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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容閎和鄭觀應

沈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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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榮國，山東臨清人，文史學者，主要從事近代中國留學史、珠澳地方史、嶺南祠堂文化、民國職業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

及近代中國人物研究。陸續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參編著作一部，計近百萬字。現為《廣東祠堂》編輯部副總編、珠海容閎與

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 

一

容閎 (1828-1912)，字達萌，號純甫，廣

東省香山縣南屏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

人。1845年，七歲的容閎進入德國傳教士郭實

臘夫人在澳門開辦的免費西塾學習，十三歲進入

馬禮遜學校。1846年，主持馬禮遜學堂的勃朗牧

師因病回國，意欲帶幾名中國學生去美國完成學

業，容閎欣然隨之一道赴美，中國近代留學教育

史就此翻開了第一頁。容閎到達美國後，先進入

麻塞諸塞州的孟松學校讀書。三年以後考入耶魯

大學。1854年，容閎順利完成耶魯大學學業，獲

得文學士學位，成為最早系統接受西方新式教育

並獲得正式學位的中國人。留學期間，容閎形成

了“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

文明富強之境”
(1)
 的偉大信念，將實施其“願遣

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
(2)
 的留學計劃作為實現

強國夢想的主要途徑。歸國後，容閎上下求索十

數年，最後趁洋務運動之東風，促使清廷決定派

兼論香山人探索晚清中國近代化的路徑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明定國是”，正式開啟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大門。一時

間，國內有志之士風雲際會，紛紛以不同的姿態應對這場資產階級維新改良運動。其中，來自

與澳門一水相隔之香山縣的容閎和鄭觀應尤其值得關注。本文分別梳理了他們在戊戌維新運動

時期的言行，探索其背後的歷史因素，進而考察晚清中國近代化的路徑問題。

出幼童出洋留學，開近代中國官派留學教育之先

河。同時，容閎在教育、工業、外交等洋務事宜

中皆頗有作為，在譯書、辦報、購買槍炮和禁煙

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和貢獻。

幼童留美事業夭折後，維新改良運動嶄露頭

角，容閎逐漸由依附於“洋務”轉而置身於“維

新”。1896年，容閎在上海“籌劃銀行、鐵路

等策”
(3)
 時，結識了在當地醞釀維新變法運動

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他們對彼此的事業都特

別欣賞，容閎的“銀行章程脫稿後，南海甚以為

然，(⋯⋯) 嗣又擬鐵路六條，亦蒙南海稱賞”
(4)
。

同時，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函中也說：“容純甫

在此見數次，非常人材也，可以為勝廣。”
(5) 
可

見，此時的容閎已經成為康梁等維新人士的重要

盟友了。

1898年，“中國政治存亡危急之秋，適維新

潮流澎湃而來”, “光緒帝受此奇異勢力之激動，

遂奮起提倡維新之事業”。年已古稀的容閎“決

議留在北京”，幾乎參與了康梁維新派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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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劃 
(6)
，並竭力影響這場運動的方向。4月，

康有為發起保國會，第一天容閎就到場表示支

持。“百日維新”期間，康梁等人經常徵求容閎

的意見，其在北京的寓所“一時幾變為維新党領

袖之會議場”
(7)
。此外，即如有些學者所言，容閎

在變法前關於銀行、鐵路等各方面的設想實際上

為維新派設計了一個以美國為依托進行全面改革

的方案。康梁等人在容閎的幫助下，把容閎的計

劃草擬成了奏章，欲利用美資成立大公司，全面

變法。
(8)
 康梁等維新派領袖鑒於“江蘇候補道容

閎，少年遊學美國，壯歲又奉使差，久於美地，

前後二十餘年。其為人樸誠忠信，行誼不苟，深

為美人所敬信。若容閎往美召集，必有可成”
(9)
，

故“薦容純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
(10)
。即

計劃推薦容閎赴美借鉅款作為修築全國鐵路、練百

萬精兵、購鐵艦百艘並於各地廣設新式學校和開銀

行等統籌大局的費用，以便實施大規模的變法。

可見，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容閎不斷靠近康

梁等維新派，在“百日維新”期間，他更是積極

參與其中，甚至成為變法計劃的潛在制定者和預

計的實踐者，可謂“百日維新”的重要參與者。

變法失敗後，容閎後來回憶說：“予以素表同情

於維新黨，寓所又為會議場之目，故亦犯隱匿黨

人之嫌，不得不遷移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

海，托跡租界中。”
(11)
 應該說，容閎似有意掩

飾他在“百日維新”期間的實際作用。

二

其實，“同情於維新黨”、“犯隱匿黨人之

嫌”之語言用在容閎的香山同鄉鄭觀應身上似更

為合適。

鄭觀應 (1842-1923)，本名官應，字正翔，號

陶齋，廣東省香山縣 (今屬中山市) 雍陌墟人。鄭

觀應少年時代在父親鄭文瑞指導下接受早期儒學

教育，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奉父命赴滬學商

務”
(12)
。在上海，他先任職於寶順洋行，後成為

生祥茶棧通事。1847年，“上海太古洋行創設輪

船公司，聘為總理兼管棧房”
(13)
。1878年以後，

鄭觀應陸續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

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開平煤礦粵局

總辦等重要職務，為早期中國近代工業的初步發

展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為維新變法

運動營構了部分經濟基礎。

鄭觀應在推動中國近代經濟初步發展的同

時，也不斷地探討中國救亡的其它道路，且陸續

△ 容閎在耶魯大學親書的紀念冊 (珠海市博物館資料室)

鄭觀應 (自中山市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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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思考的結晶凝化到《易言》、《盛世危言》等

著作中。透過這一系列著述，我們清晰地看到，

和同時代的洋務人士僅僅致力於器物方面的細節

末枝的改革不同，鄭觀應很早就把改革的觸角伸

向政治領域。早在1870年代，面對鴉片貿易苦力

販運等問題，年僅二十餘歲的鄭觀應明確提出中

國應該“中西方之間的共通原則”即國際公法，

以務實的態度與各國合作，有效地將這些新時代

的事務管理起來。也就是說要求參照近代國家的

法律和規則，改革清王朝的政府職能，使之順應

時代的變遷而自覺實現近代化轉變。

19世紀80年代，鄭觀應在制度層面的改良思

想更是觸及政治制度的核心，他在〈南遊日記〉

中提到：

余平日歷查西人治國之本，體用兼備：

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

同心，此其體；練兵、製器械、鐵路、電線

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傚其用，所以事

多扞格，難臻富強。
(14)

在這裡，鄭觀應敏銳地指出當時洋務運動之所以效

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於“遺其體”，即僅學西方之

器物，而未悉西方之體制，尤其是含蓄地指出了

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設議院，實行君主

立憲制取代皇權專制的重要性。這實際上暗中否

定了封建專制制度，進而打開了一扇通往徹底政

治變革的大門。鄭觀應的這種思想在當時具有相

當大的影響，甚至被彭玉麟、龔易圖、張樹聲等

晚清高官所接受。
(15)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事實，刺激了

先進的中國人要學習日本改良維新以富強中國的

思潮，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正式走上歷史舞

臺，先後在北京、上海創辦強學會，引領維新變

法運動潮流。此時的鄭觀應多次強調盡快設立議

院的迫切性：“今日本行之勃然興起，步趨西

國，凌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

國可不亟行哉？”
(16)
 這引起了康梁等人的關注和

欣賞，梁啟超編製《西學書目表》時專門把鄭觀

應的《盛世危言》列入附卷 
(17)
 作為維新變法理

論基石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據鄭觀應所言：“康

長素先生在滬閱拙著時，已有此意。”
(18)
 在思

想相近的基礎上，鄭觀應和康梁等人在上海強

學會期間有着相當密切的聯繫，康有為在上海

的部分活動就是他經手安排並陪同進行的，鄭

觀應積極擔當上海與北京強學會的聯繫工作，

以致於有“諸人於滬上交涉為鄭陶齋”
(19 )
 之

說。可見，鄭觀應稱得上是早期上海維新運動

的骨幹分子。

1898年初，德國強租膠州灣，掀起了一股瓜

分中國的狂潮，康梁等人主導的維新運動迅速走

向高潮，出現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的“百日維新”。在這愛國、狂熱、悲憤等情緒

混雜的時刻，鄭觀應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冷靜下

來理性地思考、面對現實。他沒有像上海強學會

時期一樣遽然投身於“百日維新”，而是先試圖

說服康梁等人糾正變法激情中的失誤。對此，他

後來回憶說 ——

當康南海召見時，問弟政治能即變否？弟

云：“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

大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能扶助，能舉

重否？”弟所謂大指者即宣統(光緒)，尾指即

康南海。今不幸言中，亦勢所必然，非妄說

也。
(20)

客觀地說，鄭觀應所言的確符合當時情況，在當

時是難能可貴的。可惜，康有為沒有正視及採納

鄭觀應的意見。

在試圖說服康有為等人失敗後，鄭觀應感到

無奈和悲觀，暫時拒絕了光緒皇帝欲讓他參與變

法的“內召之旨”。此即如他後來所言：“官應

自愧學術荒陋，恐為羊公之鶴，轉負咎於師門。

況大局如此，即由意外遭逢，亦擬藏拙不赴，以

遂草茅之初志而已。”
(21)
 不過，這不等於說是

鄭觀應完全置身於變法之外。他依舊時刻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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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的命運，等待合適機會間接暗中支持維新

派。1898年9月，“百日維新”即將遭到扼殺之

際，鄭觀應得悉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即將到中國且

有意出任變法期間的皇帝顧問時，他敏銳地意識到

可以利用他們所代表的外國勢力做“二、三、四

指”，以增強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變法的力量，

以挽狂瀾於未倒，便馬上致函給李提摩太，表

示“願出北京舟車等費，欲求大駕赴京一行，將

民間疾苦痛陳，應如何改良方合，條陳我政府，

請英公使轉呈”
(22)
，語言中明顯可見鄭觀應對維

新變法命運的關注和擔憂之情，據此亦可知他對

維新變法的真實態度。

“百日維新”最終以失敗告終後，康梁等維

新人士被通緝。對此，鄭觀應痛惜之餘，盡力幫

助落難的維新人士。他成功地勸告康有為的弟子

們離開上海到澳門等清政府無法控制的安全地

帶，並通過何廷光寄錢接濟康有為的親屬，即   

“茲寄上洋壹百元，祈代送其老親(康有為親屬) 

以表弟之微忱。(⋯⋯) 其旅滬之門弟子，弟已勸

離滬。”
(23)
 同時，鄭觀應還暗中阻止盛宣懷等人

緝拿梁啟超等維新人士，以便其順利安全離開。

政變發生後第二天，與維新派有密切聯繫的鄭觀

應得知梁啟超已經在日本得到庇護之後，才以實

情密函盛宣懷 ——

敬密肅者：傾聞梁卓如扮日裝到滬，想小田切

總領事必知確否，今日相見可詢之。不可說聞

於何人，至禱！(⋯⋯) 閱後付丙。
(24)

對於這個密函，有的學者據以認定鄭觀應要

置梁啟超於死地 
(25)
，更多的學者認為此尚不能

成為鄭觀應反叛維新派、加害梁啟超的證據。
(26)
 

筆者認為鄭觀應在此信函中不僅告訴盛宣懷有關

梁啟超的行蹤，更強調梁啟超受到日本人保護的

實情，意在用日本勢力涉入的事實讓盛宣懷知難

而退，且要求盛宣懷燒燬信函以暗示加以保密，

防止其他清廷官員知曉後對梁啟超不利。次日，

盛宣懷收到上海道蔡斌要求協助緝拿維新派人士

的命令後，果然沒有盲目行動，更沒有把梁啟超

的行蹤告訴蔡斌等人，梁啟超也因此躲過了這一

劫。實踐和言論均能證明，鄭觀應的這個密函不

僅不能說明他有加害梁啟超之用心，反而揭示了

他有意在保護梁啟超並取得了預定效果。

三

戊戌維新運動是晚清中國近代化歷程中的重

要座標，容閎和鄭觀應這兩個香山人在其間的言

行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的差異。在異同的的

背後，蘊涵了他們作為香山人探索及推動晚清中

國近代化的不同路徑。

容閎和鄭觀應均出身於臨近澳門的香山縣。

澳門在明朝中期成為葡萄牙人的據點，其政治、

經濟、文化、軍事、宗教等方面多照葡人社會文

化理念出現西化的變革，成為遠東第一個初步實

現近代化的飛地。在澳門附近的香山人近水樓臺

先得月，成為中國率先沐浴歐風美雨而直接接觸

西方近代文明、進而較早趨向近代化的地方。不

過，香山縣各個地區、各階層民眾受澳門的影響

程度不一，不同區域、不同層次的人在中西文化

交流和固守鄉土傳統之間的選擇不一樣。與澳門

僅有一水之隔的南屏一帶受西方文明影響較大，

出生於此地的容閎家境貧寒，其父去世後“身後

蕭條，家無擔石”
(27)
，缺乏正規傳統儒學教育的

家學根基和起碼的經濟實力。馬禮遜學校在澳門

的設立為容閎打開了通往世界的道路，引導着他

走上幼年便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進而留學海外的

道路。而鄭觀應所在的雍陌墟離澳門雖不遠卻隔

着山嶺荒野，受西方文明影響程度不如南屏。而

鄭氏曾祖、祖父皆有相當的傳統文化素養，但“均

不屑以尋常摘句為能”而棄儒從商。其父鄭文瑞

早年“澹於進取，敝屣科名”
(28)
，後到上海做買

辦，在鄭觀應八歲時回鄉設帳授徒，宣講傳統文

化，“嘗刻《訓俗良規》、《勸誡錄》等書，貽

贈鄉里，或為人講解，聞者化之。”
(29)
 在這種

背景下，早年的鄭觀應“自幼從海舶遍歷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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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羅、新加坡等處，熟悉洋務”
(30)
，同時在父親

的指導下進行傳統儒學教育訓練，接受傳統文化

薰陶，當其“年十七，小試不售，即奉嚴命赴滬

學賈”
(31)
，走上買辦商人道路。

早年的不同經歷使他們在探索救國道路上各

具特色。容閎率先跳出封建中國文化的禁錮，留

學海外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經受美國社會的薰

陶，形成了“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

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32)
 的信念，為中國近

代化預先設置了一個外在的目標體系，即希望以

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改造中國，以使之成

為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富強國家。這成為他一

生行動的基點，這個基點一開始就跨越了器物層

面而直向以再造西方文明為指歸的全面近代化。

後來，在他與太平天國、洋務派人士、維新志士

合作時，其關注點都是圍繞這個目標，堅持利用

時機提出與完善這個目標，不斷思考能否實現這

個預定目標、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為了實現這個

目標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天平天國時期，他上書

建言七策，初步描述了其藍圖，然而看到天平天

國天王“洪秀全於應試落第後，得失心盛，殆成一

種精神病。神智昏聵中⋯⋯昏聵中構成之幻想，乃

自信為真”，深陷一種自閉的宗教信仰狀態而不

問政事；而其他領袖人物“品格與所籌劃，實未

敢信其必成”，其軍隊“無賴之尤，既無軍隊紀

律，復無宗教信仰，即使齊之以刑，不足禁其搶掠

殺人之過惡”，斷言他們即使最後取得勝利，徹底

推翻了清王朝，也不過是“一姓之廢興，於國體

及政治上無重大改革之效果”
(33)
，壓根沒可能幫

他實現自己的目標藍圖。洋務運動期間，經歷天

平天國教訓的容閎暫時收起其目標藍圖，致力於

發展留學教育，試圖寄希望於眾多新的留洋人材

共同努力實現之，同時在銀行、鐵路等方面提出

系列的近代化建議。維新變法運動期間，離開中

國十數年且年已古稀的容閎，從張之洞那裡失望

歸來後已感到時不我待，急切地抓住了康有為、

梁啟超等人提供的機會，直接跨過了變法是否成

功的問題，而轉向變法成功後如何規劃才能實現

富強中國的問題，於是這才有了他積極參與“百

日維新”的景象。

鄭觀應經商之餘密切關心國政民生，不斷探

索救國道路。基於時代因素使然，鄭觀應在探索

救國過程中，也學習吸收而且頻繁借鑒西方經

驗，甚至呼籲不要僅學習西方之器物，更要學

習西方的政治體制，成為最先將學習西方文化的

觸角深入政治層面從而促進中國政治體制近代化

的先知之一。但與容閎不同的是，鄭觀應的出發

點是如何改變國內慘澹腐朽的衰敗情況，傾向於

挽救中國於水火之中，而非意在致力於構建西式

社會。其實，西學在終生未出過國門的鄭觀應那

裡從來沒有成為內心的信仰和預先規劃的模版，

商人的務實作風決定了西學在他那裡始終祇是解

決中國問題的工具，即“對西洋之興趣，則集中

於各國所以致富之原由”。據此，筆者認為我們

應該將鄭觀應的“中體西用”、“道為本，器為

末”中的“體”和“道”理解為能否解救中國當

時困境的實用性。西學的運用要符合這種實用

性，否則“世變無常，富強有道”
(34)
，西學如果

失去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實用性，肯定會被鄭觀應

毫不猶豫地淘汰掉。

正是由於鄭觀應看到了西學，尤其是西方政

治體制對解決中國問題的實用性，他才能中肯地

批評洋務運動，推動維新運動的到來，甚而積極

參與早期維新運動。然而，鄭觀應畢竟不盲信西

學，他的出發點在於解決國內的問題，這不僅是

一個是否具有實用性的問題，更是一個是否具有

可能性的問題。他審時度勢認為西方議院等政治

體制在中國暫時沒有充分條件實施時，便冷靜地

面對現實。這應該就是鄭觀應沒有廁身“百日維

新”的原因所在。

容閎傾向於一種對外在文明的先天認同，進

而充當了外部世界誘導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史角

色。而鄭觀應的探索則是晚清內部人士逐漸覺醒

和蛻變的典型。他們所代表的兩條近代化路徑在

維新變法運動時期交集起來了。康有為等人將容

閎的近代化圖景寫入奏摺，轉化為中國歷史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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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容閎的外部誘導作用正式

深入到中國高層和智識界，表面上實現了其預定

目標。而維新變法運動宣導君主立憲，將改革的

觸角深入政治核心領域，不僅初步實踐了鄭觀應

的變法思想，亦是國內人士之覺醒和蛻變從鄭觀

應等少數先知擴展到多數國人的重要表現。

然而，在這似乎實現了他們理想的時候，容

閎鼎力支持的“百日維新”僅過了百餘天就以失

敗告終，鄭觀應則提前看破紅塵，表現了無奈和

消極的悲觀。這種矛盾的根源在於當時保守落後

腐朽勢力的存在，其反動和頑固已成為晚清中國

近代化發展的瓶頸。問題的解決祇能是打倒這些

腐朽勢力，瓦解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對此，新一

代香山人孫中山和唐紹儀接過容閎、鄭觀應的歷

史接力棒，一個在外領導反清革命，一個在國內

消釋清廷統治的封建根基，終於推翻清朝統治，

創建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

國，兩人亦分別出任首任總統和內閣總理，推動

着中國近代化道路走向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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