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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惟演是前代吴越国王室的后裔，尽管幼年时已经随其父吴越王钱

俶归降宋朝，而且其妹嫁给了章献刘太后的兄长，其子又娶了仁宗郭

皇后的妹妹为妻，但是宋代皇帝对他的戒心却未曾消弱过，反而在御

史中丞冯讽弹劾他时，认同他是“擅议宗庙，且与后家通婚姻”，将其

逐出中央，外知河阳，并且降职为大军节度（宋代武职地位低于文

职）。可怜一代文学名士，只能暗自徘徊踌躇，著名词作《玉楼春》即在

此种心境下所作：“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

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

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三、两宋官吏考核制度弊端之细究

1.忽视实际政绩。韩维《南阳集》卷 16《外制·职方员外郎通判饶

州王奭可屯田郎中差遣如故》云：“奉法守职、积劳岁月而无过者，皆

有进秩之资。”[6]1162 此即宋时官吏考核制度内容的一大弊端：过于重视

官吏的资序，不强调官员任职的实际政绩，反而是十分讲求所谓的有

劳无过。可以想象，这种政策很容易造成官吏们尤其是地方官吏的因

循苟且，更会使腐败之风愈来愈盛。因此，两宋时有识之士多次对此

上书进谏，如范仲淹的名篇《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就曾有过批驳：“今

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

肖并进。”[7]474 而这篇中国改革史上的名作最终打动了宋仁宗，北宋历

史上的第一次大变法———庆历新政随即开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

是在考核官吏的中更加注重在任官吏的实际政绩，结果引发了那些

腐败官员的危机感，在多种阴谋的策划下，范仲淹、富弼等变法派被

谏官钱明逸弹劾：“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罢

免，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皆被罢官，这项考核官吏政绩

的改革也随之失败，官员的因循守旧、腐败之风气也愈演愈烈。
2.赋税强调过多。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皆知道两宋朝廷是一个积

贫积弱的王朝，财政紧张是始终困扰朝廷的一个大问题。正是在此种

情形下，两宋时考核官吏的内容中很是强调着上供赋税这一项。因为

“税租课入，国用之所赖”，于是每“至岁终，委本部考校逐路并州县税

赋课利及上供钱帛”[1]55 就显得十分之重要了。其后果，只能是正直的

官吏因为重视民生而难以完成任务，结果被处罚，如宣和五年（1123）

之际，有路漕臣吕淙等 13 人就因未完成朝廷赋税款项而遭贬谪；或

者是那些醉心仕途之辈，不顾百姓生死，强征暴敛，结果反可升官。官

吏考核中过于强调赋税带来的弊端，最终使得那些基层的贫苦百姓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亦曾试图改

善这一弊端，无奈面对内忧外患的宋朝廷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只能任由此弊端沿袭了两宋始末。
尽管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宋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着诸多的弊端存在，但是，我们不

能否认的是此制度中的量材任用、奖优罚劣等许多内涵却是十分有

益的。以古鉴今，在这些闪烁着古人智慧光芒的制度中，我们要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科学研读，推陈出新，为我们今日行政法的完善以及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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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封闭的状态开始被打破，逐渐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随之带来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中国近代出境旅游

随之开始兴起。对整个近代出境旅游发展状况进行历史考证，是准确

定位其历史意义的关键。
一、中国近代出境旅游发展的历史背景

1.产业革命的影响。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

逐渐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随后不久，第一次工业革

命逐渐在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开来，到 19 世纪中期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

主义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机器生产也开

始在我国出现，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我国近代出境

旅游提供了物质条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增加财富的同时，也

给我国社会带来阶级的变化，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出现，打破了传统社

会财富由封建贵族一个阶级集中控制的局面，资产阶级也开始掌握

大量社会财富，这也使得出境旅游大众化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产业

革命也促进了近代交通的发展。交通是游客实现空间转移旅游的最

基本的客运设施和设备，古代交通的落后使得人们远距离跨境旅游

难以实现，严重制约了人们旅游的空间距离。但在产业革命后，以蒸

汽为动力的汽车、火车等新型交通工具，不仅仅缩短了人们旅游的时

间，也为人们实现远距离出境旅游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
2.政治环境的变迁。鸦片战争后，随着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

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各种通商口岸被迫开放，封闭的中国大门开始

被打开。在此之后，列强丝毫没有减缓侵略之态势，截止到 20 世纪

初，中国被迫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五十多个不平等条约，通商口岸更是

增加到了一百余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近代中国逐渐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民族危机促使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聚焦

到国外，大量先进知识分子此时正是通过出境旅游的方式，出国考察

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途径。
3.经济结构的变革。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以“自强”、

“求富”为目标，当时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法令

中国近代出境旅游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文人知识分子、留学生及政府官员，对这三类主体出境旅游
活动展开剖析，是对中国近代出境旅游发展状况历史准确考证的前提，也是今天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借鉴其经验的基础。
出境旅游 近代 历史考证

中国近代出境旅游发展状况的历史考证

□ 平顶山教育学院 李志辉

摘 要

关键词

………………………………………………………………………………………………………………………………………………………

证历 史 考
lishikaozheng

91

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4.03.074



兰台世界 2014·1 月下旬

和兴办一些实业，以实现工商业之发展，随后，大量实业得到快速发

展，仅 1912 年至 1919 年 7 年时间，中国新建工矿企业达 470 多家，

投资近 1 亿元，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新增资本达 1.3 亿元[1]473。随着经

济结构变革的深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

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也促使中外交流活动

增多，大量中国人开始利用出境旅游的机会从事国际贸易。从这个意

义上说，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是中国近代旅游出现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近代出境旅游的主体分类

1.文人知识分子。在众多知识分子中，林鍼是近代提倡海外旅行

的先驱。1847 年，林鍼因精通外文而被聘为美国中文翻译，由此获得

到美国旅居一年的机会。归国后，他将在美国的旅途经历详细记录下

来，并记载在《西海纪游草》一书中，成为“近代中国人用来测量外部

世界大海的第一只贝壳”[2]12。此后，近代中国人都把该书作为了解外

部世界的重要窗口。一年的海外游历生活，也丰富了林鍼的人生阅

历，开拓其视野，从而使林鍼在思想意识上也发生较大的改变。继林

鍼之后，罗森也是早期出境旅游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1854 年，罗森

跟随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 M.C.Perry 到日本旅游，在为期 7 个月旅途

中，罗森详细记录了琉球地区的人文习俗，在游历结束之后，他将所

了解的关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状况汇集成书《日本日

记》，这是近代中国人所著的第一部关于日本的见闻录，对于认识日

本发展之经历具有重大价值。除了林鍼和罗森，当时文人知识分子王

韬也是出境旅游的积极倡导者，在林碱美国之行和罗森环日本之行

完成之后，王韬开始了欧洲之行，历时两年之多，随后又应日本友人

之邀“摒挡行李作东派之游”，其出境旅游经历十分丰富，最后完成

《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两部纪行之书，这对于近代国人了解欧洲

和日本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为早期近代出境旅游的第

一批文人知识分子，林鍼、罗森、王韬等掀开了近代中国出境旅游的

序幕，伴随着 1876 年清政府正式派遣常驻外国公使，文人知识分子

出境旅游开始迎来高峰，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介绍国外状况的书籍，如

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黄庆澄的《东游日记》、钱单士厘的《归潜记》
和《癸卯旅行记》，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文人出境旅游的珍贵史料。

2.留学生。留学生是近代中国出境旅游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他

们出境旅游主要是受当时社会“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潮的影响，出国

旅游的同时进行修学，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诸多留学生中，

容闳是我国近代史上开启境外游学之旅的先驱。容闳，祖籍广东香

山，从小家境比较贫穷，1841 年在勃朗夫妇创建的马礼逊学堂学

习。在勃朗因病回国之后，1847 年，容闳与黄宽、黄胜一起从广州奔

赴美国，正式开始了游学美国的历程。1854 年，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

毕业，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容闳自己

在谈及此事时也说道：“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

自予始。”[3]881872 年开始，政府正式派遣留学生到世界各国修学旅游，

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批 20 名幼童留学生于 1872 年 8 月被派往美

国求学，而这 20 名幼童的招生工作正是由容闳负责的。由于长时期

的闭关锁国所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政府此项举措，视出国旅游修学

为“异类拜师”。很多传统贵族家庭不愿意子弟到国外旅游修学，容闳

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才凑足名额。这次官方派人修学旅游工作完成之

后，国内出国修学旅游的风气才开始传播开来，到五四运动时期，已

经达到四万余人之多，到达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苏
联等国。虽然留学生出国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以实现拯救中国于危难之目的，但大规模的留学生出国也必然带动

中国近代出境旅游的发展，这在客观上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
3.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出境旅游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外交旅

游。1866 年，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三人，在英国人赫德的带领

下，远赴欧洲旅游，恭亲王奕䜣上书此行之目的在于“探其利弊，以其

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并要求该旅游团“沿途留心，将所过山川形势、
风土人情，详细记载”[4]68。因此，这个外交旅游团基本上属于到国外观

光的性质，是清政府对外派出旅游团的尝试，以从政府的角度了解欧

洲各国基本状况。在此次欧洲之行结束之后，也留下了一些介绍欧洲

的纪行日记，如《乘搓笔记》、《航海述奇》等等。1868 年，清政府派出正

式的外交旅游团，由美国人蒲安臣组织和带队，史称蒲安臣使团。虽

作为正式的外交使团，清政府并没有规定该团体过多的出使任务，对

此，《初使泰西记》中有记载：“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

不能见效,即令辞归。”因此，该团体基本上也是属于观光团体，先后用

两年多的时间游历了英国、美国、德国等 11 个国家，形成了《初使泰

西记》、《航海再述奇六卷》以及《使西纪程》等纪行记。二是科技考察

旅游。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之下，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必须派遣官员到国

外进行实地考察，以掌握西方技术发展现状。1879 年，清政府派遣徐

建寅等到欧洲旅游考察，与以往的考察不同，这次明确该旅游团有重

要的科技考察任务，并购买装甲战舰。在二十多个月的时间里，徐建

寅代表团参观了八十余家小工厂，并对二百多种工艺和管理方法进

行了详细记录，为我国中西科学技术交流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与

此同时，在广泛考察法国、德国、英国船厂的基础上，徐建寅订购了两

艘德国建造的军舰，即后来配备给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号，在当

时被称为第一等铁甲船。三是综合考察旅游。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

洋务派意识到仅仅派几个人到国外旅游考察技术，远远不能适应当

时学习外国之需要，因此，在洋务派的极力主张之下，清政府开始大

规模派遣官员出国旅游考察。1887 年，清政府派出 12 人分别到日本

和欧美旅游，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如此之多的官员出国考察。这次

考察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还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内容，比如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在考察 11 国之后，撰写《游览

各国图经》86 卷，其中涉及各国职官、外交、军事、河渠等方面的内容。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不断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明，中国近代出境

旅游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从局部规模开始向社会各个

方面渗透，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作为传播外国文明的重要途径，出境旅游打破了我国传统思想封闭

的局面，加深国人对其他世界各国的了解，为近代思想观念的形成创

造了条件。二是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在我国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

中，诸多出境旅游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先进的文人知识分子，

力图救亡图存的学生，还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官员，他们对国外的

考察，使得国人切实意识到当时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差距，只有不断加

强社会改造，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这对于农业社会的解体、工业社

会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三是为现代

旅游创造了条件。近代出境旅游者留下的很多关于国外旅游的记载，

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外的历史、地理、风土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些

是我们当前在发展现代旅游时可借鉴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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