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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应 与 他 的家 族

易惠莉

本文作者 ( 中 ) 在研讨会上发言

郑观应的著作中
,

除关于那一时代中国的政

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外
,

还有许

多关于他的家庭
、

家族的资料
,

这些资料可供我

们研究作为儿子
、

兄长
、

丈夫和父亲的家族关系
、

家庭关系的私生活中的郑观应
。

通过这种研究
,

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研究中己有的成功的买办商人
、

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积极参与者
、

创办者和近代

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的郑观应的形象有更全面的了

解
,

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以下一些问题
:

如郑观

应未成长为近代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
,

传统的家

庭关系
、

家族关系给他带来了哪些影响 ? 他提出

的社会改良思想
,

影响了他的家庭
、

家族了吗 ?

在国家
、

社会
、

时代和文化的近代变迁中
,

作为

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言论思想家
,

他的家庭
、

家

族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 等等
。

因而研究郑观

应与其家族这样的课题
,

就不仅具有历史学
,

还

具有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
。

一
、

郑观应和父亲郑文瑞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 ( 18 12 一 1 8 9 3)
,

号秀

峰
,

为居住在广东香山雍陌墟的郑氏的第二十一

代
。

①郑文瑞的长子郑思齐出嗣伯父
,

排行居二

的郑观应在诸弟兄中处长子地位
。

郑观应笔下其

曾祖
、

祖父
“
均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

” ,

其父郑

文瑞则
“

澹于进取
,

敝屐科名
” ,

隐约地暗示了

该家庭的经商传统
。

②关于父亲郑文瑞
,

郑观应

笔下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

③而 18 8 0年代初 《申报》 的一篇文章则将郑父的乡

村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更加丰满
、

生动
。

④文章

说明郑文瑞早年致力于科举并曾
“
馆于乡

” ,

科

举无望后
“
乃出游治生为孝养

” ,

即外出经商
,

咸丰初年他在上海捐资政府镇压太平军
。

⑤结合

另外的资料
,

可以推测咸丰初年郑文瑞正在上海

做买办商人 ; ⑥当他稍微赚了点钱后便回归故乡
,

指挥其儿子们相继到上海学做买办 : 郑文瑞最终

一直在乡党家族间做着使儒家思想通俗化的诸如

刻 《训俗 良规 》
、

《劝戒录 》 等的 上作以及
“
睦

姻任恤
”

的公众慈善事业
。

郑文瑞的人生经历非常符合当代学者余英时在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中描述的明清

之际己
“
走近传统的边缘

”

的商人形象
。

第一
,

这些商人在思想文化道德意识方面己有了相当的

自觉
,

所谓
“
士商异术而同志

” , “
重新估量了

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
” 。

第二
,

这些商人对 自己

及子弟的定位 已非常的实际
,

所谓
“
拙者力不足

于贾
,

去而为儒
; 赢者才不足于儒

,

则反而归

贾
。 ”

第三
,

这些商人
“
对儒家思想抱有热烈的

兴趣
,

… …颇有偏好儒家的道德训诫如
`

语录
’ 、

`

格言
’

之类
。 ”

第四
,

这些商人的
“ `

睦姻任

恤之风
’

已使他们取代 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
`

士

大夫
’

的功能
。

(如编写族谱
、

修建宗祠
、

书院
、

寺庙
、

道路
、

桥梁等 )
” 。

⑦因而
,

这些商人对

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具有了相当正面

的价值和意义
。

可以设想
,

这些己
“

走近传统的

边缘
”

的商人
,

在近代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一旦

有 了刺激性变化后
,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将有大

的突破
。

这是理解郑观应的人生道路最基本的出

发点
。

郑观应在最初的科举失败之后
,

就走上了经商

之路
,

他所谓
“
年十七

,

小试不售
,

即奉严命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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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学贾
” 。

⑧当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买办商人后
,

他也开始了著述 出版活动
。

不过
,

由于政治背景

和社会环境的不同
,

虽然他也编了与父亲的 《训

俗 良规 》
、

《劝戒录 》 类 同样带着浓厚乡土和商

人文化气息的 书
,

如 《道言精义》
、

《陶斋志果》

等
,

但是他更积极地将著述出版活动由传统的对

世道人心的道德关怀移 向更广泛
、

更具有现实意

义的社会问题
。

如他最有名的三种著作 《救时揭

要 》
、

《易言》
、

《盛 世危言》 等
,

⑨这些著作

涉及到中外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和外交等的

交往
,

涉及到中国传统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

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批判和改良
,

因而这些著作也

奠定 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家的地位
。

一

与父

亲有
“
睦姻任恤

”

作风一样
,

郑观应也乐于参加

各种各样的贩济慈善活动
。

从 18 70年代开始
,

一直

到 19 2 1年去世
,

他多次参加对在此期间中国各地发

生的人灾荒的贩济和慈善活动
,

L据说郑观应的

母亲对诸 护
“
临段遗 令

: `

惟 腌腌 以行 善毋

怠 ”
, ; 父亲则

“
每贻书浩诫

,

惟 以勿忘母氏遗

训为 言
” 。

因而郑观应将他的这类活动视为
“
烙

遵父训
” 。

@ 他的这些活动得到李鸿章等政府官员

的好评
,

为涉足政府的洋务企业活动揭开了良好

的开端
。

L 18 7 9年开始
,

他先后被李鸿章任命为上

海机器布局的会办
、

总办
,

轮船招商局的帮办
,

户国电报局的会办
,

进入了政府的官督商办企业
。

他后来还当过汉阳铁厂的总办
,

等等
,

19 21 年他甚

至是在轮船招商局董事职位上去世的
。

因而在中

国近代的」
_

.

业企业史 上郑观应占有 一席位置
。

正如父亲的既商亦儒的人生道路影响了郑观应

的人生经历一 样
,

父亲思想行为中的另 一面也严

重地影响了他一生的行为处事
。

比如当中国的对

外贸易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

上海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商业大发展之时
,

而只有四十来岁的父亲却

于此时从上海告别买办商人生涯回归故乡
,

放弃

了发财致富
、

最终成为一个商业资本家的追求
。

与父亲一样
,

郑观应从未去进行大富大贵的追求
,

在他的买办商人的事业最初成功之后
,

他立刻陆

续将钱资助父亲用 于在澳门建筑巨大的郑家大屋 :

并寄钱回香山
“

欲仿范文正公设义庄
” ,

教养
“
先

祖鸣歧公 子孙
” ; L同时也将钱用于捐赠各种各样

的贩济慈善活动
,

而未将所有的资金用 于不断地

扩大自己在 上海的商
、
1让事业

。

再比如父亲好道
,

他也所谓
“

观应童年
,

愿学老庄
” ,

@ 他一生的精

神寄托也就是道家思想
。

如他在生前编定的最后

一部关于 自己生平经历的信函
、

文稿和 书序等的

著作 《盛世危 言后编》 中
,

将
“
道术

”

一项内容

放在第一卷
,

迄国另外他著作
、

编刊的关于道教的书

籍
,

其数量种类并不下于 《救时揭要 》
、

《易

言》
、

《盛世危言》 等著作
。

道家思想一方面阻

碍了郑观应在事业的道路 上不断地进取
,

他在困

难的时
一

候常常要看破
“

红尘
” 。

比如在 18 8 4年经济

风潮中他因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欠款而遭遇困境之

时
,

他不敢面对现实而采取了逃避的方式
,

结果

他在经济风潮打击下的结局相比于有同样问题的

商人唐廷枢
、

徐润等都要惨痛得多
,

导致此后他

始终没有能恢复个人的事业
。

L道家思想另一方面

又使他不断地将有限的资金和时间虚掷在所谓
“
入

室
” “

访道
” “

修炼
”

等事上
,

他除了为父亲
“
筹

置丹房
” ,

资助道友
“

入武当养性
” 、 “

入罗浮

养性
”

等外
,

自己还花无数的金钱用于入室修道

和创设
“

一

七教从林
” 、 “

修真院
”
等

。

L

父亲对郑观应的影响是如此之巨
,

因此受经济

风潮 的打击之后
,

他不是回 仁海去解决问题
,

而

是逃 回澳门父亲的身边
。

从此他将家庭生活的基

础 设置在澳门
。

匕海始终只是他谋生之地
,

而澳

门则不但是他生活的家园
,

也是精神的家园
。

而

事实 上
,

他此前在上海生活的岁月早己超过了在

故乡生活的时间
,

他的社会交往几乎全部是在上

海
。

L可以说郑观应的一生始终是在父亲的精神世

界
、

人生经验的阴影之中
。

二
、

郑观应和诸兄弟

郑观应兄弟九人
,

他和哥哥郑思齐
、

弟弟郑思

贤三兄弟系同母陈氏所出
,

其余的六个弟兄是继

母所出
。

如前述因哥哥郑思齐出嗣伯父
,

郑观应

在诸弟兄中处 长兄地位
。

关于 18 70年代末郑观应在

丘海成为成功的买办商人之前他与弟兄们的关系

的资料很少
,

而到 1 8 7 0年代末就有了以 卜的资料

了
。

18 7 0年代末郑氏三兄弟分别以捐纳获得绅士地

位
,

郑思齐有
“

分发汪苏候补道
”

衔
,

郑观应有
“ 一

二

品衔候选道
” ,

衔
,

郑思贤则有
“

江西候补知府
”

衔
。

L在父亲的安排 卜
,

郑氏三兄弟分别在 卜海
、

九交[
、

汉 口三地积极参与地方贩灾捐纳活动的组

织 「作
,

得到政府的嘉奖
,

为家族争得殊荣
。

L 自
18 8。匀二代初郑观应相继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

务企业的要职
,

并承担起 上海协贩公所的领衔人

物后
,

他开始在 自己的商业事务中不遗余力地提

携兄弟
。

如 18 8 2年初郑观应领衔享两江总督左宗

棠请商办通汉 口及浙汪的电报线路
,

郑思贤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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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
。

@ 同期郑观应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

在

该局有
“
银钱归其一手经理

”

的地位
,

L而郑思贤

则一手经办该局设在
“
九江永 昌官银号

”

招股 网

点
。

L同年郑观应在上海承领各厂
、

矿股票发行
,

再经郑思齐等在各地推广
。

@ 18 82年前后是郑氏家

族达到兴旺发达的顶峰
,

三兄弟的父亲郑文瑞择

地澳门壕镜新建
“
荣禄大夫

”
府第 ; 18 82 年郑文瑞

重回当年经商地上海举办七十寿典
,

三兄弟在商

界的同人在 《申报 》 刊 《郑秀峰先生八旬开裹征

诗启》 以示庆贺
。

郑文瑞 自作 《七十 自述》 诗五

首
,

充满了对其人生道路成功及家族荣耀的欢欣
。

兄弟们在商界的活跃和父亲的荣耀 自然是以郑观

应获得政府的重用得到洋务工业企业要职为前提

的
。

除提携同母兄弟
,

郑观应也提携异母诸弟
。

其

中
,

他对于四弟郑官桂的关心最非同寻常
。

收在

《盛世危言后编》 中的 《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

儿润潮 》
、

《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 及 《致

月岩弟书 》 等
,

从题名到内容都具体表现了他对

四弟长兄如父的特殊心情
。

当 18 9 0年代初郑观应重

新复出后
,

他首先就关照这个弟弟
。

如 18 9 3年他以

招商会办身份视察长江各港口
,

专就招商局九江

分局提出改组建议
,

推官桂管理九江分局
。

以后

他又多次向盛宣怀提出该请求
。

郑官桂的确后来

曾一度出任招商局九江分局总办
。

L又五弟郑翼之

十六岁随郑观应赴沪
,

其后在商界发展的轨迹表

明为郑观应的安排设计
,

18 86 年郑翼之在太古洋行

天津分行出任买办
。

⑧除此之外
,

郑观应对其他诸

弟兄都有相当的关照
。

如他在 1 8 8 4年的文稿中有
“
胞弟官寿奉冯宫保札谕安设全琼电线

,

亦感瘴

气而卒
,

殊深痛惜
” 。

@ 显然这是他利用自己在彭

玉麟军营务处任官及与王之春的关系为七弟郑庆

寿谋取的一份官方任职
。

又 18 9 6年郑观应向盛宣怀

提出安排其六弟郑庆蕃
“
任江通付坐舱

” ,

即出任

轮船招商局属下长江轮
“
江通号

”

的船上买办
。

卿同

年郑观应总办汉阳铁厂
,

郑庆蕃又曾在香港推销

汉阳铁 J一生铁
。

L 18 9了年广西梧州开港招商局着手

开辟西江内河航路
,

远在汉阳的郑观应请求盛宣

怀设法安排其八弟郑庆撞任职
。

L而九弟郑庆余
,

郑观应则安排他以长子郑润林私人助手身份先后

参与管理招商局厦门和福州分局
。

L另外
,

自18 54

年经济风潮后
,

郑思贤个人发展前景始终十分暗

淡
,

而重新复出后得到盛宣怀重用的郑观应
,

于

19 0 0年春曾以本人身体不佳为由向盛宣怀提出自己

退居二线
,

由郑思贤接替他在招商帮办职位的要

求
。

19 14 年郑观应立遗嘱
,

虽然郑思贤尚在世
,

遗

嘱中还是有为其每年
“
两子读书二百元

,

按季照

送
”

的安排
。

作为长兄郑观应始终在尽责仟和义

务
。

L
郑观应 与郑思齐

、

郑思贤前期的合作
,

既有家

族 内相互提携合作的意义
,

也有借助家族关系网

扩大获利规模的意义
。

不过
,

由于郑氏家族内部实

行的是
“

夫妻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

经济模式
,

L各

自独立的家庭经济利益
,

决定在合作遭遇危机 的

情势下难以形成家族统一的立场
。

当郑观应在 18 84

年上海经济风潮中因织布局欠款遭遇灭顶之灾的

时候
,

就发生了兄弟间相互推诱归还织布局欠款

的责任之事
,

@ 郑思齐称以郑观应对他的私人欠款
“
划抵

”

他在织布局的债务
,

而郑观应则不认可
,

兄弟关系因此而濒于破裂
。

见郑观应对盛宣怀所

言
: “

弟结欠家兄亏项
,

屡嘱将渠所欠布局之款
, ·

扣还五千
,

弟不敢以公济私
,

故未允许
。

而家兄

来书痛责
,

十分严厉
,

各处亦无可通融
,

殊有同

室操戈之痛
,

扣心清夜
,

惭恨交并
。

年来命坎坷
,

事多拂逆
,

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
,

父兄妻擎怨于

内
,

进退维谷
,

申诉无门
,

反不如冲锋陷阵效命

尽忠
,

倒落得一身干净也
。 ”

L非但是兄弟关系因

此而濒于破裂
,

此事还给郑 氏家族在商界的信誉

造成很大的破坏力
。

郑观应从此一撅不振
,

郑思

齐
、

郑思贤也从九江商界消声弧迹
。

尽管郑观应

18 9 0年后得盛宣怀帮助重返商界
,

并目
_

回到 仁海
,

但始终未能摆脱信誉危机的困扰
,

L其个人的事业

也因此始终未有起色
,

只能以盛宣怀的幕客身份

在商界活动
。

三
、

郑观应的妻妾

郑观应的原配妻室莫氏
,

因缺乏资料
,

郑观应

迎娶莫氏的时间甚难判定
,

或在他 18 58 年离家赴上

海学作买办前夕
,

或在 18 6 0年代中曾为娶亲回香

山
。

18 5 8年父亲郑文瑞已四十七岁
,

因长子郑思齐

出嗣
,

郑观应作为他的长子先成家而后出外经商
,

这对极为看重宗嗣问题的商人家族而 言是甚为合

理的安排
,

尽管该年郑观应年仅十七岁
。

莫氏为

郑观应生了两个儿子
,

但均
“
幼疡

” 。

L 至少在

18 7 5年以前莫氏就已去世
,

因为 18 7 5年郑观应已回

香山迎娶继室叶氏
,

以后同居上海
。

L 当时他已纤

事业初成
,

有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身份
,

有 《救

时揭要》 一 书作者的社会声誉
。

尽管叶氏婚后多

年无生产
,

郑观应还是严格遵守了传统道德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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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岁之前末纳妾
。

L他直到
“
年四十一 尚无

子
,

而堂土盼孙甚切
” ,

于 18 8 2年在上海纳妾赵

氏
。

L 18 8 4年赵氏在澳门生长子郑润林
,

并随同郑

观应渡过了经济风潮后最艰难的一段生活
,

18 9 0年

郑观应复出赵氏随侍广
一

州
,

于 1 8 9 2年因病不治去

世
。

还必189 2年郑观应重赴上海招商局任职
,

因为叶

氏留在澳门没有同行
,

他大约于此时续娶三妾
。

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
,

郑观应陆续迎娶四
、

五
、

六诸妾入门
。

迎娶多门妻妾
,

这己完全超出照料生活的意

义
,

更不必说完全违背了郑观应前期严格遵 守的

传统道德规范
。

对此唯一的解释是经过 1 8 80 年代

后半期在澳门的隐居生活
,

郑观应的精神世界趋

向消极
。

18 9 0年代复出之初
,

年过半百的他关于

重新振兴家业的愿望更多地落实在宗嗣— 即 子

孙兴旺的传统观念的意义上
,

而非重起
一

番个人

的事业
。

L 叶氏于 18 9 0年代为郑观应生次子郑润

潮和 长女 ; L 三妾
、

四妾
、

五妾均未有生养
,

L只

有六妾令郑观应如愿以偿
,

19 0 2年后她生产了二

户润炎
,

四子润鑫和一个女儿
。

L终于有了四个

儿子
,

郑观应于 19 0 0年代后不再娶妾
。

不过
,

由

于不断娶妾
,

当其多子的欲望得到满足时
,

郑观

应晚年的经济负担也 日趋沉重
,

而 目
.

还为此付出

了健康 的代价
。

1 9 11 年 间他作 《训长 男润林

招》
,

其中有
“

娶妾不宜多
,

多则不和
,

且伤身

体
,

使费亦多
” ; “

年过四十无子方可娶妾
,

不

可造次
,

亦因备尝其中苦处耳
”

等经验之论
。

L在
1 9 14 年遗嘱中更有后面一说

: “
西例一夫一妇

,

俗无 早婚
。

盖男
一

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
,

女子

以生育过 早而损其健康
,

子女多屏弱则遗忧于种

姓
,

教养不完全则流毒于社会
。

无论男女均于未

婚嫁之前发奋求学
,

为将来 自立之地
。

夫人一生

为社会劳力而生产者
,

平均不及三十年
,

若以前

十年之生产充母财
,

以后二十年之生产赡家室
,

则其母财所生之利息己略如其岁入
,

则富力加倍

矣
。

如娶妾亦须审慎
,

知其四行德性有无
。

然妾

多不独 lJ 生有碍
,

使费亦增
,

且恐嫡庶间发生种

种困难
,

殊非家庭之福也
。 ”

L

不过
,

只要郑观应尚不能从宗嗣延续具有至

高价值的传统观念阴影中走出来
,

他就不可能在

根本 上否定纳妾这一传统的陋习
,

但在理性 I几他

又不愿子女重复 自己的道路
。

四
、

郑观应的儿子润林
、

润潮

润林
、 `

润潮的堂兄弟们早期走的是与祖
、

父

辈相同的生活道路
:

即
“
油者力不足于贾

,

去而为

儒 : 赢者才不足于儒
,

则反而归贾
。 ” 18 8 0年代初

他们中间己出现科举道路上的初步成功者
。

L他们

的早期教育应是在祖父的安排下进行的
。

润林
、

润潮晚这些堂兄二 t
一

余岁
,

时代的变迁以及祖父

的年迈都意味着他们的早期教育状况必然地会有

所改观
。

郑观应 1 9 14 年所立遗嘱中有关于润林
、

润潮

学历的资料
,

所谓
“
长男润林

,

自日本读书毕业

返国
,

在营 口 关道当翻译 四年
,

在厦门当招商分

局董四年
,

… … 润林己读 中西 书十余年
,

只毕业

警察
,

不肯入实业专门学堂学成一艺以谋生
,

甚

失所望
。

润潮 前在香港广州岭南学堂圣士提反学

校读 英文书八年
,

今入京肄业税务学校
,

务求毕

业
。 ”

L相比于润潮
,

润林的早期教育的内容不

很明确
,

他很可能早期接受的是传统教育
。

润林

早期教育的价值取 向不但与郑 氏家族 的传统有

关
,

而且也与广东地方社会的环境相联系
。

19 世

纪后半期的新式教 育
,

主要是西方教会学校在广

东的发展状况
,

远不及上海
。

如岭南学堂的前身

广州格致书院创始 于18 8 8年
,

但在 1 8 9 0年就一度

停滞不办
,

虽有教会方面的因索
,

但也在侧面反

映当地社会缺乏容纳新式教育的必需环境
。

18 94

年格致书院复校
,

仍历经分合迁址等困扰
,

19 0 0

年因时局动荡而迁往澳门
,

190 4年迁回广州时改

名岭南学堂
。

L润潮大约是格致书院在 19 00 至 19 04

年在澳门办学的四年间入该校
。

@ 润潮早期教育

的经历提示了如 下情况
,

即 1 8 9 2年郑观应复出上

海
,

时正值受教育关键时间的润林始终未随同来

到更具新式教育条件的 上海
,

润林的早期教育应

该仍然是以
“

才不足于儒
,

则反而归贾
”

的传统

思路为指导
。

L后润林留学违背郑观应的意愿
“

不肯入实业 专门学堂学成一艺以谋生
” ,

也从

一 个侧面反映出他缺乏近代性质的早期教育准

备
。

1 9 0 0年郑观应在 卜海与李提摩太
、

福开森
、

卜舫济筹议促清英工部局在租界设立 专向华人 子

弟开放的华童学堂
,

并与招商局商董陈酞负责劝

捐筹资
,

他捐银一千两
。

三子润炎
、

四子润鑫和

幼女
,

以后均就读于该校
。

L 不过
,

始终在澳门

生活的郑观应的长女
,

即润潮同母之妹直到民国

初年也无任何受教育的迹象
。

砂尽管郑观应倡导

新式教育甚力
,

甚至 自 18 9 0年代中期即倡导女子

教育
,

L但他在 长女的教育问题上完全缺乏进步

的表现
。

《盛世危 言后编 》 卷十五
“
杂著

”

中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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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儿女书》
、

《训长男润林书》
、

《训次儿润

潮书 》 等文稿
,

由此可 以看出郑观应对子女教

育
、

生活
、

婚姻等方面的关注
。

1 9 01 年郑观应年

六十
,

在澳 门为年仅十八岁的润林娶亲
,

而后安

排他赴日本留学
。

L润林留学归来
,

郑观应又为

其谋职事操劳
。

郑观应曾叙述过润林 1 9 0 6年归国

后第一阶段的职业经历
: “

山海关道梁如浩… …

以润林精 日本言语文字
,

延为译员
,

兼办中
、

英
、

日交涉事宜 ; 由是继任者蔡
、

沈
、

周三观察

皆蝉联罗致道署中
。

五年
,

积劳致疾
,

乞假旋沪

就医
。 ”

@ 应该是润林乞假旋沪就医的 1 9 10 年

秋
,

郑观应请求盛宣怀 为润林谋职
,

盛氏答应
“
在轮

、

电二局代谋一席
” 。

L 当年 H 月郑观应

得
“

厦门招商局差事
” ,

L 他将此职转给润林
,

由此润林赴厦门主持局事
。

然润林由于
“
咳病 尚

未痊愈
” ,

在他主持厦门局的四年间
,

经常不得

不往澳门或上海养病
。

厦门局务事实上是由郑观

应的九弟郑庆余实际掌控
。

卿 19 12 年下半年招商

局内外 曾一度有郑观应接任汉 口 分局总办的舆

论
,

郑观应甚至曾就此提出调润林帮办汉口分局

的要求
,

然终未成为现实
。

@ 郑氏家族在招商局

内的势力于 1 9 14 年曾一度扩展到福州分局
,

然很

快又失去
。

润林后因在厦门分局任上
“
修船费失

察事
” ,

而被免去招商局 内的任职
。

郑观应批评

润林
:

失职乃
“
由于 自己用人不慎

,

学 问历练精

神均不足
,

又不能忍耐与帮办和衷共济也
。

… …

应返澳养疗
,

宜节欲寡言
,

侯病痊而后谋一相当

之席位
,

不可奢望
。 ”

卿 润林受此打击
,

于 19 16

年
“
抑郁吐血而死

” ,

年仅三十三岁
。

卿 而晚年

郑观应受失去 长子的打击
,

精神进一步颓废
,

而

深陷于道教修炼活动
。

五
、

结语

从以上所看到的情况
,

在传统道德规范
“
修

身
” 、 “

齐家
”

的意义下
,

对郑观应应该有高度

的评价
,

他是一个称职的儿子
、

兄长
、

丈夫和父

亲
。

特别是他 19 14 年的遗嘱给研究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
,

他对全家老少在他故世后的周到安排
,

真

正实现了老者有所养
,

未成年者不但有所教而且

长远的出路也有所安排
。

从这份遗嘱可以具体感

受到传统社会道德在家族
、

家庭观念上赋予他作

为一家之长的责任
,

他在勉力承担这份沉重的责

任时付出了内容十分广泛的个人牺牲
。

这是值得

称道的
。

不过
,

对于有心要治世
、

积极参与社会

改 良和进步的思想家
、

活动家郑观应的评价
,

似

乎还应不仅于此
。

早期买办生涯使郑观应具备了同时代人难得

的近代商业历练
,

在他个人事业初成之际
,

又恰

逢洋务运动兴起的时代机遇
。

郑观应在近代事务

方面的经验积累与时代机遇的结合
,

不但足以使

他创立一份令世人瞩目的个人事业
,

而 且也令具

备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更积极的贡献的可能

性
。

然郑观应的一生在这两方面都留下了太多的

遗憾
。

不能不说传统的社会道德是造成这一遗憾

的重要原因
。

传统道德中的家族
、

家庭观念赋 予

的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
,

但他的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
、

家庭承

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

尤其因为他是长 子
。

他

要
“
显亲

” “
娱亲

” ,

光宗耀祖 ; 他要帮助众 多

的兄弟
,

一荣俱荣 ; 他还承担有传宗接代的责

任
,

等等
。

过多的家族
、

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

担
,

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
,

还必然地异化他对

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承担
,

同时也必

然地异化着他的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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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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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观应晚年明显地意识到传

统社会的家族
、

家庭观念象枷锁
,

制约了个人对

于社会和国家的贡献
,

家族主义的处世立场有背

于国家
、

公众利益
,

尤其是对近代事务的破坏

性
。

与此同时
,

他还意识到个人 自主自立的重要

价值
。

他青壮年时期在近代观念意识的感悟和接

受方面
,

始终是走在社会前列的
,

而在他晚年作

品中出现对家族— 国家观念关系和自主 自立意

识等的关注及强调
,

砂表明他直到晚年思想也未

落伍
。

但在行动上他则不 可能背弃家族 主义立

场
,

他在家族
、

家庭 问题上体现了理念与行为的

矛盾性
,

理性认知基本上无力抗拒现实利益对他

的行动趋向的左右
。

这自然是中国历史在过渡时

期转变中人物难以避免的事情
,

这是不能过多责

备郑观应个人的
。

郑观应以一位从传统绅商向近代商人
、

从传

统知识分子向近代改 良思想家转变中的形象
,

成

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程 中留下相当痕迹的历

史人物
。

他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在于他
“

个人

经历所集中的问题或体现的类型也以某些方式在

其他人那里表现出来
” ,

他的人生经历因此而具

有作为解读近代中国
“
这一历史画面

” “

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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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
”

线索的意义
。

@存在于家族
、

家庭关系

中的郑观应的人生经历生动而丰富地展现了
:

传

统的家族体制和观念 卜个人— 家族
、

家庭
—社会 三者间的关系互动

,

以及它在何种意义 上成

为个人和社会实现近代转变的阻力
。

中国近代社

会变迁主要是由外力推动的
,

郑观应个人的进步

事实 巨也主要来 自外在的社会变迁的推动
,

而缺

乏来 自家族和家庭生活内部的动力
,

尤其是在他

晚年时期
。

这些都是郑观应
一

与其家族的关系和经

历对我们 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启示
。

注释
:

① 参见郑志璋 《天津太古洋行与买办郑翼之》
,

《天

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9 8 0年

版
。

郑志璋是郑观应五弟郑翼之之孙
。

② 所谓
“
先曾祖璧庄公性耿直

,

胆识兼优
· ·

一
:
先祖

鸣歧公检朴寡言
,

敦品励节
,

均不屑以寻章摘句为

能
。 ”

见 《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 》
,

夏东元

校编
,

《郑观应集 》 ( 「)
,

仁海人民出版社 1 988

年版
,

第 12 2 2页
。

而明清时期关于商人传记作品中

常对传主科举失败
“

弃儒经商
”

的人生经历作
“
不

屑以寻章摘句为能
”
说

。

③ 郑观应这样描述父亲
: “ … … 生秉异姿

,

夙承家

学
,

读书过目成诵
,

藏书颇富
,

手 白校哪
,

丹铅殆

遍
,

然澹于进取
,

敝展科名
,

设帐授徒
,

从游者多

享盛名
,

各有建树
,

于录先贤格 言
,

编辑成帆
,

名

《训俗 良规》
,

借以振胺发聋
。

一

占一行
,

动为世

法
。

性孝友
,

重然诺
,

慷慨好义
,

有古杰士风
。 ”

见 《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
,

《郑观应集 》

( F )
,

第 12 2 3页
。

④ 见 《同人公启
:

<郑秀峰先件八旬开裹征诗启冲
,

18 8 2年9月 16 LI 《申报 》
。

⑤ 郑文瑞
一

于1 8 8 2年 1 1月25 日刊于 《申报 》 的 《七 十自

述 》 也称 : “

癸丑 ( 1 8 5 3年 ) 江南军务
,

余约同人

助晌
。 ”

⑥ 请参见拙作 《郑观应评传》
,

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1 5一 1 6页
。

⑦ 参见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
,

卜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第 5 2 9
、

5 3 1
、

5 3 4
、

5 4 8
、

5 7 4页
。

⑧ 《郑观应集》 ( 下)
,

第61 9页
。

此时
,

郑观应的哥

哥郑思齐已是 l
_

海宝顺洋行的买办
,

叔叔郑秀山是

仁海新德洋行买办
。

见同书第 1 4 8 3页
。

⑨ 《救时揭要 》 的第
一

个版木刊士 1 8 7 3年春
,

《易言》

的第一个版本刊于 1 8 8 0年夏
,

《盛世危言》 的第一

个版本刊 J
一

18 94 年春
。

L 请参见 《盛世危言后编》 卷 十四
“
贩务

” ,

《郑观

应集》 ( 手 )
。

L 《郑观应集》 ( 下)
,

第巧 10 页
。

郑文瑞曾于 18 7 0年

代末山西大灾荒时
, “

除命官应兄弟各 自捐资助贩

外
,

复将养老遗资并妻陈氏遗奋银共凑集一千两
,

由粤解沪交晋贩公所
,

由苏浙绅士汇晋放散
。

”
见

{司 }乡
,

第 1 5 0 8页
。

L 见 《郑观应集》 ( 下 )
,

第巧 0 9
一

151 0页
。

L 见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1 4 8 3
、

1 18 2
、

1 3 8 0页
。

L 请参见 《郑观应评传》 第 366 页
。

L 第
`

卷是
“

学务
” ,

第三卷是
“
立宪

” ,

在全书 十

五卷的内容中
, “

道术
” 一卷

: 11
了最大的份量

。

见

《郑观应集》 ( 厂)
。

L 请参见 《郑观应评传》 “
18 8 3

一
18 84 年的纤济风潮

”

和
“
归隐故里

”

两章
。

L 关十郑观应的道教活动
,

请参见 《郑观应 评传 》
“

家居及罗浮修道
”
和

“
人生终结 (下 )

”

两节
。

L 请参见 《郑观应评传 》 “
加入江

一

浙绅商社会
”

和
“
钧汀南绅商社会与粤东买办商人社会之间

”

两节
。

L 见 《郑观应集》 ( 下 )
,

第1 5 08 页
。

L 如 18 79 年经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
’

准郑官应于原籍

J一东香山县为其父封职郑文瑞
、

故母二品命妇郑陈

氏循例建坊
,

给子
`

乐善好施
’

字样
”

的嘉奖
,

并

准将
“

陈氏义 jJ
、

慈训
” “

采入志承
” 。

1 8 8 1年9月经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
,

准
“

郑文瑞及伊子郑官应等

姓名事迹载入 了广
一

东省志并香山县志
” 。

(见 《郑

观应集》 ( 下)
,

第 1 5 0 7
、

1 5 0 8
、

1 5 0 9一 1 5 1 0页 ) 由

此
,

1 8 8 2年郑文瑞择地澳门壕镜新建
“
荣禄大夫

”

府第
。

该建筑有
“

崇德厚施
”

匾
,

上款
:

浩封荣禄

大大郑文瑞
,

下款
:

太了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

等威毅伯曾国荃
。

参见刘羡冰 《双语精英与文化交

流 》
,

澳门基金会出版
,

第 1 2 1页
。

@ 请参见 《郑观应评传 》 第 303 页
。

L 见 《郑思齐致盛宣怀 函 》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

六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01 年

版
,

第 9 8断工
。

L 《 !
_

海机器织布局启》
,

1 8 80 年 1 1月 16 日 《申报》
。

@ 《郑思齐致盛宣怀函 》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第9 6
-

9 7欠
。

霉 见 《郑观从之集》 ( 卜)
,

第 8 1 9
、

3 9 6
、

1 2 2 2
、

1 5 7 3

臾
;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之四
: 《汉冶萍公司 》 (一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 4年版
,

第 5 4 3贞
。

舀
)
到辛亥年前郑翼之己经以天津太古洋行总买办名列

人津商界的四大买办之
一 。

参见 《天津太古洋行与

买办郑翼之》
。

酋 《关巧观应集》 (下 )
,

第495 页
。

所谓
“

胞弟官寿
”

当即
“
七弟庆寿

”
( 见 《郑观应集 》 ( 卜)

,

第

1 2 2 3页 )
, “

冯宫保
”

则当系
“
彭宫保

”
之误

。

L 见 1 8 9 7年 l 月 10 :11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上:海图书



.
郑 观 应 社 会 文 化 思 想 研 究

.

馆藏
“

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
” 。

该职在招商局乃肥

缺
,

照郑观应改革招商局人事制度方案
,

该职应由

搭载招商局轮局货多的富商大贾推荐
。

见 《郑观应

集 》 (下 )
,

第 7 8 5页
。

L 见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汉冶萍公司》 (一 )

第7 1 6页
。

L 见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汉冶萍公司 》 (一 )

第51 4页
、

5 36 页
。

不过
,

这条史料尚待考
。

@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2 2 3
、

1 487 页
。

L 见 1 9 0 0年 3月 5口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上海图书

馆藏
“
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

”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1 5 0 3
、

14 9 9
一

1 5 0 0页
。

L 当代学者的研究认为
: “

自古以来我国最普遍的家

庭组织只有两种
:

一是夫妻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

一

是父母夫妻子女组成的折衷家庭
,

大家庭仅是理想

而已
”

。

(朱岑楼 《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
,

《港

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7年

版
,

第207 页 ) 郑氏家族内部实行的就是
“

夫妻子女

组成的小家庭
”

经济模式
。

如郑观应虽系长子
,

据

自述上海经济风潮后 1 8 8 5年回澳门定居
,

虽父亲郑

文瑞尚在世
, “

亦筹款整厨房
,

自起炉灶
” 。

见

《郑观应集》 (下 ) 第 14 9 5页
。

L 见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 》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第

1 1 3页
。

L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上海机器织布局 》第 108 页
。

L 请参见 《郑观应评传 》 “ 《苏报》 谤毁事件及其背

景
”
一节

。

L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500
、

2 4 2
、

1 4 0 4页
。

L 叶氏 ( 1 85 6
一

1 9 2 0 ) 随郑观应在沪生活直到 1 8 8 4年举

家回粤
。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2 3 5页
。

L 据林语堂研究
“
明代的法律曾规定男人在 40 岁以后

仍没有男性后裔者可以纳妾
” 。

《中国人 》
,

学林

出版社 1 94 4年版
,

第 1 68页
。

L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2 2 4页
。

⑥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2 2 4页
。

L 娶妾生子和为身后营葬选择吉地是郑观应 1 8 9 0年代

复出后重点努力的事
。

见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汉冶萍公司》 (一 ) 第326
、

334 页
: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1 9 1页
。

L 1 9 14 年郑观应立遗嘱时
,

润潮还在读北京税务学

堂
,

并尚未娶妻
。

因此据推测
,

润潮当在 1 8 9 0年代

出生
。

L 1 8 9 7年三妾被遣
,

该年春 《苏报》 刊载毁谤郑观应

文章 《总办得人》
,

涉及郑观应遣妾事
。

因此
,

郑

观应在 19 14 年遣嘱中
,

毫无提及三妾事
。

L 后郑观应又有子名
“

森甲
”

者幼疡
,

但产于谁尚难

判断
。

以上见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1 5 5 8
、

1 5 5 9
、

1 49 1
、

15 00
、

1 4 0 4页
。

L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2 02 页
。

L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4 9 7页
。

L 见 《郑秀峰先生八旬开裹征诗启》
,

1 8 8 2年9月 1 6卜}

《申报》
。

L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4 8 6
一

14 8 7页
。

郑润林留

学 日本回国度假
,

润潮表达 了随兄出国留学的愿

望
,

然未得允准
。

见 《郑润潮致郑观应函 》
,

仁海

图书馆藏
“
郑观应未刊档案资料

”
。

L 见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四辑 )
,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19 9 3年版
,

第 5 2 2一 5 2 9页
。

L 1 9 07年初学部奏筹设京师法政学堂
,

该年夏润潮表

达了
“

往法政学肄业
”
的意愿

。

(见 1 9 0 7年8月 21

日 《郑润潮致郑观应函 》
,

上海图书馆藏
“

郑观应

未刊档案资料
” ) 而从事实看

,

他最终是在北京税

务学堂学习
。

这应该是父亲的安排
。

L 不过
,

润林未随复出的父亲同赴上海受教育
,

rJJ 能

也与此时母亲 已去世有关
。

郑观应作 《致家塾蒙师

书 》
、

《致家塾潘教习论朱星源小
、

大学 }孙 等
,

当关系到润林的早期教育
。

见 《郑观应集》 ( 卜)
,

第 2 0 9
、

2 10页
。

L 1 9 1 1年郑观应言子女教育事
,

称润林
、

润潮外
“

余

均小学
” ,

无疑润炎
、

润鑫和幼女均就政 」该校
。

不过郑观应希望润炎
、

润鑫完成学业后定居广州
,

就近照料家族坟莹
。

见 《郑观应集 》 ( 卜)
,

第
2 0 0

、
14 8 6页

。

@ 1 9 14 年遗嘱仅有一句涉及长女
: “

长女 上归及致送

礼物归叶夫人 自办
” 。

表明当时尚未出嫁
,

年纪当

幼于润潮
。

见 《郑观应集》 ( 下 )
,

第 1 490 页
。

L 请参见 《郑观应评传》 第5 73 贞
。

L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4 9 7页
。

L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 2 2 5
、

1 4 8 6乡(
。

L 见 19 10 年 9月 9 日 《盛宣怀致郑观应函 》
,

七海图 书

馆藏
“
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

” 。

卜刁年郑观应还清盛

宣怀为三弟郑思贤谋职
。

L 郑观应进而还提出自己
“
冀 可兼理厦门电局 于将

来
” ,

以为润林
“
另简任职

”

等要求
。

见 19 10 年 11

月 2 6 日
、

1 9 1 0年 12 月 16 日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
,

上海图书馆藏
“
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

” 。

L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一2 8 0
、

14 8 6页
。

@ 见 《郑观应集》 (下 )
,

第 9 31
、

巧 73 页
。

L ((郑观应集》 (下 )
,

第 14 87页
。

L 19 14年郑观应立遗嘱
,

并有赴四川峨嵋修道的计划
。

《郑观应集 》 (下 )
,

第2 7
、

4 7
、

9 3 1页
。

@ 参见 《盛世危言后编》卷二
“

学务
” 、

卷三
“
立宪

”

等方面内容
,

《郑观应集》 (下 )
。

L (美 )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王韬 与晚清改

革》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 94年版
,

第 2 16 页
。

(本文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