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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寫下《日本國志》之後，曾經將書稿交給了清廷當時非常重要的兩位洋務大臣李鴻
章、張之洞進行審閱。二人對黃遵憲的著作以及展現出來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評價。《日本國志》
這一著作得到了此二人的隆重推薦。但是，這本書最終卻沒有能夠及時在當時的總理衙門獲得出
版，被一直束之高閣到甲午戰爭之後。可見，當時清國的官僚政治已經腐化不堪到何種地步。
與早期的魏源、龔自珍不同，黃遵憲的開眼看世界具有強烈的實踐色彩。他在自己的公職生

涯中盡力實現自身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他曾經在湖南推行過地方新政，試圖將改革落實到地方
層面中。由此可見，黃遵憲從來不是一個空談家、空想家。
黃遵憲是一個贏得了日本尊重的中國人。他獲得尊重，乃是因為他傑出的外交才華、卓越的

漢學造詣以及高尚的人格品質。這一切，奠定了黃遵憲在中日關係史中難以替代的地位。晚清
時期的中國，也曾經有過追求建立
國民國家的努力，但是最終失敗
了。這種失敗，在黃遵憲個人的人
生境遇中便可以尋覓到脈絡。但
是，黃遵憲留給今人寶貴財富和精
神遺產是不能夠被忽略的。他的著
作也同樣是今天國人看待外部世界
的重要文獻。對於一衣帶水的中日
兩國而言，民間與文化的交流也日
漸密切，毫無疑問，黃遵憲也是世
代友好的友誼橋樑。這一切，都值
得今人銘記。 文：徐全

記者手記：

世代友好的友誼之橋

黃遵憲，晚清的改革先驅
1898 年 9 月，清國為了革

新自強而掀起的改革運動

「戊戌變法」在守舊派的打

擊下最終歸於失敗。包括譚

嗣同在內的不少變法人士遭

到殺害。康有為、梁啟超則

被迫逃亡。與此同時，日本

駐清國公使館出面與清政府

交涉，促成營救了一位清國

知名的官吏：黃遵憲。這一

史實隨着近年的日本外交文

書解密以及中日兩國的學術

研究之深入而逐漸清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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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是晚清知名的文學家、思
想家。因為其詩歌創作方面的

傑出成就，他有「嶺南才子」的美
譽。祖籍廣東梅州的黃遵憲身處晚清
的紛亂時局中，並沒有故步自封，而
是在近代化的潮流中放眼看世界，用
自己手中的筆記錄下中國歷史上從未
遭遇過的大變局，同時在實務中促進
自己的國家革新自強、奮發向上，成
為晚清改革的先驅。他一生的命運也
成為了那一時代的中國歷史的寫照。

出使扶桑，致力思想啟蒙
傳統的文化中心主義觀念以及朝貢
制度的心理影響，再加上國力和文化
思想上的主動性和優勢，中國人在古
代一直未有將日本視作一個與自身平
起平坐的國家。作為早期先進國家的
代表，日本對中國的仰慕，使得類似
遣唐使這樣的群體層出不窮，將中國的文化、學術、
思想甚至體制傳入日本，也促成過大化改新這樣的改
革。但是，這一情形到了近代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隨着西方列強的到來，日本走上了開化革新的道路，
在改革方面比當時的清國更加徹底。而傳統的中日關
係也被打破。1871年，清、日兩國正式建立了近代意
義上的外交關係。
1877年，為了處理琉球問題，黃遵憲跟隨公使何如
璋出使日本，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首位駐日本的參贊。
由於黃遵憲出色的外交才能，公使館日常的對日交涉
事務實際上是由黃遵憲親自負責。此時的日本，已經
是處於文明開化、不斷改革的明治維新歷史階段。身
處這一重要的歷史時空中，黃遵憲不可能沒有反應。
他細心記錄下了日本社會的變化與發展，最終完成了
有數十萬字之多的名作《日本國志》。這是一部極為
重要的著作，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系統化論

述、研究、分析日本的文獻，而且這一文獻是在近代
化的歷史分岔路口中寫下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時代意
義，更成為當時中國人認識日本的重要渠道。
為何寫下《日本國志》？黃遵憲曾說：「余觀日本

士夫類能談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
古義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
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即，亦視
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換言之，中國人
不了解日本，日本卻非常了解中國。而在這一著作
中，黃遵憲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他希望自己的國家
能夠效法日本的改革，脫胎換骨、自立自強。

贏得東瀛朝野的高度評價
黃遵憲在日本擔任外交官期間，廣泛地結交日本各

界人士。除了履行自己的公務職責之外，更着力在文
化等多領域推動中日兩國之間的對話與交流。由於中

日兩國同為漢字國家，故此當時兩國不同人士之間的
交流也是以筆談方式進行。黃遵憲在這一方面也不例
外。1968年，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出版了《黃
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文
獻，記錄了黃遵憲與日本各界人士以筆交談的過程。
或許，正是因為同為漢字國家的緣故，歷史上，中

國人未有將日本語視為一種獨立的語言。甚至在清日
兩國建交之後，清國駐日外交團前往日本上任時，竟
然沒有日語翻譯而只有英語翻譯。但是黃遵憲透過對
日本文化和語言的觀察，首次以「和文」一詞來指代
日語，也成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第一個將日語視為
獨立語言的中國人。這種觀念不僅是語言學的跨越，
更是思想與文化的深刻觀察，啟示國人更好地認識自
己的鄰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出使日本期間，黃遵憲從當
時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一直力促清日兩國的和平甚
至結盟，以此應對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這種思想，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創始人小野梓提出的「三國連帶」
（即清、日、韓三國同盟）具有某種共通性。1880年
春，黃遵憲更與日本友人共同發起組織了「興亞
會」，希望力促中日兩國的友好。整體而言，黃遵憲
在日本，以其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漢學才華、敏銳的
思考力，贏得了日本朝野的尊重，這為他後來獲得光
緒皇帝的信任而擔任駐日公使埋下了伏筆。

未上任的駐日公使
黃遵憲一生的最高潮，乃是曾經獲任為清國駐日本
公使。甲午一役，清國戰敗。改革成為了當時清國官
民的共識。而變法圖強的最佳學習對象便是東洋日
本。因此，清國官方的駐日本公使一職便顯得特別重
要。
1898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廷頒發上諭正式任命黃遵
憲為駐日本公使。這顯然是一次破格拔擢。光緒皇帝

在發出這一上諭的同日，亦催促黃遵憲盡快進京，其
急切心情溢於言表。不僅如此，為了顯示對黃遵憲出
使日本的重視，光緒皇帝甚至以親筆朱筆諭的方式加
封黃遵憲的官銜。這一朱筆諭現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在朱筆諭中，光緒任命黃遵憲為頭等公使，這
是鮮有的信任和期望。同時，光緒親筆寫下了致日本
天皇的國書以表達變法維新的願望，並期待黃遵憲呈
遞。同時，更派出了軍機大臣王文韶、總理衙門大臣
張蔭桓專門與日本駐清國公使館協商黃遵憲赴日事
宜。
黃遵憲能夠獲得信賴擔任駐日公使，一方面是光緒

皇帝對黃遵憲個人才華的肯定，希望透過黃遵憲的任
職能夠學習到變法自強的經驗。另一方面，從日本外
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明治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在清我
公使館與總署往復文書目錄》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
看，日本方面亦主動提出：希望清廷任命黃遵憲為駐
日公使。這與黃遵憲早期駐日時獲得日本朝野的讚賞
有巨大關聯。當然，思想一貫持維新立場的黃遵憲行
將出使日本，也遭到了清廷保守派的抵制和反對。但
這並沒有瓦解光緒皇帝的決心。
但黃遵憲還未有正式啟程，戊戌變法便已經失敗。
因為倡導變法，人在上海的黃遵憲被拘禁在洋務局，
守舊力量此時也對與維新派過從甚密的黃遵憲大加攻
擊。基於黃遵憲所處的險境，日本公使館開始與清廷
交涉進行營救。最終，黃遵憲得以保全回籍。這一史
實被完整記錄在彼時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的《往
復文信目錄》中。而由中日兩國學者共同完成的學術
成果《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亦對這一文獻進行了梳
理和確認。
黃遵憲的人生高潮也漸漸過去，這也為一個變法革

新的時代號角畫上了休止符。他一生的經歷，成為了
晚清政治的坐標，也寫就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理想
與志向。雖然這種志向顯得悲苦與無奈。

■■黃遵憲雕像黃遵憲雕像

■■黃遵憲故居黃遵憲故居

■《日本國志》

■記錄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的文獻。 ■中日兩國合作的學術成果記載了黃
遵憲生平。

■■沿海的砲台沿海的砲台
記錄了黃遵憲記錄了黃遵憲
經歷的清朝近經歷的清朝近
代化時期代化時期。。

禁海政策，是明朝以來直至清朝為了限制民眾與
外國交往而實施的國策。在禁海政策之下，中國民
眾與外部世界的貿易被隔斷。而更為嚴重的是，由
於實施了這一政策，中國對外部世界發展的把握以
及資訊的接收顯得越來越被動和滯後。當西方世界
開始轟轟烈烈的產業革命時，中國社會與世界文明
潮流逐漸脫節。可以說，所謂的閉關鎖國，其實某
種程度上就是禁海政策的代稱。
在禁海政策之下，最為受到傷害的是沿海地區的
居民。所以，沿海一帶的居民往往冒着被官府處罰
的風險而與外部世界進行貿易往來。不僅如此，為
了生活的需要，大量的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甚至海外
地區進行謀生創業。但是，在當時的朝廷眼中，則
將這些人視為是勾結外部匪寇的逆賊。因此，在海
外的華僑一直無法回到自己的國家。這顯然已經與
近代化以來的世界大勢漸漸違背。
黃遵憲擔任過駐舊金山總領事，也擔任過駐英國
的參贊，更擔任過駐新加坡總領事。豐富的外交經
驗讓他對華僑事務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見解。因
此，他積極在海外協助當地華僑華人，幫助維護他
們的合法權益。最為值得一提的，正是在黃遵憲的
手中，中國確立了華僑護照制度。1893年，經過黃

遵憲的不懈努力，清廷終於宣佈允許華僑回國並頒
發護照，從此終結了禁海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黃遵憲功不可沒。

文：徐全

衝破禁海政策的牢籠

■中國的騎
樓建築顯示
了南洋華僑
與故鄉的淵
源，而為華
僑爭取歸國
者乃是黃遵
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