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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广东思想界的崛起

刘付靖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

广东社会呈现出两大特色
:

一是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
,

二是向

西方学习的社会风气
。

广东是最早遭受鸦片烟走私泛滥毒害的地区
。

早在 16 世纪
,

葡萄牙商人便利用澳门

作为基地向广东输入鸦片
。

至 18 世纪
,

英美等列强国家争相把鸦片走私作为对华贸易的

重要手段
,

致使广东社会烟毒泛滥
,

民生涂炭
。

鸦片战争时期
,

广东人民积极参加了林

则徐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
,

林则徐被通离粤以后
,

广东人民不顾清朝政府以及广东当局

投降主义路线的压制
,

十多万城乡群众先后参加了以社学为中心而发动的请愿示威
、

义

勇军
、

水军等斗争
,

时刻准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进犯
,

迫使英军放弃了在广州河南强划

租界以及入驻广州城的企图
。

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以及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的抗英斗

争成为中国近代史反侵略斗争的开端
。

林则徐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不仅影响了广东社会的广大群众
,

同时也影响到广东文

化界
。

作为中国近代史早期最重要的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
、

魏源的好友
,

林则徐也具有

强烈的改革时弊
、

振兴国家的愿望
。

来到广东以后
,

他组织人力翻译了大批外国书刊
、

资

料
,

写成 《四洲志 》 初稿
,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倡导者
,

广东著名学者梁廷

楠积极为林则徐出谋划策
,

成为他在粤主政期间最重要的助手
,

以后
,

梁廷楠写成 《夷

氛纪闻 》
,

忠实地记录了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全过程
。

广东四乡的士绅组织和领导了声

势浩大的社学斗争
,

在近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

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 民的爱国主义

精神在广东思想界打下了深刻烙印
,

近代广东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

主义反侵略的精神
。

清朝初年
,

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

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

广东沿海地

区的居民很早就与海外各国有所接触
,

强烈地感受到海外世界的大不相同
.

卒于 1 8 2 1 年

的嘉应州人士谢清高
,

早年即随客商下南洋
,

晚年回乡
,

请人将其海外经历记录整理成

《海录 》 一书
,

刊行于世
,

向世人介绍南洋诸国的情况
。

① 1 8 3 5 年
,

今中山市年仅 7 岁的

幼童容阂来到与家乡菠萝岛南屏乡一水之隔的澳门
,

入读一所传教士开办的英文小学
。

12

年以后
,

他与另外两位广东青年一道
,

赴美留学
,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
。

1 8 3 6

年
,

22 岁的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无意间得到了一本 《劝世良言 》
,

这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

布道者梁发编写的布道小册子
,

以后洪秀全又进入广州浸礼会教堂学习基督教教义
。

生

于 18 4 9 年的邓世 昌少年时即向欧洲人学 习算术
,

1 8 6 7 年福州船政学堂开学时
,

从广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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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招收了已经精通英文的邓世 昌
、

林国样
、

李和等1 0名学生入读
。

船政学堂的创始人左

宗棠听说广东某些乡绅专门聘请
“

深明艺事者
”

教育子弟
,

深感欣慰
,

说
: “

此风一开
,

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
,

不但船坚袍利
,

可以制海寇
,

则分吾华一郡一 邑之聪 明才智物

力
,

敌彼一国有而余
”

②
。

鸦片战争以后
,

强烈不满清朝腐败统治的洪秀全
,

利用西方基督教中的天国平等思

想作为外衣
,

组织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

太平夭国后期
,

在香港
、

上海等地逗留过较长时间的洪仁歼
,

参加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工作
,

提出了新的

施政纲领 《资政新编 》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
.

这

一方案虽然脱离当时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
,

但却表明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希望把这场

旧式的农民战争引询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方向
.

当时的时代潮流便是林则徐
、

魏源通过在广东的政治实践以及社会考察
,

在坚定的

反侵略爱国主义立场上提出的向西方追求真理
、

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伟大思想
.

广东

的农民领袖们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战争
,

揭开了实践这一伟

大理想的斗争序幕
,

广东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懈地追求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

在中

国近代社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
。

继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以及思想家洪秀全
、

洪仁开之后
,

活跃在中国近代史舞台的

广东思想家是容阂与郑观应
。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由于掌握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
,

被

太平天国后期兴起的洋务派官僚看中
,

邀请入幕参加了洋务运动
。

但他们的政治理想与

洋务派有很大区别
,

洋务派的目的是
“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③
,

亦即修补千疮百孔的封建统治大厦
,

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
。

而容阂
、

郑观应则是希

望从根本上或部分地改造封建制度
,

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
。

容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美学生
,

对封建专制极其反感
。

他曾前往太平天国

首都天京
,

会见洪仁歼提出七点资本主义内容的改革建议
,

他热切希望
“
建立一个新政

府以取代清朝
,

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
”

④
。

但是太平天国的现实状况使他失望
,

他没有

接受洪仁扦的挽留
.

以后容阂参加了曾国藩主持的洋务活动
。

在洋务运动中
,

容阂的杰

出贡献是
:

主持完成了我国近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引进外国机械设备的工作
,

提议并组织

了我国近代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活动
,

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便是容阂

在广东选拔的第一批赴美官费留学生之一
。

容阂的思想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
,

也没有专门的理论性评著
,

他提出的多是一些具

体的行动方案
,

有的脱离中国实际
,

但他的一生始终不渝地迫求民主进步与热爱祖国
。

他

同情和肯定太平天国
、

义和团运动
,

晚年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

动
,

临终时叮嘱自己两个在美国成长的儿子回报祖国
。

美国友人评论说
: “

他从头到脚
、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

他热爱中国
,

信赖中国
,

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
”

⑤
。

与容阂一样
,

郑观应参加社会活动的主要 目的也是为了救国
。

中法战争期间
,

他辞

商从戎
,

任职于广东总理湘军营务处
,

前往东南亚诸国了解敌情
,

联络华侨
,

以后又参

予了整顿琼州防务和救援台湾的工作
。

甲午战争爆发后
,

他积极向当局出谋划策
,

利用

中外亲朋关系了解敌情
,

报告当局
.

战前他已出版了 《救时揭要 》
、

《易言 》
、

《盛世危

言 》 等著作
,

战后又专门出版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 ,

反复宜传富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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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
,

自幼熟读经史
,

成年后在上海经商期间
,

又钻研了西

方思想家的著作
,

参加洋务运动后
,

处身于上层社会
,

熟知当代事务
。

因此
,

他的思想

观点较为成熟
,

而且明确地代表了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

他思想

体系的核心是富强救国
,

具体内容是
:

振兴民族工商业
,

反对洋务派的官办和官督商办

政策
,

主张放手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
.

他要求
: “

凡通商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兴铁路
、

轮

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之处
,

一体准民间开设
,

无所禁止
。

或集股
,

或自办
,

悉

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是为了与西

方列强进行商战
,

捍卫国家的经济权益
.

在政治上
,

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代

替封建的君主专制
,

设立议会
,

他认为议会政治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
, “
高才于学堂

,

议政于议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同心
,

务实而戒虚
,

谋定而后动
,

此其体也
,

枪船火炮
,

洋

枪水雷
,

铁路电线
,

此其用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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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果足恃状 1’’ ⑦
。

他批评洋务派不懂得学习议会政治这个根本
,

所

以不可能使国家富强
。

因此
,

郑观应大力呼吁实行议会政治
,

成为 甲午战争以前明确主

张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最激烈的思想家
。

如果说 1 8 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近代思想界看清楚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方向的话
,

那么 1 8 9 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则促成了广东近代思想界的进一步崛起
,

使自从鸦片战争以

来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思想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行动
。

黄海海战是操练多年的北洋水师与敌交锋的第一战
。

在作战过程中
,

北洋水师指挥

混乱
,

炮弹短缺
,

发射的多是练习用弹
,

舰艇失修
,

致使长期在封建官僚制度治理下的

种种弊病暴露无遗
.

但广大水师将士们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

尤其是以邓世昌

为代表的一批广东籍将领
,

他们都是船政学堂早期的毕业生
,

掌握了近代军舰的指挥技

术
,

不畏强敌
,

英勇作战
,

以身殉国
,

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称颂
,

发扬和光大了中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传统
,

使得邓世昌成为又一位具有广东社会背景的著名民族英雄
。

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和卖国的 《马关条约 》 的签订
,

使正在北京应试的广东籍举

人康有为
、

梁启超等奔走联络
,

组织粤湘籍应试举人赴总理衙门请愿
,

反对割台求和
。

接

着又由康有为起草上清帝万言书
,

提出拒和
、

迁都
、

练兵
、

变法的改革要求
。

全国 18 省

1 3 0 0 名在京应试的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
,

投递都察院
。

这次上书虽然未能送到光绪皇帝

手上
,

但却广为传抄
,

震动巨大
,

使默默无闻的康有为脱颖而出
,

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

领袖人物
。

同年秋冬之际
,

羊城富文斋刊印了广东爱国诗人
,

清朝首届驻 日公使使馆参赞黄遵

宪的史学著作 《 日本国志 》
.

《 日本国志 》 于 1 8 8 7 年成书
,

共 40 卷
,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

部内容丰富翔实的日本研究著作
,

正好适应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爱国知识分子了解 日本

国情的需要
。

早在黄遵宪之前
,

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
、

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
、

郑观应
、

陈

炽等人都先后向国内思想界介绍过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

但他们仅仅是把明治维新看作

是一场采用西式军备学习西方技术的技术改革运动
.

而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多年
,

研读了

在 日本流行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作
,

较准确地看到了明治维新的反封建性质
。

他在

《 日本国志 》中将明治维新前期的改革事项逐年逐月分条肿举
,

记载了幕府将军奉还政权
、

明治天皇用位
、

改革等级
、

封禄制度
,

禁止人身买卖
、

撤除关卡
、

允许自由贸易
,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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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
、

兵制
、

学制
,

改革地税
、

地方制度
、

殖产兴业等种种反封建的除旧布新措施
。

更为重要的是
,

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改革过程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
,

指出明治维新

的起因是 由于封建幕府的腐败统治
,

使
“
民心积厌

,

外侮纷乘
,

内让交作
” ⑧

,

激发了

爱国志士的变法热情
。

明治维新的结果表明
:

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
,

如不变法 自强
,

必

遭亡国灭种之祸
.

印度
、

埃及
、

波兰因守旧不变而遭瓜分亡 国
,

日本墓尔小国
,

由于变

法维新而励精图治
,

已成富强之势
.

因此
,

日本的成功便是中国最好的榜样
。

通过深入

剖析明治维新而表达 自己的改革思想
,

使得黄遵宪成为近代中国主张仿效明治维新的首

倡者
。

《 日本国志 》 出版以后
,

时人辗转传抄
,

书局多次重印
、

翻刻
,

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

积极向国内知识界推荐介绍 《 日本国志 》 ,

康有为称其
“
耸语国人

,

用意尤深
” ⑨

.

梁启

超在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
,

将其指定为学员必读之书
。

戊戌年间 ( 18 98 年 )
,

该书

翻刻
、

重印的次数最多
,

共有三种版本
.

光绪皇帝催促他的师傅翁同和进呈 《 日本国

志 》 ,

康有为则进呈根据 《 日本国志》 而写成的 《 日本变政考 》
。

维新变法期间
,

光绪皇

帝发布的诏令
,

首先强调经济改革
、

其次是官制改革
、

最后才是军事改革
,

与 《 日本国

志 》 所记载的明治维新的改革程序大致相同
,

可见 《 日本国志 》 对于戊戌变法运动具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
。

与容阂
、

郑观应精通西学
、

经商显才而进入官僚集团的道路不同的是
,

康有为是一

个立志走上科 甲仕途报效国家的封建知识分子
。

他出身于世代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

庭
,

从小研习封建典籍
,

仰慕晚清中兴功臣曾国藩等人的丰功伟业
,

对于当代事务具有

远大的理想抱负
。

他曾拜广东名儒朱次琦为师
,

接受朱次琦注重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后
,

他深感时势艰难
,

考据帖括之学不能拯救中国
,

思想一度极端苦闷
,

闭门静坐
,

哭笑无

常
.

以后又专门攻读佛道著作
,

寻求思想上的自由解放
,

同时又结识了当时的翰林院编

修张延秋
,

了解到当时知识界正在酝酿的维新思潮
.

1 8 7 9 年冬
,

康有为第一次游历香港
,

亲眼看见当地社会秩序井然
、

经济繁荣
,

以后

在上海他又目睹外国租界的情形
,

于是
,

他重读 《海国图志 》
、

《旅环志略 》 等著作
,

并

购买了大批西学书籍
,

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

康有为是由一个胸怀救国壮志
,

勇于追求真理的旧式封建知识分子转化为新兴资产

阶级的代表人物的
,

他的变法维新思想具有完整的体系
,

其核心是学习西方
,

变法图强
,

但其理论依据却是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
。

康有为认为
,

中国之所以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
,

原因在于中国的贫弱
;
而中国的贫

弱
,

则在于中国封建旧制度的腐败
.

面对清朝所沿袭的汉唐元明以来的法度所产生的弊

政
,

清朝又守旧不变
.

因此
,

中国必须变法
,

必须另立堂构
,

彻底改革
。

洋务派只不过

是
“

变事
”
而不是

“

变法
” ,

洋务派办的企业十分腐败
,

徒糜巨款
,

无救危亡
.

他指出俄
、

日皆是效法欧美改革有成效的国家
,

他希望光绪皇帝
“
择法俄

、

日以定国是
” ,

使欧美日

国家的成就出现在中华大地
,

使中国走向富强
、

超越西方
,

他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

民族 自信心
。

在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的过程中
,

康有为反复陈述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

1) 实行议会

民主政治
,

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

2 》 以工业立国
,

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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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3 )编练新式陆海军
,

增强国防
,

抵御外侮
,

保护商务
,

维护主权
。

4) 效法资本

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
,

派员出国留学
,

开设报馆
,

瀚译欧美 日等国书籍
,

开办大中小学

堂
,

设立工农医等各类专 门学堂
。

但康有为毕竟是饱受封建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
,

他的思维习惯以及心理感情深受封

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

他的变法理论中西揉合
,

内容是西方的天赋人权
、

自由平等博爱
,

精

神却是中国传统的变易法则
。

18 9 1 年
,

康有为先后编著了 《新学伪经考 》 和 《孔子改制

考 》
,

并写成 《大同书 》 初稿
,

为变法运动寻求理论依据
.

《新学 伪经考 》 和 《孔子改制考 》 的价值
,

不在于学术水平
,

而在于政治思想
.

《新

学伪经考 》 用公羊学派的思想否定古经是孔子删定的真经
,

而古文经长期以来被视为儒

家的正统
,

是持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
,

康有为将其宣布为伪经
,

实际上是否定在此基础

上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合法性
,

破除人们对于祖宗成法的盲 目迷信
。

从封建旧营垒里

反叛出来的思想家
,

对于封建制度的攻击是命中要害的
,

因此 《新学伪经考 》 一再遭到

朝廷下令毁版
,

顽固派官员弹幼作者
“

惑世诬民
,

非圣无法
,

同少正卯
,

圣世不容
,

请

焚 《新学伪经考 》 ,

而禁粤士从学
”

L
。

《新学伪经考 》 在于破除正统儒学的统治地位
,

《孔子改制考 》 则阐发孔子变法改制

的
“
微言大义

” ,

两者具有破与立的关系
.

《孔子改制考 》 认为孔子所著的六经之中的先

王之道
,

并无历史依据
,

是孔子为了改革社会现状
,

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
,

假托于尧舜

文武等先王的言行以改制变法
.

孔子托古改制的代表作是 《春秋 》 , 《公羊传 》 阐释了

《春秋 》 的真义
,

公羊学说有
“

通三统
” 、 “

张三世
”

的说法
。

康有为据此论述
: “

通三

统
”
即夏

、

商
、

周三代都在因时变革
,

并非沿袭旧制一成不变
。 “

张三世
”
即人类社会沿

着据乱世
、

升平世
、

太平世的顺序渐进
;
据乱世为君主专制

,

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
,

太

平世为民主共和制
,

中国现阶段仍处于据乱世
,

应该变革到升平世
,

而实现太平世则为

时 尚早
,

太平世即是大同社会
,

是一个天下为公
、

人人平等
、

相亲相爱的极乐世界
。

《孔

子改制考 》 对思想界的震动更为巨大
,

顽固派极为仇视
,

张之洞特写 《劝学篇 》 与之抗

衡
,

企图抵销它的影响力
。

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及其阶层成份都未完全成熟
,

康有为的救国方案

和理论依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在政治上未能彻底否定君权
,

在经济上未能触及封建土

地制
,

在军事上未能改造封建军阀
;
破除对于古文经学的迷信的同时却又树立对于今文

经学的信仰
,

借孔子的权威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

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陷入混乱
;

只承认人类社会的顺序渐进
,

不承认突变革命
。

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缺陷最终导致康有为

从鼓吹改 良走向保守复古
,

成为民主革命的绊脚石
。

但他把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

思想界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维新变法思想变成实际行动
,

发动了具有全国性政治运动性

质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
,

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
,

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

甲午战争还使近代广东思想界
、

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位革命家实现了一生

中最重要的转折
。

战前
,

孙中山接受何启
、

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影响
,

上书当

道
、

游说权贵
。

甲午年六月份
,

经郑观应
、

王韬介绍
,

孙中山与陆皓东携带八千余言的

《上李鸿章书 》 往天津
,

求见李鸿章
,

希望能够通过游说促使李鸿章推动清朝改良政治
、

自强自立
.

但李拒见
,

使孙中山的幻想破灭
。

在此期间
,

孙中山亲眼目睹了甲午战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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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败以及清廷官吏的腐败
,

深感民族危机的严峻
。

他毅然抛开了多年以来改良主义的幻

想
,

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

同年 n 月份
,

孙中山在海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

团体— 兴中会
,

提出了第一个革命纲领
: “
驱除挞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
” .

在封建社会 日趋没落腐败
,

民族危机 日趋严重的时刻
,

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

思

想家林则徐
、

魏源
,

提出了向西方追求真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伟大思想
。

广东思想界

得天独厚
、

最先看清楚了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
,

不懈地追求实现改革派先驱者们的伟大
理想

。

甲
森

争的失败宣告了清朝封建统治不可逆转的衰败
,

广东思想界毅然将近代中

国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维新思想变成实际行动
,

相继发动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
,

推

进和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

使广东思想界前所未有地走到了时代发展的最前

列
。

[审稿 唐上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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