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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买办与中国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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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香山（今之中山、澳门和珠海）商人为主体的买办阶层，因近代以来中国贸易格局之变化而逐渐兴起。
在贸易通商口岸不断增加，旧行商制度的废除，中外贸易逐渐扩大的有利条件下，香山买办已成为中国近代新型商
人。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之过程中，香山买办毫无疑问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早期工业
化的先驱者，而且还是促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的积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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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 买办的中介

角色不仅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

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
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 ［1］而在整个 19 世纪，以香山唐氏

（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莫氏（莫仕

扬）家族、容氏（容闳）家族为主体的买办群体，在鸦片战争后

的对外交往和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 不仅成为沟通

中西文化的桥梁，而且也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驱。 ［2］本文拟定

对香山买办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

等方面作较为完整的论述，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香山买办在

近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 传统走向近代等一系列转变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一、西学救国，工商立国

香山原属于东湾县，称为香山镇，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即

1152 年）分出东莞县香山镇地，开始设香山县。 所管辖的地区

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澳门和珠海，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促使香

山买办成为较早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人群之一。 他们学习

并接受西方关于自然科学、经济乃至政治的各种学说。
容闳与唐廷枢、唐廷植都是马礼逊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

目睹近代西方先进文明的成就与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局面所

形成的强烈反差，强烈要求中国该向西方学习。容闳就曾大胆

地表白：“予当修业期间，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以为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

利益， 以 西 方 学 术 灌 输 于 中 国， 使 中 国 日 趋 于 文 明 富 强 之

境 。 ”［3］唐 廷 枢 为 方 便 华 商 与 洋 商 贸 易 往 来 ，编 撰 《英 语 集

全》，颇受商界欢迎，被公认为是当时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

和教科书。
郑观应之西学救国思想则表现更为强烈，他特别强调“泰

西之强强于学而非强于人也”，因此“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

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由学其所学也”。 ［4］并且主张“主

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
作为学习西方之准则。

此外，以 容 闳、唐 廷 枢、徐 润、郑 观 应 等 为 代 表 的 香 山 买

办群体，率先在实 践 上 按 照 西 方 近 代 企 业 的 管 理 模 式，从 事

新式企业的投资与管理活动，并且提出著名的“工商立国”和

“商战”的思想。 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在担任轮船招商局的

总办、会办等职务 时，他 们 都 倾 向 于 选 择 商 股 商 办 或 官 督 商

办下的“以商为主”的经营模式。 徐润强调“振兴商务”，他说

“西洋各国，俱以通商致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本固”。 郑

观应则在《盛世危言》一文中，更加系统地阐述“振兴商务”的

重要性和“商战”的迫切性，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商务论和商战

论。 他认为，“商贾县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又说“论

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5］尤其是

他有感于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商战”对中国的潜在威胁，
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政治经济主张，在当时可谓最具

震撼力。 ［6］

西学救国，工商立国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香山买办倡导

的“西学救国”和“工商立国”的思想无疑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近代思想启蒙中有重大的影响力。
二、参与洋务，投资实业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香山买办率先投资中国近代

新式工商业，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参与晚清的洋务运动。
他们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扮演先驱的角色。

轮船招商局在创建初期因招股困难，面临资金缺乏，亏损

严重的局面。 1873 年 6 月李鸿章邀请香山买办唐廷枢、徐润

等参与轮船招商局后，他们运用西方航运业的经营管理模式，
制定《轮船招商局局规》，推出合股投资体制，同时又向社会公

开发行股票，实行股份转让，吸引了许多商人投资入股，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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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如果股东将股票转让，必须到局注册”。 在短短几年内，
招商局情况立即有了转机，并且很快扭转亏损的局面，甚至还

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华的所有船只、码头，其业务范围

由最初的装运漕米发展到揽运各种货物。 ［7］

除轮船招商局外， 在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

局、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开平煤矿等企业，也都有香山买办

的参与。 以开平煤矿为例，唐廷枢主持轮船招商局后，还负责

开办开平煤矿事务，短短三年内共集资 100 万两，其中徐润个

人投资即达 15 万两，煤矿产量大幅度提高，还带动沿边铁路

和水路运输业的发展。总而言之，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等企

业能够顺利筹集资本，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与香山买办

全力支持分不开。 尤其是唐廷枢， 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

生，而且在开平矿务局成功地运用了现代技术，使其“逐渐变

成了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 ［8］

此外唐、郑、徐等香山买办还开始合资创办或自己创办企

业，他们涉足铁路、造船、纺织、机器制造、电报以及保险等近

代新兴企业。 ［9］唐廷枢、徐润主办的仁和、济和以及合并以后

的仁济和保险公司， 其资本来源主要是香山买办的投资。 据

《徐润自叙年谱》记载，徐润个人参与和投资经营的有同文书

局、景纶衫袜厂、基隆煤矿、香山天华银矿等诸多企业。
香山买办积极参与洋务运动， 全身心投入近代企业的创

办和经营管理， 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开 创 了 中 国 近 代 企 业 的 先 河 ： 中 国 第 一 家 大 型 煤

矿———开平矿务局， 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

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中国

第一家大型专业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 中国第一家

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电报局———津沪电报局，
中 国 第 一 条 国 有 化 铁 路———唐 胥 铁 路 ， 中 国 第 一 台 蒸 汽

车———“龙头”火车头，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
中国第一家外贸公司———肇兴公司等。 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实

现了由买办向企业家的华丽转变，被誉为 19 世纪颇有影响力

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 ［10］

三、参与社会变革、政治运动

香山买办的若干人对中国的政治乃至革命运动也是功不

可没的。 他们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
容闳在访问天京（南京）时曾向洪仁玕建言七条，作为治

国之道。 他还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和 1900 年的上海国会运

动。 ［11］此外晚年他还先后支持过康有为、孙中山活动，十分关

心祖国命运。 其堂弟容星桥，既是汉口一家洋行的买办，也是

兴中会的成员，曾参加策划了汉口自立军起义。又如前所述的

郑观应，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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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在民族危亡

的历史关头为中国人富国强兵提供蓝图， 是中国近代改良主

义的纲领性文献。 他支持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孙中山甚至真

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到郑观应的具体影响。［12］总而言之，他们

都是支持社会变革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
郑观应、唐廷枢、唐廷植、徐润等人领导的广肇公所，也为

社会变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 1905 年在抵制美货运动中，
广肇公所提了几项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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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们的行动迫使美国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四、社会与生活多元化

香山买办在社会和生活上表现出了其特色的一面， 促成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
以唐廷枢、徐润、容闳、郑观应为主的香山买办，还热心于

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1873 年，在唐廷枢、郑观应、徐润

等香山买办和香山籍官员叶廷眷等的支持下，容闳创办了《汇

报》，翻刻中外新闻 ［14］；徐润参与创办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

国红十字会，负责招收留美幼童等工作，创办同文书局，为中

国首批留美幼童做担保，影印并出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

集成》等古籍和西学用书。这种种举动，不仅有益于文化建设，
而且还有益于社会进步， 推动了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
正如美籍学者郝延平所评价 “条约口岸形成的一种混合

文化，在许多方面是以买办为样板的，作为中国第一批在职业

上同西方人保持长期而亲密联系的人群，一方面，很快地因西

方的熏陶而影响了诸如衣着、住宅、信仰和社会交往等。 另一

方面，他们生长在中国社会之中，受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因

此，实际上他们是文化混血儿，在他们身上中西方文化交融在

一起”［15］。而这种中西文化交融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

方面。
在生活和交往方式上， 他们创造性地将中西文化结合起

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居住方面，修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

园林和房屋，室内则摆设东西方家具；在服饰上西装革履或者

“终年身着长袍， 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16］； 在宗教信

仰、价值观方面，他们崇儒重道信佛，如郑观应、徐润等就迷信

风水。郑观应晚年沉迷于道教长生不老，同时也不排斥基督教

文化；杨梅南是烟台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17］。
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决裂，如反对女子缠足、倡导婚姻

自由、男女平等、子女接受西式教育、遣送子女出国。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上，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

近代文明共存，从而成为近代早期最西化的人群之一，成功地

实现了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 改变了中国人

的价值观、生活方式。
五、结语

买办的阶级地位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十

分复杂的。有学者认为“买办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爪牙”，而笔

者较为赞同的看法是买办是给条约口岸带来的“商业革命”繁

荣的“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正如美籍学者郝延平曾这样评价

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他们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人， 他们活

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在近代中国起到了突出的战略性的重

要作用。从经济上说，暴发户买办是唯一把财富与专长集于一

身的人，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带头力量之一。他们在社

会政治方面的角色属于商业绅士， 并充当了条约口岸的社会

贤达。从文化思想方面说，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的思想和

看法，……［18］。 而陈旭麓也将他们视为“资本主义刺激下近代

中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19］。
香山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群体，诚然，他们中

的一些成员如鲍鹏、吴健彰等受时人和后人咒骂，我们也不能

过分地夸大其作用以及影响力。但总体说来， （下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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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45 页） 他们作为东西方的桥梁， 对近代中国的经济

发展、 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 在政治

上，他们要求变革传统社会，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为中国的

政治运动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济上，他们全身心地投资近

代新式企业，响应清政府，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中国

早期近代化， 同时也促进自身由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完美转

身；思想文化上，他们学习且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强调“西学中

用”、“工商立国”、“商战”，引领中国近代思想潮流，在中国近

代启蒙思潮中起了振奋人心的推动作用；社会上，他们作为绅

商，在地方事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承担了社会救济

和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进步

和地方的安定； 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 他们中西文化合

璧，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创中国近代生活的新风尚，促使

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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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使、按察使群体结构提供了更为准确、详实的数据，也为后

续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清代满汉、旗民、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发展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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