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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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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主

义恩想家
。

对人才问题的论述既是其同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主题
,

也是郑观应

思想的集中体现
。

他批判科举
,

倡导西学; 创办学校
,

发展教育
,

形成了他的有

理论
、

有实践的人才思想体系
,

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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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93 级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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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中
,

郑观应
“

是一位富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近代

工商业实践的民族资本家
,

也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 响的 资产 阶 级 改 良 主 义 思 想

家
。 ” ①他的思想影响近及维新派康有为

、

梁启超
,

尔后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

远及青年时代的

毛泽东
。

1 9 3 6年
,

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
,

就曾说过
“

非常喜欢
”

读郑观应的代表作
《
盛世危

言
》 ,

并说
, “ 《
盛世危言

》激起我想恢复学业的愿望
。 ” ②在郑观应的思想中

,

我认为郑观应对人

才问题有丰富而深刻的论述
,

形成了郑氏颇具近代特色和时代意义的人才观
。

郑观应 ( 18 4 2 ~ 1 9 2 2 年 ) 出生于广东省的香山县雍陌乡
。

郑观应的祖父郑鸣歧 是一 位
“

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
”

的封建式文人
。

郑的父亲郑文瑞终身未取功名
,

仅是一个
”

蔽徒科名
、

设帐授徒
”

的乡村塾师
。

郑氏虽非官宦望族
,

但在乡村祖
、

父两辈均是文人的终究不多
,

郑观应

的生长环境不会象一般的农家
,

必然会
“

子承父业
”

去完成前辈未走到的科举前程
。

因此
,

我

们可以认为
,

郑观应从小是在
“

诗云子 日
”

的峥呀语中与充满封建季哗考试的沉重氛围里成长
,

自然对应科考的那一套都有亲身的体验
。

时代 的不同就影响着郑观应
,

尽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封建色彩未褪
,

但一是由

于鸦片战争的冲击
,

西方文明随着西方强盗的枪刺炮舰也进入了中国
,

这就也冲击到了每个读

书人的思考 ; 二是由于在郑之前龚自珍等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家们对科举的无情抨击
。 “

万嚎相

因
,

词可猎而取
,

貌可拟而 肖
,

坊间刻本
,

如山如海
。

四书文禄士
,

五百年矣 ; 士禄于四书文
,

数万



辈矣 ; 既穷既极
” ③批判的无情

,

动摇了向往科举成名的读书人的信念
。

另外
,

洋务运动的兴起

与当时沿海地区买办工商业的发展
,

都诱惑着举 子们舍去寒灯苦读 而 去 实 实 在 在 从 事
“

稻

粱谋
”

了
。

而这个方面
,

郑观应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 : 香山县有
“

买办故乡
”

之称
。

郑观应的家族亲朋

中就有不少从事买办
。

他的叔父郑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
,

他家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是姻

亲
,

与买办商人家庭出身的徐润是
“

两代相交近百年
” ④

。

而郑观应的族兄郑济东
,

就与徐润同

在宝顺洋行学艺当徒
。

因此
,

夏东元先生认为 : “ `

学贾
’

是摆在郑观应面前的现成出 路
”

⑤
, “

官

应年十七
,

小试不售
,

即奉严命
,

赴沪学贾
” ⑥ ,

从而开始了郑观应买办及工商业实践的一生
。

“

弃学
”

是出于对科举的无望
, “

学贾
”

使他从实践中认识到人才真正的内涵
。

前者使他对

科举有了批判意识
,

后者树立了他的具有近代价值 的人才观
。

从龚自珍发出愤怒的呼吁 : “

我劝天公重抖擞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开始
,

那些真正要强国富

民的思想家们就都注意到了人才对一个国家盛衰的重要
。 “

财用不足
,

国非贫
,

人才不竞之谓

贫
。 ” ⑦郑观应正继承了这种对人才呼吁的精神

,

他说 : “

夫国之盛衰
,

系乎人才
” , “

人才辈出
,

国

之兴也勃焉
。 ” ⑧同样看到了人才实际上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命运

。

郑观应还很自信地指 出
“

以

中国幅员之大
,

人才之众
,

竭其聪明智力
,

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 ! ” ⑨只要统治者真正
“

唯才是

举
” ,

中国如何会缺乏人才 ; 有了干城之具才
、

又何患受西人的欺凌呢 ?令思想家们痛憾的是
,

近

代的悲剧正是由于扼杀了人才 ! 因此
,

郑观应也只好发出啃叹
“

而奈之甘于自域也
。 ” L 闭关锁

国
、

拒进贤才
,

硬兴文字狱
,

软行科举制
,

人才怎么不会凋败病疮!

因此
,

首先遭到抨击的就是科举考试八股取士
。

在
《
论考试

》
中

,

郑观应批判科考说 : “

… …始

当考试
,

斤斤然拘于一格
。

… …无论文武
,

总以科甲为重
,

谓之正途
。

否则胸藏韬略
,

学贯天

人
,

皆目为异路
。

其取士也隘
,

故豪杰每有沉沦
,

… …故举世奋志功名者
,

悉从事于此
,

老而不

悔
,

竟有髻龄就学
,

皓首无成
,

尚何暇他顾哉 ? ”
@ 在这里郑观应批判了科举考试取士录才之路

的狭隘
,

使天下读书人都来挤这座
“

独木桥
” 。

这样
,

必然导致几种后果
。

其一读书人以科 甲为

正途
,

而摒弃他学
,

必然是
“

两耳不闻窗外事
” ,

于家事国事天下事
,

一概了然无之
,

成为
“

目不通

古今
、

耳不知中外
”

的迂腐儒士
。

其二能够在科考中取得功名的毕竟极少数
,

而取录的标准又

仅此一途
,

科考失败
,

虽是
“

千里马
”

亦老死乡野
, “

故豪杰每有沉沦
” ,

埋没了人才
。

其三 由于

读书人舍科考无求
,

加上功名的诱惑
,

因此读书人不惜一生醉心四书五经做八股
,

以求一朝中

第荣华富贵
。

结果却老死于科考上
,

从
“

髻龄就学
”

到
“

皓首无成
”

销磨了一生
。

不知有多少举

子们就这样皓首穷经青灯一盏度完一生
。

科考的内容是
“

制艺
”

八股
,

要中举进第就要写好那承题起讲套路严格的帖括文
。

郑观应

对此亦进行了批判
。

他说 : “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
。

上以此求
,

下以此应
,

将一生有用之精神
,

尽

销磨于入股五言之中
,

舍是不逗涉猎
。 ”

@ 因为当权者以八股取士
,

读书人就埋头于八股文章
。

所谓八股讲究严格的格式
,

既破题
、

承题
、

起讲
、

人手
、

起股
、

中股
、

后股
、

束股
。 “

其文略仿宋经

义
,

然代古人语气为之
,

体用排偶
。 ” L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

,

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
。

这

样培养出来的人才
,

便是
“

与之交谈
,

两 目瞳然视
,

舌木强不能对
。 ” @ 不仅不能选拔出治国富民



的人才
,

结果是将大批读书人沉沦功名
。

说到底
,

科举制艺根本就不是为了把人才选拔出来
。

由于科考以制艺行之
,

因此那些中第的举子们
“

泊登第入官而后
,

上 自国计民生
,

下至人情风

俗
,

及兵
、

刑
、

钱
、

谷等事
,

非所素 习 ; 摔膺民社
,

措治无从
,

皆因仕
、

学两歧
,

以至言行不逮也
。 ” 。

制艺取士导致读书人于国于己都无用
。

因此
,

郑观应非常激切地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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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

时文不废
,

则实学不兴
”
0

。

竭 力主张废

除制艺
。

“

太宗皇帝真长策
,

赚得英雄尽 白头
。 ” L科举制在近代思想家看来是人才湮没的渊蔽

。

郑

观应倡导废时文
,

兴实学
,

发出了对科举进行改革的呼声
。

作为具有改良思想的郑观应
,

把眼光投向了海外
。

其人才观的内容之一是向西学 中
“

拿

来
” 。

他愤恨地指出 : “

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
,

而外邦之风俗政事一概不知
,

且深以西学为可

鄙
。

欲求一洞识时事
,

兼 习中西者
,

实难其人
。 ” L 由于锁国闭关造成的妄自尊大

,

顽固派们视

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

导致对西学的鄙薄排斥
。

郑观应具有
“

放眼世界
”

的远见
。

他认为

要培养近代化人才
,

必须学习西方
。

郑观应斥责那些
“

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日名教罪人士林

败类
”

的正人君子
,

责问顽固派们不知
“

今 日之洋务
,

如君父之有危疾也
,

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

求医而学医乎? 抑痛低医之不可恃
,

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乎? ”
O 这个洁向无异是对

“

以忠信为甲胃
、

以礼义为干格
”

的顽固派当头棒喝 ! 郑观应把西学视为医治
“

危疾
”
的良方大

力讲求
。

郑观应讲的西学内容是
, “

所谓天学者
,

以夭文为纲
,

而一切算法
、

历法
、

电学
、

光学诸艺
,

皆

由夭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
,

而一切测量
、

经纬
、

种植
、

车舟
、

兵阵诸艺
,

皆

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所谓人学者
,

以方言文字为纲
,

而一切政教刑法
、

食货
、

制造
、

商贾
、

工

艺诸艺
,

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 ” ⑧从中可以看出

, \

郑观应主张的西学内容远比科举的四书

五经丰富
,

而且有实际用处
。

那么
,

如何推行西学呢 ? 郑观应认为
“

鄙见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
,

添设一科
,

颁行夭下
,

省

会除小学堂外
,

各设书院
。

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
、

地舆
,

格致
,

农政
,

船政
,

化学
,

理学
,

医学
,

及各

国言语
,

政事
,

文字
,

律例者数人
,

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
,

为之教 习
。

所选学生
,

自

十余岁
,

至二十岁为限
。

须先通中西文字
,

就其性之所近
,

肄业四年
,

升至京都大书院
,

力学四
、

五年
。 ”

@郑观应主张把西学诸艺作为学生的主课
,

而且要让学生
“

通中西文字
” ,

学习西方实学

内容
,

才能成真正的有用之材
。

其次
,

郑观应认为要学习西学
、

必须精通外文
,

因此他主张大量

翻译西方之书
,

颁行全国
。

郑观应批评那些致力于科举而无暇顾及洋文
“

或视洋文为异端而不

屑考求
”

的人说 : “

殊不知当今之世
,

无论西学之不能不讲
、

即一切华洋交涉之事
,

亦 日繁一 日
,

苟其不明洋文
,

安能周旋于其间哉? 余是知洋文必将盛于中国
。

此时会之使然
,

吾辈因时而合

其宜可也
。 ”

@

郑观应主张考试分立两科 : “

首科既毕
,

挂牌招西学
” ,

考试格致
、

化学
、

电学
、

重学和天文
、

地

理
、

医学
、

种植新法等门
,

来录取对富强之道实用的人才
。

郑观应力倡西学
,

以改革科考的形式

到内容
。

他说 : “

时文不废
,

则士学不兴 ; 西学不重
,

则奇才不出
。

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

了0 0
-



学
,

傅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
” 。

@ 只有从时文中摆脱出来
,

玫力于西学科技
,

那么
, “

数年

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
,

吾不信也
。 ”
卿

四

改革科举制
,

重视西学
,

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的人才
,

就必须建立具有近代色彩的

学抵 对此
,

郑观应有十分独到的认识
。

他倡导
“

兵战不如商战
” ,

而商战人才来自学校的教育

培养
。

由是
,

他对学校
、

教育十分看重
。

他说 : “

商战人才
,

无一非出自教育
,

教育为立 国之本
,

国运之盛衰系之
,

国步之消长视之
。 ”

0 并说 : “

吾国不欲富强则已
,

如欲富强
,

非仿法 日本先行

学校不可
。 ”

@他甚至不仅把国家的富强系于教育
,

而且认为国民生计也与教育有关系
。

他说 :

“
我国国困民穷

,

当寓生计于教育之中
。 ”

O 把教育提到了极高的地位
。

对教育的重视
,

确实表

现了郑观应的近代眼光
,

日本的强大
,

历史证明教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国民有了较高的文

化素质
,

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

就能促进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

因为
,

人才是巨大的财富
。

正是

看到了这一点
,

郑观应力倡创办新式学校
。

在
《 西学

》
中

,

郑观应明确指出 : “

学校者
,

人才所由出 ; 人才者
,

国势所由强
,

故泰西之强
,

强

于学
,

非强于人也
。 ” L在

《
盛世危言后编

》
自序中

,

他又提出 : “

欲振工商
,

必先讲求学校
,

… …学

校为人材之本源… …
”
O他倡导

“

必须各省均设实业学堂
,

兼置机器
,

选各省俊颖子弟
、

年二十

左右
,

通中外文字算法者数十人
,

聘外洋专门工师
,

分类教习
。 ”

@具有进步意义的是
,

郑观应倡

导在各省设立学校
,

不仅是形式上不同于科举的学馆
,

而且在所教习的内容上大量开设实业各

学科
,

使读书人真正从
“

诗云子 日
”

的线装经书里摆脱出来
,

把 目光与精力专心于学 习光学
、

电

学 ;化学等等实用技术知识
。

另外
,

郑观应倡导的学校里一定要学生认真学 习外语
,

这样必能

开阔学生的眼界
,

从外面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
。

为了更好地学习西学
,

郑观应主张在学校里聘

用外国教员
,

且不说从教学方式上这是个进步
,

而且外教肯定
一

也把西方的近代信息带到了教

室里
,

让学生耳濡到西方的先进
,

比较 出中国的不足
,

从而发愤攻读
,

来使自己的国家也富强

起来
。

郑观应还针对当时
“

我国各省学校
,

多有名无实
,

或经费不继
,

旋至辍业
。

况今 日之学费又

数倍于畴昔
,

贫寒子弟读书尤难
。 ” @的现状

,

主张
“

理宜效法德
、

日大小学校 ; 先由政府酌量拨

款
。

并考订新学课本
,

通饰各城
,

各乡一律遵办
。 ”

@教育是一个国家钓基础投资设施
,

不同于

工商企业
,

要把学校办得有名有实
,

并且能够不断办下去
,

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
,

国家财政的专

门拨款
。

郑观应还要求统一考订颁行新学课本
,

使大
、

小学校都来用心新学
,

学 习科学技术知

识
。

这样
,

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断增多
,

又都具有新学水平
。 “

人材 日出
,

技艺 日精
” ,

国家如何不

强盛起来宁

五

通过兴办学校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

以求振兴工商
,

最终振兴国家
。

郑观应还注意到了一

个国民的全体教育问题
。

因此
,

他主张各城各乡均须办校
, “

无论男女
,

及岁必须入学读书
” ,

@

要普及教育
。

在
《
复蔡毅若观察书

》
中他提出要

“

通饰各省
、

州
、

县官绅设立学堂
,

凡年六岁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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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富子女
,

皆须人学
。 冲⑧其次

,

针对当时蒙馆仅以
《三字经

》 、 《 百家姓
》
与四书作为教材

,

而

且在教法上
“

文只唱口簧
、

不讲字义
”

的枯燥无味
,

他主张
“

故小学
、

中学
、

大学之课程巫须编订
,

而教法亦须酌定
。 ” L第三

,

郑观应还强调了妇女的教育
。

他说 : “

世人只知男子不读书吃亏
,

不

知妇女不读书孤陋寡闻
,

吃亏更大
。 ” L郑观应举例说

,

广东妇女
“

因不读书
,

不解三从四德
,

不

晓人情物理
,

不知稼墙艰难……不知量入为出
。 ” L整 日里只知道与三姑六婆往来

,

真的是
“

往

来有 白丁
” 。

每夭只是或抹牌
,

或看戏做为消遣
,

把丈夫和儿子在外面挣来的钱全部花光了
。

等

到丈夫回家
,

看到
“

室如悬罄
,

因此憾恨致病身亡者颇多
” 。

O 招致这种家困人亡的原由
,

郑观应

认为就是因为
“

此由妇女自少失教
” ! 第四

,

与妇女教育相联的是家庭教育问题
。 “

教子婴孩
,

家

庭教育最关紧要
” 。
L郑观应认为

,

因为妇女
“

失教不知书理
, ”

因此也就
“

不知教育之法
。 ”

这就造

成一种恶果 :
“

富家子弟多是执挎
,

贫家子弟鲜知礼貌
” 。

@可见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 !

半工半读是郑观应在吸收西方与日本教育方法后的一种颇见进步意义的主张
。

他设想
“

仿

日本师范学校
,

旁有地数亩
,

工作室数间
,

织布机两三架
,

课有农
、

织浅说
,

令学生将来毕业有教

人之能力
,

无论男女
,

或耕或织均可自谋生计
,

行见野无旷土
,

国无游民
。 ”

@
。

郑观应于 1 8 9 6

—
18 9 7 年总办汉阳铁厂期间

,

就把这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半工半读学校创办起 来
。

他在汉阳铁厂设立一大学堂
,

学生是
“

上午读书
,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 。 。

他认为在厂里办学堂
,

可以
“

就局厂之机器
,

可即事以指授
” ,

这样能
“

事半功倍
” 。

@ 那么数年之后汉阳铁厂必能
“

成材

济济
” 。

因此他预言如果这种办校形式
“

愈推愈广
,

向之事事听命于人者
,

一旦皆返求诸己
。

一

时之 所费有限
,

此后之获益无穷也
。 ”

@ 甚至
,

郑观应认为这种学校比天津
,

上海等设立的正规

学堂效果要好得多
。

他自己称这种形式办学是
“

东半球未有 之 大 学 堂
,

真非常 不朽之 功 业

也
。 ” L应该说

,

除办正规学堂之外
,

这也是切实可行的一种育才途径
。

总结郑观应的人才观内容
,

突出的表现在批判科举
,

强调西学
,

创办学校
、

发展教育上
。

封

建科举为近代所有开明的思想家所抨击
。

近代人才的被埋没主要由于科举正途的存在
,

使中国

读书人把一生都
“

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
” ,

而对实际中的兵
、

刑
、

钱
、

谷等
,

却是
“

措治无从
” 。

因

此科举制下培养的举子们多是庸才昏官
,

祸国袂民
。

如叶名探之类
。

作为科举制考试的重要

形式内容的制艺
,

是郑观应对科举进行批判的主要 目标
。

郑观应反复呼吁 : 时文不废
,

人才不

出 , 因此
,

他倡导西学
,

要人们从四书五经和八股中走出来
、

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

这种

倡导确实具有近代的开明意识
。

值得肯定的是 : 郑观应在强调学习西学的同时
,

也反对鄙薄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
。

他

说 : “

从事西文西学
,

固为知几之士
,

识时之杰
,

然必 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
,

而后能融会中西

之学
、

贯通 中西之理
。

若蹈浮薄少年之习
,

略识洋文
,

略谙西语
,

便诩诩然夸耀于世
,

以为中国

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
,

弃若弃髦
,

视同沈赘
,

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

@ 这在当时确不失为清醒
.

冷静
。

郑观应倡导创办新式学校
,

不仅是各类正规的专门学校
,

他还设计并实践在近代非常可行

的半工半读式学堂
。

其目的一是为了培养人才
,

二是为了让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来
”

替代洋

匠
” 。

从这一点看
,

郑观应的人才观具有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

把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工业劳
动生产率

,

以与帝国主义角胜于市场的商战紧密地结合起来
。

郑观应同时十分注意到了发展
`

教育
,

尤其是他在普及教育
、

妇女教育
、

家庭教育上的论述进一步表明了开明的改良主义思想

家的人才观主张
,

具有重要的近代意 义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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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作为脱 胎于封建文人而又处于近代那种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思想家
,

郑观应的人才观

也存在着缺陷
。

在批判科举的同时
,

郑观应并不敢大胆否定科举制的存在
。

甚至在讨伐时文

的时候
,

他也仍不主张完全废除时文考试
,

他说 : “

制艺为祖宗成法
” 。

而只主张在制艺之外
,

另

开别科以补不足
,

仍有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沉淀着思想
。

他说过
, “

然则文科可废乎? 日 : 非也
,

千

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
,

皆从经史而出
,

悉由文义所生
。 ” L鸣正因为他仍有名教思想的守旧

,

他

在强调妇女教育时自然而然且又很滑稽地在主张妇女读书的同时
,

就也要求妇女遵从封建的
“

三从四德
”

的纲常
。

由于郑观应早期思想里的封建意识残留
,

到了他的晚年
,

他改变了对形器

的重视
,

而突出了所谓
“

本原
”

之学
。

列宁说过 : “

判断历史的功绩
,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

而是根据

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

客观辩证地看待郑观应在人才观上的

积极与消极两面
,

我们应该肯定郑观应比他的前辈甚至同时代的思想家们
,

在人才观上有更多

更深刻的论述
,

并且付诸于实践
,

这在一个思想家尤为难得
,

而龚自珍
、

魏源或冯桂芬
、

王韬
、

马

建忠等人就不及了
。

从这一点来看
,

郑观应确实
“

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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