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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前国人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探索

李怀印

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包括许多方面
,

政治

方面 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关键之点
。

现代化的

政治前提所强调的首先是一批现代化的
“ 干

部
”

亦即领导力 t 的形成
,

以及政治权力从

传统领导阶层向现代领导阶层的转移
。

其次
,

当权力转移之后
,

新兴现代国家能不能制订

一系列有助于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恰 当政策
,

并采取相应的制度化措施
,

使之成为持之 以

恒 的长期 国策
,

这对 日后的现代化进程
,

同

样具有至关紧要的作用
。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

把创造现代化先决

条件化为具体的行动
,

是甲午以后的事
.

在 甲

午 以前
,

一直停留在人们的言论上
。

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的 30 多年间
,

人们

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认识
,

有一个不断发展

的过程
。

本文拟对这一过程作一初步考察
,

并

从中梳理 出一个大致的演进脉络
。

(一 )

晚清人士对 现代化先决条件的朦胧意

识
,

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叶的海防筹议过程

中初步形成的
.

18 7刁年
,

日本侵台事件了结后
,

清廷伤

令沿海沿江督抚筹议海防
,

就
“
练兵

、

简器
、

造船
、

筹炯
、

用人
、

持久
” 6条各抒己见

。

当

时
,

不少封获大吏都把
“
用人

”
和

“
持久

”
两

条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

如
,

有的说这两条是

6条 中的
“

要领
” , “

持久一条
,

尤足挽救时

弊
” , “

用人一条
,

尤 为万事之根本
” 。

①有的

说
,

六事当中
,

前四条只是末
, “
用人

,

持久
,

其本也
” 。

②所谓用人
,

这里是指选拔
、

造就

一批为时代所需的人才
。

所谓持久
,

则是使一

系列因应时局变化的政策措施制度化
、

经常

化
。

可 以说
,

这是 1 8 4 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

治阶层第一次触及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问题
。

下面我们来看看
,

晚清统治集团内部那

些对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

是从哪些地方

着手
,

来解决
“ 用人

“
和

“

持久
” 问题的 ?

当时有一种保守的主张
,

认为用人问题

的解决
,

毋需寻找什么新的途径
,

只要照老

办法去做就行
。

例如山东巡抚丁宝祯
、

江西巡

抚刘坤一
、

湖南巡抚王文韶
、

湖广总督李瀚

章
,

均持这样的观点
。

与这些人相 比
,

身为直

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
,

走 了

一条截然不同的思路
。

他摆脱了中国人千百

年来因循不变的
“ 在传统内变革

”
的思维模

式
,

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向陈腐的用人

制度— 科举制开刀的必要性
。

李鸿章认为
,

在近十多年来的洋务活动

中
,

之所以找不到既精通兵略
、

又熟谙洋法

的人
,

是由于不学之过
,

而
“
下不学 ” 又是

山于
“

上不教
” 。

现在
,

文才武将的选拔
,

依

然沿用章句
、

弓马的老办法
,

然而这些旧玩

艺根本不能应用到洋务方面
,

两者之间
“
隔

毅本甚
” .

因此
,

李鸿章郑重提出了改革科举

的建议几他说
: “
科 目即不能骤变

,

时文即主

能逮废
,

而小楷试帖
,

太蹈虚饰
,

甚非作养

人才之道
。

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
,

另开洋

务进取一格
,

以资造说
” 。

③

李鸿章以其显赫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

议
,

这在当时的确算是惊世骇俗之举
,

因为

峭色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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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自从唐宋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录用

官吏的最主要途径
,

它到了近代
,

便犹如一

道堤坝
,

在抗拒着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同时
,

保

护着一群传统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

由此我们

不难想象
,

当李鸿章试 图在这条大坝上打开

一道缺 口 时
,

传统主义分子将会怎样 地惊慌

和反抗
。

事实上正是在保守派的一片攻汗和

咒骂声中
, 1 8 7 5 年 6 月

,

总理衙门不得不宜

布
: “

设科等事
,

势难急行
” 。

④不管怎样
,

从

现代化先决条件的角度看
,

改革科举制的主

张所具有的意义
,

毕竟是有限的
。

相比之下
,

身为福建按察使的邦离熹
,

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
,

倒是能够 以不寻常的胆识
,

在更大程

度上触及
“
用人

”
问题的实质

。

他是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让工商业者问政的人
。

郭禽煮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
,

先把中西

方商人的不同处境做了个 比较
。

他说
: “
西洋

立 国
,

在广开 口岸
,

资商贾转运
,

因收其税

以 济国用
,

是 以国家大政
,

商贾无 不与 闻

者
” 。

相 比之下
,

中国工商界人士与国家之 间

存在着严重的隔阂
,

不少华商 巨富因担心清

朝 官吏的敲榨 勒索
,

不敢打出自己的旗号
,

而

甘愿挂洋商的牌子
,

做外人的附庸
。

因此
,

在

郭离煮看来
,

目前国家的当务之急
,

是
“
急

通官商之情
” ,

消除官商之间的隔阂
,

保护商

人的利益
, “
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

” ,

让商贾

们 在政 坛上有说话的权利
。

如果不这样 做
,

“
舍富强之本图

,

而怀欲速之心
,

以急责之海

上
,

将谓造船
、

制器用其一旦之功
,

遂查转

弱为强
,

其余 皆可不问
,

恐无此理
” .

⑤

郭禽煮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 的

主张
,

是需要付出惊人的勇气的
。

因为在那

个时代
,

现代工商业者亦即民族资本家作为

一个社会阶层 尚未形成
, “ 四 民

”
等级观念在

社会上依然普遍流行
。

在这种背景下
,

郭篙

森居然把位于
“
四 民

”
之末的商贯

,

提到参

与国政的地位上
,

这给传统势力所带来的震

撼
,

便可想而知
。

升刀关于如何
“ 持久 ” 的问题

,

一般获吏所

提盘孚天西乎都派于空论
,

役有什 么实质性

的新内容
.

包括李鸿章
,

在这一点上也没有

拿出什么新招
,

只是要求
“
办事之人 同心协

力
,

后先相继
,

日益求精
” ,

云云
。

相 比而言
,

郭青煮 的观点
,

就要显得具体得多
,

也全面

得多
。

他全然不顾清廷拟议 的
“
六条

” 的限

制
,

在推
“
中外情形所 以异同

”
之后

,

提出

四 条带有现代化总纲性质 的统 筹全 局的意

见
。

首先是在政治上
“
急通官商之情

” 。

这条

对策的具体内容
,

前面 已作了介绍
。

值得指

出的是
,

郸禽煮把它放在四条之首
,

敢言他

人所不敢言
,

足见他对时局 的替变和历史潮

流具有多么深刻 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见识
。

其次在经济上
“
通筹公私之利

” 。

强调国

家要向西方学习
, “
以保护商贾为心

” 。

如在

海运方面
,

官方 不该与商贾争利
,

最好设立

一个
“

市舶司
” ,

其首领 由商人公举
,

三年一

易
。

其三
,

国防上
“

兼顾水陆之 防
” 。

在他看

来
,

无论李鸿章这样的东南海防派
,

还是左

宗棠那样的西北塞防派
,

均失之偏颇
。

在制

订国防战略之前
,

首先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

只

有在全面深人 了解 了国际局势之后
,

才能制

订一个适 当的防御计划
。

第四
, “
先明本末之序

” 。

这里
,

郭满森

总结 了自己对现代化先决条件 (
“

本
”
) 的看

法
。

在他看来
,

制订因变对策时
,

应知道哪

些是根本性的
、

最重要的
,

哪些是被决定的

和次要的
。

郭禽煮以历史为鉴
,

指出
“
政教

之及人
,

本也
; 防边

,

末也
” 。

比起边防来
,

健全和更新政治休制
,

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
,

上下一心
,

和衷共济
,

这才是根本之图
.

即

使在边防当中
,

也有本末之分
。

所谓练兵
、

制

器
、

造船
、

理财
,

都是末
, “
用人

”

才是本
。

只要朝廷
“

念念以培养人才为心
,

邪正公私

较然不能掩
” ,

那么士大夫的精神就会焕然振

作
,

吏治之功效亦必 日新月异
.

⑥

(二 )

近代中国人在认识现代化先决条件的道

路上
,

是走得相当艰难的
。

李鸿幸的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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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算是相当出格了
,

郭禽煮又比他更进一

步
。

但他们的认识
,

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
,

毕

竞只能做到
“

浅尝辄止
”

的地步
,

见诸纸面

的主张
,

更显得小心具冀
。

然而
,

在现代文

明浪潮的怪袭下
,

任何传统主义堡垒如果不

甘招被冲毅和淹没的话
,

都必须作出某种创

新性回应和调整
.

近代中国人正是这样
.

1 8 7 5

年 8 月
,

就在郭禽森上奏后不久
,

清政府任

命他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

以此成为近代中

国对外派遗常驻使节的开端
.

随着时代的发

展
,

晚清士大夫对现代化先决条件的认识
,

也

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化
。

18 7 9 年贵州
“

候补

道
”
罗应流所发表的政论

,

在这一时期的士

大夫官论中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我们从他

的政治主张中不难把握时代前进的脉膊
.

罗应流的现代化方案包括如下五点
:

第一
, “

整学校 以新吏治
” 。

罗氏认为
,

现

今的吏治已坏到极点
, “

庸劣贪墨无处无之

/屯
。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 的局面 ? 这并不是因

为举勃不严
,

整顿不力
,

而是人才太少
,

称

职者难
。

进一步推究
,

则是 由于在陈腐的科

举制度下
, “
学校之未究真学

,

选举之未得真

才
,

任用未能各适其长而尽辨其贤否耳
。 ”
所

以
,

刷新吏治
、

培养人才的根本办法
,

是改

革科举和用人制度
, “

学校振则根本立矣
” 。

具

休做法
,

可 以把京 师太学和直省书院改为

“
经世书院

” ,

让那些有志于经世之学的举贡
、

生员做学生
。

一旦进院
,

即完全抛弃时文
、

诗

狱这些浮而不实的东西
。

学成后
,

即由掌院

和份抚视其才之大小保奏录用
。 “

其有通达古

今政体
、

人才识远
,

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

大任者
,

则渐用为卿贰
、

司道
,

以为大臣之

选
” 。

另外
,

院中还要聘请
“
西学师

” ,

讲授

物理
、

数学
、

力学
、

电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

课程
。

学 成者可以任用到 机器
、

船政 各局
,

“

荣以禄位
,

与部臣等
” 。

这里
,

罗 氏还特别

指出
,

凡是学 习 “ 西学
”
的学生

,

不一定要

从举
,

贡
、

生员 中录选
。

只要他们能知文义
、

具巧思
、

有志于学
,

就可以收进来
. “
内有通

达政体
、

身备圣 贤之学者
,

仍可任以尚书
、

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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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

督抚
、

卿贰
、

司道之职
” 。

罗应毓的上述政治变革设想
,

从根本上

突破了
“
在传统内变革

”

的模式
。

传统政治

体系赖 以运作的基础— 科举考试制度
,

在

这里已经被架空
,

失去 了原有的实质性意义
。

崭新的经世书院教育体系
,

成为推动政治结

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蜕变的有力机制
。

这套

改革方 案
,

实质上是一个大胆的试图使清朝

统治阶层从上到下
“

大换血
” 的计划

.

第二
, “
练兵民之武技以 自强

” 。

这里所

讲的
,

是有关军事制度的改革设想
,

包括八

旗
、

绿营的改革以及训练
“
民兵

”
等具体项

目
.

罗氏特别强调 民兵训练的重要性
,

认为
“
训练既成

,

偶遇缓急
,

随时随地皆调集百万

劲军
,

尚何虑强邻之蓄谋不轨哉 ? ” 罗氏的此

一设想
,

在某种程序上不免流于空想
。

因为

这些用
“
长予

、

大刀
、

短刀
、

枪炮
”
武装起

来的农家子弟
、

妇女
,

能否敌过列强的洋枪

洋炮
,

实在令人怀疑
。

不过
,

在人 口众多的

中国
,

这种植根于悠久历史传统的军事思想
,

又不无一定的合理性
。

如果人们联想到这种

全民皆兵的做法
,

事实上一直延伸到现代的

话
,

那 么
,

传统与现代的微妙关系
,

在这里

不是更值得人们玩味吗 ?

第三
, “
精机汽之器械 以利用

” 。

罗应流

强调学 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

呼吁社会

有志之 士真 心实意讲求 机器
、

重学 (即力

学 )
、

算学
、

化学和电学
。

同时认为国家应该

招集商人
,

兴办公 司
,

从事铁路
、

电线
、

机

器
、

船政等各项建设
。

对于有新发明
、

新创

造的人
,

还应该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
,

赏给

五等爵位
,

给 以世职
。

以上所讲
,

实际上是

一套经济现代化方案
.

第 四
, “

参西国之法例以谋远
” 。

这里除

了建议 改革治狱制度和工匠管理 制度之外
,

重点强调
,

向国外派驻使节
,

以保护华侨利

益
。

他认为
,

这方面应该从长远着想
, “
不心

拘泥中国休制
” 。

第五
, “

握朝野之利权以储费
” 。

罗氏在

这里提出了一个使中国的工业化尽快启动的



粗略设想
。

这一设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

经济侵略为其出发点
。

他说
,

中国历来偏重

礼乐教化
, “
富强所不屑为也

” 。

但现在外国

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正 日益膨胀
,

中国受害不

浅
。

如果再不行动起来
,

掌握本国利权
,

听

任洋人噬之
、

夺之
,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 那

么
,

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
自操利权

”
呢 ? 罗

氏指出这样几点
, 。

即开采矿藏
、

振兴 民族工

业
、

发展远洋运输
、

实行关税保护措施等
。

⑦

(三 )

进人 19 世纪 80 年代
,

传统中国社会与

外部文明之间的接触和碰撞
,

显得 比以往几

十年更加频繁
、

剧烈
。

19 世纪 8 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晚清中国社会
,

正处在一种突变性的

大动荡前夜
。

经济
、

政治
、

军事外交方面如

此
,

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
。

8 0 年代以及 9 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最引

人注目的现象
,

是一批所谓早期维新派人物

的出现
。

这批人士活跃在东南沿海 口岸城市
,

大都游历或出使过西方国家
,

有的在外商洋

行里做过事
,

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都有切身

的体验
,

因此思想上 比一般士大夫更开放
、

更

富有现代意识
。

在对待如何改 良中国政治
、

为

现代化铺平道路问题上
,

他们的见解 比起前

述诸人来
,

也步得更加激进
、

更加全面
.

这里
,

我们选取王韬
、

郑观应二人作 为

他们的代表
。

先来看看王韬的改革设想
。

王韬在所著 《变法 自强 》 一文中说
, “
今

日之当变者有四
” ,

即
:

第一
, “
取士 ” 。

全面

改革考试制度
,

废除
“
时文

” ,

代之 以各种有

用之学
,

武科亦宜废 弓刀石而代之以枪炮
;
第

二
, “

练兵
” 。

陆营
、

水师的训练
,

一律改从

西法 /装备上一律用枪炮
、

轮船
,

取代过去的

弓予
、

艇舶 ; 第三
, “
学校 ” 。

广设学校书院
,

课题可分
“
文学

” 、 “

艺学
” 两类 (大致相当

于现在的文科和理料 ) ; 第四
. “

律例
” 。

要把

现在全国上 下大大小小的所有官员 尽行 裁

擞
, “

内自京师
,

外 至直省
,

大自六部
,

小至

州县
,

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 习
,

悉一

扫而其之
” .

然后让那些谙悉律例的知识分子

充任各级职务
,

定期加以考核
、

奖惩
。

⑧

王韬的上述改革设想
,

囊括了政治
、

法

律
、

军事和教育等主要方面
,

其激进程度超

过前面任何一种方案
。

但是
,

王韬所提出的

那套方案
,

特别是其要求清朝官僚集 团全盘

撤换的设想
,

作为一种改革方案 (而不是一

个革命纲领 )
,

恐怕是任何一位上层统治者都

不愿和不敢接受的
。

郑观应的改革思想同样比较激进
。

他认

为西人立国有体有用
, “

育才于学堂
,

论政于

议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 同心
,

务实而戒虚
,

谋

定而后劲
,

此其体也
,
轮船

、

火炮
、

洋枪
、

水

雷
、

铁 路
、

电线
,

此其用也
” 。

这里所说的
“
用

” ,

不妨理解为现代化在物质层面的具体

表现
。

所谓
“

体
” ,

则是指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

郑观应接着说
,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 “
无论

竭撅步趋
,

常不相及
,

就令铁舰成行
,

铁路

四 达
,

果足恃 ?" 中国要现代化
,

首先要具备

前提条件
,

也就是
“

求其体
” ,

学习西方的政

治制度
。

为此
,

郑观应专门撰写 《议院》 一

书
,

呼吁在中国设立议院
。

他坚信
: “
必先立

议院
,

达 民情
,

而后 能 张国威
,

御 外侮
” 。

⑨

郑观应的此一改革设想
,

是沿着一条崭

新的思路得 出的
.

前面所介绍的若干人物
,

其

改革主张
,

大致都属于
“

中国本位
”

模式
,

亦

即在 中国传统智蔽所许可的范围 内产生的
,

换句话说
,

都没有把国外的历史经验和现代

化模式作为制订改革计划的参照系
。

按照这

种思维方式所形成的改革方案
,

其最大胆
、

最

激进的设想
,

也只不过是要使现行官僚集团

来个彻底换班
.

除了科举制度这一层之外
,

它

们对现存政治体系
,

提不出更多的改革办法
。

郑观应的设想
,

则超越 了传统智惫的范围
,

他

把 目光投向西方经验
,

在甄别了西洋赖以立

国之
“

休 (或
“
本

”
) 与

“
用

"
(或

“

末
” ) 之

后
,

便毫不迟疑地要把西方立国之
“

本
”
引

直到中国来
。

在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上
,

郑

观应算得上是一位开创
“
西洋本位

”
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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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式之先何的人物
。

然而
,

我们不能不看到
,

郑观应的思路

也有它的局限性
。

首先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简

率性
.

在郑 氏粉来
,

既然 A 现在觅需政治革

新
,

那么就应该粉看先进的 B 情形如何
。

一

且弄清趁之后
,

就应该幸 B 之所有
,

补 A 之

所缺
。

过去我们的失败是 由于
“

求其用而遗

其常
, ,

现 在 弥补之 法
,

便应 该 是 先求其
“
体

” 而徐图其
“

用
” .

令人遗憾的是
,

郑观

应的这种简单的横向排 比和形式逻辑
,

使他

颇倒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
“

本
”
与

“

末
”
的

位 t
。

我们知道
,

西欧各国
,

诸如英国和法国
,

走的是一条渐进的内生型现代化道路
。

文艺

复兴以后的科学革命的技术进步
,

以及生产

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

才是推动社会进步

和现代化运动的根本动力
。

至于其现代化的

先决条件
,

则是 由这些国家 的新式土地贵族

或商业寡头在 17
、

18 世纪完成的
。

但 当时他

们所把特的议院或国会
,

跟 19 世纪晚期郑

观应所处时代的议院是两回事
。

前者事实上

依然是一种寡头政治
,

而后者则是工业革命

发生后经济利益不断分化
、

社会结构走向多

元化
,

导致政治参与范围 日益扩大的产物
。

也

可以说
,

是西欧中世纪历史传统在现代化过

程中的一种适应和转化
。

因此
,

郑观应所说

的议院
·

,

与其说是现代化之
“

本
” ,

倒母宁说

它是现代化之
“
末

” 。

把现代化的后果棍同于

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

这是郑观应的思维方式

历堆以通免的一个错误
。

其次
,

郑观应的这套方案既然是机械地
“

拿来
” 的

,

所以
,

在晚清中国社会的现实条

件下
,

也 同样缺乏起码的可操作性
。

道理是

不言而喻的
.

19 世纪晚期的中国
,

依然是一

个实质性的传统社会
,

经济
、

社会
、

政治面

貌一如往昔
。

要在这样一块陈腐的土城上
,

栽

插一枝来自完全异质的土地之上的花朵
,

当

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

·

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

化先决条件的探索
,

至此为此
,

已在我们面

前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

首先
,

7 0 年代中期的海防筹议活动
,

通

过本末关系的探讨
,

把现代化先决条件问题

首次提出来
。

在这场讨论中
,

李鸿章率先打

破
“
在传统内变革

”
模式

,

向传统政治体系

的基础— 科学考试制度提出挑战
。

这一挑

战的意义
,

在于它有可能为现代化所必需的

权力转移过程打开一道缺 口
。

娜拢熹直接主

张国家政策应该体现工 商业资本家的利益
,

首次提出让资本家议政参政问题
。

他所建议

的一套现代化框架方案
,

兼顾 政治
、

经济
、

军

事等各个方面
。

可以说
,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

全 面探索现代化条件的第一人
。

总的来说
,

李

鸿章和郭拢燕的前驱性探索
,

为 日后 中国政

治改 良思想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范本
。

接着
, 7 0 年代末

,

以罗应峨为代表的一

批士大夫沿着李
、

郊二人的思路
,

提出了更

全 面
、

更彻底 的现代化方案
。

这一方案在主

张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全面更换领导阶层
、

完成权力转移任务的同时
,

强调在军事
、

科

技
、

经济
、

政治
、

外交等领域
,

系统的学习

西方 ,’ 实行全方位的现代化
。

可以说
,

类似

罗应旎这样的方案
,

已经差不多贴近了现代

化所需要的先决条件
。

最后
,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
,

一批
“

早期

维新派 ” 人物对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

作

了更进一步的探索
。

他们的主张
,

一般都显

得 比较
“

激进
” 。

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郑

观应的主张一改从前的中国本位模式
,

树立

了西洋本位的认知模式的先例
。

不过这些方

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缺乏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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