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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华工案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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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从《北京条约 》到《中西和好贸易条约 》的签订 ,从陈兰彬使团的派出到《会订

古巴华工条款 》的签订 ,以及向古巴遣使设领等 ,晚清政府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 ,经历了一个由

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与此同时 ,在处理由华工问题而引起外交纠纷时 ,清政府也开始采纳近代

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范 ,步入外交近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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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鸦片战争后 ,由于大批华人出洋承工 ,海

外华工问题开始提上清政府外交议事日程。其

中 ,清政府就古巴华工问题与各国 (主要是西班

牙 )的交涉几乎贯穿了晚清侨政转变的始终。古

巴作为苦力贸易的主要市场之一 ,从 1847年起到

1874年苦力贸易结束 ,约有 143, 040名契约华工

输入①。自 1846年英国投机商受西班牙之托为

古巴招募华工而与晚清地方政府交涉算起 ,清政

府就古巴华工问题与各国的交涉一直持续到

1902年古巴下令禁止从中国移民止。古巴华工

案具有典型性与长时段性 ,较完整地反映了晚清

政府海外华人政策的转变过程 ,并从一个侧面反

映其外交近代化的历程。鉴于国内鲜有相关专题

研究 ,本文拟以古巴华工案为切入点 ,阐释晚清政

府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以及与之相伴的外交近代

化历程 ,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传统移民与外交政策 (1847 - 1860)

19世纪初的黑奴解放 ,使古巴这个主要依靠

奴隶劳动的西班牙殖民地在经济上大受影响。

1841年到 1846年 ,古巴种植园的奴隶劳工供应

减少了 25%
②。1845年 1月西班牙殖民政府禁止

输入奴隶后 ,古巴经济遭受进一步打击 ,完全依赖

奴隶劳动的古巴糖业产量急剧下降。在从欧洲输

入白人劳工的努力归于失败之后 ,种植园主被迫

寻求华人劳工。1847年 ,西班牙殖民政府允许输

入“契约劳工 ”。第一艘苦力船“奥肯多 ”号运载

206名华工从厦门港出发 ,历经 131天航行 ,抵达

哈瓦那港③。这些中国劳工在糖厂的优异表现以

及西班牙女王颁布的把为古巴招募华工作为基本

国策的《诏书》,使古巴种植园主纷纷将目光投向

中国。

为获取劳工 ,古巴种植园主不惜提高佣金 ,委

托香港、澳门或中国口岸的洋行作为代理 ,并许诺

优厚的出洋条件 ,进行招工。古巴殖民当局亦对

输入华工的雇主们实行津贴制度。④据统计 ,从

1840年到 1895年 ,每名华工的身价高达 400元 ,

而成本不过 110至 140元⑤。巨额利润的诱惑 ,使

外国船主和商人蜂涌前往中国招工。这一时期中

国百姓也由于国内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天灾人祸

以及海外发财传说的吸引等原因 ,不顾清廷禁令 ,

出洋谋生。

华工出洋的蓬勃发展使古巴种植园重新获得

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也使古巴华工的代理商们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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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巨额利润。但是 ,各种弊端也由此显现 ,其中最

为人诟病的便是拐骗案件频频发生。外商往往雇

用华人掮客代为招工 ,这些掮客在重利驱使下 ,为

求凑足招工数目 ,不惜采用绑架或拐骗手法 ,“华

工等自中国拐往古巴者十居八九 ,并非其愿意承

招矣 ”⑥。英国领事阿礼国曾在 1859年春报告

说 :“现在在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离开自己

家门之后不冒被拐的危险 ,甚至在大白天 ,通衢广

众之间 ,也会有人被拐匪捏造诓言 ,或借端索债绑

架而去。”⑦

另一弊端则是航行中对苦力的虐待以及由此

造成的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当时 ,由澳门或香港

驶往古巴 ,需航行 147 - 168天之久⑧ ,而且从中

国到中美洲要两次经过赤道地区 ,气候酷热 ,苦力

食物粗劣匮乏 ,饮水奇缺 ,还动辄受到暴虐。有的

华工因为告诉同伴吃的鱼臭了 ,几乎被船主毒打

致死。此外 ,船主怕苦力闹事 ,经常揪出他们怀疑

的人 ,痛打后用铁链锁在船头环上。这造成 19世

纪 50年代华工运输途中死亡率高达 45%。⑨

“苦力贸易 ”引发的弊端与问题 ,摆在清政府

面前。但是 ,有清一代基本承袭明朝政策 ,一方面

禁止人民出洋 ,也禁止外国人私卖和诱拐中国人 ;

另一方面 ,视海外华侨为“自弃王化 ”、“不安本分

之人 ”,拒不采取保护措施。19世纪 40年代后期

开始 ,大量华工被运往古巴 ,虽引起清政府注意 ,

但却鲜有防范措施。

1854年 ,美国领事抗议一艘美国船上的中国

乘客杀死船长 ,劫持船只。闽浙总督有凤奏称 ,被

抓回的乘客经审讯后发现几乎都是被诱骗运往海

外的华工 ,由于备受虐待才激起哗变。对此咸丰

帝只是简单朱批“知道了 ”三个字。⑩同年各国提

出修约 ,其中要求华工出国合法化 ,也遭清廷拒

绝。�瑏瑡甚至在四年之后中美谈判《天津条约 》时 ,美

国公使列威的代表杜邦与直隶总督谭廷襄讨论保

护华民问题 ,谭氏竟说 :“敝国大皇帝抚有万民 ,

漂流海外者 ,何暇顾及 ⋯⋯敝国大皇帝之富 ,不可

数计 ,何暇与此类游民 ,计及锱铢。”�瑏瑢

对于由苦力贸易引起的中外纠纷 ,清政府表

现冷漠 ,不愿正视 ,多交由地方处理。地方官员则

无法规避而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一方面 ,地方官员怀有华夷之分的传统心理 ,

以与西夷平等交涉为耻。战争的失败和通商口岸

的开放 ,使那些地方官对洋人又平添一份惧怕。

厦门有几间大猪仔馆 ,距海关仅数步之遥 ,大量运

往古巴的苦力就在这些猪仔馆交接装运。然而 ,

地方官对此保持缄默。�瑏瑣 1852年 8月英国驻广州

领事报告 :“中国当局没有在任何方面对移民出

洋进行干涉 ,一切有关移民出洋的行动都是公开

进行的。”9月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报告 :“厦门的中

国地方官显然对于苦力出洋不加过问 ,或采取任

何官方行动。”�瑏瑤

另一方面 ,地方官员又要恪守职责 ,维护地方

安定。严禁华民出洋的律例依然存在。于是 ,当

绑架苦力之风盛行 ,法纪秩序受到威胁时 ,这些地

方官采用两手政策 :

一是对内发布文告 ,严惩拐匪 ,阻遏拐风。

1854年 3月 ,当拐骗事件日益增多 ,广东巡抚柏

贵曾颁布告示 :“现有歹徒四出捕捉或拐架幼童

幼女 ,秘藏暗室 ,勒索赎金 ,或贪图厚利 ,诱骗良民

出洋 ,无得归者。⋯⋯本抚爱民如子 ,嫉恶如仇。

除分别饬令所属县道 ,暗差引线 ,务将拐犯拿获 ,

从严讯办外 ,特此布告周知。”�瑏瑥这是近代第一个

宣布严惩拐骗华人出洋的清政府文告 ,说明部分

中国地方官员确有试图阻遏拐风的表示。

二是在不得不与外国人交涉时 ,地方官往往

谋求妥协。1852年厦门大批苦力被迫与英国商

人签订契约 ,等待装船运往哈瓦那 ,其人数估计约

在 8, 000至 15, 000之间。�瑏瑦 11月 21日 ,对拐骗苦

力深恶痛绝的厦门群众捕获了合记洋行雇佣的一

名苦力掮客 ,将他扭送到衙门。为平息民愤 ,地方

官处罚了这名掮客 ,但既没关闭任何苦力商行 ,也

没逮捕任何外国苦力商人。然而 ,英国苦力商人

赛姆对此温和处罚却并不领情 ,他带领助手将那

名掮客从衙门里强行救出。这一行动激起了群众

骚乱。对此 ,厦门地方官接连发布两张告示 ,要求

群众平静 ,并禁止随处张贴排外告白。�瑏瑧厦门水师

提督还亲自到英国澳州号商船 ,探望被群众打伤

的英国寻衅者 ,又到英国萨拉门特号军舰 ,对英国

水兵镇压骚乱群众的行为表示“极端赞同 ”。厦

门官方还出资 2000元作为给英国受伤船员的赔

偿。�瑏瑨

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晚清中央政府承袭传统

移民政策 ,严禁人民出洋承工 ,视海外华人为“天

朝弃民 ”,不予保护。对于“苦力贸易 ”引发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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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外交纠纷 ,清廷更多地交由地方处理 ,而地方官

员并无能力以近代外交方式处理涉外纠纷。

二、条约制度的引进与华工出国合法化
(1860 - 1869)

　　1860年《北京条约 》的签订 ,标志清政府海外

华人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条约中有关

招工权利的条款 ,既为英法两国以及后来其他列

强在华招工提供了合法依据 ,也使统一管理中国

移民和早日废除苦力贸易成为一种可能。

《北京条约 》并非清政府意识到它应对备受

虐待的臣民负有责任而产生的结果 ,而是英法联

军施压所致。1861年初新组阁的总理衙门表示 ,

嗣后凡与中国无条约关系的国家一律不准在华招

工。这使得那些未与中国立约的国家 ,尤其是古

巴 ,这个主要依靠私人来源获得苦力的西班牙属

地 ,只能继续依赖澳门的非法贸易供应。是年冬

天 ,西班牙驻广州领事向新任两广总督晏端书提

出再设公所招工的申请 ,遭到拒绝。但古巴对劳

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 ,造成人贩子在华招工活动

愈演愈烈。

西班牙领事曾报告 :“这些招工头为了收罗

到他们业已应许给代理人的足够的移民 ,采用了

不可饶恕的手段。在最近每 100名运往哈瓦那的

中国人当中 ,我可以向您保证 ,其中有 90名是像

野兽一样被用暴力抓到船上 ,并送到那极为遥远

的地方去的 ;或者完全是被花言巧语骗来的。”�瑏瑩

这使得西班牙在华利益也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古

巴是西班牙殖民地 ,为古巴招募华工的人贩子虽

来自各国 ,不受西班牙地方领事节制 ,可凡是在为

古巴招工及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非人道行径往往都

加在西班牙名上。

为保证古巴的劳力需求 ,维护西班牙在中国

的整体利益及其国际声誉 ,西班牙渴望从清政府

那里获得在华招工的合法权利 ,以便能统管古巴

招募华工事宜 ,为古巴建立长远规模的招工制度。

1864年 4月西班牙使臣玛斯抵达天津 ,照会三口

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 ,欲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

在双方会商条约期间 ,各国公使“纷纷前往总理

衙门代为说项 ,甚至英国威妥玛极力偏袒 ,因不遂

所请 ,竟欲寻衅生事 ”。�瑐瑠最终迫使清政府签署了

中西《和好贸易条约 》,允许华人自愿前往西班牙

各所属国谋生。

中西《和好贸易条约 》的签订 ,使古巴在华招

工合法化 ,推进了《北京条约 》以来“华工出国合

法化 ”进程。以条约形式与西方对话 ,处理涉外

纠纷 ,是晚清外交上的一大进步。当然 ,这向近代

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并非清政府心甘情愿 ,而是迫

于列强压力。清政府关注焦点 ,仍限于由苦力贸

易引起的中外纠纷 ,而非华工利益与性命。

1869年初 ,西班牙商人啤唎哦到厦门欲招募

华工运往古巴 ,并雇得一艘吗狗号船 ,用于装载华

工。西班牙驻厦门领事巴礼劳代为出面 ,向管理

厦门通商和海关事务的福建兴泉永道曾宪德提出

招工申请 ,得到批准。然而厦门署税务司荣雅国

在对这次招工的查询中 ,发现华工被囚禁在招工

船的铁闩门内 ,询及由来 ,据称系被人骗来拐卖。

又有被拐华工亲属陈何氏禀诉其子陈麒麟冤遭诱

骗来厦 ,卖给吕宋国招工。接着 ,“二月二十七日

夜间 ,工人数名由吗狗船跳入海中 ,有一人闻已淹

毙 ,又闻跳海一人被公所在街市遇见拿去责打 ,其

余则不问可知。”�瑐瑡但是 ,兴泉永道听之任之 ,并不

查究。

西班牙商人的肆意掠拐 ,地方官员的无视民

命 ,激起厦门民愤。“居民成千数百 ,伫立怒视 ,

伤心坠泪 ,痛骂不休 ”�瑐瑢
,使各国驻厦门领事感到

如果任由事态发展 ,势必影响各国在华利益 ,于是

纷纷要求制止西班牙人贩非法招工。总理衙门获

悉此事 ,甚表关注 :“华工皆中国赤子 ,若外人尤

以民命为重 ,而中国官员转视之漠然 ,不知检验 ,

不特取笑于外族 ,何以无愧于华工。”�瑐瑣并特别训

示地方官员亲往查明 ,分别办理。

总理衙门对华工境况的关切 ,主要是出于维

护自身国际声誉 ,求得各国认同的需要 ,表明清政

府已开始注意到对外交往中的国家形象 ,其近代

外交意识已有初步启蒙。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与

西班牙签订《和好贸易条约 》,将华工输入古巴引

向合法化 ,意味着清朝当政者开始接受近代国际

交往之准则 ,接受国际间双边、多边条约以及国际

交往中形成的国际惯例。

三、侨政的转变与外交近代化的深化
(1872 - 1878)

　　中西《和好贸易条约 》的签订 ,使西班牙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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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招工合法权 ,也使澳门苦力贸易进入全盛时

期。有关华工在运往古巴途中不堪虐待而发生暴

动的消息不断见于外章报道。1869年 4月 ,法国

船“塔马斯克号 ”由澳门运载中国苦力前往古巴 ,

因备受虐待 ,苦力发生暴动 ,杀死船长。�瑐瑤
1872年

8月 ,西班牙船“费特乔夷号 ”从澳门载运 1, 005

名苦力前往哈瓦那 ,途中发生三次严重暴动。�瑐瑥此

后 ,又有美国船“追风号 ”和“挑战者号 ”从汕头运

载华工去哈瓦那 ,由于不堪虐待 ,华工发生暴

动。�瑐瑦

苦力暴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反对苦力贸易

的呼声不断高涨。1872年 6月 ,美公使娄斐迪针

对古巴方面的情况照会总署 ,深表关注。�瑐瑧翌年 7

月 ,荷兰公使费果荪亦称“凡各国人民迁之他国

者 ,其本国宜有保护之义 , ⋯⋯亦须按和约定款办

理 ,方为妥善耳。”�瑐瑨矛头直指清政府未尽保全责

任。同年 8月 ,调任美国副公使的卫三畏直接建

议派员调查华工状况。�瑐瑩

至此 ,迫于国际形势与舆论压力 ,为重拾由于

苦力贸易而受损的国家尊严与国际地位 ,清政府

总理衙门的反应与态度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1.《古巴华工条约》的签订

吗狗号船事件及海上苦力暴动 ,使西班牙政

府不断受到国际舆论抨击 ,在华招工日益处于被

动地位。1872年 ,西班牙驻华公使白来辣照会总

理衙门 ,表示愿依法在广州招工。西班牙招工申

请最初获得了批准 ,但不久 ,总理衙门便二次照会

西班牙使臣 ,嘱其停办该处招工。因为总理衙门

看到了报纸上有关古巴虐待华工的报道 ,而这些

报道得到了一些外国驻华外交官们的证实。�瑑瑠

1873年 2月西班牙驻华公使再次向总理衙

门提出招工申请。西班牙代办丁美霞再三表白古

巴并无虐待华工之事。相反 ,西班牙“因华人作

工最为勤敏 ,耕种甚为得力 ,故有招工之举 ”。且

“贵衙门既准英、法两国照二十二款章程招工 ,不

准本国一体照办 ,岂不有违和约第五十款所载润

及同沾之语 ,而待本国次于他国也。”�瑑瑡但清政府

态度坚决 ,力拒其招工要求。丁美霞于是要求中

国方面赔偿西班牙商人在广州招工未遂而蒙受的

损失。总理衙门拒绝西班牙索赔要求 ,表示招工

问题只有待西班牙切实改善古巴华工待遇之后 ,

方可再议。

为证实古巴虐待华工的事实 ,总理衙门主动

致函英、俄、法、美、荷等各国钦差 ,询问古巴凌虐

华工情形。然而 ,原先纷纷提供信息的各国使臣 ,

此时却“恐招嫌怨 ,不肯遽下断语。”�瑑瑢只极力建议

中国派员往查 ,“华工是否受辱 ,必在该处方能查

明 ,然据见闻所及 ,古巴华工实有受辱情事 ,贵国

理宜派委前往严查。”英国使臣威妥玛也称 :“日

国既言并无凌虐华工 ,中国不肯相信 ,理应派员

往。如系属实 ,中国自无赔补之理。”�瑑瑣

清政府最终同意与西班牙一起 ,邀请美、英、

法、德、俄五国驻华公使共同评议华工问题。五国

公使再三劝说总理衙门采取灵活态度与西班牙谈

判 ,最终促使中西两国于 1873年 10月 22日达成

《古巴华工条约 》四点章程 ,允许中国派员赴古巴

调查华工情形 ,将调查结果呈报总理衙门与五国

驻京大臣及西班牙驻京大臣 ,并请五国驻京大臣

公断。

《古巴华工条约 》的签订 ,可视为清政府在外

交上 ,特别是为保护古巴华工所做出的努力而赢

得的一个小胜利 ,也表明清政府已开始尝试用近

代外交手段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派员前往古

巴 ,虽赖各国使领力促 ,但这将使中国收集到有关

华工实际情形的情报 ,有利于对华工及嗣后移民

的保护。

2. 陈兰彬使团的派出

中西《古巴华工条约 》规定 :中国可派员前往

古巴地方查明华工情形。所有应查各事 ,可询问

各国驻古巴之领事官 ,亦可请西班牙官员照料。

为回应西班牙代办在交涉中所称“贵衙门若能指

定何处、何人凌虐工人 ,确有实据 ,本大臣定当查

明 ,重治其罪 ,以明事非本国所愿 ”�瑑瑤 ,以便在下一

轮交涉中稳居优势 ,有效制止掠拐华工行为 ,总理

衙门迅即奏派刑部主事选带学生出洋委员陈兰彬

赴美后 ,前往古巴调查华工情况。此外 ,还责令总

税务司赫德遴派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马福臣、天

津关税务司法国人吴秉文 ,随同陈兰彬前往 ,以便

“将来如查出该处华工实有受虐情形 ,亦属共见

共闻。”�瑑瑥总理衙门提议任命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代

表 ,不仅是因为马福臣和吴秉文两人在中国海关

任职多年 ,同情中国 ,更是考虑到任命他们为调查

团成员 ,能为该团树立一个公正形象 ,有助于调查

结果获得西方国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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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彬调查团于 1874年 3月到达哈瓦那 ,先

后视察了哈瓦那与古巴各省的甘蔗种植园、猪仔

馆、制糖厂以及囚禁华工的“官工所 ”。调查团所

到之处 ,华工纷纷前来控诉所受虐待 ,有的投递禀

帖 ,有的出示身上伤痕。在六个星期之内 ,调查团

收集到大量文字材料和 1176份证词 ,并收到由

1, 665人签名的 85份诉状。�瑑瑦这些材料与诉状 ,揭

露了华工从在中国应募开始的苦难生活 ,表明

80%的华工是被绑拐或诱骗来的 ;在航行期间华

工的死亡率超过 10% ;在哈瓦那华工被贩卖为

奴 ,被施以各种酷刑 ,以致有严重伤亡。

派遣古巴调查团 ,标志清朝开始关心海外华

工 ,预示清政府对海外侨民采取同情态度的新时

期的到来。同时 ,正式向海外派遣使团在中国外

交近代化过程中也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

中国政府首次正式以西方的方式来处理外交纠

纷 ,以期在对外谈判中处于优势。

3.《会订古巴华工条款 》的订立

1874年 5月 8日 ,调查团结束调查 ,离开哈

瓦那。陈兰彬回国禀报调查情形。1874年 10月

调查报告写成 ,年底呈递总理衙门。陈兰彬有关

华工苦难的报告坚定了清政府保护华工的决心。

为了将契约期满的华工遣送回国 ,并保护继续留

在那里的华工 ,总理衙门于 1875年初将调查报告

连同证据文件送交五大国公使 ,以证明西班牙当

局应对古巴华工遭受的虐待负责。

在随后举行的由五国公使倡议的一系列谈判

中 ,总理衙门态度强硬 ,坚持西班牙必须遵守下列

规定 ,方准在华招工 :一是必须遣回所有合同期满

的华工。二是必须对受虐待致死的华工给予补

偿。三是必须给那些合同期满并希望回国的华工

提供船费 ,还须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重新订约 ,

提供住房 ,允许其自由活动。四是禁止雇主对华

工施行监禁与苛罚 ;所有违法案件均由中国领事

处理。五是在中国领事未上任之前 ,应请外国领

事保护华工。六是允许建立华人公会 ,并允许劳

工自由加入。�瑑瑧

总理衙门的强硬立场 ,很大程度上与 1874年

葡萄牙政府停止澳门苦力贸易有关。西班牙除非

通过官方渠道 ,否则无法再为古巴招募到所需劳

工。而陈兰彬的调查报告也让总理衙门认为有确

凿证据作后盾 ,将在谈判中稳居优势 ,并得到其他

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这可能是中国首次使用

西方外交策略来向一个西方强国挑战。然而 ,刚

被拖进近代国际体系大门的清政府对于国际外交

风云变幻毕竟还显得幼稚。各国公使对中西移民

交涉大多采取了看似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间

接鼓励了西班牙采取不妥协的立场。

直到 1876年秋 ,西班牙新任驻华公使伊巴理

抵达北京 ,急于恢复西班牙在华招工活动。各国

公使力劝总理衙门本着和解精神与西班牙谈判。

总理衙门坚持表示西班牙虐待华工有据 ,它的赔

偿要求更万难接受 ;至于在华招工问题 ,须先订立

保护华工章程。伊巴理试图以 1864年西班牙“索

威拉纳 ”号在台湾沿海被劫一事向清政府施压 ,

甚至以武力相威胁 ,当时谣传西班牙正向中国水

域调动战舰。总理衙门毫不妥协 ,上奏朝廷 ,建议

沿海各省处于备战状态。�瑑瑨

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 ,以及中秘移民条约的

签订 ,最终使西班牙妥协。1877年 11月 17日 ,

中西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 》。该条款对华工

的保护突出体现在第一、三两款。第一款明文废

止华工出国承工时立约为凭的办法 ,即废止契约

工制。第三款规定出国华人是“情愿而往 ”的移

民 ,绝不能用强制和骗诱方法来对待。清政府制

止掠卖华工有了法律依据 ,达到了保护古巴华工

的主要目的。

综观这一时期清政府与西班牙有关华工问题

的交涉 ,不难发现 ,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态度已有

明显改变 ,力图通过制定章程、条款和派遣使臣等

方式来尽保护华工之责。更重要的是 ,在这一过

程中 ,清政府外交官员逐渐熟悉并采纳了西方近

代国际体系的许多行为规范。尽管 ,这一进展尚

停留在中国适应和接纳西方的层面上。

四、海外使领的增设与近代国际体系的纳入
(1879 - 1902)

　　常设使领制度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产物。

从国际法角度说 ,每个国家都享有使节权 ,即派遣

和接受外交代表的权利 ;而是否行使自己的使节

权 ,则由各国按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中国历代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 ,把对外关系

建立在主从关系上。外国人前来通商 ,被纳入朝

贡制度 ;外国使臣前来 ,被视为贡使。直至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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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主要西方国家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

中国也未能改变传统观念 ,既无主权平等意识 ,也

不承认近代意义上的外交使节 ,更谈不上遣使驻

外、保护侨民了。

1. 遣使设领态度的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

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迫使清政府接受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1858年中

英、中美、中法等签订天津条约 ,确立了中国近代

外交关系的基础 ,各条约均载明各国得派使节驻

华 ,中国亦有相应之权。但清政府根本没有考虑

遣使驻外。

为使清政府信守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 ,西

方列强要求清朝统治者以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准

则处理对外事务。驻外公使、领事的派出便是其

中重要的一项。早在 1865年 ,赫德就在呈递总理

衙门的《局外旁观论 》中说 :“派委大臣驻扎外国 ,

于中国大有益处。在京所住之大臣 ,若请办有理

之事 ,中国自应照办 ;若请办无理之事 ,中国若无

大臣驻其本国 ,难以不照办。”�瑑瑩次年 ,英国领事参

赞威妥玛亦撰《新议论略 》致总理衙门说 :“中华

全取其益者 ,即如委代国大臣驻扎各国京都一节 ,

英国渎告 ,非止一次。或问外国有何裨益 ,实无其

益 ;若问中国有无益处 ,益实多矣。”�瑒瑠

外国驻华公使、领事的言论和观点 ,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晚清当政者们。1867年 10月 ,总理

衙门致书各省督抚 ,就修约问题征询意见时指出 ,

近十多年来 ,各国洞悉中国虚实 ,而中国对外国情

形一无所知 ,难免吃亏 ,需要派驻使节于外国。�瑒瑡

看来清政府已认识到遣使设领的重要性 ,认

识到向海外派驻外交代表和领事 ,对于知己知彼 ,

同驻在国政府进行谈判 ,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2. 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的派出

1874年中秘保护华工条约签订后 ,李鸿章奏

请朝廷派遣使节保护华工 ,“拯其危急 ,从此海外

华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 ,尚不忍一夫失所 ,忠义

之心 ,不禁油然而动 ,有裨大局 ,诚非浅鲜。”�瑒瑢四

个月后 ,总理衙门也提出 ,“若不派员驻扎 ,随时

设法拯救 ,不独无以对中国被虐人民 ,且令各国见

之亦将谓膜视民命 ,未免启其轻视之心。臣等参

考各国情形必须照约各国就地设领事等官方能保

护华工。”�瑒瑣

在与西班牙就招工问题的反复交涉中 ,清廷

自身也感到没有驻外使臣 ,常使自己处于被动之

中。例如 , 1872年当清政府以西班牙虐待华工为

由要求其停止招工时 ,西班牙公使抓住中国无驻

当地使领人员的弱点 ,提出 :“中国若能派领事官

在马尼拉、夏湾拿居住 ,该工人如受凌虐 ,可以控

诉该领事照会该地方官妥办。本大臣亦愿将此事

办理妥协 ,贵衙门若能指定何处、何人凌虐工人 ,

确有实据 ,本大臣定当查明 ,重治其罪 ,以明事非

本国所愿。”�瑒瑤中国方面却一时拿不出有力证据。

与此同时 ,西方各国使领也纷纷建议清廷在

古巴设立领事 ,以便有效制止古巴虐待华工行为。

在中西就《会订古巴华工条款 》进行谈判时 ,西班

牙使臣也多次要求清廷派驻领事 ,以便稽查保

护。�瑒瑥

1875年 11月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

西班牙和秘鲁第一任公使 ,同时准备向古巴派出

常驻领事。1878年持续十年之久的古巴独立战

争暂告平息 ,西班牙国内局势也稳定下来。1879

年 4月陈兰彬一行从纽约出发 ,经 40天航行抵达

马德里 , 5月拜谒西班牙国王 ,投递国书。�瑒瑦陈兰彬

在马德里建立办事公所后 ,便着手与西班牙外务

大臣商谈改善古巴华工待遇问题。

3. 古巴总领事的派驻及其对华工的保护

1879年 9月中国首批驻古巴领事人员抵达

哈瓦那 ,他们在任职期间为维护华工利益采取了

不少措施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总领事刘沅亮。

古巴居民 ,出入须领有行街纸。而华人想领

行街纸 ,须向古巴当局呈递由工主发放的证明工

期已满的满身纸。种植园主往往借此权利 ,在华

人工满后 ,仍不发给满身纸 ,甚至勒索再立合同。

刘沅亮得知此事 ,便与西班牙总督多次商议 ,力争

华工不论工期已满未满 ,有无满身纸 ,一律发给行

街纸。

官工所是古巴又一盘剥、虐待华工的地方。

那些不服从工主或古巴当局管理的华工均被送到

官工所无偿劳动数年 ,再由工所发卖。刘沅亮据

理力争 ,使各处官工所拘禁之华人 ,尽数释放 ,嗣

后不得再行拘禁。如工主与工人争执 ,只可用法

律手段解决。当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巴里向刘沅亮

提议商订古巴招募华工的补充条款时 ,刘沅亮要

求“官工所须概行裁撤 ”。�瑒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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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沅亮力促下 ,西班牙驻古巴总督及议政

局委员还议定了“所谓优待华人条约 ”,以条约形

式保障古巴华人的利益。此后 ,古巴华人“在得

以自主以谋生计后 ,便情形顿异 ,从前不准华人住

大客寓 ,穿中国衣服 ,留辫发 ,坐大马车 ,赴官会 ,

一切苛刻之例 ,概行删除。而且华人嗣后应与优

待友睦之各大国人民一体看待。”�瑒瑨

驻美国与西班牙公使的派出以及古巴领事的

派驻 ,意味着清政府接受了西方国际法规则 ,开始

从国际角度考虑问题 ,以外交手段保护侨民。这

不仅使得清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变得实际而有

意义 ,也标志着中国加入了近代国际体系。

结 　　语

纵观清政府处理古巴华工案的全过程 ,可一

窥晚清政府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之相

伴的外交近代化历程。清政府从继承传统移民外

交政策 ,到被迫签订中西《和好贸易条约 》,推进

了自《北京条约 》以来的“华工出国合法化 ”历程 ,

推动了条约制度的引进。随着苦力贸易的禁止 ,

国内形势的变化 ,清政府开始关注它的海外侨民 ,

并开始利用近代外交手段予以保护 ,包括派出陈

兰彬使团 ,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 》,向古巴遣

使设领等。晚清政府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 ,经历

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与此同时 ,在处理由

华工问题而引起的外交纠纷时 ,清政府也开始逐

步采纳近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范 ,并最终纳入

到近代国际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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