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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新型外交家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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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唐绍仪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他以积极主动 、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 , 有理有节 、

技巧娴熟的外交手腕 ,与强权折冲尊俎 , 力图扭转中国的外交颓势 , 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 ,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一代

外交家的才华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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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以前是李鸿章主持外交的时代。1901

年以后 ,唐绍仪逐渐成为清朝外交的实际主持人。

唐绍仪的职权与地位不如李鸿章显赫 ,主持外交

的时间也相对较短 ,但其教育背景 、知识结构 、思

想观念更适合于近代外交的需要 ,其办理外交的

成效自然也大大提高。

　　一 、以外交才华崛起政坛

1901年 9月 ,李鸿章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

约》 ,11月病逝于北京 ,结束了他着着失败的外交

生涯。继任直隶总督 、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上任后 ,

大力延揽其心腹担任各种要职 ,集结以他为中心

的北洋集团 ,与袁有莫逆之交的唐绍仪被荐为津

海关道。这为唐晋身晚清政坛、主持清末外交提

供了契机。

唐绍仪(1862～ 1937),字少川 ,广东香山县唐

家湾(今属珠海市)人 , 1874 年土 2岁时获官派赴

美留学 ,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 1881年返国。7年

的西式教育 ,对其性格的造就 、知识的培养及思想

的陶冶起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培养了他不同于

传统旧式官僚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风格 ,奠定了他

成为中国近代新型外交家的思想文化底蕴。

唐绍仪与袁世凯相识于朝鲜。19 世纪中叶

以后 ,大清帝国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日本

势力便乘机侵入原是中国藩属的朝鲜。1882 年 7

月 ,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利用人民对掌权的外

戚闵妃集团的不满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发动

“壬午兵变” 。闵妃集团为了夺回政权 ,急请清朝

派兵相助。作为宗主国 ,清政府欣然允诺 ,并在帮

助镇压“壬午兵变”后 , 乘机采取推荐和委派“顾

问”指导监督朝鲜政务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宗主地

位。1882年 10月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前驻天津

德领事穆麟德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 ,留美回国

不久的唐绍仪被荐为穆麟德的秘书随同抵达朝

鲜。在 1884年平定朝鲜“甲甲政变”的战斗中 ,唐

与清军总理“前敌营务处”的袁世凯“一见契合” 。

1885年末 ,唐投入“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

麾下 ,出任袁氏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

委员 ,参与重大事件的谋划和对外交涉事务 ,深受

袁的器重与信赖。1891 年 9月 ,袁因母病请假回

籍省亲 ,荐唐代理“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唐在代

理袁职的 7 个多月里 , “所办之事 , 足存体

制”[ 1] (第1655号)。1894 年甲午战争前夕 ,袁因受日

人忌恨而惶恐不安 ,屡请回国 ,再以唐“有胆识 ,倭

不忌 ,探消息 , 密助韩 ,较易”[ 2] (第132号)为词 ,荐唐

代理其职。时日军戒备森严 ,但唐临危不惧 ,亲执

武器护袁突围逃离汉城返国。经此患难相救 ,两

人成了“莫逆之交” 。甲午战争后 ,朝鲜成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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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唐以 “此路中国已拟自筑 , 虽合办亦难为

词”[ 6]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九日 、十一日)。

对于东北俄军 ,唐要求其尽早撤走 ,但俄使以

“中国近来仇外之意日渐扩充 ,如有不测 ,中国未必

果能自治”为词 ,声言撤兵“不能更早于和约上所订

之日期” ,且“俄国为保守和平起见 ,须于中俄交界

之处驻足兵力” ,中国当“准俄国商人在蒙古租界上

编练义勇兵队”。俄方还不顾中国反对 ,决定开筑

齐齐哈尔至瑷珲之铁路 ,动手测量路线 ,嗣又向中

国提索其与前盛京将军密订条约中特许之黑龙江

5 处矿权[ 6](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三、十五、廿二、廿九日), 态度十

分横蛮。

这时 ,清政府正拟改革东三省官制 ,希望早日

与俄议结 ,以免事事受俄牵制 ,但俄使故意拖延 ,

托病不与唐会面。他致函庆王 ,埋怨唐在“谈判中

始终对俄国持敌对态度 ,不管俄国就任何问题发

表意见 ,唐氏均加以拒绝”[ 10](P136);指唐“不胜外

交之任”[ 6]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暗示要清廷撤换谈

判代表。但因唐在西藏问题交涉中甚为得力 ,西

太后甚为嘉将 ,正有从优录用之说 ,无意换人。中

俄交涉于是演至旷日持久 ,中俄间全盘性的许多

问题 ,未能在此次谈判中予以解决 ,双方也未能签

订一项基本性的条约。

　　四 、遏制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

为了抵制日俄 ,振兴东北 ,清政府于 1907 年

改革东三省官制 ,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 ,唐绍仪

为奉天巡抚。其时 ,因胜而骄的日本在南满予取

予夺 ,奉天实为东北外交的枢纽。作为奉天巡抚 ,

唐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遏制日本在东北扩张

势力。

改筑安奉铁路是日本扩张势力的重要一步。

安东(今丹东)至奉天(今沈阳)的铁路 ,原是日俄

战争期间日军擅修的临时军用轻便铁路。日俄战

争后 ,日本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东三省事宜条

约》 ,得到“改良”安奉铁路 ,继续经营 15年之权。

其实 ,日本的目的是要永久霸占这条铁路 ,使之成

为一条新的陆路交通线 ,从东北的政治中心沈阳

起 ,经由丹东 ,贯穿朝鲜半岛 ,为其侵略中国服务。

为此 ,日本企图改变路线 ,并援南满铁路之例在沿

路驻兵。唐绍仪出任奉抚后 ,多次就此问题展开

交涉 ,要求日方应允改建该路之际不另设它线 ,指

出 1905年所订之中日东三省条款已声明“该路系

中日新约另行订办之路 ,与南满铁路由中俄转移

中日者性质不同” ,日方在该路沿线驻兵“殊与条

约不符” 。但日方曲解条款 ,百般狡辩。唐终于发

现问题之症结是条款内容有欠明确之处;没有规

定此路的性质是否南满铁路支线 ,以及是否可以

驻兵设警 ,也未曾将改良时土地收购及沿线如何

设置车站等问题加以规定 ,因而要求与日方具体

商谈改良安奉铁路问题。唐提出两项建议:一 、确

认安奉路为独立路线 ,不得援南满之例继续驻兵;

二 、安奉路改良 ,应照原有路线进行 ,不得变更路

线。但日方拒绝 ,谈判陷入僵局。后因安奉路沿

线矿务之开采发生争执 ,唐与驻奉日本领事订《安

奉铁路沿线矿山合办条约》 ,而以“不得另设别线”

字样附于第一条之末[ 11] (第五册 ,P204 ～ 205)。日方初亦

同意 ,旋觉此规定有碍安奉路之改筑 ,故日本外务

省批驳已成之协议 ,中止商谈此类问题 ,进而断然

否认安奉路为独立路线 ,坚持其有变更及改筑路

线之权 ,并于附属地周围建造兵房 、修造铁桥 、强

设渡船 、设立机关 ,又在延吉地方强立间岛名目 ,

以保护朝鲜民人为藉口 , 派兵进入延吉等

地。[ 12] (第二分册 ,P377 ～ 381)

日本一意孤行 ,唐绍仪只能另谋对策 ,拟通过

开放东北 ,以利益换取某强国势力以与日本对抗。

因早年留美 ,他与美感情较为接近 ,当时又正值美

国资本家寻求在东北投资 ,与企图独占东北利益

的日本存在很大矛盾 ,于是唐便将抵制日本的希

望寄托在因势利导、引进美国资本的手段上。同

时 ,虽然英国是日本的盟国 ,但英国资本家也有在

东北投资和承筑铁路的强烈欲望 ,唐亦极想予以

利用 ,以收“以夷制夷”之效。其方案就是拟筑一

条由新民屯经法库门到洮南至齐齐哈尔的纵贯全

东北 、与日俄之中东 、南满铁路相对抗的铁路大动

脉 ,由英美资本家投资承筑。

唐绍仪这一计划与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早就

梦寐以求的环球铁路运输计划相吻合① , 因此唐

与哈里曼的代表 、极力为美国资本寻求东北投资

机会的奉天领事司戴德一拍即合。不久 ,两人就

① 哈里曼设计的环球铁路输线 ,经过日本 、满洲 、欧俄和大西洋。这条运输线完成后 ,将在贸易上把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连成一片 ,这不
但使美国在东方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欧亚两洲最发达地区的贸易(《满铁史资料》中华书局 1979年 ,第二卷路权篇第一分册 ,
第 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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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铁路 、开办银行 、开发东北等问题签订了一份

美国资本家极感兴趣的备忘录。遗憾的是 ,恰好

遇上美国 1907年经济危机爆发 ,哈里曼受到严重

打击 ,无法筹措所需资金 ,因而无法顾及东北的投

资计划。唐立即转与英商接洽 ,于 1907年 11月 6

日签订了合同 ,商定由英国中英公司代筹资金 ,保

龄公司包做全工。

然而 ,此项铁路计划遭到了日本强烈抗议。

1906年开始 , 日本即密切注视该铁路的动态。

1907年 8月 ,唐的铁路计划日见明朗 ,并开始商洽

借款 ,于是日本立即照会外务部 ,声言“修筑南满

铁路并行之干线或侵害该路利益之支线 ,帝国政

府断难承认” 。唐答以:“延长关外路一层 ,是为清

国交通便利起见 ,与南满铁路毫不相干。并非敷

设与该路并行之干路及有害该路利益之支路 ,可

勿过虑”[ 12] (P51～ 52)。1908 年初 ,日本确知清政府

已于上年 11月与英公司签订了承包新法铁路合

同 ,于是一面向清政府抗议 ,一面与英政府交涉 ,

申明其对新法路的立场 ,力促英资放弃履行承包

合同。

日本阻挠新法计划有损英国资本家在华的

侵略利益 ,因此英国舆论普遍愤慨 , 指责日本

“无视先前的门户开放宣言 ,企图蹂躏各国的商

权”[ 12] (P70)。但当日本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前提下

作出“让步”① 后 ,英国资本家立即转而指责中

国新法路分割南满利益 , “是蔑视条约和背信之

行为” ,而日本在东三省的侵略则是“战胜国于

战后符合公理的权利 ,不足为轻” , “中国诱引英

国介入 , 是嗾使他人于火中取栗 , 自充口

腹”[ 14]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五、二十三日)。英国政府考虑

到日本的盟友关系 ,也反对英资介入东北铁路

的计划 。

英国倒向日本后 ,唐绍仪再度寻求联美制日。

由于日本在东北的垄断性侵略活动和 1907年美

国的反对日本移民浪潮 ,美日关系更趋恶化。而

1908年美国经济危机暂告缓和 ,美资恢复了对远

东投资的兴趣 ,因此 ,中美关系再趋密切。在一片

中美同盟的鼓噪声中 ,哈理曼通过司戴德与唐接

洽 ,于 1908年 8月签订了一个草拟合同。双方协

议:由美出资 2千万元作为“东三省银行”的资金 ,

并议定银行的任务为稳定东北的金融 ,开发东北

的农矿森林 ,在东北进行铁路投资等。联美计划

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为了进一步与美国磋商借

款开发东北等一系列事宜 ,清政府宣布:奉抚唐绍

仪著赏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 ,兼充

考察财政大臣。唐在出使前与司戴德签订的设立

东三省银行的草拟合同 ,为其赴美铺平了道路。

唐绍仪满怀信心地踏上了使美之途 ,但当时

的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国联美制日是缺乏基

础的。清政府软弱无能 ,在国际上没有地位 , 而

日本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从

自身利益出发 ,美国正需要日本这样强有力的

盟友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开拓道路 , 因而美国的

远东政策仍将日本摆在优先地位 , 不愿冒损害

美日关系的风险去插手中国的事务。加之日本

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 对美国的排日风

潮采取容忍态度 ,主动邀请美国舰队访问日本

以化解日美矛盾 ,终于成功地与美国达成了协

定对华关系的路特 —高平换文 。双方申明 , 两

国政府均愿在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平地发展商务

事业;在该区维持现有状态;互相尊重各该国在

该区域之领属等[ 14]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唐绍仪正好在换文公布的当天(1908年 11月

30日)抵达华盛顿。美国既然公开承认维持远东

“现状” ,就不便大规模对华借款及商议中美同盟

等事宜。与此同时 ,国内因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相继死去 ,政局发生变化 ,支持唐访美的袁世凯下

台 ,唐亦随即被召回国。唐苦心经营了将近两年

的联美制日计划终告失败。

　　五 、结　语

从出任津海关道至出使美国被召还 ,唐绍仪为

清廷办外交将近十年。尤其自 1905年末任外务部

右侍郎以来 ,他实为主持清廷外交之要员。虽然其

职权和名声不如李鸿章 ,但他在外交方面声誉亦颇

高 ,“除庆邸外 ,唐氏几为外务部中第一人 ,行事俱可

独断”[ 6](光绪三十三年闰四月三日)。若说在外交上的成就 ,

唐实远胜于李鸿章。李是一个“不识国民之原理 ,不

通世界之大势 ,不知政治之本原”的旧式官僚 ,处理

外交事务固守传统的制夷之道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

晚年之着着失败 ,皆由于是。”而唐留美七年 ,亲身感

① 日本的所谓让步方法是:一 、中国放弃新法路 ,而修建法库门至南满之支线;二 、或者日本同意中国修新法路 ,而中国同意南满公司修
筑由铁岭至法库门并延至北郑家屯的铁路(《满铁史资料》第二卷第一分册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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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西方文明 ,思想、学识、性格、作风各方面均不同

于李鸿章 ,办理外交的效果自然也大不一样。他熟

悉中外情势 ,了解洋人德性 ,精通国际法理 ,敢于与

强权抗争。他知道对付侵略者不能恃德 ,更不能一

味妥协退让 ,“如因外交议约持久不下 ,遂存退让之

心 ,从此外交无进步之一日 ,且眈眈者岂有厌足之境

域”[ 14](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虽然他力图从根本上扭

转中国的外交弱势 ,但他懂得运用法理去维护国家

主权 ,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权益 ,故外国舆论称他为

“新进气锐之政治家” ,“外务部中最具才干能力的尚

书” ,侵略者更视他为难以对付的外交对手。唐出任

奉天巡抚时 ,日本关东都督曾称其为“最富声望之外

交家”[ 1]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第5版 ,九月四日第5版)。提醒日人

高度警惕东北局势;唐到奉之初 ,日本驻奉领事甚至

自度才力不足 ,非唐对手 ,请日本政府调易贤能 ,以

保全东北势力。在马关议和中 ,日本政客对李鸿章

气焰嚣张 ,极尽羞辱之能事 ,如今对唐却心存敬畏。

唐绍仪这样富有国际知识、深谙外交法理的新型外

交家为提升中国的外交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 责任编辑:明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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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5页)会连该理论的最触目惊心的弱点也不会注意

到 。所以 ,无论从科学家思维的发展看 ,还是从科学本身的

发展看 ,理论的多元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

在实验型的科学发展模式方面 ,丹麦天文学家 、天文观

测大师第谷·布拉赫的科学活动也给我们深刻启示 。第谷·

布拉赫有很深的神学信仰 ,十分崇信托勒密的地心学说 ,但

又对《天体运行》充满极大兴趣 ,他在天文观测上所取得的成

就又无与伦比 。第谷对数理天文学的无奈使他与虔诚的毕

达哥拉斯主义者———开普勒进行合作 ,后者刚好以数理思维

见长 ,他们的合作也许是近代天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事

件 ,同时也是最富有启发性的事件 。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

现正是实验观测与数理思维的科学婚配所结出的硕果 。

《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也曾在医学 、神学与地质学中

辗转 。后来 ,他经过近 5年的远洋考察 ,大量收集各种资料 ,

又成为赖尔的地质演化学说的热心信徒 ,同时吸纳培根的实

验归纳法与赖尔的“将今论古”法 ,还接受马尔萨斯《人口论》

思想 ,通过种种古今思想和方法的融会 ,达尔文才创立了以

自然选择学说为基础的进化论思想 。

毋庸赘言 ,科学本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 ,它要求科

学工作者和科学家成为真正的杂食者 ,多元地吸收和灵活地

试用一切可能的方法 。伟大的科学创新是一种不知道有任

何界限和不承认任何规则(甚至包括逻辑规则)的理智冒险 。

当然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 ,科学方法也存在着它的相对

稳定性 ,不同学科领域有其相对稳定和适用的方法 。如数学

与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 ,它们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稳

定 、有效和必要的 。而按照“什么方法可行就用什么方法”的

主张 ,在处理某些领域的问题时 ,应首先考虑选用相应领域

的方法 。对任何一种方法 ,如果因其存在缺陷就怀疑其价

值 ,一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困难就轻易予以否弃是不足取

的 。在处理某一具体问题时 ,如果真正肆无忌惮地在无限多

样的方法中不断变更 、游移 ,就会愈加不知所措 ,终究无法解

决问题 。而这是不符合费耶阿本德的本意的 。在科学创造

的道路上 ,不存在任何唯一的 、确定的方法 ,不同的科学研究

对象 ,不同的科学思想方式 ,决定了人们进行科学实践时 ,有

着不同的方法和理论的选择;甚至对于同一个科学问题 ,人

们对之展开研究时 ,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 ,因此 ,某种程度

上方法的选择就是种艺术 。由此可见 ,多元性与开放性是科

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

费耶阿本德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很少几位真正的科学哲

学家之一 ,其科学观追求的是相对于现代科学权威教条的独

立创新意识 ,反对的并不是科学 ,而是以科学的名义来扼杀

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意识形态 。正是为维护科学的良性发展 ,

他以无畏的坦白直率 ,表现着真性真情 ,所以直至今天 ,费耶

阿本德的科学观对于科学史 、科学哲学以及人类文化的许多

领域都具有深刻意义。

[ 责任编辑:邬锡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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