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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香山买办

胡　波

[提　要] 本文全面论述了孙中山与香山买办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香山买办在商场和官场上如

鱼得水的经历激发了孙中山的人生梦想 , 影响了孙中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道义和经济上的支

持 , 加速了孙中山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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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香山买办之间有何直接或间接联系 , 学术界似乎关注不够 , 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

是孙中山与郑观应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①
, 但他们并不是着眼于郑观应的买办身份和买办经历 , 而

是从思想文化上来加以讨论的 。其实 , 孙中山与香山买办的交往在其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动早期的

作用和影响不应忽视 。

一

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 “负山濒海 , 地多砂碛 , 土质硗劣 , 不宜于耕”②。因此有不少人出洋

谋生或到外商洋行任买办 , 杨礼丰 、 陆厚车 、 陆仁车和陆皓东的父亲陆廷光等就是洋行的买

办③。翠亨村与郑观应 、唐廷枢 、莫仕扬的家乡相距不到 10 公里 , 与徐润的家乡相距也不超过

20公里 。1866年孙中山诞生时 , 正是以徐润 、唐廷枢 、 莫仕扬和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近

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外商贸活动中大显身手的时候。这个时期 , 香山买办除了任职洋行

买办外 , 在个人投资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如在宝顺洋行任职的徐润 , 除了自办宝源祥

荣栈外 , 还投资于房地产和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而唐廷枢在担任上海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同时 , 还

大量附股于西方人的轮船航运业 , 并投资钱庄 、 典当 、贩盐等中国传统的商业领域 。郑观应此时

虽在经济实力方面难以与徐润 、唐廷枢 、莫仕扬相比 , 他个人的独立投资和经营活动尚属起步阶

段 , 但也在茶业 、轮船业 、贩盐业等领域有一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④
。

孙中山入学启蒙的时候 , 正是香山买办从洋行买办向近代企业家蜕变的时期。以 1872年轮

船招商局成立为标志 , 清政府提倡的洋务运动开始由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变 , 香山买办不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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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的参与者 , 而且在其中还取得了重要地位 , 成为洋务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

孙中山在夏威夷 、广州和香港求学的阶段 , 香山买办在近代工商业中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有所

动摇 , 但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和政治主张随着他的 《易言》 和 《盛世危言》 的出版却广为传播 , 成

为19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强有力的声音
⑤
。

二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期虽然与以徐润 、唐廷枢 、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没有直接的交往 , 但

他们在洋行当买办发家致富 、 光宗耀祖的事迹 , 在当时的香山社会里肯定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和仰

慕。孙中山所在的翠亨村也有几位在洋行做买办的同乡 , 他们在家乡买田置宅 , 过着宽裕的生活

这一事实 , 在少年孙中山的脑海里曾留下深刻印象 。特别是中法战争后 , 朝野上下呼吁变法改

革 、 以图自强的声浪逐渐高涨 , 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表达了比较系统的改良政治 、经济和文化

的思想主张 , 对年轻且有志于救国救民救世的孙中山来说 , 无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

1885年至 1894年间 , 孙中山因求学和度假以及后来行医经常往返于香港 、 澳门和香山。这

一时期 , 郑观应正在澳门潜心撰写 《盛世危言》 一书 , 过着一种相对悠闲的隐居生活。作为同乡

先贤 , 郑观应其人其事 , 孙中山肯定早有耳闻 , 仰慕和攀附的心理驱使胸有大志的孙中山主动地

走近郑观应。

郑观应在 《农功》 中就说孙中山 “曾于香山试种罂粟 , 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 。从医学的角

度建议中国自种鸦片 , 以抵制印度进口鸦片 。郑观应在 《救时揭要》 里就有驰禁鸦片的观点 , 后

在 《易言》 三十六篇本 《论鸦片》 中再次强调。在试种罂粟的问题上 , 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出发点

虽有不同 , 但他们在驰禁问题上看法基本相同。这说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上产生了共鸣。

但是 , 孙中山和郑观应何时何地通过何人而相识相交 , 至今说法不一 。有的认为孙 、郑相识

是由陆皓东介绍的 , 因为陆皓东早在上海时就与郑观应有过交往⑥。但可以肯定 , 郑观应在澳门

闲居时期 , 孙中山曾与他有过一定的接触 。夏东元先生就认为在 1890左右孙中山就可能与郑观

应有过来往 , 其理由是郑观应和孙中山都是香山同乡 , 翠亨与三乡雍陌相隔不到二十里 , 郑氏既

为洋务前辈又有文名 , 1888年在乡休养三年 , 孙中山有机会认识郑观应 。郑观应曾辑刊有 《备

急验方》 、 《中外卫生要旨》 、 《霍乱验方》 , 对医学可谓颇有心得 。孙中山是学西医出身的 , 这样

他们在医学上有共同的语言。再次是 1890年前后 , 郑观应正闲居澳门 , 孙中山由港返乡也必经

澳门 , 故应有交往⑦。事实上 , 在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里就有关于孙中山的情况介绍:“今吾

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 , 曾于香山试种罂粟 , 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 , 犹恐植物新法未精 ,

尚欲游学欧洲 , 讲求新法 , 返国试办。惟恐当道不能保护 , 反为之阻遏 , 是以踌躇未果”⑧。孙

中山上书李鸿章时 , 又曾与陆皓东一起去上海拜访郑观应 , 得郑观应的推介 , 结识了不少新的朋

友。“甲午春 , 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 , “既抵沪 , 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 , 藉港友涵介 , 分访王

韬 、 郑观应诸人” 。“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 、 宋耀如二人。廷威为水师将弁 , 由官 (观)应介绍相

识”⑨。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十日盛宣怀的函中称 , “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 , 唐

心存为郑观应在上海电报局所用翻译。郑观应在致盛宣怀的信函中亦写道:“敝邑有孙逸仙者 ,

少年英俊 , 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 , 留心西学 , 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 , 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

法 , 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 , 招人开垦 , 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 , 其志不可谓不高 , 其说亦颇切

近 , 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 , 兹欲北遨津门 , 上书傅相 , 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 弟特敢以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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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介 , 俾其叩谒台端 , 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⑩
。并谓 “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 , 先游

泰西各国 , 学习农务 , 艺后返中国 , 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 , 并以游历新疆 、 琼州 、台湾 , 招人

开垦 , 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 , 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 , 俾到外国向该过外部发给游

历护照 , 以利遄行 , 想我公有心世道 , 必俯如所请也”
 11
。说明郑观应对孙中山的言行和志向有

比较深入的了解 , 并抱积极支持的态度 。但是 , 这次见面后 , 孙中山因上书目的不达进而选择了

“反清革命” 的道路 , 与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相去甚远 。在 《盛世危言》 十四卷本中 , 郑观应

将 “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 , 改为 “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留心植物之理” 12。这样的

文字表述显然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和自我保护的动机 , 因为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 , 公开反对清王朝

专制统治 , 成为统治者的异己分子而遭清廷通缉 。尽管郑观应本人对孙中山并没有特别的恶感 ,

但为了自我保护和少惹麻烦 , 他还是在修订 《盛世危言》 时作了巧妙的改动。辛亥革命前后 , 郑

观应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 , 尤其是 1906年至 1907年的粤路风潮中 , 郑

观应一度遭受来自香港和广州绅商的攻击 , 处境艰难 。在这种名为 “倒郑风潮” 的运动中 , 革命

党人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完全是站在香港和广州绅商一边 , 因此 , 郑观应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

党人在 20世纪初年的关系如何 , 也就不言而喻 。对 1911年的辛亥革命 , 郑观应反映十分平淡 。

尽管从根本上他并不反对孙中山的民主宪政 , 但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尚未具备实行民主宪

政的时机和条件 13。在价值观念 、 思想倾向和社会地位 、 年龄等方面的差距 , 使他与孙中山私人

的交往 , 未能保持下来 ,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但郑观应对孙中山的帮助和影响却不容忽视。

首先 , 通过郑观应 , 孙中山结识了当时中国社会中上层的一批有影响有实力的人物 。如当时

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政论家王韬 、 水师将官陈廷威 , 以及后来成为朋友和岳父大人的宋耀如 , 就

是通过郑观应认识的 。据黄彦教授考证 , 孙中山与同乡先贤郑藻如的交往之中介应是郑观应 。因

为他们都是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重要人员 , “谊同宗 、 生同里” , 思想观点也非常接近 , 关系也非

常密切。孙中山函书郑藻如很可能也是由郑观应转交的 14。

同时 , 郑观应的一些改良主义思想 , 也对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产生与形成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

可以说 , 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对正处于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孙中山来说 , 影响是不

可低估的 。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 , 据范振乾研究 , 认为他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 但郑观应有三

大优点为孙中山所不及:一是郑观应有 32年社会及洋务方面的实务经验 , 而孙中山当时尚在学

或刚就业行医;二是郑观应的 《易言》 在当时再版数次 , 风行海内外 , 1892年又修增多篇 , 改

名为 《盛世危言》 出版;三是郑观应早有因纺织及商务需要而有鼓励农垦及技术改良的经验 ,

1875年 《易言》 即有 《论开垦》 、 《论治旱》 , 及有关农产品生产 、行销的观念 , 而孙中山 1890年

在乡村种罂粟 , 以作为补漏厄及禁烟的手段 , 在郑观应 《易言》 上卷 “论鸦片” 一文中亦早已阐

释过了 , 故而认为是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15。而华中兴先生则认为郑观应对孙中山政治人格的影响

应有下列三点:(一)国家民族思想:从孙中山 《上李鸿章书》 即言 “西人之虎视寰区 , 凭陵中

夏” ;《创立农学会征同志书》 中说:“今值国家多难 , 受侮强邻” , 以及他在 《原君》 、 《原臣》 两

书的扉页中 , 自署 “杞忧公子” , 将此三件事和郑观应具国家民族思想的笔名 “杞忧生” 联起来

思考 , 可以发现孙中山忧虑列强欺凌而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心理及欲奋起行动的方案 , 实深受郑观

应等人的影响而具体化;并且在北上天津前 , 孙中山在政治态度上应同于郑观应 , 即是列强入侵

给中国所带来的危害更甚于满清官僚的腐败 , 故而意图从上书着手经济民生的改良 。(二)求中

国富强的民生社会改革思想:郑氏在 1892年出版 《盛世危言》 自序中即提出 “人尽其才”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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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其利” 、 “物畅其流” 三大改革原则 , 并要求洋务运动能名副其实 。比对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内

容与笔法 , 其主要观念几从郑氏著作中吸取采纳 , 差别只在于强调的重点与程度。(三)对中国

现代化总体观念的启发:郑氏不但将中 、西许多不同的概念加以调和 , 且提出具体方案 。在政治

上 , 如混合着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 , 提倡地方自治;又如在议院中主要以举荐方式 、推选贤与能

的基层官吏作为人民代表 。在社会民生与国家发展上 , 郑氏则欲透过国家力量结合民间资本 , 以

“对抗列强经济侵略 、保护国家利权 、 发达民族资本” 。郑氏许多有关民生的策略 , 也为孙中山日

后实业救国的理念 , 提供知识上初步启导的作用 16。

在香山买办群体中 , 与孙中山有联系的除了郑观应外 , 还有一大批商人 。1894年孙中山在

檀香山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时 , 就有不少香山买办参加 。据有关史料记载 , 兴中会的第一

批会员中香山买办商人就有何宽 、 郑晓初 、 黄焯文 、 张果 、杨少佳 、容星桥 、 刘祥 、陆灿 、 杨心

如等多人 17。兴中会第一次会议是在何宽家里举行的 。当时何宽是檀香山一家美国银行的买办 ,

因对兴中会的创立有功 , 被选为兴中会的副会长 18。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 , 一些革命党

人作出了到洋行做买办的选择 , 因为被洋行雇佣后就有了特权 , 清政府难以对他们施加淫威 , 这

样更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 。1895年 , 广州起义失败后 , 香山人兴中会员杨心如到台湾 , 在德

商美最时洋行做买办 , 另一位香山兴中会员容星桥则在汉口的一家俄商洋行里做买办 19。

容闳的堂弟容星桥是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之一 , 回国后不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 , 辞

去军职 , 赴香港经商 , 任太古洋行买办 , 并在香港结识了孙中山。他们都是香山同乡 , 又都有在

美国留学的经历 , 因此无所不谈 , 孙中山甚至称容星桥为哥哥 。经孙中山的介绍 , 容星桥 、 关心

焉和他的朋友都加入了兴中会。1902年容闳因清政府通缉不得不寄居美国 , 容星桥流亡香港 ,

受孙中山指示协助陈少白办理 《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 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第一份报纸 ,

1904年因经费不足濒临破产。孙中山指示冯自由 、 容星桥等执掌报社工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 ,

“报社组织为之一变” , 在与保皇派 《商报》 论战中取得了优势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 容星

桥又成为同盟会员 , 仍经办 《中国日报》 。1911 年 , 辛亥革命爆发 , 广东宣布独立 , 容星桥随

《中国日报》 回迁广州。胡汉民任广东都督 , 任命容星桥兼任广东省交通司副司长 。二次革命后 ,

容星桥离开广东 , 被孙中山任命为革命筹款委员会委员 , 继续为革命筹款 , 进行反袁活动 20。

值得注意的是 , 通过容星桥 , 孙中山知道了容闳的消息。容星桥又多次写信容闳 , 转达孙中

山对他的敬仰之情。在容星桥的穿针引线下 , 容闳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 , 其思想也逐渐从改良主

义向民主革命转变。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 , 容闳和容星桥遭清廷通缉 , 被迫流亡海外。在

赴日本的轮船上 , 孙中山与容星桥 、容闳相会。这次会晤 , 交换了各自对时局的意见 , 容闳对孙

中山有了很好的印象 , 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 , 因而以 “华盛顿 、弗兰克林之心志” 勉励孙中

山 21 , 并逐渐把革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 , 认为孙中山是 “一很重实际的人物” 。他为

孙中山介绍美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家荷马李 (Hemer lea)和西部财界人士查尔斯·布恩

(CharlesB.Boother), 打算通过他们在美国募集巨款和训练一批军官 , 以支持中国革命 , 发动武装

起义 , 推翻清朝 。这一计划虽然并未实现 , 但表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 容闳已经是以革命者的姿

态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 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22。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

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 , 结束了 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 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对此

容闳十分欣慰。中华民国成立后 , 容闳一方面派儿子回国为建设效力 , 写信提醒孙中山 , 绝对不

要相信连光绪主子都出卖的袁世凯 , 强调革命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 积极为新生共和国各项建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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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寻求国际贷款
 23
。

前面提到的买办商人杨心如 (1868 ～ 1946), 是孙中山的邻里 , 又是孙中山好友杨鹤龄的族

侄。他 “从小有大志 , 好读书 , 聪慧过人 , 过目不忘 , 时以策论雄侪辈 , 常同孙中山一起谈论国

家兴亡大事”
 24
。受杨鹤龄和孙中山的影响 , 1895年加入兴中会 , 积极参与 1895年孙中山组织策

划的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 , 并变卖家产充任起义经费 。认为孙中山 “昭示革命大义 , 推迩及遐 ,

翠亨乡人 , 首义景从 , 心如附劳役骥未放后人” 25。广州起义失败后潜往台湾 , 在经营茶叶的良

德洋行任买办。1897年 , 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台湾发展党务 , 得到杨心如的大力支持 , 他不仅介

绍了一批台胞加入兴中会 , 而且还积极为革命募集经费 。1900年孙中山部署惠州起义时到台湾 ,

入住杨心如的家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 , 杨心如一直在思想上与孙中山保持一致 , 在行动上也积

极配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 , 真正履行了革命者的职责 , 也尽到了朋友的义务 26。

从以上介绍中可知 , 与香山买办的交往 , 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 , 香

山买办群体自身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实力 , 以及社会政治影响 , 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 得到他们

的支持 , 无疑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 , 香山买办是孙中山的同乡 , 他们在文化心理和

价值取向上有相同相似之处 , 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也基本上符合香山买办的思想倾向和

利益诉求 , 因此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有共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础。诚然 , 香山买办中也有不少只问经

济利益不问国家政治 , 对孙中山其人其言其行既缺乏深入了解 , 又没有太多兴趣的人 , 与孙中山

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同乡层面上的关系 , 不可能与主张革命 , 提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孙中山

志同道合 。不过 , 在香山买办群体中 , 以郑观应 、容闳 、 容星桥 、 杨心如 、何宽等为代表 , 在孙

中山的成长和革命活动过程中 , 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三

孙中山与香山买办不同寻常的交往 , 因材料有限 , 难以深入探讨 , 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亦不难

发现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脉络 。尤其是 19世纪中后期 , 香山买办在政治 、 经济 、 外交 、 思

想 、 文化等方面的广泛而强烈的影响 , 以及他们对家乡建设的贡献和对同宗同乡的认同 , 在客观

上激发了孙中山爱国爱乡的热情和反抗专制统治的斗志。他们在道义上和行动上对孙中山革命活

动的支持和提供的帮助 , 为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形成和革命活动之开展 , 在客观上奠定了物质基础

和精神基础。通过他们的指引 、推介和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 , 孙中山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

友 , 赢得了更广泛的同情与帮助。尽管香山买办在人力和财力上对孙中山的支持十分有限 , 但在

革命的创始阶段 , 他们的帮助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 , 都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和现实性的意义。而且

香山买办的开放思想和创新精神 , 以及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 ,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孙中山的思

维方式 、 行为方式 , 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香山买办在商场上的如鱼得水和在官场上的左右逢

源 , 也激发了孙中山的人生梦想和自我实现的愿望。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注意结交工商界的

朋友 , 把金钱看做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 , 就多少与香山买办早期的经济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

有关 。可以说 , 没有何宽等香山买办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 ,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计划难于实

施;没有郑观应的引领 , 也许就没有孙中山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和振兴中华思想的诞生;没有香

山买办的开放 、 包容 、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大胆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 , 也许就没有孙中山

的开放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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