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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的志士

口钟卓安

近代广东
,

由于得风气之先
,

人 才辈出
。

其中香

山县 ( 今中山
、

珠海两市域内 )
,

更 因毗都港澳这两

个中国最早开放的港口
,

不但 成为杰 出的维新思想

家郑观应等一批先进人物的故乡
,

而且产生了象孙

中山那样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

近百年来
,

香山
、

乃至广东
,

都为有孙中山和郑观应这些具有先进思

想和作为的历史人 物
,

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

但是
,

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

由于历史学家的目光为孙中山

的伟大形象强有力地吸 引
,

而对郑观应的研究显得

严重不足
。

郑观应的家乡雍陌与孙中山翠 亨故居
,

可谓近

在咫尺
,

但 因年龄相距二十有四
,

且经历迥异
,

因此

他们的思想长期少 有沟通
。

然而
,

共同的社会背景
,

相通的忧国忧民 感情
,

以 及对西 方世界的共识
,

使

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造 中国社会的方案
,

直

到兴中会成立前夕都是基本相 同的
,

但往后就分道

扬镰 了
。

本文试图根据郑观应的《盛世 危言 》五卷本

同目前所 能找到 的孙中山的三 篇同 期作品
,

以及前

后的一些 情况
,

进行简 要的比较 研究
,

以求进 一步

认识这两位卓有贡献的杰 出人物
。

无论是郑 观应到 上海学习商 贾的 1 8 5 8 年
,

还

是 孙 中山 赴 攫 香 山求 学的 1 8 7 8 年
,

总 的说
,

从

1 8 4 2 年《南京条约 》开 始的中外关系新 格局
,

正处

在日益深化之 中
,

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

无力自拔
。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国情下步入社会的
。

1 8 6 0 年
,

在 上海英 国宝顺洋行做 勤杂工的郑

观应
,

终于钻营到管理该洋行丝楼和轮船揽载业务

的美差
,

走上 了买办的 道路
。

但他并没有因此背离

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

当得知中国与英法俄分别签

汀《北京 条约 》和俄国割取我东北大 片领 土时
,

情绪

激愤
,

说
: “
庚申之变

,

目击时艰
,

凡属 臣民
,

无不毗

裂
” 。

① 不久 便开始收集资料
,

决定撰写《救时揭

要 》
,

以
“

抉摘隐微
,

切中时弊
”
之语

, “
大声疾 呼

,

唤

回醉梦
” ,

②挽救时局
。

再往后九年
,
1 8 7 1 年

, “

盯衡

时事
,

思 挽 时局
,

幽 愁积愤
”
的郑观应

,

见
“

天 下多

故
,

事变靡常
,

外有类于痈疽之将我
,

内有同于症瘤

之潜积
。

元气日耗
,

固疾 日深
”

。

③又准备 写作另一

部著作 《易言 》
。

王韬说
,

那时的郑观应如能被荐重

用
,

以 《易言 》的主张来补救时局
,

那么 必将拭 目可

见
“
皇歇克赞

,

骏烈获成
,

隅隅然熙熙然
,

国家安
,

中

外 提 福
”
的 景 象

。

④ 1 8 8 6 年开 始 辑 著 的 《 盛 世

危 言 》 ( 五 卷 本 )
,

终 于 在 1 8 9 2 年完 成
,

并在中

日 甲午 战争 前 夕付 梓
。

何 谓
“

盛 世 危 言
” ? 顾 名 思 义

,

即 隐 藏 于

“

盛 世
”
背后 的 危 难之 谓也

。

在
“

太 平 盛 世
”
敢

于 揭隐 危 言
,

是 郑 观 应超 人 胆 略 的表现
。

与郑

观应
“
谊 同 宗

,

生同 里 闸
” ,

曾 任 津海关道 的驻

美 国
、

西 班牙
、

秘 兽公 使 的郑 藻 如说
,

《 盛 世 危

言 》
“

皆 纵 论中外 情 势
,

商 榷古 今 利弊
,

旁 搜 远

绍
,

网 罗 无 遗
,

有 当 世 豪 贤 欲 言 而 不 知 所 以

言
,

循谨 龚 柔 之 辈 知 言 而 不 敢 旦 其 所 以 言 者
,

真所 谓大家炎 炎
,

小 儒 见而 咋 舌 者
`

也
” 。

⑤认

为
“

若 能 由 此 书 引 绪 而 伸之
,

触 类而 长之
,

人

事 既 工
,

天 心弥 眷
,

安 见 此 日 忧 危 之 语
,

非 即

后 日喜 起 之 先 声 ? 则此 书实太 平之噶矢
,

抑亦

盛 世 所 亚 宜 上 闻者 也
。
” ⑥ 郑藻 如 此 评

,

甚 中

肯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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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摧溯瘤
.

之 举
“

有以 玉 成
”

L 的 产物
。

由 此 看 来
,

在 兴

中会 成 立 以 前
,

孙 中山 把 郑观应 引 为同 道
,

是

十分 顺 理 的事情
,

他 们不 但 具 有近 都乡谊
,

而

且 更 有基调 同 辙的 思 想 和 抱 负
。

二
、

向 西方 寻找救 国真理

不 管 是 郑 观 应
,

还 是 孙中 山
,

作 为关 心国

事 民 事的 思 想家
,

所 碰 到 的 最 严重 和 紧 迫 的

社会问题
,

是 外 敌浸凌 和 国家衰败
,

因 此 如 何

御侮兴邦就 成 为 他们致 力解决 的第一 主题
。

郑观应 《 盛 世 危 言 》 五 卷 本的思 想十分 丰

富
,

几 乎 涉及社会的各 个方 面
,

而 且 有许 多独

到 的见解
。

其中就本 文 主 题所 关 来 说
,

下 面 两

点 是 尤为 重 要 的
。

( 一 ) 把 反 对外 敌浸 略 摆在首位

郑 观 应对 近 代殖 民 战 争 持普 遍 反 对的 态

度
,

认 为 各 国 之 失 和 开 战
,

大 都 是
“
外 托 信

义
,

阴肆并吞
,

名 辟 商 途
,

实窥土 地
, ·

” … 只 知

树 威 克 敌
,

不 顾 糜烂 其 民
”
的

“

不 仁不 义
”
的

行 为
,

它
“
上 干 天 地 之 和

,

即无事 之秋 亦岁 耗

民 财 以 供 兵晌
,

国安 得 不 困 ? 民 安得不 穷乎 ?

L 列 强 对 于 中国
,

同 样是
“
托 名 商 务

,

意在 并

吞
” 。

L 据 此 断 言
,

中国
“

防 外 侮 更 甚 于 防 内

患
” 。

L

在 四 周 强 都 虎视 耽 耽 的现 实 面 前
,

中 国

应筹 何 等 对策 ? “
防 英 乎 ? 防 法 乎 ? 抑 防俄

乎 ? ”
郑 观 应 说

: “

防 俄 为 先
。

盖 俄 人 包 藏祸

心
,

匪 伊 朝 夕
,

为 我边 患亦 已 数见 不 鲜
”

。

即

乘英法联 军 浸 略 之危
,

夺我 东北大片 土 地
,

又

“

不 惜 巨 款
”
营 造 西 伯 利 亚 大铁 道 于

“

不 毛之

地
,

非 有 狡 谋 更 何 为乎 ? ”
那 么 中俄 边 界 东西

万里
,

究 以 何 处 为重 ? 曰
: “

昔 以 西 北 为急
,

今

日以 东方为重
。

…… 先 于 东 北 之奉天
、

吉 林
、

黑 龙 江 一 带 ( 布 防 )
,

埃 有 余 力
,

再 兼 顾 新

疆
” 。

⑧

当然
, “

英 法 亦 不 可 不 防
” ,

防 英 法 之 所 以

固 西 南 ! @

郑观 应十 分 重 视 来 自 日 本 的威 胁
,

说 近

年 日 本 不 但
“

讲 究水 师
,

频 添 战 舰
” ,

且
“

时入

内 地 暗 察形 势
,

绘 图帖 说
” ,

故
“
其志 匣 测

,

恐

终 为中 国边 患
” 。

L 果 然
,

不 数 月
,

甲 午 战 争

爆 发
,

此 说应验
。

郑观 应还强调
,

有 朝 一 日
,

东 西 方 列 强 很

可 能形 成 浸 略 中国 的联 盟
。

比 如
,

假 若俄 法

“
南 北夹 攻

” ,

那 么 英 德 美 日
“

必 以 电 兵保 护

商 人
、

教 士 为名
,

亦分 占 通 商 各 口
” 。

认 为它

们 的
“
大欲将 不在赔 费

,

而在得 地
” ,

因此
“
后

患 之 来 不 堪 设 想
。 ”

⑧ 1 9 0。 年 的 八 国联 军 浸

华 战 争
,

又 在 某种意 义 上 印 证 了 郑观 应 的预

为 了 应 付 列 强 浸略 危 机
,

郑 观 应设 计 了

许 多方 案
,

可 谓纹 旦脑 汁
。

他说
: “
兵 可百 年

不 用
,

不 可 一 日 不 备
” ; ⑥ 御 敌 者 以 自 强 为

本
,

以 自守 为 先
” ; L 战 争 之 胜 负 不 在海 域

,

而 在登 陆后之 双方较蛋
,

故
“

陆 战为天 下 所 必

争
” , “

今 日 防 边 尤 重 于 防 海
” , “

防 海犹 可 从

缓
,

防边实 为要 图
” 。

L 要求 清 政 府 一 改
“
重

文轻 武
”
积 习

,

L 改 革军制
,

裁 汰 八 旗
、

绿营
,

扩充练 勇
,

L购 买 和 仿制 新式武器
,

按 西 法 勤

加训练
,

使之成 为握 有利 器 的敢死之 兵 ; L 实

行
“
寓 兵 于 民

”
的

“
团防

”
政 策

,

使 中国
“
处处

团防
,

村村 联 络
,

休 戚 相关
,

国 无筹 晌 之 艰
,

兵无远 调之 苦
” ,

说 中国
“

转 弱 为强
,

在 此 一

举
” 。

@

所 有这些 看 法与 建 议
,

都 反 映 出 郑观 应

关 心 国家安 危
,

把 反 对 外 敌浸略 放 在第 一 位

的高尚爱国情操
。

( 二 ) 工 商 立 国
,

不须 引进议会 政 治

从 走 上 社 会之 日起
,

就与洋 行
、

后 又 与洋

务 企业 结下 不 解之 缘 的郑观 应
,

由 于 爱 国思

想的驱 使
,

对如何强盛祖 国这一 时代命 题
,

一

直 给予极大关 注
,

并 有日 渐成熟的见解
。

在他

看 来
,

抵 御外 侮
,

固然兵 战 不 可 缺少
,

但 更重

要 的是与之进 行
“
商 战

” 。 “
商 战

”
既 能挫伤 乃

至 挫 败 外 敌浸 略 阴谋
,

又 可 强 盛 国家
,

达到 御

侮 和 兴邦的 目 的
。

“

商 战
”
的 思 想

,

是 郑观 应 改 良主 义 思想

体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
。

他认 为
,

鸦 片战 争 以

后
, “

海 禁大 开
,

创千 古 未 有之 局
,

集 万 国来

同 之 盛
” ,

L
“

彼 族 动肆 横 逆
,

我 民 日 受欺 凌
,

凡 有血 气 ( 者 ) 孰 不 欲 结发 厉 戈
,

求 与彼 决一

战 哉 ? ”
于 是 乎 洋务 大 兴

, “

讲 求 战事 不 遗 余

力
,

以 为 而 今 而 后 庶 几 水 栗 而 山 聋乎
” 。

但

是
,

光 有这 些 努力
,

是 远远不 够 的
。

他 说借兵

力 以
“
并 吞 祸 人

” ,

容 易 被 人 发 觉 而 以 通 商

“
噬街 血

” 、 “
攻资 财

” 、 “
拾克 散国

”
于 无形

,

则

可 合人 视 而 不 见
。

因 此 列 强 一 旦 以 兵 战 迫 立



嫩截铭锹

和 约
,

便随之 以 通 商
“

销竭
”
其 精 华

,

使 成
“
枯 海 关大 权

,

从 总税 务 司 到 各 口 悦 司
、

帮办 等

腊
” 。

L 这种以 通 商 为
“
侵 伐

”
的结 果

,

使 被浸
“
皆 渐易 华 人

” ,

废除 片 面 最惠 国待遇
。

L 此

略 国的
“

吃 亏之 处 比 割 地 岁 币为尤 甚
。 ”

@ 在 其 四
。

此 情况 下
,

如 果 中国 商 力 不 兴
,

那 么
“

纵合 猛 借洋债
,

尤其 是 以 中国
“
海关 作 抵

”
的洋

将如 云
,

舟 师 林 立
” ,

而 彼 族 照样 可 以
“
谈 笑 债 ; 行洋钱

,

让 折色
“

鹰 洋
”
换 我足 宝

、

易 我十

而 来
,

鼓舞 而 去
,

称心 魔欲
” ,

节你 无 可 奈 何
。

足 之货
,

都 是 中外 通 商 以 来 的
“
绝 大 漏 危

” 。

由 此
,

郑观 应得 出
“

习 兵 战 不 如 习 商 战
”

L 和
“

挽 回 补 救
”
之 法

,

唯 有 仿 照 西 方
“

筹 集 巨

国 之富强
“

决胜于 商 战
”

L 的结 论
。

款
” ,

创设 银 行
,

并 自 铸 银 元
、

发 行钞 票 和 国

既 然
“

欲 制 西人 以 自强
,

莫 如 振 兴 商 务
” ,

债 ( 股 票 )
,

从 而 建 立起 能够 把 握 商 权 的 中国

L 那 么 就必 须一 改
“

民 以 农 为本
” , “

有资 产 新金融体 制
。

L 此 其五
。

者 不 敢与 洋人 相争
,

有才 智 者 不 屑与 市人 为
“
商 务之 战

,

既 应借 官 力为 护持
,

而 工 艺

伍
”
的传 统 陋 习

,

确 立
“

以 商 为本
” 、 “

视商 为 之兴
,

尤 必 借官权 为 振 作
” 。

L 为
“

商 战
”
股 务

士
”
的新规

。

L 的 企业
,

亦
“

必 官督 商 办
,

各 有责成
。

商 招 股

改
“

以 农 立国
”
为

“

以 工 立 国
” ,

意 味着 国 以 兴 工
,

不 得 有心 隐 漏 ; 官稽 查以 征 税
,

亦 不

家方 针大 计 的根本性 转变
。

何 以 确 保这 一 转 得 分 外 诛 求
。

则 上 下 相 维
,

二 弊俱 去
” 。

L 此

变 的实施
,

使 中国走 向富强 ? 这是 郑 观 应必须 其六
。

回答 的 问 题
。

根 据
“

制 无 分 今 古
,

法 无 论 中 如 果说 以 工 商 立 国 的思 想 说 明 郑观 应还

西
,

苟 有益 于 民
,

有 利 于 国
,

行 之 可 也
”

L 的 没 有脱 离 洋务 运动轨 道 的话
,

那 么要 求在 中

原 则
,

郑观应 提出 了 许多 带 有建 设性 的 意见 国实 行 西 方议会 制度的 主 张则 是他越 出 洋务

和 建议
:

思 想 樊 禽
,

向维新 思 想 靠拢 的表现
。

“

以 财 战
,

不 以 力 战
” 。

说数十 年来 所耗海 郑 观 应 说
,

鸦 片 战 后 六 十 年 来
,

万 国 通

防及 相关武备 经 费
,

不 知 凡 几
, “

胡 不 移 彼就 商
,

形势 大变
,

因 此 谈更 新
、

讲 守 旧
、

言 洋务
、

此 ? ”
主 张把 军费转 作

“

商 战
”
之 用

,

以 解 决财 论海 防
,

皆 大 有人 在
。

但 他 们
“

或 是 古 而 非

力之 不 足
。

L 此其 一
。

今
,

嚷 逐 末 而 忘本
” 。

显 然 洋务 派 也 不 懂
“

本

打破
“

奇 技 涅 巧
”
旧观 念

,

确 立
“
以 工 冀 原

” 。 “
本原

”
是 什 么 呢 ? 他认 为

“

不 尽 在船坚

商
”
新 思 想

。

认为 凡
“

有 益 于 国计 民 生
”
者

,

即 炮 利
,

而 在设议 院
,

上 下 同 心
,

教 养得 法
” 。

@
“

非奇 技 淫 巧
” ; ⑥

“

商 务之 盛 衰
,

不 仅关 物产 一 语 中的
,

郑观 应的确 比 洋务派 高出 一 筹
。

之多寡
,

尤必 视工 艺之 巧 拙
。

有 工 以 冀 商
,

则 郑 观 应的 议院 主 张
,

大 体 上 包 含 如 下 四

拙者 可 巧
,

粗 者 可 精
” 。

L 为此 而 提 出 发展 机 层意思
:

第一
,

议院 是 集私广 益
。 “
公 议政 事

”

器 制 造 业 以 精 巧 出 商 品
、

建 立
“

艺 院
”
以 培养 的 地 方

,

在 那 里
“

用 人 行 政
,

一 秉 至 公
,

法 诚

人材
、

用
“
名 利 二 字 驱 使天 下

”
有志之 士 以 深 良

,

意 诚 美
” ;

第 二
,

议 院 可 使 全 国
“

朝 野 上

研 制 造 的 主 张
。

L 说 中 国
“
取 威 完 霸 之 真 下

,

同 德同 心
” , “

揽 庶政 之 纲领
” ,

使
“

昏 暴 之

机
” , “

国富民 强之 左 券
” ,

就 在这 里
。

@ 此 其 君 无 所 施其 虐
,

跋厘之 臣 无 所 擅其权
,

大 小 官

二
。

司 无 所 卸其 责
,

草 野 小 民 无 所 积 其 怨
” ,

国家

铁 路 既 可 固 国防
、

救 饥 谨
,

又 可 使
“

商 贾 得 以 长 治 久 安
;
第 三

,

议 院 能 达 民 情
,

合 民

便 于 贩运
,

贸易 日 旺
,

税晌 日 增
” ,

有 利 而 无 志
,

强 民 气
,

从 而 足 以
“
张 国威

,

御 外 侮
” , “

虽

弊
; L 轮 船 同 为

“

中 国 振 兴 商 务 之 权 舆
” ,

对 以 并吞 四 海 无 难
” ,

何 至 列 强在 中国
“

群 逞 披

确 立
“

与各 国争 雄海 上
”
的 地 位 极 其 重 要

,

L 猖
” ,

非 分 无 理
,

藐视 公 法 ? 第 四
, “

五 大 洲 有

因 此修铁路
、

造轮船
,

实为
“

商 战
”
之 急务

。

此 君 主 之国
,

有民 主 之 国
,

有君 民 共 主 之国
。

君

其 三
。

主 者权 偏 于 上
,

民 主 者权偏 于 下
,

君 民 共 主者

为 确 保 国 货 在
“

商 战
”

中 的 平 等 竞 争 权 权 得 其 平
”

。

认为
“
斟 酌损益 适 中经 久 者

,

则

利
,

必 须
“

裁 撤 厘 金
,

加增关 税
” ,

凡转 口 内 地 莫如英德两 国议 院 之制
” ,

希 望 中国能实 行 英

者
“

华 洋 一 律 征 收
” ;
在 条 件 成熟 时

,

改 订章 德 式的君 民 共 主 的 君 主 立 宪 政 治制度
。

L

程
,

甚 至
“

出 口 全 行 免 税
,

进 口 则 加重
” ,

收 回 郑 观 应 对议 院 的认 识 和 向 往
,

与 不 久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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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澎 湃 于 中 国大 地 的 康 梁 维新 派 的 相 关见

解
,

基本 相 同
。

因 此 我 们说
,

到 这个 时候
,

郑

观 应终 于 由 洋务运 动 的佣 夏
,

变 为资产 阶级

维新 派 的 知 音
。

现 在
,

让 我 们把 视 线转 向 本 文开 头 谈及

的孙中山 的 三 篇 作 品
,

试将 它 们的 思 想 与 《 盛

世 危 言 》 五 卷本做一 简要 比 较
。

孙 中 山 这 三 篇 作 品 的 基 本 内 容 是 什 么

呢 ? 我认为 最 主 要 的 是
:

( 一 ) 兴 利 除 害 的 改

良 方案
。

主 张 仿西 方创 立
“
兴农 会

” ,

以 鼓 励

农民 耕 作
;
立

“

会
”
设

“

局
”
以 劝 戒 烟 毒

,

禁 除

鸦片之害
;
设

“

兴 学 会
”
以 推 动 不 同 层 次的 教

育
,

培 养人材
,

使俗良 国强
。

L ( 二 ) 富强 国家

的 四 大纲领
。

说
“
欧洲 富强之 本

,

不 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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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杨其 流 一一 此 四 事

者
,

富 强之 大经
,

治 国之 大 本也
。 ”

@ ( 三 ) 以

农 商 立 国 的 主 张
。

认 为
“

以 农 为经
,

以 商 为

纬
,

本 末俱 备
,

巨 细 毕 赅
,

是 即强 兵富 国之 先

声
,

治国平 天 下 之枢 纽 也 !
。

L

在 孙中山 看 来
,

这 些 就 是 中 国扫除
“

昔 日

国家 每举一 事
,

非 格 于 成 例
,

辄 阻 于 群议
”
弊

端
,

而
“
步 武 泰 西

,

参 行 新 法
”
的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

认 为 只 要 如 此 做 去
, “
其时 不 过 二 十 年

,

必 能驾欧洲 而 上 之
” 。

L

与 《 盛 世 危 言 》 五 卷 本 相比
,

当 时的 孙 中

山 至 少 在 如 下 三 个方 面 的认识 水 平
,

尚 不 及

郑观 应 深 刻
:

一 是
“

以 农 为经
,

以 商 为纬
”
的

思 想
,

还 没 有脱 开
“

以 农 为本
”
的 传 统观 念

,

不 如 郑 观 应以 工 翼 商
、

以 工 商 立 国
,

对泰 西 实

行
“

商 战
”

的 主 张 切 合 时代 脉搏 ; 二 是 孙 中 山

还没 有注 意到 中国应该 朝资本 主 义方 向实行

政 治 制度的 改 革
,

与 郑 观 应君 主 立 宪 的议 会

主 张 几 乎 相 差 一 个 层 次 ; 三 是 孙 中山 还 没 有

形 成 象 郑 观 应 那 样 涉 及 中 国 内 政
、

外 交
、

经

济
、

军事
、

文 化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比 较 完 整 的 思 想

体 系 和 理 性观 念
,

基 本 上 仍处 于 局部 和 感 性

认识 居 多 的 水 平 线上
。

当 然
,

这与孙 中 山 的阅

历 还远 没 有郑 观 应 丰富 不 无关系
。

但 是
,

无 论

郑观 应
,

还 是 孙中山
,

都 是 当时 中国积极 向西

方寻找救国救 民 真 理的 香 山 籍 有识 之 士
。

三
、

以兴 中会划界

当 孙中 山 还在
“
偏 重 于 请愿 上 书 等 方法

,

冀 九 重 之 嚷 一 垂 听
,

政 府之剪 一 奋起
” ,

⑦ 而

求 助 于 清朝
“

中兴 名 臣
” 、

洋务 大 员李鸿 章的

时候
,

郑观应还是 视 他为同乡的晚 辈 知音
,

给

予 积极 帮助 的
,

不但 引荐给 上海 格致书 院院

长
、

著名 的进步 思 想 家 王 韬 和颇 有名 声的洋

务 官僚盛 宣怀
、

李鸿章 幕僚罗 丰 禄
,

而 且 通 过

盛
、

罗 给 李 鸿章 呈 递 了 孙 中 山 的 《上 李 鸿章

书 》
,

使 孙 中 山对 这位
“
佐 治

”
清朝 的中 堂大

人满 怀
“
采择 施 行

” 、 “
玉 成 其 志

”
的 愿望

,

L

期待中国 由 此 出现维 新富强 的局面
。

这个 时

候 的孙 中 山就改 造 中国 的思 想 来 说
,

无论 在

全 面 性
,

还 是 深 刻 性 方面
,

都 是 不 如郑 观 应

的
。

但 是
,

上 书李 鸿章失 败
,

对孙中 山的犹 如

冰 水 浇 背
,

顿然 清 醒
, “
抚 然 长 叹

,

知和 平 之

法无 可 复 施
。

然 望 治之 心愈 坚
,

要 求之 念 愈

切
,

积 渐 而 知 和 平 之 手 段 不 得 不 稍 易 以 强

迫
” ,

L 决 心 另辟改 造 中国 的道 路
。

果 然
,

不

到 半年
,

目 睹时艰
,

且 对中 日 甲午战争 中连 连

败北 的清 王 朝完 全 失去信 心的 孙 中山
,

在 异

域植香 山华 侨中组 织 了 中国第一 个 反 清革命

团体— 兴 中会
,

正 式打 出 了
“

驱除 挞 虏
,

恢

复中国
,

创立 合众 政府
”
@ 的旗 号

。

如果说 在

1 8 9 0 年 前后 督 经 具 有
“

勿 敬 朝 廷
”
的 反 叛 思

想@ 的孙 中山
,

还 一 度寄 望 于 中 国通 过和 平

改良方式走 上 富强 道 路的话
,

那 么 从 现 在起
,

他便 毅 然同改 良主义分 道 扬镰
,

彼 此
“

事理 相

反
,

背道 而 驰
,

互 相 冲突
,

互 相水 火
” , “

如 黑

白之 不 能 混 淆
,

如东 西 之 不 能 易位
” ,

@ 一 无

反 顾地 走 上 革 命的道 路
。

孙中 山 终于 成 为在 中国进 行改 天 换地 伟

大 斗 争 的历 史人物 1

但 是
,

相 形 之 下
,

同 期 的郑观 应 则在滚滚

向前的历史 潮流 面 前 止 步 不 进
。

1 8 9 8 年
,

在维 新 变法 运 动进 入 实质 性阶

段的时候
,

早 就强 烈要求以设 立 议院
、

制汀宪

法 来 改 造 中国的郑观应
,

却打 起 了 退 堂鼓
,

反

对
“

即 变
”
政 治

,

说
: “

事 速则 不 达
,

恐 于 大 局

有损无 益
” 。

国这与 其说 是 郑观应对戊戌变法

结局 的
“
远见 卓识

” ,

倒 不 如说 是 他经 不 起 政

治风浪 考验的表现
。

郑观应的政 治 思想和他

的政 治实践 严重 脱 节 !

义 和 团运 动失 败 后
,

清 政 府 不 得 不 接 过
“

维新
”
旗 号

,

实 行 新政
。

此 时郑观应又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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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实现 立 宪 政 治 了
,

说 欲 除 中国病 根
, “

非

顺 民 情
,

达 民 隐
,

开国会
,

设 议院 不 可
” 。

@ 变

法 必 以 设议 院
、

立 宪 法 为 先 !

正 因 为这 样
, ,

郑 以 应 虽 然 在 诸 如 收 回 路

矿 权 利 和 抵 制 美 货 等 与经 济相 关 的 重 大 问题

上
,

为维 护民 族 利 益
,

说 了 不 少 好 话
,

做 过 一

些 好 事
,

甚 至 为之 出 任 粤 汉铁 路 公 司 总 办 等

职
,

但在辛亥 革 命 前 后 的 中国政 治 风 云 中
,

扮

演 了不 那么 合 乎 时代节拍 的 角色
:

其 一
,

坚 持

君 主 立 宪的政 治 立 场
。

当 清 政 府 以
“

立 宪
”
骗

局 抵 制革 命 潮 流 的 时 候
,

郑观 应 不 但 引 为同

道
,

而 且 把 立 宪 的 目 的 由
“
御 侮

”
改 为

“

安

内
” ,

建议 摇 摇 欲 坠 的 清 政 权
“
决 不 迟 延

”
地

“

毅 行 宪政
” ,

以 使
“

人 心 悦 服
,

党 祸 自 息
,

内

乱 悉 平
” ,

否 则
“

必 致 内 乱
,

四 面 楚 歌
,

悔 之 无

及
” 。

④ 其 二
,

坚决 反 对保 路 运 动
。

郑 观 应在

给 清朝邮 传部 尚书
、

他 的老 上 司盛 宣怀 的 信

中说
: “

粤 路 风 潮
,

外 似 雷鸣
,

实 无 大 碍
。

办理

得 窍
,

则迎 刃 而 解
” ,

请 予
“

恩 威 并 重
”
的举措

进 行 分化 瓦解
。

④在 因 巡 视 招 商 局的长 江 业

务而 目 睹 四 川 保 路 运 动 如 火 如 茶 之 际
,

更 把

反 对清 朝 铁 路
“
收 归 国有

”
的 斗 争 诬 为

“

同 室

操 戈
” ,

鳌 告 人 民
“

暴 动 必 遭 殃
,

毋 为 狂 妄

诱
” ,

应 该
“

君 民 共 一 心
” , “

发愤 以 图 强
” ,

@

在 清 政 府的 领 导 下 共 建 中 国 的
“
富 强

”
。

其

三
,

与康 有为为 伍
。 “

世 界 潮 流
,

浩 浩 荡 荡
,

顺

之者 昌
,

逆 之 者 亡
” 。

@ 辛 亥 革 命 浪 潮 终 于 迅

速冲垮 了 清 王朝
,

建 立 起 中华民 国政 权
。

不 愿

看 到这一 现实的 郑观 应
,

在 汹 涌的 历 史潮流

面 前
,

只 好 如 同 浪 中 砂 石
,

随 波 逐 流
。

因 此
,

他 虽然 没 有公 然 反 对 中华 民 国
,

但 毕 竟 与这

一 民 国新 时代不 甚 协 调
;
虽 然 反 对 袁 世 凯独

裁 和 军阀混 战 但 实在 无 意 为 完 善 民 国政 权 而

努力
.

总 之
,

郑 观 应 不 是 中华 民 国的 真 正 拥 护

者
,

倒很象康 有为队 伍 中的 一 员
。

不 但 说
“

历

查中外 史册
,

皆由 君 主 而变 君 民 共 主
,

由 君 民

共 主 而 变 民 主
” ,

L
“

未经 君 主 立 宪之 阶 段
,

而班希望 民 主
” ,

有违历史发展规 律
。

L 而 且

十分 赞赏康 有为 把 包 括 袁 世 凯独 裁 专制在 内

的一 切 社会 腐败现象 全 然 归 罪 于
“

民 国
” 、

进

而 主 张倒 退 以 行 君 主 立 宪的 《 共 和 平 议 》
,

称

它
“
痛言 中国 非 民 主 立 宪之 时

,

指 陈利 害
,

洞

若 观 火
” 。

@ 无 可 奈 何 的郑观应
,

终 于 把 希 望

寄 托 在
“
修身 立 己

”
的

“
孝 梯 忠 信 礼义 谦 耻

”

为
“

本 原 正 大之学
”

的
“

教 育救 国论
” ,

和 修 道

出
“

圣 王
”
以 救国的飘渺 梦 幻

。

地 灵 人 杰
。

香 山 籍 的 郑 观 应 和孙 中 山
,

都

是 近 代 耀 眼 中华 的 璀 璨 明 珠
。

如 果 说 郑 观应

是 一 个 毕 生 求 取 中国 富 强的 思 想 家 和 企 业 管

理 家 的话
,

那 么 孙 中山 就 是 民 主 革 命 的 政 治

家 和 领袖
。

在 兴 中会 成 立 之前
,

郑观应 以 爱国

为 根 本
,

商 战 为 核 心
,

开 议会立 宪法 为 精 髓 的

思 想
,

无论在 深 度 和 广度方 面
,

还 是 在系统完

整 性方 面
,

都为孙 中山 所 不 及
,

不 愧 为 早 期 改

良 主 义 思 想 家的代表 人 物
。

但 是
,

随 着兴中会

成 立 后 孙 中 山 接 二 连 三 的惊 世 骇 俗 的 表 演
,

郑 观 应 的 历 史 地 位 便 日 益 相 形 见 细
。

辛 亥

— 王 子 年间
,

孙 中 山 终 于 以 革 命 家 和 胜 利

者的 形象 万 立 于 世
,

这 更 是 郑 观 应 所 不 能 比

拟的
。

但 郑 观 应 始 终 不 改 爱国 初 衷
,

一 生 致 力

于 实 业救 国事业
,

直 至 生 命最 后 一 息还 在为

教 育 救 国 而 努力 的品 德
,

仍 然 十分 值 得 后 人

肯 定 和 纪念
。

郑 观应 既 为香 山 增 添 了 历史的

光 彩
,

也 不 失 为 衬 托 来 自 同 一 方热 土 的历 史

伟 人 孙 中 山 这 朵 红 花 的 绿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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