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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洋務運動中湧現出的實力派

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均是廣東香山籍人

氏。本文扼要地描劃三人的成長歷程，力求

通過典型事件以折射那一代人的愛國情操和

強烈的民族責任感。鄭觀應的《盛世危言》，

就是代表那一批有識之士內心的吶喊。

洋務運動的功過是非，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

是。然而身在其中的“香山三傑”唐廷樞、徐潤、鄭

觀應，筆者綜覽其三人全部經歷，無不是愛國愛鄉的

性情中人，勇於在逆境困境中振興民族工商業，甚至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稱大義大德，吾儕當為這些前

賢自強不息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三人同為香山籍（即

今日珠海、中山二市所在），又互有姻親朋輩之友

情，雖年齡稍有長幼，卻各有幫襯扶持。茲特分述品

評以就教於方家讀者。

唐廷樞的俠士情懷

清光緒十八年（1892），剛走完了一個甲子的開

平煤礦總辦唐廷樞，在蕭瑟秋風中不甘心而又無可

奈何地垂下了他那顆永遠在運轉不屈的頭顱。可他

的眼睛，卻一直不肯閉上，睜睜地看着他還是剛剛

起步的事業⋯⋯

那年春天六十歲生日時，煤礦周遭四十八個鄉村

父老鄉親、士紳與友朋一起送來了歷朝歷代祇是送給位

高權重的負責官員的那一柄萬民傘（1），那上面的簽名

有許許多多都是他熟悉的礦工、技工和部屬啊！看到他

們的姓名，唐廷樞能想起他們每個人的秉性、脾氣、優

缺點，能想起與他們在一起創業時的音容笑貌和發生過

的歷歷往事。可如今，在瘟疫的偷襲下，本已積勞成疾

的唐廷樞如風中殘燭，再也無力與死神競爭了。

死後的哀榮，幾乎是同時代商人無可比擬的。

位極人臣的李鴻章親自主祭並評價唐的逝世：“要

找一個人來填補他的位置是不容易的。”（2）

唐廷樞的離去，不僅當時的中外報刊給予顯著

的報導，而且打破了許多國家的外交慣例，多國駐

天津的領事館在公祭日下半旗致哀。（3）更值得一提

的是，在護送唐廷樞靈柩南歸珠海下葬時，又有十

三個國家的商務官員乘搭專船一直送唐到珠海的海

面鳴笛上岸致敬後方才離去。（4）這是甚麼樣的人格

魅力才能帶來如此的尊敬與哀榮呢？

唐廷樞，號景星，香山唐家鎮人，清道光十二年

（1832）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因其父為英人馬

唐廷樞（1832-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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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遜做長差，遂得以就讀於香港馬禮遜學校。（5）這

一命中注定的人生道路，改變了唐廷樞的一生。唐

廷樞在校畢業，就以良好的中英文成績成為香港政府

的翻譯。（6）當時他才十九歲。勤勞聰明的唐廷樞扶

搖直上，二十七歲就成了上海海關的總翻譯（7），並涉

及商業投資；三十歲，其著作《英語集全》出版（8），

那是一本以廣州方言注音的中英文對照詞典，這是

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一件值得認真研究的事件。

三十歲之後，唐廷樞會同唐家五兄弟、同是香

山籍又是同鄉的徐潤，以及一批粵籍的商行同仁，

在上海灘或躋身於洋行商行，或插足於地產錢莊，

成為上海灘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憑唐廷樞的聲望

與人氣，他在數年間成為富甲一方的鉅賈，但並非

唐追求的唯一目標。

清同治十二年（1873），唐廷樞的商業才能與巨

大影響力引起了清廷重臣李鴻章的關注。力推洋務

運動的李大人是用甚麼方式、甚麼語言打動了唐廷

樞的，我們現在祇能撿得片言隻語。李鴻章說：

“清廷可以沒有我李鴻章，卻不能沒有唐廷樞！”（9）

雖然這是官樣文章，卻可以從中看出，應該是對唐

的傑出才能的充分肯定。

而對於唐廷樞來講，他的潛在的巨大能量還沒

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與發揮。他的人生價值絕不是僅

僅成為富商鉅賈。四十一歲正值黃金年齡段的唐廷

樞收起了他在上海灘豪氣干雲的朗朗笑聲，應李鴻

章之邀，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官督商辦的上海輪船

招商局總辦。（10）

創業伊始，篳路藍縷，又正值清廷風雨飄

搖，國力日衰，在封建守舊冥頑不化的老古董當

政的體制下進行封建主義的市場經濟運作，何況

當年老佛爺還絕不可能給出一句“摸着石頭過河”

的擲地有聲的話來。一百三十年前，我們這位香

山籍的珠海人，就在上海灘向體制、向市場發起

了一輪以頭撞牆迄今猶令人可佩可敬的經濟改

革。又過了八年，唐廷樞領命創辦開平煤礦。煤

是甚麼？煤與國力相連，煤與國運有關。北洋艦

隊、洋務工廠都等着優質煤做燃料。而當時的小

煤窯僅能供民用，所有優質煤都全靠外國進口。

每年僅買煤的銀両就達七百萬両之鉅。（11）而開平

煤礦的創辦，用一波三折來形容還遠遠不夠。唐

廷樞集股籌資，官督商辦的官家，祇拿出每年買

煤的十分之一即十萬両，其餘上百萬両都得以唐

的人格魅力去號召粵籍為主的鄉人親友給面子，

其中艱辛自不必說。政治層面上達官貴人說是開

煤礦會驚動兩百公里外的東陵龍脈，建鐵路火車

會震驚列祖列宗。今天聽來天方夜譚的蠢話，在

當時卻是砍腦袋的人性命關天的大事。

雖然有李鴻章這一類大臣的極力呵護，但精於

商業計算的唐廷樞身心到底頂着多麼巨大的壓力，

彼情彼景，今日又能誰與共語？

1862年唐廷樞編著的《英語集全》　　珠海市博物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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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是甚麼？俠不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草

莽英雄，俠不是用劍與槍來解決問題的綠林好漢；

俠是一種精神，俠與士是血肉相連的。俠的骨子裡

透出的其實是“士為知己者死”的慷慨情懷。士與知

己之遇，是一種國士之遇。死是為了成仁，不一定

都是成功。而唐廷樞呢？他應該說是既成仁，也成

功了。因此，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祇要望見這一個

漸行漸遠的身影，都會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因為

他，幹成大事不是為了自己。

徐潤的道德底線

清道光十八年（1838），香山縣北山村誕生了一

個屬狗的叫做徐潤的娃娃。窮鄉僻壤多一個狗娃好

像沒有甚麼人較真過，到讀書年齡就開蒙吧，讀到

十五歲，好像讀書的本領也祇算平平，他就隨着族

叔坐船到上海去做學徒。

一離開故土，狗娃徐潤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

成了上海灘上呼風喚雨的龍哥。他所操持的寶順洋行，

也成了長江中下游乃至北方各大碼頭的商業翹楚。

勤勞、勤奮自不必說。精於計算，有膽有識，

這在眾多粵籍鄉親評說中，乃至徐潤晚年自撰的

《徐愚齋自叙年譜》中，都可看出端倪。

我們現在津津樂道的，徐潤至多可以炫耀的，

也就是上海灘上的財主、房地產大亨而已。

然而，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它常常在一馬平

川之上異軍突起，給你來個壺口瀑布式的急轉彎。

滬上經商，徐潤結識了大他六歲、同籍同鄉的唐

廷樞。男女之間會有一見鍾情之說，而男人與男人之

間呢？卻是一見如故，其傾慕之情如同前生已經相

識。他們在經商中互相援手，互相參股，還共同創辦

上海醫院，捐資普育堂、輔元堂、清節堂、仁濟堂

等，創辦格致書院，設立廣肇公所及其下屬的中小學

和山莊等等造福貧苦百姓和父老鄉親的慈善事業。那一

代先富起來的洋行買辦、民族資本家們，出身大多貧

窮，文化思想紮根在舊傳統之中，書讀得多讀得少，都

沒多大關係，不管後人怎麼罵他們“洋奴”甚麼的，

他們至少還懂得做人，懂得回饋社會，造福鄉梓。

徐潤與唐廷樞的友誼僅止於如前所述，也不過是

人世間有情有義的老套故事而已。可歷史卻把他們推

到了 19世紀後期那一段風雲變幻的經濟大舞臺上。

李鴻章不僅瞄上了唐廷樞，也盯上了理財高

手徐潤。一個毛頭小夥子，能把英國人辦的寶順洋

行年營業額超過千萬両白銀，沒有真才實料早被炒

魷魚了。

老謀深算的李鴻章在起用唐廷樞為瀕臨絕境的

輪船招商局總辦時，就頗為自負地一語道破天機：

“唐籍徐之財力，徐籍唐之才力，和衷共濟，庶克有

成。”歷史的事實果然不出所料，唐廷樞臨危受命

與徐共同打理招商局，其後主要精力又去操辦開平

煤礦。經濟管理上深謀遠慮的徐潤在招商局連續打

出了一套組合拳：收購旗昌輪船公司；與太古、怡

和兩大洋行訂立“齊價合同”；利用旗昌輪船公司在

各大碼頭擁有的土地綜合開發，招商局起死回生了。

用好事多磨評說 19世紀後期中國的經濟環境，

實在是份量太輕，甚而至於言不及義了。徐潤所考

量的是經濟上的鬥智鬥勇，是白花花的銀子流進了

招商局的賬號中。清光緒九年（1883），中法開戰，

徐　潤（1838-1911）　　選自《徐愚齋自叙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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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海軍封鎖吳淞口，上海灘上多家銀號倒閉，招

商局亦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徐潤、唐廷樞在

盛宣懷等覬覦總辦之位已久的一批人的發難下，不

得已於光緒十一年（1885）正式提出辭呈。

徐潤也遭受了人生第一次重挫。四十七歲的他

在後來自叙年譜中提到此事，仍對當時政治操縱經

濟的詭譎局面感慨不已：“偏聽獨任，痛心千古，

付之一歎而已。”徐與唐以市場經濟規律辦事，開

罪了一大批人的私利，這在中國幾乎成了功敗垂成之

際一個重要的歷史急轉彎的路標了。你得罪了我，我

就讓你辦不成事，且不管身後哪怕是洪水滔天。

人生的重挫與經濟上的虧蝕，並沒有使徐潤從

此失利。徐仍與唐聯手合作，成為中國經濟史上值

得關注的雙璧。

人與人的關係無非有如下幾種狀態：一是互相

欣賞、仰慕；二是互相尊重、隨緣；三是形同陌

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徐潤作為那一時代聰慧的

MBA，在民族大義、民族利益、民族是非面前，選

擇的是為民族事業，寧願犧牲個人利益。唐廷樞逝

世後，徐潤不僅親自趕赴天津弔唁，在其自叙年譜

中還用濃墨重彩寫道：“景公誠人傑乎哉！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心竊響往焉！”友誼若斯，似乎讓人

能感受到那溫度、那熱度仍在人間傳遞着巨大能量。

徐潤接過唐廷樞事業仍在“願為前驅”効勞一

生，終老滬上回葬珠海蓮花山。今日上海市中心有

一愚園路，就因徐潤的地產開發以其自號而得。筆者

觀徐、唐之誼，聯想人世真情，口占一首詠之云：

人傑出香山，風雲上海灘。

猶留愚園在，此生付笑談。

鄭觀應的心路歷程

中國洋務運動史上，廣東香山籍的唐廷樞、徐

潤、鄭觀應號稱“洋務三傑”。三人不僅有通家之

好，還有的是姻親關係。他們憑藉自己的刻苦努力

與實力，在救國自強、維新變革的洋務運動中成為

風雲人物。其中年齡最小讀書最多的鄭觀應，更以

招商局的碼頭貨棧　　珠海市檔案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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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而名世（12），一時間“洛陽紙貴”，成

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座高峰。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出生於廣東香山塾師家

庭的鄭觀應，走的是他那種詩書傳家氛圍中必須選

擇的道路：開蒙、讀書、應試。十七歲的鄭觀應在

香山童子試中落第。清王朝少了一名秀才，中國歷

史卻多了一位思想家。

鄭觀應旋即到了十里洋場的滬上。這時的唐廷

樞、徐潤等在滬上已成氣候。晚去的後生鄭觀應自

然是在洋行中跟隨叔父和親朋們當學徒做夥計，他

還參加了英語學習班。（13）隨之而來的自然是職務上

的陞遷，經濟活動的介入，由出糧到入股，繼而一

步步成為晚清洋務運動中名噪一時的 CEO。鄭觀應

的經歷，其實是一個縮影，道出了廣東香山籍人物

在中國洋務運動史上的傑出表現。

經濟上的斬獲並不能滿足曾在詩書中浸潤過的

鄭觀應的焦渴心靈。外國列強的強大與霸悍使得深

諳洋務的鄭觀應心裡明白，經濟上的強大必須有政

治制度作保護。

三十歲的鄭觀應撰寫及刊印了他的第一部著作

《救時揭要》（14），一個滿腔熱血，救民眾於苦難的

近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形象躍然紙上。

四十歲前後，第二本專著《易言》又赫然問世。（15）

這本被稱做“醒世的號角，拯世的良藥”的著作，提

出了一系列驚世駭俗的觀點，如設立議院、抓吏治、

開教育、辦工商等，成為後來維新變法的先聲。

1885年，鄭觀應遭遇了他有生以來最重大的磨

難。早年在洋行替人擔保的債務，纍他被香港警方

羈押經年；放還澳門後，他埋頭書齋，前後數年，

在 1894年推出了五卷本的巨著《盛世危言》。鄭的

人生應該說於此臻入高峰。全國上下爭觀此書，日

本、朝鮮爭印此書，多名大員向當時的光緒帝推舉

此書。光緒讀後專門刊印了兩千冊向臣下發放。（16）

《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成了一

位在傳統文化根基上接受外來文化及轉換成維新變

法思想的智識分子成長過程的三部曲。這三部曲影

響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整整幾代人，如康有為、梁啟

超、孫文、毛澤東等人都自稱受其啟迪。這三部

曲，其實也曲折透露了鄭觀應在 19世紀下半葉的心

路歷程。

一個人的一生其實是多面的。要透徹洞悉一個

人的真面目，得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他的實際經濟

狀態；二是他的心理期待。鄭觀應的經濟狀態在他

自撰的八十歲遺囑中已纖毫畢現，留給妻女子孫的

遺產除了經濟的，還要他們做一個傳統的君子，要

有一技之長，這已無須贅述了。

而心理期待呢？鄭觀應的道號為“羅浮待鶴

山人”，其澳門故居稱為“待鶴山房”。（17）這就

從一個很深的層面折射出了鄭觀應的心理預期。

鄭自稱學道六十餘年，他在人生關鍵時刻都曾問

道於一些神秘人物。所以，他在人生的三岔路

口，比如說發財、當官等選擇時刻，都能淡定自

如；在人生受重挫打擊之下，也能從容應對，矢

志如初。這不得不說，鄭觀應在心理應變方面，

是汲取了中國傳統中的寓於民間的巫道仙術之類

的智慧的。

八十歲的鄭觀應在其生日留影的照片上題囑有

道：發五大願，著十萬言，文章救國，是道所尊。（18）

鄭觀應在滿清被推翻、中國帝制滅亡之際，有過人

鄭觀應（184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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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彷徨，但當他看到袁世凱恢復帝制並速亡後，

即慨然賦詩云：

古今堯舜華盛頓，擇賢禪讓名不磨。

欲求萬世家天下，強秦洪憲今如何？（19）

這讓後代看到，一個曾揮袖一呼天下響應的英

雄，一個曾受到西方科學民主薰陶的智者，永遠活

生生地站在時代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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