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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评传（上、中、下）》

内容概要

《郑观应评传(套装共3册)》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郑观应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并将其著作、思想放在他的经历和活动中进行考察，勾画了郑观应
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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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评传（上、中、下）》

作者简介

易惠莉
四川省乐山市人，1953年生．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院历史系，1986一1991年在华东师大攻读中国近现代
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一一沈毓桂个案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论文《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江南地区
早期近代人才优势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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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关于父亲的介绍中，郑观应略去了十分重要的一笔，就是郑文瑞在“澹于进取，敝屣科
名”后还曾有过一段经商作买办的经历。足以说明这点的资料，是上海绅商界1882年为贺郑文瑞七十
寿辰在《申报》上登载的一则征诗启事。该启事述郑文瑞1850年代初在沪等地的一段生活经历。 咸丰
初，先生客沪上，时江南军事起，劝饷甚急，先生家仅中人赀，竭所有以应，人多激发乐输，盖物望
所归，故动而有功如此。先生性慷爽，慕义乐施，尤笃于本支。年四十，稍稍致贏，即令诸子继事，
而身自归里，倡置祭田，恪共祀事，三党贫乏周恤之惟恐不至。 郑文瑞在此后不久刊于《申报》的诗
作《七十自述》也提及“癸丑（1853年）江南军务，余约同人助饷”。郑文瑞1850年代初在上海经商
自是无疑。“稍稍致赢，即令诸子继事”一句，不但将其经商为业说得明白，而且也隐含了做买办的
意义。 郑氏家族在郑观应一辈第一位“继事”父业的是长子郑思齐（济东），1852年他已在上海英商
宝顺洋行学做买办；第二位则是次子郑观应，他1859年也人宝顺洋行学做买办。宝顺洋行乃是上海当
时数一数二的大洋行，郑氏兄弟先后进入其中必有人事上的渊源，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郑文瑞曾在该洋
行服务多年，因而引退之后有让其子弟“继事”的照顾。从徐润自叙年谱记录的宝顺洋行1850年代初
的人事安排看，郑文瑞在其中未达到过总买办或副总买办的地位；上海绅商的征诗启事中对当年“先
生家仅中人赀”，“稍稍致赢”等说法，也从侧面说明郑文瑞可能仅是一般买办。难以确定的是郑文
瑞赴沪当买办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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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评传（上、中、下）》

精彩短评

1、对研究洋务运动史和维新变法史有帮助
2、请友邻帮忙投票，把封面改正过来。水平很高的传记，混在“思想家评传丛书”里面，埋没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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