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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的吏治思想

葛 飞

郑观应 ( 1 8 42一 19 2 2 ) 广东香山 (今 中山 ) 人
。

字正翔
,

号陶斋
。

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

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是揭开近代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

郑观应生活在 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动荡的年代
,

史称
“

千古未有之奇变
” ,

首 先是资本主

义侵略者用商品和大炮敲开 了中国的大 门
。

此后
,

欧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纷至沓来
,

肆意侵

略侮辱中国
.

特别是七十年代后
,

列强环伺
,

外患频仍
,

边塞危急
,

海疆告警
。

因此
,

御侮

图强
, “

适变求存
”

成为当时整个中华 民族必须思考 的时代主题
.

郑观应的 巴想核心可概括为
“

富强救国
”
四个字

。

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
“

登

于富强 之 境 以拯救民族之危亡
” ,

为了达此目的
,

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
,

特别是经营近代

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
.

他 自己曾表述如下
: “

欲攘外
,

蓝

须自强
; 欲 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 校
,

速 立 宪

法
,

遵重道德
,

改 良政治
。 ”

①其中吏治是政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

整顿吏治也就是其改 良

政洽的具体表现之一
。

中国是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
,

传统的政治结构中极重人治
,

因而官僚体系的组建即
“

吏

治
”

就更显重要
。 “

从来国运之盛衰
,

系乎民心之离合
; 民心之离合

,

系乎吏治之隆污
” ②

“

地方之治乱
,

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
,

郭廷求治
,

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
,

一

郡得人 则一郡治
,

一省得人则一省治
,

天下得人则天下治
。 ”

③ 因此
,

要想政治清明
,

百姓

安宁
,

必须注重官吏的整顿
。

郑观应的吏治 息想大致包括
:

人才的滋养
; 官吏的选拔及考核官吏三部分

。

内容纷呈
,

分述如下
:

一
、

人 才 的 滋 养

在培养人才方面
,

郑观应很重视学校 的功用
。 “

学校者
,

造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

也… …
”

④ 他认为富国强兵之计在于有贤才可用
,

贤才的培养造就则离不开
“

储才之地
” 。

因

此他反复强调和倡导开办各类新式学校
.

同时也揭露和鞭答了封建科举对人才的坑 害 和 摧

残
.

郑氏认为科举制最大的弊端是所习非所用
,

所用非所 长
.

科举者
,

自大颧预
,

愚 昧 无

知
.

他们拘于成见
,

往往空谈气节
,

而鄙弃时务
.

一临事变则无所适从
.

对于这种用之来教

人
,

人将昏朽无力
; 用之来治国

,

国必毁于一旦的害人之道
,

郑氏予以痛切抨击
.

他辛辣地

指出
:

就是这种文不能治国兴帮
;
武不能御敌护国的陈腐陋规

,

统治者竟举若神明
,

实乃荒

谬
.

八股取土之制必须废 除
; “

国之盛衰系乎人
” , “

不修学校
,

则人才不出
;
不废帖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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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无实效也
” 。

⑤

同时
,

郑观应呼吁人们打破积 习
,

重视西学
, “

时文不废
,

则实学不兴
; 西学不重

,

则

奇才不出
.

必 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
,

像从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
” 。

⑥只 有倡西学习才

可造就济世匡时之才
,

适变求存之才
。

对于设立新学堂
,

他还提出 自己的设想
: “

各省应设

书院
,

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
、

地舆
、

格致
、

农政
、

船政
、

化学
、

医学及各国语言
、

政事
、

律

例数人
,

或以出洋之宫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著
,

为之教习
`

… …学生成绩优异者 升至京 都 大 书

院
.

期 满造诣有成
,

考取上等者即奖以职衔
” 。

⑦ 并 自信
:

如能如此去做
“

数年之后
,

有不

人才济济者
,

吾不信也
” .

⑧

不难看出
,

郑观应作为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名有识之士
,

在 西方文 明之风阵

阵吹来之际
,

能够借西之长
,

为我所用
,

勇于摈弃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形成的落后意识和传

统观念
.

敢 于破除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有碍于社会进步的精神枷锁
,

在文化教育上打开突破

口
,

实在具有难得的气魄和胆识
.

二
、

官 吏 选 捞

郑观应把官吏分为
“

能吏
” 、 `

廉吏
”

两类
。 “

夫达于权变
,

办事勤敏者
,

谓之能吏 ; 谨

宁绳尺
,

洁 己奉公者
,

谓之廉吏
。 ”

能者
,

才也
;
廉者

,

德也
。

郑观应认为天 下能吏多 而廉

吏少
.

廉史能
“

虚心以听讼
,

除暴 以安 良… …兴利除弊
,

崇俭黔华
。

不事虚名而专施实惠
,

访于言语
,

更耻于逢迎
. ”

⑨ 因而更显出廉中的可贵
.

那 么如何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呢 ? 郑观应主张确立合理的考试制度
.

郑观应在 《 易言 》 中主张文科考试经史
、

策论
、

诗赋
、

政事四 门
。

十余年后刊行的 《 盛

世危言 》 中又主张考试分为两科
“

首科既毕
,

一

挂牌招考西学
. ”

考试格致
、

化学
、

电学
、

天

文
、

医学
、

种植等门
。

录取对富强之道实际有用之才
,

然后委以重任
.

郑观应不但提出了广取人才的见解和途径
,

并且根据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中国所

存在的 问题弱点
,

较为具体地论述了各类官员 的考选标准
。

军事将官的选 拔
:

郑观应提出应考 查三点
。 “

一试能明战守之宜
,

应变之方
,

深知地理

险阻设伏应敌者
。

二试能施火器
,

命中及远
,

驾驶战舶深知水道者
.

三试制造机 器
、

建筑
、

营垒炮台
,

善造战守攻诸具者
” 。

L郑氏深知
:

中国屡败于列 强就因为缺乏船坚 炮 利 及现

代战略战术
.

要想使中国军事步入近代化
,

要想在将来的国际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首 先必

须造就一批能掌握先进武器
,

具有近代战争意识的军事将领
。

外交官员的选用
:

郑观应认识到打破 闭关 自守状 态
,

面向世界已是大势所趋
,

而外交使

臣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随着国际间政治
、

经济
,

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
,

对外交人才的

需要越来越多
,

要求也越来越高
.

郑观应指出要使中国取得对外交涉的成功必 须做到两点
:

一是
“
先储善办交涉之才

.

二

是定专办交涉之法
。 ”

少而尤以前者为要
.

因为当时的清帝国屡遭外 强干衅
,

危急四起
,

而

国内外交人才极其匾乏
。

形势所逼
,

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外交官员 以应当务之急
。

他认为
“

为

使臣者
,

非才德素著
,

胆识兼优
,

持大体而敦气节
,

达时务而精西律 者
,

断 难 胜 任 而 愉

快
. ”

L也就是外交官所必 备的条件是
“

人品端正
,

大节无亏
” 。

⑥并且
“

熟史 书
,

清 政

体
,

洞悉中外律例
” 。

@ 最好是出过洋
,

对各国文字
、

政教
、

风俗都 较熟悉
.

更重要一条
,

一定要
“

存心公正
” .

既不
“

抑中扬西
”

妄 自菲薄
,

又不
“

我中彼西
”

盲目尊大
.

然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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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洋务馆把所征者集中培训
,

以造就具有近代意识和近代法律观念的外交官员
.

鉴于旧时选人制度有弊端
, “

有才者无途以进
,

有钱者无才亦官
” .

为使才德兼备之士

不为出身 门第限制
,

不因穷居乡野而遗漏
,

郑观应明确提出了
“

公举法
” .

一 般官员 和议会议员必须公举
.

郑观应对清政府用保举之法选拔官吏和
“

易地股服官
”

制

度予以猛烈抨击
。

他指出
“

法之善者莫如公举
” .

砚 因为被选者 是
“

众 心 共 惬
,

人 地 相

宜
” .

L公举这种人为官
,

一般 较能做到
“

安百姓
” 、 “

利地方
” 。

为此 他 又 批
“

评保举

法
’ ,

认为此法弊端甚多
,

贿赂询私是其一端
.

用这种办法不仅难得才德兼备之士
,

且吏治

又焉得不坏 ? 他还分析
: “

易地服官
”

意在为官者远离家乡
,

杜绝拘私等弊
。

岂不知人地生

疏
,

往往休戚无关
,

肥膺莫问
,

以致
“

官见民而生僧
,

民见官而生畏
,

名为 民之父母
,

实为

民之寇仇
。

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
,

不计其至 再至三也
;

保民则始终漠视
,

不 闻其兴利啥

弊也
” 。

叮故
“
易地服官

”

并非善法
.

另外
,

郑观应针对官场中首重资格的偏见呼吁要
“

广 辟 贤 路
,

破格用人
” .

同时用人

要 因才而分
,

各当其任
.

他认为选官时若能根据各人的特点
、

长处
,

量才录用
,

人适其位
,

那么
,

贤良之士也就能各尽其才
,

各展其能
.

在委任官员时要做到权责一致
,

用人不疑
,

防止上下脱节
,

左右推诱
.

郑观应 极 力 反

对
“

用之而不 任之
,

任之而复疑之
”

的作法
.

认为此种
“

束缚驰骤
,

拘牵遏抑
”

的弊举无助

于人们去尽心尽力建功立业
。

只会造成不图进取
、

无所作为
、

离心离德
、

人人 自危的不 良后

果
.

诸如 此类
,

还有对其他方面人选的要求
.

可 以看出
:

郑观应如此精心地设计各 类官吏的

考选标准
,

不仅是寻求救国途径的一种可贵的探 索
,

而且体现了鲜明的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

专业 化思想
。

三
、

官吏的考核与整顿

封建社会吏制弊端丛生
。

自晚清以莱更是世风 日下
,

贪官遍地
.

针对这种
“

纲纪宽驰
”

的局面
,

郑观应认为
“
非用重典

,

不足以做百
” L

.

对骄横乡里 的士子
“

罪重则杀
,

轻则 除

名
,

永不许登 诸士籍
” 。

⑨贪赃枉法的官员
“

轻者休
,

重者戮而已矣
。 ”

L至于下级营私舞

弊的青吏
、

差役
,

郑指出他们
“

贱等于奴隶
,

而权驾乎公卿
,

流品甚杂
,

心术最坏
” 。 “

天

下乱之由来
,

皆由此辈
,

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是也
” ③

。

把 他们
“

正名定罪
”

后
“

非尽 杀

不可
” 。

郑观应认为官吏之所以弄权成患
, “

其弊皆由于则例之繁
”

⑦
。

以至于污吏
“

挟例 以牟

利
” ,

混淆黑白
,

颠倒是非
,

故例愈繁弊愈甚
.

现在要把一切繁文褥节付之一 炬
,

重 颁 新

例
. “

凡事 以简驭之
” ,

@ 这样即可杜绝贪官之弊
.

对各级官吏应定期考校优劣
,

借 以赏罚分明
,

这是立正风
、

鼓士气
、

惩懈怠
、

汰优劣的

重要保证
.

郑观应一 贯主张严为用人之本
,

不主张以利取恩
,

笼络人心
.

认为那是助长投机

心理
、

涣散军心
、

瓦解斗志的 自毁之道
。

至于一般公务人员
,

他认为应确立一种制度
,

以保证其层次的稳定
,

使其
“

专 门 学 习

兵
、

刑
、

农
、

礼
,

各有所司
,

官有升迁
,

吏无更换
” .

@ 同时每年一考核
,

品学兼优者
,

才

可充任
. ” “

倘有颜预不堪把持公事者
,

立予斥革
,

无或姑宽
” 。

⑥ 由此可看出郑氏受西方

制度的影响
,

思想中已形成近代公务员制度的雏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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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实行议院制度
,

搞好内政与吏治
,

还必须做到
“

年老让贤
”

和
“

裁汰冗员
” .

关于
“

年老 让贤
” ,

郑观应颇为重视
.

他说
: “

四十曰壮
,

学问既成
,

阅历既深
,

故可

以出而任事
。

七十 曰毫
,

精力就衰
,

艰巨难胜
,

恐有时因而误事
,

故奉身以退
,

避 贤路
,

戒

素餐也
”

L
。

他对当时年老不退者称之为
“

恋栈
” 。 “

恋栈者多
,

悬本者 少
” ,

对于 内政的

改革是很不利的
.

他建议仿行古 法
“

督抚以年七十为度
,

赐金趣休
,

司 道以下
,

亲民之吏
.

则当以六十五为限
。

及限不告退者
,

则请罢
.

之
” 。

⑤ 这些见解确有精到之处
。

至于
“

裁汰冗员
”

与
“

年老 让贤
”

性质是有区别的
。

但要求精简机构
,

提高工作效率刘

目的是一致的
.

郑说
“

国家设官分职
,

原所以治民保国
,

使各有所职
,

而百事具举
,

如事足

以一人了之
,

复何取乎多人 ?
” .

L于事无补的人多了
,

非但无益
,

而且其害甚多
: “

国家

多一冗员
,

… … 即多一胶民膏之人
,

甚且多一债国是之人
” 。

L这种人必须裁汰
,

以使
“

幸

位之流
,

素餐之辈
,

无所托足
” 。

L他认为政府应如此办理
,

军队亦应如此办理
;
中央应如

此
,

地方亦应如此
.

这样不特经费可省
,

人员
、

机构必能精 练
,

行政效率也必将大大提高
。

于 国于 民极为有利
。

郑观应的
“

年老让贤
”

和
“

裁汰冗员
”

的主张是切合时宜的
。

但这些主张要靠极其腐败

的清政府来办
,

是不可能的
。

故而郑 氏的主张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

除此之外
,

郑观应有关吏治方面的议论还有
:

废捐纳之制
:

他指出卖宫胃爵是最大的弊政
,

捐纳者
,

出任前债台先筑
、

为官后必削民

偿欠
,

蠢国肥家
,

使政府名望扫地
,

民众哀怨四起
. “

官之大患曰贪
,

捐纳者输资于国而欲

取偿于 民
,

求其不贪
,

安可得乎 ?
”

⑧因此
,

欲造就清廉之治则必废此制
。 “

捐纳废而后好

官出
;
好官出而后公道明

; 公道明而后民志畅
;

’

民志畅而后国志昌
” 。

@

改革宫棒
:

官僚机构因庸肿和腐败往往入不敷出而巧立名目
,

搜刮民膏
。

郑 观应主张对

官僚们增加薪傣
,

即在 以往官傣的基础 上 再 加
“

廉傣
” ,

办公费另给
。

这样即可无
“

支出

之虞
” 。

如此
“

则民困舒而宫方叙矣 !
”

L 这种想法对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来说显 然 过 于 天

真
。

封建社会滴疾已定
,

即使增加官傣
,

官吏的贪污腐败决不会因此而有所 收敛
.

确立近代警蔡制度
:

针对各地治
.

安混乱
,

盗匪猖撅的情况
,

郑观应提出应仿照西法
,

设

立巡捕
,

这样不但可随时惩治不法之徒
,

而且也可及时惮压各地
“

暴民
” ,

使其不能成燎原

之势
,

谨防
“

粤匪
”

悲剧重演
。

办法是
:

每县设一巡捕官
,

各乡镇分设巡查帮办
,

下设巡捕

若干
.

各警署间有电话联络
,

一旦有事
,

则立即通报设法弹压
,

以免酿成大祸
。

如此
, “

则

揭竿之变
,

乌合之徒
,

未有不立地肃清者也
” 。

实行上诉制度
:

针对办案中官吏营私舞弊的现象
,

郑提出允许受屈者 上诉
,

上级官署派

遣
“
良吏能员详查复审

” 。

若查明原审官贪赃枉法
,

则应以其所受贿的
“
什百倍而罚之

” .

以上就是郑观应吏治思想的方方面面
。

综观全貌
,

作为倡导
“

富 强救国
”

纲领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
.

它反映了中国早期 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

无疑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想
。

当

然
,

由于他脚踏在封建社会的胎基上观 察社会
,

议论 时政
,

加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考察

和认识又有肤浅和偏颇之处
,

故其吏洽思想必带有 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

但其进步的意义

与作用
,

功不可没 !

(下转第 10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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