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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的《盛世危言 》热与郑观应的爱国思想

赵璐

提 要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

他 1 8 9 4 年著成 《盛世危言 》
。

本文针对甲

午战后所形成的《盛世危言 》热
.

认为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该书顺应了时代潮流
,

是作者爱国思想

的集中体现
。

关键词 郑观应 甲午战后 《盛世危言琪 爱国思想

郑观应
,

近代中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

他所著的 《盛世危言 》
,

不仅阐述了变法维新

思想
,

而且也是他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

在中国近代曾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
。

尤其是在甲午

战后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 》热
,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早在 1 8 9 1 年
,

郑观应就基本写成《盛世危言 》
,

并于 1 8 9 4
·

年春刊行
。

甲午战争爆发后
,

他

时 刻关注着战局
,

表现出高 昂的爱国热情
。

但是
,

甲午战败使中国陷入
“
敌无 日不可以来

,

国

无 日不可以亡
” 的境况

,

朝野上下笼罩着惊慌
、

痛惜
、

失望的愁云
,

举国上下莫不惊呼
“
中 国之

将 亡于旦夕
” 。

为了救亡图存
,

郑观应重新修改并刊印了《盛世危言 》
,

他说
: “

今中 日战后
,

时

势变迁
,

大局愈危
,

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
。

距作书仅年余耳
,

而事 已迥异
,

故未言者再尽言之
,

已数易其稿
。

… …以期草野咸知
.

及时兴起
,

免成风痹不治之症
’ ,

①该书以其真挚的爱国激情
,

丰富的变法主张
,

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赞誉
。

1 8 9 5 年 3 月 26 日
.

江苏藩司邓华熙将《盛世危言 》五卷本推荐给光绪皇帝
,

他在奏折中

说
: “
巨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盛世危言 》一书

,

于中西利弊透避无遗
,

皆可施诸实事
。 ” ② 4

月 2 0 日
,

光绪帝批示
: “
知道了

.

书留览
” .

并命总理衙门刷印两
「

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
。

邓华

翰周安徽巡抚后
.

于
`
1 89 7年

、

1 8 9 8 年又两次向皇帝推荐该书
.

1 8 9 8 年
,

光绪帝师傅
、

曾任工

部
、

礼部
、

吏部 尚书等职的孙家鼎再次将《盛世危言 》推荐给光绪帝
。

1 8 9 8 年 2 月
,

光绪帝师

傅
、

军机大 臣兼总理衙 门大臣翁同辞告诉郑观应
: “ 《盛世危言 》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

呈
.

并邓 由皿所上计共三部
。

今上不时披览
.

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
。 ”

《盛世危言 》不仅引起皇帝的重视
,

社会上层人士对此反映也很大
。

轮船招商 局督办
、

中

国 电报局总办
、

任夭津海关道职的盛宣怀对此书颇为赞赏
,

他致书郑观应
,

说
: “
承赐 《盛世危

言 》四部
,

展诵 之下
,

万分钦佩
。

我国家果能痛定思痛
,

发愤有力
.

目前割地偿费
.

虽吃巨亏
,

犹

可 以为善国
。

如再游移敷衍
.

不能用人
,

恐各国从此生 心
,

偏安之局吾辈眼中尚见及此情形

也
。

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
,

乞再分寄二 十部
.

如能 因此一开眼界
,

公之功亦 巨

矣
。 ”
后盛宣怀 又致书郑说

: “ 《盛世危言》一书
,

蒙圣上伤 总署刷印二千部
,

分散臣工阅看
.

倘

能从此启悟
,

转移全局
,

公之功岂不伟哉户可见
,

盛宣怀把《盛世危言 》的作用看得很重
。

清末

洋务派首领
、

两江总督张之洞把 《盛世危言 》与当时论时务的书作了比较
,

认为
“

论时务 之书

虽多
,

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

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
” 。

他赞扬该书
: “

上而以此

辅 世
,

可为 良药之方
;
下而 以此储才

,

可作金针之度
。 ’ ,

③ 1 8 9 6 年
,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也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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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 》是
“
以西制为质

.

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
。

时之言变法者
.

条 吕略具矣
` ” ;

, 《盛

世危言 》出版后
,

社会反响确实很大
,

曾经轰动一时
。

郑观应 自己排印的五百部
.

很快求索一

空
,

求者犹络绎不绝
,

不得不一版再版
。

1 8 9 5 年就出版了 4 种版本
.

18 9 6 年上海书局一家就石

印了 3 次
,

1 8 9 7 年又出版了 3种版本
,

1 8 9 8 年竟达 7 种版本之多
:

有人估计
.

《盛世危言 》的版

本约有 20 多种
,

是
“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
” 。

② 《落世危言 ,几经增订
,

反复印行
·

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畅销的几种书之一
,

被誉为是启迪思想
、

统筹全局的名著
。

连外国

报纸也敏感地指 出《盛世 危言 》“ 所载中外各事
,

中华人近 以该书作南针
,

迩来场 中考试常出

该书所序时务为题 目
。 ” ③

甲午战后 出现这样的《盛世危言 》热
,

主要是因为该书内容适应了时代要求
,

具有极强 的

爱国主义精神
。

《盛世危言 》刊印时
,

正是 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之

时
,

郑观应基于救国救民的立场
,

抱着不为外人所欺的 目的撰写了此书
,

提出了救亡图存和

发展资本主义两大任务
。

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
,

是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要求救国救民这一根

本 的实际需要紧密 联系的
,

是顺应时代潮流
,

合乎人民需要的进步思想
,

极大地激发了 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
。

他的爱国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

抵御外侮
,

实现民族独立
。

郑观应面临 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加深的民族危机
,

对外国的侵略无 比愤慨
。

早在 19

世纪 6 0 至 7 0 年代刊印的 《救时揭要 》中
,

他就曾揭露外国贩卖鸦 片
、

掠夺人 口
、

夺我利权等罪

行
。

后在 80 年代刊印的《易言 》中
,

他又进一步揭露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及通商
、

传教等罪

恶
,

明确提出
“

谏远情
,

师长技
,

攻其所短
.

夺其所恃
’ ,

④ 的主张
。

而在 90 年代刊印的《盛世危

言 》中
,

他
“

愤彼族之要求
.

惜中朝之失策
” ,

⑤ 要求抵御外侮
、

实现民族独立的爱国思想更为强

烈
。

郑观应认为
,

自鸦 片战争以来
,

藩篱尽撤
·

强敌四至
,

中国的当务之急
,

就是抵御外侮
。

他

说
“
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

,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
。 ” ⑥ 甲午战后

.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

他揭

露 了 日本的侵华罪行
· `

旧 兵残杀
、

奸淫
、

掠劫
.

与野人无异
。
二 ,’’

·

若徒事残酷
,

遇屋则烧
,

遇人

则 杀
,

良非治道
,

必为万千世人唾骂
。 ” ⑦ 认为中国

“

犹不巫讲求兵备
,

力图自强
.

即欲求为贫弱

而不可得
,

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
,

复失地之仇哉卫” ⑧ 说 明抵御外侮在当时是非常迫切的
。

如何进行防御
,

他主张大量加强海防和边防
,

他说
: “

防海于昔 日易
,

防海 于今日难
。

昔 日

之撞朦楼船
,

不敌今日之铁甲飞轮冲风破浪也
。 ’ ,

⑨ 为此
.

他重视海军的建设
,

即使到甲午战后

有 人主张不必花钱重建海军时
,

他还是强调重建海军
,

认为
“

闭关 自守患在内忧
,

海禁宏开患

在外侮
。

内忧之起
,

陆军足 以御之
,

外侮之来
·

非海军不足以御之
。 ” L 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

军
。

同时
,

他也注重边 防
.

尤其在 甲午战后
,

边患形势 日益严峻
.

郑观应在其增订的《盛世危

言 》十四卷本和八卷本 中
.

将 《边防 》从上
、

中
、

下三篇增加至九篇
。

他说
: “

今 日之中国防务
,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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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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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犹可以缓
,

防边实为要图
” ,

这是因为
“

海属外
,

陆属内
。

大海旷邀无垠
,

陆则有物产
,

有城

池
,

得寸则己之寸
,

得尺则己之尺
,

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
,

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
。 ”①

要加强海防与边防
,

就要练兵
。

他指出
“
兵在精而不在多

” ,

中国仿西方练兵十余年
,

仍没

有强大的战斗力
,

是因为
“

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
,

未谙韬略
,

又无胆识
,

惟延西人教习 口号
,

步

伐整齐
、

枪炮命中而已
。 ’ ,② 他要求编练民团

, “

务使人尽知兵
,

可备征调
,

何优外侮 ?
’ , “

使民兵

庶足以助官军
, ” ③ 协助官军御敌

。

对于外国列强
,

郑观应认为都应该防御
,

并且主张重点防俄
。

他对沙俄的侵华野心
,

早有

警惕
,

指出
“

俄人贪而无信
,

天下莫不知之
” ,

④ 从而主张
“
防俄宜先

” 。

⑥ 为不使祖国的万里山

河拱手让与沙俄
,

他主张移民实边
,

同时主张在外交上联英 日以拒俄
,

到 甲午战后
,

他鉴于国

势危急虽曾提出过联俄以拒英 日的策略
,

但最终 目的则是要
“

籍俄以与 日和
,

籍 日和英以拒

俄
.

咽

郑观应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
,

以及团结和武装人民一致对外的思想
,

无疑是爱国的和进

步的
。

二
、

实行商战
,

致富求强
。

郑观应不仅主张反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
,

还 主张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他认为
,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比武装侵略更具有危害性
: “
兵之并吞祸 人易觉

,

商之倍克 敝国无形
” ,

帝

国主义的 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

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商品倾销
,

“
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 日不辍
, ’ ,

⑦ 因此
,

就必须扬弃
“

农本商末
”
的封建经济传

统
,

发展国民经济
,

实行
“

商战
” 。

郑观应指 出
: “

商以贸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急需
,

有益于民
,

有利于 国
,

… …农无商则种植

之类不广
,

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

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 ” ⑧商战如此

重要
,

各行各业的生产目的都是为进行
“

商战
”

服务的
。

郑观应强调商战
,

但并不否定兵 战之作用
。

他认为西方各国
“
以商富国

,

以兵卫商
,

不独

以兵为战
,

且以商为战
。 ”

商战与兵战的关系体现在富与强上
, “
能 富而后能强

, ” 只有具备 了

雄厚的基础
,

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
, “
非强不能保富

” ,

只有
“

练兵将
、

制船炮
,

备有形之

战
” ,

才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 “

富与强实相维系也
。 ’ ,

⑨ “
国既富矣

,

兵奚不强 ? 窃恐既富且

强
,

我纵邀彼一战
,

而彼族且怡色下气
,

讲信修睦
,

绝不敢轻发难端矣
。 ” L

.

可见
,

商战与兵战是

既相互联系
,

又共同促进
、

相辅相成的
。

“

商战
’ ,

要求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矿务等各种企业
,

不仅包括通商
、

贸易
,

而且包

括工
、

矿
、

交通等整个工业体系
。

对于商业和工业的关系
,

郑观应说
: “
国家欲振兴商务

,

必先

通格致
,

精制造
” , 。 反复强调唯有发达的工业

,

才能有精美而低廉的产品与外国竞争
。

因此
,

他认为
“
商务之盛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 以翼商
,

则拙者可巧
,

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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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精
。 ”
反之

,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不爱宝
.

十八省物产 日丰
,

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
。 ” ①这就

是强调商战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
,

肯定发展工业是发展商务的前提
。

但在当时
,

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中国
.

在商战 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
,

仍
“

袭崇

本抑末之旧说
,

… …虽 日 日经营商务
,

而商务总不能兴
” .

② 为此
,

郑观应吁请清朝当局改变重

农抑商的传统政策
,

大 力发 展本 国商务
,

对抗列强的
“

商战
” ,

把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抢占的商

品市场夺回来
。

如何进行商战 ? 他说
: “
学西洋之制造

,

以抵御来源
,

仿中国之土货
,

以畅错各

国
。

表里图利而国势 日兴
。 ” ③也就是说

,

一要仿造出 口商品
,

抵制来源
,

二要出口土产
,

以广销

路
,

以达到
“
中国所需于外洋者

,

皆能自制 ;
外国所需于中国者

,

皆可运售
’ ,

④ 的 目的
。

这样
,

就

能保护 民族权益
,

堵塞利源外溢
,

收到富国裕民之效
。

郑观应的
“

商战
”

主张
,

既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愿望
,

更是一种爱国的政治主

张
。

他与重本抑末思想针锋相对
,

提出了以商立国
,

建立以商务为中心的实业结构体系的主

张
,

把仿效西方近代生产方式
,

振兴资本主义实业的意义提到救国救民的高度
。

这种救国思

想对促进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但就其本质而言
,

它属于资产阶级

改 良性质
,

是一种理想
,

是倡导者的善 良愿望
,

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

事实上
,

不是

民族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进行
“

商战
” ,

相反的
·

在外国商品倾销的攻势下
,

许多民族企业倒

闭
。

然而
,

郑观应毕竟是出 自爱国之心
,

基于 自己的职业能力
,

从社会的一个侧面为 中华民族

的生存
,

做了实在而有益的工作
,

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与抵御外国侵略相联系
,

这在当时无

疑是爱国和进步的
.

他的商战思想
,

对于今天对外开放
、

引进外资
、

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仍有裨益
。

三
、

变法 自强
,

实行议会政治
。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
,

首先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

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西方资产 阶级的政

治制度
。

改革的方案即是设立议院
,

实行君民共主
。

他指出
“

议院者
,

公议政事之院也
。

集众

思
,

广众益
,

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

法诚良
,

意诚美矣
。 · ·

一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
,

必先设议院以

固民心
。 ”

提出了设议院
.

伸民权
,

行选举
,

以求
“
君民一体

.

上 下一心
’ ,

⑤ 的主张
。

设立议院有何优越之处 ? 郑观应认为
, “

无议院
,

则君 民之间势多隔阂
,

志必乖违
。 ”
有议

院
,

则
“
君相

、

臣 民之气通
,

上 下堂廉之隔去
,

举国之心志如 一
。 ”

首先
,

议会政治起了监督作

用
, “
故 自有议院

,

而 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

跋息之臣无所擅其权
,

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
,

草野

小民无所积其怨
。 ”

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
。

其次
, “

议院为国人所设
.

议员即为国人所举
。 ’ ,

议会

政治的选举制和封建的保举推荐制相比
,

更为优越一些
。

再者
,

议会政治是富强的本原
。

他认

为
“

欲公法之足恃
,

必先立议院
,

达 民情
,

而后能张国威
,

御外侮
” 。

并说议院制在外国已经 明

效大验
,

英国行之于前而富强
,

日本步趋于后
,

勃然而兴
。

因此
,

中国要国富强兵
,

安 内攘外
,

其途径
“
必 自设立议院始矣 ! ”

郑观应考究西方各国的历史
,

敏锐地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
,

不 只在于船坚炮利
,

而

且在于议院上下同心
, “

议院兴而 民志合
、

民气强
。 ”
指出中国要对抗列强的侵略

,

非设议院 而

改革不可
.

强调 中国
“

果能设立议院
,

联络众情
,

如身使臂 、如臂使指
,

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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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 ’ ,① 他的这种主张贯穿着变法自强维新救国的精神

。

无疑
,

西方议会制

比起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前进了一大步
,

在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 的情 况下
,

郑 观应变从 西

法
,

向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

实行议会政治
,

其目的就是为了富强救国
。

政治制

度的变革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

得失盛衰
,

实行议会民主政治本身就意 味着他的爱国思想

的阶级内容有了本质的变化
,

即由传统的爱国思想向新的资产阶级爱国思想的转化
.

他或者

著文宣传
,

或者察促当局早 日改革
,

实行立宪政体
,

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宣传并主张中国实行

议会政治的爱国思想家之一
。

四
、

教育救国
,

学习西方
。

甲午战后
,

中国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处境
,

主张教育救国的呼声很高
,

郑观应的教育救国

思想就是比较突出的
。

郑观应认为科举制以八股文的优劣作为选士标准
,

造成学用脱节的不

良风气
,

禁锢思想
、

消磨志气
,

甚至摧残身心健康
,

不少人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 民的废物
。

因

此
,

科举制是中国缺乏人材的根源
,

在他看来
,

要救国
,

就必须重视教育
,

培养人才
.

他主张改

革 科举制
,

废 除八股文
.

向西方学 习
。

他说
: “

时文 不废
,

则实学不兴
; 西学不重

,

则奇 才不

出
。 ’ ,

② 他的所谓西学
,

既指西方的
“

艺学
” ,

即近代的 自然科学与先进技术
,

又指西方的
“
政

学
” ,

即西方的政治
、

法律
、

经济等方面的学说
。

他认为进行政治改革
,

如果不把引进政学放在首位
,

不先培养政治人才
,

不进行思想启

蒙工作
,

一切改革都不能进展
,

自然科学也不会取得成就
.

他把兴教育视为政治制度变革的

一个先决条件
.

认为伸民权
,

必先广民智
,

只有在
“
民皆智慧

”
之后

,

才可开设议院 一否则
,

必然

议不出是非
, “

徒滋乱萌
” 。

他强调
,

西方能够实行公举议员是其国民的觉悟程度高
,

而我国民

智禾开一定要进行民权思想熏陶
,

待
“
民皆智慧

,

而后所举之员 (即议员 )乃贤
” 。

③ 他在某种

程度上 已意识到政治上要改革
,

光靠造就一批政治专才还不够
,

还 需要相应的政治土壤
,

即

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
,

必须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
“

政学
”

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
。

在他看来
.

西方经济发达
,

国家强盛
,

除 了政治因素外
,

还在于科技的进步
,

生产力的发

达
。

因此
,

他也重视学习西方的
“

艺学
” 。

他说
: “

夫工艺非细事也
” , “
则小可开工商之源

,

大可

济国家之用
” ,

西方经济之所以发达
,

就是
“
根于工艺

” 。

④ 他渐渐意识到
,

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生

产力
,

而教育是实现这种生产力的重要工具
。

要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
,

就必须有赖于教育
,

通过教育
,

把科学技术传授给直接生产者
,

生产者掌握 了科学技术
,

才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

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

教育不仅传播文化科技
,

而且也促进了文化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

科学技

术与文化教育发达与否又表现在人才方面
,

因此
,

在中国进行近代化
,

必须重视技术教育 以

造就技术人才
。

郑观应的教育救国思想在本质上是改良的
,

它 片面夸大了教育 的作用
。

实际上
,

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要根本解决社会变革问题
,

只有革命
。

进步的教育虽然能推动政治斗争
,

但不能代替革命
。

而在社会上还没有比改 良更先进的主张之前
,

主张教育救国
,

无疑也是进

步的
,

革命 固然重要
,

教育也不能忽视
,

社会不能一 日无教育
,

教育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与继承

性
,

郑观应的教育救国主张
,

虽然救不了国
,

但也应该给予适当地肯定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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