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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琦始終認為，從過往認真研究華
工赴歐洲戰爭工作到寫下專著《為

文明出征》，都是為了讓今人能夠更加明
白華工在滄桑變幻歷史中的獨特角色和位
置。他說，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

拯救西方文明再造東方文明
問：以往歷史觀認為一戰是列強分贓的帝

國主義戰爭，我們該如何理解一戰中
國華工在歐洲的工作——《為文明出
征》中的「文明」一詞？

答：一戰華工是中國全面走向世界的非常
重要步驟。一戰爆發代表西方文明遇
到強烈挑戰。當時，既存的國際秩序
正在崩潰，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例
如，德國試圖「分享陽光下的一片地
盤」，對英法俄等國得天下之先非常
憤怒。開戰之後，範圍上不僅是一場
世界大戰，就西方自身而言也是一場
極其殘忍、極其不人道的內戰，如細
菌戰等形式的出現均在一戰時期，可
以說是不擇手段，超過了人類文明所
能容忍的極限，結果是西方內部兩敗
俱傷。同時，戰爭令西方失去了道德
上對其他文明的優越感。所以一戰結
束之後，西方開始有靈魂的反省。一
戰後不少人認為西方不再代表世界優
秀文明。印度詩人泰戈爾就持有這樣
的觀點。原本傾向崇拜西方文明的梁
啟超、蔣百里等一批中國名流在戰後
到歐洲遊歷，發現西方文明不少致命
傷，認為東西方文明都有問題，呼籲
東西方文明對話和互補。顯然，「文
明」一詞成為一戰期間和戰後的關鍵
字。

問：為何說華工是為文明出征？
答：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一戰華工八成
以上是文盲，在離開中國之前沒有走
出過自己的縣城，他們到法國去工
作，並沒有宏大的理想，大多只是為
了謀生。例如不少華工來自山東，當
時的山東饑民很多，民不聊生。不
過，華工雖然主觀上不是濟世救民，
但客觀上他們的歐洲旅程對於拯救東
西方文明，均發揮了重要影響和積極
作用。
首先，一戰華工出國是當時的中國
精英提出的「以工代兵」政策的結
果。從1895年甲午戰爭開始到1919
年，這是中國文明和歷史進程巨大轉
折時期。在這期間，中國拋棄了儒家
文明和帝制，取消了延續千年的科舉
考試，並在1912年宣佈成為亞洲第
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共和制在
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激進的政治制
度，只有極少數國家如法國和美國是
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中國就是在新
舊更替的這個時期，一心要變成共和
制、要改良文字，發起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目標都是在尋找成為世界
民族之林平等一員的途徑，是在世界
秩序更替的過程中籌謀強國的道路。
一戰爆發時，袁世凱早期力圖派遣軍
隊向青島的德軍宣戰，但是被英國拒
絕。因為英國擔心中國會成為印度的
榜樣。所以在1915年初日本向中國
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之後，梁士詒等人旋即提出送華工去
歐洲，支援英國和法國的戰爭。梁士
詒最早提議乃是輸出帶槍的工人，被
英國拒絕。但是法國人後來接受了非
武裝的華工進入法國工作。因此，
「以工代兵」是中國救亡圖存和參加
國際事務的重要一環。
其次，當時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在
一戰爆發前就有重造中國文明的宏偉
計劃。吳稚暉曾比喻：如果送出國門
去做工的中國人，哪怕回國後每個人
只改造一個廁所，對中國而言都是進
步。在這些精英們看來，改造中國文
明最好的方式就是派人去西方學習，
而且是去西方核心的區域。早期的海
外華工像豬仔，被合法歧視。但是去
歐洲的一戰華工乃是政府間簽訂合
約、同工同酬、法律上受到平等相待
的群體。後來的共產黨精英如周恩
來、鄧小平、陳毅等人的勤工儉學，
實際上也是步華工後塵。
所謂為文明出征，乃是一戰華工在
這種歷史的大環境中，客觀上成為了
時代的弄潮兒。當全世界都在歧視中
國人的時候，這些華工則在西方拯救
西方文明，也在再造東方文明。這便
是為文明出征的含意。

被長期邊緣化的重要群體
問：抵達歐洲的中國華工生存生活情形如

何？
答：華工出國，涉及到了中國、英國、法

國、美國、加拿大等國，是一個龐大
的系統工程。英國和法國為接受華工
的國家。加拿大是途經國家。一戰華
工多從加拿大東岸坐船去法國。必須

指出的是，當時的加拿大正在排華風
潮中。美國參戰之後，法國借了一萬
名華工給美國，為美國歐洲遠征軍服
務。戰爭期間，華工不僅在前線挖戰
壕、運輸軍火，而且在戰後投入清理
戰場工作，因為戰時未爆彈爆炸等因
素，不少華工死於戰後。
華工抵達法國之後，人生觀、世界

觀發生很大改變。中國的這些農民非
常聰明。華工和西方人在一起工作，
發現自己不比西方人差，大家覺得未
來中國有希望。英國人最初不允許華
工接觸坦克。後來發現華工修理坦克
又快又好，便專門讓上千華工在坦克
工廠工作；一些華工甚至參加維護機
場。
有趣的是，華工中，不少人很有

錢。根據合約，華工同工同酬獲得薪
水，而因為戰爭，他們沒有多少地方
可以花錢，而戰時法國不僅物資缺
乏，甚至因為戰爭令法國男性死亡率
高，導致當時的法國女性非常喜歡華
工。華工憨厚淳樸、經濟寬裕，使得
不少中國華工即使不會講法語，也有
法國女友、妻子。更重要的是，一戰
華工影響了不少後來的中國精英們。
例如，一戰期間不少中國留學生來到
法國，為一戰華工服務。晏陽初、林
語堂、蔣廷黻等都為一戰華工服務
過。他們與一戰華工一起工作的經
歷，影響了他們對中國人和中國前途
的看法，認為中國還有希望。如深受
華工樸實精神影響的晏陽初，回到中
國之後便終身致力平民教育，以此改
造中國。

問：導致華工議題一直未進入主流話語的
原因是什麼？

答：不僅中國，包括外國，華工議題長期
在邊緣處。國民革命之後的各政權長
期不承認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和貢獻，
但以工代兵的策略恰恰是北洋政府的
一個創舉。另外，長期以來中國學者
受到列寧的「一戰是帝國主義陣營狗
咬狗的戰爭」的影響，一戰華工的貢
獻和議題自然被淡化。西方基於維護
自身形象的角度，也忽略了華工的地
位和意義。西方政府長期以來也回避
曾向中國求援的歷史，西方學者對一
戰華工歷史不甚了了，缺乏理解。所
以，關於一戰華工這一領域，中外學
術界長期缺乏研究和公正的認識。另
一個中國史因素是：一戰結束之後，
中國不少人認為中國在巴黎和會維護
國權失敗，在這一情緒背景下，華工
的作用進一步被忽略。和清代的留美
幼童相比，留美幼童是精英，華工則
是大眾，沒有多少話語權。華工的可
憐之處是，他們是文盲、是邊緣人，
不能為自己代言。一戰華工課題不被
重視，還在於其學術挑戰性。對歷史
學者而言，研究一戰華工史，既要懂
中國史，也要懂外國史，對歷史學者
的自身訓練和素質要求很高。但是，
作為學術題目，我們不能否定他們的
歷史意義和作用。

問：華工回國之後的情形如何？
答：華工回到中國，結局和下場非常慘。
北洋政府當時有一個宏偉的安置計
劃。制定了《回國安置章程》，試圖
將華工安置在不同工廠，作為技術人
才。但是當華工回國時，中國處於內
戰狀態，不少華工們只得回到自己的
原籍鄉下。精英們有自己的利用一戰
華工救國的方案，但是最終無才補
天。華工因此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
發揮作用，這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國歷
史的悲劇。

一戰改變了亞洲
問：一戰中，日本是重要的角色。日本對

一戰的研究狀況如何？
答：日本對一戰的歐洲背景研究非常透
徹，但是對日本與一戰的關係研究
則比較淺。因為日本覺得一戰對
日本的歷史不重要。其次，日本
也有些人認為，一戰揭示了日本
的失敗。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
效法德國，一心成為東方普魯
士，但是在一戰中德國戰敗
了，德國模式遭到唾棄。同時
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以為西
方會接納其作為平等一員，
更幾次提出「種族平等」條
款，但都遭西方列強拒絕，
日本人更產生了強烈的挫
折感。總體而言，日本學
術界對一戰與亞洲關係研
究方面，還是有很長一段
路要走。

問：從廣義角度看，一戰對
亞洲國家的影響是什
麼？

答：就整個亞洲角度看，

一戰對印度、朝鮮半島、日本、越
南的影響，非常之大。亞洲國家普
遍對《凡爾賽和約》不滿。當時的
越南左翼革命領袖胡志明也在巴
黎，力圖追求越南獨立。亞洲各
國受到種族主義的欺凌，都希望
追求自主。印度在戰爭時期舉國
支持英國，期待戰後獲得自
治，但是戰後被英國拒絕，印
度人不得不奮起抗爭，爭取獨
立。朝鮮人也在1919年3月1
日發起大規模的民族獨立運
動，史稱「三一運動」。
一戰對中國的影響也極其

巨大。一戰期間中國一心
要加入國際社會並成為平
等一員。但在巴黎和會
上，中國似乎被完全出賣
了。巴黎和會對中國造
成的一個重大影響就是
西方在中國的形象與魅
力受到嚴重損害。
「凡爾賽」的背叛促
使許多中國精英人士
質疑西方的價值觀，
懷疑中國認同西方
的可能性。嚴復就
認為西方在 1919
年的行為表明西
方三百年的文明
發展最後只歸結
為四個詞語：自
私、殺戮、無
恥和墮落。巴
黎和會失敗
後，一些激進
的中國人開
始轉向社會
主義，1949
年後，中
國最終成
為一個社
會主義國
家。

「「種族平等種族平等」」提案幾遭挫敗的事實提案幾遭挫敗的事實，，清楚地清楚地
告訴日本人告訴日本人，，無論日本如何強大成功無論日本如何強大成功，，白種人白種人
還是視其為二等國家還是視其為二等國家，，不願與日本平起平坐不願與日本平起平坐。。
列強在巴黎和會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列強在巴黎和會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種族平種族平
等等」」提議提議，，這在相當大程度上為日本在上世紀這在相當大程度上為日本在上世紀
3030年代用戰爭手段同西方分庭抗禮是密切相關年代用戰爭手段同西方分庭抗禮是密切相關
的的。。19331933年日本戲劇性地宣佈退出國聯年日本戲劇性地宣佈退出國聯，，日日
本駐國際聯盟代表明確表示本駐國際聯盟代表明確表示，，19191919年列強拒年列強拒
絕接受日本的絕接受日本的「「種族平等種族平等」」提案提案，，明顯意味着明顯意味着
西方對日本的侮辱和打壓西方對日本的侮辱和打壓，，日本退出國聯就是日本退出國聯就是
對這一打壓的正式反應對這一打壓的正式反應。。日本天皇也在日本天皇也在19461946
年宣稱年宣稱，，大東亞戰爭的根本原因源於巴黎和大東亞戰爭的根本原因源於巴黎和
會會。。日本在巴黎和會中種族問題提案的挫敗日本在巴黎和會中種族問題提案的挫敗，，
促成了日本意識到它要自己動手重整新的國際促成了日本意識到它要自己動手重整新的國際
秩序秩序，，並最終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最終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徐國琦認為亞洲和一戰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亞徐國琦認為亞洲和一戰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亞

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從某種意義上
說說，，亞洲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洲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
「「世界大戰世界大戰」，」，並改變了這場戰爭對於亞洲和並改變了這場戰爭對於亞洲和
世界的意義和影響世界的意義和影響，，並且為戰後和平會議及新並且為戰後和平會議及新
興的世界秩序注入了新內容和新視角興的世界秩序注入了新內容和新視角。。換言換言
之之，，對亞洲而言對亞洲而言，，2020世紀是從第一次大戰開始世紀是從第一次大戰開始
的的。。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歐戰把亞洲變成世界史的重要歐戰把亞洲變成世界史的重要
部分部分，，同時也把歐戰世界化了同時也把歐戰世界化了。。
問問：：華工出國的大歷史框架下華工出國的大歷史框架下，，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日本

的關係呈現何種樣貌的關係呈現何種樣貌？？是否完全崩解了是否完全崩解了？？
答答：：其實其實，，當時的中日關係未有崩解當時的中日關係未有崩解。。甲午甲午
戰爭之後戰爭之後，，中國人非但不討厭日本中國人非但不討厭日本，，反而大批反而大批
人去日本學習人去日本學習；；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俄戰爭結束之後，，包括中國包括中國
人在內人在內，，很多亞洲人都欣喜莫名很多亞洲人都欣喜莫名。。甚至在一戰甚至在一戰
後的巴黎和會期間後的巴黎和會期間，，日本三次提出日本三次提出「「種族平種族平
等等」，」，也得到了中國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國的支持。。
一戰之後一戰之後，，應對亞洲的情形應對亞洲的情形，，大家一致認為大家一致認為

要有新亞洲主義要有新亞洲主義。。這就有了孫中山這就有了孫中山19231923年在年在
日本發表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說日本發表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說。。中日即便政治中日即便政治
關係不好關係不好，，也還有共同利益也還有共同利益，，有經濟關係有經濟關係、、文文
化關係在化關係在。。1923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年關東大地震時，，中國人原中國人原
本抵制日貨本抵制日貨，，但是也踴躍捐款但是也踴躍捐款。。從事歷史研從事歷史研
究究，，不能夠踩點單一化看問題不能夠踩點單一化看問題，，而應當從大的而應當從大的
歷史框架去審視歷史脈絡歷史框架去審視歷史脈絡；；更不能夠簡單進行更不能夠簡單進行
價值判斷價值判斷。。
我研究華工這個專題二十餘年我研究華工這個專題二十餘年，，深切感受到深切感受到
一戰華工課題還有許多該做的一戰華工課題還有許多該做的，，還有很多空還有很多空
白白。。在一戰百年之際在一戰百年之際，，我們需要搶救我們的歷我們需要搶救我們的歷
史史，，我覺得中國今天更需要設立一戰華工研究我覺得中國今天更需要設立一戰華工研究
中心中心，，當然當然，，更要深化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更要深化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研究和認識的研究和認識。。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百年。在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看

來，在百年前的戰爭中，中國的工人前往歐洲戰爭從事勞工服務，為協

約國取得戰爭的勝利、為拯救西方文明、為再造中國文明以及讓中國走

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今天的華人世界不應該忘記華工以及

他們背後的那一段艱辛而滄桑的歷史。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日本在巴黎和會上
提「種族平等」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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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明出征為文明出征》》封面封面

■■徐國琦教授徐國琦教授

■■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其代表的科舉考試在清
其代表的科舉考試在清末被拋棄末被拋棄

■■辛亥革命場景辛亥革命場景，，其塑造的共和制在當時
其塑造的共和制在當時

乃激進產物乃激進產物

■■陳獨秀的文章乃新文化運動之代表

陳獨秀的文章乃新文化運動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