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 l二日学干{ l》 1 9 90年鲜̀ 3期 (总单 5 9均 1 )

洪仁开与容阂思想异同论

关 威

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

曾有许多文章论及
。

但是早期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少有深论
,

同时对 哎资政薪策 》 与太平夭国的
一

关系还存在一些争论
。

①本文对洪仁犷和容阂的思想及其意义略作比较
,

以求正论
。

( 一 )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
,

中国处于激烈的动春之中
:

太平天国起义 军正 在与清政府进

行殊死搏斗
,

英
、

法 侵略军发 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

使 中国的主权受到严贡侵犯
,

中国

社会的阶级矛盾
、

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又错综复杂
,

中华民族正 处在痛苦
、

艰 难 的 境

地
。

在这历史条件下
,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 {句西方寻找真理
,

谋求中国的富强之路
,

出现

了一 些杰出的早期改良主义者
。

洪仁环和容 门则是其 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

洪仁汗是太平天国王洪秀全的族弟
,

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
,

为筹建太平天国作

出过很大贡献
。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

洪仁开因没 能赶
一

E起义队伍
,

于 J 8 5 : 年 4 月避居香

港
。

此后的几年中
,

他同一 些外国传教士频繁接触
。

他曾向瑞典教士韩 山文 口述了 《 太

平天国起义记 》 ,

他还接受了韩 山文的洗礼
,

成为基督教徒
。

在同 外 国 教 士 的 交 往

中
,

洪仁环学到了许多资本主义文化
,

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

J 8 5 e年 4 月
,

洪仁环几经

周折
,

终于来到了天京
,

投身于太平天国革命
。

不久
,

他被洪秀全封为
“ 干王 ” ,

总理

朝政
,

戍为太平天 国后期主要领袖之一
。

就在这一年
,

洪仁月
一

写成了著名的 礴 资 政 新

篇 》 ,

全面提出了 自己的革新主张
。

《 资政新篇 》 分
“ 用人 ”

和
“ 设法 ”

两大方面
。

而
“ 设法 ”

方面又分为三点
: “ 风风类

” 、 “ 法法类 ”
和

“
刑刑类

” 。

其 中
“ 法法类 , 的

内容最多
, 具体提出了二十几条经济和政洽方面的措施和建议

,

体现了洪仁拜主张学习

西方资本主义的改 良主义思想
,

是全篇的中心
。

总的看来
,

《 资政新篇 》 反映和代表了

洪仁歼的宗教思想
、

法 津思想
、

经济思想和政
,

治思想
,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资本主义改良

方案之一
。

容阁是广东香 山 ( 今中山 ) 人
。

J。叮年随美国教士 布朗赴美留学
, J 8 5 4年以优异成

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服鲁大学
,

为近代 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资本国家的大学生
。

容在 留

学期 间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
,

希望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 中国
,

使 中国日趋于文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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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之境
。 ” ②大学华业后

,

他断然拒绝为美国对华传教服务
,

于 1 8 5 5年返回中国
。

容阁

是泡着一腔救国热情回到祖国的
,

他迫切地希望将 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改良社会的设想应

用于 中国
,

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

但中国当时的动荡形势使他无法施展抱负
。

几年中
,

容先后在广州美国领事馆
、

香港高等审判厅
、

上海海 关等处担任过一般职员
。

他 曾设法

同清政府重要官员接触
,

但未达 目的
。

在这期间
,

容 目睹外 国侵略者在中国罪恶行径以

及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
,

心里产生了种种疑问
。

回想起他刚刚回国时在广州碰上两广总

督叶名深残杀数 万名天地会起义军的血腥场面
,

容对清政府的信任感减少
。

这种感情上的

变化
,

促使容于 18 60 年冒着风险来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

容门自己说他此行的 目的

是
“
探太平 军内护

, ,

实际
一

上是想了解太平天国内守大政方针及发展前景
,

并重新考虑 自

己的落脚点
,

容 受到了干王 洪仁歼的接见
。

他俩 185 : 年在香港曾有过一段交往
,

旧友重

逢
,

自然十分亲切
。

洪 江环问容阁
“ 对于太平 军之观念若何 ? 亦赞成此举而愿与之共事

否 ? ” 于是容向洪仁 纤提出七条建议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

组织一良好军队
; 二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 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 三

、

建设海军学校
; 四

、

建设善 良政府
,

聘用

富有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

、

创立银行制度
,

及厘订度量衡标谁 , 六
、

颁定

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 主课
;
七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③这就是所谓 “
富

强策
” 七条

。

它体现 了容阁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想
,

因而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资本主义改

良方案之一
。

《 资政新篇 》 是洪仁歼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文件
,

篇幅较长
,

内容也很具体
,

可以

说墓本上代表了洪仁歼思想的而貌
。

而
“

富强策
”
则是容阂在同洪仁环谈话时临时 提出

的
,

涉及的内容有限
,

只能说代表了容阁思想的一些基本方面
。

这两个方案
,

除了个别

条款 的差别外
,

其基本宗旨是一致的
。

主要体现在
:

政治上都主张建立新式的 国 家 政

权
,

实行了文官制度
,

并辅之以各级社 会行政组织
,

上通下达
,

提高行政效率
,

保证新

政的施行 ; 经济上都主张 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犬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以商品经济
,

促进社会发展
, 文化上都主张实行

“ 实业教育
” 、 “ 军事教育

” ,

提亮民众文化水平
,

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种专门 人才
,

并且提倡基督教
,

以改变中国旧的社会风尚
。

由于他俩

都曾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

了解世界近代化的趋势
,

同时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落后

和危机
,

因而都主张学习西方文明
,

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
。

这就使洪仁环与容阂成为

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
,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

( 二 )

虽然洪仁歼和容 阂二 人的思想同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

但他们在由什么人来承担

改良的问题上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

这终于导致他俩在政治 上分道扬镰
,

从而影响到两

个改良方案的实际社 会价值
。

容阁在提出
“
富强策

”
之时 曾向洪仁开表示

: “ 倘不以为迁缓
,

而采纳予言
,

愿为

马前走卒
” ⑤

。

这表明容起初是 同情并打算投身太平天国的
。

但是经过短期的观察与分折

之后
,

他对太平天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

他觉察到太平军有不可克服的弱点
:

一是
“
自

天津败此
,

兵力缩减
。

良由其所招抚
,

皆无业游民
,

为社会 中最无知之 人
。

以此加人太

平军
,

非独不能增加实力
,

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
。 ” 二是

“ 追占据扬州
、

苏州
、

杭州等



妹 , 财产富而多美色
,

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衬而愈况
。

盖繁华富丽
,

固足 以销磨仕志
,

而饵其灭亡也
。 ”

因此他认为
“ 太平 军领袖人物

,

其行为 晶格与所筹划
,

实未感值其必

成 ” 。

⑥容掌得留在太平夭国是无法施展抱负的
,

于是便谢绝洪仁歼的挽留
,

离开了天

京
。

此后不久
,

经熟人介绍
,

容来到安庆
,

受到刚刚转变为洋务派的曾国藩的接见
。

容

阂觉得曾国藩混有慈识
,
也善于肘人

,

便视为知己
,

将 自己的方案再 次托出
,

受到曾国

藩的高度评价
。

曾国藩随即委以重任
,

命容赴美购买机器
。

容不辱使命
, 圆满完成了任

条
, 买回曲机器

:

安装在上海江南料造泣局
。 ;

会见曾国藩为容阂一生中的重要转机
,

从此

开始了与洋务崛十 余年之久的合作
,

他自己已成为当付著名的洋务活动家之一
。

容的方

案中的许多内容在详务派运动中得以突行
,

容的思想对洋务派也有
一
定的影响 ( 这同当

时其它几个早期改良主义 巴想家对洋务派的影响悬一改的 )
。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
,

在曾

国藩
、

李鸿章
、

j’ 日娇等人的努力下
,

清政府接受容阂的建 议
,

于 」盯 二年向美国派出中

l氦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

并以容 阁为副监督
,

在中国近代教 育史 上有重要意义
。

由于

容阂的思想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影响
,

容 的方案在客观上就必然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

的积极作用
。
由于封建顽 固势力的干扰

,

他的主张 曾受到阻挠
。

后来清政府提前撤回留

美学生
,

使容的事业受到 沉重打击
,

他与洋务派灼合作到此基本终止
。

此后容阂的思想

又有了提高
, 开始向资产阶级维新派靠拢

,

终于成为维新运 动的一员骨干
。

洪仁环的
·

情况则不同
。

他是农民革命领袖
。

在 《 资政新篇 》 提出的工: 5 9年
,

太平天

国正处于危难之际
,

天京事变灼大动乱以及石达开负气出走
,

严重削弱了太平 军 的 力

量
,
各个战场的形势都很紧张

。

太平天国当时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夺取军事胜利
,

保卫

住政权
。

而 《 资政新篇 》 恰恰没有解决这一当务之急的问题
。

这就使 《 资政新篇 》 无法

夹施
。

事夹表明洪仁歼只是一个远景规划家
、

思想家
,

而不是一个善于解决实 际 I’q 题

的
、

有作为的政治家
。

更为重要的是
, 当时除了天王洪秀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外

,

太平天国的其它将领对 《资政新篇 》 很不理解
。

不仅对 《资政新篇 》
,

就是对洪仁奸本

人
,

也认为他是无功又无能之辈
。

尽答洪仁砰在政治上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
,

他

的思雄与太平天国其
`

电农民领袖的思想有本质的区别
。

他身
.

上表现出的政治上是农民领

袖
,

思想
一

上却属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灼这种两面性
,

正是当时特定的复染时代背景

的产物
。

同样
, 《 资政新篇 》 虽然在习惯上被视为太乎天国后期的纲领性文件

,

但它也

仅仅是洪仁歼个人思想的反映
,

而不是太平天国思想的体现
。

因此
,

不能因为有了 《 资

政新篇 》 ,

就把太平天国革命达到的水平说得过 高
。

如果认为 《 资政新篇 》 表明太平天

国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趋势
,

太平天国革命成功 中国便可能走上
“ 近代 民主主义

”
社 会的

道路
,

难免脱离历史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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