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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实办群恤巾的厂帮
( , 84 。 一 , 9 12 )

—
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口李吉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

广东 广州 51 0 2 7 5)

[关键词 〕广帮 买办 广肇公所 唐廷枢 近代化

〔摘 要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
,

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

近代

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
。

在由地缘关系形成 的各商帮中
,

广帮是其中的大帮
。

本文 旨趣
,

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
,

探讨以唐廷枢
、

徐润
、

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
,

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

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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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买办产生 于鸦片战争之后
,

但

在广州一 口通商时期
,

买办 即已有之
,

其

职能且在 中 国官方文书中得到确认
。

①

对于近代买办 的历史 地位
,

极而 言

之者
,

列 买办
、

通事
、

娟 妓
、

流氓为一类
,

属社会败类
,

最卑鄙无耻之徒
。

章太炎

论
“

革命之道德
” ,

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

品高下
,

将 洋行 之
“

雇译
”

归人末位 (第

16 位 )
,

贬之为
“
白人之外娶

” 。

②有 的

学者 明确指 出
,

它是
“

侵略扩张的产物
” ;

有的学者认为
,

它是殖 民地半殖 民地 国

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中 国进行经济侵略

活动的代理人
。

当然
,

也有人称它是
“
中

国与西方的桥梁
” ; ③或者认为买办是一

种通商 口 岸制度
,

是土洋混合的经济
、

商

业体制
,

是西洋文 明一切实 际方 面的灵

巧而富有希望的学士
。

④有的学者在指
出买办附股外 国 企业

,

买办 资本代表反

动的生产关系的 同 时
,

认为买 办由 附股

外国企业转 向 自办企业
, “

这是 中国 民族

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
,

它代表着进 步的

生产关系
,

至少在 中 国资本 主义新式企

业发生时期是这样
” 。

⑤还有学者指陈
:

买办的活动
,

促进了 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

“

买办积累 的资本
,

投资近代工矿业和商

业
,

逐步转化为 民族资本
,

起 了抵制洋商

和
`

稍分洋商之利
’

的作用
,

亦有历史进

步的意义
” 。

⑥更有学者指 出
: “

买办投

资创办 民族资本 企业 转化为 民族资本

家
,

扩大了 中 国资产 阶级 的来 源
。

应该

说这是历史的进步
” 。

⑦凡此均说明
,

实

事求是地评价近代买 办的产生
、

发展及

其作用与历史地位
,

是必要而且可能的
。

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在上海
。

近代买

办的活动中心也在上海
,

并 由此伸展 到

全国各地
。

由 于地缘 关系
,

近代买办 又

分成许多帮
,

其 中
,

广帮是近代买办群体

中的大帮
,

并且 曾经是居首要的大帮
。

广帮主要 由原先生活在广州
、

肇庆

两府
,

包括珠江三角洲地 区 的商人所构

成
。

广帮商人 中 的买 办
,

即本文所要讨

论的近代买办群 体中 的 广帮
,

是如何 由

J一东区域性 的商人
,

而成为买办 中 的主

流的 呢 ? 这与鸦片战争 以后 由一 口 通商

改为五 口通商的状况有直接 的关系
。

在

当 时的大环境下
,

广州 口 岸 的衰落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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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口岸的迅速崛起都是不可遏止的
。

长

江中下游
,

特别是 以上海为 中心 的东南

省份
,

是 中国财赋之区
,

是中 国出 口大宗

生丝
、

茶叶主要 的生产地
,

外商的贸易
,

尤其是鸦片 贸易
,

也 比广州 口岸具有更

可观 的前景
。

所有对西方 国家的进 口业

务
,

均与外 国 洋行 有关
,

而洋 商所 依赖

的
,

起初便只有随洋行北上 的广东各帮

买办
,

其 中又 以广帮买 办为主
。

他们 既

是为外人服务 的洋行 买办
,

有 的买办 随

着资本增加也开展 自己的业务
。

他们 的

活动
,

除 了 进 出 口 贸易之 外
,

还参与航

运
、

钱庄
、

电讯
、

矿业
、

典 当
、

保 险业
、

铁

路
、

纺织业 等各 种行 业 的创 办与运 作
。

由于各种原因
,

广 帮买办又 以香 山人为

多
,

故香 山被称 为
“

买 办的故乡
” 。

香 山

不仅涌现了 大批买办
,

而且他们 中的 一

些人还成为中 国近代史上 的 重要 角 色
。

例如
,

唐廷枢 (景星 )
、

徐润
、

郑观应等几

个家族
、

吴健彰
、

林钦
、

容 阂
、

叶廷眷 (顾

之 )等人
,

他们 以上海为基地进行 活动
,

业务活动涉及南北各省及长江内地
。

在

天津
,

怡和洋行的正副买办梁彦青
、

陈祝

龄
,

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
,

仁记洋行买办

陈子珍
,

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罗道生
,

德华

银行买办严兆祯
,

都是广东香 山人
。

据

金锨《天 津政俗 沿革记 》卷 七 《货殖 》所

载
,

在 6 0 年代 初
,

仅广 帮商人来 天津的

就有五千人之多
, “

环货 日至
,

闻城溢郭
,

旁输百厘
,

诸贾人往往嗽屋居积
” 。

在汉

口某俄国洋行任买 办的容开 ( 星桥 )
,

更

是一位著名人物
。

据载
,

迄上世纪 7 0 年

代
,

上海洋行买办仍是
“

半皆粤人为之
” ,

⑧到 2 0 世纪
,

宁波籍买办在沪的势力
,

才超过粤籍买办
。

可见
,

粤籍买办
,

尤其

是广帮买办
,

是值得注意 的近代买办群

体之一部分
。

本文拟对此作若干探讨
。

首先
,

广帮 买 办相互提携
,

异地生

根
。

澳门
、

香港为珠江三角洲之一隅
,

近

代以来
,

为 中西文化交汇之区
,

粤人得风

气之先
,

与此二地 固有关系密切
。

做买

办必须通晓英语
。

香山人之较早产生一

批买办
,

是因为香山与澳门密迩
,

学习外

语具有利条件
,

如唐廷枢
、

容阂均曾在马

理逊学堂读书
。

买 办起初职位并不高
。

根据 1 8犯 年瑞典人龙思泰所著 《早期澳

门 史》记述
: “

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

商行
,

必须先找一名 买 办
。

买办就是得

到特别许可执照
,

充 当 仆役 头 目 的 人
。

他对商行的 内务有 总的监督 权
,

按雇主

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
,

购买食物及 日用

品
,

等等
” 。

⑨战前的买办虽然事实上是

洋行的总管
、

帐房和银库保管员
、

大班的

机要秘书
,

但他们被禁 止从事进 出 口贸

易
。

而且
,

其活动范 围仅限于广州一地
。

鸦片 战争 以后
,

五 口 通商
,

英 国人可在各

口岸交易
,

特别是 184 4 年 《中美五 口 贸

易章程 》又规定美商
“

其雇觅跟 随
、

买办

及延请通事
、

书手
,

… … 均属 事所 必须
,

例所不禁
,

各听其便
” , “

中 国地方官勿庸

经理
” 。

L公行制度既已废除
,

地方官又

不再管理
,

外商便可 自由选择代理人了
。

由于通商初期的 实际情况
,

洋行进 出 口

贸易必须华商居间
,

这批华 商作为洋行

代理人
,

也成为近代买办
。

这样
,

近代买

办的职能
,

便由总部总管延伸
,

参与洋行

的业务经理
,

包括推销
、

收购商 品
、

签订

合同
、

报关
、

纳税
、

运输等 活动
。

买力
、

在

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条约的保护
。

买办沟

通洋人
,

交 通官府
,

又 与市 场有 广泛接

触
,

这些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
,

其社会

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
。

早期买办
, “

多 系 旧 日 洋商行店 (按

指
“

十三行
”

)中散出之人
,

本与该夷素相

熟悉
” 。

⑧广帮买办随洋商转移到上海
,

最早为 19 世纪 4 0 年代
。

几个著 名 洋

行
,

都在上海设立分行
,

如怡和洋行在上

海设立分行
,

伍浩 官 即前 往开 辟
,

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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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陶 (At ow )
、

阿福 ( W ill ia
m Af

-

f o )等也是在 8 1 45一 8 1 51年间先后到上

海充任买办的
。

L旗昌洋行到上海设立

分行
,

最初从广东带去三名买办
,

其重要

股东唐廷枢
、

唐茂枝
、

徐润等均为粤人
。

宝顺 洋行 由徐任亭任 上海 分行首 任买

办
,

其弟徐荣村
、

侄徐润继 充该分行买

办
。

该行在香港
、

天津
、

九江
、

汉 口等处

的分行
,

18 61 年任买办者俱系粤人
。

L

另外
,

上海美商贝 德福 ( B ad fo dr & C o)

和莱特 ( W ir g ht & C o) 洋行雇用 的买办

乃至厨 司等 华籍职员全系广 东籍贯之

人
。

L在乡谊与利益驱使下
,

致使介绍

同乡担任买办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

林

钦在 1 8 6 3 年辞去怡和洋买办时
,

举荐唐

廷枢接任
。

唐的兄弟唐瑞枝
、

唐国泰
,

均

是著名 的买办
。

唐廷枢在 1 8 7 2 年 离开

怡和
,

任招商局总办时
,

则 由其兄唐茂枝

接替其在洋行 中 的职位
,

且 为其 权益的

代表
。

郑观应进招商 局时
,

也保荐 同 乡

杨桂轩任太吉洋行总买办
。

杨梅南任太

古洋行买办
,

则是徐润在经济上作部分

担保的
。

稍后
,

19 19 年郑伯昭为推销英

美烟公 司而开设的永泰和烟行
,

总
、

分行
2 0 0 余职员

,

直接由香 山 乡下招来
,

非亲

属即 为 同 乡
。

粤籍 买办 雇用 同 乡 作雇

员
,

使各通商 口 岸粤籍人数众多
。

他们

不但称职
,

收人也丰厚
。

粤籍买办更多

的是活动在上海
。

广帮买办在 上海的发

展
,

随之引 来 了大批 粤人
,

到清末
,

旅沪

粤商达 17一 18 万人
,

上海曾一度被称为
“

小广 东
” 。

L 1 8 79 年 9 月 5 日 《申报 》

记述
: “
广帮为生 意中 第一大帮

,

在沪上

尤首屈一 指
。

居 沪之人亦推广帮为 多
,

生意之本惟广 帮为富
” 。

L随着 广帮势

力的发展 壮大
,

广 帮 的 同 乡 会—
广肇

公所也 于 18 7 2 年成立
。

除 了成立广肇

公所之外
,

还购地设立 了膺枢 的广肇 山

庄
,

读书的多所义务小学
、

中学及广肇医

院
。

L广肇公所是上海具有巨大影响和

相当实力的工商 团体
。

与之相适应
,

是

做宣传工作
。 “

半系粤人
”

任执事的轮船

招商局成立后
,

1 8 7 3 年
,

经唐廷枢
、

郑观

应
、

叶廷眷
、

容 阂等人策划
,

粤商集 股一

万两
,

创办 了华东地 区第一 份由 中 国 人

控制的 日报

—
《汇报 》

,

与英商控制 的

《申报》相驳难
,

为发展 民族经 济作 积极

宣传
。

L《汇报 》的创办得到署理上海知

县叶廷眷的支持
,

唐廷枢助成之
,

郑观应

为之起草章程与办报宗 旨
,

由容阂负责
,

经理是邝容 阶
,

它可 以说是广帮 的宣传

喉舌
。

章程 中规定
, “

本局专 以翻刻 中外

新闻
,

逐 日传报
,

以期 改 良社会之 习惯
,

周悉外人之风尚
,

考较商业之 良窥
,

增进

国 民之智慧
,

尤要协力 同心
,

公正办理
,

以图生意 畅旺
” 。

L这份报纸一年之后

在与《申报》竞争 中失败
、

停刊
,

不过它 的

民族资产阶级倾向 的政经诉求
,

是应 当

予 以适 当评价 的
。

广帮商人之所 以能在上海办成一些

公共事业
,

与广帮买办起倡议 与核心作

用是分不 开的
。

其 中
,

又与唐
、

徐
、

郑等

买办家族所起作 用尤其有关
,

而这几个

家族关系异常密切
。

夏东元教授清理了

他们之间的关 系
,

指 出
: “

郑观应 的家族

和他 的亲朋 中当买办的人就不少
。

他的

叔父郑廷 江 ( 秀 山 )是上 海新德 洋行买

办
。

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

级买办
。

他 家和有 名 望 的买办唐廷 枢

(景星 )也是姻亲
,

而与买办商人家庭 出

身
、

十五岁 ( 18 52 年 )就到上海 宝顺行学

艺的徐润 (雨之 )
,

是
`

两代相交 近百年
’

的世交
。

而郑观应 的 同宗 哥哥郑济东
,

已与徐润 同在宝顺学艺 了
” 。

L 中 国人

历来重乡谊
,

乡谊 中加上姻亲关系
,

在异

地图谋 生存发展
,

条 件便更为 有利 了
。

上述例 子是 广帮买 办关系 网 的典型事

例
。

乡谊不但存在 于经济活动 中
,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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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 中也 不难发现其实 际作 用
。

广东香山人
、

上海广东天地会首 领刘丽

川
,

在 1 8 5 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 中是重新

组织 的小 刀会的领袖
。

他从 4 0 年代起

定居上海
,

因为能说英语
,

曾充上海商行

的经纪人和丝茶糖业栈伙
,

并通过行 医

等活动在上海扩大天地会的影响
。

小刀

会起义后
,

逮捕了宝顺洋行买办 出身
、

捐

官而任上海道 台的吴健彰
。

但不到一 星

期
,

吴便在 美 国 人帮 助下逃出 了 县城
。

⑧根据另一种记载
,

是刘丽川碍 于同 乡

人情面以及广东人对他的感情而不敢杀

他
,

同时又怕小 刀会 的另一 帮派—
福

建帮会对他下 手
,

于是 暗 中 将 吴健彰
“

放
”
了出 去

。

⑥广帮 中 的人际关系
,

事

实上形成 了 网络
,

在相 当长 的 时间 内 存

在一种凝聚力
。

其次
,

是广帮买办 的角色转换
,

由商

人官
,

亦商亦官
。

近代以来
,

买办虽 已
“
于士农工商之

外
,

别成一业
” ,

不过他们 在长时间 内仍

然
“

耻言身份
” 。

为何如此 ? 盖
“
向者 中

国士大夫视洋行买办
,

不过为洋商之奴

隶
,

唯知奔走奉命
,

攘 同胞之利益
。

以孝

敬其主人
,

…鄙夷不屑道
” 。

⑥宝顺洋行

买办曾寄 圃要容 阂去 日本长崎任买办
,

他婉拒不就
: “

买办之傣虽优
,

然操业 近

卑鄙
。

予 固美 国领袖学 校之毕业生
,

故

予极重视母校
,

尊之敬之
,

不敢使予之所

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
。

以买办之身

份
,

不过洋行 中奴隶 之首领耳
。

以 予而

为洋行 中奴隶 之首领
,

则使予之母校 及

诸同学闻 之
,

对予将 生如何之感情耶 ? ”

他拒绝 了做买办去 日本任职
,

但
“

代表公

司 以收买丝茶
” ,

结果从浙江 到江西
、

湖

北
、

安徽
、

江苏等处产茶区调查及收购茶

叶
。

@他不愿居买办之名
,

却行买办之

实
,

原因正是买办地位
、

名声之不佳
。

尽

管如此
,

好利之徒
,

仍趋 之若鹜
,

因为从

事这一职业
,

有政治
、

经济利益可图
。

就

经济上而言
,

业此者
“

顷刻间
,

千金赤手

可致
” 。

⑧广帮货殖华洋
,

从行商制度 中

吸取 了经验
,

建立 了联系 网络
,

又有新式

经营的知识与技能
。

他们不但为洋商所

倚赖
、

信任
,

官府方面
,

也往往借重他们
。

买办与一般商人 同 样进 行资本积累
,

用

在工商发展方面
。

他们 充任买办
,

逐渐

以附股形式加人洋行经营
,

逐 渐转 为合

营
,

最后脱离
,

自行 经营
,

成为 民族资本

企业
。

曾任 宝顺洋行买办 的徐润
,

活动

范 围很大
,

先后创设绍祥字号
、

润立生茶

号
、

宝源丝茶土号
,

做丝茶鸦片生意
。

其

叔父徐荣村还是所谓
“

苏州制度
”

的创造

者
,

即为宝顺洋行 以鸦 片易生丝 的经营

方式进行 贸易
。

徐润还开设立顺兴
、

川

汉各字号
,

从事烟叶
、

白蜡
、

黄 白麻
、

桐油

的经营
。

徐润在 1 8 6 2一 1 8 6 8 年 间 任买

办
,

所收佣金约 8O 万两
。

到 18 8 3 年
,

其

资产已达 5 0 0 万两
,

其 自营收人 已 占绝

大部分
。

怡和洋行买办林钦
“

为 了将全

部时间用于个人生 意
,

辞去 了买办 的职

务
” 。

很 明显
,

从事个人生意
,

已经可 以
“

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
”

了
。

④家奔殷实的买办 自然不会满足于

现状
,

于是 出现
“

久贾而官
”

的现象
。

值

得注意 的是他们不仅捐官取得官价与官

职
,

而且担任了重要的实职
,

拥有政治上

的地位
,

并在 政治上有所表现
。

报 捐功

名 而获得官衔的买办
,

由 于政 治地位 的

提高
,

有利于从事经济活动
,

这方面最明

显 的例子是唐廷枢
。

唐在进人招商局之

前 已捐得同 知
,

随着他在 办理洋务企业

方面的成绩
,

升为道台
。

李鸿章甚至保

举他
“

才堪备各国使臣
”

之任
。

唐氏本人

虽辞去买办之职
,

但他 与洋行关 系并未

切断
,

唐氏 家族依然是广 帮买 办群体 中

的龙头
。

在 由商人官方面
,

徐润
、

郑观应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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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枢情况相 同
。

他们追随李鸿章从事洋

务活动都有 明显 的成绩
,

而本人及其家

族也仍然是买办群体中有重大影 响力的

角色
。

我们还看到
,

吴健彰到上海之后
,

捐资获道员衔
,

分发浙江差用
。

在外 国

人支持下
,

当上苏淞太道兼江海关监督
。

他任 职期 间
,

仍
“

与 夷人伙开旗 昌行
” 。

叶廷眷两次署理上海知县
。

获同知衔的

容阂 曾任洋行代理人
,

他被 曾 国藩派往

美国
,

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
,

旋以驻

美副使兼留学 生监督身份任 职数年
,

后

来还应郑观应之求
,

代 觅上海机器织布

局的洋员技师
。

就总体而言
,

买办捐 官的未必 占多

数
,

不过
,

这批人的官商兼具的身份
,

在

买办 中产生的影 响和所起的作用是难于

估量的
。

包括具有官方色彩 的买办 ( 买

办官僚 )在内 的广帮买办
,

是中 国资产阶

级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这大概是不争

的事实
。

第三
,

图谋发展
,

成为 国家近代化的

积极参与者
。

广帮买办在 国 家近代化进程 中
,

是

一种积极因 素
,

他们扮演 了 非 自觉的积

极参与者 的角色
。

毫无疑 问
,

从事鸦片

贸易
,

曾经是广帮买办勾 结洋商进行走

私
、

贸易 的罪恶行 径
; 买 办们分洋 商之

利
,

也是事实
。

但如果人们从近代历史

总的趋 向来 观察
,

买办群林尤其是广帮

买办
,

功过是分明 的
。

广帮买办在洋务运动 ( 自强运动 )中

起了 重要作用
。

在洋 务 民 用企业 四 大

类
,

即轮船运输业
、

电信电 报业
、

矿业及

纺织业 中
,

均积极投人
。

至于铁路兴建
、

金融
、

银行筹建
、

机器制造
、

码头修筑
、

土

地垦殖
、

保险业
、

盐务
、

煤气生产
、

印刷业

及进 出 口业等新式行业的创建或发展方

面
,

亦都作 出 了骄人 的成绩
。

他们在建

立一种新的商业制度方面
,

明显起 了积

极作 用
。

广 帮买 办还 帮 助政府 购买 舰

只
,

培养技术人才
。

他们帮 助洋人开办

英华书馆
、

格致书院
,

虽然也培养 了一些

买办
,

但是也传播了西方文化
,

培养 了一

批新式人才
。

洋务运动从 19 世纪 6 0 年代开展以

来
,

逐步得到发展
,

到 7 0 年代
,

随着 内外

形势的变化
,

已从求强转变为求富
,

从制

内转变为御外
。

在洋务 派组 成方面
,

显

著的一点是增加 了新 的成份
,

包括一批

具有发展民族工 商业 能力的商人
、

买办

及具有洋务才 干的 官吏和知识分子等
。

买办出身的唐廷枢
、

徐润和郑观应等人
,

成为洋务运动中 的佼佼者
。

他们参与创

办或经营大部分洋务企业
。

特别是郑应

观
,

论者或称之为
“

买办学者
” ,

是早期维

新派的重要论家
。

他写 的 《救时揭要 》
、

《易言》
、

《盛世危言》等著作
,

提出 了一 系

列改革纲领
。

他初则学商 战于外人
,

继

则与外人商 战
,

欲挽利权 以塞漏 厄
。

他

的商战思想
,

就是发展民族经济
、

在经济

方面与外 国资本主义斗争 的主张
。

他提

出
“
习兵战不 如习 商战

”

的理论
,

同时还

提出一系列改革 方案
。

他将 民 主
、

科学

问题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
,

指 出体用须得

一致
,

国家方能富强
。

将学习 西方科技

与学习西方民 主议政制度结合起来建设

近代国家
,

郑 观应 的言论实 已远远超 出

洋务派思想家们 自强
、

御侮的变革要求
,

成为近代维新运动思想家 的杰出代表人

物
。

众所周知
,

郑观应 不仅有其改革理

论
,

本身也积极参加洋务活动
,

在许多方

面
,

他是唐廷枢
、

徐润等广帮买办的积极

合作者
;
他还得 到李 鸿章

、

彭玉麟
、

左 宗

棠
、

张之洞等地方大吏的重视与任用
,

与

盛宣怀
、

唐廷枢等人长期从事洋务企 业

的经营
。

凡此
,

从制器层次来说
,

无疑是

中国 近代 化 的 先 驱
。

至 于 唐 廷 枢
,

在

1 8 9 2 年 他 去世 后
,

郑 观应 致 函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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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

盖此公一生精力销磨 于商务洋务之

中
,

数十年来备尝艰苦
,

凡事不 因仇怨
,

顾全大局
,

力 图 整顿
,

询为吾粤中办洋务

之特 出者
。

弟与之谊属至亲
,

诸多叨爱
,

相依最久
,

亦相知最深
。 ”

⑧这些评论
,

大

体上是可信的
。

对于唐廷枢所进行的活

动
,

西方人也有 自己 的看法
。

早在 1 8 7 8

年 6 月
,

上海 《远东月 报 》即称
,

唐氏
“

破

除旧时之锢 习
,

采用新法
,

集 国人之资
,

用众人之功
” , “

又得 国人之信任
,

所见之

明无可及也
。

伊为 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

略之领袖
” 。

⑥他去世后
,

《北华捷报》认

为
“

他 的死
,

对外 国人和 中 国人一样
,

都

是一个持久 的损失
” , “

要 找一个人来 填

补他的位置
,

那是困难的
” 。

L

郑观应等 人也 为广 东做过一些好

事
,

如为广州
、

佛 山 等地修筑码头
,

以开

拓航运
;
架设粤沪电线

,

郑 氏曾任粤汉铁

路公 司总办
。

只 是受主客观 环境所 限
,

未能有更大作为
。

另外
,

穗
、

港地 区的买

办
,

与沪
、

津
、

汉 口 等 的广 帮有密切 的关

系
,

他们与外地的广帮商人一样
,

关怀桑

梓
,

在广东近代建设事业 中
,

也有过 自己

的贡献
。

故在指出 粤籍买办为西方商人

服务 的负面作用的 同时
,

也不能不看到
,

在 中国近代化进程 中
,

他们 中 的一部分

人
,

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

第四
,

广帮买办 中 的若干人物对 中

国政治改革乃至革命运动
,

亦有所贡献
。

根据容阂记述
,

他在访问 天京时
,

曾

向洪仁环建言 七条
,

作 为治 国 之道
。

以

后
,

他 曾 向 当道建议开设银 行
。

他参加

了戊戌维新运 动和 19 0 0 年 的上 海国会

活动
。

晚年在美 国
,

还先后支持康有为
、

孙中 山活 动
,

继续关怀祖国命运
。

辛亥

革命爆发后
,

他让 自己的孩子返 国
,

参加

共和 国的建设事业
。

如前所述
,

郑观应

的 《盛世危言》特别 强调发展工商
,

进 行

商战 ;兴办教育
,

培养人才
; 开设议院

,

改

良政治
。

吴广需 的 《盛世危言
·

跋》称之

为
“

针膏育而起风瘁
,

震痴聋而启 昏馈
,

则此编实医 国之灵枢也
” 。

他帮助孙 中

山上书李鸿 章
,

有 的学者认为 《盛世危

言 》中的 《农功 》篇
,

是孙中 山的作品
。

他

支持维新运动
,

尽管他未介人 百 日维新

活动
。

要而言之
,

容阂
、

郑观应都是支持

社会变革的人
。

郑观应等 人领导 的广肇公所
,

也为

社会变革做过积极贡献
。

据上海 《苏报 》

19 03 年 4 月 27 日所载
,

当拒法运动 兴

起之际
,

粤商在广肇公所 集会讨论拒法

事宜
。

会中有一商董发言称
: “

公所为广

肇两府商务而设
,

国 家大事不得干预
” 。

此言甫 出
,

即遭 与会诸 商不满
, “

群起大

哗
,

痛低该董事无爱国之心
” 。

诸商并争

相演说
,

谓
“

人 皆知广西事 即 广东之事
,

救广西即救两粤
,

救两粤 即救全局
” 。

这

种言论
,

反 映出旅 沪粤商 已具初步 的 民

族主义意识
。

1 9 05 年
,

社会各界掀起要

求废除虐待华工 的中 国与美 国的相关条

约的运动
,

国人 自发地进行抵制美货
,

上

海商会率先发 出号 召
,

相戒 不用 美货
。

广帮商人也在广肇公所集会
,

进一步提

出 几项措施
:
中 国无论公私

,

一概不用美

人
,

华人受雇于美机构
、

企业者
,

自行辞

职
;
所有华人相戒 不用美货

。

他们 的 爱

国行动
,

与全 市
、

全 国 的 反 美浪 潮相 呼

应
,

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

迫使美 国政府在

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

武 昌 起义 以后
,

各 省震 动
,

纷纷 独

立
,

脱离清廷统治
。

上海居南北之冲
,

上

海军政府能否支持下去
,

尤 为革命成败

之所系
。

新政权 之存续
,

关键在经济问

题的解决
。

在 这方面
,

旅沪 广帮也尽了

自己的一份责 任
。

据 载
,

19 1 1 年 12 月

13 日午后二时
,

旅沪广帮在广肇公所召

开会议
,

到者约千数百人
,

由温宗尧任临

时主席
,

宣布大会主 旨
,

略谓
“
目今 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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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
,

我国 民之有 勇者
,

固应策 马从戎
,

而有钱者
,

尤应 竭 力捐 助
,

稗得购买 枪

炮
,

以谋战事之胜利
。

我旅沪粤商不下

十七八万人
,

苟能人人捐助
,

不难立集 巨

款
。

诸君亦何乐而不为哉 ? ”

并议定
: “

当

由各业认定 自本月 起
,

凡有家眷及开行

号者
,

如月 须开支 百元
,

则 以 十元 助铜
。

各业伙友及 出 店仆役人等
,

概 以每月 人

款捐助十分之一
,

按月 汇送
,

源源不绝
,

以捐至军事停罢为止
” 。

L旅沪广帮确

实响应号召
,

用实 际行 动支持孙 中 山组

织南京临时政府
。

据南京 临时政府公布

的 《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 》
,

在收人部分
,

“

广帮借款
”

一 项
,

内
“

银 12 44 元
,

规平

42 1 5 00 两
” 。

⑧这些款项 是 由 广肇 会

馆
、

潮州会馆共同筹集的
,

原定四个月 内

归还
,

月 息七厘
。

到 19 12 年 12 月 仍 未

践约
,

于是有向孙 中 山催还之事
。

L

前面提到的汉 口某俄国洋行买办容

星桥
,

是容阂的堂弟
。

他是兴中会成员
,

作为孙中 山的代表
,

参与策划汉 口 自立

军起义
,

失败后逃往上海
,

与在上海的容

阂一同前往 日本
。

前述容阂 晚年居住在

美国
,

191 0 年曾帮 助孙 中 山
,

联络美 国

商人布思等
,

搞 了一个
“

红龙计划
” 。

L

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

但他支持革命
,

是十分热情的
。

他去世之前已得悉 民国

政府 即将成立
,

欢欣鼓舞
,

致函孙中 山表

示祝贺
,

爱国情殷
,

可见一斑
。

总之
,

近代买 办集 团 中 的广东人 群

体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

他们除了替外商

服务外
,

也从事本人的商 业活动
,

而且
,

广帮中的买办
,

并非 自成群落
,

而是始终

与普 通 商 人一 起 活 动
。

广 肇 公 所 是
187 2 年始 建 的

,

当 1 8 9 9 年 叶雨 田 等人

作 《广肇会馆序 》的时候
,

仍然强调
“

沪读

通商甲于天下
,

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
、

或

商贾
,

以及执艺来游
,

挟资侨寓者
,

较他

省为尤众
” ; 当 唐廷枢

、

叶廷眷等主持设

公所之后
, “
由此 山庄 医院鼎足而起

,

斯

同乡 里郡县之人有宾 至如归之乐
” 。

⑧
广帮沪商绝大部分人 已落 地生根

,

会馆

虽然仍有联络乡谊
、

处理纠纷 的作用
,

但

随着各行业组织 的 出现
,

同乡 关 系也相

对淡化
。

到 19 0 4 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后
,

商人逐渐 已用统一 口径发言
。

民族资产

阶级不但是一股经济势力
,

在政治上亦

要求分权
,

广 帮 中 的 买 办也 参与 其 中
。

民元郑 观应与 盛宣怀 为招商 局协 调政

策
,

似可说 明共 同 的阶级利益才是他们

考虑问题的 出发点
,

它 比 日见淡化 的 乡
J

清要现实得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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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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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后

“

夷商买办
,

选择殷实

之人
,

始准承充
” 。

按粤督百龄等原议是
: “

嗣

后夷商买办
,

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

之人
,

取具族长保邻 切具
,

始准承充
,

给与腰牌

印照
” ,

由地方官吏
“

就近稽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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