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王 相 钦

郑观应
,

又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 t己忧生
,

广东省香山县人
。

生于一八四二年
,

卒于一九二二年
,

享年八十岁
。

一八五八年
,

年仅十六岁的郑观应
,

就放弃了中国旧知识分

子读书
、

应举
、

做官的传统道路
,

远离故乡到十里洋场上海经商
。

经亲友介绍
,

先后充任英

商宝顺
、

太古洋行的高级买办
,

并积极参与洋务活动
,

投资和创办近代工商企业
。

他相继担

任了上海机器织布局
、

上海电报局
、

轮船招商局
、

汉阳铁厂
、

粤汉铁路公司邦办
、

总办等重

要职务
,

由一个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洋行买办
,

转变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

本家
。

郑观应在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过程中
,
、 “ “ 究心泰西政治

、

实业之学
” ,

深感外国资本

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危害
。

在与中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
,

涉及有关
“
安内攘外之

道
,

有触于怀
,

`

随笔札记
。 ” ①撰写了许多有关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

。

先后出版 了 《救

时摘要 》 、 `易言》
、 《盛世危言

》
等重要著作

,

宣传和提倡他要求实行改革
、

·

抵御外国资本主义

侵略
、

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救国主张和观点
,

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

代表
。

郑观应思想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
,

它的核心是
“
富强救国

” ,

而要达到
“
富强救国

” 的

目的就要与外国侵略者进行
“
商战

” 。

所谓
“
商战

” ,

就是要振兴中国自己的经济事业
,

抵

制外国资本主义 的经济侵略
,

从而
,

使中国
“
登于富强之境

” ,

以挽救日益严 重的 民 族危

机
。 “ 初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战
” 。

②这是郑观应对自己几十年经历的记述
,

他的

一生也的确是在 “ 商战
”
中度过的

。

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逐步走上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
。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
,

中国的社会经济危机 日益加深
。

面对严重的社会现实
,

郑观应在他

的 《
盛世危言

·

商战上
》
中一开始

,

就慷慨激昂地指出
: “

自中外通商以来
,

彼族动肆横逆
,

我

民日受欺凌
,

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
,

求与彼决一战哉
。 ” ③如何与外国侵略者

“

决一战
”

呢 ? 是用 “ 兵战
” ,

还是用
“ 商战 ” 呢 ? 郑 观应分析了当时外 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 国进行军

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形势
,

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具有危险性
,

提出了
“
商战

”
应重于

“
兵战

” , 以 “
兵战

” 治标
,

以 “
商战

” 治本的主张
:

-

“ 习兵战
,

不如 习商战
。 ”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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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因为
,

外国资木主义国家注重于经济侵略
,

往往 以军事侵略为手段
,

来达到经济侵略的

目的
。 “

各国兼并
,

各图利己
,

借商 以强国
,

借兵以卫商
,

其订盟立约
,

聘问往来
,

皆为通

商而设
。

… …彼不患我练兵讲武
,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
。

凡致其力于商务者
,

所在必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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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
,

商之捂克敝国无形
。

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 日不辍
。 ”

⑦ 而且
,

外国经济侵略所造成的损失也要比军事侵略大
。 “

泰西各国以商富国
,

以兵卫商
,

不独以兵为战
,

且以商为战
,

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
,

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 ” ③ 所以

,

要达到
“
富强救国

” 的 目的
,

必须把基点放在
“
商战

” 上
,

在经济上战胜外国侵略者
。

历史的事实也正是这样
,

外国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
,

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

以进出口贸易而言
,

据海关统计
,

从 1 8 6 4年到 18 9 4年
,

中国的进

出口贸易总额从 9 4 8 6 4 9 4 3关两增加到 2 9 0 2 0 74 3 3关两
,

三十年间增加了二倍多
。

而进 口 商 品

价值从 4 6 2 1 0 4 3 1关两增加到 1 6 2 1 0 2 9 1 1关两
,

增加了近三倍
。

外 国输入的商品
,

主 要 是
:

鸦

片
,

每年约三千三百万两 ; 棉纱
、

棉布
,
每年约五千三百万两 ; 各种洋杂货

,

每年约三千五

百万两
。

由于进 口商品的大量增加
,

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
,

到九十年代
,

每年达到三

千万两以上
。 “

总计彼我出入
,

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
、

洋布二宗
,

其他百孔千疮
,

数千余万金之耗管归无着
,

何怪乎中国之 日惫哉
。 ” 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贸易逆差的增

加
,

不仅加重了中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

而且还打乱了中国原有社会经济的秩序
,

对社会经济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

当时的情况
,

正如郑观应自己所描述的
, “

洋布
、

洋纱
、

洋花边
、

洋袜
、

洋巾入中国
,

而女红失业
。

煤油
、

洋烛
、

洋电灯入中国
,

而东南数省之柏树背弃为不材
。

洋

铁
、

洋针
、

洋钉入中国
,

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
。

此其大者
,

尚有小者
,

不胜枚举
。

… … 华民

生计皆为所夺矣 ! ” “
如棉花一项

,

产自沿海
,

各区用 以织布
、

纺纱
,

供本地服用外
,

运往

西北各省者络绎不绝
。

自洋纱
、

洋布进 口
,

华人贪其价廉质美
,

相率购用
,

而南省纱布之利

半为所夺
。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
,

衣大布者十之二
、

三
,

衣洋布者十之八
、

.

九
。

呜

呼 ! 洋货销流 日广
,

土产运售 日艰
,

有心人能不 怒然忧哉 ? ” 、 这样
,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经

济侵略下
, “

中国之膏血既罄
,

遂成赢屡瘾病之夫
,

纵有坚甲利兵
,

畴能驱赤身楞腹之人
,

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 ” 口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
“
富强救国

” ,

就必须抵 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同外国侵略者进行
“
商战

” 。

要进行
“
商战

” ,

就要振兴中国自己的工商业
。

首先
,

要批判中国传统的轻商观念
,

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
。

郑观应指 出
: “

欲制西人

以自强
,

莫如振兴商务
。

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 。 “
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

,

使士
、

农
、

工
、

商投人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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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筹晌则聚敛横征
,

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 ; 练兵则购船售炮
,

不

知广学业以启聪 明
。 ” 几在批判轻商观念的同时

,

郑观应极力强调商业的重要性
, “

商以贸

迁有无
,

平物价
,

济急需
,

有益于民
,

有利于国
,

与士
、

农
、

工互相表里
。

士无商则格致之

学不宏
,

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
,

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

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

民之纲领也
。

商之义大矣哉 ! ” O

郑观应强调商品流通在振兴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同时
,

一

也重视其他 各业的重要作用
。

他指

出 : “
富 出于商

,

商出于士
、

农
、

工三者之力
。 ” 、 “

商务之盛衰
,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

尤

必视工艺之巧拙
,

有工以翼商
,

则拙者可巧
,

粗者可精
。

借楚材 以为晋用
,

去所恶而投其所
·

好
,

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不爱宝
,

十八省物产日丰
,

徒弃己利以

资彼用而 已
。 ” 。 而且还明确指 出

: “
商务之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 并提出了振兴工商业的十条具体意见
,

除 “ 弛令广种烟土
,

免征厘税
,

徐分毒饵之焰
”
一

寒

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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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条不可取以外
,

其余各条皆为发摔本国经济优势
,

与外国侵略者进行
“
商战

” 的有效办法
。

郑观应还特别强调兴办教育
、

培养人才在
“
商战

”
中的重要地位

。

他强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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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以育人才
。 ” 并指出

: “
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 日本之先

,

而商务
、

制造瞳乎其后者
,

皆

因无机器
、

格致院讲求制造之学
,

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
,

是 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
,

价值不如

外洋之廉
,

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
,

漏危愈甚
。 ” 声为当今致富之急务

,

非此不足补救

万一也
。 ” 。

这样
,

通过振兴工商业
,

中国就可以达到
“

富强救国
”
的目的

, “
国既富矣

,

兵能不强 ?窃恐

既富且强
,

我纵欲邀彼一战
,

而彼族且恰色下气
,

讲信修睦
,

绝不敢轻发难端矣
。

此之谓决

胜于商战
” 。

,

。

郑观应虽然强调
“
商战

” 治本
,

但并不忽视
“
兵战

”
治标

。

他指出
: “

我中国宜标本兼

治
,

若遗其本而图其末
,

貌其形而攻其心
,

学业不兴
,

才智不 出
,

将见商败而士
、

农
、

工俱

败
,

其孰能力争于富强之世也耶 ? ” “ 巫宜一变旧法
,

取法于人
,

以收富强之实效
。

一法 日

本
,

振工商以求富
,

为无形之战
。

一法泰西
,

将武备以图强
,

为有形之战
。

、

知 己知彼
,

战守

无虞
。

自然富国兵强
,

何虑慢藏诲盗? 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
,

能强而可以保富
,

之明效也钦 ! ” L

由此看来
,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

实际就是一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改革纲领
,

不但

比他的前辈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
“ 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

” 的思想先进
,

而且也比同时期的曾

国藩
、

李鸿章等洋务派
“
求强

” 、 “
求富

” 的思想进步得多
。

地主阶级改革派
“
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
” 的主要含义是

: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

,

来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
,

并不

包括系统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
,

更谈不上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

洋

务派在
“
求强

” 、 “
求富

” 的 口号下
,

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

主要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起

义斗争
,

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
,

从本质上讲
,

就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

社会制度
,

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

以达到
“
自强救 国

” 、

抵 制外国侵略的目的
。

他在一九

O 九年
《盛世危言后编

·

自序
》
中提出的

“
欲攘外

,

亚须 自强 ; 欲 自强
,

必先致富 , 欲致富
,

必

首在振工筒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速立宪法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治
。 ” 。 表达了他要

求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

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

不但是一个进步
,

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

它不但有利于资

产阶级
,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
,

`

或者说更有利无产阶级
。 ” 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在

外国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侵入
,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
,

封建制度 日趋瓦解
,

民族矛盾

和阶级矛盾 日益尖锐的情况下
,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代表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

望
,

也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
。

虽然
,

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仍然属于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范畴
,

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现实
,

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因此得到发展
,

但

是郑观应在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 同时
,

在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过程 中
,

提 出
、

通 过
“ 商战 ”

实现
“
自强救国

” 的主张的确是十分可贵的
。

郑观应不愧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
.

的先

进思想家的代表
,

.

在中国近代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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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但孔丘创私人办学的先例
,

是历史上一件伟大的事业
。

汉司马迁所撰
《
史记

·

孔子世家
》

中对这一件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说
: “

余读孔氏书
,

想见其为人”
。

又说
: “

天下君王至于

贤人众矣
,

当时则荣
,

没则巳焉
。

孔子布衣
,

传十余世
,

学者宗之
” 。

我们在二千年以后来探索孔丘和孟柯的教学思想
,

由于时代不同了
,

当然只 能 批 判 地

探 索
。

毛 主 席 说得好
: “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
,

他们结成文

化上的反动同盟
,

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

这类反动文化教育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
,

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

不把这种东西打倒
,

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

不破不立
,

不塞

不流
,

不止不行
,

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 ”

(见 《新民主主义论
》 ) 孔孟的教学思想和

儒家学派的学风是历史遗留下的思想意识
,

具有
“
道古以害今

,

虚言以乱实” 的反动性质
。

现今我们在振兴中华
,

同心 同德
,

建设四个现代化和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 明同时并举的时代
,

这种思想意识
,

在教育文化领域中
,

还存在残留的影响
,

既可有些
“
古为今用

” 之处
,

又可

有些成为教学改革的障碍
。

我们试行探索
,

是批判它的不能作为
“
轨范效 法

” 之处和 “ 据傲

自大
”
不肯下人的恶劣学风

,

从而发扬我们培养学生在德育
、

智育
`、

体育诸方面的全面发展

以及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
,

培养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际
,

生动活泼
,

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

恩格斯说
: “

权威是指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 另一方面

,

权威又是以服从

为前提的
。 ”

(见 《
论权威

》
一文

, 《马恩选集第 2 卷第 5 51 页 ) 教学上一切集体活动都要通过

组织起来
,

而一定的权威和服从
,

不管在怎样的组织中都是必要的
。

组织纪律性的自觉是搞

好教学的必要保证
。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 上
,

让我们教师和学生共同为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和面向未来搞好我们的教学
。

作者附言
;
本文所注引言

,

绝大部分引用的是原文
。

只有少数不是引的原文而是 作 者 的 译

文
,

.

这主要是为了精简文字
。

至于引言的出处则完全是同一出处
。 ·

广

`

(接第 4 3页 )

注解
:

① 《
盛世危言

》 ,

自序
。

②@
《
盛世危言后编

》 ,

自序
。

③④⑦⑨@ LL 《盛世危言
》 ,

商战
.

上
。

⑤⑧L硕L商战下
。

⑥L商务三
。

L纺织
。

⑧商务二
。

L商务五
。

@
《
论联合政府

》 , 《毛泽东选集
” , 第 1 0 6 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