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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杰出思想家

汤照连

郑观应 ( 18 4 2 一 19 22 ) 是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

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
。

从 19 世纪六
、

七十年代

起
,

他著书立说
,

倡 言变法 自强
。

特别是在成书
一

于甲午战争前后的 《盛世危言 》 五卷本和 十四卷

本中
,

他提出了学习西方
、

变法图强的构想
,

事

实上是对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爱国进步思

想家主张学习西方
、

富强救 国思潮的全面总结
,

并对后来戊戊变法运动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 ( 18 5 8-

19 2 7 ) 等人产生了较大影响
。

( 一 ) 提出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原则
,

鼓吹学习
“
西法

” ,

效法欧
、

美
,

走变法自强之路
。

( l) 关肠观应生活在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年

代
。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下
,

在清政府腐

败无能
、

丧权辱国的刺激下
,

郑观应走 卜了林则

徐 ( 178 5一 18 50 )
、

魏源 ( 17 9 4一 18 5 7 ) 等爱国先驱

的道路
,

探索富强救国之方
。

在 出版 《救时揭

要 》
、

《易言》 后
,

他又于甲午战争前 夕
,

编写

出版了 《盛世危言 》 五卷本
。 “

《易 言》 改 《危

言》
,

冀以开民智
”

①
,

以
“

忧危
”

之 言
, “

继

续宣扬变法富强救国
。

书出版后
,

影响很大
”

②
。

18 9 4年9月
,

中日黄海之战
,

北洋舰队溃败
。

他在

一首名为 《闻大东沟战事感作》 的诗中写道
: “

粉

饰因循若养痈
,

堂堂师挫弹丸国
。 ”

③他对时局

忧心忡忡
,

认为
“

今中日战后
,

时势变迁
,

大局

愈危
。 ”

④于是把 《盛世危言 》 五卷本增订为汁
-

四卷本出版
,

更加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他一再告诫国人
: “

中国果能急变法
,

免使强邻

患侵杏U
。 ”

⑤

( 2 ) 为了推动变法
,

郑观应提出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⑥ 的 口号
。

他从中国传统的
“
变易

”

思想中寻找变法的理论根据
,

指出中国已
“
面临

“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⑦再也不能闭关自守
,

必

须顺时而变
,

向西方学习
。

他借用
“
道器论

”
加

以说明
,

认为
“
道为本

,

器为末
,

器可变
,

道不

可变
。 ”

⑧他进一步解释
: “

道
”

是
“
弥纶宇宙

,

涵盖 占今
,

成人成物
,

生天生地
” ; “

器
”

是中

国
“
占人名物象数之学

” ,

也就是在中国占代
“
流

徙而入于泰西
”

而现在又 回归中国的
“
富强之

术
” 。

⑨他声称
,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学

习原则正是符合这种精神
:

因为
“
所变者富强之

权术
,

非孔孟之常经
” 。

L这表明
, “

主以中学
,

辅 以西学
” ,

就是在保持封建主义制度和封建伦

理道德规范的前提 厂
,

向西方学习枪炮战舰
、

科

学技术
、

商务制造
、

语 言文字等
“
富强之术

” 。

这对进一步破除
“

天朝老大
”

和
“
闭关 自守

”

的

观念
,

推动学习西方
,

变法 自强
,

有积极意义
。

( 3 ) 第一 次鸦片战争失败
,

沉重打击了中国封

建 七大夫的
“

天朝老大
”

和
“
闭关 自守

”

观念
,

出现 了由林则徐
、

魏源倡导的
“
师夷长技

”

的呼

声
。

到了6 0年代
,

冯桂芬 ( 18 09 一 18 7 4 ) 提出了
“
以

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
,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L的新

观点
。

后来斗韬 ( 18 2 8 一 18 9 7 )
、

薛福成 ( 1 8 3 9 -

1 8 9 4 ) 等资产阶级改革派
,

又引进传统的
“
道器

论
”

加以补充
。

E韬说
: “

器则取诸西国
,

道则

备 自当躬
。

盖万世而不变者
,

孔子之道也
。 ”

L薛

福成强调
, “

取西人器数之学
,

以卫吾尧
、

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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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

汤
、

文
、

武
、

周
、

孔之道
。 ”

L郑观应
“
主

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口号
,

既概括了甲午战争

前后爱国进步人士对学习西方的认识与要求
,

又

为后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出
“
全变

”
的维新变

法纲领
,

提供了先行思想资料
。

康有为指出
: “

购

船置械
,

可谓之变器矣
,

不可谓之变事
; 设邮便

,

开矿务
,

可谓之变事矣
,

未可谓之变政 ; 改官制
,

变选举
,

可谓之变政矣
,

未可谓之变法
。

日本改

定国宪
,

变法之全体也
。 ”

@ 在这里
,

康有为把
“
变器

” 、 “
变事

” 、 “
变政

”
和

“

变法
”

严格

区分开来
,

阐述了
“
全变

” 、 “
变器复变道

”
的

观点
,

为戊戌变法政治改革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
,

比郑观应有了很大发展
。

但是
,

康有为所说的
“
全

变
”

或
“
变器复变道

” ,

仍以不根本否定清朝封

建统治为前提
,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
,

实质上他与

郑观应的
“
器可变

,

道不可变
” 、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

并无根本性的

差别
。

(二 ) 主张
“
开议院

” 、 “
行选举

” ,

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
。

( 1) 郑观应把
“
开议院

”

作为他变法自强方

案的首要内容
。

这是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第一

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

早在 188 0年出版的 《易言》

36 篇本中
,

就收入郑观应著 《论议政》 一文
,

宣扬

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

主张中国
“
下仿泰西之

良法
” ,

设立上 下议院
,

实现
“
长治久安

” 。

L到
1 8 8 2年 《易言》 再版 时

,

郑观应担心
“
僧且招

尤
” ,

L 小心翼翼地将 36 篇删并为20 篇
,

其中 《论

议政》 被全文删掉
。

甲午战争前夕
,

《盛世危言》

五卷本面世
,

郑观应将新作 《议院》 一文置于首

卷
。

甲午战后 《盛世危言》 十四卷本付印
,

郑观

应又增写了一篇 《议院》
,

表明他对政治改革的

态度和立场有了较积极的转变
。

( 2)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 五卷本 《议院》

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 “

议院者
,

公议政事之

院也
。

集众思
,

广众益
,

用人行政
,

一秉至公
,

法诚良
,

意诚美矣 ! ”

L 这是把西方资产阶级议

会看作是纯粹的议政
、

咨询机构
,

而不是立法机

构
,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

但这并不妨碍郑观应鼓

吹
“
开议院

”

的政治主张
。

他把西方各国资产阶

级议会制度加以比较
,

充分肯定英
、

德式的
“
君

民共主
”

(君主立宪政制 )
: “

美国议院则民权

过重
” , “

法国议院不免叫器之风
” , “

斟酌适

中经久者则莫如英
、

德两国议院之制
” 。

L他还

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选举制度
,

说
“
议院为

国人所设
,

议员即为国人所举
。

举 自一人
,

贤台

或有阿私 ; 举 自众人
,

贤否难逃公论
” 。

L 他还

为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选举进

入议会而大造舆论
,

说西方各国资本雄厚的商人

可以立任
“
议政员

” ,

L 在中国也应该以商贾之

公正者为议员
, “

不失其求名之望
” 。

@ 公开为新

兴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
。

( 3) 自19 世纪 70 年代后
,

一些对西方国家较

为了解的人士
,

己多有提及或着力宣扬西方资产

阶级议会制度
。

例如
,

王韬就以欣赏的口吻
,

宣

传英国的
“
君民共主

” : “
惟君民共治

,

上 下相

通
,

民隐得以上达
,

君惠亦得以 下逮
” 。

卿 马建

忠 ( 18 4 5一 19 0 0) 赴法国留学不久
,

就看到西方国家

议会制度的优点在于
“
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 。

L薛福成

也以亲身感受指明
, “

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

为最 良
” 。

@ 王韬等人的上述言论
,

只是把西方

议会制度当作一种政治常识来进行启蒙式的宣传

教育
,

并不具有现实改革的意义
。

郑观应则不同
,

他是把
“
开议院

” 、 “
行选举

”

当作一项政治改

革主张而提出来的
,

比王韬等人明显地前进了一

大步
。

诚然
,

郑观应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

认识仍然是很不深入和很不全面的
,

对这项政治

改革的态度也是前后摇摆不定的 ; 但是
,

这毕竞

是代表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提 出了政治

改革的要求
,

同时对尔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提

出
“
全变

” ,

成立
“
维新内阁

”
(

“
制度局

”

机

构体系 ) 的政治改革方案
,

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

思想准备意义
。

(三 ) 提出
“
商战论

” ,

主张与外国

资本主义经济侵略
, “

决胜于商战
” 。

( 1)
“

商战
”
是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范畴

。

它是由郑观应首先提出来的
,

是郑观应学习西方
,

变法 自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实质是主张在

国家的保护和扶植下
,

以商业为中心 ( 特别是对

外贸易 )
,

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以抵抗外国

资本主义的
“
商战

”
即经济侵略

,

使中国实现独

立富强
。

( 2 )
“
商战论

”
是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

件下的产物
。

中日甲午战争前
,

外国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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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要以商品输出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

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

外贸连年巨额逆差
,

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
,

幼弱的民族工商业遭到

严重摧残
。

这引起了爱国人士的忧虑
,

他们力求

挽回利权
,

堵塞漏厄
,

由此产生了
“
重商

”

思潮
。

早

在 19 世纪70 年代
,

王韬就提出
“
恃商为国本

”

L的重

商观点
。

他以英国为例
,

说
“
英之国计民生全恃

乎商
” 。

颐他还进一步提出
“
兵力商力并用论

” ,

揭露英国掠夺殖民地的卑劣手法
,

指出
: “

盖英

之立国
,

以商为本
,

以兵为辅
,

商之所往
,

兵亦

至焉
,

而兵力之强
,

全在商力之富
,

以商力裕兵

力
。

一

二者并行
,

而乃无敌于欧洲
” 。

@ 在区分
“
兵

力
”

与
“
商力

”

的基础上
,

王韬对
“
商力

”

即经

济侵略的隐蔽性
、

危害性作了分析
,

主张中国对

付外国侵略势力也应当
“
兵力商力二者并用

,

则

方无意外之虞
。 ”

L薛福成也认为
,

西方
“
立国以

商务为本
,

富国强兵
,

全藉于商
” 。

L他进而提出
“

商握四民之纲论
” ,

说
: “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

学而学益精
,

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
,

l’ 可售其

所作而作益勤
,

是握四民之纲者
,

商也
。 ”

L这是

从商与士
、

农
、

工相互关系去论证
“
重商

”

的合

理性
。

与王韬的重商观点各具特色
。

( 3) 郑观应在王韬
、

薛福成等人
“
重商

”

观

点的
一

基础
_

L提出了
“
商战论

” 。

郑观应把外国资

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归纳为
“
兵战

” 、

“

商战
”

与
“
传教

” ,

并把
“
兵战

”

即军事侵略

与
”

一

商战
“

即经济侵略加以分析比较
,

认为后者

比前
一

者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

他指出
: “

彼

之谋我
,

噬膏血匪噬皮毛
,

攻资财不攻兵阵
。

… … 故

兵之并吞
,

祸人易觉
,

商之拮克
,

敝国无形
。 ”

@ 他

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
商战

”

的罪恶 目的

在于
“
灭人之国

” 。

他说
: “

西人以商为战
,

士
、

农
、

工为商助也
,

公使为商遣也
,

领事为商立也
,

兵船为商置也
。

国家不惜巨资
,

备加保护商务者
,

非但有益民生
,

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
。 ”

他尖锐

指出
: “

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
” 。

L为了有效抵抗

外国资本主义的
“
商战

” ,

郑观应认为必须
“
兵

战
”

与
“
商战

”

兼备
,

而且
“
商战

”
更为重要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L 旨在推动全国上 下与

外国资本主义开展
“
商战

” ,

郑观应提出了
“
决

胜于商战
”

L的战略口号
,

并建议在国内外市场上

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
“
十大商品战

” ,

L 以便挽回

利权
,

堵塞漏危
。

( 4 ) 郑观应关于
“

十大商品战
”

的战略构想
,

是在综合分析了大量进出 口商品的基础上形成的
。

这
“
十大商品战

”
是

:

一曰
, “

驰令广种烟土
,

兔征厘捐
” ,

以进行
“
鸦片战

” ; 二 曰
, “

广购

新机
,

自织各色布匹
” ,

以进行
“
洋布战

” ; 三

曰
,

购机器织绒毡
、

呢纱等物
,

以及制造玻璃器

皿
,

仿制钟表等
,

以进行
“
用物战

” ; 四曰
,

制

造卷烟
、

蔗糖
、

葡萄酒等
,

以进行
“

食物战
” ;

五 卜}
,

纺织 } 丝
、

土纱
,

制造香水
、

香皂等物
,

以进行
“
零星货物战

” ; 六曰
,

开采五金
、

煤矿

等
,

以进行
“

矿产战
” ; 七曰

, “
广制煤油

,

自

造火柴
” ,

以进行
“

日用品战
” ; 八曰

, “
以景

德镇之细瓷
,

摹洋瓷之款式
” ,

运销欧洲
,

以进

行
“

玩好珍奇战
” ; 九曰

,

仿外国样式
,

发展宁

杭的机织绝绸运往外国
,

以进行
“
零星杂货战

” 。

十「〕
,

仿铸外国金银货币
,

以进行
“
洋钱战

” 。

除第
一

项外
,

其余都是极有针对性的贸易对策
。

值得注意的是
,

郑观应上述
“
商品战

”
贯穿了一

条基本原则
,

即
: “

照样仿制
”

进口畅销洋货
,

“

精制
”

出 口畅销土货
,

以做到
“

中国所需于外

洋者皆能自制
,

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
” 。

L这

与现在通行的进口替代
、

出 口替代的外贸战略甚

为吻合
。

( 5) 为了在
“
十大商品战

”
中立于不败之地

,

郑观应强调要全面发展新式工矿交通通讯业
, “

有

上以翼商
” ,

L采用先进生产技术
,

制造各种质优

价低的商品
,

与洋货进行竞争
。

他还以自己
“
初

则学商于外人
,

继则与外我商战
”

的经验
,

意味

深长地指出
: “

商务极博
,

商理极深
,

商情极幻
,

商心极密
” 。

L要
“
决胜于商战

” ,

政府必须重视

研究商务
,

了解商情
。

对于清政府
“
不惟不能助

商
,

反胺削之
,

遏抑之
”

L的弊政
,

他给予猛烈

的抨击
,

并提出劝工
、

惠商的多项具体建议
。

( 6 ) 郑观应提出的
“
商战论

” ,

曾广泛流传

于 19 世纪末
、

20 世纪初
,

不少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

均受到影响
。

例如
,

为郑观应 《盛世危言》 五卷

本作序
,

活跃 于戊戌变法时期的著名维新派人士

陈炽 ( 18 5 5一 19 0 0 )
,

在其于甲午战后出版的 《庸

书》 和 《续富国策》 中
,

就较突出地宣扬
“
富国

强兵
,

非商易倚 ? ”

L
“

商会能灭人国
”

L等
“
重

商
”

观点
。

令人格外注 目的是
,

作为戊戌变法时

期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
,

也一度是
“

商战论
”
的

积极鼓吹者
。

18 95 年
,

康有为在 《公车上书》 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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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以
“
富国之法

”

和
“
养民之法

”

为主要内容

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
。

在谈到
“
养 民

之法
”
中关于

“
惠商

”

的举措时
,

康有为强调
“
并

争之世
,

必以商立国
” 。

他指出
: “
古之灭国以兵

,

人皆知之 ; 今之灭国以商
,

人皆忽之
。

以兵灭人
,

国

亡而民犹存 ; 以商贾灭人
,

民亡而国随之
。 ”

L 对

郑观应关于
“
商战

”

的隐蔽性
、

危害性作了很好

的发挥
。

他也象郑观应一样主张
“
广纺织以敌洋

布
,

选用物 以敌洋货
” ,

各种出 口商品
“
皆与洋

货比较
,

精妙华彩
,

务溢其上
。 ”

L这是对郑观

应所提出的
“

商品战
”

的补充
。

( 7) 郑观应的
“

商战论
”

虽然是一种幼稚的
、

不成熟的经济理论
,

但却是处于发韧期的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寻找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 ; 他

把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抵抗外国资本主

义经济侵略联系起来
,

把发展民族工商业提到了

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

揭露了以商品输出为主要

形式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罪恶行径
,

体现了强

烈的民族立场和爱国精神
。

( 四 ) 宣扬
“
以商为本

” ,

主张全面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并特别强调大力

发展机器制造业
。

( l)
“
以商为本

”

与
“

商战论
”

二者紧密相

连
。 “

以商为本
”

就是在
“
决胜于商战

”

的战略

思想指 导 F
,

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取向
,

作出战略选择
,

即主张以商业 (特别是对外贸易 )

为中心和主要出发点
,

要求其他各个经济部门与

之紧密配合
,

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
,

并以此来带

动各个经济部门
、

各种经济事业向前发展
,

特别

是要推动机器制造业的建立和发展
,

以实现独立

自卞地全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 2 ) 鼓吹
“
以商为本

” ,

否定
“
以农为本

” 。

“
重本抑末

”

论由来以久
。

其实质是片面强调农

业的重要性
,

竭力限制和排斥工商业
。

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己经产生新式工商业情况下
,

这种传统

教条极不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郑观应既

然宣扬
“
重商

”

观点和鼓吹
“

商战
” ,

自然否定

这一 传统教条
,

主张
“
以商为本

”

来取代
“

以农

为木
” 。

郑观应从古今不同的经济条件进行分析
,

指出
, “

古之时
,

小民各安生业
,

老死不相往来
,

故粟
、

布交易而止
。 ”

L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
,

商业不居重要地位
,

农业对国计民生自然非常重

要
。 “

至于今则轮舟
、

火车飞车免无难
,

电报
、

邮传

捷如影响
。

商务所趋
,

给民之食者十之一
,

给民

之用者十之九也
。 ”

L 交通通讯工具高度发达
,

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

故
“
稽古之世

,

民以农为本
;

越今之时
,

国以商为本
。 ”

L 可见
,

郑观应鼓吹

以
“
以商为本

”

取代
“

以农为本
” ,

就是要适应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商品经济的发达
,

把发展新

式工商交通通讯业放在首位
。

与此相联系
,

郑观

应还竭力颂扬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
,

批判
“
轻商

” 、 “
贱商

”

观点
。

他列举古今中外垂

视商人的事例为依据
,

自豪地说
, “
孰谓阖贵中竟

无人豪
,

顾 ; 1

丁一例 目为市侩哉 ? ”

L公开站在新兴

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
,

向传统的
“
轻商

” 、 “

贱

商
”

教条宣战
。

( 3) 以商为中心发展新式工商交通通讯业
,

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

从
“

以商为本
”

的观点出发
,

郑观应阐述 了商业与工业
、

农业等的关系
,

他写

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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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郑观应这段论述
,

同上

述薛福成关 于
“
商握四民之纲

”

的一段话
,

内容

相同
,

只是表述的角度相反
。

薛福成从
“
有商

”

则如何立论
,

郑观应从
“
无商

”

则如何立论
,

但

都是持有强烈的
“
重商

”

观点
,

即以商业为中心

来考察问题
,

把商业看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枢纽

和推动力
。

不过
,

郑观应虽然极端强调商业对其

它经济部门的重要性
,

但从
“
有工以翼商

”

的观

点出发
,

又重视发展机器大工业
,

特别是机器制

造业
。

他看到当时中国以手工生产的土货难以同

用机器生产的洋货竞争
,

发展机器大工业
,

采用

先进生产技术是当务之急
。

他指出
: “

外洋进 LJ

之货皆人力之所为
,

而中国入口之货
,

多天生原

质
” ,

L这是造成中国外贸逆差的根本原因
。

只有

建立和发展机器制造业
, “

各种机器 自能制造
,

则各种货物亦 自能制造
。

所造之物既便 自用
,

队

可外售于人
,

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
” 。

又说
:

“

人但知购办机器
,

可得机器之用
,

不知能自造

机器
,

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
。 ”

L 19 世纪后期

的许多先进思想家
,

虽然都有重商倾 向
,

但并不

否定工业的重要性
,

主张采用机器生产
,

以及发

展机器制造业
。

这对郑观应 自然有所影响
。

但郑

观应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在机器织布局
、

轮船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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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中国电报局
、

开平矿务局和汉阳铁厂等近代

工矿交通通讯企业担任高级职务
,

自然对大机器

生产的优势性
,

建立和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必要性
,

有更真切的体验
,

这恐怕是郑观应重视发展机器

制造业的更重要的原因
。

( 4) 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方案
。

郑观应不仅探讨 了
“
商战论

” 、 “

以商为本
”

等

经济观点
,

而且还设想了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

经济的具体方案
。

其内容包括通商
、

劝 王
_ 、

务农
、

治道和货殖五个方面
。

通商指发展国际贸易和国

内贸易
,

是整个方案的中心和重点
。

其中提到进

出 口贸易的商品有七
、

八十种之多
,

简直是进出

口商品名称总汇
。

劝工 指发展近代 上
_

业
,

涉及部

门和行业很多
。

其中轻工业包括上述商品战中的

各种 商品
。

重工业包括采矿
、

冶炼以及轮船制造

等
。

其中对采矿业讲述最为详细
,

矿产门类方面

提到开采煤
、

铁
、

铜
、

铅
、

锡
、

石油
,

以及金
、

银矿等
。

地区方面则有 云南铜
、

锡
;

山西
、

贵州

煤
、

铁 ; 湖南
、

江西煤
、

铁
、

铅
、

锡 ; 山东
、

湖

北铅
:

四川铜
、

铅
、

煤 ; 台湾五金与硝
,

以及漠

河金矿
、

开平煤矿
、

大冶铁矿等等
。

务农提出因

地制宜发展区域农
、

林
、

牧各业
,

采用机器耕作
,

普及农学
,

提倡应用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 ; 特别

提到在沙漠和 朴旱地区
,

植树造林治河
,

防止 旱

化和沙漠化
。

治道指发展近代交通运输
、

邮电通

讯业
,

其中铁路
、

公路的修筑
,

轮船通航
,

邮政

开办
,

以及架设电线
,

开通电话网
,

均有论列
。

殖货指成立新式银行
,

发行金银铸币
,

成立保险

公司
,

发行公债等等
。

总之
,

郑观应在 《盛世危

言》 阮卷本和 十四卷本中所设想的中国经济发展

方案
,

内容丰富
、

具体
,

极具想象力
,

除稍后出

版的陈炽的经济专著 《续富国策》 外
,

同一时期

中
,

似无其它著作可以与之相比拟
。

( 5) 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商业
,

防止外国资

本垄断中国国民经济
。

首先
,

他主张大力培养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人

才
,

打破外国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垄断和对中国企

业的控制
。

为此
,

他建议多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
。

在谈到培养中国造船技术人才
一

时
,

他建议选拔
“

心

灵体壮
,

通达中文
,

精通洋文
,

年在20 左右者
” ,

回公

费派往国外大型造船厂
一

学习
,

以 10 年为期
,

学成回

国
,

予以因材任用
。

其次
,

郑观应主张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
,

反

对 一切依赖进 口
。

他以造船业为例
,

揭露和抨击

李鸿章等人在筹办造船 J一过程中
,

一切依靠进口

的做法
,

说
: “

中国造船
,

无论木
、

铁
、

钢
、

铜

等料
,

无不购诸外洋
,

纵使价不居奇
,

而运载有

费
,

布示用有费
,

奸商之染指有费
,

其成本己视外

国悬殊
,

况质之良众难辨
,

应用何料
,

购 自何厂
,

皆唯洋匠是听
,

去取迁就
,

安能保其无他 ? 或购

矣尚未尽适用
,

或用矣而仅图饰观
,

非独糜费
,

更恐误事
” 。

@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力开发中

国 乍富的自然资源
: “

函宜筹开铁矿
,

以裕钢铁

之源
” ;

并多方开采煤矿
, “

煤矿既开
,

则船料

充物
,

一切需用
,

皆无须仰给于人矣
。 ”

L

再次
,

他主张采用发行国内公债去满足新式工

商业发展所需的资金
,

反对举借奴役性的外债
。

他指 出
,

举借外债会造成
“
欠债过重

,

行息过

多
” ,

以致造成
“
利权授于他人

,

国势浸形微弱
”

的恶果
。

如果发行
“

民债
” ,

中国
“
殷实商民为

数不少
” ,

只要清政府
“
示以大公

,

持以大信
, ”

一

定 可以发行成功
,

收到成效
。

至于迫不能得 已

借用外债
,

也必须
“
通筹全局

,

审慎周详
” ,

利

息不能太高
,

更不能以国家主权作为借款条件
。

他对 于清政府以关税作抵押举借外债
,

表示痛心

疾首
。

砂

最后
,

否定清政府
“
官督商办

”

制度
,

强烈要

求允许私人资本自由投资和经营新式工商业
。

甲

午战争前
,

郑观应对清政府
“

但有困商之虐政
,

月
二

无护商之 良法
”

极端不满
,

因而转 向支持洋务

派官僚所推行的
“
官督商办

”

企业制度
,

并且以

商股身份积极参与轮船招商局
、

机器织布局等的

创办活动
。

甲午战争后
,

由于尝到了
“
官督商办

”

制度的苦头
,

深悉洋务派官僚的种种腐败内幕
,

因而大胆地予以揭露
: “

今中国享请大宪开办之

公司
,

皆商民集股者亦谓之局
。

其总办或由股份

人公举
,

或由大宪札饰… …全以官派行之
。

位尊

而权重
,

得以
一

专擅其事
” 。

@ 他主张废除
“
官督商

办
”

制度
,

允许民族资产阶级 自由投资和独立经

营一切企业
。

他说
: “

凡通商 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兴铁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之

处
,

一体准民间开设
,

无所禁止
。

或集股
,

或自

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 以官

场体统
。 ”

@ 关于丁商企业的经营方式
,

王韬在

188 3年以前曾提出要
“
许民间自立公司

” 。

L薛福

成在其 于18 9川 f 写成的 《筹洋当议》 中也主张
“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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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自立公司
”

L马建忠在其于 18 9 0年写成的 《富民

说》 中也主张允许
“

商人作股设立公司
”

L来兴办

新式工商业
。

与他们不同的是
,

郑观应以新兴民

族资产阶级的身份竭力主张民办企业
,

并且以其

与洋务派屡打交道
、

大吃苦头作为背景
,

因而更

令人信服
。

为了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郑观

应要求清政府实行各种惠商
、

护商政策
,

如
:

实

行保护关税
,

建立专利制度
,

制订商标注册条例
,

颁行公司组织法
,

允许民族工商业者成立商会
,

在中央和地方成立商部和商务局等
。

显示了郑观

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有力维护者
。

( 6 ) 在全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对

康有为的若干影响
。

第一
,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

期所提出的以
“
定为工国

” 、 “
讲求物质

”

为核

心的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
,

实际上

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主张
,

比之郑观应
“
以商为

本
”

的全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
,

无疑

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

但就发展新式工商业的各项

具体主张而言
,

可以说
,

郑观应都已提出过了
。

更确切地说
,

郑观应关于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的基本构想
,

已经为后来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项具体主张
,

划下了一个框

框
。

第二
,

郑观应以
“
以商为本

”

为立足点
,

对

国民经济一些部门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考察
。

康

有为提出
“
定为工国

” 、 “
讲求物质

”

的新的经

济概念
,

取代了郑观应
“
以商为本

”

的旧的经济

概念 ; 但是在探讨国民经济一些部门的相互关系

时
,

他却最终仍然未能摆脱郑观应
“
以商为本

”

的思想影响
。

譬如他写道
: “

商之源在矿
,

商之

本在农
,

商之用在工
,

商之气在路
” 。

卿 第三
,

康

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
,

强烈要求废除洋务派官僚

垄断新式工商业的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的企业制

度
,

主张一切工
、

矿
、

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 “

一

付于民
” 、 “

纵民为之
” ,

因听任民族工商业者投

资经营
,

并 由国家给予扶助和保护
,

这与郑观应

更是全无二致
。

总之
,

郑观应与康有为同是粤人
,

也曾有过私人交往
。

18 95 年底
,

康有为到上海组织

强学会
,

找郑观应商谈
,

郑把康引荐给王韬
,

同

游格致书院
。

但郑观应对康有为
、

梁启超的维新

活动颇有微词
,

对戊戌变法运动持局外旁观的保

守态度
。

不过由于 《盛世危言》 在甲午战争前后

对思想界影响很大
。

康有为虽尊为维新派领袖
,

但接受郑观应某些观点和主张的影响
,

取其所需
,

为其所用
,

也是很自然的事吧
。

注释
:

①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述志四十韵 》
。

② 189 5年9月
,

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 《盛世危言》 五卷

本进呈光绪
,

获准加印 200 0册
,

分送清廷内外阅读
。

③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闻大东沟战事感作》
。

④⑦⑧L 《盛世危言》 (十四卷本 ) 增订新编凡例
。

⑤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赠 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

事歌并序》
。

⑥ 《盛世危言
·

西学》
。

⑨ 《盛世危言
·

道器》
。

L 《校那庐抗议
·

采西学议》
。

L 《祀忧生易言跋》
。

L 《筹洋当议
·

变法》
。

L 《 日本变政考》 卷 7
,

按语
。

L 《易言
·

论议政》
。

L 《盛世危言自序》
。

LL L《盛世危言
·

议院 上少
。

LLL 《盛世危言
·

商务一 》
。

@ 《盛世危言
·

捐纳》
。

L 《强园文录外编
·

重民下 》
。

L 《适可斋记言
· _

仁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

@ 《出使日记》
,

卷 3
,

七月二十二 日
。

L 《技园文录外编
·

代上广州太守书》
。

L L 《技园文录外编
·

英重通商》
。

@ 《技园尺版
·

上丁中承 》
。

L 《出使日记 》 卷2
,

18 90年8月 9日记
。

L 《庸庵海外文编
·

英吉利利用商务开辟荒地说》
。

LLLLLLL 《盛世危言
·

商战上》
。

L 《盛世危 言
·

商战下 》
。

L L 《盛世危言
·

商务3 》
。

LLLL 《盛世危言
·

商务2))
。

L 《庸书
·

商部》
。

@ 《续富国策
·

创立商部说》
。

LL@ 《上清帝第二书》
。

《康有为政论集 》 上册
。

L L 《盛世危言
·

商务 5))
。

@ LL 《盛世危言
·

船政 》
。

@ 《盛世危 言
·

国债》
。

@ 《强园文录外编
·

重民中》
。

L 《筹洋当议
·

商政》
。

L 《适可斋记言
·

富民说 》
。

L 《康有为政论集》
,

上册
,

《条陈商务折》
。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