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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与无奈!陈兰彬
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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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兰彬作为中国首任留学生监督和第一任驻美国公使"属清政府少数较早走向世界的官员之一!其出
国感受和受美国社会文化浸染后的思想文化观念变化"在晚清出洋官员中具有典型性!陈兰彬到美国后"一方面
为美国发达的经济#现代化的建筑和优美的环境赞叹"精彩之情深藏于日记和其他书信#报告之中$一方面又不适
应美国的生活"甚觉无聊"尤其是面对自由#民主#发达的美国比专制#独裁#落后的清廷优越的客观现实"又不敢直
抒己见"只能无可奈何地去维护清廷的封建主义!加之"陈兰彬生性谨慎#胆小"惧怕出事丢官"出洋的数年中始终
在精彩与无奈的两难中煎熬!这看似个人的悲剧"其实是近代中国畸形社会变迁过程中两难选择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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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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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的出国潮中流行着一句口头
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说其
精彩#是到国外后眼界大开#目不暇接#经济的发达*

物质的丰富*环境的优美*人际的和谐*生活的舒适#

见所未见+说其无奈#是离乡背井#进入一个陌生的
世界#语言*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规范*价值审
美等母体文化遇到了客体文化的挑战#产生了暂时
的&文化失重'#要调适到最佳状态需要一个痛苦的
过程$其实#这是一般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会遇到
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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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像陈兰
彬一样的那些出洋的清朝官吏早就遇到过#只是他
们较今天的负笈海外者更无奈而已$

一
陈兰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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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留美幼童出
国#被江苏巡抚丁日昌举荐为留学生监督#踏上了美

利坚的国土$这在晚清走出国门的官员中属先行者
行列$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出国的官僚是斌春#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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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总税务司赫德!

b%O8-: /̀-:

"往欧洲
考察#斌春曾自负地在诗中称自己是&中土西来第一
人'$第二位是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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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美国人蒲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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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欧美各国访问$陈兰彬大概能
排在第三$此后#李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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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派往美国出席美国
为纪念建国

*))

周年在费城举办的世博会+

*@""

年
郭嵩焘和刘锡鸿赴伦敦出任驻英正*副公使+

*@"@

年曾纪泽出使欧洲+陆续出国的官员随着洋务运动
的高涨逐渐频繁$但在洋务运动早期还较封闭的年
代#清朝的官员并不像今天的官员那样对出国极感
兴趣$因为出国不仅没有什么荣耀#反而弄不好会
被闭关自守者围攻#甚至被戴上对朝廷不忠直至&卖
国贼'的帽子$郭嵩焘的遭遇就是极典型的例子$

有鉴于此#出洋的官员皆小心翼翼#选派官员出国也
十分困难$陈兰彬的赴美#也是偶然促成$他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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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过洋务#但绝非出类拔萃者+外语又一窍不通#根
本没有外事经验+更谈不上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
大员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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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津教案时#容闳作为翻译#

借机通过丁日昌建议曾国藩向美国派留学生#得到
批准$按理讲应该由容闳出任留美幼童的监督#但
清廷对容闳这样一个留美出生的人才并不十分信
任#于是由丁日昌推荐#命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为副
监督$随后丁日昌向容闳解释说,&君所主张#与中
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
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
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
也$'

!

可见#陈兰彬的被任命#完全是出于洋务派官员
为了防止顽固派的无端攻击$后来李鸿章在谈到此
事时#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其云,&盖以纯甫熟谙
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
为用也$'

"而且#容闳第一次见陈兰彬时#印象也不
错$其称,&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
无邪#所惜者胆怯而无责任心也$即一羽之轻#陈君
视之不啻泰山#不敢谓吾力足以举之$'

#从这些不
同的评论中不难看出#陈兰彬是传统封建文化历练
出来的一位学识渊博*品行端正*举止儒雅*中规中
矩的谦谦君子$让这样一位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谨
小慎微的官员走向西洋世界#去办本质上和封建义
理相抵触的留学生事务#其作为是有限的#其内心的
郁闷和无奈是无法避免的$

当然#对于陈兰彬这样一个在刑部供职近
#)

年
而没有升迁的官员来讲#能换一个到美国的差事#也
是意外的惊喜$遗憾的是#关于其

*@"#

年赴美时的
文字记述如日记*游记等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从
其

*@"@

年赴美国出任驻美公使时留下的简短的日
记中#还是流露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赞美#所谓&精
彩'的一面跃然纸上$陈兰彬

?

月
#"

日乘船抵达旧
金山时#首先对金门大桥大加赞叹#上岸后又做了如
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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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岸见华人会馆酒店已挂中国龙旗"赁寓
在满金荣茉莉街九层楼宫殿酒店%亦竖中国龙
旗&!是埠有洋商大酒店六间"此又六间中最华
丽者!闻房屋器用值六百万圆"地毯足铺五顷"

庭院设新制电气灯四盏"白光如月"芒焰远映"

胜煤气灯"且工费省倍蓰"他日行用"谅必广矣!

00其街道宽阔"形如棋盘"而以街市街为适中

之地"生意之大尤在东边!各街俱有长行街车"

可坐十数人"略同泛湖小艇"而往来迅捷!又有
机汽车"不用人力#马力"转动消息"自动行走!

迤北地势稍高"清泉颇少"所饮之水俱由远山引
来!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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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那样特定的历史年代#如此豪华的现
代酒店*亮如白昼的电灯*整洁繁华的街道*快速便
捷的交通和干净方便的自来水设施等#可以令任何
一个中国人惊喜$陈兰彬作为一个有头脑的官吏#

思想的触动是多方面的$可惜其政治上太成熟#行
动上太谨慎#行文中几乎隐去任何议论和政治色彩#

无法窥见其内心的激动$不过#当他由哈特福特乘
火车往华盛顿拜见美国总统时#还是抑制不住心中
的惬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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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牵率十车行"方木匀铺铁路平!

八十轮开如电闪"云山着眼未分明!

%

及至华盛顿#陈兰彬又有这样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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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美国京都"地在纬北三十八度五十六
分"经偏西七十七度二分!诸山环拱"树木郁
葱"前临保多墨河"洛溪绕其西北"地势略斜!

自西北隅至东南隅"约四迈半!议政院高踞冈
上"形式特胜"建造尤极宽敞华瞻"地基圈广三
十洋亩"四面衢道"或铺红瓦白石"或以油煤和
土筑成"光洁如拭!隙地则数步一树"间以各色
花丛"铸铁长几随在摆设"以供行人歇坐!院中
大塔螺旋至顶"高三百余尺左右!分上#下议
院"各可坐千余人!大门外塑华盛顿石像"仪伟
壮观!正门以铜为之"雕镂工致"云值六万圆!

院墙壁有油画二幅"云一值三万余圆"一值万余
圆!伯里玺天德正衙"名曰'白屋("以其皆白石
建成!铁栏森整"园沼宽宏!外部#库务衙署在
其东"兵部#水师衙署在其西!另有离宫在京西
数里外"因山为圃"错置亭榭"任人游观!

&

这里的记述虽然极其客观#但字里行间还是可
以窥见陈兰彬对现代建筑的赞叹#因环境优美的喜
悦$在通篇日记中#即使如此谨慎的陈兰彬#也时不
时地会写下&万厦整洁#街道宽广'的溢美之词$在
给好友的信中#则稍大胆一点#讲&外洋繁华已极#美
国尤甚'

'

$如果拿那时的美国和清朝相比#无论哪
方面清朝都十分落后#即使像陈兰彬这样谨言慎行
的清朝忠臣#也起码会承认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这
是促成其出国后感到&精彩'一面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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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能看到的相关记述中还可以发现#陈兰
彬的使美并不振奋#也少快活#常常是在&无奈'中度
日#在苦恼中应付工作$他不懂英语#交往中的困难
甚觉苦闷#常常在给好友的信中诉苦$其云,&特于
洋语洋文一无所请#除督课幼童外#欲别做一事#隔
手则诸多不便#转有#不若在中国时之耳目灵通*手
足便利者$窃用阖阖非知己者#不可使闻此言#知己
者#又不可使不闻此言也$'

4除了失去语言优势之
外#陈兰彬对美国的政教风俗也看不惯#他认为,&诚
以外邦政教远逊中华#特恃艺术精到#驯致富强$'

(

这种认知导致他对留美幼童学习和日常举止的西方
化十分反感#因而常和容闳发生争论$容闳在解析
陈兰彬的思想根源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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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
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
据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
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
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

5

容闳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陈兰彬虽然身在美
国#但为人处事基本上还是在国内那一套#至于思想
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取向也不敢超出封建陈规而有
所突破$这就是容闳在上面所强调的&中国人之见
解'$既要让留美幼童系统接受美式教育#从小学读
到大学+又不能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思想文化#超越传
统封建教育的规范$这样矛盾的基本无法行得通的
指导方针#由陈兰彬这位留学生监督来实施#他也虔
诚地愿意实施#其心中的痛苦难以解脱#自然苦不堪
言$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兰彬越来越力不从
心#日夜企盼有人来接替他的职务$他在致老友的
信中说,

!!

弟生质本弱"遇事筹思"辄觉心力不足!五
旬以外"往往看书不能终卷"写字每多错漏"一
夜不寝"次日即疲"前在保定曾文正对挚甫言"

弟万事看空"似入老境"阁下所闻也!00弟自
思出洋以后"目眵耳鸣"眠食减损"与前渐异!

此身亦无足计"惟夷人敬壮欺老"古今所同!得
有替人"亦大局所系也!阁下意中有其人否.

)*,

身体不好#工作又不顺心#陈兰彬一心想辞职#

希望老友推荐新人来接替他$

*@"D

年#终于找到了
新的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如愿以偿#从郁闷中解脱出
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段使美经历让其身价陡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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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又第二次

赴美#从而名扬中外#让历史无法忘却$

二
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年代#中国人走向西

方的过程就是文化重新选择的过程$而文化的选择
与更新#最终会积淀为思想观念的重建#也就是要经
历一个重新洗脑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说得直白
一点#就是在新文化的制约下#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思
想改造#从而产生新的认知和新的思想观点$大致
来看#在

*E

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出国门的晚清官员
中#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顺应世界潮流#承认
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呼吁清政府进行经济*社
会*文化直至制度的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民族之
林+第二种是死不认可西方的先进#死守封建的经
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第
三种是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或
者只谈器物不触及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在洋务
运动时期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这三种态度都有
风险$第一种虽然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清朝
推行封建专制的本质是不能变的#一旦触及封建主
义的根本#就可能受到处罚#郭嵩焘的遭遇就是一个
典型$第二种看起来死守封建主义的传统#是封建
专制的&忠臣'#但清政府要办洋务#必须引进西方先
进的生产力#做有限的改革#拼命反对者难免被杀鸡
给猴儿看#郭嵩焘的同事刘锡鸿反对郭时很受青睐#

后攻击李鸿章办洋务时却被革职查办$第三种像陈
兰彬这样#看似绝顶聪明#但难有政绩#其前程是有
限的#何况中间派是无法持久的#待你不自觉地摇来
摆去想加入某一派时#人家的接纳程度是会打折扣
的$洋务运动是要改革的#但封建制度还是要维护
的#这种&中体西用'式的十分矛盾的社会变革#让晚
清出国的官员难以把握#其&无奈'的真正根源就在
这里$

社会文化的差异常常是新思想的源泉#&无奈'

事实上是新观念产生过程中的一种阵痛$晚清官员
在欧美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中西差距的巨大#

新的认识就越容易发生#内心之搏弈也就越尖锐$

前举的出国官员中#斌春虽然访问了欧美十几个国
家#历时一年有余#但只是走马灯式的浮光掠影#不
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认识+志刚和斌春相像#走
的国度也不少#时间也较长#但在某一个国家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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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了解的机会几乎没有#除了对外国的繁华惊叹
外#也不可能留下多少思想遗产+李圭仅是赴美国参
加世博会#虽说眼界大开#但来不及思考什么问题#

就回国了$这种出国游历的官员#大饱眼福#收获有
限#是&洗脑'不足#&洗眼'有余$真正在西方社会文
化的熏陶下#出现思想火花者#是脚踏实地在那里生
活较长时间的有思想的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薛
福成这些人$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就郭嵩焘加以简
要的解析$

郭嵩焘顶住各种攻击与压力#于
*@""

年
*

月
#*

日抵达英国#出任驻英公使#

*@"E

年
*

月
!*

日被
撤回国#在伦敦生活了两年$他不像陈兰彬#对西方
没有多大兴趣#而是千方百计去研究西方的富强之
道#探求中国如何才能赶上欧美$郭嵩焘利用一切
有利时机#到工厂*矿山*商店*银行*军营*学校*议
会*社团*家庭等许多地方考察#和中国留学生如严
复等讨论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他写下的日记.使西
纪程/#由于提出了许多向西方学习的真知灼见#被
守旧派群起围攻#直至毁版$梁启超在

*E#!

年评述
这件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

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
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呀7 可了不
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
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
事$'

)*-梁启超是过来人#对这件事有真切的体会#这
里流露出的愤愤不平#寄予了对郭嵩焘的无限同情$

事实上#郭嵩焘无非是讲了一些真话#代表了那一代
清朝官员对中西社会文化走向的较科学的认知#就
引来天大的麻烦$可见#那时清朝官员对西方是那
样的无知和愚昧#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更新是多么
的迫切$如果将郭嵩焘的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是,

*I

中国正面临数千年的一大&变局'#必须顺应变化#向
西方学习#即使是&尧舜复生'#也必须这样做+

#I

不
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大力创办工商业#而且要
学习欧美的管理制度#消除洋务企业的弊病+

!I

重
视新型人才培养#仿效西方创立现代教育制度+

HI

重视对西方政治理论*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
究#深入探讨英美的&富强之道'+

DI

英国的立国之
本在议会制度$郭嵩焘在追述英国长治久安*国富
民强的根本原因时写道,

!!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

则在巴力门%

P/-&2/58.:

&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

义"设买阿尔%

>/

;

%-

&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

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胜迭衰"而
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而起"而
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

在
*E

世纪
")

年代#能够像郭嵩焘这样看到西
方共和制的先进性#实属凤毛麟角$如果按孙中山
的观点#那就是先知先觉$回顾历史#先知先觉者多
数是孤独和悲哀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超出了那
个历史时期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孤独是正常的#不
孤独成不了先行者$郭嵩焘的性格*人品*才识以及
那段特殊的英国经历#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这也
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是近代中国两难选择的
一种反映$

中国的近代或曰现代进程#不是由母体自身蜕
变来的#而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变
迁$两难的问题几乎贯穿始终$例如#一方面要反
对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向殖民
主义者学习$只有&师夷'才能&制夷'$将这样极其
矛盾的命题处理好是很不容易的$常常是强调了
&师夷'#疏忽了&制夷'+注意了&制夷'#又淡化了&师
夷'+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官员#在近代很难寻
觅$而要真正将&师夷'落到实处#看到实效#就必须
引进西学#剔除封建文化#扬弃传统#实现传统和现
代的有机结合$这又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两难课
题$与此同时#&师夷'还提出了封建政权的改造和
更替的大问题$封建的专制制度不变革或不被推
翻#&师夷'也不可能彻底实现$但清政府既不愿意
被改造#更不甘心被推翻$可是不&师夷'#清政府又
无法生存#灭亡得更快#清政府只好被迫应付#先办
洋务#后搞新政#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脚$当然#这种
自己损自己的做法是有尺度的$陈兰彬这些晚清官
员#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很难把握这个尺度$做过了
的丢官#不做的也难保乌纱帽$真是两难啊7 说到
底#清政府&师夷'的过程就是逐步走向灭亡的过程#

就是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然而#走向共和又
遇到两难$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潮流#不可抗
拒+但经济落后*民智未开*观念陈旧等客观因素又
使共和宪政流产$后来#甚至连推翻帝制*创立共和
的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初年那段历史反复后#也在
重新思考中国的新道路了$总之#两难大概是近代
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大特点#或许也是理解陈兰彬
的一个切入点$

D**

李喜所
!

精彩与无奈,陈兰彬与晚清出洋官员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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