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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中美签订赔偿条约，中国付给美国 #$$，$$$ 美元损失赔偿费，所有的赔款付清

后，还剩下二十多万美元余额。卫三畏提议用它在中国建一所学校，这是美国最早的退款兴学计划。该

计划由于实施的条件不成熟而流产，但它表达了 “用中国人的钱按美国方式教育中国优秀学生”的愿

望，这种愿望对后来的庚子赔款兴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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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初美国向中国退还庚款余额，用于在

中 国 广 设 学 堂 和 资 助 中 国 学 生 赴 美 留 学 ， 史 称

“庚款兴学”。庚款兴学是中美关系史和中国留

学 史 上 令 人 瞩 目 的 大 事 ， 很 多 学 者 对 此 已 有 研

究。但对于美国最早的退款兴学计划和它的倡议

人则鲜有人知，美国学者马丁 （./0123 45 4236）

认为， “对 )$ 世纪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庚款

兴学无疑应归功于卫三畏和他早期的退款兴学计

划” 7 % 8 , 9’# -。本文试图追溯卫三畏及其退款兴学计

划，以此作为美国实施庚款兴学的嚆矢。

一 卫三畏与 !"#" 年赔款

卫 三 畏 , :/;<=> ?=>>@ ?2>>2/;@- 是 美 国 外 交

家、美国第一位汉学家。%&%) 年 A 月 )% 日生于纽

约州犹提卡 ,B12C/ -，%&"" 年 ! 月，卫三畏作为美

部会派到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来到广州，协助裨

治文编辑 《中国丛报》，并负责 《中国丛报》的

印刷和发行。%&’’ 年卫三畏辞教会职，任美国驻

华公使馆参赞兼中文翻译。%&’’ + %&#! 年的二十

年中，卫三畏一直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期间七

次代理馆务。%&## 年辞职回国，受聘于美国耶鲁

大学，成为第一位中国学教授。

卫三畏在中国工作生活长达四十三年，其中

有二十年在美国驻华使馆任参赞。史学家李定一

认 为 ， 在 早 期 中 美 关 系 史 上 产 生 影 响 的 传 教 士

“最重要的除伯驾及裨治文外，影响美国外交甚远

的，应推卫三畏。” 7 ) 8 （9%’!）

%&’& 年，卫三畏以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兼

中文翻译的身份，参与了中美天津谈判和上海谈

判。赔款问题是美国天津谈判的内容之一，该问题

起源于 《望厦条约》签订后。美侨利用 《望厦条

约》中有中国地方官有保护境内美国商民生命及财

产不受伤害的责任等内容，对其在华财产意外损失

向中国提出索赔要求。最先提出此种要求的是美国

传教士罗孝全。%&D# 年 ’ 月 )" 日，罗孝全在广州东

石角的教堂和住所失窃，向两江总督提出赔偿要求，

美国领事为了扩大在华特权始终支持该项申诉，到

%&’& 年其损失连本带息共 )，&$$ 美元。以罗孝全案

为起始，美侨向中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索赔，其中数

目最大的是 %&’! 年广州亚罗战争 （*00EF ?/0）期

间美商遭受的火灾损失赔偿。 7 D 8 , 9)DA - %&’! 年 %$ 月

至 %% 月间，英国以亚罗事件为借口，炮击广州附

近中国炮台，引起西关城外起火，美、法、英商馆

被焚。事后西方舆论一口咬定是粤督叶名琛为报复

而故意纵火，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中国一直拒绝美

国的无理要求，但 %&’& 年前后的内忧外患，使清

政府拟实行 “以夷制夷”策略，欲拉拢美国，故在

赔款问题上一方面坚持美国商民船货意外之损失，

中国不能负责赔偿，但又表示，由于美国未助英

国，可酌赔偿美商之损失，以示优渥。 7 ’ 8 , 9%$ + %" -

%&’& 年 %% 月 & 日，中美通过上海谈判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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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美商民损失专约》，规定：中国赔偿美国五十

万两银，合 #$%&!! 美元，以清结历年至今在华美侨

向中国提出的各种赔偿。“拟于咸丰九年正月初一

起，由广东、福州、上海三港海关，将该银五十万两

分别立单，颁给美国使臣所定应收之人领取；其三

港该派之额数，现拟定：广东三十万两，上海十万

两，福州十万两，以上款项于中国征美国出入口货

税、船钞，以五分之一扣抵，言明作为清结历年至今

中国赔偿美国各口商民之数”。 ’ $ ( ) *+"& ,

赔款条约签订后，由卫三畏具体负责赔款的处

理。他制定了理赔程序，在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发现

赔款数额远远超出美国商民实际损失。所有的赔偿

仅付出 "!-.-"/ #! 美元，剩下二十多万美元余额。

二 退款兴学计划的提出

关于这笔赔款余额的处置，卫三畏首先提出把

这笔钱退还中国，但中国表示不愿再谈此事。 ’ + ( ) *%% ,

于是卫三畏设想用这笔钱在中国办一所西方式的

学校，+!.0 年 ++ 月他给国务卿卡斯写信建议将该

款作为 “在华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资金。”校名为

“美华学院” )12345678—9:583;3 9<==3>3 58 9:587 ,，
“学校聘请合格的教师，指导中国学生学习西方各

国的语言和科学，将他们培养成对于他们的同胞和

政府有用的人才”；并招收美国学生，使之接受中国

语文及中国知识训练，作为今后驻华的领事及外交

官或从事在华经商等人之用。他预计这笔钱可建一

所能容纳五十个学生的学校和维持两个外国教师

的工资。+!.+ 年布坎南总统离任前夕卫三畏特地拜

访华盛顿，再次提出该建议，但没有结果。布坎南总

统解释说，“这笔钱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擅自挪

用有碍公平，即使是用于某种中国人也许特别感兴

趣的慈善活动”。 ’ + ( ) *%% ? %# ,

林肯总统上台后，卫三畏又通过美国驻华公使

蒲安臣 )18;<8 @A4=58>723, 向国务卿西沃德提出退

款办学的建议，认为中国缺乏对西方的了解，以此

款在北京设一所学院，对中国的好处将更甚于美

国。“我们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他们需要这样一所

学校，用西方的语言、科学和道德伦理来训练年轻

人，”’ . ( ) *!"" , 建议强调 “目前各国正采取措施来帮助

帝国的重要政治家们使帝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美

国人应该继续对此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北京建一所

美国学院将对帝国政府维持和平与各省贸易产生

持久的卓越的影响。” ’ . ( ) *!"% , 办学计划得到林肯总

统和西沃德的支持，因国会反对而作罢。+!!% 年，美

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此款连本带息退还中国，中国驻

美公使郑藻如在收到 "%$"00 美元后，特代表中国政

府向美国政府表示感谢。 ’ # ( ) *&!& ,

卫三畏首倡用退款在华办学一是想利用办学扩

大美国在华的影响。由于英国所冀求的商务贸易特

权，在 +!%! 年及 +!.0 年的条约中，全部如愿以偿，

其在华优势地位更加显赫。俄国在 《爱珲条约》及

《北京条约》中，不折一兵一矢而获得黑龙江以北乌

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土地，在华实力大大增强。美国

虽实力远远不及他们，但对华贸易发展迅速，仅次于

英国。自 +!%0 年以来，美国输华棉布占全部对华出

口的比例均为 !0B 以上，占美国全部棉布出口总额

的 $0B 以上，到 +!%$ 年增长到 "0B 。’ ! (（*#&）因此，美

国极想发展其在华势力，在中国办一所美国学校既

代表了一种美国势力，又可以通过办学对中国政府

施加影响。“如果我们在北京有一所训练中国译员

的学校，我们的影响将较现在远为深远。”二是现实

的需要。美国驻华使馆缺少中文译员，美国领事在

与中国官方交往时，往往求助于其在华传教士。“在

一个我们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如果希望我们的才

智能够胜任美国领事法庭对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

所有案件作出裁决，那么就要求具备一定的双方语

言 知 识 。 在 中 国 建 一 所 学 校 可 以 为 政 府 提 供 人

选。” ’ . ( （*!""）早在 +!". 年，传教士伯驾代理驻华

专使期间就给国务卿布坎南写信，建议办一所学校，

由美国国务院挑选一些具有必要能力和资格的年轻

人来华学习汉语，未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实行外

人监督中国海关制后，美国驻华公使竟然找不到一

位能通汉语的美国人去担任美籍海关职位。英国在

中国的 +" 个条约港口设有译员，而美国仅在三个港

口有译员。英国在华势力显赫，与“颇多英人能通中

国语文，自易为中国政府所任用”有关。通过办学培

养更多的美国译员，可以在中国市场的控制方面与

英国竞争。中国也需要通悉外语的人才。直到第二

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没有一所政府开办的外语学

校。《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京，中外直接交流

已是必然。中英、中法 《天津条约》规定两国交涉

使用英语或法语，暂时附送中文，俟中国选派学生

学习外语之后，即停附中文，各项文件若发生争

持，均以英文或法文为准。开办语言学校也是中国

的当务之急。在华办学可以教导中国人接受西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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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帮助他们获得使其永远幸福的方法和事

业。”。鉴于此，卫三畏认为用余款在中国建一所学

校，选派中美优秀青年学习彼此的语言和文学是最

有益于两国的事情。

三 退款兴学计划的失败原因及其影响

卫三畏的退款兴学计划最终流产，是因为美国缺

乏实践这一计划的政治经济利益基础。从整体来看，

#$ 世纪末以前中美关系主要建立在商务贸易上，而

中美经贸关系在美国整个对外经济关系中微不足道。

虽然 #!%% & #!"! 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务曾迅速发

展 ，但 从 六 十 年 代 起 直 到 #!$" 年 ，一 直 在 衰 退 。

#!’( & #!$) 年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从贸易总额的

*+降低到不及 ,+ 。利益的微弱，使美国政府将中国

视为未来发展需要的潜在市场加以占有，追求以最小

的代价或不付出代价分享其他列强的特权，政府则尽

可能避免直接卷入中国事物。事实上，#$ 世纪 ’( 年

代实施在华退款办学计划的政治经济时机远未成熟。

当时正值美国内战前夕和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全部精

神贯注于内战，无暇顾及中国事务，国务卿西沃德忙

于应付对欧洲的外交，对中国外交心有余而力不足。

美国内战期间，中美间贸易额急剧下降：#!’( 年中美

进出口总值 ,,- %),- ’(" 美元，到 #!’" 年时，进出总

值仅 )- )$$- *’’ 美元，几乎锐减三分之二。这种情况

下，美国对华关系只求保存现有既得权益，不再进取

以图更多商务贸易特权，这也是美国国会否决卫三畏

在华退款兴学计划的主要原因。#!!" 年该款归还中

国时，卫三畏的办学理想已无人再提。

卫三畏的退款兴学计划与美国政府对华根本目

标并无二致，只是因为在美国的整体外交战略中，中

国处于边缘的位置，当时美国在华的既有利益和潜

在利益都不足以使美国政府对中国发生兴趣。退款

兴学计划的意义在于它提前为美国设计了教育蓝图

和通过文化渗透发展在华势力的独特途径，表达了
“用中国人的钱按美国方式教育中国优秀学生的强

烈愿望，”这种愿望保留下来，“并最终形成了归还庚

子赔款余额的条款。”. #( / 0 1%#’ 2 卫三畏倡议在华退款

办学正是 ,( 世纪初美国退还庚款余额在华兴办清

华学堂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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