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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环与容阂思想之比较

— 兼论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向

关

(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

威
广东潮州 52 1以 l )

摘 要 在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当中
,

洪仁歼与容阂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

二人都

提出过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方案
。

但由于二人政治生涯的不 同
,

其思想的社会影响也有区

别
。

容阂的思想作用于洋务派
,

在推动 中国走向近代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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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50
、

印年代之交
,

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 一方面

,

太平天国起义

军正在与清政府军队进行殊死博斗 ; 另一方面
,

英
、

法侵略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

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
、

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错综复杂
,

中华民族

处在一种十分痛苦和艰难的境地
。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

一些有识之士立志向西方寻找

真理
,

探索摆脱危机的道路
,

于是 出现了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

洪仁环与容阂是其中

有代表性的人物
。

溉爵瓤黔孰戮洲

洪仁环 ( 18 2-2 一 18 砚 )
,

广东花县 (今广州市花都区 ) 人
,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的

族弟
,

拜上帝会最早 的信徒之一
,

曾经为筹建太平 天国做出重要贡献
。

1851 年太平天

国起义爆发
,

洪仁环因为没能赶上起义队伍
,

于 1852 年 4 月避居到香港
。

此后的几年

中
,

洪仁开与一些外 国传教士频繁接触
。

他曾向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口述 《太平天国起义

记》 一书
,

他还接受韩山文的洗礼
,

成为基督教徒
。

在同外国传教士交往过程中
,

以及

在香港所见所闻中
,

洪仁开学习了许多资本主义文化
,

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 18 59 年 4

月
,

洪仁歼几经周折
,

终于来到了太平天 国的首都天京
,

投身于太平天国斗争 中
。

不

久
,

洪仁开被洪秀全封为
“
干王

” ,

总理朝政
,

成为太平天 国后期的主要领袖之一
。

这

一年年底
,

为了向天王陈述治国主张
,

洪仁开写出了著名的 《资政新篇》
,

全面提出了

他的革新思想
。

《资政新篇》 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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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简介
:

关威 ( 19 56
一

)
,

男
,

辽宁本溪人
,

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

历史学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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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条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措施 和建议
,

体现 出洪仁环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的改良主义思想
,

是 《资政新篇》 的中心
。

总而言之
,

《资政新篇》 反映和代表 了洪仁

环的宗教思想
、

法律思想
、

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方面
,

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本主

义改良方案之一
。

容阂 ( 1828 一 19 12 )
,

广东香山南屏乡 (今属珠海 ) 人
。

容阂少年时在澳门一所外

国教会学校学习
。

184 7 年
,

他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 留学
,

于 18 54 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

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

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资本主义 国家的大学生
。

容阂在留学

期间时刻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

希望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 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

明富强之境
。 ”

容阂大学毕业后拒绝为美国对华传教服务
,

于 1855 年回到中国
。

容阂是

抱着救国热情回到祖国的
,

他迫切地希望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对社会发展的设想应用于

中国
,

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

容阂回国后几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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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期间
,

容阂目睹外国侵略者在 中国的不法行径
,

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

心中产生了疑问和不满
。

回想起他刚回国时在广州碰上两广总

督叶名璨残杀数万名天地会起义军的血腥场面
,

容阂对清政府的认同感减少
。

这种感情

上的变化
,

促使容阂于 18 60 年冒着风险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

容阂说 自己此行的

目的是
“

探太平军内幕
” 。

显然
,

他是想了解太平天国的治国方针及发展前途
,

并重新

考虑 自己的落脚点
。

容阂受到了洪仁环的热情接待
。

他俩 1856 年在香港曾有过一段交

往
,

旧友重逢
,

自然十分亲切
。

洪仁开问容阂
“

对于太平军之观念若何 ? 亦赞成此举而

愿与之共事否 ?
”

容阂于是向洪仁环提出七条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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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

准 ; 六
、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酥教圣经列为主课 ; 七
、

设立各科实业学校
。

这

就是所谓七条
“

富强策
” ,

它体现了容阂的资本主义改 良思想
,

因而也是近代中国最早

的资本主义改 良方案之一
。

将这两个方案进行一番对比可以看 出
,

除了个别条款的差别外
,

二者的基本宗 旨是

一致的
。

主要表现在
:
政治上都主张建立新式 的国家政权

,

实行文官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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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实行商品经济
,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 文化上都主张实

行
“

实业教育
” 、 “

军事教育
” ,

提高民众文化水平
,

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专 门人才
,

并

且提倡基督教
,

以改变中国旧的社会风俗
。

由于洪仁歼和容阂都较长时间地接触过西方

资本主义文化
,

了解世界发展 的基本趋势
,

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国的落后和面临的困境
,

因而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明
,

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
。

因此可以认为
,

洪仁环和容阂

同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
,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虽然洪仁开和容阂的思想同属于早期改 良主义范畴
,

但他们二人对于由什么人来承

担改良任务的问题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

这终于导致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镰
。

之所 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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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局
,

这是许多复杂因素影响和决定的
。

洪仁开在政治上是农民领袖
,

属于农民阶级
。

他的这种阶级立场
,

按照常理似乎不

应该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思想
。

但是他有了这样的思想
。

这主要由于他在香港数年学习资

本主义文化的特殊经历
,

使他的思想与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有了明显 的差别
。

洪仁环身

上表现出的这种两面性
,

正是当时动荡时代的烙印
。

《资政新篇》 的提 出
,

或者可以说

是洪仁开受天王知遇之恩
,

并为了向众人表现自己的见识和才能而提出的
。

它其实只反

映出洪仁歼本人的思想
,

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袖的思想
,

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

想
。

因为如此
,

如果把 《资政新篇》 视为太平天 国后期的纲领
,

恐怕与实际有些不符

合
。

同样
,

如果根据 《资政新篇》 的提出
,

认为太平天国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
,

也难

以令人信服
。

太平天国毕竟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
,

这种旧式的
、

封建式的农民起义与进

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没有必然联系
。

再说
,

洪仁开来到天京时
,

正是太平天国处于十

分困难境地的时候
,

太平天国将士们正浴血奋战保卫自己的政权
。

对于主持朝政 的洪仁

开来说
,

当务之急是如何布置军务
,

维持太平天国的生存
。

如果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

他

的改革设想就成为空中楼阁
,

没有载体
,

无法实施
。

历史已经证明
,

太平天国后期的形

势是无法逆转的
,

洪仁环显然没有回天之力
,

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几年后太平天国的失败

而结束了
,

这是十分可惜的
。

然而
,

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 闪光的

一页
。

容阂在清政府与太平天 国对垒 的形势下来到天京是 冒着 巨大风险的
。

容阂在提出
“

富强策
”

时向洪仁开表示
: “

倘不以为迂缓
,

而采纳予言
,

愿为马前走卒
。 ”

这说 明容

阂起初是同情并打算投身太平天国的
。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
,

他对太平天国的

前途产生了怀疑
。

他觉察到太平天国有不可克服的弱点
: 一是

“

自天津败北
,

兵力缩

减
。

良由其所招抚
,

皆无业游民
,

为社会 中最无知识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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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等城
,

财产富而多

美色
,

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愈下
。

盖繁华富丽
,

固足 以消磨壮志
,

而促其灭 亡也
。 ”

因此他判断
: “

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
,

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
,

实未敢信其必成
。 ”

有了这

样的判断
,

容阂觉得 自己 留在太平天国是无法施展抱负的
。

于是他谢绝了洪仁环的封赏

和挽留
,

离开太平天国
。

此后不久
,

经人介绍
,

容阂来到安庆
,

受到刚刚转变为洋务派

的曾国藩的接见
。

容阂觉得曾国藩有见识
,

又善于用人
,

便视为知己
,

再次提 出自己的

改 良方案
,

受到曾国藩的重视
。

曾国藩正准备建设兵工厂
,

于是委派容阂赴美 国购买机

器
。

容阂欣然接受了任务
,

后来购买的机器安装在兴办不久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

会见

曾国藩是容阂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机
,

从此他开始了与洋务派多年的合作
,

他成为当

时著名的洋务活动家之一
。

容阂提出的改良方案中的许多 内容陆续在洋务运动中实行
。

尤其是容阂提出的留学计划
,

在丁 日昌
、

曾国藩
、

李鸿章的努力下
,

清政府于 1872 年

向美国派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

以容阂为副监督
,

培养出一批专业人员
,

在近

代教育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由于容阂的思想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一定影响
,

以及

容阂本人实际参加 了洋务运动
,

他的改 良方案在客观上便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

这一点上
,

容阂的境遇 比洪仁环幸运得多
。

容阂离开太平天国与洋务派合作
,

看起来是一种个人行为
,

然而其背后有着某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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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 因素
。

具体说
,

就是容阂与洋务 派有合作 的共 同基 础
。

1861 年
,

清 政府 中发生
“

棋祥政变
” ,

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改革派掌握了政权
。

这批人对世界形势 以及中国发展

方向有 比较明确的认识
,

主张改革
,

倡导新政
。

地方上
,

在湘军首领曾国藩周围聚集 了

不少思想比较开明
、

主张改革的汉族官员
,

群起而响应
。

他们共同推动下
,

中国开始了

走向近代化的最初努力
。

容阂的思想与洋务派的改革主张有许多共同点
,

适应 了洋务派

推行新政的需要
,

这导致双方多年 的合作
。

也就是说
,

假如没有洋务派 的赞同和接纳
,

容阂的改良方案虽然很好
,

恐怕也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

考虑到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洪仁

歼
、

容阂
、

洋务派不约而同
、

不同程度地表达 了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愿望
,

这反映出一个

事实—
19 世纪 60 年代

,

经历了长期 闭关锁 国的中国
,

必须走向世界
、

走 向近代化

一一这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

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
。

关于这一点
,

钱钟书先生曾深刻指

出 : “ `

走向世界
’

? 那还用说 ! 难道能够不
`

走向
’

它而走出它吗 ? 哪怕你不情不愿
,

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
,

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
,

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
。 ”

l[]

从理论上分析
,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并不是在 中国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改

革的最佳人选
。

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资产阶级
,

不具备这种最佳人选
。

因此
,

洋务派

就成为不可替代的
、

勉为其难的人选
。

由于洋务派掌握着 国家政权
,

又具有相对开放的

意识
,

所以只有他们在当时能够起到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作用
。

后来的历史证明
,

洋

务派 的努力使中国内政
、

外交许多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

促进了社会变迁
,

促进 了文

化进步
。

虽然洋务派 自身有不少缺陷
,

洋务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

但是如果

没有洋务运动打破死潭多年的沉寂
,

如何会有后来的维新和革命
。

综上所述
,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
,

经过动荡和整合
,

面临新 的挑战和机遇
,

开始

新一轮的发展
,

其基本的和必然的趋向是走向近代化
、

走 向世界
。

农民阶级思想家的洪

仁歼
,

改 良主义思想家的容阂
,

以及封建统治阶级 中分化出的洋务派
,

程度不同地认识

到这种趋势
,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

洪仁环的思想
,

容阂的思想
,

其实都可以

在洋务派的思想中找到一些影子
。

思想产生于社会
,

有广泛的影响
。

然而社会变革既需

要有产生于社会的思想作先导
,

也依赖权力的推动
。

由于洋务派掌握着国家权力
,

只有

他们有条件通过 自上而下的改革把社会改良思想付诸实践
。

他们这样做了
,

并且取得一

定的成绩
,

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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