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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我国华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鸦片战

争后国门被打开，华侨出国合法化，加上西方殖民

者因开发东南亚及其它殖民地而产生的对劳动力

巨大需求的推动，华侨出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规模。与此同时，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对

华侨的政策也由漠视与敌视转变为重视与利用，派

出不少官员出访南洋各地及世界其他地方，或派出

关注华工情况的考察团，甚至设立领事馆直接保护

华侨。一些华侨或外派官员将自己的所闻所见记载

下来，即成为所谓的海外游历笔记，他们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较完整与真实的海外

华侨社会的历史画卷，成为研究清代海外华侨社会

的重要史料。

一、 清代主要的海外游历笔记及

其价值浅析

清代的海外游历笔记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清政府外派官员或驻外使节的出访

日记

晚清时期封建政权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发生重

大变化，由一贯的排斥、歧视转变为保护与利用，晚

清政府的官员开始较多地任驻外使节或出访。从

$<=> 年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驻使臣开始，清政府

就明文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凡舟车之程徒，中外之

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

笔之与书，以为日记”?$@。而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总

理衙门咨行“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

件”一片则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

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目的是使“数

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

握”?!@。清政府对外派人员游历笔记的重视，使得这

些资料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今天研究清代

华侨历史的重要史料。

由外派官员或驻外使节所写的游历笔记中比

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乘槎笔记》：作者斌椿，同治年间任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行知，同治四年（$<># 年）奉命随同海关

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往法、英、俄、德等国游历，

采访风俗，将经历辑录下来而成此书，该书记载了

有关越南、新加坡等地华侨生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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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述奇》：作者张德彝，清代职业外交官、翻

译官，分别于同治五年（!"## 年）随同斌椿游历欧

洲各国和光绪二年（!$"# 年）随同郭嵩焘、刘锡鸿

出使英国。该书记载了越南、新加坡、槟榔屿及欧美

各地华侨生活的情况。

《使西纪程》：即《伦敦与巴黎日记》，作者郭嵩

焘，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曾任新加坡领事。!"$%
年因为马嘉里事件被派往英国请罪，同时还被派往

法国交涉。该书记载了新加坡、槟榔屿华侨的基本

情况。

《出使四国日记》：作者薛福成，晚清洋务派代

表人员，光绪十五年（!""& 年）奉命出使英、法、义、

比四国。该书记载了东南亚各国及澳洲、拉美等地

华侨情况及清政府在新加坡设领事的经过。

《初使泰西记》：作者志刚，曾随美国驻华公使、

清朝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出使美国、英国、法

国、普鲁士（即德国）、俄国等。该书涉及日本、美国

及拉美华侨的一些情况。

《环 游 地 球 新 录 》：作 者 李 圭 ，光 绪 二 年 （!"$#
年）曾负责运送中国展品到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

他将途中见闻辑录成书，该书涉及日本、美国华侨

的一些情况。

《归国日记》：作者王咏霓，清朝职业外交官，曾

游历欧美、日本等。该书记载日本华侨一些情况。

《古巴杂记》：作者谭乾初，曾作为翻译随同陈

兰彬出使美国、日本、秘鲁三国；!"$& 年任清朝总

领事。该书记载了 !& 世纪 ’( 到 "( 年代古巴华工

“猪仔”的情形。

《新加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曾任清政府驻

新加坡领事。该书记载了新加坡地理特产、风俗习

惯及华侨的一些情况。

《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学

生，回国后曾率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该书记载美

国、秘鲁华工的一些情况。

《客韩笔记》：作者许寅辉，清朝驻韩官员，该书

记载了 !& 世纪末旅韩华商的情况。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作者曾纪泽，清末外交

官，曾任出使俄国、法国、英国大臣。该书涉及英、

法、俄等国华侨状况。

《三洲日记》：作者张荫桓，曾任清朝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光绪十一年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今

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该书涉及美国、秘鲁等地

华工、华侨情况。

《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作者崔国因，晚清

学者、外交家，曾任清政府驻美国、日斯巴尼亚（今

西班牙）、秘鲁三国外交官员。该书涉及近代中外交

流及美国、秘鲁等地华人情况。

《出使九国日记》：作者戴鸿慈，曾任户部侍郎，

!&(% 年 参 加 以 载 泽 为 首 的 四 大 臣 出 洋 考 察 宪 政

团，其中戴洪慈与湖南巡抚端方赴美、德、意、奥访

问，该书涉及美国华工的一些情况。

《英轺日记》：作者刘锡鸿，清代职业外交官，曾

随同郭嵩焘访问英法等国。该书记载新加坡、槟榔

屿、马六甲等地华侨情况。

《使美纪略》：作者陈兰彬，光绪四年曾出使美

国、西班牙、秘鲁三国，!"$) 年率团赴古巴调查华

工状况。该书记载华侨在美国的一些情况。

此外如蔡钧的《出洋琐记》、邹代钧的《西征记

程 》、梁 启 超 的 《新 大 陆 游 记 》、徐 建 寅 的 《欧 游 杂

录》、丁韪良的《旧金山记》、阙名的《游历笔记》、袁

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蔡尔康的《李鸿章历聘欧

美记》、王之春《使俄草》、黎庶昌《西洋杂记》、李筱

圃《日本纪游》、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纪》、载泽

的《考察政治日记》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清代

海外华侨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是研究

清代华侨历史可资利用的资源。

（二）由海外华侨如流寓者、游历者等根

据亲身经历而写成的游历笔记

由清代海外华侨所写成的游历笔记主要有以

下一些：

《吧游纪略》：作者陈洪照（!$!(*!$$)），该书介

绍了南洋一带的交通、疆域及印尼的气候、贸易、人

物和风土人情等，是研究清初南海交通史、华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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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尼史地的重要史料。只是该书至今未见原本，惟

在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中多处引用该书原文!"#。

《海录》：作者谢清高（$%&’($)*$ 年），广 东 嘉

应州人（今梅县），$) 岁时随外轮出洋，在海外寓居

$+ 年。《海录》成书于 $)*, 年，该书的价值在于其

比较详 细 地 记 载 了 $) 世 纪 后 期 华 人 在 越 南 、 暹

罗、吉兰丹、马六甲等地垦殖、采矿和商业活动

的情况。

《海岛逸志》：作者王大海，福建龙溪人（即今漳

州龙海），$%)" 年到爪哇，前后侨居 $, 多年。该书

详细记载爪哇及其周围岛屿、国家的山川、民族、物

产、交通、风土人情和荷兰殖民统治及华侨的情状，

大都为亲眼目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东南

亚史、华侨史、中外关系史和荷兰殖民史不可或缺

的珍贵文献!+#。

《海国闻见录》：作者陈伦炯，厦门同安人，少时

随从父亲在海上生活多年，曾任澎湖副将、台湾镇

总兵，后调任广东、浙江等地任职，官至浙江水师提

督。因其任所“所届悉任海疆”!’#、“故以平生闻见著

为此书”!&#，此书记载明末清初海上中外交往及东南

亚华侨的一些情况。

如上所述，清代海外游历笔记或是由海外华侨

依据亲身经历而写成，或是由清政府外派官员、驻

外领事根据所闻所见而写成，因此它们与其它官修

史书相比，具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它们的真实性较强，可信度较高

以《海国闻见录》为例，作者陈伦炯“先公少孤

贫废，学贾往来外洋”!%#，因此陈伦炯从小随从父亲

泛海生活，对沿海情形非常熟悉，其父死后，陈伦炯

也担任清军将领，镇守广东沿海一带，因此 $%", 年

写成《海国闻见录》可称为“海疆要书也”!)#。该书的

价值在于其不仅对中国沿海形势进行详细的记载，

并涉及到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对西方殖民者在南

洋、东南洋、印度洋等地的扩张表示了关注与忧虑，

是 $) 世纪上半期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也是研究

清代华侨历史的重要史料。

《海录》的作者谢清高“少敏异，从贾人走海南，

遇风覆其舟，拯于番舶，遂贩焉。每岁偏历海中诸

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 塞风俗物产，十四

年而后反粤，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因此，《海录》

一书是研究清代华侨历史不可或缺的史书。

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则是他“于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日由上海起程，一路访察外洋

各埠情形，随所见闻，据实纂记。莅任以后，驰驱英

法义比四国，又逐事考求，于各国形势，政事风俗，

观其大略，编录成帙”!$,#，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内容丰富，可弥补正史的不足

如《海岛逸志》的作者王大海“于乾隆四十八年

（$%)" 年）泛海至爪哇，后居三宝垅，赘于华人甲必

丹家，衣食丽都，侍婢数十，终以家有老母，拂袖而

归，依然舌耕度日”、“舌耕之暇，采风文俗，举诸番

之胜概异壮，一一志之⋯⋯至诸岛之风土人物，则

纤悉备焉。是岂商人所能道其详而非海岛之实录

哉！”!$$# 该书内容极为丰富“举凡爪哇及其附近岛

屿、国家的历史地理、航海交通、民族分布、农产物

价、气候历法、宗教信仰、文字艺术、果树花卉、水陆

动物、风土人情、荷兰在爪哇的殖民侵略与统治、贸

易、银币、先进技艺、阳历、医药、容貌举止、服饰、生

活、风俗习尚、本土气候乃至华侨历史、贸易经济、

宗教信仰和生活情况等，糜不一一具载或涉及，可

谓是 *,, 多年前爪哇及其周围地区的一部实录”、

“是久居其地的华人全面真实记述 *,, 多年前荷兰

殖民统治下爪哇及其周围岛屿、国家的第一本著作

⋯⋯是研究东南亚史、华侨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珍贵

文献”!$*#。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价值在于它对美国华

侨情况有极为详细的描述，这在清代官方史书中是

不多见的。从美国华侨人数到分布、职业、华人社

团、华人会馆、秘密会社到留学生等，以及华侨对维

新运动的支持等无一不包括在此书内。书中更提出

其独到的观点“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

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因为旧金山华侨是除

了南洋地区外世界上最多的，所以颇具代表性!$+#。

二、 海外游历笔记所反映的清代

海外华侨社会

从清代海外游历笔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较全

面的认识此时期海外华侨社会的面貌。

（一）华侨人数大增，分布范围极为广泛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国，

加上华侨在当地的繁衍，华侨人数大为增。张德彝

在《航海述奇》中提到新加坡“其地华人贸易者，以

六七万计”!$’#。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越南“西

贡西南三四里，为中国城，地名‘超伦’，店铺亦多，

乙

(’,(



立有二会馆。华商贩米出口者，不绝于道。闻西、超

二处，居闽广人约二万。散居法属别埠者，尚约五万

五千人”!"#$。谢清高《海录》中记载槟榔屿“闽粤到此

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

银十余万两”!"%$、马六甲“闽粤人至此采锡贸易者甚

众”!"&$。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记载缅甸仰光“华人

在此者三万有奇”!"’$ 。

除东南亚外，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李圭

《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对美国和日本华侨有诸多描

述，书中记载旧金山“此间居人不过二十万，华人则

居十之二。市肆繁盛，口岸开阔，商船亦多”!()$。日本

“长崎一岛，吾华为工商于此者，粤东约三百人，八

闽三四百人，江浙百余人⋯⋯较之本土易谋生”!("$、

“神户、大坂两地，居民共约六万人，华人共七八百

名，亦建有会馆，规模与长崎同”!(($。梁启超 《新大

陆游记》则较详尽地描绘了美国和加拿大华侨的情

况。“大约我同胞在美国者，通计不过十二万人内

外”!(*$ 。“计加拿大全属华人约二万，而哥伦比亚省

居十之六七焉”!(+$。薛福成的 《出使四国日记》则对

以往华侨较少光顾的新金山即澳大利亚的华侨情

况进行描述，“综核澳大利亚全洲，民人共三百六

十七万二千有奇，华民旅居各地者共四万九千七百

余人”、其中 “雪梨（即悉尼）粤商二十九家，华人商

工共四千，其在内地开店及种植者亦六千余”!(,$。张

德彝的《航海述奇》更罕有地记载了一位侨居法国

十几年的华侨的情况：“午后，有中土宁波人王承荣

字子显者来拜。伊在此娶妻，开设铺店，贩卖中华、

日本货物，又解英法言，在此已侨寓十数年矣”!(#$ 。

（二）华侨在东南亚各殖民地辛勤劳作，

为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各殖民政府一贯对华侨采取限制与排斥的态

度，通过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的方式管理华侨社会，

华侨的境遇十分悲惨。

清代海外游历笔记中多处提及华侨对侨居地

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谢清高《海录》

记载“中国至此（咭兰丹国）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

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

物，及种植胡椒”!(%$。槟榔屿“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

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

两”!(&$。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更直接地指出“南

洋诸岛各埠林立，商务工务均赖华人为骨干”!(’$。如

越南南圻 “出产以米为大宗，商务亦以米为关键

⋯⋯售米经华商手者十之八九，故南圻米市之利，

华商独擅之。法人论南圻事者，有‘舍粟米无出产，

舍华人无生意’之说”!*)$ 。

一些游历笔记对西方殖民政权对华侨既招徕

又限制、既分而治之又间接统治的统治方式有直接

的描述。如《海国闻见录》中记载噶喇吧（即吧城）

“原系无由来地方，为红毛荷兰所据⋯⋯中国人在

彼经商耕种者甚多，年给丁票银五六金，方许居住。

中国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余万。近荷兰亦以新

唐禁革，不许居住，令随船而回”!*"$。薛福成《出使四

国日记》记载吧城“流寓华人七万有余，多衣洋衣，

隶荷属。荷择其贤能者为马腰、甲必丹等官，专理华

人事务，而审断之权仍操自荷人”!*($。张德彝《航海

述奇》中记载新加坡“闻有八万余华人贸易于此，有

华人黄浦者，为英国管理华人之官”!**$。《海录》记载

华人“居吉兰丹山顶淘金欲回中国者，至埔头，必先

见王，纳黄金一两，然后许。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

半。若‘甲必丹’知其贫，而为之请，则免。‘甲必丹’

者，华人头目也”!*+$。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对殖

民政权对华侨社会与当地土著分而治之政策的弊

端有直接描述，书中记载新加坡“此处居人共三十

余万，中华及本土人最多。英就各要隘建炮台，戍以

兵。设有税关，榷税颇轻。寄居界内华人，亦无他费。

惟土人恒与华人冰炭，稍有睚眦，即思报复，华人每

为其杀害，幸英官尚能拘究严禁之”!*,$ 。

华工是清朝华侨出国的主体，他们成为清政府

及其外派官员关注的主要对象。容宏在《西学东渐

记》中对华工在海外的悲惨遭遇有真实描述，书中

《秘鲁华工之调查》一节详尽地描述了华工被拐骗、

绑架，乃至登上“海上浮动地狱”及在目的地受尽非

人待遇等等，更直接指出“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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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场”!"#$。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欧美各地排

斥华工现象有较详细的叙述：“白人之殖民地，除南

亚美利加及南洋海峡群岛以外，几无一不限制华

工”!"%$。如在美国“制靴、卷烟、织帚三业，惟旧金山

有之，他处无有。此三业前此极盛，资本主亦华人，

华商以此致富者不少。后（美国）工党妒之甚，设种

种法律相胁制，如吕宋烟非经政府盖印者不能出

售，而政府于华工所卷者不盖印，是其例也⋯⋯现

此业日衰微，行将绝迹矣”!"&$。在加拿大“哥伦比亚

省亦有限制华工之例，前此每一人登岸，须纳税金

一百元（美金），近则增至五百元，合中国通用银千

余元矣”!"’$ 。

（三）在海外派驻领事，是晚清侨务政策

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海外设立领事是清政府对华侨态度与政策

转变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最早提出在海外设立领

事的是著名的洋务派实干家丁日昌，他在 (&#% 年

的《上曾候自强变法条陈》中，建议清廷派使节“赴

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清代外派官员的游历

笔记中也多次呼吁清政府在海外设立领事，如曾担

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则是清朝外派官员中倡议设

立领事的先驱和直接推动者，他在《伦敦与巴黎日

记》中提出“华民流寓者多，必得设领事管束”!)($。李

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则表示：“三藩谢司戈（即旧

金山）之华人，不容于爱党，岌岌可乎若在倒悬。新

加坡之华人，伤毙于土人。若夫受害于古巴、秘鲁，

更不能以数计。而其惨酷，尤有所不忍言。就华人之

在日本者，亦不甚甘受其辖制。他如澳大利亚、麻六

甲、爪洼、槟榔各岛，诸华人岁尚未闻有他故，亦恐

未必能久安无事也”!)+$。因此，“若驻领事于此，则上

可存国体，下可保民命。”!)"$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

记》中大声呐喊：“华民被各国之人苛待驱逐久矣，

其他则又何望⋯⋯此因经理之无法，绥驭之无政

也。若经理绥驭果得其宜，则华民兴旺蕃盛之机，实

尚在西人之上”!))$ 。

(&%% 年新加坡领事馆后，薛福成在《出使四国

日记》中又竭力阐述在南洋设立更多领事的必要性

和意义，他提出南洋各地“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

或雇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而“统计

全局，只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

添派，岁费当不过十万金，而中国之隐获裨益，奚止

十倍百倍。即如新加坡一埠，设立领事以十三年，支

领经费未满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所收之款，实

已倍之，而商雇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

亦不下一二千万两。然则保护华民之事，顾可缓

乎？”!),$。(&’* 年，丁汝昌建议在新加坡设总领事，在

槟榔屿等地设副领事，得到薛福成的赞同，薛福成

为此与英政府积极交涉，并推荐“历练有识，持己谨

严，接物和平，足堪胜任”!)#$的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

事，(&’( 年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设立，黄遵宪果然

任总领事，为晚清侨务做出重要贡献。

可以说，清人游历笔记从各方面较完整地反映

了清代海外华侨社会的真实状况，是我们研究清代

华侨历史可资利用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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