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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外交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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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 郑观应理性地提出中国必须摈弃陈腐的天朝理念及宗藩体制 ,接受《国

际公法》的基本准则 , 实行以国家地位平等为原则的近代外交方式。他既反对盲目主战 , 也痛斥一味求和 ,

主张和战相济 ,并运用均势策略 , 积极谋求修改不平等条约 , 维护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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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观应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

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可贵之处和突出特点 ,

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中外关系的思维定势 ,符

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表现了浓厚的近代意识 ,

1 、批判夷夏之防 ,要求放下天朝上国的架

子 , “自视为万国之一” 。

当列强一再无可抵御地轰溃大清帝国的大

门时 ,传承久远的夷夏之防与天朝上国的华夏

文明优越理念已在郑观应的心目中黯然幻灭 。

他敏锐觉察到欧洲列强正疯狂进行着全球性的

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与侵略 ,中国也由于被迫与

西方立约通商 , “一变为华夷联属之天下”① ,那

种仍旧执迷于“若我中国 ,自谓居地球之中 ,全

概目为夷狄”的陈腐观念 ,必须彻底摈弃 。他指

出:“地球圆体 ,既无东西 ,何有中边 ?同居覆载

之中 ,何必强分夷夏?”②进而 ,郑观应认为 ,面

临列强叩关犯禁 ,万国竞逐的险恶国际环境 ,中

华民族要获得生存 、立于不败之地 ,尤其要正视

现实 ,根绝与夷夏之防同构的天朝理念 , “幡然

变计” ,改变传统的应敌思路 ,打开国门 ,走向世

界 ,以一个平等的政治主体姿态 ,参与国际竞争

并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

2 、积极倡导冲击“理藩”怪圈 ,改变旧的外

交礼制 ,代之以近代的外交方式 。

近代以前 ,中国与周边各国为宗藩关系 ,而

与中国无固定的宗藩关系的欧美各国其使臣来

华却需遵从贡使礼制。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被

迫表面接受了西方的外交模式。然而 ,在实际

的外交活动中 ,清统治者总是企图维持天朝理

念支撑下的宗藩礼制。这不仅构筑起一道中国

走向世界难以逾越的篱障 ,也常常成为中外冲

突爆发的直接诱因。

无疑 ,陈腐的宗藩外交礼制已与时代完全

脱节 。坚决废止这种体制 ,接受西方以平等为

原则的近代外交方式以便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

境中取得外交主动地位 ,谋求国家利权就应该

成为中华民族理智的选择 。正是抱着这种信

念 ,郑观应向清政府公开呼吁 ,要主动“遣使会

同各国使臣 ,将中国律例 ,合万国公法 ,互相酌

量 ,折衷一是”③。郑观应认为 ,接受西方的外

交方式是基于现实 、因时制宜的理性选择:“天

下之事 ,守常不变则难以图功 ,因时制宜则无往

不利” , “夫制无分今古 ,法无论中外 ,苟有益民 、

有利于国者 ,行之可也”④。这不仅表明郑观应

对西方外交方式的积极认同 ,更凸显其对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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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交方式争取国权的期待 、自信与乐观。

3 、接受《万国公法》 ,并主张以其为武器 ,抵

制列强 、捍卫主权。

19世纪中叶 ,国际法观念传入中国 , 1865

年 ,总理衙门主持出版了《万国公法》 。《万国公

法》受到了开明的洋务派人士的积极响应。郑

观应对国际公法进行了正面的介绍并表现出强

烈的认同感。在他看来 ,中国与西方通商以后 ,

之所以在国际上处处“孤立无援 ,独受其害” ,主

要是由于得不到《万国公法》的保护 。“如中国

能自视为万国之一 ,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

国” 。在中外交涉中 ,华人可“援万国公法反复

辩争 ,坚持不挠 ,彼虽狡狯 ,亦当无可措词” 。为

此 ,郑观应积极倡议接受《万国公法》并同时修

订中国约章 ,以帮助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外交

承认 ,摆脱孤立的困境。

80年代 ,经历了中法战争 ,目睹列强肆无

忌惮地违背公法 、野蛮扩大侵略中国的丑恶行

径后 ,他对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的认识大大加深 。

他认识到 ,现今的世界已是“商战”与“兵战”相

交织 ,运用国际公法不是无条件的 ,而是以国家

的富强为前提。他提醒国人“公法仍凭虚理” ,

“势强则理亦强 ,势弱则理亦弱 ,势均力敌方可

言理 ,亦公法” , “有国者 , ……倘积弱不振 ,虽有

百公法何补哉?”① 不难看出 ,此时的郑观应不

仅摆脱了对国际法理解的幼稚性 ,也深刻地认

识到弱国无外交的真谛。

二 、郑观应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批判事事“俯顺夷情”的惧外和媚外思

想 ,力主通过中外协商 ,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 ,

维护国家主权。

目睹生民涂炭 ,国事陵夷 ,郑观应倍感痛心

疾首 ,无比愤慨。他愤怒谴责了清政府的投降

政策:“虽日受他人欺侮 ,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

安 ,甚至割地求和 ,恬不知耻” ②。他对那种“洋

人入京 ,不伤毁我宗庙社稷 , ……有德于我”③

的谬论嗤之以鼻 。他辛辣嘲讽那些“惟赖守定

和议 ,绝无更改”的惧外软骨症患者:“怪哉居要

津 ,犹自耽安逸 ,无复变通计 ,只用羁縻术”④。

本着高度激扬的国家主权意识 ,郑观应大声疾

呼:通过不失时机的与列强交涉 ,达到“更换旧

约 ,另议新章”⑤ 的目标 ,坚决挽回国家权利 。

郑观应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治

外法权极端憎恨。他痛斥道:“洋人之到中华

……任情蔑理 ,藉端生事……非特轻法未加 ,抑

且无法可治” 。他提出用《万国公法》来约束列

强 ,并重“立一公允通行之法 ,庶中外遵守”⑥。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 ,郑观应挽回国

家经济利权的思想也更加鲜明 、炽烈 。针对协

定关税和“子口税”制度 ,郑观应一方面充分揭

露其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 ,另一方

面不断强调关税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

义 。他指出 ,“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 ,虽至大不

能制小国之轻重 ,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阻

挠”⑦。他呼吁清政府“今宜重订新章 ,仿多国

进口税则……于期满换约之时重订税则 ,据理

力争 ,务使就我范围而后已”⑧。郑观应对中国

海关行政由外人把持的现象表示强烈不满 。他

不仅揭露了外人利用占据中国海关行政权为其

本国经济侵略服务的本质 ,而且严厉批驳了一

些洋怒哲学的论调 ,并以日本 、印度为正反实

例 ,说明收回海关行政的必要和意义 。

郑观应对列强劫夺中国沿海贸易权和内河

航行权 ,箝制 、破坏中国民族航运业 、压迫中国

民族经济的强盗行径及其严重危害 ,有着较为

深切的体认 。他提出应依据公法原则 ,“凡长江

内河商贾之利国人专之” ,并强烈要求清政府在

“中西约满之时 ,更换新约……庶长江商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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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悉为中国”①。

郑观应还坚决主张中国独立自主的开办电

报 、邮政 、铁路 、矿山 、银行等近代事业 ,坚决反

对外人控制 ,充分表明了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

与列强抗争的一贯思想。从他的这些言论中 ,

我们已隐约听到了 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的

思想先声 。

2 、反对盲目主战 ,力主以和平的外交方式

解决争端 ,和战相济 ,以战求和 。

郑观应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外争端 ,

维持和局 ,与他的“商战”理念以及迷信国际法

的心态密切相关 。首先 ,他认为“习兵战不如习

商战” 。由于认识不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

本质 ,他只是直观地认为列强对外发动战争的

目的是为了倾销商品 ,掠夺原料 , “初与中国开

战 ,亦为通商所致”②。在他的眼里 ,这个世界

不仅是军事的 ,更是经济的 ,既然中国已与西方

“立约通商”且“虽以尧舜当之 ,终不能闭关独

治”③ ,那么就应该因势利导 ,学会交涉之道 ,恰

当处理中外关系 ,与洋人“商战”争权。其次 ,他

幻想与列强“折之以理”。基于中外实力对比悬

殊及“商战”论的认识 ,郑观应觉得中外和局的

维持不仅必要也是可期的 ,他为其设定的基础

则是他自认为的西方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法 ,

实现的途径便是“遣使折之以理” ④。

尽管郑观应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暴行义愤填

膺 ,但他仍秉着自觉的秩序理性告诫国人 ,处于

当今列强环伺的严酷形势下 ,必须“洞识时局”

“忍辱负重”⑤。他认为 ,如果中国积极参与国

际社会 ,与列强“立约会盟” ,则“将见干戈戾气 ,

销为日月之光” ,“和局可期经久” ⑥。

他斥责盲目排外的“衮衮诸公”“动发大言 ,

自谓出于义愤” ,实则“谬托正论 ,鹜虚名而贾实

祸” ⑦,存在着一种赌国家命运的迷狂心理 。虽

然强调“顾全大局” ,但郑观应丝毫没有唯奉“忠

信笃敬”一味避战求和者的怯懦与偏执。当面

临民族危难时 ,他就曾愤怒发出了“结发厉戈与

彼一战”的豪言 ,更有过请缨抗敌的壮举 。

3 、接受均势理念 , 力主利用矛盾 ,以夷制

夷。

所谓均势就是在国际社会体系中对立的国

家或集团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均衡 ,是国际政

治行为体多元化及各国在平等条件下形成的一

种国际力量调节机制。实际上 ,均势只能够暂

时缓解紧张的国际关系 。郑观应不仅接受了均

势理念 ,而且还依据它来观察 、分析国际局势 ,

主张运用均势原则 ,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 ,采取

利用列强矛盾 、联合部分列强牵制打击另一部

分的战略策略 ,保卫国家权益。

80年代初 ,沙俄积极推行远东政策 ,日本

更迫不及待地实施其北进计划 ,朝鲜问题遂成

为远东国际关系的焦点 ,也是中国外交的主要

问题 。郑观应纵观国际局势 ,提出了中英结盟

以拒俄 、日 ,并以“防俄宜先”的策略原则。他指

出:俄人对朝鲜“欲据之为外府 ,然后徐图东三

省” ,日本“亦有心图此久矣”⑧;鉴于俄日觊觎

朝鲜 ,中国又无力单独保护 , “不如……结英吉

利合力以拒俄日”⑨。结盟是双方的行为 ,必须

有共同的利益 ,郑观应认为中英结盟对英国是

有利的 。因为 ,如果俄国吞并朝鲜 ,则势必对英

国在中东 、南亚的殖民地构成战略威胁 ,而且将

会对其在香港和南洋的商业利益造成巨大的伤

害;另一方面 ,若日本攫获朝鲜 ,崛起东亚 ,也必

然会对英国在远东优势商业地位形成挑战 。所

以 ,中英结盟是可能的。郑观应还建议缔结中

英密约 ,且联合德美共拒俄日。需要说明的是 ,

郑观应提出“防俄宜先” ,并非认为防御其他列

强无足轻重 ,而是“虽以防俄为急 ,而英法亦不

可不防” 10;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 ,他认为联合

打击的对象亦应因之改变。

甲午战后 ,中国朝野曾为俄国发起的三国

干涉行动所迷惑 ,郑观应也没有认识到这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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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相互争夺势力范围的行径 ,而是认为俄

国“仗义执言”。他对英美支持日本侵华怒不可

遏。他提出应该利用“英俄相忌复相制”的矛盾

关系 , “联俄以制英” 。郑观应希望“中俄之势

联” ,则“日本必惧” , “英法亦不敢行其觊觎”①。

当然 ,郑观应的“联俄”并非真正亲俄 ,其最终目

的仍是防俄 ,即“亲俄正所以饵俄”②。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 ,俄人据旅顺 、

大连 ,“更图占东三省” ,拒不撤军。郑观应这时

“益觉俄人之可畏” ,他提出当今必须“结英拒

俄” ,并且还“宜设法亟联大援抵制之”③。他说

的“联大援” ,就是要联合英 、日 、美 ,恃其与俄 、

德 、法形成均势。郑观应认为:俄国已与德 、法

勾结 ,势焰嚣张 。而英国又由于一是轻视中国;

二是视印度为东方重心 ,并冀以印度为跳板 ,进

窥中国滇 、藏;三是想乘火打劫割占中国新疆;

四是正陷于英西战争 ,故对中英联合反应冷淡 。

但出于与俄争霸 ,英国又有联合中国共同制俄

的必要 ,因此表现徘徊。而日本与中国“同文同

种” ,甲午战后“深知中国苦遭割裂 ,彼孤立无

助 , ……不足以支柱强俄及法 、德各邦 ,故年来

弃瑕释嫌”④;而在八国联军之役后 , “迫俄人还

我辽东 ,又极力保全大内宫殿 ,禁止兵弁杀戮” ,

颇愿与中国联合 。再者 , “日英素有内盟之雅 ,

英美有同类相联之谊” ,所以联合日本还是联合

英美的关键 ,只要“极力与日本交欢 ,即可由渐

推挽 ,而与英 、美联盟”⑤ 。

值得强调的是 ,郑观应在提出采取国际联

合 、运用均势策略时 ,始终以加强本国实力为前

提 ,即其所谓“非富强不能合纵 、连横”⑥ 。不

过 ,他对列强侵华本质的一致性尚缺乏必要的

认识 ,也难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浪漫与幼

雅。

4 、反对自我封闭 ,力主派遣使节 ,并对驻外

使臣的遴选和任务提出自己的意见 。

中国是以主权的丧失 、地位的不平等为代

价 ,负着巨大的民族屈辱被动走向世界的 。郑

观应认为 ,处于当今中外立约通商“华夷错处”

的“大变局” , “虽以尧舜当之 ,终不能闭关独

治” ,那种昧于时势 ,妄图再行闭关锁国的论调 ,

则无异于痴人梦呓;顺应“环大地九万里 ,罔不

通使互市”的世界大势 ,中国应主动与西方互通

使节 ,这才是明智之举 。

郑观应充分肯定了建立使节制度的必要

性 。首先 ,这是中外交涉的需要 。“今既与欧洲

各邦立约通商……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 ,联其

声气 , 则彼此扦格 , 遇有交涉事情 , 动多窒

碍”⑦;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 ,中外交涉事端也

日见繁芜 , “或关华民生计 ,或关君国安危” ,处

理的结果无例外的以中国委屈退让了结。虽然

国力衰微是根本原因 ,但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得

办理之法 ,未用度外之才也” ⑧。其次 ,是知己

知彼制订正确政策的需要 。国门既开 ,闭关已

属妄语 ,要在竞争激烈 、尔虞我诈的环境下立于

不败 ,必须派遣“国家之耳目”的使臣 ,将其驻在

国的“凡陆兵之数 、水师之数 、库款之所入所出 ,

交涉之何亲何疏 ,商工船械何细讲求”⑨ 等情

形录呈朝廷 ,使得统治者在决策过程中做到知

已知彼 、有的放矢 。再次 ,保护广大华侨和海外

商民的需要 。到 70年代 ,中国旅居海外华侨及

商人达百万之众 ,但由于得不到清政府的保护 ,

命运悲惨。而“各国商人来中土者 ,无不设立领

事保护” ,因之 ,中国应“照欧洲各国之法 ,于海

外各国都 、各口岸 ,凡有华人贸易其间 、居住其

地者 ,则为之设领事官” 10,建立相应的使节制

度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 。

作为中外使节交往制度化的补充 ,郑观应

还特别提议朝廷经常派遣王公大臣 、朝廷武官

以及王公贵胄子弟之精英等人游历西方各国 ,

考察其利弊得失 ,以为我用 。很明显 ,郑观应把

它视为培养国家栋梁的一种手段 ,希望从中涌

现出主持外交的谋臣 、熟悉外情(下转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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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⑤《边防九》 , 《郑观应集》 ,第 831、827 、8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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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宝”铁钱出土 ,但不能说明这里就是同安

监 ,由于山口隶属怀宁县 ,本文不作赘述 。现将

在桐城 、枞阳的考察及桐城博物馆调查情况摘

其重点分述如下:

(一)松山 ,在今桐城市肖店乡 。山上多松

树古木 ,三面环水 ,在桐 、枞交界的菜子湖 、嬉子

湖与白兔湖之间 ,湖内多铁矿沙。山脚湖边多

铁矿石 、矿渣及宋瓷残片等 ,在松山 、菜子湖一

带多次有宋钱(窖藏)出土 。

(二)铁屎墩 ,在今枞阳县会宫乡城山村窿

里。方圆数里内发现多处铜铁古矿井 ,铁渣堆

积如山 ,并伴有宋陶瓷残片 ,听农民说过去在地

上多次拣拾过铜钱。

(三)城山头 ,在会宫乡城山村附近 ,山上有

古城墙。

(四)焦岭 ,在会宫乡 ,传说唐代在此建同安

城 ,放火烧山 ,成为一片焦土 ,故名焦岭 。课题

组同志与枞阳文管所同志调查时 ,认为在此建

城 、建监无可能性。在岭上发现有冶炼铁渣 、宋

瓷钱片等物。

(五)桐城镜内 , 时有两宋铜铁钱出土 。

1983年 ,双河口乡光明村一次出土南宋铁钱达

1000公斤。双河口为孔城镇水运商埠 。

(六)1994年 ,在菜子湖附近及孔城桐梓出

土数百公斤两淮南宋铁钱 ,文物部门征集 350

公斤 ,少量流入民间 ,其中不乏珍品 ,可补文献

之疏载 。

(七)1995年 ,在练潭湖边出土一吨南宋铁

钱 ,已流失外地。

通过调查 ,我们对桐城 、枞阳冶炼矿址及宋

钱出土地情况初步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相信这

对今后广泛 、深入寻踪一监多炉是有帮助的。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宋同安监应在桐

城县练潭镇境内。寻找同安监故址 ,这对研究

两宋铸钱 、金融及南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有着重

要意义 。

作者简介:胡寄樵(1937—　),男 ,安徽绩

溪人 ,安庆市博物馆馆长 、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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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的良将及胆识俱备的年轻外交

官。他满怀信心地指出 ,如果政府果能依其所

言 ,那么“十年之后 ,中国内外文 、武人才皆当辈

出 ,决不致有乏才之患”① ,当轴也一定能“知己

知彼 ,决胜无形” ,彻底改变中国今日在外交领

域的不利地位。

总而言之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是中国近代

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 ,也是中西两种异质

文明碰撞 、交汇的结果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弱点 ,他的外交思想仍

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足和矛盾 。然而 ,它为推

动中国近代化尤其是外交近代化准备了深厚的

精神资源 ,鲜明体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强烈

的民族与民主意识 ,反映了中华民族顽强坚韧

的开拓精神 ,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潮中一簇骄

傲的浪花。

　　本文由山东大学李德征教授指导完成 。

作者简介:汪菁华(1965—　),男 ,安徽枞

阳人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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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游历》 ,《郑观应集》 ,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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