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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 （%&#’ ( %&&#），字禹生，又作雨生，广东省丰顺县

汤坑人。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外交官，也没有出使过西方国家，

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但却 “谙熟洋情”，办理了众多的对外

交涉事件，并就对中外关系问题多次向朝廷建言，提出自己

的看法和建议。他的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本文仅对其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

丁日昌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是其外交思想形成

和发展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外交是 “天朝上国”

以理藩对待外来民族，“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第一次鸦片

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仍守着 “天朝”的威严，并力图恢复传统

的 “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

地赔款、主权进一步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侵

略和掠夺，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国内外形势出现了

巨变，尤其是进入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后，以日本侵略台

湾为发端，造成中国边疆危机加深，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

要矛盾。为了挽救危亡的清朝统治，清政府内部一批关心时

局的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 “几

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巨变，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强敌”。并已

明确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这场变化的根本原

因，于是不得不重新估计华夷的国际地位，逐渐抛弃传统的

夷夏观，向西方学习国际公法等等，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外交原则，从而促使外交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丁

日昌的外交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

基础之上的。

%、认识到西方国家及潜在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

丁日昌对于时局即常常发出“多事之秋”+ % ,（-"）的感叹。早

在 %&!’ 年，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炸弹局时，就向李鸿章建议

设厂造船并提出 “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

在此”的主张。 .《引自海防档 .丙 / 机器局》.一 /，台湾中央研

究院编，第 " 页 / %&!* 年，他又指出：“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

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且身受其害。”+ # ,

%&*0 年他在《海防条议》中又进一步写道：“天下大变之来，方

如烈火燎原，毁家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 ’ ,（-#’）丁日昌深刻

地认识到这种 “变局”完全是外国侵略所致。因此，他十分关

注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军事侵略。他是这样分析中国的边疆形

势：“法据安南与我云、贵、广西毗连，英占印度，与我云南、四

川边境相接，俄占据黑龙江以北，染指新疆、包裹我东西两

端，东南沿海数省更为洋船随处可到⋯⋯从古中外交涉，急

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通，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

也。”+ ’ , （-%0）他在 《临危口授遗折》中还写道：“方今时局多艰，

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

衅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

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 " , （-#*"）因而极力呼吁“⋯⋯惟望内

外臣子，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实事，勿分畛域，勿

惮浮言。”+ " , （-#*0）丁日昌对世界形势的这种认识，足以体现他

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自强的要求，与同时期一般士大夫的认

识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较早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

胁。还在 %&!" 年，丁日昌就认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

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

之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蔽。”+ " , （-%%*）

%&!* 年，在《上曾候自强变法条陈》中再次就日本的侵略企图

发表见解：“日本自与西人通商之后，立意自强⋯⋯现在驾驶

轮船自船主管炉以至水手皆无须雇用西人，关口亦无须延西

人管其税务⋯⋯中国所买枪炮，皆日本选余之物，以为欲东

略欧米各部，则鞭长莫及，然则彼之生聚教训，秣马厉兵，其

志果何为哉？”+ # ,（-#0）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朝野之中实为鲜见。

病退之后，丁日昌还心系日本对中国之威胁，呼吁国人要加

倍警惕和防范日本，“亟谋自强”，作好反侵略的准备。遗憾的

是清政府统治者当时并未对此加以重视，其结果先是 %&*"
年日本侵台引发边疆危机，进而于 %&)" 年发动甲午中日战

争，这正好验证了丁日昌的预料。

#、认识到建立新的中外交往方式已成必然趋势

丁日昌认为，当时清政府对外正面临 “邻气日逼”之势，

而国内却是 “积习太深”的 “穷极之时”。所以，当务之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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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对外则要变通交往方式，告别闭关自守的状态。在

#$!% 年，他就指出：“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

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拒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关不

出为长久计。”&引自《海防档 &丙 ’机器局》&一 ’，第 % 页 ’丁日

昌不但认识到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而且还认为外国的侵

略又给予了中国以挑战的机会，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学习

西方，迎头赶上。“取其所长以利于我”，&引自《海防档 &丙 ’机
器局》&一 ’，第 % 页 ’ 从而发出对外“虚与委蛇”，力保和局，对

内则 “卧薪尝胆”图谋自强的呼声。为了阐明自强的迫切性，

丁日昌进一步分析：“我不能自强，则彼族得合群力危我；一

能自强，则彼族之轮船飞炮、精甲利兵，皆我他日兼之资也。

故曰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也。”( % ) （*##$）这些见解充分体

现了丁日昌的外交眼光和谋略。

二、广泛的社会关系

丁日昌一生交友甚多，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

影响。

#、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晚清重臣，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冲击

下，代表清政府办理过许多对外交涉。基于中外力量对比悬

殊的客观状况，他们奉行“和戎”、“信守条约”的外交原则。曾

国藩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 " ) （*%%）主张 “驭夷之

法，羁縻为上”。 ( ! )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 , )

（*%-） 不可否认，他们所奉行的外交原则有着严重损害中国国

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一面，但在当时的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

情况下，就连和局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利害不同的侵略者之

间周旋，以免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

外交原则是适时的，可行的。再说“信守条约”这一外交形式，

也是符合国际法关于条约一经议定批准生效，双方必须遵守

的原则。“和戎”也好，“信守条约”也好，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争

取和平环境，发展国家实力，以抵御外国侵略。他们认为只有

国家强大起来，才能在对外交涉中坚持强硬态度，打击强权

列强，维护国家主权。丁日昌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以其 “于洋

人性情最为熟悉”&引自吕实强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年，第 .! 页 ’ 的特点，直接办

理了许多棘手的涉外事件，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提拔

和支持。丁日昌在外交实践中，也强烈地认识到，在中国处于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进行直接军事对抗是万不可

行的。他说：“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

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绌。”( $ ) （*"+.）并且

“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

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

则须以求洋法，司洋器为自强张本。”&引自《海防档 &丙 ’机器

局》&一 ’，第 % 页 ’ 唯一的出路只有“外则虚与委蛇，内则力图

整顿”。( % )（*/,"）尽快增强国力以达到国强。所以，他所执行的外

交原则是“和戎为方，自强为本”、“信守条约”等等。这不能不

说是对曾国藩、李鸿章外交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容闳的影响

容闳 是近 代中 国第 一位 系统 接受 西学 教育 的知 识分

子。曾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对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

发展有过较大的贡献。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与

容闳关系密切，容闳在 《西学东渐记》里称丁是其 “老友”及

“志同道合者”。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受容闳的影响很大。现重

点列举两项：第一，对基督教及教案的认识。外国教会在中国

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容闳的坚决反对。在 #$!$ 年他向朝廷转

呈的条陈中就写道：“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

侵入。⋯⋯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

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 )（*.$）丁日昌一生经办了多起教案，在

对基督教的认识及对教案的处理方针上，他受容闳的影响很

大：一方面，能以较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宗教，而不是将其简

单地视为有 “淫心兽行”的邪恶团体。另一方面，对外国教会

在华的侵略活动进行强烈的遣责和抵制。尤其是丁日昌在办

理天津教案期间，容闳正担任丁日昌的随员，所以这种认识

和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容闳是

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深刻地了解到华侨华人在海外的遭

遇以及他们思念自己家乡的感情。“当 #$"" 年，予初次归国

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为

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

鼻。”( . ) （*-#）这种认识就直接影响着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

念的形成。#$!, 年，丁日昌向朝廷建议派使“赴各国有华人处

所”( / ) & */# ’专门处理华侨问题。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清

政府所采纳，但可以说是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萌芽的

体现。后在 #$," 年，丁日昌在担任中秘换约钦差大臣期间，

又直接利用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的报告，就秘鲁公然践

踏中秘新订条约中关于保护华工的条款、虐待华工的事实同

秘使进行谈判。由于丁日昌据理力争，终于迫使秘方作出保

护华工的保证，使在秘华人的状况大有改善。勿庸置疑，丁日

昌这次外交活动的胜利是与容闳的影响分不开的。

-、王韬的影响

王韬是丁日昌的终生挚友，曾在上海英国教会墨海书馆

任职，后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再后被邀往英

国译书，并游历了法、俄等国。这些经历使他对西学有较深的

认识，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首先，#$!%
年，王韬将自己与黄达权合著的 《火器略说》一书寄给丁日

昌。后又在 《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首次阐明了鸦战后中国

所面临的 “古今变局”的观点，提出了 “握利权”、“树国威”的

自强主张，并强调西方入侵中国，有害有利，如 “作深闭固拒

之计，是见噎而废食”，“而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 #+ )

（*-%!）这些见解就为丁日昌认识“变局”和采取应变之策提供了

理论依据。其次，#$,+ 年，王韬又将他所著的《法志》、《俄志》、

《普法战纪》寄给丁日昌，使丁日昌加深了对欧洲国家的了

解，这就有助于他形成一系列外交政策。#$!, 年，丁日昌在

《自强变法条陈》中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外交策略，如 “设新

闻报馆”、“在各国有华人处设立领事”等等，实际上都是来自

王韬的主张。另外，丁日昌于 #$," 年所写的《海防条议》也是

以王韬的思想主张为根据的。最后，光绪元年，丁日昌在福州

船政局任职内，又按王韬的建议 “设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

馆”，( ## ) （*./）“广译各国史事等书，并购觅缅甸、印度等国地理

图说加以翻译”。 &引自吕实强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
页 ’ 这就为丁日昌进一步了解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便

利，而这些又都是其外交思想得以形成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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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潜在威胁，科技进步使分工细化，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

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是社会环境把科技这个手段工具过程当

成目的来追求，一味求新、求奇、求高，如科幻片中制造出的

异类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甚至将人类当成奴隶，这个虽不

是现实，但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科学文化理念就在协调科

技与人的发展方面起桥梁作用，使人自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的具体途径与方法，将科技传播与道德建设同时进行，这是

现时代人类全面发展的新机遇。

（三）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科技

创新的推动，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科学文化就是

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在其中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社会在科技

的合理创新运用下实现发展，当然自身于其中获得进一步发

展的动力。科技创新关注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科技发展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又为科技创新创造动力，从

而两者实现良性循环。

因此，科学文化理念的兴起意味着一场新的文化革命正

在生成。说它是静悄悄的，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个渐近的、渗透

式的、濡化式的过程。它既适应了科技发展的文化要求，又体

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技基础。在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愈

加注重精神生活；在关注当前生存境遇的同时，又更加展望

人类的未来，从而在整体系统的视野中把科技的力量与文化

关怀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为人类开创美好未来奠定了可靠

的文化范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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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域的影响

’、丁日昌籍隶广东潮汕地区。“丁日昌出生于广东省丰

顺县，丰顺县在历史上属于潮汕地区。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

的东南部，濒临南海，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东北面与福建省

相毗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所以与海外联系较早，也较

多，当时海上贸易也较兴盛。”& - ( （4’ 1 /）这样的地理位置就使丁

日昌能较早地接触西学，并认识世界的发展变化。

时至’+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潮汕地区遭到

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潮汕地区的侵略。丁日昌作为一个

潮人，凭着自小就与外界接触的经验，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列

强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趋势，从

而积极地谋求应变之方法，这就为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丁日昌历任于沿海地带的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

地。这些地区与海外接触最早，中西关系也最为密切。同时，

又都是较早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居，中外冲突较多，

处理也很棘手，尤其是上海。丁日昌在担任上海道台期间所

处理的中外冲突事件在他的宦官生涯中数量最多。这些外交

实践使丁日昌深感列强的“蛮横无礼”，也深感中国“积弱已

深”，无法与列强硬拼的事实。从而产生“自强为本”、“遵守条

约，并随时不忘以实力为外交后盾”的一系列外交原则和方

针，并运用这些原则和方针指导外交实践。

可见，丁日昌籍隶广东以及历任沿海省份的经历，使他

能熟悉中国沿海地理情形和防御情况，明了中外形势的发展

变化，从而成为其外交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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