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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清与
“
上海税则谈判

”

王红珍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2)

【提 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

时任 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在上海税则谈判中发挥 了主导的作用
,

其

影响深远
。

但史学界对此尚未重视
,

本文试 以现有资料力图阐明何桂清在上海税则谈判中的作用
,

并给

予恰当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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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清
,

生于 1 8 16 年
,

字根 云
,

云南昆明

人
。

道光十五年 ( 18 35 年 ) 进士
,

历任翰林院编

修
、

兵部
、

户部侍郎
、

浙江巡抚等
, “

会两江总

督怡良解职
,

文宗以筹铜事重
,

难其人
,

大学士

彭蕴章荐桂清响徽军无缺
,

可胜任
。

七年春
,

命

以二品顶戴署两江总督
,

寻实授
。 ”

川何桂清于

18 5 7 年开始督两江
,

其主要职责是为清军筹措军

炯
,

镇压太平天国
。

总理衙门成立前
,

对外交涉

主要由两广总督负责
,

何桂清本没有机会插手外

交
,

但此时恰逢第二次鸦片战争
,

清政府在第一

次大沽战败后
,

为保天津
,

被迫在天津签定城下

之盟 《天津条约》
,

其中中英 《天津条约 》第 26 款规

定中外在上海具体商讨修改税则等善后事宜
, L, ’

由

于上海当时属江苏
,

是何桂清的管辖范围
,

所 以

咸丰帝派何桂清也参加税则谈判
。 ￡, ,
但咸丰派何参

加谈判 的 目的却非税则
,

这正如咸丰帝所说
,

“

联派桂良等往上海
,

又命何桂清会同商办
,

岂

真专为税则计耶 ?
” `4」
真正 目的是

“

条约以派员驻

京
、

内江通商
,

及内地游行
、

赔缴兵费
,

始退还

广东省城四项
,

最为中国之害
。 ” 15 ’

故其目的是要

借上海税则谈判之机
,

设法废除这些条款
。

何桂

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

意外地被卷人上海税则

谈判
,

并实际上成为清方的幕后决策者
,

其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何桂清在正式谈判之前
,

在安抚先期

到达的英美法等外国使臣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

并

与外国先期进行了修改税率等通商谈判
。

英使额尔金
,

美使列卫廉
、

法使葛罗分别早

在六月初二
、

初四
、

初十等日即乘船由海路南弛

到达上海
。

而钦差桂良等人却行动迟缓
,

在何桂

清的连续催促下
, `司两副使明善

、

段承实延至七月

十一 日
,

两正使桂良
、

花沙纳十九 日方从北京起

程
,

而且走的是陆路
。

英使的对清政府的拖延十

分不满
,

威胁要返航天津
。 ” ’

而何桂清的任务就

是安抚外使
,

等待桂良等的到来
,

因此何惟恐咸

丰的怪罪
,

除连上奏折催促桂良外
,

还采纳江苏

按察使薛焕的建议
,

即先令薛焕与各国驻上海领

事商谈税则的修改
,

以示羁糜
。 l吕’
咸丰因恐外国公

使等不及
,

驾兵船北上
,

被迫同意了何桂清的做

法
。 ` , ’

何桂清是薛焕的上司
,

薛焕对何非常推崇
:

“

津门条约
,

缘桂中堂等未悉该夷底蕴
,

未与辩

驳
,

以致见者皆不 忍卒读
。

此次来苏有宫保宪

(作者注
: “

宫保宪
”

是对何桂清的尊称
,

因其

被封为太子少保 ) 主持机要
,

弟在沪经年
,

颇留

心此事
,

定当对症拟方
,

容赴常请示就正
,

谅可

稍为补救一二
。 ” `’ “ ’

甚至在得知桂良等钦差将到

上海时
,

竟然 迫不及待地决定在
“

星使 (作者

注
: “

星使
”

指桂良等钦差大臣 ) 未到 以前
,

亲

诣常州
,

渴见宫保宪
,

面陈底蕴
。 ” `川根本不把

桂良等钦差放在眼里
。

何桂清也非常 自负
,

认为

如果清政府早把中外交涉的事交给他办
,

那么就

不会是这个局面了
。 ’ ` 2 ,

他还对其亲信
、

江苏布政

使王有龄说
: “

即使星使不来
,

弟亦独任
。 ” 113]

于是薛焕在何桂清的领导下
,

很快与外国公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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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员就修改税则等达成了一致
。

桂良等抵沪后
,

虽

然与外使互发照会
,

要求对方派员商议税则
, L川但

对薛焕早先达成的协议迟迟不定
,

不过是
“

欲借此

为商酌条约之计耳
。 ” L’ 5 ’

其次
,

在上海税则谈判 中
,

何桂清通过对桂良

等钦差的影响
,

联合桂良等人与自己纠正咸丰的关

于全免外商关税的错误政策
,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

国家利益
。

如前所述
,

咸丰对 《天津条约》 中的外国公使

驻京
、

内江通商
、

外人可以赴内地旅行
、

赔偿军费

等四条最为不满
,

认为外人
“

嗜利
” ,

妄图以全免

外国货物进 口关税的条件换取外 国对这四条的放

弃
,

认为这是消除中外争端的
“

一劳永逸之计
” , 【, 6“

故在桂良等离京赴沪时给了桂良等所谓的内定办

法
:
当到达上海会晤外国公使时便宣布这一政策

。

’̀ 7’
但事先并未令何桂清知道

。

但何桂清对咸丰所

以派桂良等为钦差
,

并拖延行程的意图也隐隐约约

猜到了一些
: “

究竟是何主意 ? 至今尚不得闻
, ”

’̀ “ , “

倘再似春夏之间
,

以羁糜搪塞为得计
,

则大

事去矣
。 ” 〔’ 9 ,

直到副使明善
、

段承实于八月十 四

日抵达当时江苏省会常州的何桂清驻地时
,

才由此

二人传达
,

且咸丰令何桂清
“

会同熟商
,

应行宣示

该夷之处
,

当行则行
,

应改则改
。 ” `20] 何桂清在

得知咸丰的旨意后
,

一面说服明善缓宣布咸丰的免

税旨意
, `21 ’

一 面立即于八月二十一 日上奏咸丰
,

反对免税
,

他认为关税作用 重大
: “

臣维征收关

税
,

谓之稽征者
,

稽查其出人之货
,

是否违禁而征

收其税也
。

若不征其出人货税
,

则无所稽考
,

竟可

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
,

即在内地贸迁
,

青天下之

利柄
,

尽归于该夷
,

而我民穷财尽矣
。

… … 臣愚以

为利柄必应收回
,

税则不可轻免者在此也
。 ” ` 22]

何桂清认为关税是一 国的
“

权柄
” ,

力主不可轻

免
。

同时在附片中他还向咸丰解释外国官员与外商

的区别
: “

各夷中之来往贸迁者
,

谓之夷商
。

总理

各 口贸易事宜
,

取其盈余
,

以供国用者
,

彼初称为

公使
,

今则潜称大臣
,

我则目之为夷酋
。

其领事等

类
,

乃夷酋所属之人
,

是夷酋与夷商分而为二者

也
。 ”

并说明即使对外商免税
,

也不能换取外国公

使的让步
,

关税免而无用
: “

税出于商
,

与夷酋无

涉
,

若免其出人税课
,

夷商固属乐从
,

夷酋仍不知感

也
。 ” 〔23 ’

当正使桂良
、

花沙纳抵常州后
,

何桂清即

向他们说明
“

即以内定章程
,

实难照办
” ,

桂良等

亦认为应
“

侯到上海后
,

查看情形如何
,

再为据实

直陈
,

请旨遵办
。

嗣因到沪明查暗访
,

方知纵能免

税
,

亦难罢弃条约
。 ” `川所以何桂清在一开始便

注意争取桂良的支持
,

这对后来说服咸丰收回成命

有很大的关系
。

咸丰在收到明善等人的缓宣布免税的奏折之

后
,

觉察到钦差 明善
、

段承实可能受何桂清的影

响
,

但仍于八月二十三 日谕令明善
、

何桂清按原定

办法办
, “

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
,

明白宣示
,

… …此

为一劳永逸之计
。

若如明善等所拟办法
,

即使该夷

目前应允
,

日后必来饶舌
,

终无了局
。 ”

咸丰帝还

特别指示何桂清
, “

如于地方大局有碍
,

亦只可稍

为变通
,

而大局不可更改
,

仍当遵办为要
。 ” ’ 25 ’

何桂

清在收到咸丰的指示后
,

于九月初三再次单独上

折
,

对咸丰的免税可以
“

一劳永逸
”

不 以为然
。

他

认为
“

若全免其进出口货税
,

则利归于夷商所有
,

广东商亏银二百万两
,

或可不偿而与夷酋无涉
,

其

兵费仍在也
。

一经宣布德意
,

窃虑更肆狡诈
,

以为

此系大皇帝与天津条约之外
,

特沛恩纶于夷商
,

而

夷酋之所仰望者更奢
,

不独所许各项
,

不能全行罢

议
,

且将并一二事
,

而不能消弥
,

从此借口要求
,

转生枝节
。

… …倘该夷不得遂其欲之后
,

即扬帆而

去
,

询为一劳永逸之计
,

而彼之盘踞者
,

仍不止五

口
。

若不借征税为稽查
,

则华夷不分
,

更无约束
,

滋生事端
。 ” `2 6 ,

对此
,

咸丰帝于八月二十九日发给何桂清上

谕
,

指责何桂清反对免税是
“

恐属员虑及免税后
,

无可沾润
,

因而设词淆惑
” ,

严令何桂清
“

不可 自

出己见
,

致妨大局
。 ” 127] 而何桂清在九月初九收到

咸丰八月二十九 日的上谕后
,

为了挽救国家利权
,

冒着极大的风险
,

再次与钦差桂良等于十一 日上奏
“

免税有十虑折
” ,

坚持己见
。 ` 28] 同时

,

桂良
、

何

桂清等在奏折中强调指 出
: “

该夷见臣等四人同

来
,

已有疑我背约之意
,

时时声言北窜
,

万一再至

天津
,

大局诅堪设想
。

… …此时若照原定章程
,

无

论该夷断不肯全行罢议
,

而利权一归外国
,

日后夷

商往来
,

均属无可稽查
。

所谓太阿倒持
,

授人以

柄
,

其弊不可胜言
,

且不税于夷而税于商
,

更有许

多窒碍
。 ” 〔29] 这个奏折对咸丰的触动很大

,

觉得何

桂清等人抗旨也有一定的道理
,

在收到此奏折的当

日便下旨
, “

此次桂良等前往上海与该夷会议
,

原

欲为一劳永逸之计
,

… …该夷条约以派员驻京
、

内

江通商
,

及 内地游行
、

赔缴兵费
,

始退还广东省城

四项
,

最 为中国之害
。

桂良等能将此四项一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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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
,

联亦尚可曲同
。 ” 130] 于是咸丰帝终于同意了谈

判大臣的办法
,

即先与外国进行修约谈判
,

依谈判

的具体情形再决定是否免关税
。

事实上
,

当时中方

围绕这四条的谈判进行得很艰苦
。

早在九月初六
,

上

海道台吴熙与英国公使参议威妥玛在进行谈判税则

时
,

试图以全免关税来使其放弃驻京等四项要求
,

但

遭到拒绝
。

随后桂良等又照会英使额尔金
,

要求修

约
。 L川额尔金四天后方复照会

,

表示不同意修约
。

132 ,
此后

,

桂良
、

薛焕等一再与英使商议
,

但由于外国不

肯在这四条上的让步
,

所以中国单方面的免税也就没

有意义了
。

尽管桂良害怕咸丰的怪罪
,

其后又撇开薛

焕等上海地方官
,

单独命人按咸丰的内定办法进行了

最后一次的试探
,

但却无果
。 133] 至此

,

何桂清联合

桂良成功地纠正了咸丰的这一错误的决策
,

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利益
。

最后
,

何桂清的与外 国谈判时
,

尽力减轻条

约对国权的侵夺
。

如前文所述
,

咸丰帝认为 《天津条约 》 对中

国危害最大的为
“

派员驻京
、

内江通商
,

及内地

游行
、

赔缴兵费
,

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
” ,

所以

他一开始准备以全免关税 的条件换取外国对这四

款的放弃
,

但因受到何桂清
、

桂良等的抵抗和外

国的反 对而失败
。

咸 丰把交涉失败归咎于何桂

清
,

指责其
“

事事把持
,

总恐他人收效
。

… …独

存成见
,

不准他人入手
,

殊属胆大
,

… …是亦视

联旨如弃髦
。 ” 【川继续对何桂清施加压力

: “

何

桂清身任封沂
,

特命会办要事
,

而坚执己见
,

竟

于 国计无裨
, , · ·

… 清夜扣心
,

亦当 自愧
。 ” 〔川

“

何桂清身任地方大吏
,

受此委任
,

亦当力图补

救
。

所 以办法
,

著仍遵前旨
,

将此四事
,

婉为转

圆
。 ” `36] 因此何桂清的处境很艰难

,

与外国交涉

时
“

一 月 以来之舌破唇焦
,

盖仍其意则一词 不

费
,

翻其议则百计为难
。 ” l川

“

与之明改章程
,

彼即指为背约
,

即如驻京一节
,

说至再三
,

方肯不

长行居住… …若再商他款
,

势必不行
。 ”

于是何桂

清在两难之间
, “

于无可想法之中
,

聊为釜底抽薪

之法
。 ”

何桂清所谓的
“

釜底抽薪
” ,

即虽然在条

约中不能把这四款去掉
,

但在订约时
,

尽量加以限

制
,

使外国无利可图
,

四款也就无形间消饵了
。

如

在内河通商上
,

他认为
“

该夷人江
,

欲攘我淮盐之

利
, ”

于是规定外商不准贩卖食盐
,

以免
“

商贾凋

敝
,

穷民失业
。 ”

另外
,

山东因 《天津条约》 的规

定
,

被迫开放了登州
、

牛庄两个通商 口岸
。

因这二

处
“

以豆石
、

豆饼为大宗
,

向来皆系江
、

浙
、

闽
、

广商贩船户
,

运销于东南各省
,

其利甚大
。

此项船

只共有二千余号
,

海运槽粮借此承运北上
,

其倚此

为生活计者
,

不下数千万人
。 ”

于是他力主
“

议明

豆石
、

豆饼
,

在牛庄
、

登州两口者
,

英国商船
,

不

准装载出口
。 ”

再
,

关于外人内地旅行
。

何桂清等

认为外人人内地
,

只要执由该国领事颁发的护照
,

便可
“

由中国地方官查明盖印
,

以便随处呈验
,

既

有稽考
,

可免夷匪混迹
。 ”

并且他认为
, “

夷性最

忌繁难
,

苦其累赘
,

日久或可不往
。 ” L38] 我们

说
,

这些虽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

在国权一再丧失

的情况下
,

他的希望不可能实现
,

但他的用心和努

力我们也应当肯定
。

经过何桂清等人几个月的艰苦努力
,

上海税则

谈判终于完成
,

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签定了 《通商

章程善后条约》
,

但条约中的关于协定关税
、

子 口

税
、

邀请外人帮办海关税务
、

鸦片贸易合法化等规

定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

加深了中国政治

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

但应当指出的是
,

条约给中国

带来的危害是近代中国国力贫弱和政治腐败的必然

结果
,

它不是几个谈判大臣所能改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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