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学术综述 ？

《盛世危言 》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

“

郑观应 《盛 世危言 》 出 版 一 百二 十周 年 学术研讨会
”

侧记

张 中鹏

清末 民初是 中 国 由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研究主要围绕郑观应的政治和经济思想 、实业与政治

渡期 。 这
一

时期关于
“

中国往何处去
”

的思考与实践 ，
活动 ，

后逐渐拓展至其生平 、家世 、交谊 、思想等方面 ，

揭开了百年嬗蛻的序 幕 ， 亦昭示着社会变革 的走 向 。涵括军事 、外交 、法律 、 文学 、宗教 、新闻 、教育 、慈善诸

作为
“

中 国主动融人世界的最先觉悟者
”

， 郑观应通过领域 。 近年来 ，
从学术史角 度梳理郑观应及 《 盛世危

《盛世危言 》首次完 整地提出 系统性的改革主张 ， 在当言》研究 ，在更高起点 和整体视野上摸高探深 ，
引起学

时积弊 日深的清朝 引起轰动效应 ，也为后世探索国家术界的注意 。 王杰 、
倪俊明 、刘桂奇等撰文分门别类回

出路提供了 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 。 近年来 ，伴 随中 国顾学术史 ，并在总体上对其成就 、趋势 、问题及启 示予

改革进人攻坚阶段 ，改革话题引起热议 ， 《盛世危言 》研以评述 。 在本次研讨会上 ，
徐秀丽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

究再度 回温 ，
成 为学术界一个令人瞩 目 的焦点 。 2 0 1 4代史研究所 ） 通过系统回顾 2 0 世纪 8 0 年代 以来郑观

年 8 月 1 4 日
，
澳门特别行政 区文化局 、澳门大学澳 门应及《盛世危言》 的研究历程 ，

指 出这一时期研究特点

研究中 心 、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在澳 门合办
“

纪念澳具体体现为 ：第一 ，
研究起点较高 ，

后期研究主要表现

门 回归十五周年暨郑观应《盛世危言》 出版
一百二十周为广度的拓展 ；第二 ，

议题广泛 ，
重要议题均 已达致集

年学术研讨会
”

。 二十余名来 自 中 国 内地和澳 门 的近中且深入的探讨 ； 第三 ， 争议问题不多 ，
基本未形成交

代史专家 ， 围绕
“

《盛世危言 》 的版本 、流传与影 响
”

、 锋 。 陈才俊 （ 暨南大学文学院 ） 则通过对清末至今 《盛
＂

《盛世危言》 与 中 国发展道路
”

、

“

郑观应与近代 中 国世危言》研究史的纵向考察 ，依据主题 、方法和 特征将

社会
”

等话题展开讨论 。 这次会议开拓了新的史料 、议之分为三个阶段 ：
1 9 世纪末至 2 0 世纪上半叶 、

2 0 世纪

题 、视角与方法 ， 推动 了相关研究 的纵深发展 ， 为近年下半叶 、
2 1 世纪 以来 ， 并指 出

“

全方位
”

成为新世纪研

来《盛世危言 》 乃至郑观应研究 的
一次系统梳 理和究的最显著特色 ， 即研究成果 、

视域 、深度均显著得到

提升 。扩宽和提升 ，传统研究领域 日益深化 ，新的研究领域不

断开拓 ，
新的史料不断开掘 。

一

、 学术史视野的新认识如何看待近三十年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热 的

持续上升 ？ 徐秀丽认为 ，

1 9 8 0 年以来郑观应与 《盛世

如果从 丨 9 4 4 年胡秋原发表 《郑观应及其 〈 盛世危危言》 的学术关注
，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及史学范式

言 〉 》

一

文算起 ，
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迄今已历 7 0的转化有着 内在关联 ，

“

纪念史学
＂

某种程度上因聚集

年 。 据《郑观应志 》 （ 广东人民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统计 ，效应成为推动研究深人的契机 。 任何研究领域的兴衰

截至 2 0 0 9 年
，
国 内外共发表相关专著 、

论文 、 资料 4 5 6升降 ，
虽取决于其学术内涵和价值含量 ，但同样受制于

篇 。 其中 大多出现于 2 0 世纪 8 0 年代之后 ，
9 0 年代有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 。 以往郑观应和《盛世危言 》研究

1 0 4 篇
，
进人 2 1 世纪以来骤增至 2 6 2 篇

，
占半数以 上 ，长期得益于上海和澳 门政府及两地学术界的推动 ，

研

整体呈不断推进和扩张的趋势 。 在所涉领域上 ，
早期究力量亦主要集中于两地 。 如 1 9 9 2 年 由 澳 门 中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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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会 、澳门 中 山三乡 同 乡会 、澳 门历史学会合办的
“

纪某种程度上影响 了后人的文献利用及对郑观应的评

念郑观应诞辰 1 5 0 周年学术研讨会
”

，
是 国 内首次召开判 。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 亟待从文献学角度对现存和

的郑观应专题学术会议 。 此后 ，
学术界相继 召开郑观已佚各版本进行全面分析 ，

考定刊刻年代 ， 整理版本系

应诞辰 1 5 5 周年
、

1 6 0 周 年 、 1 7 0 周年及逝世 8 0 周年纪统 ，
厘清源流嬗变及纵向 、横向联系 。 《盛世危言》 的历

念会 。 这些会议均由 澳 门政府或 民间 力量发起 ， 且主次修订均有其特殊的考量 。 如近期关于郑观应在东南

要在澳 门举行 。 不过
，
这一背景使 以往研究具有浓厚互保时期社会活动的研究 ，

发现郑观应在维持东南互

的地方色彩 ，从而凸显国 内外学人参与广度不足 ，
亟待保格局上多有建言 ，

这 一时期郑观应的政治观察和政

来 自 不 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介入 ，带来研究资料 、视角治参与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 《盛世危言》 的文本修订 ，
尤

和方法的更新 。ｆ
ｉ义胃

”

胃胃 6＾ 卜胃 ＫＭ
°

（ 澳门博物馆 ） 则提出郑观应的诗集本质上乃 《盛世危

一、

对于重新梳理《盛龍言》随本和内容 ， 不失为
－

个

重要切人点 。

改革开放后的近代中 国研究 中 ， 几乎所有重大事

件和重要人物都充满争议 ，评价两极化 ，但这
一

情况似一

按其ｉｎ佑採ｍ命的由；Ｗｒ ｒｆｎ

未出 现在舰应及觀危言赚上 。 不过
，細

二 、— ＿

：
言》储 、财賊书■賴＿社肺在

《献危言 》之腳戯■ ，難■願在于
°

郑观应深邃的学理思想和对时局的思考 。 与会学者指

？出
’＿虽是 个外在餅 ’

但文林身

的意义和价值 ’ 才是其广为流传的 内在根源 。 彭南生
自

’

（ 华帽范大学中 国近代史ｗ究所 ） 认为
， 郑观应的

以来 ’有关作者的质疑之音不断 ， 社会传 百 《盛世危 目 》

《盛世危言》从－开始便以
“

政治正确
”

的姿态 ，与 国家
乃倩人捉刀之产物 。 实质上 ’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

和 民族建立联系 ， 从而获得出版和 阅读的合法性 。 此

《 盛世危言》作者是否郑观应
’
而在于探讨为何会出现

外 ，它 的出版搭上了 甲午战后
“

阅读革命
”

的顾车 ，获

作者另有其人之说法 。 赵利峰 （ 暨南大学文学院 ） Ｗ得了千千万万国人的青睐 ，
进耐成

－种
“

盛世危言
”

《盛世危言》 由 吴汉涛 、劳宝胜 、何启与陈少 白所撰的三的集体心态 。 这
一认识更多从技术变革 、 士风流变出

则传闻为例 ，
通过辨析其缘起 、流变及成因 ，

指 出造成发
，
阐述《盛世危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与意义

，
从

这种
“

纷说
”

的主因在于 《盛世危言》大量摘录他人著而在
一

种不断建构与再建构 的历史场景里 ，成为既往 、

述
，
且成书过程 中多人参与编辑润色 。 按现代著作体当下乃至未来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主题 。 武吉庆

例来看 ， 《盛世危言》应为
“

编著
”

。 汤开建 （ 澳 门大学 （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引 人
“

言说策略
”

的概

历史系 ） 通过勘比现存文物与文献 ，推翻郑 氏
“

世居澳念
，揭示郑观应著书立说背后的苦心孤诣 ，

及遣词造句

门
”

之说 ，确认 1 9 世纪 中期郑观应之父郑启华始移居上的刻意而为 ， 指出 其 目 的在于赢得社会各界的认 同

迁入
，迅速崛起并跻身晚清澳门最具实力的华商之列 。和接受 。

新发现葡萄牙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 1 8 8 0 年 阖澳绅 商需要说明 的是 ，关于 《盛世危言 》接受和传播的研

《恭颂大西洋澳 门总督吧嗦啪咕子爵施大人德政 》 锦究
，
目前已经处理了

“

为何传播
”

的问题
，却未彻底解决

旗 ，
由华商何贵 、冯成 、曹有等十余人联名赠送 ，郑启华

“

怎样传播
”

的问题。 据笔者浅见 ， 依据藏书或 出 版发

位居第六位 ，郑氏家族之显赫可见一斑 。 对郑观应家行 目录
，或可寻绎文献的传播路径 。 即利用公私机构

世的探讨不仅有益于深化郑观应生平研究 ，
而且也应所藏书 目和 出 版书 目

， 如 《 明清以来公藏书 目 汇刊 》 、

成为研究近代澳门经济史 、华商史的典型样本 。《民 国时期私家藏书 目录丛刊 》 、 《 民 国时期 总书 目 》 、

2 ．

《盛世危言》之版本《民 国时期 出版书 目汇编 》 、 《 民 国时期发行书 目汇编 》

作为
“

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著
”

， 《盛世危言》前 等 ，
考求《盛世危言》 的版本 、递藏和流传 。

后翻刻 出版 2 0 余种 ，且卷次不同 、 内容各异 。 版本之

多 ，流传之广 ，
殊为罕见 。 正 因減 ，

版本问题给时人四 、 郑观应生平与思想探研的深化
及后世造成诸多困惑 。 学术界虽 已考定 甲 午本 、 乙未

本 、庚子本出 自 郑观应 亲定 ，
但其他数种却难以确考 ，近年来 ， 随着上海 、澳 门 、

里斯本等地所藏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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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中 鹏 ／ 《 盛世危言 》研 究 的进展 与 问题

相关档案 、碑铭 、兰谱 、书札 、 日 记 、诗集等文献的系 统人脉 ，
为郑观应的成长提供 了重要基础 。 在洋务集团

整理刊布
，
关于其生平 、交谊 、事功乃至思想研究

，
均较内部交往上 ，曹天忠 （ 中 山大学历史系 ） 选取 1 8 9 6 年至

以往更趋细化 ，
呈现出新的动 向

，
尤其在其维新思想和 1 8 9 8 年汉阳铁厂经营的侧面 ，

否定 了学术界关于郑观

社会交往两个方面颇有集 中体现 ，
引起与会学 者的应离职缘于其任职前言论上批评开罪张之洞 的说法 ，

关注 。指出 实则是因为郑观应和盛宣怀在联手整改铁厂弊端

谢放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对郑观应的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 ， 尤其是在连锁经营理念上与张
“

体用
”

、

“

道器
”

观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
，
指 出作为 晚之洞产生龃龉与冲突 。 彭南生则从《盛世危言 》的流播

清学人特有观念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
，
在具体表现上分与评价人手 ，结合 《盛世危言 》序跋题写者 、荐举人 、读

际明显 。 郑观应坚守儒家的 中和之道 ， 提倡 因应时势 ，者受众的网络分析 ，
厘清 了 《盛世危言》 阅读 、接受和传

吸纳
“

西艺
”

、

“

西政
”

，
实行变法 。 这

一认识实质上注播的脉络 。

定堕人
“

牛体马用
”

的悖论 。

“

商战
”

是郑观应的核心除此之外
，
与会学者还就郑观应的文学修养 、历史

思想
，
以往研究注重对其商战思想 的背景与 内容 、

意义定位等问题提出 新见 。 如关于郑观应历史定位 问题 ，

与影响的评述 。 李长莉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夏东元认为其具有 四重身份 ：买办 、民族资本家 、资产

所 ） 通过对 1 9 世纪后期中外商贸 、
国 内 市场 、消费生活阶级改 良主义者 、洋务企业经营者 。 李长莉则主张兼

变动的分析 ，
考察洋货流行与商战思想之间 的关联 ，

认顾郑观应的身份与思想 ，
提出

“

商人思想家
”

的新定位 。

为洋货流行的视角 与具体理性的市场分析 ， 为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学理依据 。 何志辉 （ 澳五 、 余论
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则 以

“

君民共主
”

、

“

商务兴 国
”

和
、 ‘ 、

‘ ‘

历代学者关于 《舰危言》騰紀有相当丰富的

其历史 ；ｔＪＪＣ。

成果 ，但与其贿軸翻影响概
， 仍有不少深人探

制史层面考察郑观应精神世界 ，
达致

“

见之于行事
”

’
让

ｉ寸的空 间 。 与会学者认为 ，
在 目前丰硕成果的基础上

思想 回归历史 ，
備不少深人分細可能 。

觀 ，尤其必要 。

－施聽挖
，
觀－

专题进行打井
巾心 ；

＆入
’
入》—

式探究 ；
另－方酬广拓

， 避免ｆｉ事论事 ，
应 以郑观应

关节 。 ＿ 中 国■的人情社会 ’
Ｗ究者更应注重循

及《盛世危言》为轴心实现相关人和事 的勾 连考察 ， 在
着人际线索 ，

探求人物 ＇

Ｃ ■

、迹＿实本相 ’不仅能 Ｒ题的脉络和谱系中 ，
呈现其人其事及各种复杂关系 。

位地考察历史人物思想发展历程 ’
更能深人理解研究

结合以往研究的取向 和趋势 ， 笔者认为至少有必要从

对象的时代性和舰性。 郑观应经历跌宕 ，饱经世故 ’

以下几方面拓进 ：
文献整理与考辨 ，

题材选取及其与时

Ｍ系广泛 ，
交游涵括政 、商 、学 、军 、宗教各界 ’

遍及粤《事之关系
，

文本渊源 、传播与接受 。 可从著作之外的文
澳 、京津 、江浙乃碰美 。 学术辦郑赚关細崎 鮮職切Ａ

，
舰舰贼雌平 、 《舰危言》成书

察 ’或以入＿巾心 ’

过翻版本職的钩稽考索 ，
也可从著作 内部进行文

为 中心阐述交＿ 4■杂？相 。 本次研讨会± ’ 研
本分析 ，

厘清郑观应及《盛世危言》 的思想觀 、
主题旨

究者或阐述 《盛世？言》传播 、洋务实业经营等核心＃趣 、 舆论反应及社会影 响 。 令人欣慰 的是 ， 为搜集 、整

节 ’或分析舰舰棘腿人隨
’
赫察作力修道細職嫉髓文献肩 2 0 0 5 雜ｎ郑家大

者郑观应的職关乡 ， 或在诗？職基社尝试还原
翻人世髓产《雜

，
如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成立

澳门郑赚研究 中心 ，澳 门文化局卿将筹建郑观应

心 ，
社会活动＃ 中于香ｏ

ｊ
、 ＿ｈ海 、广州 、港■？ 。 ？ ｎ文史研究中心。 浦在不久的将来郑观应及 《盛世危

对于郑观应的意义 ，
不仅是避难隐居 、著书立说的短暂会 能膽审

羁留之所 ，且是郑氏家族的兴起之地 ，但学术界关于郑
ｎ°

氏家族与澳 门关系的研究舰不足 。 汤开建通过梳Ｓ〔 作者 张 中 鹏 ， 广 东 工 业 大 学政 法 学 院 讲
郑观应与澳 门华商何廷光 、卢九等家族的交往 ’

指出 Ｓ
师 广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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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交往延续乃至加深 了居澳华商内部 的关系 ，
巩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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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家族在地方上 的社会地位 。 殷实 的家境 、广泛 的（ 责任编 籍 Ｂ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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