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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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
、

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
。

之所以说他
“
先进

” ,

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
。

所谓近代化
,

是相对于古代封建

主义说的
,

在郑观应所处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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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的改革
,

这个
“ 民主制

” ,

在那时就是大多数改革家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议会制
。

郑观应的

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
,

且有不少超前设想
。

一
、

为研究洋务运动而研究郑观应

号称 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的历史
,

是中国早期对外开放进行改革的革新运动史
。

它发端

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初
,

上海是其中心地区
。

郑观应正身处其中
,

并逐渐参与洋务实业
、

文教等

方面的活动
。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虽不 以某些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
,

但却是千千万万人的意志

及他们的活动而形成的
。

因此
,

历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社会事件的同时
,

必须研究其代表性

的人物
。

我在从事洋务运动教学研究不久
,

即选择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李鸿章
、

盛宣怀
、

郑观应

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

李鸿章始终以大官僚的身份办洋务
,

盛宣怀则是通过办洋务爬上大官僚

的高位
,

此二人虽在改革开放
、

发展实业等方面起了颇大作用
,

但由于他们的身份
,

各有其致

命的局限性 , 郑观应是单纯的实业家
,

与中外民间人士交往甚广
,

观察和认识社会 问题最为广

泛深入
,

所提改革社会的方案也最为全面并触及要害
。

所以在我所写《李鸿章传))1 5万字手稿

于 “
文革

”
中被抄走遗失之后

,

乃于粉碎
“ 四人帮

” 后全力 以赴地写成出版了 《 郑观应传 》

和发表一批论文
。

之所以先写 《 郑观应传 》 ,

除因占有资料较为丰富全面之外
,

还由于我早就知道毛泽东

在青年时读了 《 盛世危言 》 受到启迪而激起他
“
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 ,

从而竟逐渐成了一

代伟人的缘故
。

二
、

郑观应的思 想体 系

郑观应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涉及各个方面
,

并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

我于 15 年前将其

核心概括为
“
富强救国

” 四个字
。

为什么要突出
“
救国

” ? 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
,

资本主义

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
,

因此
,

任何一个思想家政治家
,

都把救亡御侮置于首

位
,

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
“ 民心可用

”
的道理 ; 怎样就

「

能达到救亡御侮的 目的
,

除少数顽固

守旧分子之外
,

日益增多的先进人士都主张对外开放
,

学习西方
,

其间首先是西方的技艺
,

这就是林则徐
、

魏源等所首创的
“
师夷长技

”
举办近代工业以求强 ; 但这还不够

,

还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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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作与新型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改革
,

这就是林则徐在 《 四洲志 》 中写下的
,

对美国

实行
“ 三占从二

” 民主制度
“
遵成富强之国

”
的憧憬所萌发的精神

。

救亡 御 侮
、 “

师 夷 长

技
” 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三者相互联系起来

,

成为中国近代
“ 登于富强之域

”
所必须解决的问

题
。

一切有志之士为之而探索和奋斗着
。

郑观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

上述救亡御侮
、 “

师夷长技
”
和实行民主

“
这三者

” ,

我曾称之为
“
爱国的三个 层 次

” ,

即:
大敌当前

,

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
,

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阶层
,

不管是从爱清王朝

出发
,

还是从爱家乡
、

爱中华民族之国出发
,

都是要求抵御外侮的
。

林则徐将之概述为
“ 民

心可用
”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但这只是爱国的初级层次
。

进一步各派在如何才能达到御侮胜

敌的 目的上有着分歧
。

保守不变者认为
,

刀矛弓箭加上固有的仁义道德必能取胜 ; 先进人士

则认为
,

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近代中国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

兴办和发展新型

工业企业
,

这既可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以致强
,

又能在市场上与西人角胜 以 致 富
,

强且 富

矣
,

就完全可能达到胜敌的 目的
,

这就是我所说的高一级的爱国的层次
。

那些守旧不变之流

的主张只有败亡一条路
,

故名为爱清实为害清
,

这是显然的
。

那么
,

主张引进和学习先进科

技者是不是一定能真正达到御侮取胜
·

目的呢 ? 答复是不一定
。

因为
,

在近代中国只有建立与

新型工商业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

才能促使经济更快的持续发展
,

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从而

成为工业强国
。

事实上
,

洋务官僚是不愿也未能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
,

所 以富强 目的远未达

到
。

这是洋务运动的悲剧
。

郑观应却从洋务活动实践中获得超越于洋务运动一个时代的水平的

认识
,

他将御侮
、

求强
、

致富与政治民主的关系
,

作了系统而有机联系的正确表述
。

他说
:

有国者苟欲攘外
,

巫须 自强 , 欲 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

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速立宪法
、

尊重道德
、

改 良政治
。

简短的几句话
,

把御外侮与振工商以致富强以及改 良政治体制以适应和加快经济 发展 的关

系
,

表达得多么清楚 ! 这种符合中国社会前进要求的认识
,

完全是自觉的
,

因而不是偶然形

成的
。

郑观应说他于 19 世纪 60 年代即开始
“
究心政治

、

实业之学
” 。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

逐

渐将
“
政治

、

实业
”
的关系有机的联系了起来

,

终于讲出了上面那一段精辟的话
,

并在此基

础上
,

作出
“
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的高度概括

。

与郑观应

同时代的思想家
、

政治家们
,

谈论抵御外侮必须振兴工商者有之 ; 谈论振工商必须实行民主

政治者有之
,

但把御外侮
、

振工商
、

改 良政治三者统一并有机地联系起来如郑观应这样的论

述
,

实属罕见
。

所以我说郑观应是
“
爱国三个层次

”
统一于一身的先进人物

。

唯其如此
,

所

以我曾作过
“
郑观应是民主与科学启蒙思想家

”
的评价

,

因为他的上述认识和论述
,

实际上

就是
“ 五四 ”

时期提出的
“ 民主 ”

与
“
科学

” 两面大旗的前声
。

郑观应的思想精髓
,

全面体现在他的代表作 《 盛世危言 》 之中
。

此书是 由他的 《 救时揭

要 》
、

《 易言 》 发展而来
,

于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居于澳门时辑著
, 18 9 4年初刊五卷本

,

后经

18 9 5年和 19 0 0年两次增订
。

这部书可说是郑观应社会改革的理论著作
。

另一部名 《 盛世危言

后编 》 的书
,

大多收编关于郑氏实业经营
、

人才培养
、

风尚改造等来往书信和企业章程
、

社会

救济等事
,

因此该书可说是郑氏一生社会实践
、

尤其是经营实业的实践的记录
,

于 19 0 9年在澳

门家中
“
郑慎徐堂

”
( 澳门人习惯地称之为

“
郑家大屋

”
) 编就

。

这两部巨著虽编著成于澳

门家中
,

但内容却大多与郑观应活动经营达 60 年之久的上海有密切的关联
,

所 以我说
,

郑观

应的事业基地在上海
,

生活基础在澳门
。

但这些著述却反映了全国的事情和 间题
,

并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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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来的中国
。

它们涉及到政策吏治
、

经济财政
、

军事外交
、

文化教育和新 型 人 才培养
,

乃至女教女权
、

社会慈善福利
、

社会风气和结构改造
、

流民犯人如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

人
,

等等均有阐述且颇多创新
,

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论述间题最广泛
、

水平最高者
,

特别是其中

对发展经济方面的阐发论述
,

质高量多
,

高人一筹
。

他认为
,

市场上与洋商角胜
,

靠实力 ,

谈判桌上与列强讨价还价争利权
,

靠实力 , 军事行动在战场上取胜
,

更靠实力
, “
实力

”
的

表现方面很多
,

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
。

故应将经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
,

一定要加快速度

地进行
。

经济怎样才能很快搞上去 ? 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
,

从改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

低成本
,

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
,

郑观应都有合乎逻辑的阐述
。

集中到一点
,

就是怎样进行
“
商战

” 。 “
商战

” ,

是郑观应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最突出的表现
。

三
、

突 出
“

商战 ” 思想

“
商战重于兵战

”
或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这是
“
商战

”
在郑观应心目中的地位的写

照
。

为什么郑观应把商战置于这样重要的地位 ? 强兵固然很重要
,

但强兵必须与政治教育尤

其是发展经济联系起来考虑
。

只有富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
,

兵才能真正地强
。

因为近代工商

业发展了
,

不仅能致富
,

不仅军队有自造的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
,

更能在市场上有廉价的商

品与外国相竟争
。

他意识到
:
要真正富强

,

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
。

他说
: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
,

商之格克敝国无形
。

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彼之 贪谋亦一

日不极
。

纵令猛将如云
,

舟师林立
,
而彼族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厌欲
,

孰得

而谁何之哉 !

多么深刻的认识 ! 所 以郑氏把自强的基点恰当地放在发展工商业以进行
“
商战

” 之上
。

“
商战

”
怎样才能操胜算 ? 郑观应有一整套

“
胜算

”

法
。

从根本上说
,

除税收等与洋商平

等条件外
,

决定性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来
,

即他所说
“
尤必视工艺之

巧拙
” 。

工怎么能 ,’ 巧 ” ? 在科学管理前提下
,

主要靠先进的机器技术
。

他在 70 年代即认识

到
,

用机器生产
, “

则所出之物日多
,

而所售之价亦 日践
,

销路愈畅
,

贩运愈宏
” 。

他对中

国不讲求机器技术的落后状况颇为不满
,

说
:
由于不讲求先进机器技术

,

致使
“
制造不如外

洋之精
,

价值不如外洋之廉
” ,

以致不敌洋产
,

漏厄愈甚
。

因此
,

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

动生产率
。

单纯在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就能在商战中操必胜之算呢 ? 郑观应凭 着多 年 的

经验
,

认为必须不断降低生产管理费用和流通过程中附加于商品的一切费用
,

才能使商品到

达消费者手中保持低廉的价格
,

才能在商战中取胜
。

于是他又提出一系列降低商品价格以加

强竞争能力的意见
。

首先
,

完全按照
“
商贾之道

”
办企业

。

郑氏对于
“
官督

”
或官办衙门式办企 业

·

的 做法

极为不满
,

而批评说
: “

全 以官派行之
。

位尊而权重
,

得以专擅其事
” ,

从而出现滥行
“
荐

人越姐代谋
”
等种种腐败现象

,

于是提议各种实业企业
“ 一律准民间开设

, … …全 以商贾之

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所谓
“
商贾之道

” ,

从根本上说
,

就是以剥削剩余价值和追

逐尽可能高的利润为唯一 目的
。

企业经营者
,

为了这点而尽可能从原料购买到生产
、

流通过

程减少费用
,

而尽可能加速资本周转速度
。

这只有把办企业
“
视为身心性命之图

”
的商人才能

较好办到
。

而
“
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

” 。

这是经验之谈
,

可取 里

其次
,

郑观应除主张发展轮船
、

铁路
、

电报
,

以降低流通费用之外
,

早就主张铸造简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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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和创办银行
,

以促使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
。

铸造一定分量的主币
、

辅币除便于交换

之外
,

还可以堵塞外币输入并从铸币中盈利
。

至于银行
,

其利甚广
,

其中
“
聚通国之财

,

收

通国之利
,

呼应甚灵
,

不形支细
” ,

既可代筹企业资金
,

又可在
“
银根短细情况下

”
藉本行

汇票流通
,

以资抱注
,

这样
,

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而掣肘
,

等等
,

为解决商品流

通和生产中资本短缺创造有利条件
。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及其措施
,

包括的范围很广
,

上面的叙述仅仅是一些主要内容
,
但就

从这些来看
,

已能说明郑观应的主张尽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
,

反映他利用客观经济

规律以战胜帝国主 义经济侵略的爱国思想和愿望了
。

为了达到商战取胜的目的
,

郑观应始终如一地强调两条
,

一是人才
,

二是资本
。

他一直

呼吁
: “

国之盛衰系乎人
”

、

,

实业之成败系乎人
,

借材异域只是暂时措施
,

一定要立足于 自

己培养
,

没有与改革相适应 自己培养的人才
,

不管多么美好的设想
,

都将成为泡影
。

所 以他

把 《 学校 》 篇置于 《 盛世危言 》 中的突出地位
,

提出废八股时文
,

学习技艺等实用之学
,

改

旧式书院为学堂
,

并身体力行地办电报矿务学堂
、

招商公学
,

和在汉阳铁厂办半工半读技术

大学
,

培养大批新型人才
。

关于资本
,

郑氏明确认识到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

发展实业

必须有充裕的资金
。

资金哪儿来 ? 国内固然要想办法如设股份公司以集股金
,

设银行以将社

会闲散财富集中起来
,

用于急需办的实业
,

但这些远远不够
,

必须借助于外力
,

吸引外资
,

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
。

四
、 “
策莫善于 ” “

大开 门户
” 办 “ 万国商场

”

郑观应在
“
人才不可缺乏

” 、 “
股本贵充足

”
的思想指导下

,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以臻于富强的目的
,

除建议类似中外合资性质的 “ 华洋合办
”
等之外

,

复大胆提出
“
大开门

户
”
在边界地方创办类似特区性质的

“ 万国公共商场
”
的设想

,

他认为这可以利用世界各国

的资力在那里进行建设
,

例如海南岛就可以首先这样做
。

他与人书云
:

闻东三省西裁各省 强邻时欲侵占
,

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
,

不若大开门户
,
凡

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
、

康地方
,

均碎为万国公共商场
,

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
,

准其杂居
,

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
,

吸收外人对力
,

振兴我 国农工
,

或藉彼合力以

保脸土
,

免为外使夺
。

又说
:

何以 云辟边界 ? 我国现在贫弱
,

民生计拙
。

中土路矿
,

外人规视
,

各思侵 占
,

不如将边界之地开作万国商场
,

任外人悉迁有无
,

我收其捐税
,

贫 民亦可 得 其 工

资
。

凡西人所到之埠
,
无不大营宫室

,

广投资本
,

各国如均有产业 自应 公 同 保 护

矣
。

上面两段话有着下述几层意思
:

( l) “
万国公共商场

”
的地区及于中国四周边境

,

东南沿海

所开商埠是不用说了
,

东三省
、

西藏等陆地沿边及不与任何国家
“ 毗 连

”
的

“
琼 廉 地 方

”
特

别点明
,

这就是说所有边界地方均在辟为
“ 万国商场

” 之列
。

( 2) 这个
“ 万国商场

”
的作用

和任务
,

就是要
“ 吸收外人财力

”
任外国资本家

“
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

” ,

或任 外人经营
“
愁迁有无

”
的商业

,

这样
,

国家可以
“
收其捐税

” 以增加财政收入
,

贫民可增加就业机会

以 “
得其工资

” ,

公私两利
,

中外两利
。

( 3) 开 “ 万国商场
”
前提是为防止

“
侵占

” 和 “
蚕食

鲸吞
” ,

其结局则是 “ 藉彼合力以保疆土
”
或

“
公同保护

” ,

综此三者就能更快达到富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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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因此
,

郑观应颇为 自负地说
: “ 就鄙见而论

,

策莫善于此
”
者

。 “
除合力保疆土

”
未免

陷于幻想外
,

确实
, “

策莫善于此
” ! 缺乏资金

,

缺乏技术
,

缺乏人才等条件下
,

舍此绝无

可能在较短时间赶上先进发达的国家的
。

郑观应是一个有着强烈
“
富强救国

” 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实业家
,

这 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

因此
, “

大开门户
” 办 “ 万国公共商场 , 绝无牺牲主权之嫌

。

郑氏似乎意识到这一点
,

所以

他特别强调
“
法权

”
操诸我的向题

。

他写道
:

帷最要者
,

须重仃新律
, 收回 治外法权

。

拟哲照 日本律例领行
,
华洋一律

,

毋

许竣视
。

如是
,

则外人均受治于我法权之下
,

应无他皮
。 ”

可见郑观应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

他知道
,

要高速度发展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成为一个

名符其实的富强国家
,

舍 “大开门户
,
辟

“
万国商场

”
别无他法

,

也即所谓
“
策莫善于此

” ,
,

但外国人
“
受治于我法权之下

”
1

这一条做不到
,

那将有
“
他虞

” 。

故强调外人在
“
法权

” 上

应 “
受治于我

” 。

另外
,

郑观应担心这种
“
大开门户

”
辟

“
方国公共商场

”
的非常之举不为保守者们所理

解而发生事端
。

他说
“犹有所虑者

,

则恐蛋蛋者氓
,

不明其中利益
,

尚多拘守
,

或演出土客

不和之恶感
” 。

这种对
“
蛋蛋者氓

”
的

“
拘守

”
者流

,

不理解
“
大开门户

”
办 “ 万国商场

”
的

“ 利益` 的认识
,

可谓一针见血
。

确是如此
,

在近百年前的清末时代
,

提出
“
大开门户

”
办

“ 万国商场
”
的设想已属大胆

,

要求人们认识这一设想的重要意义
,

更是难以想象
。

尽管郑

观应想要通过
“
议伸演说

”
来

“ 开导下愚 ” ,

也是难以奏效的
。

于此益见郑观应 眼 光 远大

了
,

于此愈益显示郑观应的胆识远出凡人之上了
。

“
曲高和寡

” 。

在半殖民地清王朝腐朽统怡的条件下
,

在
“
童蛋者氓

” , “
拘守

” ,

者流

遍阅皆是情况下
,

郑观应的主张是不能付诸实施的
。

但这不是郑观应的主张不好
,

而是实施

的条件不成熟
。

一旦条件成熟
,

其主张实行
,

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必将有、 个大飞肤
。

郑观应的思想及其著作是非常有魅力和生命力的
,

室今读之还颇有新鲜感
。

之所以能如

此
,

据我看
,

主要是与他长期从事实业经营达 60 余年之久有关
,

与他经常来往于中国两个对外

联系的大窗口上海
、

澳门有关
,

他当过洋行买办
,

担任过近代有数的九个大型企亚轮船招商

局
、

电报局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
、

粤汉铁路等企业的帮办
、

总

办等重要职务
,

在实践中体会和认识到办实业乃至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笔之于书
。

这是同时

代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
。

( 作者单位
:

华东师大历 史系 责任编样
:

王恩重 )

(上接第物页 ) 我国的研究队伍 明显

扩大
,

译著不断问世
,

史料不断丰富
,

研究

领域不断拓宽
,

而最大的进展还在子对哥伦

布这个具体历史人物的评判突破了旧框框的

束缚
,

提出了全方位
、

多层次的选择
,

为正

确评价历史人物创出了一条路子
。

但是我国的哥伦布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之

处
,

一些课题
:
如对哥伦布西航动因的综合分

析 , 开辟新航路发生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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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内在联系问题 , 新航路开辟与美洲的

发现对世界经济
、

政治
、

国际市场
、

国际贸易
、

国际交往的影响间题 , “
发现

”
美洲对西欧

思想观念的变化
、

对新旧大陆文明的双向交

流
、

对民族撇合的影响问题 , 在探讨两个世

界文明汇合和世界大变革时怎样把中国摆进

去考虑
,

`

等等
,

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 `

( 作考单位
: 上海教育学院历 史系

贪任编挥
: 王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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