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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

李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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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郑观应开始对中外关系和维新变革等重大问题进行长期、系统、深刻的思考，并针对

自强、权力和均势等关键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系统的现实主义思想。 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的关键是自强，强调学

堂为先、人才为本，认为只有外争权力、推行均势才能自保。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反

映出他对时局较为理性的认识，亦是其维新变法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进行全面考察，为我们

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时代先进如何应对民族存亡困局提供一个个案和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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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利益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其实质是一种

基于国家力量的权力关系。 尤其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在现实主义思想看来，斗争和冲突是基

本特征，且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理念截然不同。 正是由于

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利益和国家安全，所以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晚清时期，一部分试图以变革挽

救民族危亡的有识之士的思想主张，不约而同地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中的一些观念、看法产生了关

联，甚至有相通相似之处。 作为晚清重要的维新改革思想家，郑观应围绕富国强兵提出的一系列主

张暗合了西方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部分核心理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不断加剧的内忧外患，洋务运动兴起。 这段时期，随着郑观应转任太

古轮船总买办，其经济地位迅速提升，辅以赈务、政论，使他在上海滩名声渐起，并成为在沪香山买

办的代表人物之一。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郑观应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如何与列

强相处等宏大命题，相继出版《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并逐渐形成以自强、权力和均

势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想，为他日后形成完整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观应认

为，国际社会的“公法”是“虚理”，只有自强才有资格谈“公法”，所以他强调中国“唯有发愤自强，方
可得公法之益”。① 此外，郑观应论证了权力是决定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核心要素，指出“弱肉强食心

理无，唯有权力为英武”，②认为中国应加强经济和军事力量。 除了权力，郑观应亦将均势作为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甲午前后，郑观应的“抗日”和“联日”主张是其均势思想的具体体现，
反映其出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进而改变“抗”“联”主体的倾向。

关于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 不少论者从郑氏诗歌角度，系统揭示

郑观应部分诗作的现实主义思想。③ 刘然玲对郑观应的国家理念及意识进行探析，认为郑观应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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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郑观应：《保主权》，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５９ 页。
参见龚刚：《百年风华：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花城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７ 页；方志钦：《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

《岭南文史》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龚刚：《心慕“神韵派” 　 诗多“杜陵篇”———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北京联合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等，其他不再赘列。



位实业救国、注重发展的现实主义者。① 钱寿根和王伟伟强调郑观应较早认识到边海防的意义。②

陈峰论述了郑观应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便开始以现实主义对待时局，并主张向西方学习。③ 郝延平认

为郑观应以现实主义应对西方冲击，强调郑氏重视议会制和工商业。④ 夏东元强调郑氏的核心思想

是“富强救国”，意图通过改革将中国从落后转为先进，认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
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是郑氏的思想核

心。⑤ 易惠莉提到，郑观应论述了战争与西方富强间的因果关系，郑氏解决了德与力、义与利的矛盾

冲突，并基于历史和现实提出“世变无常，富强有道”的论点。⑥ 此外，亦有学者从教育、军事、政治等

角度对郑观应相关主张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大多限于郑氏富强救国思想体系框架，较少学者从国际

关系的角度研究郑观应的思想。 由此可见，学界对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的研究多置于情感、文化、
制度等宏观叙述，尚未深刻阐述郑氏在思考中外关系以及中国命运时，所持现实主义思想的关怀与

实质。 鉴于此，本文尝试对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研究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　 自强可解中国之危机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即缺乏合法权威，因此国家需要采取自强战略来

确保国家利益和生存。⑦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意识到

向西方学习迫在眉睫，以“求强”“求富”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开启，其部分观念和思想认识亦契合了

西方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些主张。 １８７０ 年前后，郑观应开始撰写《易言》，明确其写作目

的为：“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⑧１８７４ 年日本妄图侵略台湾，他在

《易言》之《论边防》篇写道：“倘中国不能自强，将效尤而分西人之利薮”，⑨并详述中国急需自强之

处，认为“中国复奋发自强，则苞桑永固矣……夫控远为筹边之要，自强即不拔之基，因时制宜，有备

无患”。�I0 １８７５ 年，在《易言》之《论公法》篇中直言“世变无常，富强有道。 ……力行既久，成效自

征”。�I1 １８７６ 年，在《易言》之《论火车》中强调“唯自造而自用之，然后行止之权自我而操，工费之需

不流于外，省之又省，精益求精。 庶中国富强之转机在此一举矣”。�I2 此类自强论述在《易言》之《论
水师》《论火器》《论机器》等篇章亦着重论及，足见当时郑观应对于自强的极力推崇。 此后，郑观应

又多次述及自强问题，并将实现自强的路径聚焦于人才、制造、制度等方面，其中特别的变化是他开

始关注西方议会制等重大政治体制问题。 １８８３ 年，郑氏在《拟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中认为

“迨光绪初年大会，见俄国艺院新制机器，始师其法……所出学生俱能运用巧思，创造新器，精益求

精，奇材日出，国家借以富强也”。�I3 １８８４ 年，在《复香港大书院掌教霍见拿论中外时事书》中强调

“（中国）拟仿西法设工艺并水陆军书院，教育人材，奏设海军，招商开矿，铸炮造船，创开铁路，或设

议院，以冀有利必兴，有弊必除。 诚能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何虑中国不及泰西各国之富强乎”。�I4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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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然玲：《文明的博弈：１６ 至 １９ 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３７ 页。
钱寿根、王伟伟主编《国防法学》，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４２—１４３ 页。
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９１ 页。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２５２ 页。
夏东元：《郑观应传》“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 页。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２２—１２４ 页。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６７—６８ 页。
郑观应：《〈易言〉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第 ６３ 页。
郑观应：《论边防》，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１１６ 页。
郑观应：《论边防》，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
郑观应：《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６６ 页。
郑观应：《论火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８２ 页。
郑观应：《拟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１９ 页。
郑观应：《复香港大书院掌教霍见拿论中外时事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第 ５８１ 页。



历了 １８８４ 年上海的经济风潮后，尤其是郑观应隐居澳门期间，他对于自强问题的思考更加聚焦且深

入。 １８９２ 年，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言道“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

法”。① 《盛世危言》一书中，《游历》篇认为“今之谈富强者，动曰军火宜备也，铁路宜开也，制造与工

艺宜兴，矿产与商务宜振也”；②《开矿》篇认为“历考泰西各国所由致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③《吏
治》篇强调变法自强，《游历》篇论及上下一心是自强之基，《公法》篇认为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通
使》《商务》篇谈到通使和商务在自强中的作用等等。

综合来看，郑观应认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
（一）人材为本，学堂为先。 郑观应认为国之兴衰系乎人才，④近代英、德、法、美等国崛起与重视

教育密切相关。 上述四国让其国民从孩童始即入校学习，使国民有专师循循指导。 专师所教自简

至繁，故学生之智日积。 泰西各国教育规制大略相同，学校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等级越高者，科目亦

渐多。 贫者，免出脩脯。 无论贵贱，男女从小学堂始学地图、历史、数学、文理、物理和化学等。 小学

毕业后入中学堂。 中学堂毕业后入专科学校，并由学生自行决定习武或者习文。 专科毕业后，其愿

再学者入大学堂去研习所好科目之奥义。 西方各国的人才均是通过专家逐级选拔，从粗贱之事试

之，期满功成后授之职。 技艺学问讲究实事求是和实践之效。 以至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⑤

郑观应认为，与泰西各国相比，“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

校以养教习之才”，⑥教师终身教五经与古文、从事章句之学，不通政治、历史、天文、地理等。 因此中

国文士专好八股文，不解西学，所专不能安国家。 郑观应建议中国亟宜仿西方之教育制度，用以培

养人才。 此外郑观应亦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系，并根据日本教育体系，提出具体改

革意见，欲借此达自强之目的。 其在《西学》篇中指出，“日本幼孩已得教训，与泰西不甚相悬”；⑦在

《盛世危言·学校》中也直言效仿日本教育体系，建立小学和中学等新式学堂以培育各类人才。⑧ 对

于具体措施，郑观应提议清政府可效仿日本设立文部大臣，并分派责任，强调应聘请中外专家选译

有用书籍分发各省使用。
（二）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 郑观应认为西方的强大与其发达的报刊业及其媒体监督

作用关系紧密。 郑观应观察到西方国家的报刊数量数以千计，西人无人不看报，老少皆知各国事

务；报刊所论之事褒贬严格，不法之徒不敢为非作歹；西方报刊将议院决定、议员建议、外交事宜、国
家政策、国内外商贸情况等皆登于报上，让国民了解国家各种情况；议会和报刊相辅相成，以国民共

同的价值取向作为评判议员建议的标准；通过报刊选取有实才的议员，赏罚分明，人才辈出，竭其忠

诚，国之兴也。 因此，报刊也是国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之有效途径。 同时，报刊的实效性好于政府

官书，也是官与民沟通的重要渠道。 因报刊有助于自强，西方各国往往通过免除纸税来发展报业。⑨

与西方报刊业相比，中国的报刊业仍处于萌芽阶段，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通商口岸的报刊则均

为西人主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媒体喉舌掌握在西人手中，因此每遇中外交涉之事，这些西人控制

的媒体颠倒是非、造谣惑众，令中国在大众媒体中失声，不利影响明显。 对此，郑观应建议由华人主

笔在沿海各省建立报馆；凡是有助于自强之事务皆应及时见报，例如各国政事、兵制变迁、商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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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１２ 页。
郑观应：《游历》，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１５９ 页。
郑观应：《开矿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４７３ 页。
萧永宏：《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对于西方的教育制度，郑观应在《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和《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等

文中有详细论述。 参见郑观应：《学校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３１—４０ 页。
郑观应：《学校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４７ 页。
郑观应：《西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５２ 页。
参见郑观应：《学校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４６ 页。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日报上》和《日报下》篇中对日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 参见郑观应：《日报》，夏东元编《郑

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１２２—１２８ 页。



法、官员过失、议员政策建议等；报刊主编应秉公无私，摆袖却金，若徇私舞弊、混淆是非则须严惩。
此外，郑观应提出订立章程以保护报业，并给其一定自由权；先向沿海地区已有西式报刊学习，后创

办由华人任主编的报刊，最终推广全国；在累积经验创立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后，中国在中外交涉中

才会拥有更多话语权。①

（三）建立以议院制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 林则徐的《四洲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

的《弢园文录外编》、汤震的《危言》以及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都在不同时期对议院制度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叙述。 但在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议院思想并未在社会引起波澜，直至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一批出洋外交官关注到西方的议会制，议院思想才引起一定的关注。 郑观应旗

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效仿西方议会制，他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讨论议院，撰写了《易言·论议政》与
《盛世危言·议院》等篇目。 郑观应主张推行议院制，认为议院制优于君主专制。 在郑观应看来，君
主专制使得社会只知利己不知爱国，致使国家日益积弱。 实行议院制后，民众通过议院行使权力，
议会限制君主权力，民主所求所需被充分尊重。 议院制符合“民贵君轻”的传统观念，秦国推行的君

主专制使得国人日渐忘记“三代之制”，在郑观应看来，议院制其实是“三代之遗风”，推行议院制不

过是恢复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而已。 郑观应肯定议院的作用，认为日本及西方强大之原因不仅在

于坚船利炮，更在于议院。 若只追求军事力量，忽视议院，则难以实现富强。②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所倡导的是调和式的君主立宪下的议院制，主张“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

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③ 其所设想的议院制偏向君权，“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

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④ 有其时代和思想局限。

二　 国家权力决定国家利益

作为认识国家行为的核心概念，权力被定义为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实力的总和。⑤ 对于权力，郑
观应指出，“夫各国之权利（力）……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⑥郑观应认为国与国在订立合作

意向时，表面本着互利的原则，实则权力决定利益。 两国权力相当，则利益相配；若强弱相遇，则强

者为尊。 他指出：“唯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 若一强一

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⑦“弱者事事循理，迫于势也；强者事事挟势，恃其力也。 ……各国皆

怀幸灾乐祸之心，冀邻国之弱，而不愿其强，以弱则易就范围，而强则难争利便……诚如春秋之世将

变为战国仅存强大者而已”，⑧“古今诸国莫不弱肉强食、虎视鲸吞”。⑨ 郑观应从强与弱入手，解析

国际体系规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为决定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核心因素是权力，其所论之

权力涵盖电报、借债、矿产、铁路、税则、纺织、邮政等，而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

则为维护国家权力之重要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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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必须以军事力量做后盾

“各国莫不讲求武备，诈力相角……可见理绌于势，则公法亦不可恃。”①郑观应认为各个国家都

在极力发展军备，各国之间欺诈和暴力盛行，在此国际环境下国际公法是无力的。 对于甲午战败，
郑观应认为原因在于：中国重文轻武，不重视和平时期培养精兵良将；将帅专业技能素养欠佳，不谙

兵法，无勇无谋；军队奖惩制度不完善，因赏金过低侦察兵未能尽职，战中未增加士兵口粮，更有甚

者作战胜利后不加奖励；军纪不严明，将帅不战前督战，作战士兵贪生怕死、望风而逃；各军营一盘

散沙，军营名目众多，每遇敌人各自为营、苟且偷生；兵与将、将与帅之间拉帮结派、离心离德、水火

不容，将领克扣下属军饷；面对漫长的边防和海防线，边防战略不清晰。②

反观西方国家，其拥有选拔军事人才的科学体系，与中国的兵制差别巨大。 预备武官需要先入

学堂学习数学、兵志、兵法、外语等知识以提高素质，考试选拔优秀之人才再入军事学院学习，之后

到部队实操训练，久经沙场考验后方能当选将帅。 西方社会以入伍为荣，士兵退伍后仍享有一半军

饷保障其生活，解决其后顾之忧。 鉴于此，郑观应主张“朝廷亟宜讲求认真仿办，以御外侮”，③建议

仿照西式制度建立科学的军事体系。 一是，各省依据自己的自然环境条件建立相应军事学院，聘请

兵法、地理、历史等专业教师任教，从军事知识和实战演习两个维度考核预备武官。 二是，学堂应按

将帅、中级军官和士兵三个等级培养人才，按其岗位教授不同技能。 三是，学院应重视训练士兵的

力量，严明军纪，培养团队荣誉和精神。 四是，军事学校应教授耕田、木工、挖掘等技术，借此帮助军

队广开财源、减少开支。 五是，划分海区加强海防，各海区相互配合、互通有无，以解决中国海岸线

长、难守易攻的问题。 六是，加强军事基础建设，在战略要地建设炮台、堡垒和水雷等防御设施。 此

外，根据实战需要改进武器设备和作战方案，铁甲船虽防御力强，但吃水深、行驶缓慢，应与改进后

的蚊子船、快砰船相配合进行作战。 七是，建立军事演习制度，各军种按其特点依据实战要求按期

进行军事演习，演习过程中强调配合与合作。 八是，将领务必知己知彼，熟悉敌我之人、马、财务、地
势、常用战术、兵器杀伤范围等。 最后，奖罚分明，提高士兵军饷以及战伤、战亡士兵的抚恤金。④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⑤郑观应强调加强军事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中国的危机。 １８７３
年《救时揭要》刊行，郑观应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中认为“诚如是，整顿军威以保社稷，复取西

洋各国之兵法裕国足民，成充国用，而富强之道不亦伟哉！ 因势利导，转弱为强，愿天下有心人，研
思而深体之”⑥。

（二）商务经济是国家兴旺安定的根基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⑦“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 ……凡

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 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夫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
无商何有税？ ……苟不留心商务，设法维持，他日必致税商交困而后已。 ……斯历代之所由衰乱

也。”⑧“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 然富出于商……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
兵卫商。”⑨在郑观应看来，先富才能图强，强才能卫富，强与富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郑观应认为西人通过商业活动追求富强之术，其总结西人经验如下：设置商部大臣管理商业事

务；任命驻外领事保护本国在外利益，并派军舰造势；政府定期考察物产丰欠、进出口和销售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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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动态了解本国的商业情况，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本国利益。 “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①郑观应

认为欧洲各国之所以强盛，重商、通商、兴办商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郑观应特别推崇德国和日本

的商业政策。 比如德国为解决税务繁多和劫匪掠夺引起的贸易折损问题，特别建立商会，借此订立

条约、互通有无、互相保护，如遇盗贼和不公则齐心协力共抗劫匪和强权，又可合力上书政府取消不

利之商务政策。 商会使德国商务振兴，后西方各国效仿之以图富强。② 又如，明治维新后日本领悟

到国富兵强之要在通商，因此讲究机器制造、种植、矿物等学，以趋通商之利、避其害。 经郑观应梳

理，日本振兴商务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为：派大臣游历各国，学其各种学问；仿照西方在国内设立商

务部，帮助亏损企业；讲究机器、仿造各国洋货，出口国外；修改税收条款；营造商业氛围等。③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保护国家利益，必须重视发展商务和推行商战，促进国家利益和商务相辅

相成。 对此，他主张：中国须仿照西方制定商律维护公正和保护经济，经营商务需到地方注册，并对

外公布股东和股本信息，公司总办需熟识商务，员工要求人岗匹配，官员不得随意举荐公司所用之

人；政府应依据公法行使中国定税之权，撤销厘金，增加关税，以扶植本国商机；开办机械、技术和自

然科学等学堂以启发商智，罚虚伪之行、赏诚信之举，以达可持续之目的；开设银行增强商力，银行

支持各行各业，以达流通之利；派遣领事、修改洋税以保商权，洋税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外

国主权干涉。④ 此外，政府还要极力讲究制造之术、翻译实用之书、传播国外先进技艺；探寻才子用

于创立公司、制造机器、商务学堂和开采冶炼；鼓励保险等金融业务；物质或精神奖励商务精英等。⑤

关于商战，郑观应提出要以丝和茶等优势产业为先导，给予优惠政策，大力扶植发展，继而发展

其他行业以深入推行商战。 当然，郑观应也认识到人才和教育对商务的影响，主张中国亟宜仿西方

之教育制度培养人才，由浅入深之法设立人才培养计划，奖励并录用回国效力之人才，并设立工艺

院教授机器制造、织布、化学等科目。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涉及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认
为列强入侵中国的根本目的和最大危害在于经济。 因此，郑观应主张推行商战进行反击，并且论证

了国家利益与商战的关系。 在运用商战思想的同时，郑观应强调中国应大修政令、变法自强，以增

强内生动力。 总的来说，郑观应推行商战思想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其主张博采各国商务之

亮点，聚焦企业管理、政策支持、产业先导、人才培养、先进工艺、金融保险等重点环节，兼具实操性

和灵活性，与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振兴经济以图自强的浓厚氛围颇为契合。
郑观应之国家权力思想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重兵战”到“重商战”之过程，这与洋务运动初

期，“求强”到“求富”步调几乎一致。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观念得到强化，洋
务派开始筹办招商局、矿务局、机器织布局等为军工业提供资金支持。 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清政

府开始利用私人资本发展工商业，社会出现“官督商办”的经济形式。 在此情形下，郑观应发表《论
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论述其观点。 郑观应认为官办企业花费巨大，且成效甚微，故反对“官督商

办”，支持“商造”。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基于西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商业经验提出反对官办

企业，认为以官僚权威为核心的官办经济体制违背经济规律，市场经营模式应以经济法则、专利制

度、人才激励机制等为核心。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力迅速提升，日本的成功引起郑观应的关注，他注意到

“年来日本机器织厂日增，所织各种棉布运入中国销售者亦日见其夥”。⑥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郑观应

介绍日本已用机器织布，⑦注意到日本纺织业在工业化加持下产量和出口量成倍增加，“将来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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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 则外洋

之利权既为欧西所夺，而内地之利权又将为日本所夺矣！ 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
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① 郑观应呼吁中国效仿日本，重视商

业，实行商战。 此外，郑观应还详细介绍了日本重商和卫商措施，涉及效仿西方重订税则，他国较本

国税重；将各国通商范围限制在外埠；本国人验收来往货物；关税机构人员皆为本国人；通商诉讼案

件由本国官员审判；设立本国商务局及联盟以团结阻止不公之交易等。②

与兵战相较，身处商界的郑观应更强调也更擅长商战，强调商业是国家富强的支柱，图存、自
强、致富、工商之间须相辅相成。 数年外商交往和竞争经验使得郑观应认识到商战对于保护提高国

家权力的重要性，洋行的经验更是使得郑观应洞悉了外商进行商战，尤其是商业竞争与谈判的方法

与技巧，他在招商局时期同太古和怡和所签订的“齐价合同”③与相关合法竞争协议足以证明郑氏商

战思想的实践性。

三　 均势是基于中国落后现状的最优选项

现实主义不仅强调权力，亦重视将均势作为国家安全的支柱。④ 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更

是日益严重，西方列强侵略日盛，国际社会虽有公法，但“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
公法可言也”，⑤“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⑥郑观应领悟到“公
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⑦ 面对强国，公法无力，但各国主权不

可侵犯则是公理，所以郑观应特别强调并重视均势，从而产生了浓厚的均势思想与倾向，指出“良以

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⑧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

看，均势是用以防止霸权产生或者弱国自保的一种对外政策或者机制，均势手段也的确在个别弱国

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可能，郑观应以日本作为其均势思想实践的核心国家。
日本与中国相邻，中日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郑观应关于日本的均势思想涉及朝鲜、
俄罗斯、英、德、美、法、荷等多个国家，且随历史进展呈动态发展趋势。 郑观应关于日本的均势思

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甲午战争前之“抗日”，甲午战争后“抗日”与“联日”共生之双重面

相，八国联军侵华后之“联日”主张。 关于“抗日”，在甲午之前郑观应认为应牢牢控制朝鲜，从而稳

定东北局面。 他认为朝鲜与东三省相连，并且世代与中国和平共处，不侵不叛；朝鲜自然资源丰富，
但国小且弱，郑观应认为日本对朝鲜图谋已久，中国必须保朝鲜以图稳定东北。⑨ 除了日本，俄国亦

伺机攫取朝鲜。 故郑观应在 １８９１ 年指出：“独力当俄、日之狡谋，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锋锐，此连

横之策不可不讲也。 ……结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联盟则与俄、日势均力敌。”�I0郑观应认

为俄国东进后会夺取英国在亚洲的利益，西进后更会威胁英国。 对此，郑观应认为英国和中国拥有

共同的战略需求，并提出中国与英国合力共同对抗日本和俄国的均势思想。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认为各国有各自的战略需求，并采用均势思想以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谋求在中国的最大利益。 如英国担心其商业利益受损因此不愿意中国被侵犯，德国担心俄国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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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进一步侵略行为会威胁德国的在华利益。 因此，郑观应在《边防二》中主张“我中国欲仿远交

近攻之法，宜速结英、德、美以拒俄、日”。①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郑观应摒弃两次

鸦片战争的历史伤痛，提出联合英国对抗日本和俄国的均势思想。 一方面，郑观应的主张体现其现

实主义思想。 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而生存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也就是说谋求国家生存优于

过往历史和意识形态。 相较于日本和俄国，郑观应认为英国会因担心既有利益被侵犯而的侵略性

较小，因此提出联盟主张。 另一方面，中国与过往侵略国的联盟是其寻求自我保存下的无奈之举。
郑观应重视自强，但甲午战争的结果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且此时中国已经处于被英、德、法等

帝国主义瓜分的边缘，中国急需寻求权力平衡之道，郑观应据此明确提出联日联俄主张：“中、俄、日
可世为婚姻之国，合力以驱逐英、法、荷”，②“中国宜开诚布公，勿念前仇，亦与日合，以践兴亚会之

约，庶不为西半球各国所侵害也”。③

庚子事变后，面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绝境，郑观应重提其联日观点，“为中国计，亟宜变法自强，
结日联英以拒俄法”，④“中、英、日合，非但朝鲜及中国边省可固，即日本与英之属土亦固，东方太平

之局不难保矣”，⑤当时的国际局势促使郑观应寄希望于日本从大局观出发思考中日未来。
又如，郑观应呼吁“为今变计，莫若联俄以制英……中、俄之势联，而后日人乃不敢肆其陵侮，

英、法亦不敢行其觊觎”，⑥“结英、日以拒俄，如日有异心则结英、德以拒俄、日，如法有异心则合英、
德、美以拒俄、法、日，以期保护东方商务，彼此均有裨益”⑦等等，可以看出，郑观应强调并重视根据

不同国家的不同关系，在各国之间寻求“合从、连横”。⑧

除此之外，作为一位善于交际的绅商，郑观应在政界、商界、学界、中外等都有着广泛的交流网

络，使其得到许多日本侵略信息，郑观应多次向盛宣怀报告，其中不少体现了郑氏的均势思想。
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多次就日本军事动作电联盛宣怀，“日本已有兵一千五百名围困朝鲜京

城，有兵四千据守仁川，恐我国之兵不易前进”。⑨ “恐其不依公法，或乘时击我师船，阻我运兵上

岸”。 郑观应向盛宣怀提出联英抗日之建议，认为“未宣战遽伤英船，想英使必与之理论也”。�I0 在

此之后，郑观应提出提防奸细、不买日本商品、禁止日本人用中国电报局等《管见十条》来抵抗日本

侵略。�I1 同时针对社会盛传日本之兵舰较中国多强，郑观应在调研后发现“有兵四五十万之多者，皆
虚声恫喝之词”，�I2认为日本军舰与中国相差无几、兵力则不如中国，这使得原本低迷的士气得以提

升。 １８９４ 年大连、旅顺失陷，同李鸿章等不同，郑观应坚决反对投降，以“战、守、备”三策应对。 其

中，“备”指的是在封河之际尽快订购外洋之快船、枪炮和弹药，并抓紧实战演习，“以为明春大战复

仇张本”。�I3 翌年，日本侵略威海之时，郑观应致书盛宣怀“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

方”，�I4认为民团可以提升兵力以增加均势之可能性。
甲午战后，取得巨大战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暂时采取温和手段，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政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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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支持中国维新变法的态度，获得众多朝野人物的好感，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
蔡钧、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等人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 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

“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① 黄遵宪在甲午战争后就寄希望于中日友好，认为中日同

在亚洲，唇亡齿寒，应共同抵抗西方侵略。 康有为亦一厢情愿地说：“考日本昔为英、美所凌，其弱与

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湾，灭琉球而制朝鲜，得我偿款二万万？”②

综上所述，列强对中国的无理侵犯证明国际公法的无力，这使得郑观应等产生和提倡均势思

想。 郑观应的均势思想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并在提倡均势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加国家权力，认
为较强的国家权力才能确保公正。 与此同时，郑观应的均势思想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其主张联盟的

对象随着国际局势的走势发生改变，但在此过程中处处体现其追求国家安全和权力的核心特征。
此外，郑观应主张根据国家现有及未来的国家利益决定联盟对象，利益相同则联盟，利益相背则对

抗，这也凸显了均势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即均势是通过不断地转换联盟关系来实现权力的平衡。

结　 　 语

郑观应以自强、权力和均势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意识和思想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及历史渊源，他
通过一些维新变法理论思考与具体实践，形成了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而现实主

义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自强、权力和均势等维度，从
当时中国的弱势出发，通过对现实的剖释强调了这三个维度的重要性，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体
现了郑观应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也反映出他厚重的爱国情怀。

作为晚清时期维新思想理论建构与传播的旗帜人物，郑观应的维新变法思想，尤其是他以自

强、权力、均势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想，在晚清对政、商、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代表作《盛世危

言》不但启蒙了那个时代，还为后世提供了思想启迪。 面对困局，郑观应为以李鸿章、张之洞、盛宣

怀等为代表的清廷洋务派重要官僚群体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改革和决策建议、意见，其中相当部分

的真知灼见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举措。 不仅如此，作为晚清许多重要洋务企业的直接管

理者和经营者，郑观应还将一些自己的改革设想直接付诸于企业具体实践，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践

性、可持续性和应用性，为中国近代化和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的论述着重在介绍和论证思想以及具体实践上，但未将其真正置于

现代国际体系中进行进一步剖析，致使其该方面思想缺乏深度，与现实仍有不小的差距。 此外，郑
观应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中国这一个主体上，未对现实主义进行纲领性、普遍性的陈

述，也未进行概念化。 最后，郑观应的均势思想，无论是联英、联俄、联日，或是与其他国家联盟，在
列强环伺的背景下，都不可能取得预想中的效果，他的均势思想即便实施也不可能得到帝国主义列

强的真正支持，注定无法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郑观应均势观念的时代局限性和思想局限

性。 当然，作为近代旗帜性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的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等都产生了重

要影响，其符合当时时代需求的现实主义思想仍是领先于那个时代并能够给人以启迪的。
（责任编辑：杜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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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ｗ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ｕｂｏ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ａ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ｕｈｕａｌｉ” ｉｎ Ｙｕａｎｓｈｉ ＤＯＮＧ Ｒｕ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ｕｈｕａｌｉ （Ｍｕｑａｌｉ）” ｉｎ Ｙｕａｎｓｈ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Ｄｏ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ｓｈｉｊａ （Ｔｈｅ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ｄ Ｄｏｎｇ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ｌｕ （ｖｅｒ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Ｙｕａｎ'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 Ｒ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ｉｇｎｓ 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ｂａ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Ｓｉ⁃
ｃｈｕａｎ ｒｉｃ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ｒｅｉｇ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Ｑ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ｒｅｓ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ｒｉ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ｃｌｅ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ｒ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ｓ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ｂ ｏｆ ｒ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ｎｇ Ｔｏｎｇｓｈｕ， Ｙｕａｎ Ｊｉａｓ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 Ａｒ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Ａｎ⁃
ｑｉｎｇ，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ｈ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Ｗｅｎｇ Ｔｏｎｇｓｈｕ，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Ａｎ⁃
ｈｕｉ， Ｙｕａｎ Ｊｉａｓ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ｎｖｏ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 Ａｒｍ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ｏｒｃ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Ａｒ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Ａｎｑ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ｓｏ ａ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ｙｉｎｇ ＬＩ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ｙｉｎｇ'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２１） ｌｏｎｇ，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ｕ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ｉｎ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ｒａ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Ｚｈｅ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８６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ｓｔｙｌ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ｗａ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ｕｎ⁃
ｄｅｒｓｃｏｒｉｎｇ ｚｉｑｉａｎｇ （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ｖｉｓ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ｕａｌ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ＸＵ Ｃｈａｏｊｉ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ｓ ｄｕａｌ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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