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养有道勃然兴

—
论郑观应与

“

开 民智
”

齐国华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提倡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
,

由于他

们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
,

因此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推进中国社会的变迁
,

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

响
。

综观他们的济世匡时之志
、

立言遵行之道
,

无不与提倡
“

开民智
”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这当

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

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成因的
。

郑观应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

一个人物
。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
,

有关他改革经济
、

政治等主张的论著较多
,

而对于他提倡
“

开

民智
”

的问题却谈及很少
,

本文便想探讨这个问题
。

一
、

以
“
教化

”

纠陋习

“

开民智
” ,

是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

把关键钥匙
,

凡是有志于改革中国近代社会

的先驱们
,

在提出他们的经国大计时
,

无一例

外地都要涉及到这一话题
。 “

开民智
”

作为一

个有特定涵 义的专门名词
,

在鸦片战争时期

还未有人提及
,

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先进人

物
,

尽管在他施政 的实际行 动中 已经注意到

了这件事
,

但毕竟只是做些奠基工作罢了
,

而

主观上还没有形成
“

开 民智
”

的完整慨念
。

到

了光绪年间
,

郑观应就不同了
,

在他提出改革

中国社会的蓝图中
, “

教化
”

是其 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 部分
,

所谓
“

教化
” ,

指的就 是
“

开民

智
” ,

从办学校到讲
“

训俗
” ,

他都有一套完整

的设想
。

针对当时
“

世风 日下
、

人心不古
”

的现状
,

郑观应作 了鞭辟 入里 的观察与分析
,

他说
:

“

天下之 治乱孰为 之 ? 民心之 善恶为之也
。

民性本善也
,

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
,

非生而恶

也
,

生长乡间不闻教化
,

耳 目所蔽
,

习与性 成

矣
。

户口蕃衍
,

俯 仰无资
,

饥寒所驱
,

挺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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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矣
。

承平之 日
,

上下断断然 日惧 以析杨刀

锯
,

而陷于死亡者累累然相续也
。

其或上失

其道
,

则揭竿斩木
,

弄兵演池之中
。

幸而将帅

得人
,

士卒选练
,

萃群策群力
,

不分首从
,

草雄

而禽称之
。

而此伏尸流血绝胫陷胫者
,

皆国

家不教之愚 民也
,

反 之仁爱之天心
,

忍乎不

忍?’’ ① 这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结了大 量

的具体实例所得出的结论
,

指 出社会动荡不

安的最根本原因
,

就是因为众多百姓失去了

受教育机会的缘故
。

他又把这些现象从国民

性上作深层次的剖析
,

得到的回答是
: “ `

肤惬

垂绝之暮气弥漫于政治社会
,

国家生机行且

息灭
,

尚望其能富强耶 ? 是故 偷
、

惰 二字
,

实

我国人之死症也
。 ” ② 既然

“

偷
、

惰
”

是阻碍中

国振兴的
“

死症
” ,

那末 怎样来消除这个
“

死

症
”

呢 ? 经过 苦心孤诣 的探究
,

他得 出了结

论
: “

学校之制度
,

人各延师 以课其子 弟
。

穷

郑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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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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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
,

目不识丁
,

竟阁知天地

古今为何物
,

而 蔑伦悖理之事
,

因此层 出不

穷
。

此 皆学校不讲之故也
。 ” ① 这是进行 了

古今纵向比较
,

从历史的对比中寻找出社会

风气败坏的根源
,

证明
“

蔑伦悖理之事层出不

穷
”

的病根是在于
“

学 校不讲
”

的缘故
,

或是

说
,

是由于当权者对广大人民进行教育不力

所造成的后果
。

他又进行横向比较
,

用世界

各国的兴盛衰败和普及教育的密切关系加以

说明
,

专 门写了《教养 )这篇文章
,

意味深长地

说
: “

横览环球各邦… … 其教养有道者
,

勃然

以兴 ; 教养失道者
,

忽然以亡
。

… … 读书则

智
,

不读书则愚 ;智则强
,

愚者弱
。

德国之民

读书者百之九十五
,

美国之民无不读书
,

宜其

富强如是之速
。

阿洲之 民未闻读书
,

宜其全

洲为各国所分裂也
。

… … 教养有道
,

而英
、

德
、

法
、

美诸 邦勃然隆盛也
。 … … 印度

、

安

南
、

缅甸
、

退罗诸国
,

上失教养之方
,

下无奋兴

之士
, · ·

一其教养失道
,

国势陵替
,

而先后沦

亡如出一辙也
。 ” ② 居于这样的考虑

,

理所当

然地会联系到中国封建传统的
“

民可使由之
,

不可使知之
”

的陈腐落后观念必须给予批判
:

“

暴秦崛兴
,

焚书坑儒
,

务愚黔首
。

明季制艺

之科
,

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
。

后世固之
,

则民

之自教 自养亦有所扰累矣
。

追至童童失教
,

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
。

为之俑者初以夭下

之多事
,

皆豪杰为之也
。

遂谓天下人可愚不

可智
,

民可使 由不可使知
,

庶代之大业 可世

守
,

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
,

悉欲抑而

屏之
。

此三代以下
,

人材不世出
,

民生所以日

促也
。

悲乎 !’’ ③ 这些话看似平常
,

但却标志

着一个时代的分水岭
,

表明它是对传统旧观

念的批判与背叛
,

新的社会教育观念的诞生

和确立
。

它的历史意义决不是单纯的局限于

教育观念的更新
,

还在于时代观念的变迁
,

也

即是对封建思想的否定
。

为了取得
“

开 民智
”

的预期效果
,

郑观应

认为对普通 百姓的教育应当从孩提时代抓

起
,

要做到这一点
,

又必须重视母教
,

因为母

亲总是孩子的第一个师长
。

为此他便极力提

倡
“

女教
” ,

从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着眼
,

指出

妇女教育决不可轻视
: “

俗云
:

教子婴孩
,

家庭

教育最关紧要
。

妇人失教不知书理
,

其所生

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
。

富家子多是执挎
,

贫

家子鲜知礼貌
,

非失于宽
,

即失于严
。 ” ④ 因

此也可以说他把妇女教育看成为整个社会教

育的基础
,

故 而是最迫切需要 创办的紧急事

业了
,

所以在回复友人的信中
,

既热情又具体

地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
: “

承示拟设女学校
,

广求中外章程妥定事
。

然女学校乃当今急务

救本之始基
。

… … 男女平权之说
,

大倡于美
,

而渐行 日本
。

… … 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

今

之美国庶乎近之
。

是 故女学最盛者其 国最

强
。

… … 是故中国而不欲富强则 已
,

如欲富

强
,

必须广育人 才
。

如广育人才
,

必 自蒙养

始 ;蒙养之本
,

必 自母 教始
。 ” ⑥ 他清醒地认

识到女学与男女平等
、

女学与培养国家有用

人才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

步
,

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

联系到中国
“

女

子无才便是德
”

的腐朽封建观念
,

他又提出了

观点鲜明的批判
: “

乃中国之妇以无才是 德
,

知刺绣
、

女红便夸为能事
。

是以为人母者文

字不识
,

大义不谙
,

… …教子无术
,

训女无方
。

吁 ! 可叹矣
。 ”

最后
,

归根结蒂是
“

中国积弱之

本
,

由于妇人无教育始
。 ” ⑥这是深中肯萦 的

有识之见
。

尤为重要的是
,

郑观应不只是在舆论上

呼吁提倡
“

开 民智
” ,

并且还身体力行
,

拟定了

如何
“

开民智
”

的具体方案
,

认为首先应该创

办报馆
,

因为报纸是广大人民喜闻乐 见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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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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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手段
,

也是传播知识的 良好工具
,

他说
: “

夫

强民读书
,

而民莫之应 ; 不劝 民阅报
,

而 民 自

乐观
。

盖新闻者浅近之交也
,

增人智慧
,

益人

聪明
,

明义理以伸公论
,

惮蒙蔽欺饰之习一洗

而空
。 ” ① 还语重心长而又信心百倍地预言

:

“

若 日报一行
,

则民之识见必扩
,

民之志量必

高
,

以此愈进愈深
,

愈求愈上
,

吾知其正无止

境也
。

今如欲 变法 自强
,

宜令 国中各省
、

各

府
、

各州
、

县俱设报馆
。 ” ② 应该说

,

这确是在

闭塞的中国实施
“

开民智
”

的积极措施
。

与此

同时
,

他也倡议广建藏书之楼
,

即是普及图书

馆
,

恳切地指出
: “

通商 日久
,

西学流传
,

南
、

北

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
。

惟是穷乡僻邑闻

见无多
,

疆吏亦漠不关心
,

置之度外
,

则傲僻

孤陋
,

故我依然
,

然后知藏书之为益 多
,

而广

置藏书以资读者之为功大也
。 ” ③ 说明白点

,

即是广建图书馆 以后
,

便能够为穷乡僻壤的

贫寒书生提供较 多的读书机会
,

使他们可 以

开拓求知领域
,

增长见识
,

这对改善中国广大

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
,

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

光绪二十九年 ( 19 0 3 年 )六月
,

郑观应应

广西巡抚王之春之召
,

赴广西代理左江道篆
,

期 间
,

他在南宁 创设 了
“

蒙养学堂
” ,

并 发布

《告示》说
: “

尝考泰西富强之国
,

皆学堂林立
,

无论贫富
,

童年六
、

七岁例入义学读书
,

如违

则罚其父兄
。

盖学堂所 以开民智
,

未有民智

不开而能致 富强者也
。 ” ④ 为 了使教 育能够

达到预期 目的
,

他还 积极推行 简易教育法
:

“

尝考泰西人材之众
,

实 由字学浅而易明
。

我

国文字繁重艰深
,

学 习纂难
,

民智无从 启发
。

如蒙当道奏请朝廷
,

择其切音易
、

笔 画简者
,

通伤各省
、

州
、

县官绅设立学堂
,

几年六岁者
,

无论贫富子女皆须入学
·

·

… 更设新字 日报

小张
,

卖价极廉
,

啤 少 流传
。

不需数年
,

国内

无人不识字
,

而 民智大 开
,

风俗 日美
,

毋 以小

术轻视也
。 ” ⑤ 不难看出

,

郑观应的这些思想

和行动
,

已经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社会在
“

开民

智
”

问题上的近代化意识
,

从而使 中国在近代

意义上的
“

开 民智
”

运 动跨 出 了实质性 的一

4 O

二
、

用西学
“

开民智
”

郑观应蝉精竭虑地提倡
“

开 民智
” ,

那末

究竟该用什么思想内容去
“

开民智
”

呢 ? 回答

很明确
,

首先他呼 吁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结

构
,

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受 传统教

育的致命弱点
: “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
,

举凡人

情
、

风俗及兵
、

钱
、

谷 等事
,

皆非素习
,

一旦临

民
,

安能称职 ?
” ⑥ 换句话说

,

便是原来 中国

知识分子所学的制艺之学
,

是严重脱 离社会

实际的
,

因此让他们来管理国家的各类事务
,

也是很难称职的
。

他甚至对当时派幼童出洋

留学的举措也不完全满意
,

指出
: “

囊者 派令

幼童 出洋
,

万里从学
,

法 良意美
,

亘古所稀
。

然髻年稚齿
,

知识未开
,

血气未定
,

一染外洋

习气
,

则性情心术转或支离
。

不如就 岁科两

试
,

所录文武俊秀
,

择其有志西学
、

年二十 岁

左右者 (过稚则气质 易染
,

过长则 口音难调 )

为之
。 ” ⑦ 从这一点来看

,

可以说明他的提倡
“

开民智
”

是注意实效的
,

所谓
“

实效
”

的程序

便是
:

开启民智— 培养人才— 报效国家
。

然而
,

当时的现状与他的设想显然是有悖的
,

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 “

欲作人才
,

先靓教

养
。

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
,

而外邦之风俗

政事一概不知
,

且深以西学为可鄙
。

欲求一

洞识时事
、

兼 习 中西者
,

实难 其人
。 ” ⑧ 既是

如此
,

如何来改变这个现状呢 ? 于是他胸有

成竹地提议说
: “

鄙 见宜仿 司马光十科之法
,

添设一科
,

颁行天下
,

省会除小学堂 外
,

各设

书院
。

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
、

地舆
、

格致
、

农

霉
③

④

雪
⑦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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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

船政
、

化学
、

理 学
、

医学
,

及各国言语
、

政

事
、

文字
、

律例者数人
,

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

己精通返国者
,

为之教习
。

所选学生
,

自十余

岁至二十岁为限
。

须先通中西文字
,

就其性

之所近
,

肄业四年
,

升至京都大书院
,

力学四
、

五年
。

… … 以冀渐开风气
,

实力研求
。

倘有

别出新裁造成一器
,

于国计民生有益者
,

视其

利之轻重
,

准其独造数年
,

并给顶戴
,

以资鼓

励
。 ” ① 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改革计划

,

从天

文地理
、

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

到语言文

字
、

政治法律等的社会科学知识
,

进行彻底的

更新
,

这与中国传统的
“

显学
”

当然是不一样

的
,

中国传统的
“

显学
”

注重的是经义疏证
、

诗

赋词章
,

它们主要是为士子举业而设的
,

但郑

观应所效法的
“

西学
” ,

都是注重声光化电
、

科

学技艺
,

它 们是 为国计 民生服务的
。

可见同

样是教育
,

但目的和手段完全不同
,

郑观应是

经过仔细研究
、

精心对比后才作出判断的
。

借鉴
“

西学
”

是郑观应所提倡的
“

开民智
”

实质内涵
,

当时的世界上只有西方的资本主

义国家最发达
,

他们之所以发达
,

是政体
、

科

技
、

教育等等相互补充
、

互为表里的结果
。

他

看到了这一点
,

所以说
: “

人材众则百事兴
,

举

凡机器
、

制造
、

轮舶
、

火车皆巧夺天工
,

日新月

盛
,

而农政
、

商务亦 日增新法
,

日为推广
。

市

无游 民
,

崖 皆食 力
,

如是则士得教而 民有养
。

甚至疲疲残疾
、

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
。

无一夫不得其所
。

此教养有道
,

而英
、

德
、

法
、

美诸 邦勃然隆盛也
。 ” ② 这是一个言简意赅

的科学论 断
,

用现在的话来说
,

便是英
、

德
、

法
、

美各国的兴隆强盛
,

都是由于
“

开民智
”

而

来的
。

因此他把中国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希

望也寄托在这个模式上
,

言之凿凿地指出
:

“

以西学言之
,

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
,

各国

最重格致之学
,

英国格致会颇多
,

获益甚大
,

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 人
。

语言文字其末

也
。

合而言之
,

则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 中学
,

辅以西学
,

知其缓急
,

审其交通
,

操

纵刚柔
,

洞达政体
。

教学之效
,

其在兹乎
。 ” ③

这里
,

尽管也在宣扬
“

中学其本
,

西学其末
” 、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

但在当时
“

中学
”

一统

天下的形势下
,

他公然要使
“

西学
”

也入学府

的
“

大雅之堂
” ,

无疑是在封建主义的 中国为

资本主义的
“

西学
”

争得了一席
“

合法
”

之地
,

这无论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
,

还是对 中

国社会的近代化
,

同样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

郑观应提倡
“

开民智
”

的观念
,

又是在 急

结洋务运动期间办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

的
。

他全面吸取了
“

西学
”

中对中国切实有用

的各种知识
,

使它 们能够普 及到中国人 民中

去
,

故而是有其创新意义的
,

他说
: “

夫欲制胜

于人者
,

必尽知其成法
,

而后能变通
,

能变通

而后能克敌
。

且彼萃数国之人材
,

穷百年之

智力
,

掷亿万之资财
,

而后得之
,

勒为成之
,

公

诸人而不私诸 己
,

广其学而不秘其传
。

今中

国所设之同文院
、

广方言馆
,

历有年矣
,

而诸

学尚未深通
,

制造率仗西 匠
,

未 闻有别 出心

裁
,

创一奇巧之兵船
,

造一新捷之火器者
。

诚

能将西国有用之书
,

条分缕析
,

译出华文
,

颁

行天下
,

各设书院
,

人人皆得而学之
。

以中国

幅员之广
,

人才之众
,

竭其聪明智力
,

何难 驾

出西人之上哉 !
” ④ 这些话所 涉及到的

,

除了

吸取同文馆
、

广方言馆的经验教训外
,

重点突

出了应使西学
“

人人得而学之
” ,

这便是清楚

地表明
,

他提 倡
“

开民智
”

是 已经触及到了问

题的本质
。

既要把
“

西 国有 用之 书
”

译成 中

文
,

又要使这些有用 的西书使
“

人 人 得而学

之
” ,

那意思当然是使能够促进中国近代化的
“

西学
” ,

普及到 一般的萃萃学子中间去
,

这不

是名副其实地在
“

开启民智
”

吗
Q

然而
,

开启民智又是两个方面的事情
,

即

一方面是当权者必须全心全力地给予提倡和

实力支持
; 另一 方面广大群众也必须 自觉 自

忿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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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郑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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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地主动学 习
,

只有这样
, “

开民智
”

才能取得

实际成效
。

这一点
,

郑观应也是深深地考虑

到的
,

他从世界大趋势和时代的需要出发
,

来

呼吁人们积极学习
“

西学
” : “

唁 ! 今世学者用

力于科举之学
,

而无暇及于洋文
,

或视洋文为

异端而不屑考求
。

殊不知当今之世
,

无论西

学之不能不讲
,

即一切华洋交涉之事亦 日繁

一 日
,

苟其不明洋文
,

安能周旋于其间哉 ? 余

是 以知洋文必将盛行于中国
,

此时会之使然
,

吾辈因时而合其宜可也
。 ” ① 应该说

,

这是颇

合时代潮流的忠告
,

从世界大势来观察
,

中国

如果要得到生存和发展
,

如果不掌握西方的

先进知识
,

那是不可想像的
。

不仅如此
,

郑观

应还联系到 中国教育也是重男轻女的现状
,

对照西方 男女教育并重的实例
,

极力说 明中

国也应 男女一视同仁
: “

泰西 女学与男丁并

重
,

人生八岁
,

无分男女
,

皆须入塾训以读书
、

识字
、

算数等事
。

塾规与男塾略同
。

有学实

学者
,

有学师道者 (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 )
,

有学仕学者
,

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
,

虽平民妇女
,

不如男子之博雅淹通
,

亦必能通

书文明道理
,

守规矩
,

达事情
,

参以书
、

数
、

绘

画
、

纺织
、

烹调之事
,

而女工
、

中馈附之
,

乃能

佐子相 夫
,

为贤内助 矣
。 ” ② 虽然

,

还不能说

这即是
“

妇女解放
”

的同义语
,

但是
, “

女学与

男丁并重
” ,

毕竟给
“

男尊女卑
”

的传统封建落

后观念打开了一个缺 口
。

所 以说
,

郑观应的

倡导
“

开民智
”
已具备了科学的

、

完全意义上

的近代意识
,

这并不为过
。

为了证明他提 倡的
“

开 民智
”

确是
“

民富

国强
”

的必 由之路
,

郑观应又对人们进行历史

回顾
,

他告诫说
: “

中外通商已数千载
,

事机迭

出
,

肆应乏才
,

不于今 日急求忠智之士
,

使之

练达西 国制造
、

文字
、

朝章
、

政令
、

风化
,

将何

以维大 局制强邻乎 ?
” ③ 他又 用当时世界上

国势积弱诸邦由于不重视教养因而造成恶果

的事实来提醒国人
: “

印度
、

安南
、

缅 甸
、

退 罗

诸 国
,

上失教养之方
,

下无奋兴之士
,

繁法严

刑
,

横征暴敛
,

无异虐秦
。

贿赂公行
,

买官膏

4 2

爵
,

奸恶诈伪
,

上下相蒙
。

加之河渠不治
,

田

畴 日芜
,

士无所学
,

民多好闲
,

农工废业
,

商贾

乏资
,

百姓流离
,

盗贼遍野
。

此 其教养失道
,

国势陵替
,

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 ” ④ 他举

这些实例
,

无非为了唤起 中国人民的警觉
,

提

醒大家应该高度重视
“

教化
”

的社会作用
,

说

明
“

教化
”

决不是可有可无
,

而是维系着国家

兴亡
、

民族生存的大事
。

这又可证明
,

在郑观

应改革社会的思想体系中
, “

开民智
”

是占有

重要一页的
。

三
、

育人才以
“
救时

”

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的人才观
,

培养人

才决不能离开时代的需要
。

郑观应的
“

开民

智
” 、

育人才当然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的
。

众所周知
,

他的代表作是《盛世危言》
,

尽管这

部书的版本很多
,

但如若详细揣摩其 内容的

编排
,

却都是第一篇为 (道器 )
,

接着便是 《学

校上》
、

(学校下 )
、

(西学 )
,

然后再是其他各

篇
。

即使是晚年编著的 (盛世危言后编 )
,

也

仍然是 (道术 )为第一卷
,

第二卷便是 (学务 )
,

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编排
,

而是有意识

地反映其轻重缓急次序的
; 它说明了在郑观

应的心目中开 启民智
、

培养人才是变革社会

首当其冲的要务
。

当时的世界形势
,

正是帝国主义列强虎

视耽耽
、

处心积虑向外拓展殖民地的时代
,

而

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则是横遭血与火的

洗劫
。

一面是横行霸道
、

悠意夺掠
; 一面是备

受欺凌
、

惨遭肆虐
,

对比是 明显的
,

感受是痛

切的
,

所以迫切需要改变中国倍受欺凌的现

状
,

而要改变这个观状
,

又应该首先发展教

育
,

培养为国家富强的人才
。

郑观应在给其

胞弟的信中
,

详尽而直率地讲到 了这 一点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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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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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之盛衰

,

在于人材 ;人材之盛衰
,

在乎学

校
。

我国而欲与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舞

台
,

而不鱼思讲求教育
,

不可也
。 ” ① 然而

,

人

材是根据自己国家的迫切需要而培养的
,

于

是
,

郑观应从当时中国的现状考虑
,

提出
: “

夫

设科选士
,

本有定程
。

而济世求才
,

难拘成

例
。

是必推广中西文学
,

宏开登进之途
,

使世

人知所指归
,

期于实用
。

而后习文者不专求

诸诗赋 文 字
,

习武 者 不徒 事 于 弓马 刀 石

也
。 ” ② 这里

,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

但却

勾画出了一个全新的人材标准
。

这个新的人

材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人材标准是有很大差别

的
,

中国传统的人材标准完全是为巩固旧 的

封建制度需要而设立的
,

所以它要人们精通

的是
“

诗赋文字
” ,

以便
“

设科选士
” 。

而郑观

应提出的新的人材标准
,

却是
“

推广中西文

学
” ,

以便
“

期以实用
” ,

不管他的主观意图是

什么
,

而客观上这是在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的需要而服务的
。

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是显

而易见了
。

众所周知
, “

商战
”

是郑观应提出
“

民富国

强
”

方案 的核心
,

但在论述如何进行
“

商战
”

时
,

他也是把教育列为其 中关键所在的
,

他

说
: “

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
,

使士
、

农
、

工
、

商投其所好
,

益我利源
。

惟中国不重

商务
,

而士
、

农
、

工
、

商又各 自为谋
,

虽屡为外

人所欺
,

尚不知富强之术
。

… … 西人壹志通

商
,

欲益 己以损人
,

兴商立法
,

则心精而力果
。

于是士有格致之学
,

工有制造之学
,

农有种植

之学
,

商有商务之学
,

无事不学
,

无人不学
。

我国欲安内攘外
,

函宜练兵将
、

制船炮
,

备有

形之战 以治其标 ;讲求泰西士
、

农
、

工
、

商之

学
,

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

如广设学堂
,

各专

一艺
,

精益求精
,

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

之法
,

以示 鼓励
,

自能人才 辈出
,

日臻 富强

矣
。 ” ③ 这段 话颇为集中地反映了郑观应的

国家富强策
,

他把商战作为民富国强的主要

手段
,

又把发展工商业的各类学校作为进行

商战的基石
,

在 《商务五 》这篇文章中的第一

句话便是
: “

国家欲振兴商务
,

必先通格致
、

精

制造 ;欲本国有通格致
、

精制造之人
,

必先设

立机器
、

技艺
、

格致书院以育人材
。 ” ④ 看来

,

对待这件事他是非常认真的
,

在他所拟的 (时

事急务管见二十五条 )中
,

就有十条涉及到创

办各类学校的问题
,

详细而具体地提 出了实

施办法
,

明确地论述 了
“

乡
、

会试宜 一律 停

止
” 、 “

设立大
、

中
、

小学堂
” 、 “

各省宜急设师范

学堂
、

专 门学堂
,

广育师资 以备 充各学堂 教

育
” 、 “

商轮驾驶学堂宜急开办
” 、 “

各省宜研究

实业
、

奖励工商
” ⑤等等很 有建设性的倡议

。

这些建议又都是针对性很强的
: “

我国学校尚

无专门
,

凡创设制造局
、

电报局
、

轮船局
、

开

矿
、

冶铁
、

炼钢等事
,

无不借材异地
,

所用材料

皆购自外洋
,

财源外溢
,

漏后 日多
。

计与东
、

西洋各国通商数十年
,

迭受外侮
,

尚不及日本

发愤为雄
。

有心世道 者莫 不深 长太 息
。 ” ⑥

说明他提倡创办专 门学校的着眼点
,

是在于

为中国 自己培养各类专门建设人材
。

因为自

鸦片战争以来
,

有识之士早就潜心于解决
“

财

源外溢
、

漏后 日多
”

的问题
,

因为这个 问题关

系到国家命脉的大局
,

然而都始终没有解决
。

郑观应看到了中国虽然 自己也在筹办
“

船坚

炮利
” ,

可是问题依旧存在不少
,

穷其原因
,

便

是
“

无不借材异地
,

所用材料 皆购自外洋
” ,

因

此尽管
“

与东西洋各国通商数十年
” ,

但还是
“

迭受外侮
” ,

故而他要痛下决心
,

从根 本做

起
,

大力培养中国 自己的各类专门人材
,

彻底

改变这个现状
。

不能不说
,

这是颇具战略眼

光的
。

为了办好这件事
,

他以身作则
,

用实际

行动支持办好各类专门学堂
,

在广西左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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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二
。

政治
、

经济利益发生冲突
,

选择配偶

的条件不再是同族男女
,

而以
“

门当户对
”

为

准则
。

犹太人
“

族 内通婚
”

的戒规被冲破 了
。

开封犹太人完成了汉化
。

上海犹太人的幸存除了犹太人自身的努

力
,

还有外界的帮助和特定的历史背景
。

1
.

犹太人顽强的生存能力
。

犹太难民中有各行

各业的人才
,

在 困境中可以互帮互助
。

他们

对成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教育
,

帮助他

们自立
。

2
.

外界力量的资助
。

除了上海犹太

社团集资收容难民
,

还有许多当地的慈善团

体也伸出了救援之手
,

加上海外团体的救助
,

上海 犹太难民得以幸 存
。

例如
,

1 945 年 7

月
,

美国飞机误炸虹口犹太难民居住点
,

造成

2 8 0 多人伤亡
。

周 围的上海居 民也有伤亡
,

但他们不顾一切抢救出不少犹太难民
。

3旧

本人一度推行
“

扶犹亲犹
”

政策
。

从 1 931 年

到 1 9 3 7 年
,

日本人允许哈尔滨
、

上海
、

神户等

地的犹太人一起成立远东犹太人大会
; 讨好

上海
、

天津等地犹太财团 ;对欧洲犹太难民进

入上海持默许态度
。

目的是想利用犹太人力

量缓和与美关系
。

4
.

上海人特有 的开放心

态
。

上海开埠时就是一个 移民城市
,

对外来

事物较易吸收
。

它浅小的地缘文化易于与外

来文化交汇
。

因此
,

2 0 世纪 30 年代
,

上海发

展成一座国际大都市
,

上海人对西方文 明很

青睐
。

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
,

增加了上海人

与西方社会的交流
,

乐此不疲
。

上海犹太人在 19 4 5 年 9 月二次世界大

战后
,

陆续离开上海
。

19 4 6 一 1 9 4 7 年
,

大部

分犹太人移民美国
、

澳洲和加拿大
,

还有南美

和南非
,

少数 去 了欧 洲
。

1 9 4 8一 9 4 9 年 5

月
,

一部分去 了苏联 ; 另有 4 0 0 0 一 5 0 0 0 人去

了以色列
。

1 9 4 9 年 5 月一 19 5 3 年
,

剩下的犹

太人主要前去了苏联
、

东欧和以色列
。

开封犹太人和上海犹太人的不同经历都

堪称
“

奇迹
” ,

谱写了中犹两个民族的友谊史
。

(责任编辑
:

张和声 )

(上接 第 43 页 ) 任内
,

将 自己的部分藏书捐

献给了学堂
,

在 (咨文 )中他说
: “

惟事出创始
,

经费未裕
。

所 有学堂应用大板书籍
,

近 日价

昂
,

恐一时未能筹款购办
。

兹敝道特将家藏

之大板时务书拣选一百二十种
,

计共六百四

十道卷
,

清列书 目
,

装成一箱运 仁南宁
,

以备

各学堂之用
。 ” ① 这都说明郑观应的提 倡

“

开

民智
” 、

育人材是躬亲其事的
。

综观郑观应的
“

开 民智
”

思想
,

其时代特

征是很 突出的
,

他已经把
“

开民智
”

的内涵渗

透到
“

中学
”

与
“

西学
”

的核心中去
,

已经伸延

到古今中外的实用知识领域里去
。

所以说郑

观应的
“

开民智
”

意识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外

沟通后的时代产物
。

当然
,

郑观应的
“

开 民

智
”

思想虽然是先进的
,

但在那个时代
,

具有

像他这样先进 思想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

这种

完全意义上的
“

开民智
”

意识还未形成
“

群体

观念
” ,

它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冲击 力
,

因此也只能起到开辟草莱
、

启蒙初创的作用
。

(责任编辑
:

周 武 )

① ( 咨广西左江道余 观察捐送 南宁中学堂 书籍 )
,

见

(郑集 ) 下册
,

第 19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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