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6 - 11 - 24

　　作者简介:张君玉(1967 - ), 女 ,汉族 , 海南万宁人 ,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
公室主任。

2007年第 2期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 2 2007

第 20卷 JOURNAL OF HA INAN NORMAL UNIVERS ITY G eneralNo. 88
(总 88期) (Social Sciences) V o1. 20

郑观应的教化思想

张 君 玉　李 　锋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 海口 570105)

摘　要:郑观应继承了传统的 “立君为民”思想 ,认为要改变当时君民相隔、民隐不达的状况 ,必须“力为图治 ,亟

行教养 ”。他一方面把传统的的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重要的民众教化内容 ,希望改变 “教养失道 ”的局面 ,另一方面高

度重视近代教育 , 把学校教育和女子教育作为民众教化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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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1842 - 1922年), 字正翔 , 号陶斋 , 广东香山

人 , 1858年弃科举赴上海经商 ,自开茶庄 , 后在英商宝顺

洋行 、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 , 1880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机

器织布局总办 、轮船招商局总办 、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要

职。他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著《盛世危言》

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他分析了当时君民隔阂 、民隐

不达的根源 , 提出要 “亟行教养” ,兴教化 、启民智 ,巩固国

本。郑观应继承了传统的 “立君为民”思想 , 称 “圣人之

君人也 , 勤民至矣” 。圣人 、君主 , 是 “天之道 ”的人格化 ,

是世俗社会一切秩序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他认

为君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君主必须努力寻求并保持

与人民利益的同一 , “蕴利生孳 , 不利于民者终不利于

君” 。所以 ,和谐的君民关系应该是 “君之有民 ,犹人骨之

有肉 , 体之有肢 ,动息痛痒 , 一气相通”, 如果君主对国事

民瘼漠不关心 , 对民生疾苦不管不问 , 那么人民就会对君

主失去信心 , 不愿继续支持 、爱戴君主 , 社稷存亡也就全

然不顾了 , “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 , 以为兵戎兴

败 , 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 , 主之者有天意” (《盛世危

言》)。

对于后世及当时的君民关系 , 郑观应借用古人的话

提出了批评 ,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 乃天下之天下”, 说后

世君主传贤之局变为世袭 , 由 “天下之天下”变为 “家天

下” ,以至于 “中国权操于上 ,冠履之辨最严 , 降及赢秦 , 焚

书坑儒以愚黔首 , 直欲锢天下之耳目 ,缚天下之手足 , 惟

所欲为 , 呜呼酷矣”, 而 “执持愈坚 , 缚束愈甚 ,于是天下之

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 , 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

告” 。[ 1] 332这严重违背了 “立君为民”之道 , “去古人利天

下之心愈远而愈失”。 他警告说 ,君主 “同天下之利者则

得天下 ,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对于 “君虽至不仁 , 臣

民必顺受无贰”的陈腐论调 , 郑观应颇为反感 , “信如斯

也 ,则是天之立君 , 专为鱼肉斯民 , 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

之用 ,有是理乎 ”(《盛世危言》), 认为君主必须勤政 、爱

民 ,绝不能因一己私欲而误国殃民 , 若 “或假公而济私 , 或

挟私而废公”,动辄以 “兵力压人 , 不行仁政 ”, 其结局只

能是 “或数传覆裂 ,或及身俘虏”。[ 1] 331 , 332

郑观应指出 , “中国不能自强 , 在于上下离心”, 君主

不能全面掌握和了解民生疾苦 , 人民也觉得君主离他们

太遥远。若要改变这种上下离心的状况 ,则 “非君民交泰

不可。欲期交泰 ,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 , 非君民公

利不可”(《盛世危言》)。要做到这一点 , 君主的责任是

主要的 ,他必须端正君心 , 明确君责 , 树立为天下役的信

念 , “君人者 , 坎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 ,适所以永为天下之

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 , 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

可得矣”,如此 , 才能 “使为君者 ,勿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

养一人也 ,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 , 予一人分而给之 ,

总而理之斯可矣”(《盛世危言》)。

郑观应谆谆告诫为君者 ,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

得众之要在乎见情”, 此可谓一语中的 , 直捣封建政治制

度之软肋 。他进一步指出 ,自孟子阐述 “君为轻 ,民为重 ”

以来 ,由于 “后世昧于圣哲本旨” , 导致君民关系 “自秦汉

以降 , 沦胥至今”, 造成 “国本之不固 , ……民生之不厚 , 士

气之不振 ” [ 1] 335 。他强调指出 , “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

通” [ 1] 322 , 由此导致君民隔阂。如何使君民上下通情 、沟

通民意 , 郑观应建议 , “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 , 民以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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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强” , [ 1] 311他论证欧美各国之所以 “日跻富强隆治

之域 , 国运蒸蒸乎不知其艾期”, 根本原因就在于 “不治民

而与民共治也” 。[ 1] 311

要改变君民相隔 、民隐不达的状况 , 必须 “力为图治 ,

亟行教养” ,把教化民众 、整顿风俗当作非常紧迫的事情。

郑观应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 , 希望培养国

民道德 、规范社会行为 , 以重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 , 抵

制西方的文化侵略 , 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教育开启民众

智慧 、提高国民志识 、改进民众生活的积极作用。

郑观应认为教养民众 、开启智慧是君主天赋的职责 ,

声称 “夫天生民以教养 ,托之于君 , 故有家国天下者 ,其责

无过于教养” , 并举例说上古圣者频出 , 授民 “精巧之

法” 、“觅食之术” 、教民 “稼穑畜牧之事” ,才终使人脱离

野蛮时期 , 进入文明开化时期。 他十分赞同中国上古礼

乐教化制度 , 说 “古者悬书读法 , 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

尊亲礼让之间” ,坚持教化宣讲内容 “以圣谕要言为主 , 而

以孔孟之道 、程朱之学旁通曲畅”。他严厉批评后世以愚

民弱民为目的的教化制度 , 说自三代以后君主各怀私心 ,

不是想法设法教人明理 、开启智慧 , 而是实行愚民政策 ,

愚弄天下人 , “为之俑者初以为天下之多事 , 皆豪杰为之

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 ,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 庶我之

大业可世守 , 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智慧之事 , 悉欲抑而屏

之” ,并造成了 “暴秦崛兴 ,焚书坑儒 , 务愚黔首。明季制

艺之科 , 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的局面。他指出 , 愚民教

育的后果是严重的 , 人同禽兽 , 人材凋敝 , “迨至蚩蚩失

教 , 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 “三代以下 , 人材不世出 , 民

生所以日促也” (《盛世危言》)。

郑观应解释了 “亟行教养”的必要性。如果民众缺乏

教养 , 没有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柱 , 就会对国家造成危险 ,

“生长乡闾不闻教化 ,耳目所蔽 , 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 ,

俯仰无资 , 饥寒所驱 , 铤而走险矣” 。他认为农民起义的

发生就是清政府 “有民而不能自教”的结果。另外 , 他认

为 , 如果统治者不重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 , 西方的

文化侵略就有可能带来亡国之祸 , “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

教亡人之国 , 阴谋诡计 , 四海皆知。既已诱至南交 , 去越

南如反掌矣  中国之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 , 听外人取

而教之 , 恐祸患之乘 ,更有非意料所及者”。因此 ,他希望

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 重振民心 , 重树国威 , 坚信 “彼佛 、

老浮游之论 , 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 , 何足与我中土圣道

王言互相比拟  果得认真经理 , 他日太阳首出 , 爝火皆

消 , 洪钟一鸣 ,万声皆寂。万姓既改恶从善 , 永无犯上作

乱之萌 , 万邦亦一道同风 , 咸知学圣尊王之义” (《盛世危

言》)。

从中外国家的兴衰对比中 ,郑观应认识到教养民众

的重要意义 , 认为民众的教养程度直接关乎国家危亡 , 关

乎国计民生 , “横览环球各邦 , 其国运之隆替 , 莫不系乎人

材 , 而人材之盛衰 , 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 , 勃然

以兴;教养失道者 , 忽然以亡” 。他认为欧美各国蓬勃兴

盛的原因在于国民开化 , 民众无论贵贱都能受到教育 ,

“故人之灵明日启 ,智慧日积 , 而人材济济 ,国势以强也”。

西方发达国家教养有道 ,使 “士有教而民有养” , 终致 “人

材众则百事兴”, 科技日新 , 国运昌隆。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印度 、安南等国家 , 君主不会 、不愿教养民众 , 只知

用严刑峻法限制百姓 , “上失教养之方 , 下无奋兴之士”,

造成百姓流离失所 , 百业不振 ,国家一片衰败萧条景象。

郑观应总结说 , “此其教养失道 ,国势陵替 , 而先后沦亡如

出一辙也”。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 也是 “教养

失道”,岌岌可危 , “我中国教养之道 , 自三代以后渺矣无

闻 ,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 , 国势益促 , 外有

强邻环视 ,内有伏莽堪虞” (《盛世危言》)。

郑观应认为 ,教养之道直接关乎民众的基本物质生

活状况 , 必须大兴格致之学。他指出 ,游猎耕牧已经解决

不了当日的物质需要 , “夫以上古游猎之时 ,耕牧之世 , 犹

尚教养 ,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 , 弋猎固无以为粮 ,

而耕牧犹虞不给 ,教养讵可废乎” ,所以 , 人类由游猎而耕

牧 ,由耕牧而兴格致之学 ,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盖世界由

弋猎变而为耕牧 , 耕牧变而为格致 , 此固世运之迁移 , 而

天地自然之理也”, 而格致之学参悟世界规律 , 是教养良

方 , “顾格致为何  穷天地之化机 ,阐万物之元理 ,以人事

补天工 ,役天工于人事。 能明其理 , 以一人而养千万人

可 ,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 我中国生齿四万万 , 人

民甲于五大洲 ,子此元元 , 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 ”。于是 ,

他明确提出了教养之方 , “今日之计 ,宜废八股之科 , 兴格

致之学 ,多设学校 , 广植人材 ,开诚布公 , 与民更始” (《盛

世危言》)。

郑观应反复强调学校教育在教化人们 、培养人才方

面的重要性 , 说 “学校者人才所由出 , 人才者国势所由

强”, “国家之兴衰 , 系于人才 , 人才之优劣 , 出于学校”,

而要兴学校 ,就必须废科举帖括之学 , “不修学校 ,则人才

不出 ,不废帖括 , 则学校虽立 , 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

他认为 , “培植之责任在于公学 , 而人才之优劣出于教

员”,因此 , 必须高度重视师范教育 , 培养教员 “硕学通

儒”, “能诲人不倦 , 循循善诱 ,不但教育有方 ,且于世界

最新之卫生诸法靡不美备周详” , 批评当时中国 “师道日

衰 ,教术日坏 , 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 ,无师范学校以

养教习之材”(《盛世危言》)。

郑观应还高度重视女子教育 , 认为 “教子婴孩 , 家庭

教育最关重要”,而 “妇人失教不知书理 ,其所生子女故不

知教育之法”,若 “其母知书识礼 ,必常依依膝下 , 事事教

导 ,受益良多”。他指出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 ,不战而屈

人之兵 ,美是也。女学次盛者 , 其国次盛 ,英 、法 、德 、日本

是也。女学衰 ,母教失 , 愚民多 ,智民少 ,如是国之所存者

幸矣”,所以 , “女学校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基”, 这样 , 他就

把女子教育提高到事关国家安危 、社稷存亡的重要地位。

对于幼儿教育 ,郑观应也特别重视 , “我国而欲与列强竞

争于 20世纪之舞台 , 而不亟思讲求教育 , 不可也。讲求

教育 ,学有专门 , 而不自幼童始 ,尤不可也” 。 [ 1] 242

为全面 、系统地教化民众 , 郑观应提出仿照西方学制

设立小学 、中学 、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 , “设于各州县者为

小学 , 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 , 设于京师者为大学” (《盛

132



世危言》), 采取班级授课形式 , 规定学习期限 ,并以考试

结果作为升学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 ,他 “变通 “地将科

举制的进士 、举人 、秀才与大 、中 、小学校匹配 , 建议将各

省 、府 、县的书院改为学堂 , 他也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

为学堂的人。学制规定从小学开始实行分科教育 , 文科

包括文学 、政事 、言语 、格致 、艺学 、杂学 , 武科包括陆军和

海军。

郑观应的 “亟行教养 ”, 借鉴 、吸收了西方的合理形

式 , 包容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 中西杂糅 , 古今并

用 , 体现了近代先进思想的发展趋向 , 客观上起到了兴民

权 、倡民利的积极作用。他也看到了兴教化 、启民智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 ,提出兴办学校 、改善民生的改革思路 , 这

无疑是他比同时代人高明的地方。然而 ,郑观应不可避

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主体价值取向是保守的 , 没

有脱离封建纲常礼教的范畴。他的想法只停留在形式的

层面 ,没有产生实际的促进作用。格致之学虽能开启民

众智慧 , 但离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

学校教育改革也举步维艰 , 民众的教养尚需其它良方。

对于古人不必苛求。其实 ,就所处的时代而言 , 郑观应已

经走到了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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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Guanying 's Though t on Enlightenemnet by Eduaction

ZHANG Jun-yu, LI Feng
(Ha inan Rad io and Television Un iversity , Ha ikou 570105, Ch ina)

Abstract:Zheng Guanying, who carried forwa r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 f"enacting law 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 le", op ined that the dem erit of separation betw een the lord and its subjects as w ell as o f the con-

cealm ent of peop le's injustice from the lord cou ld only be redressed through the im plem en tation of en ligh ten-

m en t by educa tion. Thus, on the one hand, he uphe ld the traditional Con fucian m oral principles and codes

as the essentia ls of enlightenm ent fo r the comm on peop le in expectation of altering the situa tion o f "severe

shortage in en ligh tenm ent", and on the othe r hand, he attached g rea t importance to m odern education, re-

ga rding school education and educa tion for fem a le s as the key channel of enlighten ing the comm on people.

Key words:Zheng Guanying;"enacting law s in the interest o f the people";"instructing people to be-

have them se lves";educa tion

更　　正

我刊 2007年第 1期刊登的《批评的踪迹与现代性测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考

察》一文 ,作者蔡志诚的工作单位应为华侨大学文学院。特此更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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