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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872年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赴美这一历史事实 , 对于中

美外交关系 , 以及中国早期的整个对外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派遣教育使团的最初目的是

为了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事务 , 但实际上 , 使团开展的活动涉及外交、 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各个方面。这些活动不但扩大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外交关

系中的被动地位。同时 , 使团对拉丁美洲华工所受迫害的调查 , 还为中国政府 1875年赢得和西班

牙、 秘鲁的条约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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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于 1872年派遣赴美的教育使团 ,是中国

历史上出使美国的第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官

方使团。作为清政府首次主动开展的对美外交活动 ,

这一事件在中美关系史上 , 不仅具有重要的外交意

义 , 而且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根据现代国家之

间外交关系建立的惯例 , 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应始

于 1844年 ,其标志是当时美国政府派遣顾盛 ( Caleb

Cushing ) 使团来华 , 迫使清政府签订 《望厦条约》。

这项条约签定后 ,美国政府当即于 1845年开始在中

国正式派驻外交使团 , 从而建立起两国之间所谓的

条约外交关系。 但清政府在签定条约后的近 30年

中 , 一直没有派遣驻美外交使节 , 因而初期的中美

外交只是一种美国主动、 中国被动的单向不正常关

系。 1872年清政府派遣中国教育使团出使美国 , 虽

然未能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在中美条约外交关系中的

从属地位 , 但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一种对等的外交

关系 , 使中方在外交事务上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局

面。 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公开使命尽管并非

外交 , 但其成员以外交官身份在美展开的一系列活

动 , 却具有实际的外交性质。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

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了解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 ,

而且也为中国政府通过驻外官员来处理有关国际事

务提供了便利。 同时 , 还加强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

联系 , 为中国政府在美派驻正式外交使节奠定了基

础。然而 , 对于 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出使美国这一

历史事件 , 以及使团成员在美期间所展开的各种活

动和这些活动对中美外交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

我国学者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研究。

本文对教育使团赴美期间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的探

讨 ,就是为了填补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这一缺憾。

一

清政府于 1872年派遣以教育为名的官方使团

赴美的这一举措 , 可以说是由 19世纪 60、 70年代

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所促成的。 当时 , 国内的洋务运

动在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和沈葆桢等人的领导

下 , 正值方兴未艾之际。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

失败后 ,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领袖开始认识到 , 必须

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 ,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

因而 , 他们极力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和引进机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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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富强” 运动 , 并开办制造局、 船政局以及其它

近代工矿交通企业 , 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为此 ,

急需选派人员出国留学 , 以培养大批具有各种专业

技术的人才 , 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 , 19世

纪 60年代中期 ,清政府委派西方外交官开展的对外

交往实践 ,也是促成派遣教育使团的重要因素。1867

年 , 清政府任命美国驻华公使兼列强驻京使团团长

蒲安臣 ( Anson Burlingame)为 “办理各国中外交涉

事务大臣”。次年 ,蒲安臣偕同礼部郎中孙家谷等 20

余人组成 “中国使团” , 代表清政府出使了美国、 英

国、 法国、 普鲁士和俄国。 这次外交实践增强了清

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 使清政府意识到有必要

选派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使团 , 来直接开展

外交活动。另外 , 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和清政府的联

系 , 以便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 也极力敦促

清政府向列强各国派遣外交使团 , 扩大政府之间的

接触。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 , 当时被拐骗到古巴

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华工人数日益增加 , 他们

在这些国家普遍遭受到非人的虐待 , 因而急需清政

府派遣外交官员进行调查 ,并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

除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外 , 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

主义思想家容闳个人所做的各种努力 , 也直接推动

和促成了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的计划。作为中

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改良主义者 , 容闳自幼就在

美国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 ( M orrison School ) 里

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 后来 , 他又随其师布朗

( Samuel R. Brow n) 赴美学习 , 成为中国第一个赴

美留学的文科学生。 186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 , 他

回国投身曾国藩门下 , 被任命为四品衔江苏候补同

知。为了用西方科技来改变中国社会 , 容闳除积极

致力于兴办工矿企业外 , 又从 1867年开始 ,多次向

曾国藩提出选派学童赴美学习的设想。他建议 “挑

选 120名 10到 15岁的学生留美学习 15年 ,以此来

改革中国的社会”①。在他的推动下 , 1870年 10月 ,

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朝廷 , 提出一项每年选派

30名 12到 16岁的学生 , 赴美留学的四年计划。根

据这项计划 , 这些学生将留美学习 15年左右 , “他

们的课程主要集中于军事、 航海、 数学和机械等学

科。”②为实行这项计划 , 清政府首先在上海设立了

一所预备学校 , 由上海道台刘汉卿负责管理 , 为预

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与此同时 , 容闳则先

行赴美 , 在麻萨诸塞州水泉镇 ( Spring Field) 附近

的私人家庭中为中国学生安排住处 , 又在康乃迪克

州的哈特福特 ( Hart fo rt )为使团建立总部。经过前

后几年的筹划和准备 , 以陈兰彬为团长的中国教育

使团终于在 1872年到达美国 ,成为历史上中国政府

对美派遣的第一个官方外交使团。

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看来 , 清政府派遣教

育使团的行动符合他们进一步开放中国门户的愿

望 , 所以对此计划从一开始就给予热情欢迎和积极

支持。 1871年 12月 ,当清政府尚在酝酿派遣教育使

团的计划时 , 西方商人在华开办的 《北华捷报》 就

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 , 这项计划 “尽管被一再拖

延并长期讨论 , 但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③第二

年 2月 , 该报又再次报道这一计划 , 并作了这样的

评论: “士大夫闭关自守的原则已经被打破 , 这一行

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努力 , 将会在物质上有助于

开放中国 , 并使其在对外交往中获利。”
④
当这项计

划开始实行后 , 致力于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

美国外交官对此格外关注。 1873年 1月 15日 ,美国

当时的驻华公使镂斐迪 ( Frederick F. Low )在给美

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费西 ( Hamil ton Fish)的信中 ,

要求美国政府积极支持这项计划 ,并指出: “这些学

童 [在美国 ]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所得到的

友善待遇 , 已使那些推动这项计划的人深感欣

慰。”
⑤
镂斐迪还在信中附上了教育使团负责人陈兰

彬和容闳致康乃迪克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 ( B. G.

No rthrop) 的一封公开感谢信。使团的官员们在信

中声称 , “ [美国 ]公众对教育使团的诚挚欢迎使我

们深感愉快”
⑥
。

二

中国教育使团抵美后 , 除安排和照顾中国学童

的学习和生活外 ,主要是以清政府外交官员的身分 ,

展开与美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活动。 他

们首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加强和美国公众的联系 , 以

此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使团初到哈特福特之际 ,

就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种友好态度 ,

为他们与当地人民开展文化交往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在各种交往活动中 , 使团人员根据各自的特点 ,

积极开展与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接触。陈兰彬作为使

团的特使 ,主要负责和当地地方官绅的礼仪往来。容

闳以他对美国社会的熟悉和了解 , 积极活跃于社会

各阶层之中 , 和他们建立广泛的联系。 使团的另一

位成员郑衡生 ( Tseng Heng- Cheng ) , 也曾留美学

习 , 并毕业于纽约州克林顿市的汉密尔顿学院 , 则

主要致力于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除此之外 ,每

逢节假日 , 尤其是中国的春节和其它重要节日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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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还要举办中国式的宴会 ,来招待当地的各界人士 ,

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 使团举办的中国式宴会在当

地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874年 2月 18日 , 《哈

特福德日报》 ( Ha rtfo rd Courant ) 曾作过这样的报

道: “市长以及城里的许多绅士和女士们 , 都参加了

这次中国使团的宴会 , 他们受到了使团成员非常礼

貌而有耐心的接待。”
⑦

为了扩大对外交往的活动范围 , 容闳和陈兰彬

很快就把他们的活动范围 , 从哈特福特的地方官员

和普通民众 , 扩大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要

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中间。在这方面 , 容闳所做的工

作尤其重要。 他利用他所具有的美国公民身分和留

美学习的经历 ,赢得了美国社会对他的接受和好感 ,

并且很快就和华盛顿许多重要的美国政界人士建立

了密切联系。 为此 , 他经常前往华盛顿参加各种外

交活动 , 出席外交界的各种招待会 , 并经常和美国

政府官员讨论中美两国政府关心的各种有关问题。

他还利用在美国参议院为中国妇女教育状况作证的

机会 , 说服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为中国妇女设立了一

项教育基金。

教育使团驻美期间开展的外交活动 , 除了和美

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外 , 还非常重视收集与中国有关

的各种情报 , 并及时报告清政府。还积极与美国军

火商联系 , 为中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在他们到达

美国后不久 , 陈兰彬就向总理衙门秘密报告了日本

购买 8000到 10000支美国罗明顿公司生产的滑膛

步枪 , 并已从纽约港把这批枪支用两艘军舰运往日

本的情况。作为使团的主要对外联络人 , 陈兰彬不

仅重视收集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 而且对

工商业方面的信息也很感兴趣。 在考察了美国的蒸

汽运输发展情况后 , 陈兰彬对中国发展蒸汽运输事

业提出过自己的建议。他指出: “中国的商业汽船航

行公司和江南制造局才刚刚起步 , 派人到海外学习

新技术的事也仅为传闻 , 现时尚无有关计划实施。”

所以 ,关于中国应当自己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 , “要

在一两年之后才有可能”
⑧
。

替清政府采购军火的工作 ,主要由容闳负责。为

了了解有关军火的行情 , 容闳与美国的军火商们进

行了广泛的接触。 关于这件事 , 陈兰彬的信中有这

样的报告: “此地制造的 `格林机枪’ ,精巧坚固 ,质

量胜于法国所造。 我们极力促使制造商把这种枪支

出售给中国政府 , 但他们仍犹豫未有所决。目前容

闳正设法与他们签定合同 , 并邀请他们今秋携带枪

支样品前往中国洽谈。但尚不知我们能否达此目的 ,

因而此项计划仍需保密。”⑨ 1873年 8月初 , 容闳终

于和格林公司的代表达成该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的

协议。 8月 12日 , 格林公司的一位代表携带着一批

枪支样品随同容闳来到中国。 不久 , 中国政府就向

格林公司购买了价值 10万美元的枪支。这批武器于

1874年下半年运抵中国 , 它们在左宗棠 1876年抗

击沙俄入侵中国新疆的战斗中 , 发挥过重要作用。

教育使团另一方面的工作 , 是作为清政府的代

表 , 负责对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在美的活动进行监督

和管理。 教育使团赴美之初 , 陈兰彬就向清政府报

告了中国侨民在美国的状况和潜在的问题。 他在给

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 “旧金山地区约有十万中国

人。 许多广东商人的资产已达数十百万。但这些居

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行为难以管束 , 他们出入总是

携带刀枪。这儿有戏院和七十多家中国餐馆 , 还有

成百家妓院和鸦片馆。因此可以想见此处风气之恶

劣。 经过仔细观察 , 我发现无人能对这些中国人加

以拘束。”
10
与此同时 , 陈兰彬也很注意中国赴美留

学生的思想倾向和变化 , 并对中国学生过分西化的

倾向深感担忧。 他极力反对中国留学生穿西服 , 剪

西式头发 ,接触西方宗教和学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

还把中国学生的西化倾向作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汇报给朝廷。

教育使团对中国侨民的监督 , 曾因王长富 (译

音 ) 事件引起中美外交官员之间的一些争议 , 其起

因是美国报纸关于一个流亡美国的中国人的报道。

1873年 10月 , 《哈特福特日报》 转载了 《旧金山记

事报》 ( 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篇报道 ,提到

一个曾留学美国 , 自称革命家的王长富。此人 “在

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互助社 , 意在唤醒民众。互助

社表面上传播美国社会习俗 , 其根本目的则是要推

翻清政府。后来王长富计划泄露 ,遭清政府追捕 ,于

是逃亡美国”
11
。在 6月的一篇报道中 , 该报又以

“一个中国诈骗犯”为题 ,声言王在美国的行骗活动 ,

说 “他在全国到处旅行 , 欺骗旅馆的接待员和其他

一些人 , 自称是中国政府一个特别使团的官员”
12
。

同年 9月 , 有关王长富的报道以及他的照片再次出

现在 《哈特福特日报》 上 , 报道中特别指出 , “此间

的中国官员已经宣布 [他 ] 是一个骗子”
13
。美国报

纸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教育使团的关注 , 并及时向清

政府的总理衙门作了报告 , 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

1874年 9月 28日 , 恭亲王亲自写信给美国驻华临

时代办威尔斯·威廉 (W ells Williams) , 要求引渡

王长富。 恭亲王在信中表示 , 他对王长富自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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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使在国外招摇撞骗的行为深感忧虑 , 因而要求

“ [美国政府 ]立刻逮捕王长富 , 并把他送回中国受

审 , 以免他流窜到其它地方继续行骗”14。但恭亲王

的要求遭到美国驻华代办威廉的婉言拒绝。他在给

恭亲王的回信中强调 , “像这样一个轻浮疯狂之辈 ,

不可能在美国制造任何麻烦。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

他逮捕并加以惩罚。”
15
这个事件引起的风波虽然不

了了之 , 但教育使团为清政府在海外收集信息所起

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对于这一点 , 威廉在给美国国

务卿费西的报告中 , 特别提请他注意 “哈特福特的

中国教育使团为恭亲王在美国收集信息所做的工

作”16。

三

教育使团出使美国期间 , 不仅在美国开展了一

系列具有外交性质的活动 , 而且还组织调查团 , 代

表清政府前往拉丁美洲国家调查中国劳工在古巴和

秘鲁遭受虐待的情况。从 1850年开始 ,就有大批中

国劳工被拐骗和贩卖到美洲国家从事各种体力劳

动。他们当中 , 很多所谓的 “合同移民” , 其实都是

被拐骗绑架、 强迫运送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种植园的苦力劳工。他们在那儿从事极其繁重的农

业劳动 , 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早在 1870年初 , 美

国和中国通商口岸的一些报纸 , 就报道过有关中国

侨民在古巴和秘鲁遭受残酷迫害的消息。 但是 , 当

时清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往来 , 因而无

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些在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国

劳工问题。 1873年 , 西班牙政府向中国清朝政府总

理衙门提出签订一项条约和贸易合同 , 中国政府趁

势提出由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组织一个调停委员

会 , 来处理中国侨民在西班牙殖民地遭受的非人待

遇问题。1873年 8月 ,调停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 ,由

中国政府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古巴 , 实地了解

中国侨民在当地的情况。清政府随即和西班牙特使

弗兰西斯科·奥廷 ( Francisco Otin) 商定 , 把签订

贸易条约的谈判推迟到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之

后。1873年 9月 22日 , 总理衙门决定让当时在美国

的中国教育使团来进行这项调查 , 并邀请中国海关

的两名外籍税司马福臣 ( A. M acpherson)和吴秉文

( A. Huber )参加调查委员会工作 ,由陈兰彬具体负

责。

教育使团代表中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华工问题所

作的调查工作 ,进一步体现了它的外交实践价值。在

清政府总理衙门与西班牙政府交涉有关华工在西班

牙殖民地遭受恶劣待遇问题期间 , 教育使团提供的

信息和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争取主动 , 李鸿

章曾写信给陈兰彬 , 向他询问中国劳工在拉丁美洲

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的建议。陈兰彬在

1873年 8月 20日的回信中 , 提出了几种清政府可

以采取的行动 , 并谈到使用武力的可能后果。他指

出: “最好的办法是彻底清除那些人贩集团 , 并说服

英、 美政府来干预这种交易 , 下策才是通过战争进

行制止。 因为秘鲁尽管是个小国 , 而且西班牙在古

巴也穷于应付内乱 , 但我还是担心 , 他们虽然无力

使其国内安宁 , 但还是能给我国带来麻烦。”
17
为了

为谈判提供必要的证据 , 李鸿章于 1873年 10月 1

日任命陈兰彬为特使 , 和容闳分别率领调查委员会

前往古巴和秘鲁。接受这一任命之后 , 陈兰彬拜会

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 , 向他通报了即将展开的

调查工作 , 以取得美国政府的谅解 , 并立刻着手组

织调查委员会。

1874年 3月 17日 , 陈兰彬率领的调查委员会

到达古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 , 调查委员会收集

了大批关于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材料。其中

包括中国劳工提供的 176份证明书、 85份请愿书和

1665个签名。经陈兰彬等人实地调查 , 发现这些华

工 “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居十之八 ,船上数月打伤、

自尽、 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至买入糖寮者 , 人

数较众 , 尤为凌虐不堪 , 其工夫过重 , 其饮食过薄 ,

其做工时刻过多 , 其被棍撞、 鞭拷、 锁闸等诸般荼

毒又最甚 , 递年各处打死、 伤死、 缢死、 刎死、 服

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现时折本、坏

脚、 瞎目、 烂头、 落牙、 缺耳、 皮开肉裂指请验伤

者已复不少 ,凌虐实迹人所共见。”18 1874年夏 ,陈兰

彬带领的调查委员会完成在古巴的调查 , 并把调查

收集的材料汇编成长达 14卷的调查报告后 , 于

1874年冬天回到美国。此时 , 容闳已完成和美国格

林公司的武器交易 , 从北京赶回美国。 于是 , 容闳

又带领调查团前往秘鲁进行同样的调查 , 并很快完

成了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调查报告 , 其中还

附有华工被鞭打的照片。

1875年初 ,陈兰彬带着关于华工在古巴和秘鲁

遭受非人待遇的报告回到北京 , 参加清政府和西班

牙的谈判。调查团收集的大量材料 , 使西班牙政府

和秘鲁政府在道义上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关于

这一点 ,美国驻华公使西华 ( Geo rge F. Sew ard)在

给美国国务卿埃瓦特 ( William Evarts)的信中指出:

“关于中国人在古巴遭受苦难的大量信息已报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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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并在帝国各处传布 , 其结果必将严重损害西

方人的好名声。”19结果 , 西班牙和秘鲁政府在舆论

上的不利处境 , 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地

位。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 , 两国政府在达成的协议

中 ,都明确规定要制止对华工实行的合同苦力劳役 ,

并给予被迫害致伤的华工合理赔偿。同时还规定 ,中

国政府可以在古巴和秘鲁设立领事馆。在和秘鲁达

成的协议中 ,秘鲁还同意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 , 在外交上

取得的最大成就 , 教育使团为此所做的贡献是不言

而喻的。

中国教育使团的使命 ,以陈兰彬 1875年离美回

国参加与西班牙的条约谈判而告一段落。 但使团从

1872年以来在美所展开的活动本身 , 已经证明它具

有清政府外交代表的性质。 教育使团作为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出使美国的官方使团 ,其外交实践表明 ,清

政府在外交现实的压力下 , 已经开始重视被美国政

府通过条约强加的外交关系 , 并主动采取行动来改

变自身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 , 教育

使团在了解经济和军事情报、 采购军火、 掌握中国

侨民在美国的情况 , 以及调查华工在拉丁美洲所受

迫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 也显示了教育使团为维护

国家利益和保护海外侨民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仅如

此 , 在教育使团建立的外交关系基础上 , 清政府于

1875年正式决定在美国设立常驻使节 ,并任命陈兰

彬为首任驻美公使。中美外交关系的这一重要进展 ,

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建立条约外交关系

之初 , 哈佛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所谓的 “西方主动和

中方被动” 的不合理现象。 由派遣教育使团进而发

展到对美派驻常任使节 , 可以说是教育使团外交实

践的具体成果。这一发展虽然没有真正改变当时中

国在对外关系中与列强的不平等地位 , 但至少为中

美之间在 19世纪末建立一种表面上平等正式的外

交关系打开了局面 , 并为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同时 , 教育使团在拉丁美洲进行的调查活

动 , 也为清政府通过外交人员处理国际事务积累了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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