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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郑观应诗歌内容分析
郑观应在 《七十生日感怀》 中曾对自己的诗歌作了一句极为中肯的概括: “忧国新诗怀杜甫。” 到了 79岁高龄 , 他

写下了 《庚申己未两岁秋感》 组诗 43首 , 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 并再次强调: “新诗多是劫边来! ” 诚然 , 郑观应的 “忧
国新诗” , 正如当年的杜甫诗一样 , 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 而且 , 忧患的内涵显得更深、 更广、 更新。他的全部
诗作 , 贯穿着 “反帝御侮” 与 “富强救国” 的两大主题。

近代的中国 , 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 抵御外侮 , 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每一个爱国者 , 无不以抵抗外敌

的军事入侵为己任。郑观应作为时代的爱国者 , 亦写下了不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御侮诗。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 中
日战争 , 一直到八国联军入侵 , 这一页页近代战争史 , 都在郑观应的诗篇中留下了炮火硝烟!

1857年 ,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 原因之一是粤督叶名琛误听扶乩 , 不作防备。当时郑观应 16

岁 , 但记忆犹存 , 直至 79岁时仍不忘将它写入 《庚申己未两岁秋感》 第 35首之中:

乩手诳人世鲜知 , 昔年粤督事尤奇。 神仙垂示无庸战 , 英舰传闻有退期。

沙面船中忽放炮 , 观音山上竖降旗。 通番得贿应天谴 , 底事逍遥任所之。
1884年春 , 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 郑观应奉彭玉麟奏调 , 由上海急赴广东 , 乘法国轮船往南洋刺探军情。 《次彭雪琴

宫保师见赠原韵》 一诗记述了这段史实:

探敌偏乘敌国舟 , 澜沧江外溯双流。 班生不信无奇骨 , 冯翼今思奋远谋。
万里秋心驰鹿塞 , 卅年迂论划鸿沟。 越王难絷冠缨短 , 惭愧终军志未酬。

十年后 ,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郑观应连接写下多首描写中日战争的史诗。例如 , 在 《闻大东沟战事感作》 一诗中 ,

一方面歌颂为国殉难的将士 , 一方面谴责 “曳兵弃甲” 的逃兵 ,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中日海战惨败的原因就在于 “粉
饰因循若养痈”!

东沟海战天如墨 , 炮震烟迷船揿侧。 致远鼓楫冲重围 , 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 , 无愧同袍夸胆识。 梁宏立志果不虚 , 生当封侯死庙食。
愧煞辽东众将弁 , 曳兵弃甲无人色。 喧傅中外尽惊奇 , 兵饷虚縻尚灭克。
那堪平旅如金汤 , 拱手让人千万亿。 措置乖方咎孰归 , 春秋大义为贤责。
粉饰因循若养痈 , 堂堂师挫弹丸国。 ……

大东沟海战失利 , 国内 “战败求和” 之舆论甚嚣一时。郑观应一反众议 , 于甲午年底提出 “战、 守、 备” 三策 , 坚

决反对乞和。 他指出: 如果屈膝求和 , “臣恐中日战局甫从此终 , 中原之祸方从此始”。 然而 , 懦怯的清廷 , 终于翌年

(乙末 ) 一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赔款、 开放商埠、 让朝鲜 “自主”、 割让台湾澎湖列岛、 辽东半岛
……。 郑观应目睹时局 , 不禁悲从中来 , 又想起为反对侵略、 捍卫国家主权而殉难的邓世昌。就在 1896年的元旦 , 写

下了另一首歌颂邓世昌的五言排律 《乙末元旦作》:
抚年五十四 , 旅食沪江滨。 淮勇羞降敌 , 台湾恨属人。
鬓斑心益壮 , 血热语嫌频。 棋局因循误 , 枢垣粉饰新。
忠贞怀邓左 , 豪气羞吴陈。 何日逢知己 , 乘时荐国宾。
危言随毁誉 , 愤世独悲辛。 北望云天近 , 东瞻岛国邻。
求成当岁首 , 史笔记王春。

诗中有两个小注。 一是 “邓左” 下的小注: “邓世昌、 左宝贵血战阵亡”。 二是 “吴陈” 下的小注: “吴剑华、 陈次
亮”。 注中的 “左宝贵” 是回族人 , 中日甲午战争时 , 率所部六营自辽东渡鸭绿江进援朝鲜 , 守平壤城北玄武门。日军

来犯 , 平壤守军总统叶志超企图弃城逃窜 , 他即派亲兵监视 , 并登城指挥 , 身受重伤仍坚持督战 , 后中炮牺牲。诗中不
仅抒发了对 “降敌” 的 “淮勇”、 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清廷充满了愤慨之情 ; 而且 , 还对忠贞报国 , 誓死御敌的邓世昌、 左
宝贵表示了无限深切的怀念之情!

1900年 , 八国联军入侵 , 义和团愤起迎击。郑观应虽然出于阶级的局限 , 称义和团为 “拳匪” , 且把八国联军的侵

略行为归罪于义和团 ; 但在 《拳匪》 诗中 , 却深刻而真实地揭露了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

始纵烧教堂 , 继则杀公使。 震动五大洲 , 八雄乘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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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德兵最凶 , 杀人如犬豕。 淫奸复枪毙 , 妇孺全惨死。
京津遭毒炮 , 屋宇成棘枳。 玉石谁为分 , 兰艾同时毁。
春秋救邻国 , 大义岂如此。 列邦各怀私 , 强秦更奇诡。
　　……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 郑观应在其他的篇什中亦多有揭露 , 其中 《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 一诗显得分外激愤:

令我扼腕更拊髀 , 鹰瞵虎视心怆恻。 借词保护干内政 , 不独官为彼黜陟。
纷索租界归自治 , 执柯伐柯计狡极。 庚子辛丑约尤甚 , 江山惨淡无人色。

在外侮之中 , 郑观应最痛恨帝俄 , 每每以 “强秦” 代称 , 直斥这个 “邻国” 完全不讲 “大义” , 怀抱 “奇诡” 之志 ,

“心狠若豺狼”。 他在 《书东三省俄兵暴虐事》 中便揭露其虚伪面目 , 并一一历数其 “暴虐事”:
俄志图北省 , 法欲据南方。 昔创兴亚会 , 两国颇惊惶。
俄询日领事 , 何故意参商。 中西皆友睦 , 邦交不可伤。
冀我会不成 , 迭问谁主张。 佯言广贸易 , 不贪人土疆。
假我旅大口 , 修葺乃舟航。 言甘似仁义 , 心狠若豺狼。
动辄肆阴谋 , 遑恤背盟章。 所谋如弗遂 , 压以兵力强。
朝廷惟忍辱 , 日月暗无光。 驱人下河海 , 视我如犬羊。
兵来占官署 , 兵去毁民房。 暴虐竟如此 , 何时天罚彰。

　　　　　　……
帝俄不仅 “占官署”、 “毁民房”、 “驱人下河海” , 而且 “戮屠如犬羊 , 焚掠甚马贼” ( 《哀黄人》 ) , 极尽 “残刻”、

“虐民” 之能事。 在 《赠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韵》 中 , 进一步揭露帝俄 “得陇望蜀” , 企图鲸吞席卷的狼子野心:

痛哉列国议瓜分 , 虎视眈眈伺我隙。 俄人阴谋更恣肆 , 直欲包举如卷席。
非特得陇还望蜀 , 不啻假途先灭虢。 各国纷纷竞效尤 , 要求不得肆恫吓。

帝俄不仅妄图占我疆土 , 而且还想独霸天下 , 成其 “霸主” 之梦 , 对此 , 郑观应在 《霸主歌》 中有极为深刻的揭露:

中华五千年 , 历受外人侮。 王者抚四夷 , 何反畏如虎。
矢口称黄祸 , 调兵保商贾。 实欲继强秦 , 志在占疆土。
反是以为非 , 伤人说自取。 纵兵毁民房 , 暴虐奚堪数。
只图略地多 , 不计殃民苦。 复想匡天下 , 奉渠为霸主。
懋迁恃势力 , 欺人如乳竖。 婪索不从心 , 强夺兼用武。
群雄竞效尤 , 轻藐我政府。 ……

对于列强的恣意侵略 ,应如何抵御呢? 当时有人主张多引进坚船利炮 , 实行硬碰硬的兵战。郑观应则认为只凭兵战

并不足够 , 购买坚船利炮硬碰硬 , 这只是治标的方法 , 并非治本的良方。 郑观应认为治本的良方是 “富强救国”。强兵
固然重要 , 但强兵必须有富裕的国力作后盾 , 而这富裕的国力必须振兴实业才能真正达至。 1909年中秋 , 在澳门郑家

大院赋居了几年的郑观应 , 编著成十六册的 《盛世危言后编》 , 并将他从 19世纪 60年代起 “究心政治、 实业之学” 的
宝贵经验总结在序言之中 , 将抵御外侮、 图强致富、 振兴实业和加强教育、 改良政治等关系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有国者苟欲攘外 , 亟须自强 ; 欲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至富 , 必首在振工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速
立宪法、 尊重道德、 改良政治 [20]。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思想家、 政治家、 实业家们 , 有的主张抵御外侮必须振兴实业 , 有的主张振兴实业必须改良政治 ; 但

如郑观应这样将抵御外侮、 振兴实业、 改良政治三者统一并有机地联系起来的 , 却如凤毛麟角 , 实属罕见。洋务派虽然
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但不愿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 ,所以其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的悲剧告终。郑观应则从
洋务活动实践中 , 凭着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分析 ,获得了超越洋务派的认识 ,主张在近代的中国只有建立与新型工商业

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 才能保障实业的振兴 , 才能达至真正的 “富强救国”。

郑观应这种系统的 “富强救国” 的思想 ,集中体现在自强致富振工商的实业诗之中! 这些实业诗所反映的内容非常

广泛 , 也非常深刻 ,常常闪现出同时代哲人 、诗人、 实业家所没有的光辉智慧和超前意识 ,下面试从四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 ) 揭示振兴实业的目的　郑观应在多首实业诗中强调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在于富民强国 , 以利商战。 他在 《读

〈管子〉有感》中开宗明义: “非富不能强 , 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 , 当国宜兼顾。” 要富强 , 就要振工商 , 重商战 , 故

在 《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 诗中明确指出: “富强从此卜 , 商战共筹边。” 商战的作用 , 在郑观应

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 , 他多次强调 “商战重于兵战”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因为只有通过商战 , 才能经济上战胜列

强 ; 也只有富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 , 才能做到真正的强兵、 强国! “好凭经济纾时难 , 夜半闻鸡起舞同。” ( 《寄怀郑幼
惺太守》 ) 正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诗人将发展经济实力作为纾解时难的重要策略 , 它与枕戈待旦、 闻鸡起舞的爱国
将士的卫国、 救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二 )反映振兴实业的内容　郑观应的实业诗所反映的实业项目 ,既具广泛性 ,又具先进性。在整个近代诗坛中 ,没

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 , 在诗中展现出如此多姿多彩、 琳琅满目的实业名词。 诸如:

《五十自述》 的 “德律风传百里音 , 电杆线捷飞轮驶” 所提到的 “德律风” , 即 telephone (电话 ) 的英文音译。
《上礼部尚书孙燮臣师四十韵》 的 “飞邮挟雷电 , 织轨走星虹” 分别指电报和火车。
《上合淝傅相七排四十二韵》 的 “激轮飞电收权利 , 织雾开山救困贫” 分别指郑观应亲自经办的四项企业: 轮船招

商局、 电报局、 织布局、 开平采矿局。
在 《劝农歌》 诗中 , 更提到农业机械化的好处: “机器制新巧 , 便捷胜人手。” 还提到类似今日的展览会 , 或称博览

会的 “赛珍会”: “复设赛珍会 , 奖励较妍丑。” 在诗中自注提到俗称 “肥田饼” 的化肥: “美国新酵田饼肥田 , 丰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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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有些实业诗 , 仅是诗题 , 就展示了一连串的新事物。 例如——
《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一诗 , 在诗题中分别介绍了

水陆师学堂 、 各种专艺书院、 博物会、 机器制造厂、 栖流工作所。 其中的 “栖流工作所” 收养与教艺兼备: “别有工作
所 , 专教贫家儿。 人各习一艺 , 糊口免仳离。”

《广州商务总会告成拟设工艺院纪事》在诗题中显示了商务总会和工艺院 ,诗内则表明它们的功能和作用: “商会今
告成 , 扶中筹制外。 拟创工艺院 , 收养及穷丐。”

(三 )总结振兴实业的措施　郑观应在他的实业诗中提出了振兴实业的多项措施 ,这些措施都是几十年 “究心政治、

实业之学” 的经验结晶 , 其中有些见解甚至是超前意识的产物 , 直到今日仍然闪烁着他的先哲光芒!

郑观应在诗中强调要振兴实业 , 必须从资金、 人才、 管理这三个方面着手。其中资金是第一要素 , 而资金的筹集可

以打破传统的独资方式 , 改用集股的方法 , 扩大资本 , 有利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例如 , 在 《粤汉铁路风潮歌和大埔李
生韵》 诗中 , 就有 “广东集路股 , 协众运同筹” , “股款若招足 , 洁身人罹浮” 之句。在 《自任路政备受谤言大局已定洁
身而退赋长歌一章见志并示同人》中也有 “路政赖维持 , 股款资擘画” , “公举总办后 , 人股更踊跃” 的记述 , 诗中还有

自注: “末举总协理时 , 共计招得一百六十五万股 , 现已得八百数十万股。”
郑观应在集资方面最具慧眼的是最早提出 “中外合资” 的新概念。 他首先在 《莫若篇》 中提出: “既知难固守 , 旧

章须改蠲。莫若参外股 , 合力庶保全。得暇以图治 , 榷税助筹边。” 又在 《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
外时事》 强调合股要注意掌握 “利源”: “华夏矿路约同盟 , 合股举办利源握。达权通变互得益 , 解纷排难须从速”。在
《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诗中更指出 “中西合股” 可挽救某些难以维持的矿产企业: “昔言矿产恐难守 , 中西

合股或可久。” 这些意见 , 和他在 《盛世危言》 中主张福建船厂 “改官造为商造”、 “与洋人合股承办” 的观点完全吻合。

在解决汉阳铁厂资金时 , 他也曾提出 “与其借洋款 , 不如与洋人合股” 的办法。可见郑观应的 “中西合股” 确实开创了
“中外合资” 的先河! 为加速实业的振兴 , 郑观应还在 《与周寿臣观察书》 中大胆地提出了 “万国公共商场” 的设想:

“闻东三省西藏各省强邻时欲侵占 , 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 , 不若大开门户 , 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 廉地方 , 均辟

为万国公共商场 , 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 , 准其杂居 , 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 , 吸引外人财力 , 振兴我国农工 , 或藉彼

合力以保疆土 , 免为外人侵夺” [21]。这里所提到的 “万国公共商场” 实质上就是现在 “经济特区” 的雏型! 郑观应能在

一百多年前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 , 可见其胆识非同凡响!

振兴实业除了资金之外 ,还需要大量实业人材。郑观应在诗中充分表明了他的人才观。当时为了创办各种新式企业 ,

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 , 吸纳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 , 故不少企业购买了西方的机器 , 聘请了西方的人员 , 郑观应称此为

“楚材晋用”。这种借用人材的方法对于短期救急确有一定的好处。郑观应在 《赠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事歌》中便
说过: “楚材晋用大可恃 , 哀职聊以资捕阙。” 在 《与通邃道友谈时事感作》 中也说: “楚材晋用资援助 , 兴利屯兵借翼

扶。” 然而 , 任用西人必须小心谨慎: “中外亦有良歹人” ( 《保主权》 ) , “楚材晋用防奸慝” ( 《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 )。
这是郑观应经营实业数十年的经验所得。事实上 , 也确有一些被聘用的西人不守本份 , 恃势凌人 , 诸多刁难 , 甚至反客

为主 , 颐指气使 , 一如郑观应在 《客卿》 中所揭露的:

客卿竟用我 , 非我用客卿。 所以聘顾问 , 各国无不争。
干预我政事 , 反说因交情。 非骗即恐吓 , 动辄要出京。
洞识我肺腑 , 视我如孩婴。 ……

所以 , 要从根本上解决振兴实业的人才问题 , 必须广设学堂 , 大量培养自己的人才! “倚人终失算 , 须求自强策。” “更
辟大书院 , 文武当循辙” , “富强从此肇 , 外侮自可绝”! ( 《题何沃生、 胡翼南 〈新政真诠〉》 )。

振兴实业除了资金和人才之外 ,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来一些很有潜质的企业 ,如管理不善 ,就会亏蚀甚至破产。
一些因循守旧、 不思进取的官办企业就更易蹈此覆辙。针对官办企业这种因循腐败 , 不合 “商贾之道” 的经营 , 郑观应

主张改官办为民办 , 以重新焕发企业的生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号称 “东亚最大的钢铁厂” —— 汉阳铁厂。汉阳铁

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 , 于 1889年筹备 , 1891年兴建 , 1893年投产。 它 “兼采矿、 炼铁、 开煤三大端” , 是一个官

办的钢铁联合企业。由于经营不善 ,加上厂址与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 , 运费昂贵 , 销路不广等原因 , 没法维持下去。
此正如郑观应在 《铁厂歌》 所写的:

汉阳建厂地势卑 , 襄河水刷矶头窄。 大冶采矿铁质良 , 转运终嫌一水隔。
　　……
马山煤劣强开炉 , 烈炬烧天天且泣。 器成价较西来昂 , 停工待料作复辍。
洋匠挟制多纷更 , 总办无权费经营。 翻译舞弊失物重 , 司农不允调水衡。
斯时英雄气忽短 , 仰屋无聊但扼腕。
　　……

由于亏损严重 , 官办的汉阳铁厂终告停产 , 于 1896年改为民办 , 郑观应被委任为 “总办”。他抓了三个关键: 一是

解决焦炭来源 , 二是解决产品销路 , 三是解决人才培训。结果 , 迅速扭转颓势 , 起死回生 , 此正如诗中所说: “奇谋猛
得变通法 , 改官为商机可转。” 后来 , 汉阳铁厂还将钢铁出口外销 , 令西方学者为之震惊 , 撰文 《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
出口将为欧美两洲实在之中国黄祸》 , 将这一事件视作 “使人寝不安席” 的 “黄祸” , 甚至比 “强兵劲旅” 更为可怕:

　　曩者华人梦味酉覃酉覃 , 略无知觉 , 弃财于地 , 不足顾惜。 今则狂睡初醒 , 昭光霍霍 , 振刷其精神 , 磨砺其

胆略 , 以搜罗遗利 , 步武西法 , 宏兴工业 , 百废俱兴 , 一鸣惊人 , 加以选派学子 , 游习西方 , 以备将来回国 ,

开浚利源 , 其处心积虑 , 大足使人寝不安席。
呜呼! 中国醒矣 , 此种之黄祸 , 较之强兵劲旅 , 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其虑也。[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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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中国振兴实业成功的惊恐心态 , 正好印证了郑观应 “商战重于兵战” 的正确论断!

(四 ) 提出振兴实业的保障　郑观应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实业家 , 而且也是杰出的思想教育家。他提出 “振兴实
业” 的一系列主张 , 绝非单纯的 “实业救国” ; 而是将实业、 教育、 道德、 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正如前述的 “欲振
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建立宪法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 他还强调: “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 , 道德为学问之根柢 , 学校

为人材之本源。” [23]换言之 , 要保证实业的振兴 , 必须有教育、 道德、 宪法、 民主作坚实的基础。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 , 治国需要人材 , 振兴实业更迫切需要人材。 “楚材晋用” , 聘用西人固然可以纾缓燃

眉之急 , 但非长远之计 , 倘不狠抓教育、 自培人材这个根本关键 , 那就等于舍本求末 , 始终未能达到真正的 “富强救
国”。 所以 , 他反复强调: “教育为立国之本” , “自强之道 , 以作育人材为本 ; 求才之道 , 以设学堂为先。” [24]郑观应还

强调: 教育必须培养新型的人材 , 才能适应新型企业、 新型社会的需要 , 所以他极力抨击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 “五言
试帖八股文 , 陈陈相因肆点窜。 共知所学非所用 , 时运亨通擢仕宦。” ( 《治乱歌》 ) 又在 《时文叹》 中指出八股文的危
害: “一统好河山 , 八股人材送 , 前辙既已误 , 后车宜弥缝。” 他呼吁 “文士弃帖括 , 武卒改石弩” , 要从新学堂中学真

本领。他借鉴西方的的经验 , 指出: “泰西大书院 , 富强之所基” ( 《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
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 ) , “黎群须教养 , 义塾开万千。更建大书院 , 聘彼名师传。程式仿英法 , 所学贵精专。
人才日蔚起 , 制造万物全。” ( 《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 ) 在各类学堂中 , 郑观应最重视的是专科

学校 ,因为专科学校各有专攻 ,最适合振兴各种实业所用。他曾说过: “凡每一事 , 必有一专业以教之。” 文则有文学院 ,

武则有武学院 , 农则有农学院 , 工则有技艺院 , 商则有商学院 , 欲为师者有师道院 , 此外还可设格物院、 船政院、 丹青
院、 律乐院等等 , 既有专长 , 又有利于发明创造。 “各艺设专科 , 省试劳鼓舞。 从此智慧开 , 制作超欧土。” ( 《与小田
切领事拟联中日在沪合设各种书院》 ) “专门学校多 , 人材自然盛。百艺无不精 , 气雄兵力竞。” ( 《答汪甘卿孝廉》 ) “学
校贵专门 , 不专艺不精。人材从此出 , 富国亦强兵。” ( 《次潘兰史征君论变政原韵》 ) “广开实学馆 , 研究农工商。肄业

分门类 , 功专器自良。” ( 《舆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得五绝二十六首》 之十一 ) “经济法律设专科 , 学优还资阅历多。”
( 《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 )
为了有效地加快人才的培养 , 郑观应一面提倡广设学堂 , 另一方面主张多派留学生往外国留学、 实地去 “师夷长

技”。他尤其羡慕日本广派留学生 , 迅速振兴国力的做法。他在 《美国肄业诸生并容沅浦邝容阶两教习》 诗中表示: “翻
羡东瀛佳子弟 , 日新月盛愧吾华。” 诗中自注还说: “日本肄业欧美子弟日新月盛 , 望之感愧。” 后来他在 《赠广东制造
局总办温瓞园观察》 诗中建议: “宜派学生赴欧美 , 各专一艺返国中。” 郑观应坚信 , 只要切实抓好各项教育 , 培养各类

人材 , 中国就定会强盛 , 炎黄子孙就一定会创造奇迹 , 《时事感怀》 之六 , 正表达了他的期望:

广设学堂资训练 , 多延教习励辛勤。 会看四亿黄人种 , 奋起边庭树伟勋。
要保证实业的振兴 , 除了要培养专业人材的知识技能外 , 还必须注重道德的培养。因为社会的道德风气非常重要 ,

它会影响整个国家、 民族的质素 ; 而个人的品德修养 , 更会直接影响到对事业、 对家庭、 对朋友、 甚至对国家的态度。

有些人往往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 ,见利忘义 ,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民族利益 ;或只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廉耻 ,

不顾道义。这种情况 , 郑观应深有警惕。他曾多次强调 , 教育必须注重道德教育 , 要培养爱国的精神。他在 《答汪甘卿
孝廉》 诗中清楚地表明了 “教育首德性” 的重要:

小中大学堂 , 课本宜编正。 由浅而入深 , 教育首德性。
小学知所爱 , 中学知所敬。 大学穷哲理 , 有道砥其行。
日本为俄欺 , 蒙学作歌咏。 自少入脑根 , 老来愤其横。
所以无贵贱 , 爱国不惜命。 名留天地间 , 战死以为庆。

不仅学校要注重道德教育 , 在任用西人时也要注意考察他的人品 , 量才量德而用: “中外亦有良歹人 , 惟在权衡操

诸己。” 西人 “薪水十倍厚华人 , 自应立品端行耻。” ( 《保主权》 )
不仅振兴实业的中外人材要注重道德 , 管治国家的各级官员更要注重道德。 郑观应在 《答吴瀚涛观察》 中强调:

“先言人格举贤才。” 又在 《舆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五绝二十六首》 之四 , 借欧洲议员为例 , 说明为官品格之重要:

欧洲举议员 , 首要问人格。 品学兼优者 , 方能备选择。
由此 , 郑观应对中国的某些官员十分不满 , 强烈谴责他们 “政出私门争党系 , 不言道德重权势。” “上下凭公乃济

私”、 “民生涂炭几时休”。 ( 《庚申己未两岁秋感》 )

郑观应对道德极其重视 ,还体现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之所以成为先进的思想家、爱国的实业家、杰出的教育家、
博施的慈善家 , 和他注重道德培养、 修身立品有蜜切的关系。在他的爱国新诗中 , 就有相当数量的修身诗。他反复强调
“处世先端品 , 修身贵意诚” ( 《杂感》 ) ; “尊崇道德重文明” ( 《伍秩庸先生辞总裁仍护法巩固共和赋此志喜》 ); 在 《乙
酉还家书以自勉》 诗中告诫自己 “不贪富与贵 , 但愿救同胞” ; 且以松柏不畏霜雪自勉: “诚恐满招损 , 居处常谦恭。霜
雪任交加 , 不改柏与松。” 一生与钱银经济打交道 , 更要清廉洁身: “冰心自矢盟天日 , 杨震清廉是我师。” ( 《乙酉道经
香港有感》

郑观应不仅严于律己 , 还严于训诫子侄。 他在 《训子》 一诗中强调指出: “立志须求一等人 , 尊崇道德莫忧贫。英

雄出处多穷困 , 功业由来俭与勤。” 在另一首 《训子》 诗中又告诫: “须求颜子箪瓢乐 , 勿受人间作孽钱。” 并告诫肄业
於日本的子侄要戒烟、 戒财、 戒奢、 戒色: “失业因鸦片 , 倾家为赌钱。富由勤俭积 , 花酒勿流连。” 为什么郑观应如此
重视培养道德、 修身立品呢? 他在 《训子》 诗的未章说得好: “人生富贵似云烟 , 道德能留亿万年! ”

振兴实业 , 教育、 道德固然不能少 , 但改良政治更是最根本的保证! 要适应企业的发展 , 要适应社会的不断进步 ,

不改良政治 、 不革故鼎新是无法达至 “富强救国” 的目的。他曾尖锐地指出: “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 , 政治不改良 , 实

业万难兴盛。” [25]诚然 , 在改良政治方面 , 郑观应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 他认为当时的百姓 , 民智未开 , 不可急进 , 在

君主专制、 君民共主、 民主共和这三种政治体制中 , 他最初是选择君民共主这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在 《呈张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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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真人书》 中写道: “历查中外史册 , 皆由君主而变君民共主 , 而君民共主而变民主。我中国民智未开 , 程度尚浅 , 欲

由君主一跻民主 , 恐如法国革命流血必多。” [26 ]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 , 袁世凯之流企图破坏民主共和 , 恢复君主专制时 ,

他才在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两者之间选择了 “民主共和” 的道路。而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数十年间 , 郑观应都在积极鼓吹

设议院、 立宪法的君民共主式的民主。 他在 《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 中指出: “危急存亡秋 , 变法宜决

断。” 又在 《书愤》 中呼吁: “救时共发愤 , 变法尤贵速。” 他多次强调立宪的重要: “宪法不行政难变” ( 《大舞台曲》 ) ,
“政归立宪始文明” ( 《和何梅生太守感事诗》 ); “合群立宪维新本 , 独守成规创业微” ( 《花甲初周感怀两律承诸亲朋赐
和赋此志谢》 ) ; “立宪维新本 , 安民定国基” ( 《驻俄法日各公使奏立宪法不成有感》 ); “爱国立宪法 , 民情知鼓舞。”
( 《答朝鲜刘清岚并寄奉天陶在东孝廉》 )。

郑观应非常欣赏英美的 “三占从二” , 即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 , 并极力将它引进 , 作为律例规条。 他在 《商务
叹》 中说: “律战大事应会议 , 三占从二有规矩。” 为了迅速有效地振兴实业 , 在鼓吹立法的过程中 , 郑观应十分注重商

务法例的制订。他在 《海禁大开利权外溢甲午以从事变日亟盛杏荪京卿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借相质证》一诗中 , 针对当时

利权外溢的严重情况 , 向朝廷献上五策 , 其中第二策和第五策 , 就提出了商务立例的建议:

割地更偿费 , 痛深而创巨。 何以当轴者 , 束手无建树。
偾事误因循 , 寇将入堂庑。 微臣独愤切 , 闻鸡夜起舞。
为献治安策 , 条陈计有五: 其一设学校 , 士途宜宽取。
肄业专一门 , 材艺不逾矩。 其二农工商 , 振兴有法度。
丕但奖制造 , 矿务资铁路。 其三练将才 , 兵强由将驭。
巡捕兼民团 , 内地可安堵。 其四制军器 , 工师慎选雇。

弗受外人胁 , 腹省尤宜顾。 其五定律例 , 中外无偏护。
日报舆议院 , 公论如秉炬。 ……

诗中还有小注: “西例凡有制造新器给予执照 , 准其专利若干年 , 名曰丕但。” “丕但” 即英文 patent (专利 ) 的音译。这
种保障专利权益的主张 , 在另一诗中也曾提及: “心裁果独出 , 国家与维持。专利若干岁 , 他人莫效为。于国有大益 , 定

例奖厚资。日新而月异 ,百物足自资。” ( 《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
此志感》 之后 , 他又在 《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具思福论中外时事》 诗中提出: “整顿工商开利源 , 重订律例

惩翻覆”。又在 《上孙变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 诗中强调 “不颁商律严赏罚 , 外侮频仍难折冲。” 一再主张 “省刑薄
税敛 , 商律宜早设。” ( 《题何沃生、 胡翼南 〈新政真诠〉》 ) 设立商律之后 , 还需要精通企业管理和商务律法的人去负责

执行: “商律颁行宜认真 , 精其事者管商部。” ( 《商务叹》 ) 如果这些做法果能被朝廷接纳并切实执行 , 那么 , 对振兴实

业必会有更大的裨益。

四、 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

对于郑观应的诗 , 时人的看法或许未能完全一致 ; 但对其洋溢于诗中的爱国激情 , 却绝无异议。南社四剑之一的潘
飞声 , 赞其为 “诗中陈同甫” [27 ] , “诗篇中国泪”。 [28 ]长沙萧荣爵则将郑诗与王粲、 杜甫的诗篇并提: “伤乱每编王粲句 ,

感时常写杜陵篇。” [29]这些评语正与郑观应的自述 “爱国新诗怀杜甫” 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于 “忧民忧国心常赤” ( 《读张三丰真人闹中苦次敬和》 ) 以及 “清平志气功名澹” ( 《自勖》 ) 的思想 , 郑观应诗

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 豪气干云的一面 , 又有恬淡清和、 温醇朴实的一面。他自言其诗是 “随手写录” , 多 “以文字
为诗 , 以议论为诗” ; 其实这正体现其诗 “不立崖岸 , 不尚修饰 , 随事隶词 , 称情而言” 的特点。顺德邓华熙知人论诗 ,

对郑观应诗有极中肯的概括: “盖山人忧世深 , 故其为文也豆
山
刂切而中理 ; 处己澹 , 故其为诗也平易而近情。渊如穆如 , 自

道其心之所得 , 本不欲以诗鸣者 , 斯真善鸣者已” [30]。湘乡刘麟祥则说郑诗” 诗情如杜甫 , 雅韵若青莲。” [31]胡昌俞也说:

“陶齐为诗不规规于太白 , 而甚似太白。” [32]

此外 , 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 , 但亦不乏形象生动、 富有诗意的描绘 , 如在 《铁厂歌》 中描写烟囱、 洪炉的诗

句: “高管插天云雾涌 , 洪炉泻液雷霆驱。” 又如描写电报、 火车的诗句: “飞邮挟雷电 , 织轨走星虹” ( 《上礼部尚书孙
燮臣师四十韵》 )。相对来说 , 郑观应的七律一般比较接近传统 , 也讲究韵律和意境 ; 而抒写新事物或各项实业时 , 则多

用七古或五古 , 形式自由 , 不受束缚 , 有较浓厚的民歌味 , 遣词用字也比较接近口语 , 而且将大量的新名词 , 尤其是经

济领域的新名词入诗 , 其数量之多 , 范围之广 , 在同时代的诗人之中 , 确实罕有其匹! 尽管郑观应的诗歌在艺术技巧方

面仍未能排在同时代诗人的前列 ,但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 ,却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综览郑观应的 726首忧国新诗 , 按内容大致可分为述志诗、 时事诗、 御侮诗、 实业诗、 维新诗 、 革弊诗、 修身诗、
风物诗、 题赠诗、 谈玄诗。 其中最具特色、 最有价值的当是实业诗。

首先 , 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在于 : 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郑观应出生于 1842年 , 逝于 1921

年 , 他一生 80年的岁月正好与近代史 80年的风雨相叠 (其叠差只有两年 )。可以说: “他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创业史的
局部缩影。他曾在 “感赋七律八章藉记身世》 诗小注中自述: “曾与同志创设机器、 织布、 造纸、 电报、 煤矿、 开垦、 粤

汉广东铁路公司、 广州总商会 , 又曾总办上海电报、 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 汉阳钢铁厂、 开平矿务粤局、 广东总商会协
理、 全国商会联合会广东商会代表。” 郑观应自 17岁起 , 一直至 80岁逝世 , 在这 60多年的商务中 , 先后参与了数项近

代首创企业的组织和经营 , 如中国的第一个近代棉纺织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 其创立是为了抵制洋纱洋布的输入。
1890年投产后 , 日产六百匹布 , 销路畅旺 , 部分地抵制了洋纱洋布。 又如协助盛宣怀 , 集华商资本 , 自办电话 , 与电

报之设相辅而行。又如近代第一个造船厂的福建船厂 ,亦由于他的提议而由官办改为民办。他负责总协理之后的汉阳铁
厂 , 管理改善 , 产量日增 , 令洋人惊呼: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 , 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小之势 , 征诸领事之报告 , 吾

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 , 将不胫而走各洋面 , 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 , 其关系非同毫发 , 英美当道 , 幸

·57·



勿以么么视之。” [33]又如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的轮船招商局 , 摆明了与西方列强胜角于世界商场的架势 , 并战胜了西方

列强的压价术 , 首先击败了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 , 并全部收购了该公司的轮船和设备 , 收回不少的航运利权。这正好体
现了郑观应的商战及 “争回利权” 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其次 , 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还在于: 揭示了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 , 供后人参考借鉴。郑观应是一位
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实业家。 他在 “振兴实业” 的一生中 ,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于外人商战” [34] , 积累了非

常丰富的经验 , 加上他勤学多思 , 精通英文 , 且多次往来南洋 , 见闻广博。中年随父迁往澳门之后 , 经常往来于澳门、
香港、 上海这些中西文化经济交汇点 , 这对于他吸纳西方的先进思想极为有利。加上 , 他的一生虽然当过买办 , 但始终

未有死心塌地、 垂耳听命于外国资本家 ; 他虽然也得过功名 , 但最终亦未有眷恋名利、 俯首投身于封建仕途。他纯粹从
民族利益出发 , 从振兴实业、 富强救国的目的去观察、 考虑问题 ; 所以他在实业诗中所体现的思想、 策略是比较客观且
符合 “商贾之道” 的。也正是这一点 , 使他的经济思想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的许多主张 , 例如中西合股 , 万国共同商

场 , 商战重于兵战 , 富强为救国之本 , 教育为立国之本 , 振兴实业必须抓教育、 抓道德、 抓立法、 抓政制改革 , 要适应

新型企业的发展就要培养新型的专业人材和管理人材等等 , 在今天来看 , 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再次 , 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还在于: 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 , 为旧体诗反映经济题材作了可喜的尝试。在中国
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 , 各式各样的社会题材 , 一一被摄入诗语 , 激起了一朵朵璀璨绚丽的浪花 , 各呈异彩: 从 《诗
经》 的民俗诗、 建安的战乱诗到谢灵运的山水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 , 再到唐初的边塞诗、 晚唐的爱情诗 , 以至各个时代

的御侮诗、 咏史诗、 宫廷诗、 咏物诗、 宴游诗、 隐逸诗、 谈玄诗等等 , 庶几可谓 “琳琅满目 , 无一不备”! 然而 , 在郑

观应之前的数千年诗史中 ,以振兴实业的题材入诗者 , 亘古未闻。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或有实业家兼诗人者 , 惜无甚实业

题材入诗 ; 或有诗人而非实业家者 , 更难有以实业题材入诗。大量将实业题材入诗的 , 郑观应是古今第一人。在近代诗
坛中 , 论者往往偏爱于描写军事战争、 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诗篇 , 而忽略了反映振兴实业、 力争民族利权的爱国诗篇。
这是一个不应有的偏差。 “一部近代史 , 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 创业史。” [35]郑观应的实业诗 , 以独特的

内容、 真切的笔触 , 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历程。它将与中国近代斗争史波澜壮阔的画卷交相辉映、 永耀诗
坛!

最后 , 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还在于: 这些实业诗的被提出、 被研究、 被肯定 , 将会使这些实业诗的主人—— 实业家
郑观应在近代诗坛占回应有的一席 , 这就是 “实业诗人第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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