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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风气之先
”

与
“

开风气之先
”

— 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

董 淮 平

郑观应 ( f8 4 2一 ! 922 年 )作为人们所熟知的改良主义先驱之一 他的一系列时论经由后人的反复考

论
,

儿 乎己经成为 一砷历史常识
、

郑观应撰写于 四 世纪 6 0 年代左右的 (救时揭要 )和成书于 1880 年的

戈易言矛36 篇本是夏东元先生 <郑观应传护
’

第二章丈初期的维新思想 )中的主要论秒臼寸象
.

在这里
.

夏先生

将郑观应初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

勾勒出一条非常 ;青晰的线索
。

而拙文 (论郑

观应
一

早期思想的演变 ) ②
.

则仍以 (救时揭要) 与 ( 易言》作为考察郑观应早期思想的主要 资料
,

展示 他贯

穿其中的视野
、

语言
、

心态
、

观念方而的变化轨迹
。

然而
,

自(救时揭要 )到 ( 易言》
.

郑观应对时局
、

对世界

认识的惊人变化竟然从他的笔底流向当代
.

流向人们心 中
。

这种流动的特殊节奏极易使人联想到郑观

应当时的生活环境— 他居住的城市上海
,

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快节奏变迁
。

正是这个城市不 同寻

常的文化氛围
,

使郑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

而这种精神气质的散发又使走向现代之路的

当代人怀然心动
。

双向交流 : 与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

“

学术界习愤上把甲午
. 1戊争以前鼓吹改

良的人们称早期改良派
。

早期改良派的主要

人物冯桂芬
、

工韬
、

郑观应
、

都是呼吸着上海

的清新空气
,

喝着黄浦江水
,

酝酿产生他们的

改良思想的
。 ” 缪,

我以为
,

来自《近代上海城市

研究 )的这一概括是极为准确的
。

因为郑观

应若易言》中的 《自序》
,

就印证了这一点
:

“

余质性 各钝
.

鲜能记项
。

长 而客游四

方
,

日与异国 人相接
。

而沪上 为定〔海通津
,

南

北冠盖 往来
,

群 萃旅处
。

达 人杰士往 往或从

之游
.

与之 周旋晋接
。

窃闻 11寸论
,

多 关大计
。

以为山今之道
,

变今之俗
,

宜览往古
.

法自然
.

雌远悄
,

师长技
,

攻其所短
,

而夺其所恃
。

而

泰西人久居中国
,

亦时时申论其说
.

作局外之

旁观
。

… …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
,

泰华不

以穷高而辞块壤
。

令使天
一

!;之心
.

几有心口
.

各竭其知
,

各腾其说
, · · ·

一 ! ; 必渭 言出于 谁

某
,

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
’ .

J

应该说
,

它是分析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及其

特征的关键性文本
。

与大众传媒相关的文 化行业
,

在上海历

来十分发达
。

譬如报刊业
,

上海的报纸始于

五 口通商之后
,

此后发行量均雄踞全国之首
。

而众多报刊所传播的信息对郑观应的影响是

极为直接的
。

反映郑观应早期思想重大转折

的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

现被收入 《救时揭

要》附录
,

这篇文章从时间上看亦当属 (易言》

系列
,

而它的撰写就直接导源于 (申报 )副刊

的 (滴寰琐记
·

内地轮船进止议》
。

因为同 (内

地轮船进止议 )所讨论的主题产生了共鸣
,

郑

观应才撰文总结他所熟悉的西方造船业与航

运业发达的原因
,

进而列举出西方商业社会

夏东元
:

《郑观应 传)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8 5 年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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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
、

筹措资金
、

官商关系等方面值得中国

借鉴的优势
。

( i仑
L

}
,
}习轮自l乍j生11: 大略 )在观念

上 具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表征意义
,

而报

刊在这里至少产生 了诱导作用
:

报纸既提供

给他信息
,

也触发他去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
,

并系统地表达思考的成果
。

类似
“

多关大计
”

的
. `

时论
” ,

郑观应一 直给子 !
L `

泛的关注
,

所

以
,

他还有很 多文章
,

陆续发表在 ( 中报 ) 与

`万国公报 ) 上 据此
,

郑观应 与大众传媒构

成
一

r 双向交流的关系
〕

卜海所译西书
,

在全国 也占绝对优势
,

拟

统 L{
· , “

L84 3 年宝}! ! 8 q 8 年
, `

乍
`
国共 111版 各种

西书 5 6 1 护!
,
,

其中 t白上海出版的达 4 3 4 户}
, ,

占

77
.

4 %
” , “

在上海成长的知识分子郑观应
、

工

韬等
,

所受西书影响更是沦 肌侠髓
,

广泛而深

刻
: ” `

, 其时郑观应并没有 周游英
、

美
、

法
、

德

诸国
,

但他却能够
“

讯远情
” ,

在稍后的 <易言》

中屡屡提及这些国家的治国经验
,

还简要闸

述了欧洲历史
,

其中包括对工业革命的素朴

解释
。

正 如王韬在 ( 易言
·

跋 ) 中对这些言论

所作的归纳
: “

一切所以拯其弊者
,

悉行之以

西法
: ” `

乡 这种变 化的出现虽然也导源于郑

观应
` .

日与异国 人相接
”

的工 作经历
.

但与他

的视野相比
,

他的职业毕竞更为单纯
二

囚此
,

主动吸取西书中的丰富信息
,

应是他获取新

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
。

学术界
一 般给子较高评价的七论议政 )

( 一8 7 5 年 )
,

上七成文时 l司咋台值 匕海各类于胜刊不

断欢载 讨 i仑
`

1
’
西制度异同文 章的 7 0 年代

作为近代中国第 一次明确提出仿效西方制度

要求的一 个历史文献
,

它山郑观应写出
、

且在
_

L海公诸于世看来并不是 一 科
,

巧合 : 上海当

时在经济与文化上虽然欣欣向荣
,

但就整个

中国社会而 言
,

仍处于一 仲边缘地位 ; 郑观应

的这 类言论
、

也属 于
“

言 之谆 谆而听 之藐

藐
,, ③ ,

而 令王韬 徒唤 奈何的非主流话语
。

( 易言 )将招致
“

天下人以祀忧生 (指郑观应 )

为 口实
` ’

的担心步
.

其针 对性 应该说是极强

六勺
。

70

相对 于 ( 救时揭要 》
,

( 易言 ) 中迷信 色彩

的大大减弱
,

或 i午也得益于西
一

方科技在上海

的传播以及上海人对此认同最
一

多的风 气
。

总之
,

郑现应在 r易言 ) 中的一系列
“

时

论
” ,

以及
“

时论
” 〔
{
,

所体现的 日趋开阔的视

野
、

口渐系统化的观点
,

均同他
“

旅处沪读最

久
” `
,

,

与上海较 为发达的传媒如影随形的生

i舌经历密切相关
C

平等观念
:

现代性人格因素的悄然滋长

` 易言 ) 中所休现的:-{J 放心态尤其引人注

日 追溯这种开放态度的来源
,

我们不能排

斥
“

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
,

泰华不以穷高而

辞块壤
”

的文化优越感因素
。

问题在于
,

如果

说文化优越感因素仅仅意味着面对弱小的某

种宽容
,

那么郑观应 思想的土壤中正悄然滋

生的理性与平等幼苗
,

或许就不是这种
“

宽

容
”

所能培育的了
。

郑观应 (论机器 ) 一文⑥ ,

曾论及中国雇

佣西方技术 人员问题
。

就管理这一 层面而

言
,

关已氏坚持了
“

主权
”

原则
,

他指出
: “

今中国

虽设立船政
,

热须得迅中西之学
、

明制造之事

者
,

派为总办
,

而后所请洋匠
,

不敢欺蒙
,

精益

求精
,

互相讨论
” 。

至于如何对待外国技术人

员
,

郑观应认为关键在于以诚相待
,

因为
“

各

厂洋 l正
,

我不能以 诚相待
,

彼或不肯尽艺相

传
” ,

故 只有
“

厚给薪水
,

奖以虚衔
” ,

才能使外

国技术人员心悦诚服
, “

然后人皆用命
,

各奏

尔能
” , `

}
,

国的
“

皓政
”

或
“

制 i查之事
”

就能由此

获利
。

这种对待问题的思路
,

显然来自郑观

应生活于其中的商业社会
,

来自他从这个社

会所获得的职业熏陶
。

弧烈的趋利倾向
,

无

情地冲破了而对西方更为发达的工 业文 明

时
,

中国传统士子特有的情感上的窘迫
,

在焕

①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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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理性 力量的同 !!寸
,

又潜移狱化成一 钟据

现代化理论看来
,

对陌生人戒备甚少
、

已经具

备现代性的开放心态
。

正因为如此
,

郑观应

才能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在技术管理方面的

优长
,

如他对西方保护专利制度的准确诊释
:

“

凡能别出心裁
,

制 一奇器
.

有益于国 i十民生

者
,

则必赏以职衔
.

照会各邦
,

载于和约
,

限以

`l三数
,

准其 独 ;贵
,

主妙l满之 后
,

别 )\ J少得仿 效

故创始者既获美名
,

又收厚利
” ; 以及对其促

使西方技术人员
“

苦心孤 i旨
,

斗巧争奇
”

激励

机制的深刻认识
; 更为可贵的

,

当然仍是
’ `

中

国能踵而行之
,

未始非振作人材之道
”

的开明

态度
。

循着郑观应在文章中的思想轨迹
.

学

习西方成了
“

法自然
”

之事
.

无须克服多大的

心理障碍
.

这显然与他在上海的生活经历有

关
,

与他在这 一 环凌中形成的 .fJ 放的现代性

人格有关
。

从比较抽象的角度看
,

墓于开欣心态的平

等观念也深深融入 了郑观应的世界观中
。

比

如他对中国在全球中地位的认识
:

` .

夫地球圆

体
,

既无东西
,

何有中边
。

同居粗载之中
,

奚必

强分夷夏
” ,

这里不仅涉及科学的地理概念
,

并

目不自觉地引伸出种族平等的政治概念
。

因

此在外交土
,

他才
’

可能提出
`

如中 l珍能自视万

「,J之一
,

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
,

1,国
,

而中1tI

之法
,

亦可行于 万国
。

所谓彼教之来
,

即引我

教之往
。

风气
一

开
,

沛然莫御
”

的梢彩对策
`

气

另
一

方而
.

追求平等必然导致郑观应对资本主

义各国官商教士
“

尊己抑 ) 、
.

任情吱理
,

藉端滋

事
”

的后果— 与华商交易不公正
、

嘴
’
西立约

不平等的批判
: 也促使他批评中国政府在外交

上
“

随
”

与
` ’

激
”

这两种极端态度
,

分折
“

随则病

国
,

激则
一

兴戎
”

的不利态势。 ,

从而以一种不卑

不允的心态对待西方的律法和世界政治洛局
。

这种世界观对郑观应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

认清

这 一点
,

才真正明白郑氏何以能够直面
“

泰西

数十邦叩关互市
,

与我中国立 约通商
,

入居内

地
` ’

的现实
,

并参透
“

此 乃中国
一

大变局
,

三 干

余年来未之有也
”

的本质③。

或曰
:

郑观应对公法的认识 尚有幼稚或

一骊情愿之处
。

假如这种看法的理由是郑氏

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
“

弱肉强食
”

的一面
,

那

么就是未将池一以贯之的
“

自强
”

观念作为他

奋斗一生的
“

主旋律
”

来进行体察
。

其实
,

以
“

自强
”

的
“

主旋律
”

作 为须臾不离的背景音

乐
.

走向现代化之路
、

并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深

刻1水验的中国 人
,

应当能够感受到近代上海

城市发展与郑观应思想演变节律的协调性
。

良性互动
: “ 得风气之先

”
与

“
开风气之先

”

郑观应撰写 ( 易言 ) 期问
,

具有现代性特

征的职业经验之积累
,

激发了他潜在的带有

传统文化主流色彩的实用理性梢神
,

使蕴含

在了救时揭要 )中的民间文化传统色彩趋于淡

薄
,

原先的道佛意识及其语境逐渐消失
.

符 合

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念日益增长
,

就客观环境

的影响而言
,

这无疑是上海独特文化氛围熏

染的结果
。

当然
,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批吸

收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佼佼者
,

郑观应的努力

并不仅仅是对环境的消极反映
。

当符合现代精神的理性观念一旦具备
,

新的精神资源使作用于 ( 易言》的一 系列文

章
,

使作者形成了新的表述风格
、

拥有了新的

话语系统
。

以郑观应对于西方物质文明之输

入的态度为例
.

在一 个像中国当时这样的传

统社会中
,

对 于西方物质文明输入之阻力的

大小
,

一般说来
, “

在于西物是否同中国本土

的器物具有对应性
” ④ ,

存在对应性
,

则更容

易得到认同并接受
.

像钟表
、

音盒
、

玩具等物
,

而我们所看到的是
,

郑观应对这些器物倒不

怎么感兴趣
.

反而批评由这些东西引起的盛

行于清廷的
“

玩物丧志
, ’

风气
,

担心这种风气

对整个社会的误导 ; 相反
,

对于那些缺乏对应

郑现应
:

(论公法 )
.

(郑砚应集) (上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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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事物
,

如
“

电线
、

火 车
、

耕织
、

开矿诸机

器
” ,

他似乎投入更多关注
,

不厌其烦地向人

们描述与推荐
,

指出这些器物为
“

有益无很

者
” ,

而
“

华人恶之低之
”

的排拒态度
,

正是
“

振

作难期
”

的原因① 。

从郑观应论说这些新事

物的篇章看
,

l
一

匕之具有对应性的那些器物
,

他

的理解似与客观事物的而貌更趋接近
,

在工

业文明引进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 见解
,

即便以 今夭的眼光看
,

他对西方物质文明的

这种取舍仍然是比较科学的
。

被理性之光照耀的
_

L述过程表明
,

郑观

应在上海的这段时问
,

不仅
“

得风气之先
” ,

而

l1t 以他的识见
“

开风气之先
” ,

也就是说
,

他与
_

.

L海文化氛 k1[ 的形成
,

表现为一 种良性的互

动关系
。

不过
,

郑观应同
_

!二海的都市生活
,

却远未

形成水乳交融般的关系
。

郑氏对城市文化的

世俗色彩充满隔膜
,

特别是对于以消闲
、

娱情

为目的的大众文化
,

如选举市花
、

选举城市小

姐
、

推举妓女
“

总统
”

等活动
,

以及议 i仑电影明

星
、

传播名人轶事等风习
,

则更多地保持着一

种批判的态度
。

至少在精神领域
,

他生活在

都市特有的繁荣之外
,

因此对这种繁荣在社

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儿无体认
。

这既是

郑观应的认
一

识局限
,

又使他在理性地揭露现

代化历程中资本主义文明负而影响的活动

中
,

占据着有利地位
。

这一 现象表明了精英

阶层的典型特征
,

而如此特征
,

仍然在转型时

期的当代知识分子中问延续
。

一个在百多年来始终具有探讨余地的命

题是
:

观念中的理性与平等因素固然是正确

反映客观世界的来源
,

但它们井不能主宰思

想者的一切
,

尤其是生活在祖国而临变迁
、

遭

受侵辱之特殊时代的思想者的情感
,

而情感

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

郑观应当

然不是一个例外
:

当他主张将中困视为万国

之一的时候
,

也难免流露出
“

庶几圣人之道施

及蛮骊
,

凡有血
,

气者
、

莫不尊亲
、

文教之敷
,

于

是乎远矣
”

的 自傲倾向 ,
,

他屈辱感的消解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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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平衡的保持最终是由于
“

用夏变夷
”

观念

所起的作用
。

但需要指出的是
,

尽管这一观

念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
,

但它 们

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中倒恰恰是作为一种宽容

心态的梢神资源在起作用的
。

对于那些 以
“

效法西人为耻
”

的
“

拘迁之士
”

来说③ , “

用夏

变夷
”

的激励机制是不存在的
,

但对于在西方

器物
、

制度
、

精神三个文化层面上均具 比较清

醒意识的改良者而言
,

郑观应的思想演变历

程则是极为典型的范例
。

余论
: “

中体西用
”

特殊内涵的启示

王韬对郑观应大量
“

引进
” “

西法
”

的目的

有一个简洁的归纳
: “

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

之局
,

一切西法西学
,

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
,

耳

之所未闻
。

夫形而上者道也
,

形而下者器也
。

祀优生欲变者器也
,

而非道也
。 ” ④ 在这里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主题 已经显示出来
,

而这个命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长盛不衰
,

从

根本上说
,

或许恰恰导源于求索者们同样的
“

情结
” 。

但是另一方面
,

即便出于相同的
“

情

结
”

与
“

体用
”

思维原则
,

由于每一个体的特殊

境遇
,

其焕发出的思想闪光必然色彩各异
,

也

就是说
,

其
”

用
”

之内涵的差别
,

构成了他人不

能任意取代的效用和价值
。

这也是郑观应早

期思想演变历程给予我 fI’ I的深刻启示
。

_

:.I 海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一个东西方文

化冲突与交流的前沿
,

为郑观应实现认识世

界与改造中国的愿望
,

提供了最富于挑战性

的场所
。

郑观应对挑战反应的积极性和有效

性
.

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张力 ;郑观应

在
_

L海的努力及贡献
,

对于
`

一

卜国走向世界
、

走

向现代化
,

具有一种特殊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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