

料。 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

这一新概念、新思想 ,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

做到兼容 ,又做到创新 ,难能可贵。

此外 ,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官督商办观、市

场观和时代特点等 ,也是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的课题。

1984年 ,徐元基发表的《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

督商办的态度》 [36 ] ,通过对《商务叹》不同版本的异

同和郑观应从事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细致

的分析 ,指出 1900年以前 ,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

督商办的 ,并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 ,仅对官

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而 1900年

以后 ,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

更 ,郑观应也蒙受打击 ,于是他先后指责“官夺商

权”、“官督商办势如虎” ,表示了极度的愤慨。 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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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 ,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

骧、邮传部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

论事 ,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 ,并进一步

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 1995年 ,李坚的《郑

观应的市场观》
[37 ]
认为 ,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

上的市场观是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变的“变

局观”为出发点 ,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

内、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认

真思考 ,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 ,加入市场竞争奠

定了思想基础。 1996年刘仁坤发表的《略论郑观应

的市场经济意识》 [38 ]认为 ,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 ,提

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 ,进而提出了建立上

至“商部大臣” ,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

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 ,并就改进股

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 ,为中

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 1999年 ,杨华山

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

应个案研究》 , [39 ]指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具有比较

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 ,政治功利。郑观

应身为近代企业家 ,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

求个人经济利益 ,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世

界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 ,借鉴创新。中国早

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 ,郑观应的经济

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 ,择取各国优势 ,有针对性的

引进创新 ,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 ;同

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 郑观

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

特质。 2000年 ,杨华山又发表《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

的时代特点探论》 ,
[40 ]
认为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 ,西

方经济思想和经营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

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 ,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 2001年 ,

张泽洪发表的《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

家的本质》 , [14 ]则从买办的角度切入 ,通过对郑观应

长达 20年的买办生涯的考察 ,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

的爱国意识 ,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 ;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 ,他“集投资者与管理

者于一身” ,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

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 ,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

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 [42 ]颜廷亮、赵淑

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 [ 43]黄逸平

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
[ 44]
戴鞍钢的

《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 [45 ]顾柏荣的《郑观应与

上海机器织布局》
[ 46]
等 ,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 ,

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 ,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

论》 ,
[47 ]
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

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 ,是郑观应

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

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 ,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

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 ,因而使自己的世界

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 ,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

内容。在本体论方面 ,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

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 ,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

实体 ,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

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 ,并把这个

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 ,因而其哲学

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 在认识

论方面 ,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

理论 ,赋予了西学的内容 ,主张学以致用 ,行而后知。

在发展观方面 ,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

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

反作用出发 ,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 ,也可仿行西法 ,

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 ,郑观应提出

“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 ,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

意义 ,但是 ,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 ,道不变” ,

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 ,郑观应的发展观

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 ,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

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 ,而又妥协

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

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 ,包含有联系、发

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 ,就哲学史而论 ,郑观应哲学

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 ,在中国近代哲

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

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 ,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

议》 , [48 ]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

危言》一书的首篇 ,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

击之作 ;《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

的一面 ,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

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 ,郑观应主张国家富

强之本 ,在开议院 ,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 ,实

行君主立宪 ,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

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 ,指出郑观

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 ,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

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

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 ,器可变”的传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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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写了区区一篇《道器》 ,不过重复前人学说 ,并无创

造发明 ,实为表达之作而已 ,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

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

是“器” ,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

国家 ,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期 ,曹思彬就已发

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 ,
[49 ]
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

步的介绍 ,但直至 80年代之前 ,人们对郑观应的研

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 80年代之后 ,研究

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 ,在诸多

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 ,对郑观应的散文成

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

——郑观应》 , [50 ]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

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 ,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

创作观》 [51 ]和《实业诗人第一家—— 郑观应诗歌研

究》 , [ 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 ,指

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 ,主张“直记时事”、

“寓意规谏” ;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 ,主张“吟咏性

情” ,“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 ,主张“不

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 ,主

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

和白话化的道路上 ,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

宪迈进一大步。其次 ,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

归类 ,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 ,它反映了振兴实

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 ,论述郑观应诗歌

的特色和价值 ,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

昂、豪气干云的一面 ,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

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 ,不尚修饰 ,随事隶词 ,称情

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 ,但

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

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 ,堪称走在同

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

值的是实业诗 ,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

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 ,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

系列宝贵经验 ,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 ,

《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 ,有

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

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

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

全书重点 ,最富学术价值。 “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

学地位》为开卷 ,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

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 ,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

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

刻的研究 ,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

值 ,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

论述。 “评议篇”则收录 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

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 ,雅韵若青莲—— 试论郑

观应的诗作》 , [53 ]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

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 ,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

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 ,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

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

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 ,
[54 ]
则在肯定郑

观应诗歌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

业的作品 ,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诗中洋溢着抵御

外侮 ,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 ,分析了其诗歌在

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 ,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

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

探讨 ,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 50多年来 ,有关郑观

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

言 ,据不完全统计 , 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

文、资料达 249篇 ,可谓硕果累累 ;就成果的时间分

布而言 ,其中 50— 60年代为 13篇 , 70— 80年代为

43篇 , 90年代以后为 193篇 ,呈不断推进的势头 ;就

涉及的领域而言 ,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

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 ,

可称题材广泛。但是 ,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

的搜集、整理 ,有待完善。郑观应一生勤于思考、勤于

著述 ,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书信、手稿等。夏东

元的《郑观应集》 ,收罗宏富 ,为目前研究郑观应最有

价值的资料集。但该书所不收的《陶斋志果》、《修真四

要》、《中外卫生要旨》等著作 ,在价值和影响上虽不及

《盛世危言》等书 ,但它们对读者全面研究郑观应的思

想仍有帮助。此外 ,散落在各图书馆等机构的郑观应书

札 ,未被《郑观应集》所收者 ,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对

研究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值得认真整理出版。其次 ,研究领域有待拓宽。郑观应

一生交游广泛 ,其上司、同僚、朋友 ,对其思想、活动的

影响巨大。将郑观应与其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比

较研究 ,无疑有助于郑观应研究的深化。 此外 ,除经济

思想外 ,对郑观应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尚显薄弱 ,这些均

有待广大学者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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