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圣宜

郑观应( 1842~1921) , 广东香山县雍陌乡( 今

中山市三乡镇) 人, 晚清著名实业界前驱, 中国近代

改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经营实业达

60 年之久, 首发商战思想和开议会的民主建言。他

的重要著作《盛世危言》是晚清改革思想的集大成

之作。

“一仆二主”: 从洋行买办到洋务干才

1882 年 3 月, 原本在上海著名英资企业太古轮船公

司任总买办的郑观应, 接受清政府洋务大臣李鸿章

的委扎, 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从外资企业转

入洋务企业, 对 41 岁的郑观应来说, 是一个艰难的

选择, 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郑观应 17 岁离家到上海谋生, 进入外国洋行

当杂役,“供奔走之劳”。凭着勤奋和才智, 升迁迅

速, 不几年便身居要职。33 岁, 被英商太古轮船公司

聘为总理, 相当于总买办。

1878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郑观应与李鸿章相

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委任他

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

生产的棉纺织厂, 后升为总办。郑观应以洋行买办

身份出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似令人不解: 一个为

洋人服务的买办如何两头兼顾呢? 其实这正说明洋

务企业初始阶段必须借助外才。郑观应熟悉外国资

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 了解外国机器技术水平和商

业行情, 可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现代企业的管理方

法和先进科技, 为洋务企业借鉴外国提供方便。更

重要的是, 郑了解国情, 有振兴中国的志向, 乐意也

能够办好中国自己的企业。买办不一定就是洋奴,

但买办一职毕竟与洋务要员的身份发生矛盾, 郑观

应“一仆二主”的身份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进程中

必将发生转化。

1881 年, 已在多个洋务企业中担任要职的郑观

应, 面临艰难的选择。他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工

作合同即将期满, 是续订合同继续留任还是离开太

古全身投入洋务企业? 这年夏天, 名闻中外的洋务

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会办徐润发

出邀请, 乞请郑观应帮办局务。这其实是官方主管

李鸿章和盛宣怀的主意。另一方面, 太古公司总经

理冷士唯恐郑观应被招商局拉走, 极力挽留, 且作

出 “在太古工作 20 年以上, 年老退休准给半薪养

老”的承诺。郑观应此时思想斗争异常激烈: 他胸怀

振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志愿, 加入轮船招商局可以

实现这一志愿, 但由于深知洋务企业的弊端, 又对

能否实现这个志愿抱有怀疑。太古是英国的商办轮

船公司, 经营方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没有长官意

志和衙门作风, 又按合同办事, 只认个人才能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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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铜像( 1842~1921)

出身于广东香山的一介平民郑观应, 为什么会得到晚清重臣李

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的青睐?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如何启迪了青年

时代的孙中山、毛泽东?

郑观应:
从商战救国到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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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 郑观应致盛宣怀手迹

私人关系, 使他感到放心。招商局虽然

也重他, 但有朝一日, 官僚们“误听排

挤者谗言, 不问是非, 不念昔日办事者

之劳”, 自己平素不善钻营, 届时谁来

为自己说话? 思前想后, 不能决定。

1881 年 9 月, 李鸿章把郑观应之

父郑文瑞及郑氏全家的赈灾义举上奏

朝廷, 恳准写入广东省志和本县志书,

“以示优异”, 这使郑观应 “感悚交

集”, 使他最终决心加入轮船招商局,

为朝廷效忠。

商战为本, 成功挽救招商局

从太古公司转入招商局, 不管个人

得失如何, 都是郑观应转化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

的关键一步, 是他富强救国理想付诸实践的重要一

步。

“以商战为本 , 以兵战为末”,“商战重于兵

战”。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 郑观应对于抵御外来

侵略有了深刻的见解。他清醒地意识到, 要用保护

主权的办法使国家处于有利地位。比如, 对于长江

等内河的航运权, 开放与否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与

其让外国船进入长江与我争利, 还不如订约时把长

江航运权收回,“独擅其利”。他提出商战三战略:

“中西可共之利, 思何以筹之; 中国自有之利, 思何

以扩之; 西人独擅之利, 思何以分之。”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 唯有

这个企业有力量与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的江河海

面一争高下, 为中国航运业挽回一些利权, 可以说

它是与外人商战的一个重要阵地。郑观应进入轮船

招商局时, 正值招商局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

公司削价竞争白热化之际, 两家洋行大打减价战,

招商局生意被抢去不少。受此打击, 招商局股票价

格急剧下降, 100 两白银一股的票面, 1879~1880
年曾涨到 140 两, 而今却跌至 30 多两。郑观应入局

之初, 即面临解救这个困局的难题。他使出浑身解

数, 倾力协助总办唐廷枢与洋人休战和谈。

郑观应对太古的底细一清二楚, 他为唐廷枢的

决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谈判主要是实力和智

慧的较量, 从开谈到最后达成协议经历了近两年时

间, 1884 年初终于签订了为期 6 年的齐价合同。谈

判成功使招商局摆脱困境, 生意稳定下来, 免遭被

外国公司打垮的命运, 股票也由此大涨, 面值 100
两的股票, 市场价格由 30 两升至 160 两。郑观应又

拟定了招商局救弊章程 16 条, 整顿内部卓有成效。

由于有经营企业的卓越才干, 1883 年 12 月他被李

鸿章任命为招商局总办, 登上了事业的颠峰。

铁腕外交, 开创中国电报业

电报是 19 世纪通讯方式的重大革命。19 世纪

60~70 年代, 当英、美、法等国向清政府提出要在中

国架设电报线的时候, 却引起朝野极度不安。还在

依靠“六百里快递”传递圣旨的清廷怵于电报神通

广大, 无法匹敌, 一次一次地拒绝了外人要求。西方

列强软硬兼施, 清政府只好同意它们在沿海口岸城

市铺设电报水线( 即海底电缆) , 但规定“电线沉于

海底, 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

19 世纪 70 年代初,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沙俄

支持下, 把电报线从中国东北海参崴下海, 先铺到

日本长崎, 再由长崎伸到上海吴淞口, 最后到达上

海外滩的大北电报公司。清政府在列强的淫威之

下, 不得不允许大北电报公司在吴淞口外设置趸

船, 在船上收发电报。这与广州的鸦片走私贩子把

仓库设在海上同出一辙。不久, 大北电报公司又出

诡计, 从香港铺设一条水线到达吴淞口, 先把水线

牵上一轮船, 又把轮船停靠在长江口外一个小岛旁

边, 偷偷把水线引上小岛。岛上盖一间小屋, 这便是

他们的第一间陆上电报房。过了一段日子, 见清政

府无甚反应, 又把水线伸进黄浦江, 在浦东上岸, 建

立了第二个陆上电报房。清政府还是没有动静, 他

们于是得寸进尺, 把水线引上外滩。在厦门亦如法

炮制, 把水线引上海滩电房。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也

如法炮制, 在中国沿海架设水线, 并企图将水线从

香港引至广州沙面上岸。

外国势力步步进逼, 中国政府何以应对? 1881
年, 李鸿章上书奏请创设津沪电线( 天津到上海的

电报线) , 以通军报。奏准后, 派盛宣怀为津沪电报

局总办。郑观应协助盛宣怀, 挑起了创办中国电报

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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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前排右起第三人) 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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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郑接下差使后,

首先想到的是为中国电

报业争取生存空间。继

丹麦、英国在华铺设水

线之后, 其他西方国家

也想“利益均沾”, 如听

任其发展, 中国电报业

将无利可图。这样, 摆在

盛、郑面前的第一道难

题, 便是与洋人交涉, 不

再 让 他 们 把 水 线 弄 上

岸, 已经上岸的坚决拆

除, 保障中国办内陆电

线的自主权。此事难度

很大。鸦片战争以来, 清

政府处处挨打, 节节败

退, 洋人气焰万丈, 盛宣怀说:“创行之始, 人皆视为

畏途。”这是一场硬仗, 考验着两人的政治智慧、外

交手腕和个人胆识。

郑观应深知, 与洋人谈判, 最重要的是懂得国际

公法。以法律为武器, 才能迫使洋人服从。盛宣怀作

为官方代表, 拿出了清政府在 1870 年的规定, 即

“外国电线只能沉于海底, 不能牵引上岸”, 责令大

北电报公司拆除非法设置的上岸之线。但大北公司

不但不肯就范, 还虚声恫吓。盛宣怀、郑观应不为所

动, 加紧咨询有关法规, 得到一本《万国电报通例》,

使之成为谈判桌上的利器。经过顽强辩争, 大北公司

词穷理屈, 只好同意拆除吴淞口到外滩的旱线, 但拒

绝拆除厦门旱线。郑观应侦知厦门海滩在 1872 年

被洋人以极低的租金向当地政府租用, 便请厦门官

方与丹麦领事及丹麦公司商谈赎买事宜, 买回了厦

门旱线。由于制止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上岸,

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不得不打消了香港水线在广州上

岸的念头, 这个回合的斗争以中方胜利告终。

在与外国公司斗争的同时, 郑观应还考虑如何

与外国公司协调合作。郑对李鸿章陈述利害, 建议

“与其三家交情均坏, 不如中、英、丹公司联络一气,

免致参商”。于是盛宣怀又找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

谈条件, 划定范围, 分割利润, 最后签订了“齐价合

同”。既斗争又妥协的策略, 使中国电报业在列强竞

争之世争得了一席之地, 形成了中国境内电报三分

天下的局面, 而中国则牢牢抓住了陆电主办权。

1881 年 5 月, 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出任上海

电报分局总办。 经过清末 20 多年的发展,“电报

商线纵横数万里, 设局百数十处”, 所设干线和支线

几乎覆盖全国, 在边境地区又与国外线路相通, 把

中国与世界联在一起。可以说, 电报业是清代办得

最好的近代企业之一。

携手盛宣怀, 汉阳铁厂起死回生

湖北汉阳铁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花费大量金

钱和心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钢铁厂, 1893 年建成,

规模宏大, 装备世界一流, 投资高达千万两白银。

但是它也存在致命弱点: 厂址选择不当, 与煤

矿、铁矿产地距离较远, 运费昂贵, 成本高居不下; 官

办企业, 长官意志第一, 冗员充斥, 人浮于事, 浪费惊

人; 经营管理漏洞百出, 侵吞盗窃原材料者比比皆

是, 加上产品销路不畅, 种种原因导致铁厂陷入负

债累累的境地。张之洞疲于奔命, 焦头烂额。财政极

度困窘的清政府无力提供财政拨款, 指示汉阳铁厂

招商承办。1896 年 5 月, 盛宣怀从张之洞手中接过

汉阳铁厂督办一职, 并任命郑观应为铁厂总办。郑

曾对铁厂和张之洞发表过尖锐批评, 此番出任总

办, 自然乐意大展拳脚。

汉阳铁厂要扭亏为盈必须解决四大问题: 一是

注入资金, 二是解决燃料来源, 三是培养技术人才,

四是扩大销路。

汉阳铁厂产品销路不畅, 并非质量有问题, 亦

非价格过高。从民族大义来说, 中国企业也应该购

买本国产品, 张之洞希望政府经办的企业和铁路能

消化汉阳铁厂的产品, 他请求朝廷下旨各省一律向

汉阳定购钢铁。但是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往往成为官

僚们贪污舞弊的利薮, 承办者向外国人购货, 作弊

容易, 也较为隐蔽。而同中国人交易则无此便利。同

时, 官场中矛盾重重, 官僚之间互不买账, 北洋不买

南洋产品, 关东铁路不买武汉钢轨。张之洞叹道:

“中国苦心孤诣, 炼成钢铁, 不异洋产, 而各省办事

人员, 以意见为好恶, 仍舍其自有而求诸外人, 则中

国何能自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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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三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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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境使郑观应明白单靠朝

廷行政命令并不一定能做到铁路

路轨必定购于汉阳铁厂, 必须把

铁路修筑权抓到自己手里, 汉厂

的铁轨销路才有保证。盛宣怀对

此亦表认同。力争之下, 朝廷同意

委派盛宣怀为卢汉铁路公司督

办。郑进一步催促他谋取粤汉铁

路督办的位置, 终于如愿。铁厂的

销路从此不成问题。

盛宣怀官运亨通, 连年晋升,

成为手握 16 颗 “夜明珠”( 形容

掌控洋务企业之多) 的洋务大亨。

汉阳铁厂此时也得到大发展, 成

立了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

司。1907 年, 炼钢炉改造成功后, 钢产量达到 6.2
万吨。1909 年, 公司定单猛增, 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汉冶萍公司谱写了中国近代以钢铁为龙头的重工

业史的第一页。

《盛世危言》, 影响孙中山、毛泽东

《盛世危言》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 是

郑观应以一生心血撰写的维新变法大典。它全面而

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 是一部当时

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收集了大量当时仁人

志士的名言大论, 向读者提供多方面的解决中国问

题的思路。张之洞推许该书是当时谈时务书籍中的

上乘之作, 他说:“论时务之书虽多, 究不及此书之

统筹全局, 择精语详, 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

张之洞竟能作出如此评价, 可见该书非同一般。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比郑小 24
岁, 属于晚辈。1887~1892 年间, 孙在香港西医书

院求学, 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亦在澳门养病,

两人多有往来, 相谈甚欢。改造中国与研习医学是

他们共同的话题。《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

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 郑观应《中外卫生

要旨》一书对西医的评说, 显然也有孙中山的意见。

1894 年, 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 一白其救国报国

之志, 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 就借用了《盛世危

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 广书院, 重技

艺, 别考课, 使人尽其才; 讲农学, 利水道, 化瘠土为

良田, 使地尽其利; 造铁路, 设电线, 薄税敛, 保商务,

使物畅其流。”

孙中山略为变通, 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

本, 不尽在于船坚炮利, 垒固兵强, 而在于人能尽其

才, 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 货能畅其流———此四

事者, 富强之大经, 治国之大本也。”可见孙中山变

革中国的思想主张, 深受郑观应的

影响。

此年 6 月, 孙中山带着精心写

就的陈情书到天津面呈李鸿章, 临

行, 郑观应致信盛宣怀, 请他荐孙

于李。信中说:“( 孙中山) 其志不

可谓不高, 其说也颇切近, 而非若

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孙中山顺

利地把上书送达李鸿章之手, 但没

有得到李的接见。后来, 孙目睹清

政府的腐败无能, 上书的建议又得

不到采纳, 逐渐走上反清革命的道

路。

近代学者邵循正认为, 直到

20 世纪前 10 年中,《盛世危言》

仍对社会保持一定的影响。当时, 包括革命者在内

的维新人士, 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实现中国独立富强

的方案, 甚至没有能够写出一本较好的比较广泛地

讨论中国实际问题的书, 因此 19 世纪末年的新学,

到辛亥革命前后对知识分子还能起启蒙作用。

《盛世危言》对少年毛泽东也曾产生过重大影

响。据爱德格?斯诺在他的作品《西行漫记》中记述

毛泽东少年时的经历说: 毛泽东 8 岁入学, 13 岁离

开学堂, 在家务农。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 晚上替

父亲记帐。他常常在深夜把窗户遮盖起来, 不让父

亲看到灯火, 以便整夜读书。他当时读的书很杂, 最

爱读的有两本, 一本是《盛世危言》, 另一本是《新

民丛报》。毛泽东曾说他非常喜欢它们, 读了又读,

直到可以背出来。他认为《盛世危言》的作者是一

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 以为中国之所以弱, 在于缺

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所以想

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一个 10 多岁的少年, 能这样

理解郑观应, 非常不易。在闭塞的韶山冲,《盛世危

言》对毛泽东来说, 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介绍的

新式学堂极大地吸引了失学的毛泽东, 激起了他强

烈的求知欲望。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从家里跑了出

来, 到新式学堂读书。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

小学堂时刚满 16 岁,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从此, 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求索。

郑观应一生大部分时间虽然不在家乡广东, 但

他所接受的中西文化影响、接触的社会人士, 他观

察世界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方法, 无一不与广东有

密切联系。他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岭南文化气息,

其炽热的爱国情怀、缜密的思想作风和理性的务实

精神构成了他坐言起行的鲜明个性, 也造就了他独

特的历史地位。

(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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