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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6的 70?电影系列人物专题片。 一张封

面，一串足迹，一段故事，只要您读，一定爱不释

手。 本书由 CCTV-6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组精心打造，国家一级

美术师韩美林题写书名，策划人王平久撰写序言。

晚清：收回威海卫的尝试

英国的奇葩理由

甲午战争之后， 列强在华

的竞争加剧， 它们通过不平等

条约，强租多处中国领土，实行

直接统治，这就是“租借地”。包

括辽宁旅顺、山东威海卫、胶州

湾（青岛 ）以及香港的新界 、广

州湾（湛江），分别被俄、德、英、

法用这种方式窃据。 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后， 中国政府开始

收回租借地， 首先收回日本从

德国手中窃占的胶州湾， 其次

是从英国手中收回租约到期的

威海卫。

租借地的收回， 与中国民

族意识的觉醒、 国际地位的上

升有关。但收回国权的努力，在

此前 20 ?国势还在谷底的时

候， 就已经开始。 本文要讲述

的，就是发生在 1906 ?中国外

交官试图利用条约收回威海卫

的往事。

威海卫的租借， 是一个偶

然。 1897?底，德国借口传教士

在山东被害一事，出兵占领觊觎

已久的胶州湾，在此之前，他们

一直希望在东方获得一个基地，

补给舰船。 占领胶州湾之后，不

肯撒手， 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条

约，“租借”胶澳地区 99?，在那

里进行直接统治。这一举措诱导

德国的竞争对手积极强占中国

领土。 俄国用同样的手段，强行

租借旅顺大连 25?。

多?以来， 英国在华占据

着政治、 经济各领域的优势地

位，原本希望用 “门户开放 ”抵

制列强的无序竞争， 这样可保

全自己的商业优势， 结果和者

甚寡。 当它的劲敌俄国强租旅

大之后， 英国试图获得相应的

补偿，以抵消俄国的力量。在地

理上， 威海卫与旅大隔渤海相

望，于是，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

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 英国人

在外交函件中解释了租借的本

意，说此举是出于被迫，是在劝

告俄国勿占旅大失败之后不得

已的举措，他们辩解说，希望中

国土地“不徒存自主之名，而且

能永有其实”。

正因为如此， 条约对租期

的规定非常特别， 规定威海卫

租期 “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

期相同”。英国通过绑定租期的

做法来宣示此举完全针对俄

国，只要俄国不再占有旅大，英

国就不再占据威海卫。

然而，果真如此吗？

1900 ?，华北地区兴起义

和团运动，列强出兵干涉。俄国

一方面派兵加入联军， 参与集

体入侵京津的行动；另一方面，

它单独出动数倍于八国联军的

兵力，说是要“保护中东铁路”，

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 《辛丑条

约》 签订之后， 经过艰辛的谈

判， 中俄签署 《交收东三省条

约》， 规定了俄军的撤退细则，

俄国却并未遵守。 逐渐崛起的

日本早已觊觎东北地区， 将沙

俄的存在看作自身利益扩张的

巨大障碍。 1902 ?初，日本与

英国缔结 “英日协定 ”，通过结

盟来共抗俄国。

1904 ? 2 月，日俄两国在

东北问题上决裂，爆发战争。在

此后一?多的时间里， 日本以

惨痛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

并占领了旅大。 由于中英条约

将威海卫租期与俄租旅大捆绑

在一起，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 英国租借威海卫的依据

发生了动摇。

其实， 就商业价值而言，英

国人并不看好威海。这里与山东

腹地的关联远不如青岛，即便修

建铁路， 也无法与德国线路竞

争。德占胶州湾、俄占旅大，都有

长期的野心； 而英占威海卫，只

是临时被动的应对，这也导致英

国政府根本不重视此地。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英国

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威海卫。

日俄战争爆发之后， 英国

外交官很快就意识到威海卫租

期的问题， 它的盟友日本也是

这样。战争结束后，英国驻华公

使萨道义向政府建议， 不要急

着交涉威海卫的事情， 如果修

改租期，要直接改成租借 99 ?

这样明确的字眼； 而如果英国

要延长期限， 法律上必须依赖

日本从旅顺获得相同的租期。

为了将日俄战争的所得合

法化，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前往

北京，与清朝确认日俄《朴茨茅

斯和约》的相关内容，接手俄国

在旅顺的利益。 日方希望，英国

在租期问题上保持同步合作。

1905 ? 10 月，代表在华英

商利益的中国协会致函英国外

交部，主张继续占据威海卫，他

们的理由是：首先，威海卫能为

帝国海军提供健康的度假场

所； 其次， 德国人占据着胶州

湾，并且在长江流域积极活动，

与英国形成对立， 占据威海卫

有利于制衡德国；第三，英国势

力停留在这里， 符合盟友日本

的利益；第四，撤出威海卫象征

着示弱， 会减少英国在华的影

响力，削弱商人的信心和投资。

也有英国人主张归还威海

卫。例如，一名驻华武官认为，派

兵驻守威海卫，花费浩繁，英国

的利益在长江流域，在这里驻军

意义不大。如果俄国唆使中国根

据条约收回威海卫，英国如何拒

绝？还不如自己主动放弃，给中

国留下恪守信用的声誉。

经过多方权衡， 英国外交

部形成关于威海问题的备忘

录。备忘录提出，是否从威海卫

撤军，取决于三个因素：盟友日

本的意愿、 受中国人所尊重的

撤退方式、 撤退行动对英国远

东地位的影响。 外交部得到的

消息是，日本不希望英国离开；

如果英国撤退， 中国人只会认

为是在履行原条约， 而不是友

好让利， 且撤退本身会看成是

丢了 “面子 ”，“面子 ”是中国人

最看重的东西。

中国外交官的努力

1905 ?，中国驻法公使刘

式训就任之时， 法国方面告诉

他，英国交还威海卫之后，法国

愿意归还广州湾租借地。 刘式

训认为， 威海卫本来就是为防

俄而借， 现在这个目的已经不

复存在， 加上当时英国停止了

威海卫工程， 而大力经营新加

坡，他判断，英方可能不想长期

占据威海卫，中国应争取收回。

驻英公使汪大燮也在四处

搜集有关威海卫的情报。 汪大

燮认为， 英国可能担心中国收

回威海卫之后无法自守而导致

再次被人拿走， 如果能向英方

表达中国会在那里办海军 、设

军港的意愿， 就能打消对方的

疑虑。

1906 ? 10 月，汪大燮正式

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鲁提出交

涉：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知道英

国是否会归还威海卫。 格鲁回

复说， 这要看旅顺能否回到中

国手中并停止租借给其他国

家，如果旅顺仅是转手日本，威

海卫租约仍将有效。

为了慎重起见， 英国外交

部迅速征询海军部、 殖民部与

战争部的看法。殖民部、战争部

都不主张归还威海卫， 他们表

示，如果中国要发展海军，也可

以利用威海卫的水域和设备 。

而归还威海卫， 只会助长中国

人的民族情绪， 让他们否定条

约义务。

根据内阁的决定 ，英国外

交部答复汪大燮 ：为了履行英

日同盟的义务 ，英国要继续使

用威海卫 ；同时又不无转圜地

说 ，英国不反对中国利用威海

卫训练海军。 对于这些外交辞

令 ，汪大燮的解读是 ，对方没

有拒绝归还 ， 只是说时机未

到 ，中国不能就此放弃 ，而应

该整顿发展海军 ， 徐图收回 ，

他说 ：“此事非不可办 ，但不能

急图耳”。

既然威海卫归还与中国海

军建设联系了起来， 汪大燮进

一步询问英国方面， 当中国真

正拥有一支海军力量的时候 ，

是否能收回威海卫？ 对方模糊

地说， 那需要中国有一支强大

的海军能完全保卫她自己 ，并

且远东能获得一个正常秩序 。

这样一来， 收回威海卫的门槛

被抬得极高， 英方可以任意解

释他们提出的几个前提。 但汪

大燮仍不灰心， 反复询问英国

外交部具体的时间表。最后，对

方只能抛出了实话： 所谓强大

海军力量很难定义， 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到时候具体的国际环

境， 所以他们也没有准确的交

还时间表。 至此， 英国彻底摊

牌， 那些希望中国自立再归还

威海卫的答复纯属外交辞令 ，

他们根本没考虑归还的事。

英国强租威海卫， 是对自

己创议的 “门户开放 ”的否定 ，

这一举动既无蓄谋， 也无长远

规划， 不过是对其劲敌俄国举

动的被动反应， 是一种姿态的

表达。 英国最终决定续租威海

卫， 一是出于履行英日同盟的

需要， 二是担心归还威海卫会

丢掉英国的 “面子 ”，有损英国

的在华利益。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外交官

表现出较强的国权意识，着手利

用条约收回租借地，只是他们的

情报工作从覆盖面、可靠性上而

言，还远远不够。 归还威海卫的

交涉，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

薄弱的军力都有关系，并不能完

全归因于外交的无能。

英国既然拒绝归还， 威海

卫租期仍按旅顺租约中的 25

?来执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 中国政府多次提出归还租

借地的要求， 中英双方经过磋

商， 达成了交收威海卫的专约

草案。

1930 ?， 国民政府正式收

回威海卫。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一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
政，其里在学。 ”《日暮乾清门》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
代的制度、人物与史事，它们是世运盛衰的直接表征。书中收录的 20篇文
字，内容跨度百余年，从嘉道年间到 1919 年底，尝试从制度的视角，重新
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 揭示史事、 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
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日暮乾清门》

李文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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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英据时期的威海卫港口

荨中国（清）驻英公使

汪大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