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
号庸庵，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士族
家庭，是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
的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洋务运
动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
业发起者。薛福成从办洋务到守海
防到出使欧洲的经历以及其著作，
对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国防、外
交、新闻、出版等领域，可以有多方
面的启迪。

幕府生涯

薛福成少年时，太平军东进江
南，薛家流离失所。薛福成面临内忧
外患和激烈的思想碰撞，放弃八股，
立下“济时艰而匡世运”之抱负，写出

《选举论》批评科举流弊。他广览兵
法、战阵、天文、地理，研究中国2000
年兴衰成败。同治四年曾国藩剿捻
北上，沿途张榜招才，薛福成呈以《上
曾侯相书》，力陈“养人才、广垦田、兴
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
防、挽时变”八条对策。曾国藩十分
嘉赏，入参戎幕襄理政务。曾国藩死
后赴苏州书局任职三年，深谙书籍的
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为日后在海外印
制出使日记埋下伏笔。

光绪元年（1875年）新皇登基广
开言路，薛福成上《应诏呈言书》，含

“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呼吁
“欲图自强，先求自治”，引起朝野重
视。被李鸿章招入幕府，办理外交
和文案。提出《上李伯相论与英使
议约事宜书》等许多极有见地的谋
略，是李鸿章的智囊和助手。

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
赫德，知清廷欲筹建海军，便上书欲
为担纲。清政府决定让赫德兼任总
海防司，负责舰艇添置，总管中国海
防。薛福成对此强烈反对，向李鸿
章上书申述：赫德已控制清政府海
关收入，再兼任总海防司，兵权与饷
权皆落入其手，便会借权牵制南北
洋，继而牵制总理衙门，数年之后便
不可驭也。李鸿章依照其意告知赫
德：军事不能遥控，须得亲赴海滨专
事练兵，总税务司之任须得交给别
人。赫德不肯放弃他经营多年的总
税务司，兼任总海防司之事也就告
吹。此事显示出薛福成的维权立场
和应变机智，广受称赞。

光绪七年（1881年），薛福成提
出组建北洋海军的构想，李鸿章根
据他的构想建立北洋海军。薛福成
在曾、李幕府度过了二十年时光，在
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多方面皆有
建树。

打赢海战

1883 年 8 月，法国海军攻占越
南不断挑衅。清政府于光绪十年正
月（1884年2月）任命薛福成为浙江
宁绍台道。8 月，法国远东舰队击
沉福建水师七艘舰船，清政府不得
已向法国宣战。1885 年 3 月，法国

舰队攻击招宝山炮台，中法战争中
具有决定性的一战——镇海保卫战
打响。

浙东华洋杂处，城内建有法国
天主教堂七处，内藏大炮，教徒操枪
练武。薛福成要求法国侨民移往江
北，以便稽查保护。法国主教拒不
搬迁，指责薛福成不保护教民。薛
福成指出：“如教会人士不迁移，两
国交战之际发生人员伤亡，一切后
果自负。”僵持月余，法国主教只能
按薛福成的意见将法国人迁移到指
定地域，避免了侨民教众充当奸细
的可能，也消除了因侨民伤亡而引
发的外交争端。

法国人攻击中国港口必然需要
“引水”。薛福成以国际法中的中立
法与各国领事交涉，使法国军队找
不到一个人做向导，无法进入港口。

定海与镇海隔海相望，一旦被法
国攻下，北上可攻京畿，南下可取沿
海诸省。此时中方兵力严重不足，薛
福成严密布防，尽护诸军，几次打退
法国舰队的进攻。他想到了中英之
间曾经签订的一个关于舟山的条约，
本是中国的一个屈辱条约，但事急从
权，薛福成作《英宜遵约保护舟山
说》，翻译成英文寄往英国各大报纸，
说明法国占据舟山对英国在上海和
香港的利益会产生威胁。英政府一
改之前偏袒法国的做法，来电表示如
果法国占领普陀，英国将帮助驱逐法
国军队。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将主要
力量用于防卫镇海，而法国也不敢动
定海分毫，无力在中国沿海坚持，终
于落败。此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
的全胜海防战。

出使争权

清廷中许多保守的士大夫颟顸
无知，盲目仇视、漠视西洋，皆回避
任使出国。薛福成的外交眼光与才
能受到清廷倚重，1887 年出任英、
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他在“弱
国无外交”的历史条件下，以强硬的
骨气和过人的才干，赢得了多项外
交上的成功，也赢得外国人的尊重。

英国占领缅甸后，欲向我国云
南扩张。清廷对英有过阻止，但未
达成明确规定。薛福成认为其中包
含隐患，向清廷建议与英严正谈
判。清廷苟且偷安，以不开罪洋人
为上策，领土丧失无关紧要，故而回
答薛福成：不便提出。后因英国在
滇缅边界制造事端，才同意薛福成
与英交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
薛福成引用国际法有关规定，据理
力争，英方不得不承认薛公使的合
理要求，中国得以收回一些已被侵
占的主权。

薛福成多次以尖锐言辞反对不
平等条约，反对最惠国待遇、领事裁
判权。在此过程中，他不但要同外
方对手交锋，还要承受来自清廷内
部一些人的攻击，责怪他“多事”“好
名”“贪功”。对此，薛福成愤慨撰文
说明“既受此任，不得不为。不能不
为边境筹数十年之安，外以对强敌，
上以对朝廷，庶不负此高官厚禄与
数万里之远行”“与名利二字毫渺不
相涉”。

出使欧洲四年，积劳成疾，回国
途中染病，不幸去世，享年 56 岁。
出殡回无锡，墓葬于太湖之滨，现为
滨湖区生态园，怀悼者终年不绝。

奉使记事

总理衙门遣使出国有一项规
定：要求在外公使定期呈送日记，叙
述海外见闻和国际形势，兼及西学
新知。一时间钦使日记如潮，其中
薛福成的出使日记最多最好，最负
盛名。

薛福成先经香港、新加坡等地，
这些地区以前都是荒岛，而“洋人借
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他十分
看重欧洲的工业，“非工不足以开商
之源。工为其基，商为其用。”主张
中国“效欧罗巴用机器殖财养民”

“若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
富，不可以强”。

对西方经济进行研究之后，薛
福成实现了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
商办向商办企业的转变。洋务运动
时期，他在《筹洋刍议》中提出了振
兴工商的三主张：一曰“贩运之利”，
即发展运输业；二曰“艺植之利”，即
发展农业；三曰“制造之利”，就是要
创办企业发展工业生产。这里是指
官督商办企业，他认为这种企业“无
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
利”。但是中外战争失败的事实证
明这种方式行不通，应该建立由私
人经营的企业，它有“众志齐，章程
密，禁约严，筹划精”的优势。他是
私营企业的最早倡导人。

他在出使生涯中花了很多精力
考察民主政治，深感其优越性，要求
改变封建专制，实行“君民共主”的
君主立宪制。他发觉西方文明不仅
仅是商业文明，民主政治更是其要
津。他特别关注体现资产阶级民主
精神的议会制度。薛福成指出议会
的核心是“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即
上、下院与君权、相权相制衡，国家
就能“一出一入，循环无穷”。他认
为只学习西方的船炮，不学习政治
制度，乃舍本求末。

薛福成的思想走在同时代的很
多人前面，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历史
遗留下来的民族优越感。他说西方
各国一切“政教均有可观，唯独三纲
五常之训究逊于中国”。这些思想
缺陷也是近代乃至现代很多人的通
病。

薛福成的思想缺陷是历史前进
中的正常现象。在他之前，魏源、林

则徐已主张“睁眼看世界”，薛福成
睁大眼睛细看了欧罗巴，以充分的
事实说明并非“离中国越远的地方
越是蛮荒”。他直言中国传统的礼
乐文明下的朝贡外交早已过时，应
完全放弃，通过国际法和国家实力
来改变在西洋的形象。这些论述打
破了两千年来封建王朝“蛮夷率服，
万国来朝”的美梦，纠正了“中国是
世界的中心”的历史错觉。

他还用事实指出：西洋各国恃
智力以相竞，我中国若不变，则彼富
而我贫，彼巧而我拙，彼疾而我迟，
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言词恳
恳，就差未提“科学”一词。

令人赞赏的是薛福成对西欧的
文化艺术也有考察和描述。他写的

《观巴黎油画记》，从民国时期到新
中国以来，几度保留在我们的中学
语文课本中。

历史影响

薛氏家族是近代无锡乃至近代
中国的名门望族。故居位于无锡市
梁溪区学前街152号，被誉为“江南
第一豪宅”。无锡的后起之贤陈翰
笙、薛萼果（孙冶方）、薛慕桥等人无
数次地来此瞻仰、研究。全国各地
的学人、官民，皆一批批来此观摩。

比豪宅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薛
福成的出使日记。薛福成起草公文
函件皆顺应时势，切中肯綮。他发
挥日记体无定式、兼容并蓄的优长，
不仅有新闻、通讯、评述等报刊文
体，又有国书、照会、咨文、条约、函
电等外交公文，还有序、跋、书信、札
记等私人文体。现存日记有稿本和
刊本两个系统。读者群体从上层官
员向普通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扩
散，大凡家中有识字之人，总有薛福
成之书，原先的西学新知渐渐成为
大众常识。

薛福成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等人处于同一时代，虽未见交往，
但思想相通。他去世后只四年，中
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而他在世时就
一直主张变法，对“我守上古圣人之
法”的谬论痛加驳斥。他多次说“方
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变法
之深浅，取决于对世界认知之多
寡。世变小，则治世之法因之变小；
世变大，则治世之法因之变大”。梁
启超把《四国日记》和海外文集列为
言西事之书中的最佳作。谭嗣同等
六君子皆将薛福成著作视为“洞彻
洋务”的楷模，变法之依归。辛亥革
命的领袖皆研读过薛著，并希望学
校向贫苦学生赠送薛著，“勉其留心
国际形势”。欧美多国有各种语言
的薛著的翻译本，凭此研究那段时
间的中国史以及国际关系史。薛著
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列入

《走向世界丛书》，成为学界研究的
常用版本。

薛福成的著作成就来自实践的
砥砺，也受惠于对新闻纸的广泛涉
猎。知来龙而晓去脉，悟以往而识
今朝。他的出使日记可视为我国报
刊盛行之前的“前文本”和“准报
刊”，是西学新闻化的一种形式。他
呼吁国内学习西方开办民报，但要
吸取其经验教训，无论是采新还是
稽旧，都要严格遵照真实，只有固守
真实才有人阅读，虚伪的报刊终归
会被人识破，弃如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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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晚清著名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