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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所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与《郑和传》在有关海外华人的中文历史著作中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他将“海外华人”与“殖

民”联系在一起，影响后世相关撰述长达四十年之久。将这两篇文章放入梁启超本人的著作中去理解，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是如

何逐渐将“海外华人”与“殖民”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他对“华人殖民”真正的看法。
梁启超 著作 华人 殖民

在有关海外华人的中文历史著作中，梁启超的《中

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和《郑和传》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
梁启超将“海外华人”与“殖民”联系在一起，完全改变了

中国人有关海外华人著作的传统写法，影响后世相关论

著的撰写长达四十年之久[1]。梁启超的这一行动并非心

血来潮，除大时代背景外，与其自身经历更有密切的关

系。梁启超并非为论海外华人而论海外华人，而是将自

己的政治理念放入其中，正如他所说“学问是拿来致用

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2]10。他在 1915 年也曾说：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亦常欲藉言

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

人物也。”[3]52

一、未出国时

梁启超论及海外华人，大概始于 1897 年。前一年，

伍廷芳曾邀请梁启超随其出使海外，许以二等参赞衔。
梁启超虽最终未接受其邀请，但于次年回信就保全海外

华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梁启超以为，美国华工问题

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国势不振，在美华工也有其自身原

因。在美国的华工“其始，大率饥寒洊逼，谋生无术，濒死

亡命，迫而他逃，无家室、无产业、未尝识字、未尝读书、未
尝受教化，起居饮食、言语举动皆有野蛮之风”[4]4-5。所以，

保全华工的第一要义就是“教华民”。关于如何教华民，

梁启超提出六点建议：一曰：立孔庙……二曰：兴书院

……三曰：设报馆……四曰：扩善堂……五曰：联公会

……六曰：劝工艺[4]5-7。以上六点，其核心为一“教”字。梁

启超在前一年所作《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

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5]10 其核心

也是一“教”字。

同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反驳某些西

方人对于中国的负面言论：西人之侮我甚矣！……昌言

华种之野蛮、华民之愚诈、华教之虚伪。……无端而逐

工、无端而拒使、无端而索岛岸、无端而揽铁路、无端而

涎矿产、无端而干讼狱，人之轻我、贱我、野蛮我、奴隶我、
禽兽我、尸居我，其惨酷至于如此其极也！[6]11-12

梁启超以海外华人为例，从海外留学生、海外华工、
南洋华侨三方面论证中国之将强：今夫西人之所以强

者，则岂不以人才乎哉……盖无论何国学堂，苟有支那

人在弟子籍者，未有不翘然秀出于侪辈也。……今夫华

民四万万，其恃工作以谋食者过半而未有已也。而其操

业最勤，其费用最俭。……今夫合众一国、澳大一洲、南
洋一带，苟微华人必不有今日。……殆亦天之未绝黄种，

故留此一线，以俟剥极将复之后，乃起而苏之也[6]15-16。
梁启超在提及西方殖民一事时，开始隐约将海外华

人与之联系在一起，认为“殆亦天之未绝黄种，故留此一

线，以俟剥极将复之后，乃起而苏之也”。对于“殖民”这

一概念，梁启超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他只说“日本人称

属地为殖民地，盖人满则徙之他地以殖之也”[6]15。
二、在日本

1898 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其政治

活动。这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中国，置身于海外华人中

间。置身其间，梁启超深感海外华人知爱国：谓其不知爱

国耶？顾吾尝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万计，类皆激昂奋

发、忠肝热血。谈国耻则动色哀叹，闻变法则额手踊跃，

睹政变则扼腕流涕[7]66。

至于海外中国人知爱国的原因，梁启超说：贸迁于

海外者，则爱国心尤盛，非海外之人优于内地之人也。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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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内地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远游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

国也……而我民在于彼国，其权利与保护何如，比较以

观当未有不痛心疾首、愤发蹈厉而思一雪之者……[7]67

梁启超认为，爱国心起于联合与教育，于是为海外

华人筹划两件大事：由爱国之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

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所谓大联合

者何？商会是已。……故今日为海外商民计，莫如设一大

商会。合各埠之人通为一气，共扶商务，共固国体。……
所谓大教育者何？政学是已。……为今日之计，宜各埠皆

设学校，广编教科书，中西并习、政学兼进[7]68-69。
或许是第一次置身于海外华人当中，感受更为深

刻，梁启超在论及中国人之前途时再次以海外华人为

例：欧人中国分割之议倡之既有年，迄于今而其声浪愈

高。……吾今故为此文，题曰《中国人种之将来》，以告

我国民及兄弟之国民云……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

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一曰：富于自治之

力也……中国人之自治不独内地为然也，即旅居海外

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无论在何国，皆守其习

俗不与所寓之国同化。……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

也。欧人所以雄于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险远游也。而我

中国人亦颇富于此性质，五大洲之域无地无中国人之

足迹焉。……他日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

中国人种是也……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
我邦人昔留学于欧米者，所在每冠其曹。……四曰：民

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

之大权也[8]48-54。
在说到中国人有冒险独立之性质时，梁启超进一步

将海外华人与殖民事业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他日能

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中国人种是也……”。

梁启超旅居日本其间，对当地华人的商务问题多有

关注。其中最重要者即为商会：商会者何？欲采泰西地方

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然则吾中国于地方

自治之制，实已与西国暗合，具体而微、行之不知、习矣

不察。故吾所谓设商会以行自治者，非创举也，不过因所

固有而更图扩充云[9]1-2。
于是，梁启超为商会筹划几件应办之事：一曰：广兴

教学……二曰：革除恶俗……三曰：恤救患难……四曰：

便利交通。[9]4-6

对于商会的作用，梁启超期望甚高：今英旗所翻偏

大地之海岸，威权炎炎、炙手可热，游于海外者莫不艳

之。岂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会之功十居八九哉。……我

数百万之同胞，何多让焉，何多让焉？[9]7

在梁启超看来，英国人之海外殖民伟业即导源于商

会，所以，“我数百万之同胞，何多让焉”。更有其具体可行

之办法：一曰，日本商学、商法之书不可不研究也……二

曰，居留商民不可不自相约束也……三曰，和衷共济，扩

充商业谋公共之利益也……四曰，与日本通人志士联

络，以保东方大局也……[10]8-11

梁启超旅居日本的第二年，有一关于中日商务关系

的事件，梁启超积极为海外华人谋划：故官吏虽不能为我

代谋，而我同胞兄弟相约而自谋之。联络日本有力之人，

说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11]11-13。
并代为向日本政府当局陈情：故准公理、竭私情，欲

有所请求，谨述其理由以质于大日本之政家之关心东方

大局者……第一，排斥支那人及窒日本东洋商务扩充之

机也……第二，欢迎支那人可利用我支那之资本力以助

日本工商业之发达也……第三，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

情也……第四，排斥支那人即损黄种之资望，促东洋之

危机也[11]14-17。
三、游夏威夷、南洋、澳洲后

1899 年 12 月，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美洲游历。途

经夏威夷因疫情所阻，滞留当地。梁启超简单记录了当

地华人的情况：中国人旅居此岛者凡二万人之间，而热心

国事、好谈时局者殆十而七八。……而华民所居以夏威

夷为最多，汉挪路卢、道威茂宜次之，其余各埠皆不过数

百人。……华人业种蔗、制糖、植谷者最多，其商务皆贩

运土物供工人之用者，与西人争利者甚稀[12]193-194。
或许因为亲眼目睹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梁启超转

而开始关注此一方面：旅居于他国及其属地者，白人待之

有二法：其一，则听其族来而不之禁，但其既至也，则为设

特别不平等之法律以苛治之……其二，则于其至也，与

本地人同受治于一法律之下，权利义务皆平等，惟限之不

使得至，既去不使复来……要之，中国人之不能齿于他

人一也[13]29。
1900 年 7 月，梁启超因勤王运动返回中国。起义失

败后往南洋，转而游澳洲，第二年 5 月回到日本。此时的

梁启超对海外华人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

“殖民”这一概念的理解上，他已不再将海外华人的存在

与西方人的殖民事业等量齐观，而是将两者做了区分：夫

殖民云者，其所殖之民能有人而非有于人也。何谓有人？

凡殖民之所至，则地其地、人其人、富其富、利其利、权其

权，如欧美人之在中国是也。何谓有于人？充其地之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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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之开耕，备其人之奴隶而为之佣役，如中国人之在

外洋是也[13]27。
四、游北美大陆

1903 年 2 月，梁启超再次离开日本，前往美洲游历。

关于此次美洲之行的目的，梁启超说：余去国以来，航海

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此行目的，一以调查我黄

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14]89。
游历加拿大时，梁启超发回日本一篇关于海外华人

的报告书，论及加拿大华人的各个方面，远较《夏威夷游

记》详细，其大略如下：英属加拿大凡分七省……计加拿

大全属华人约二万，而哥伦比亚省居十之六七焉。哥伦

比亚省之首府曰域多利，其附近大都会曰温哥华、曰纽

威士绵士打，一切华商、华工皆麇集于此。……华人之在

加拿大者，生计殊窘蹙，远不逮在美国。其富至十万以上

者不过一二人，富至四五万者不过十余人。工人之不得

职业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状。商人恃工人为生……
哥仑比亚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鱼为最多……此地西人限

华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采鱼……制鱼业之外，惟有厨

工、洗衣工为大宗……其余尚有采矿工、伐木工等，然不

多[14]89-95。
梁启超游历北美大陆近十个月，每到一地都会记述

当地华人的情况，其中以旧金山最为系统、详尽：旧金山

……华人最多之地也。人口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二

人，华人约二万七八千之间，维新会成立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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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吾所见，则华人所长者如下：一爱乡心甚盛；

一不肯同化于外人；一义侠颇重；一冒险耐苦；一勤俭

信。其所短者如下：一无政治能力；一保守心太重；一无

高尚之目的[15]104-105。

在详述旧金山华人的情况后，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

几大缺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

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

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15]121-126。
到这时，梁启超不再以海外华人为例论证中国之将

强，反以海外华人为例说明中国人缺乏政治能力。关于

此点，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又再次论及：我中国自黄

帝以来，立国数千年，而至今不能组织一合式有机、完全

秩序、顺理发达之政府者，其故安在？一言以蔽之，亦曰

无政治能力而已……若夫自明末以来数百年间，我民自

殖于南洋群岛者以数百万计。……吾民不能以政治团体

自见于彼地，犹可言也[16]150-151。

梁启超在美洲游历时，正值中美禁约即将再次期

满，这件事对于美国华人来说至关重要。梁启超专门作

一篇《记华工禁约》[17]，从其历史、禁例、旅美华人人数统

计、美人排斥华人之论据、华人对于禁约之运动几个方

面详加探讨，以为助力。
五、为海外华人立传

1905 年，梁启超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第一次

为海外华人立传。梁启超为何要为海外华人立传，首先

应考察其历史观：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

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

之资鉴者也[18]1。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

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9]5。

以上所引，大致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于“历史”及其

意义的看法，其历史观核心即为“资鉴”一词。梁启超认

为，“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19]30。其在《中国殖

民八大伟人传》开篇即说：一民族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

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我先民之畸行雄略，

受压迫于畴昔奄奄龊龊之时代精神以下，枉死者何限。
拨潜阐幽，非后起者之责而谁责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

人传。[20]1

正如其所说，梁启超“拨潜阐幽”，努力发掘出中国

殖民八大伟人的事迹。他们是：三佛齐国王梁道明、三佛

齐国王张琏、婆罗国王某、爪哇顺塔国王某、暹罗国王郑

昭、戴燕国王吴元盛、昆甸国王罗大、英属海峡殖民地开

辟者叶来[19]30。梁启超将这八个人与西方的殖民伟人相提

并论，并感慨其见摈于中国历史：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

泰西史上人物较之，非摩西则哥仑布、立温斯敦也，否则

亦克雷武、维廉滨也。而试问四万万国民中，能言八君子

之事业者几人？岂惟事业，即姓名亦莫或闻知也……八

君子之见摈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摈于近日

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20]4-5。
篇末，梁启超进行了展开：吾草此传已，吾于时代精

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种感情萦于吾脑：一曰，海事思想

与国民元气之关系也……二曰，殖民事业与政府奖励之

关系也……三曰，政治能力与国际竞争之关系也……海

以南数百十国，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黄帝子孙。以地势论、
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而今也讬居彼宇者，

仅得自比于牛马。呜呼！谁之罪欤，谁之罪欤？[20]5

同年稍晚些时候，梁启超又作《郑和传》，正是对上

文的续接。公元 1500 年左右，被称为大航海时代。梁启

超认为，“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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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21]1。与西方大航

海家亨利、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相比，“我泰东大帝国

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21]1。为何论及

郑和，梁启超说：亚洲东南一大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

南洋群岛，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

族唯一之势力圈也……故此诸地，于实际上盖吾外府

也。吾国以何因缘而能致此，推原功首吾思郑和[21]2-3。
梁启超对郑和七次航海所到之处详加考证，认为：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

者，何其寡也[21]11。
但是，梁启超感慨到：则哥仑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

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

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21]

11 对于其原因，梁启超并未详细说明，只说是因为希望之

性质不同。西方人“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

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而其最初最大

之目的固已达”，而中国“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

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1]11。但在《中国殖民八大

伟人传》篇末，梁启超似乎已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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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人缪荃孙以其富于传奇的经历与卓越的学术贡献成为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但目前学界对其的研究

仅局限于生平交游、行政贡献、学术成就、逸文辑释等方面，其著作的全面整理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对缪荃孙的整体研究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与阻碍。而凤凰出版社近年首次对《缪荃孙全集》进行集结出版，这对推动当代缪荃孙的研究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旁搜远绍，集其大成；二,校点准确，考证严谨；三,多家协作，共同编纂；四,分门别类，便于检索。
缪荃孙研究 《缪荃孙全集》 介评

兼览博照 以成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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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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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研究与《缪荃孙全集》评介

缪荃孙（1844—1919），初字小珊（亦作晓珊、小山），号

楚芗，后改字炎之，号筱珊，晚号艺风。他不仅是我国著名

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藏书家、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始

人，还以其精深渊博的学术思想终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学术

的研究，在校勘学、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金石学等多个

领域均卓有建树，而著作等身。缪荃孙以其富于传奇的经

历以及卓越的学术贡献，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文

化的领军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缪荃孙逝世以后，即有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缪

文选《缪艺风先生著述目》、王绍曾《〈缪艺风先生著述目〉

补》、柳诒徵《缪荃孙传》等研究论著问世。自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缪荃孙研究开始成为热点，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生平交游。对缪荃孙生平交游的研究，由台湾学者张

惠碧先生《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首先进行。张氏据北京

大学出版社 1986 出版的《艺风老人日记》及其附录的缪荃

孙自订《艺风老人年谱》、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以及

《艺风堂文集》《艺风堂友朋信札》《张文襄公年谱》等相关

资料进行考证，撰写了缪荃孙家谱简表、游历表、交游表

名 人 档 案
mingrendang'an 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6.20.27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