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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郑观应思想研究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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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

郑观应思想研究呈现出从综合研究到专题研究的走向
。

近年来
,

关于郑观应思想

经济
、

政治
、

哲学
、

文学
、

教育
、

人才
、

国防
、

宗教等传统领域研究不断深化
,

新研究范畴又不断拓展
,

其新

闻
、

法律
、

外交
、

图书管理
、

公共管理
、

社会救济
、

医学
、

养生等思想也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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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我国近代卓越的实业家
,

也是影响深

远的维新思想家
。

其思想广博精深
,

涉及政治
、

经

济
、

文学
、

人才
、

教育
、

法律
、

新闻
、

国 防
、

外

交
、

公共管理
、

社会救助
、

医学
、

养生等诸多领

域
。

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至今
,

郑观应思想一

直是学界致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呈现出从综合

性研究到专题化研究的学术走向
,

尤其是近年来

(2 00 0 年以后 )
,

郑观应思想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深

化
,

显示出新的动向
。

虽论家对此有所介绍
,

但不

能观其全貌
。
0 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

,

作出较全面的

梳理和介绍
。

一
、

传统研究领域日益深化

20 世纪 50 ~ 80 年代
,

郑观应思想研究基本上

处于综合性研究阶段
,

之后开始转人专题化研究
。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
,

学界对郑观应思想专题化研

究主要着力于经济
、

政治
、

文学
、

教育
、

人才
、

国

防等传统领域
。

近年来
,

这些领域的研究 日益深

化
。

(一 )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该领域的研究起步最早
,

成果也最为丰硕
,

尤

其他的商战思想一直为研究的热点
。

近年来
,

其经

济思想中的企业管理思想
、

财政思想
、

经济伦理思

想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课题
。

晚清财政是郑观应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
。

学者

万立明指出
,

郑观应在财政开源与节流
、

国家预

算
、

厘金与关税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独

到见解和改革措施
,

如坚持量人为出和预算收支平

衡的财政原则
、

发展经济是增加财源的根本途径
、

慎重举借内债与外债
、

节俭财政开支等等
。

这些理

财
、

治财思想极富针对性
、

务实性和前瞻性
。

lj[

郑氏作为企业管理家
,

长期从事经济活动
,

形

成了较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
。

这些思想包括
:

倡导经济自由政策
,

推崇市场分析预测
,
注重企业

管理手段多样化
;
努力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
积

极发挥税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调节作用
。

阁

郑观应的资本主义化经济伦理思想表现在
:

在

立国基础上
,

完成了
“
以农为本

” 向
“
以商立国

”

的转变
;
强烈的经济变革意识与传统的政治妥协思

想的统一 ; 倡导经济自由思想与主张对民族工商业

实施保护政策的统一 ; 在义利关系上
,

提出追求和

保护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
。

阁

(二 ) 郑观应的政治思想

80 年代以来
,

郑氏政治思想研究比较集中于其

改革观
、

议会观和宪政思想
。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对

其政治思想中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民本思想和吏治

思想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
,

郑

观应赋予其新意
。

学者胡波指出
,

郑氏不仅自觉地

用儒家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思想
,

认为西方民

主政治和民主学说与中国上古三代之治和民本思想

相仿佛
,

而且有意识地借鉴之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

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
。
。 姜朝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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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郑氏民本思想体系的构成内容主要有
:

政治上以

君民交泰公利说给君民关系定位
,

提出了通达民情

的现实问题
,

以西方议院选举和 日报充实和发展民

本政治制度的建设
;
文化教育方面

,

主张以近代科

技教育取代科举制
,

以增进民众的智慧
,

重整儒家

伦理道德秩序对抗外来文化侵略
。

[’] 而张兆岭则指

出其民本思想的价值在于
:

他提出的君主欲
“

永为

天下之人主
” ,

必
“

欲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
” 的民

本思想
,

已闪现了 “ 清为 民所系
,

利为 民所谋
,

权

为民所用
” 的火花

。

这些思想主张对保持当时社会

的和谐
,

推动社会改良具有历史进步作用
,

对今天

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也有一定启示意义
。

圈

晚清吏治的混乱与腐败使郑观应深感痛心
。

在

承认和维护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前提下
,

郑氏以西方

国家议院制为蓝本
,

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吏治思

想
,

主要有
:

仿效西方国家
“

公举
”
制选拔官吏

;

效法泰西高棒养廉
,

以杜绝官吏贪污
;
广开言路

,

舆论监督官吏
;
裁汰冗员

;
年老让贤

。 。

(三 ) 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该领域的研究最早起步于诗歌研究
,

始于 60

年代初
,

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

近年来
,

郑观

应的俗文学作品— 笔记小说
、

俗体诗歌
、

谚语格

言和地方戏曲
,

开始引起学界的兴趣
。

学者刘亮坚对郑氏第一部笔记体短篇小说集

《陶斋志果 》 作了深人研究
。

他指出
,

在艺术形式

上
,

《陶斋志果 》 首先是延续了唐以来传奇
、

志怪

类格式
,

在创作范围上加以扩大化
;
又在吸收 《聊

斋志异 》 创作技巧的基础上
,

将这种艺术风格推向

完善
。

在内容上
,

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
。

从

宗教
、

道德
、

伦理各个方面来讲
,

归根到底从属于

对善的追求
,

意在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宗教道德
、

伦理规范
。

6[]

陈业东则剖析了郑氏为劝娠而辑撰的笔记小说

《富贵源头 》
。

他指出
,

郑观应用果报不爽的故事
,

强调善有善报
、

为善是富贵的源头
,

旨在贩灾
,

并

非宣扬迷信
。

书中故事反映了时局的一个侧面
,

具

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

其宣扬积德获报的观念
、

在娠

灾救难时所发挥的社会效应
,

亦较普通诗文更深人

广泛
。

7j[ 蒋志华在解读郑氏选编的第一部中国古代

剑侠故事集 《剑侠传》 时指出
,

从书中可看出郑氏

一生很深的剑侠情节
,

以及他作为道教徒救世与修

仙并行的人生轨迹
。

释读 《剑侠传》 ,

可 以透视郑

氏既有道教的神仙信仰又融合了儒佛因素
、

既独善

其身又兼善天下的剑侠情怀
。
④

邓景滨将这些俗文学作品的特征概括为
:

它们

充分体现了俗文学这种浅近
、

通俗
、

平易
、

流行的

文学类型的特点— 思想内容浅易
,

艺术形式简

朴
,

语言文字通俗
,

接受层面广泛
,

社会效益显

著
。

尤其是
“
社会效益的显著

”
这个特点

,

在郑观

应的俗文学中显得更为突出
。 。

(四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该领域的研究始于 80 年代
,

直到 90 年代中期

后才真正展开
,

大多着眼于宏观论述
。

近年来
,

郑

观应的微观教育思想
,

诸如女子教育
、

职业教育
、

科技教育思想
,

被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论述的对象
。

女子教育是郑观应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
。

学者杨丹梅指出
,

郑氏是把女子教育提升到关系家

庭兴旺发达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的
。。 郑观

应女子教育观主要包括
:

女子受教育合理并且有

益
; 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

; 以传统女学为主西学

为辅为内容 ; 采取学校教育的形式 ; 重体育
,

健全

体魄
,

严禁女子缠足等
。

这些思想与孙中山的女子

教育观相 比
,

仍残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
,

不过郑氏

仍不失为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上的开路者
。

8[]

郑观应的职业技术教育观是与实用主义人才培

养观联系在一起的
。

郑氏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主要

有
:

职业教育观念上要
“

务实
” 、 “

戒虚
” ,

对西学

主张
“

体
” 、 “

用
”

兼备
,

主张在中国实行职业技术

教育和贫民教育
。

图盛永华还提到
,

郑氏非常重视

科学技术并有系统论述
,

且设计了一套培养科技人

才的制度
,

对科技人才提出全面发展的要求
。 。

(五 ) 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从 90 年代中期起
,

学界开始关注郑观应的人

才观
,

整体上论述的比较多
。

近年来
,

一些学者把

郑氏的人才观与其实业经历结合起来
,

突出他的实

用主义人才观
。

郑观应的实业经历使他感到实用人才的重要与

短缺
。

学者胡 惠芳指出
,

在当时 内忧外患的时局

下
,

郑氏认识到国家之盛衰在于人才
,

人才之要在

于实学
,

而传统的科举制度和封建体制却严重制约

了实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

培养实学人才的途径在

于
:

取材应
“
论其艺而不论其文

,

量其才而不拘、

设立新式学校培养人才
;
重视

“

西学 、 采用
“
考

取文凭
,

方准用世
” 的人才录用方法

。

郑氏的实学

人才观是在
“
经世致用

” 和
“
中体西用

” 的双重驱

动下形成的
。

10j[

杨华山也指出
,

郑观应作为近代具有丰富经验

的企业经营管理家
,

充分认识到近代企业人才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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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

使用与企业盛衰的密切关系
。

他在经营管理企

业的实践中认识到
,

企业发展既需要善于经营的管

理人才
,

也需要专业技术人才
。

派遣留学生
、

职业

技能培训
、

改变考核方式是培养企业人才的重要途

径
。
[1 1]

(六 )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

该领域的研究始于 90 年代
,

最初基本上着 眼

于宏观分析
。

近年来
,

郑观应的微观国防思想
,

诸

如海防思想
、

边防思想和间谍思想
,

亦成为独立研

究的对象
。

近代中国海防危机引起了郑观应对中国传统防

御思想的反思
。

郑氏认为在近代情势下
,

海防和塞

防同等重要
,

应共同纳人国防军事战略
。

他主张建

立近代化海军
,

实行海陆配合
、

外洋与海 口并重
、

分区设防
、

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
,

并强调依靠群众

加强海防
。

其海防思想已突破了重陆轻海
、

重道轻

器的传统观念
,

具有进步性
,

不仅代表着中国近代

国防思想的发展方向
,

而且对其后中国国防实践也

产生了深远影响
。

叫学者童远忠和王英则专文探讨

了郑氏的边防思想
。

指出郑观应是晚清边防思想的

典型代表
,

提出了边防不可废
、

陆地边防应分清轻

重缓急 (首要地区是东北
,

其次是西南边疆 )
、

注

重外交
、

合纵连横 (联俄拒英法 )
、

移民实边
、

巩

固边防
、

勘定边界
、

加强界务管理等一系列边防思

想
。

这种边防思想已属于近代边防思想的范畴
,

对

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边防产生了积极影响
。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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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思想是郑观应国防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在郑氏看来
,

战争制胜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
“

知己知彼
” ,

即充分掌握敌方的军事情报和动态
,

而这就必须使用间谍
。

既要选好精干的间谍人才
,

同时也要严密做好反间谍的工作
。
.

二
、

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

近年来
,

在郑观应思想研究传统领域的探索不

断深化的同时
,

他的新闻
、

法律
、

外交
、

图书管

理
、

公共管理
、

社会救济
、

医学
、

养生等思想成为

学界不断开辟的新领域
,

这进一步拓展了对其思想

研究的范围和空间
。

(一 ) 郑观应的法律思想

郑观应法律思想内涵丰富
,

这里主要谈谈他的

部门法律思想
。 。

国际法思想是郑观应部门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
。

郑氏通过对国际法的深刻研习
,

初步形成了

比较系统的国际法思想
。

其主要内容有
:

主张中国

走向世界
,

在外交上与世界各国接轨
,

承认万国公

法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主要准则
; 主张以国际法为

武器
,

反对侵略
,

维护国权
;
主张参照国际法

,

改

革中国政治制度
,

变法维新
、

富国强兵
。

这些主张

表明他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

lsj[ 学者熊命辉

进一步指出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 等代表著作

中
,

较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法的本质
、

国际法基本原

则
、

国际法律责任
、

国籍法
、

外交及领事关系法
、

条约法
、

战争法及国际法在中国得以实施的前提等

内容
,

是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际法思想体系的第一

人
,

对于中国以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以及法制近代化

作了理论奠基
。

l6[]

清朝司法弊端丛生
,

郑观应由此探讨了司法改

革的问题
,

并提出许多设想
。

主要表现在
: 1

.

诉

讼制度改革思想
:

( 1) 改革传统纠问式审判制度
,

建立西方式的陪审制度
, (2 ) 革除传统书吏制度的

弊端
,

建立近代律师制度
, 2

.

刑罚制度改革思想
:

(1 ) 轻简刑制
; (2 )

“

充工
”
代刑 ; ( 3) 罚金赎罪 ;

( 4) 改良狱政
; 3

.

司法官吏制度变革思想
:

介绍

引人西方的
“

公举之法
” ,

从用人人手来改革腐败

的司法官吏制度
。

这些主张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

的历史进程
。

17j[

此外
,

有学者研究发现
,

郑观应还清楚地认识

到商法的重要性
,

认为国无商法就无商业规律
,

那

么应得的利润也会漏失
。 。

(二 ) 郑观应的图书管理思想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较系统介绍西方图书馆和提

出现代图书管理思想的最早人物
。

近年来
,

郑观应

的图书管理思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新对象
。

论者指

出
,

郑观应是从培养国家人才这个高度来认识图书

的重要性的
。

他认为藏书是关系
“

人才之得失
,

国

家之盛衰
” 的基石

,

但是中国素来
“
私而不公

” 的

藏书制度造成藏书难以流传
,

而中国幅员广阔
、

人

口众多
,

单靠藏书又无 以满足读书人的要求
,

因

此
,

他倡导引进西方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和技术 (诸

如图书呈缴制度
、

借阅管理方法
、

藏书管理方法
、

图书馆管理制度等 )
,

以英国图书馆为蓝图
,

在中

国建立现代公共图书馆体系
,

推进中国图书馆的现

代化
,

以实现中国富国强兵的梦想
。

设立现代图书

馆的措施主要有
:

通过行政手段
,

自上而下地设立

各级图书馆
;
在管理上

, “

派员专管
” ,

对读者全面

开放
,

以体现图书馆的公共性
;
在经费上

,

采取官

办和绅捐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办法
。

郑氏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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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一
刘

( 三) 郑观应的公共管理思想

晚清政府机构臃肿
,

行政效率低下
,

这引起了

郑观应对政府公共管理
、

行政作为的一些思考
,

提

出许多富有建设性和极具价值的主张
。

学者范耀登

将这些主张概括为
:

1
.

精简机构
、

裁汰冗员
; .2

重视用人
,

端正行政行为
; 3

.

权力授民
、

依法行

政并接受监督
; 4

.

实行新闻 自由
,

接受舆论监督
。

这些行政管理思想颇具理论前导价值
,

今天仍具有

现实意义
。
[ , `〕

郑氏也深感晚清社会治安混乱不堪
,

百姓人身

安全难以保障
,

于是参照西方警察制度
,

提出构建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警政思想
。

他看到了西方警察

的积极作用
,

认为建立西式警察制度具有打击犯

罪
、

保障民生
、

维护社会治安
、

化解纠纷
、

缓和社

会矛盾等重要作用
,

并设计了诸如设立巡警加强治

安防范
、

设立
“

栖流局
”
管理流民

、

通过罚款和赎

罪筹备警政经费
、

慎选警察与明确警察职责等许多

具体的警察制度
。

阁论者认为
,

郑观应的警政思想

是中国较早的
、

比较系统的警政理论
,

为清末建警

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
,

在实践上也一定程度推动了

中国替察制度的发展
。

231[

(四 ) 郑观应的社会救济思想

郑观应关心民生疾苦
,

关注弱势群体
,

提出许

多有关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见解
。

郑氏清楚地认

识到
,

晚清灾荒频仍的深刻社会根源在于
:

苛政残

酷
,

民不聊生
,
战争破坏

,

灾害不断
;
滥种婴粟

,

粮食减少
,
乱砍滥伐

,

生态环境恶化
。

24[] 他借鉴西

方作法设计了一套由社会承担备荒任务的机制
:

L

遍设下级金融机关与民通融
; 2

.

筹备农业保险
,

共担风险
; 3

.

建造农仓
,

平抑物价
。

阅不难看出
,

郑观应的灾荒思想和 国家安定
、

民生富裕紧密联

系
,

是我国济灾思想中的优秀文化遗产
。

洲

郑观应一生乐善好施
,

有着深厚的慈善思想
。

学者陈国威认为其慈善观包括传统的善恶报应观
、

救济与保障并重
、

推崇西方慈善事业
、

关注女性等

内容
,

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中国近代慈

善事业的愿望
,

与他的
“

富强救国
”
理念相吻合

,

无疑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一剂 良药
。

其提出的一

些颇具近代色彩的慈善措施
,

对推动中国慈善事业

的改良与发展
,

起到了振弊起盛的作用
。

叫

郑氏还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保险思想和开创 民

族保险事业的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
。

他对保险的类

别
、

作用以及道德风险都有深人的了解和认识
,

认

为发展民族保险事业不仅可以为民族工商业保驾护

航
,

而且有利于转移和分摊老百姓的灾害风险
,

提

供救济和社会互助
。

郑观应的保险思想和主张不仅

有开启国人保险意识之功
,

而且对中国民族保险业

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

网

另外
,

郑观应对无业者
、

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关

注
,

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论述
。
。

结 语

郑观应的整个思想体系结构完整
、

立论精深
。

他在 《易言》 和 《盛世危言 》 两部巨著中设立了诸

如公法
、

税务
、

交通
、

刑法
、

商战
、

议院等 90 多

个名 目
,

涉及近代中国国家大政方略
、

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
。

其议论话题既广又深
,

为现代各个学科

领域提供了研究课题及丰富材料
。

随着郑观应研究

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人
,

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全貌将

逐步呈现
,

成为今人赖以滋养的宝贵文化遗产
。

注释
:

①参见倪俊明 《郑观应研究综述 》 (载 《文史哲 》 20 03 年 1

期 )
、

王杰 《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
“

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
综述 》 (载 《岭南文史》 200 2年 3 期)

.

②胡波 《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研究 》
,

见澳门历史文物

关注学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02 年所编 《郑观应诞辰

16。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③黄启臣 《郑观应的吏治思想 》
,

见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学

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02 年所编 《郑观应诞辰 160 周

年学术召行寸会论文集》
。

④蒋志华 《郑观应的 < 剑侠传 > 》
,

见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学

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002 年所编 《郑观应诞辰 160 周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⑤邓景滨 《郑观应与俗文学 》
,

见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学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0 02 年所编 《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
。

⑥杨丹梅 《郑观应论女子教育 》
,

见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学

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 《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 》
,

2 002
.

⑦盛永华
、

孙关龙 《郑观应科技教育思想初探 》
,

见澳门历

史文物关注学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0 02 年所编 《郑观

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⑧侯令春 《郑观应军事学说中的用间思想 》
,

见澳门历史文

物关注学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002 年所编 《郑观应诞

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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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有关郑氏法律思想的时代背景
、

法制主张
、

鲜明特点以

及局限性情况
,

王杰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

L萧卓芬 《谈郑观应之提倡商法及教育改革》
,

见澳门历史

文物关注学会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 002 年所编 《郑观应

诞辰 16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0 参见刘正刚 《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言行探析 》
,

载 《社会

科学辑刊》 2 0 0 3 年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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