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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1832—1892），字建时，祖籍广东香山，是近代中国历史

上著名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也是洋务运动

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唐廷枢对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民族经

济以及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本文拟从唐廷枢成长时期的

时代背景出发，考述他在清末英语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
一、唐廷枢成长的时代背景

唐廷枢的出生地广东香山，因毗邻香港、澳门，而在中国近代史

的初期走出了很多买办资产阶级人物。唐廷枢少年时期，正值腐朽

没落的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西方列强通过

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经济侵略。
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支离破碎，阶

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经历着剧烈动

荡。工人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几乎同时出现。特别是

包括唐廷枢成长的香山等沿海地区，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

桥头堡，又是最早被资本主义风气席卷的地区。唐廷枢出生时尽管

家境贫寒，但其父亲唐宝臣十分期望后代能得到西方式的教育，于

是唐宝臣找到马礼逊教会学校，以为校长当差八年为交换条件，将

唐廷枢、唐廷植两兄弟送入该校学习。就这样，少年唐廷枢在西方教

会学校里接受了六年正规教育，为他以后辉煌的实业人生打下了坚

实基础。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唐廷枢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先

在洋人开办的拍卖行里做了三年的助理，后于 1851 年进入英国在

香港设立的殖民政府，从事翻译一职，一干就是七年。1858 年，唐廷

枢被派往上海担任了三年上海海关高级翻译。六年西方教育、十年

翻译工作生涯，对唐廷枢的思想熏陶和知识养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在香港和上海工作期间，唐廷枢利用英语，掌握了大量国际

贸易知识、经验和技巧，对国际法和各项海关规章条例了如指掌，这

些都成为他日后积累资本，开拓资本主义实业的宝贵财富[1]207- 210。
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

等著名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创始人，唐廷枢大半辈子都在用英语和

洋务、洋行、洋人打交道。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唐廷枢自然与清末

中国英语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二、唐廷枢的《英语集全》
唐廷枢利用闲暇时间，将平日里工作经常运用到的英语知识写

成一本小册子，后来又扩展了相关内容，最终出版了《英语集全》。张

玉堂在《英语集全》的序言中写道：从小在洋人学校里接受英语教育

的唐廷枢，因经常从事时务，而立志把他所学所用编辑成书，以方便

后来者在洋务通商过程中的稽考。《英语集全》的唐廷枢自序也写

道：我游历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市，多与洋务人士打交道，他们最常

问我的问题就是英语语言问题。我看到这些朋友们因为语言不通而

在时务中吃了亏，被洋人欺瞒，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写出此书，以方便

他们查阅，避免因语言问题而蒙受损失。如此看来，唐廷枢出版《英

语集全》的初衷并不是为学校的英语教材之用，而是非常有针对性

地方便买办、商人与外国人通商。《英语集全》甚至专门有“买办问

答”部分，足见《英语集全》出版的目的性。尽管不是专门用于学校英

语教学，但对那些早已过了学校教育年龄的洋务人士来说，《英语集

全》是他们在工作中接受实用英语教育的至宝。
纵观《英语集全》，其创作方法主要是将英语词句与广东话对比

注音和翻译。这种方法与《鬼话》类似。《鬼话》是 19 世纪 30 年代多

见于广东一带的英语词汇和英语对话集。它们都不用正式的英语音

标标注读音，而是用广东话的发音为英语注音。除此之外，还有一本

早于《英语集全》出版的《华英通语》，也是用广东话为英语注音。
1860 年，日本人福泽谕吉从美国购买了《华英通语》一书带回日本

后，成为日本人英语学习的第一本教材。唐廷枢《英语集全》的注音

方式及其他写作方式基本也是借鉴了《华英通语》。从现代英语教学

的角度看来，用广东话注音英语的确可谓荒谬，但 19 世纪，就连西

方人学习中文也是用英语注音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华英通语》、《英

语集全》等书完全符合当时中西语言交流学习的习惯和方法。在唐

廷庚的帮助下，唐廷枢花了数年时间才写成《英语集全》，其后又得

到了唐廷植的校阅。唐廷植在从马礼逊教会学校毕业后去香港工作

了一段时间，后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旧金山发展事业。1861 年，唐廷

植回到上海，在上海海关担任高级翻译。因此可以说，唐廷枢兄弟为

《英语集全》的面世倾注了大量心血，该书也被公认是清末中国人的

第一部英语词典和英语教科书，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将形容西方语言

的“英话”、“鬼话”更名为“英语”。1862 年《英语集全》在广州正式出

版，第一版刚问世即被抢购一空[2]110- 113。
三、唐廷枢与清末学校英语教育

尽管《英语集全》在社会各界大受欢迎，但唐廷枢清楚地知道，

无论如何，《英语集全》只能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层次较低的应急

之用，而且用广东话注音英语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唐廷枢以他自己

的亲身经历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还是要从正规的学校教育开始，

如果能由外国教师教授，那效果会更好。1865 年，英国传教士傅兰

雅计划在上海开办英华学馆，以适应上海华商子弟的英语学习需

要。唐廷枢得知此消息后对傅兰雅的计划给予了全力支持。英华学

馆成立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掌握英语语言和国际通商知识的精英

人士，包括后来著名的买办郑观应也是从英华学馆毕业的。
1874 年，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馆领事麦华陀提议为加强中西

政商两界的交流而开设一家英语读书室。傅兰雅进一步建议将英语

读书室命名为格致书院。此时的唐廷枢已经通过早年在香港、上海

与麦华陀和傅兰雅的共事而与两人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私人

交情，而且唐廷枢从上海海关出来自创实业以后，迅速成为上海有

唐廷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本
文拟从唐廷枢成长时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考述他在清末英语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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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商界巨贾，连李鸿章也要委任他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对

麦华陀、傅兰雅的建议赞不绝口，对格致书院的创建又出钱又出力。
格致书院落成后，由四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唐廷

枢。格致书院后期运作的筹款由唐廷枢和麦华陀共同负责。唐廷枢

不仅资助书院运营，还从李鸿章、李宗羲、冯峻光等朝廷大员那里筹

得不少赞助，就连北京、上海的洋行以及驻华英国公使也因唐廷枢

的关系而成为书院运营的捐助者。格致书院不仅教授英语，而且重

点教授西方自然科学。这所近代中国第一个中西合办的学校为后来

的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唐廷枢在此功不可没[3]45- 48。
四、唐廷枢与清末留美幼童

1870 年，在清政府的批准下，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开始

实施，唐廷枢参与了此计划的推行。第一批留美的幼童中广东人居

多，主要来自广东香山。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其

一，当时的清朝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民智未开，儒家思想仍在当

时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人们认为让子女远涉重洋去学习英文是毫

无用处的事情，要扬名立万还得依靠金榜题名。其二，当时的香山经

济十分不发达，当地人生活极其窘困，因此都倾向于外出谋生。其

三，当时的唐廷枢、容闳以及徐润的家族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唐廷

枢在上海商界颇有名望，并得到当时朝廷重臣的赏识。唐廷枢早早

将自己的儿子送往美国留学，其子学成归国后成为一名煤矿工程

师。唐廷枢自身的学识与经历让他对教育极其重视。他认为一定要

在幼童中选拔出优秀人才赴美留学，他相信这些幼童回国后能够带

回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与丰硕科研成果，他们将会成为国家不可或

缺的人才，担当大任。事实证明，这些留美幼童在归国后确实成为了

当时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为中国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总之，唐廷枢

为当时社会的中西文化交流起到极大促进作用，为清末英语教育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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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乃商代第 20 位君主，祖丁之子，阳甲之弟，小辛之兄，在甲

骨文中或称为“般庚”。中、晚商之际殷商王朝式微，盘庚因此迁徙都

城，谋求革除弊政，“绍复先王之大业”，其史迹见著于《尚书·盘庚》、
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然而由于年代久远，

史书散佚的缘故，所载往往语焉不详。在此笔者拟以文献记载为基

础，结合部分甲骨卜辞的内容，以及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综合考察

有关盘庚的史迹，以期能够部分还原相关的史实。所论如有不当，敬

请读者指正。
一、关于盘庚迁都于殷的考证

据《通鉴外纪》、今本《竹书纪年》载盘庚在位共 28 年，其主政期

间的国之大事莫过于迁都。《尚书·盘庚》曰“盘庚迁于殷”，《汲冢古

文》云“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那么盘庚所迁之殷在何地呢？

自西汉以来史地学者对于殷的地望多有述及，如《史记·项羽本纪》
云“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集解》曰“殷墟，故殷都也”，《索

隐》曰：“殷墟，南去邺州三十里。”北魏郦道元、唐李泰说得更为详

细，如《洹水注》云“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昔者项羽与章邯盟

于此地矣”，《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
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

从史书记载来看殷都故址应在今河南省安阳市的洹河沿岸，这

一说法似乎也得到近代甲骨学、考古学研究的证明。自清末以来在

安阳市区洹河南岸的小屯村屡有甲骨文出土，1899 年金石学家王

懿荣首先辨识出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字，晚清刘鹗进一步指出此乃

“殷人的刀笔文字”。罗振玉研究认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

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1]，率先将甲骨出土地与史书所载的

晚商都城联系起来。王国维通过卜辞中商王名号的考证指出“今龟

甲兽骨所出之地，正在邺西，与古《纪年》说合，……则知盘庚以后，

帝乙之前，皆宅殷墟”[2]55，从而确认安阳小屯即盘庚所迁之“殷”。其

后殷墟的考古发掘，揭露出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商王陵墓、祭祀坑

等遗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石器等遗物，小屯殷墟为盘

庚以来殷商故都的观点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殷墟甲骨文的年代始于盘庚之

侄———武丁，殷墟最早的宫殿、宗庙和王陵也属于商王武丁时期，因

此有学者认为所谓“殷墟”并非盘庚所迁之殷，而是年代稍晚的武丁

继位后才开辟的晚商都城，这样盘庚迁殷的地望再次成为疑问。
1999 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外围的洹河北岸又发现一座大型商

代城邑———洹北商城，城内发现宫城及大规模的宫殿、宗庙建筑，城

址年代略早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殷墟[3]3。从考古发现来看洹北商城确

属中、晚商时期的都邑遗址，其地理位置恰在史书所载的“殷”地范

围之内，城址年代与盘庚在位时期也较为吻合，因此洹北商城即盘

庚所迁之殷的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二、关于盘庚迁都于亳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盘庚在位时期的迁都活动史书中还有另外

一种说法，如《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殷本纪》曰“帝盘庚

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

政”，此所谓“亳”指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建都之地，“治亳”则指盘庚

迁都于商初的成汤故都。那么盘庚究竟是迁于殷，还是迁于亳，抑或

在位期间曾两迁其都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成汤亳都的地望在古文献中有很多不同的记载，西晋《帝王世

盘庚是后世称道的商代盛君，然而史书所载其事迹较为简略。综合历史文献、甲骨卜辞与考古材料，本文论证了盘庚在
位时期的迁都活动，并简要阐述了商代的宗教思想、职官制度与都城建制。
盘庚 殷墟 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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