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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

j片士钟工 JI L与、 卜 2、

郑观应别署 罗浮待鹤山人
,

其诗集亦以 《罗浮

待鹤山人诗草》 命名
。

罗浮
,

道教名 山也 ; 山人
,

郑氏 自谓也 ; 待鹤
,

等待仙鹤飞来驾之而去也
。

郑 氏笃信道教
,

甚望得道成仙
,

故有此名号
,

复

以此名为诗集名
。

另有 《罗浮待鹤 山房谈玄诗草》

一集
。

两诗集虽然基本同名
,

但主 旨却大异其趣
。

古人谓
“

诗言志
” 。

两诗集皆言志
,

前者言入世

之志
,

即
“

治 国平天下
”

之道 ; 后者言出世之志
,

即修行炼仙之道
。

前者忧国忧民
,

悲天悯人 ; 后

者超然物外
,

吟仙泳道
。

为什么 两本诗集如此不

同
,

颇令人大惑不解
。

要解 读其诗
,

便要解惑
。

解惑之法就是解决矛盾
。

郑 氏两诗集主 旨的矛盾
,

其实是他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信念的矛盾
。

郑氏苦

心学道
,

专注度诚
,

确是事实 ; 但他满腔热血
,

怀抱经国济世之志
,

也是事实
。

宗教信仰主出世
,

政治信念主入世
,

这本来是矛盾的
,

但 郑氏对此

矛盾处理得相 当好 : 在谈道教的时候不谈或少谈

政治
,

在谈政治的时候不谈或少谈道教
。

毕竟郑

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著名 的维新思 想家和政

治人物
,

而不是一个著名 的道教人物
,

所 以他的

活 动主要还是在世俗的领域
,

在宗教领域是非常

次要的
。

以此作为准则去衡量郑氏的两本诗集
,

当然是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比 《罗浮待鹤山房

谈玄诗草》 重要得多
,

影响要大得 多
。

《盛世危言 》 是郑氏成名之作
,

也是他的传世

代表作
。

《罗浮待鹤 山人诗草》 的内容正好与 《盛

世危 言 》 相呼应
。

不过前者以感性为主
,

后者以

理性为主
。

但在两者中都可 以 见到 感性与理性的

融合
。

在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中
,

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感情炽热的爱国诗人的形 象
,

而在 《罗浮

待鹤山房谈玄诗草》 中
,

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热

中于道教的信徒的形象
。

所幸两本诗集分工明确
,

几乎互不干扰
,

使我们很容易区分世俗的郑观应

和宗教的郑观应
,

不致混淆
。

说到底
,

宗教信仰

和政治信念在郑观应的 思想中终归是统一的
,

即

先救世
,

后求仙 ; 先度人
,

后度 己
。

郑氏追求世

俗的圆满和追求道教信仰的圆满最后得到 了矛盾

的统一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抒发作者在人生

之旅中的感受
,

很能惑染读者 ; 《罗浮待鹤山房

谈玄诗草》 则是抒发作者的宗教感情
,

能引起共

鸣的恐怕只有道侣们 了
。

我辈俗人
,

可以暂且把

它搁置一旁
。

读了郑观应的诗
,

笔者不免也有感慨
,

姑成一

律以志之
,

亦可作为个人解读郑诗的心得
:

罗浮待鹤欲翔天
,

未谢尘缘虑万千
。

沥血
“

危言
”

图救国
,

劳心世事欲扶乾
。

金丹苦炼先霖雨
,

蓬岛潜修后祖鞭
。

海宇澄清尤火急
,

度人自度渐成仙
。

郑氏对两本诗集重视的程度也不一样
。

时 《罗

浮待鹤山人诗草》 的刊印
,

他很重视
。

这从该集

收入的序文和题泳中可以看得 出来
。

该集不仅有

作者两次写的序文 (一刊于戊戌本
,

一刊于 己酉

本 )
,

还请 了许多名人雅士为之作序和题词
。

作

序的有邓华熙
、

文廷式
、

盛宣怀
、

郑沉
、

夏同酥
、

胡 昌俞
、

吴广带
,

题词的有陶墉
、

周斌
、

罗应毓
、

刘麒祥
、

武之韬
、

吴广需
、

李宝森
、

潘 飞声
、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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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烟
、

萧荣爵
、

马骏声
,

可谓极一时之盛
。

而在

《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 出版时
,

只有郑氏 的

一篇 自序
,

没有请人 写序和题词之类
,

大不如前

一本诗集的热度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共收入诗 27 9题
,

有的

诗一题一首
,

有的一题多首
,

如论首计有近千首

之多
。

诗的体裁 包括五言古风
、

五律
、

五绝
、

七

言古风
、

七律
、

七绝等
,

以律诗 为最多
,

可 见郑

氏以律见长
。

郑氏在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戊戌 ( 1 8 9 8年 )

本自序中云 : “

一腔热血
,

三寸毛锥
,

聊抒闻见
,

贤于
一

弃棋
。 ”

在己酉 ( 190 9年 ) 序中又云 : “

惟于

国家之事伤心惨 目
,

有闻外人之论我 国利弊关 系

大局
,

往往梦寐不安
,

为之行愁坐叹
,

虽 已上 书

当道
,

而人微言轻 置若 周闻
,

末由展布
,

故 自忘

鄙但 … … 寓意规谏
,

大声疾呼
,

以期上下一心
,

重 见唐虞盛世
。

… …直记时事
,

不避嫌怨
,

不构

格调 … … 但救 国苦心妇孺 皆知
,

一 览即印入脑

际
。 ”

①这就把写诗的动机说得很清楚 了
。

毫 无

疑 问
,

郑 氏这本诗集是抒 发其爱国情怀 的
。

爱的

对立 面是恨
。

郑氏的诗充满 了衬外国侵略者的仇

恨
,

也充满 了对祸 国殃民的官僚们 的憎恨
。

正 因

为他热爱祖国
,

所以他迫切希望祖国免于 沦亡
,

迅速富强起来
。

由于郑 氏是一个向西方追求救 国

救 民真理的维新志士
,

所 以他的诗歌中充满 了改

革救国的精神
,

已不同于传统诗歌中的忠君爱国
、

反对异族侵略的旧 式爱 国思 想
。

郑 氏的爱 国思想

具有鲜明的近代爱国主义 色彩
。

近代爱 国主义应

当 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主 义误国的

内容
。

作为一个维新派人士
,

郑观应未能鲜明地

举起反帝反封的两 面旗帜
,

但在客观上
,

他的诗

作 已深深地介入了这个课题
。

郑 氏虽然 没有像梁

启超
、

黄遵宪那样提倡过
“

诗界革命
”

的口 号
,

但是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标 准来衡量
,

郑 氏的许多

诗歌 无疑可以 列入
“

诗界革命
”

之中而 无愧
。

梁

启超谓 : 诗界
“

革命者 当革其精神
,

非革 其形

式
。 ’ , “

能以 旧风格入新意境
,

斯可 以举革命之

实矣
” 。

②郑观应的诗歌创作实践正好和梁氏
“

诗

界革命
”

的主张暗合
。

总而言之
,

郑氏的诗歌是

充满革新精神的 爱国诗歌
。

本文就下列三个命题

展开论述
。

一
、 “

关 怀 大 局 危 如 许
,

痛 哭 陈 书

泪不禁
”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
,

乃是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

侵略 日益加深
、

封建统治 日益腐朽
,

人民苦难 日

益深重的年代
,

也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时代
。

郑观应看到
,

中国正 面 临着亡 国灭

种的危险
。

他曾在中法战争期 间
,

亲赴越南刺探

法国侵略者的情况
,

以 图用实际行动反对法 国的

侵略
,

报效祖国
。

他历尽危险
,

了解 了很多敌情
,

并提 出过对敌之策
,

但终因朝政腐败
,

使其救国

之志不能伸
。

他 虽然耗费了毕生精力
,

数易其稿
,

写成 了洋洋二十余万言的 《盛世危言 》
,

并得到

了将该 书
“

进呈御览
”

的荣宠
,

但并无实际效果
,

其策不 能行
。

一腔热血
,

换来的却是满怀失望和

悲喷
。

他除 了在诗歌中抒发这种感情之外
,

还能

有何作为 !

在郑氏的诗歌中
,

忧国忧民
、

悲愤莫名之情
,

随时流霉
,

俯拾皆是
。

早在甲申年 ( 188 4 ) 中法战争期间
,

郑观应 已

经 感到 了
“

半壁屏藩将尽撤
,

一幅图画界边睡
”

③

的边疆危机
,

对国防空虚的形势表示担忧
,

衷心

希望 中国能够 自振
,

恢复历 史上的 荣光 : “

一线

样柯百粤通
,

楼船犹纪伏波功
。 ”

④他多么期待

有 当代 马援 出现
,

为 国靖边
。

他幻 想着有朝一 日

“

会看沧海烽烟靖
,

远访仙人黄石 公
。 ”

那时他

可 以抛却尘世的纷扰
,

专心致志 完成他的道业
。

但是中国在中法战争中
“

不败而败
” ,

使诗人深

感悲哀
,

然救 国之志不减 : “

疮疾满 目凄凉甚
,

深盼回春国手医
。 ”

⑤诗人清楚地看到
: “

群雄

各规靓
,

矛」权暗侵夺
。

俄德窥北辕
,

法 日界南辙
。

英 复图中央
,

围棋布子 密
。

或借泊港船
,

或租地

筑室
。

或司总税务
,

或代邮传骚
。

或为开煤矿
,

或为训士卒
。

铁路或 包工
,

国债或借拨
。

措施靡

不周
,

阴谋多诡请
。

欲取故先与
,

亡本翻逐末
。

巨奈据要津
,

犹 自耽安逸
。

无 复计 变通
,

只 有羁

摩术
。

屠薪卧其上
,

举火同迅 发
。

其势必燎原
,

其间不容发
。

虎视 兼狠吞
,

海疆终决 裂
。

奋笔作

此诗
,

字字含 泪血
。

危言宜深省
,

聊用告明哲
。 ”

⑥

这首诗把各帝国主义国 家对中国的军事
、

政治
、

经 济
、

领土
、

主权的全 面侵略揭露无遗
,

并批评

了当局者的苟且偷安
、

麻木不仁
、

妥协求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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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诗人 面对国家将被瓜分的危机
,

满怀 悲愤
。

对时局的清楚分析加上深厚的爱 国情怀
,

再和着

诗人的一字一血
,

一字一泪
,

使这首诗产生 了令

人心 灵震撼的 力量
。

诗人歇力用 自己的理智与感

情呼唤国人猛省
、

深省
。

然而在清朝统治之下
,

中国还在继续沉沦
。

在

甲午战争中
,

中国败给 了日本
,

创 巨痛深
。

郑观

应更加 悲愤
,

他为此写 了几首抒发胸臆的诗
。

在

《乙 未元旦作 》 中云 : “

淮勇羞降敌
,

台湾恨属

人
。 ”

⑦只会
“

安 内
”

不会
“

攘外
”

的淮 军遇敌

即清
,

导致中国对日割地赔款
,

使诗人发 出了
“

愤

世独 悲辛
”

的长叹
。

⑧在 《乙 未感事》 诗中
,

郑

氏还对朝廷和枢臣们提 出 了尖锐的批评
。 “

御戎

自古须 良将
,

莫恃羁磨作远漠
。 ” `

没有 良将拒

敌
,

一味妥协求和
,

这是致败的原 因之一
。 “

教

养不知 谁爱国
,

守攻无术但和戎
。 ”

对将士们不

进行爱国教育
,

打起仗来贪生怕死
,

最后只有投

降
。

这是致败的原 因之二
。 “

国势反因专制 弱
,

邦交未悉诡谋深
。 ”

在专制制度之下
,

国势 日弱
,

又对敌人侵略 阴谋缺乏认识
。

这是致败的原因之

三
。

面对这种局 面
,

诗人感到万分无奈
,

于是写下

了
“

关怀大局 危如许
,

痛哭 陈书泪不禁
”

之句
。

⑨

笔者写至此处
,

不禁联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 《春

望 》 诗 : “

国破 山 河在
,

城春草木深
。

感时花溅

泪
,

恨别鸟惊心
。 ”

时隔一千多年
,

杜郑 两位诗

人的
“

国破家亡
”

之感还是相通的
。

但是 甲午战

后 中国所 面 临的严重危机
,

是唐代安史之乱时的

危 局无 法比拟的
。 “

花溅泪
” 、 “

鸟惊心
”

已是

够伤心惨 目的 了
,

但 又怎比得上清末中华民族命

悬一线 的惨痛呢 ? 郑 氏一边痛哭
,

一边陈 书
,

泪

流不止
,

真实地反映 了中国人 民的忧
、

愤
、

悲的

的心情
。

这不是郑氏一人在哭
,

而是中国
“

四 万

万人齐下 泪
”

(谭嗣 同句 ) 啊 !

郑观应 虽然对国事忧心如焚
,

但他并不绝望
,

相信 中国必有复兴的时候
,

世界终会实现永久和

平
,

并进入 大同之境
: “

国肚待谁除
,

潜修读异

书
。

道成驱虎豹
,

时至化龙 鱼
。

东亚悄兵会
,

西

欧任我居
。

万郑归一统
,

高枕梦华哥
。 ’ ,

L这种

乐观的精神
,

也必定会感染读者
。

郑观应既忧国

又忧民
。

在 《筹贩感怀》 中
,

他对
“

哀鸿满中泽
,

白 日天悠悠
”

的惨况
,

表示非常关切
,

决定要
“

筹

贩设公所
,

登报告同侍
” ,

希望社会上热心公益

的人士都来周 济饥 民
。

他期望有朝一 日能彻底解

决 民困 : “

杜陵千间屋
,

白傅万 丈裘
。

怀此区 区

意
,

穿苍眷顾不 ? 倘逢回道人
,

挥手从之游
。

乞

赐点金术
,

博施遍九州
。 ”

@ 又云 : “

恨无丹母烧

黄白
,

普济哀鸿百万金
。 ”

L 这几句诗表达 了郑

氏像杜甫
、

白居 易那样关心 民瘦的古道热肠
。

“

沧海苦横流
,

浮云蔽山岳
。

中国不 自振
,

晏

安中酞毒
。 ” “

若再因循误
,

其患清心腹
”

L 这是

郑氏对当道者发 出的紧急警报
。

二
、 “

我欲飞灵剑
,

斩尽鲸鱿铸
”

如上所述
,

郑观应清醒地看到
,

列强的侵略
,

造成了中国的严重危机和人民的深重苦难
,

因此
,

他在诗歌中尽情地抒 发他对敌人的仇恨
,

号 召 国

人发奋为雄
,

自救 自强
。

同时
,

对祸 国殃民的腐

败官僚痛加鞭挞
。

中国诗歌的一种历史传统是
“

怨而不怒
” 。

儒

家认为
,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诗歌才是上乘之作
。

但是郑氏的诗歌多反乎此
,

甚至有许多
“

怒 发冲

冠
”

之作
。

国家恨
、

民族仇不时涌上诗人的心头
,

他怎 能沉得住 气作温婉之语 ! 郑 氏 自云 : “

责任

贵委婉
,

含蓄毋太直
。

自愧性方刚
,

不容奸完贼
。

小忠而大奸
,

淫恶与吞蚀
。

是 以群小限
,

到处被

挫抑
。

毁谤无 中生
,

诡谋不可测
。

清白天所 鉴
,

终荷鬼神力
。

一朝遇知音
,

不为谣评惑
。

会当奋

南溟
,

得展鹅鹏冀
。 ”

@ 对危害国家的
“

奸完贼
”

毫不容情
,

正是郑 氏诗歌中的浩然正 气
。

为 了伸

张正 气
,

他无所顾忌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的第一首诗 《侠客行》
,

热情歌硕侠 义行为
。

诗 中的侠客豪气逼人
: “

祈

地能令鬼魅愁
,

亘 天倏 见长虹 气
。

巨就满饮态雄

谈
,

意气干霄绝侨辈
。 ”

他行踪飘忽
,

神出鬼没 :

“

酒酣拍案忽纵歌
,

起立苍茫拂衣逝
。

街头沉沉

夜未央
,

高秋一叶从空坠
。 ”

原来是他杀 了仇人

回来 了: “

手提草囊掷我前
,

取 出头颅血痕渍
。 ”

说是他报 了十年大仇
,

然后
“

瞥然跷举去无踪
” 。

此情此景
,

令郑氏大发感慨 : “

矫首仰望心呼坪
,

世事只今多不平
。

安得此君千百辈
,

杀人如草不

闻声
。 ”

L 这首诗乍看是直叙一位侠客的活动
,

其实是虚拟 的故事
,

以寓作者除基安 良之意
。

作

者希望有无数的侠客出现
,

铲除世上种种不平之

事
,

把敌人们消灭干净
。

很显然
,

郑 氏讴歌的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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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并非为报个人私仇的好勇斗狠之辈
,

而是为民

除害的英雄
。

诗人以此诗置于卷首
,

表明 了他有

强烈的为国为 民报仇雪恨的愿 望
。

确实
,

诗人自己也有侠客之行
。

18 84 年
,

他 只

身到越南抗法前线
,

刺探敌情
,

意 图为国建功立

业
。

他在越 南
,

曾写下 了
“

冒暑遇征意欲何? 待

平法逆靖风波
”

之句
,

还立下 了
“

不破西戎誓不

还
”

迄亘 的誓言
。

多年后 回想往事
,

诗人扰愤恨难

平
,

还想亲赴疆 场歼 灭侵略者
: “

独 慨 甲申事
,

元戎何失谋 ! 法首曾肆虐
,

铁舰付 东流
。

韩范今何

在 ? 澄清慰 隐忧
。

我欲飞灵剑
,

斩尽鲸鱿涛
。 ”

L可

是他再也没有亲赴前敌的机会 了
。

于是他寄望于

中国的同胞们
,

号召他们 团结一致
,

共赴 国难 :

“

群雄似虎狼
,

暴虐无伦理
。

驱我作 马牛
,

反 笑

不知耻
。

普告汉满人
,

相依如唇齿
,

愤志学东邻
,

爱国同生死
。 ”

L

在郑氏的诗歌中
,

也不乏时抗敌英雄的歌颂和

景仰之情
。

他在 《忆 大东沟战事感作》 中
,

对英

勇作战
、

为国捐躯的邓世昌项赞道
: “

致远鼓揖

冲重 围
,

万 火丛中呼杀贼
。

勇哉壮节首捐躯
,

无

愧 同胞夸胆识
。 ”

L又在 《乙未元旦作 》 中写下

了
“

忠贞怀 邓左
”

之句
,

并 自注云 : “

邓世 昌
、

左 宝贵血战阵亡
” 。

L怎奈在腐败的制度下
,

这

样的勇将实在太少
,

令诗人深感遗憾
: “

吁暖我

将帅
,

惜无智勇选
。 ”

@ 发 出了
“

将士何堪输 马

服
,

海疆先已惬龙族
”

L之叹
。

他帷有缅 怀历代忠

臣 良将
,

希望中国将会再现历史的威武雄壮
,

于

是写 出了下 面诸诗句 : “

正 气歌怀 文信 国
,

小心

景仰武 乡侯
。 ’ ,

L
“

蔽策关 中思邓 禹
,

立勋江右待

夷吾
。 ”

@
“

堂虚绿野延裴度
,

望重苍生起谢安
。 ”

L
“

古称社攫臣
,

休戚与国同
。

周公相成王
,

不畏

流言攻
。

信 国扶宋柞
,

谈笑临兵戎
。

古人重大节
,

矢志帷孤忠
。

暖被偷生辈
,

养痈罪无穷
。 ”

函在缅

怀周 公
、

邓禹
、

诸葛亮
、

王导
、

谢安
、

斐度
、

文

天祥等历 史名人之余
,

郑观应不禁又联 想到 严峻

的现实
: 盈廷显贵

,

大都是 苟且偷生
、

养痈贻患

之辈
。

郑氏的许多诗中都有挞伐这些人 的内容
。

不过郑氏觉得夹杂在诸诗中的斥责还不遂意
,

所

以他特别为他所深恶痛绝的
“

社攫 臣
” 、 “

巧

宦
” 、 “

庸 臣
” 、 “

墨吏
, , 、 “

清流
, ,

诸色官僚
,

写 了五首诗
,

分别痛斥
。

止文已引 了 《社攫臣》 的全文
。

该诗不 畏权

贵
,

直斥 当道诸 臣祸 国块 民
“

无 穷
”

之罪
,

言 简

而意深
。

《巧宦》 诗云 : “

作宦无如巧
,

权谋借老成
。

好官伴 我择
,

流品任人评
。

祸福 工趋避
,

炎凉判

世情
。

终南多捷经
,

反手博功名
。 ”

@ 这首诗把

一班老奸 巨猾官僚的丑态刻 画得入木三分
。

为了

博取功名 宝贵
,

他们投机取巧
,

趋炎 附势
,

结 党

营私
,

见利就上
,

见危就避
,

却有恃无恐
,

不理

会典论的批评
,

煞是可鄙
。

《庸 臣》 诗云 : “

碌碌何为者
,

公然亦乘车
。

保身惟谨饰
,

泥古误经书
。

粉饰供欺作
,

糊涂任

毁誉
。

奄奄无振作
,

李志与曹蛤
。 ”

L一班 昏庸糊

涂
、

碌碌无为的官僚
,

只会明哲保身
,

.

墨守陈规
,

弄虚作假
,

却安享禄位
,

招摇过市
,

煞是可恶
。

《墨吏》 诗云 二 “

征比列科条
,

芭宜 用益饶
。

无心谈教养
,

肆意吸脂膏
。

碧玉娱 良夜
,

黄金进

下僚
。

弥缝无别术
,

独让孔方骄
。 ”

L一班贪官

污吏
,

贪污受贿
,

肆意刮削民脂 民膏
,

过着纸醉

金迷
、

夜夜笙歌的放荡生活
,

好事不干
,

坏事做

尽
,

眼里只有一个
“

钱
”

字
,

煞是可恨
。

《清流》 诗云 : “

亦系苍生望
,

虚名早播扬
。

好谈 当世事
,

雅慕晋人狂
。

誉言讥新法
,

因循率

旧章
。

秉权同误国
,

犹 自诩忠良
。 ”

L这些徒有虚

名
,

大言 不惭
,

因循守旧
,

反时变革
,

贻误国家

的官僚
,

却以忠臣良吏自居
,

煞是可厌
。

此外
,

郑观应又专门写 了揭露封建司法制度的

黑暗和狱吏的凶残的 《刑狱 》 诗
。

诗中有云 : “

酷

吏 用严刑
,

冤诬 以成徽
。

拷掠无完肤
,

析杨血及

统
。

惨状不忍观
,

众相地狱 变
。

狱卒更私刑
,

勒

索延残喘
。 ”

@ 在严刑峻法和如狼似虎的狱吏的统

治下
,

冤狱遍于 国中
,

民众惨遭摧残
,

人间变成

地狱
,

这是什 么世道 !

从朝廷到地方
,

都充斥着这样的官燎们
,

国家

焉得不 贫弱
,

人民焉得安生
,

又 焉能抵御入 侵的

强敌 !

郑氏生平最恨贪官
,

他潮讽道 : “

吁吱乎 ! 好

官不过 多得钱
,

以钱得官官愈贤
。 ”

卿 以钱多少

来决 定官吏的贤否
,

这世界真的是黑 白颠倒 了 !

郑 氏又有诗云 : “

鸣呼 ! 流芳遗史意如何? 懦夫

贪夫听我歌
。

广厦千间眠七尺
,

良田万项食无多
。

儿孙 自有儿孙福
,

勿为儿孙投网罗
。 ”

L这是诗人

对贪官们的严重警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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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的杆击
,

还直指朝廷各部
: “

兵部不知

兵
,

武官无韬略
。

刑部不晓律
,

骨吏井易作
。

户

部不兴利
,

农工 日萧索
。

坐论推元老
,

部 员供唯

诺
。

事若上不明
,

动为下所赎
。

困难 图苟安
,

袖

手观棋局
。 ”

@ 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
,

国事焉得

不糜烂 !

愤怒毕竟无法解决 问题
,

郑 氏又转而做着与南

宋爱国诗人陆游同样的梦一
“

铁 马冰河入梦来
” 。

他写道 : “

俐犬驱难尽
,

哀鸿听可伤
。

请缨毗欲

裂
,

劳我梦疆场
。 ”

L他还想借助他的道教信仰来

实现梦想
: “

但得神丹 坚骨髓
,

愿挥 慧剑扫 尘

氛
。 ”

L

三
、 “

救时共发愤
,

变法尤宜速
”

救亡图存
,

出路何在? 维新变法是首要之途
。

这是近代中国维新派的共识
。

作为维新派的先驱

者
,

郑观应历 来都 强调
,

只 有变法 才能救 国
。

从

《易言 》 到 《盛世危言 》
,

郑 氏的变法主张都阐

述得非常清楚和详尽
。

他的许多诗作也离不开这

个主题
。

可 以认为
,

他的论著和诗歌
,

都是与变

法有密切关 系的
,

都是为鼓吹维新救国而 写的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中关于 变法维新的诗
,

有

的长篇 大论
,

有的言 简意赅
,

有的点题直陈
,

有

的借题发挥
。

总之
,

郑 氏诗歌中充满着维新救国

的精神
,

一掬至诚
,

感人极深
。

“

救时共发愤
,

变法尤宜速
。 ”

L这两句诗可

以概括他时变法的迫切要求
。

直接 与此有关的诗

很多
,

主要有 《海禁宏开利权外溢 甲午以后 事变

日亚盛杏荪京卿关心时局 因赋长歌借相质证》 (下

文简称 《海》 )
、

《题何沃生
、

胡冀南新政书》
、

《有友出山 入官来索赠 言书此贻之》
、

《大舞 台

曲 》
、

《和何梅生太守感事诗》
、

《列 国兴革大

势歌 》
、

《与潘兰 史典籍论泰西专制共和立宪 三

政治 演而为诗》
、

《答吴翰涛观察》
、

《读波兰

衰亡战史书感》
、

《次潘兰史征君论变政原韵 》
、

《驻华法 日各公使奏立宪法不成有感 》
、

《与朱

晓南观察论时局 》
、

《与潘兰 史征君论时事感怀

得五绝二十六首》 等
。

和 《盛世危言》 一样
,

郑 氏诗中所涉及的变法

内容非常丰富
,

本文不便一一列举
,

仅举其要者
。

在 《海 》 诗中所言最为概括
,

其中有云
: “

为献

治安策
,

条陈计有五
。

其一设学校
,

仕途宜 宽取
。

肆业专一门
,

材艺不寄矩
。

其二农工商
,

振兴有

法度
。

不但 奖制造
,

矿 务资铁路
。

其三练将才
,

兵 强由将驭
。

巡捕兼民团
,

内部可安堵
。

其四制

军 器
,

工师慎选雇
。

费受外人胁
,

腹省 尤 宜顾
。

其五定律例
,

中外无偏护
。

日报与议院
,

公论如

秉炬
。

时势今 已危
,

奋发付勤苦
。

文士弃帖括
,

武卒改石弩
。

内既平反侧
,

外可却狡虏
。

举国绝

荒 芜
,

机器襄农务
。

舟土化 良田
,

地利于焉序
。

十载臻富强
、

同德慰 君父
。 ”

L这就把变法 中要

兴革的大事简明扼要地 罗列 出来 了
。

这个条 陈
,

包括教育
、

军事
、

经济 (农工商 )
、

法制 (立法
、

司法 ) 方 面改革的要 旨
,

目的是要使中国实行资

本主义式的近代化
。

什么是变法的关键 ? 郑诗中也有明确的提法
,

就是要仿效 日本
、

西欧 (主要是英
、

德 ) 实行君

主立宪的政治制度
: “

转弱为强观 日本
,

因时变法

效西欧
。

若不立宪政难变
,

危险尤如寝漏舟
。 ”

L
“

政

治如英德
,

何虞外侮横
。 ”

聊郑氏认为
,

中国上古

时代的禅让制度是好的
,

但 演变成世袭君主 制则

祸害无穷: “

一从揖让易传家
,

手握权威四 海加
。

专制政成 民气郁
,

征诛墓截祸无涯
。 ”

西方的民

主共和制度 虽然比较好
,

但 官吏都有临时观念
,

所 以 办不 出扭转乾冲的大事来
: “

位 称总统举从

民
,

任满瓜期有替人
。

官吏都怀传舍念
,

漫言赤

手转鸿钓
。 ”

他最欣 赏君主立 宪制度
,

认为这是

最好的 : “

权无崎重与崎轻
,

上下相维政教成 (立

宪法设上下议院 )
。

礼别君 臣情父子
,

大同世界

庆升平
。 ”

@ 这是维新派人士的典型观点
,

差不

多人人如此
。

但是能把这种观点一 口 气写成三首

七言绝句
,

比较专制
、

共和
、

君 宪的优劣
,

惟郑

观应一人而 已
。

再说
,

以文论君主立宪之政 (如

《盛世危言》 等 )
,

又辅之以诗
,

诗文相辅相成
,

互为表里
,

这是郑观应独有的特色
。

维新派中人
,

以诗名于世者大有人在
,

但像郑 氏那样以诗畅论

维新之政者
,

恐无 第二人
。

郑氏进一步认为
,

君主立宪的关键是开议院 :

“

欲固 民心议院开
,

先言人格举贤才
。

集思广益

知优劣
,

皇道无亲大舞台
。 ”

L开议院便要制定宪

法
,

发展工商业
,

开通氏智
,

抒张 民情
: “

参仃

宪法立公民
,

通商惠工勤货殖
。

旁通曲畅隔阂情
,

大开民智务当亚
。

洞辟议院抒下情
,

欧 美成法堪

取则
。

况复亚圣垂名言
,

民为责兮次社攫
。 ”

L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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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句诗申明
,

西方的 民主精神
,

中国古 已有之
,

就是孟子的民责君轻论
。

可 见郑 氏亦不离托古改

制之道
。

郑 氏还认为
: “

变政有先后
,

维新立宪

纲
,

君 民同一德
,

国柞 自绵长
。 ”

⑨变法先要 变

其纲
,

纲就是立宪
,

只有立宪才能使君 民同心 同

德
,

国家长治久安
。

在另 两首五绝里
,

郑 氏又重

申了上述主张
: “

维新立宪 本
,

安民定国基
。

若

非 贤宰辅
,

英主亦迟疑
。

天视我 民视
,

何珠议院

成
。

共和宗古法
,

得众在公平
。 ”

L此处所谓的

共和 是指君 民共主
。

更须 强调的是
,

郑观应追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

宪的理想
,

老而弥坚
,

望之逾切
。

他六十 四 岁 ( 190 5

年 ) 时在与知友潘 飞声论时事后
,

一 气呵成 了五

绝二十六首
,

一为驳缓开议院之论
,

二为详论开

议院乃救国之道
,

三为表示自己立宪 之志不动摇
。

在这首诗 中
,

除 了充满爱国激情之外
,

还表现 出

作者的豁达大度和思想的填密
。

诗 中强调
, “

立

宪不可迟
,

群雄虎视时
。

存亡在此举
,

当轴漫孤

疑
。 ”

如不及时改制 就会像埃及
、

土耳其
、

波兰

那样沉沦
。

郑 氏在诗中 自谓
: “

少年有大志
,

极

欲挽颓风
。

垂老未如愿
,

扰奔西复东
。 ”

L这种数

十年如一 日为祖 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的精神
,

实

在令人敬佩
。

历史证明
,

维新 变法
、

君主立宪的方案在中国

行不通
,

使无数像郑观应那样的志士仁人抱憾终

身
。

代之而起的革命
、

共和方案
,

虽 以推翻 数千

年君主专制制度而取得过辉煌的成绩
,

但反帝反

封 的任务没有完成
,

也不 能臻 国家于富强之境
。

活到八十一岁 ( 1 9 22年 ) 的郑观应
,

也见到 了民国

头十年的许多社会弊病
。

但他写过 与此有关 的诗

并不多
。

然而少量的诗仍可 以反映 出郑 氏晚年依

然忧心 国事之情
。

其诗有云 : “

八载共和争利禄
,

民生涂炭几时休 ?
” “

共和底事国仍 危
`

2 上下凭

公乃济私
。 ” “

护 法争权分党系
,

督军踞地逞豪

强
。 ”

军 阀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空招牌
。

军阀官僚们假公济私
,

争权夺利
,

肥 了私囊
,

苦

了百姓
。

这使八十衰翁郑观应不得不发 出
“

富极

贪婪邀 党誉
,

贫 虽淡 泊被人欺
”

之叹
。

诗人回顾

自己 几十年为民请命
、

艰难奋斗的历程
,

终于深

感失望 : “

豺狠当道不胜愁
,

政客纷争借著筹
。

万性余膏将削尽
,

一丝 元 气有谁留? 《危 言 》 良

法人皆弃
,

救世奇文我未酬
。

何 日随师朝上帝
,

求顽恩诏靖全球
, ’ ,

L世道浇漓
,

政情险恶
,

民

不堪命
,

壮志未酬
、

老人
.

唯有祈求上苍保佑 了
。

历 史的局 限
,

使郑观应不可能认识到不从根本

上推翻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 义的统治
,

不改变中国

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
,

不管是 以渐进的方

式推行
“

君主立宪
” ,

还是以急进的方式推行
“

民

主共和
” ,

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
、

自由民主
、

富强之路
。

郑观应虽然抱憾而终
,

但他的遗著 《盛世危

言 》
,

至今仍可给人们 以莫大的启 发
,

他的诗歌

中的 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

仍 可以催人奋发
,

鞭

策着来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不息
。

郑观应的诗歌 爱国激情充沛
、

真挚
,

感人至

深
,

许多佳 句
、

警句可 圈可点
,

回味无穷
。

其诗

风 颇得杜 甫遗绪 而 大有创新 (新意
、

新词
、

新

旨 )
,

不 落前人 案臼
。

其诗歌创作路 线
,

属现实

主 义一派
,

但 也不乏浪漫主 义因素
。

郑 氏爱国诗

歌的 第一个特 点是
“

真
”

一情真意切
, “

思 无

邓
” ,

反对虚伪
,

所以它嫉恶如仇
,

声讨
“

奸完
”

(主要是侵略者和罪 臣 )
。

由此导 出 了郑诗的第

二个特点
“

善
”

一爱国
、

爱 民
,

追求国家民族的美

好 未来
。

能够从 多角度 ( 包括新视角 ) 表达作者
“

真
”

和
“

善
”

的意境
,

便是
“

美
” 。

中国的古
、

近体诗
,

发展至近代有如
“

山 穷水尽疑无路
,

柳

暗花明 又一村
” 。

在社会转型 时期
,

中国的传统

诗歌也在转型
。 “

诗界革命
”

便是转型 的突 出表

现
`。

如上文所述
,

郑 氏诗歌创作的实践
,

实 际上

是
”

诗界革命
”

的实践
。

这种实践是在诗歌的旧体裁

中注入 了新生命
。

所以郑诗中有很强的时代感
、

使命感
。

读了他的诗
,

决不会产生
”

不知天上宫阔
,

今 夕是何年
”

的感觉
。

我以为郑诗的美在
’ ,

悲壮
” 。

其悲壮之 气可 以促人发愤
。

读郑诗后
,

断不会产

生南唐李后主
”

雕栏玉砌应犹在
,

只是未颜改
。

问

君能有几多愁
,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那样消沉的

亡国之痛
,

反 倒会激发 出像岳 飞
“

待从头收拾旧

山 河
,

朝天阔
”

的雄心
。

有关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籍
,

对郑观应的诗歌

似无提及
,

珠属可惜
。

拙意 以为
,

郑氏的诗歌是

应 当在中国近代 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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