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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恩怨與責權競爭：威妥瑪與赫德

摘   要  作為在華活動長達40年的英國外交官，威妥瑪與同時期在華的英籍海關總
稅務司赫德有不少交集。1875年以前兩人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係，共同參
與到中英關係和英國在華事務中；1875年“滇案”交涉的緊張時刻，赫
德以其特殊身份成為中英矛盾的緩衝器，但在交涉的後期，由於利益訴求
差異性增多，二人逐漸分道揚鑣。此後赫德更得清政府信任，二人在鎮江
躉船案等案件中直接對抗，威妥瑪輸給了赫德，英國在華利益的邊界得以
重新界定；赫德在擴大個人權力的同時，也意識到與英國駐華機構對抗的
代價。威妥瑪退休前兩年，二人關係日漸緩和，對抗減少，有惺惺相惜之
意。二人的關係反映出不平等條約下英國在華利益直接代理人和間接代理
人之間的矛盾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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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為在華活動長達 40 年的英國外交官，威
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與同時期在
華 的 英 籍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赫 德（Robert Hart）
有 着 不 少 交 集。 前 者 從 軍 官 到 譯 員、 副 領 事、
首 任 外 籍 稅 務 司、 使 館 參 贊 一 路 升 至 兼 具 漢 學
家身份的駐華公使；後者則從譯員、副領事、稅
務司，直至任總稅務司。在赫德 1854 年 5 月作
為 學 生 譯 員 來 到 香 港 時， 威 妥 瑪 已 完 成 了 數 部
關 於 中 國 的 作 品， 結 束 了 香 港 總 督 兼 英 國 特 命
全 權 公 使 漢 文 秘 書 的 任 職， 正 以 上 海 副 領 事 的
身 份 參 與 組 建 上 海 洋 關。 二 人 在 華 資 歷 的 高 下
由 此 可 見。 隨 着 在 華 時 間 日 久， 兩 人 的 職 務 和
影 響 力 日 漸 上 升， 威 妥 瑪 和 赫 德 都 在 中 國 對 外
事務中有廣泛的參與。由於身份、立場的差異，
二 者 的 關 係 呈 現 出 既 相 互 支 持 又 時 有 矛 盾 的 狀
況。 整 體 而 言， 他 們 的 關 係 經 歷 了 早 期 的 亦 師
亦 友， 中 期 的 相 互 支 持 到 裂 痕 的 出 現， 直 至 後
期的公然對立。

圖 1.　 威 妥 瑪（1818—1895），1871 至 1882 年 任 英 國 駐 華
公 使。（ 圖 片 來 源：Thomas Francis Wade ,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wikimedia.org/wiki/
File:Thomas_Francis_Wad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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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75年以前威妥瑪與赫德的接觸

威妥瑪與赫德性情迥異，卻同具進取精神。
二人在華早期交往甚少，真正的聯繫始於 1861
年。 爾 後 隨 着 在 中 英 關 係 事 務 中 越 來 越 多 的 接
觸，二人的關係日益密切而友好。

（一）在中國相識

當 威 妥 瑪 在 上 海 擔 任 清 政 府 首 位 洋 人 稅 務
司時，赫德於 1854 年 10 月被港督包令（John 
Bowring） 派 到 寧 波 擔 任 領 事 館 編 外 譯 員， 1

二 人 當 時 已 不 陌 生。 日 記 顯 示， 赫 德 當 時 在 學
習 中 文 方 面 感 到 無 助， 他 看 不 到 自 己 在 中 國 的
未 來， 想 回 英 國 又 下 不 了 決 心， 於 是 請 威 妥
瑪 幫 忙 物 色 中 文 教 師。 2 然 而， 直 到 威 妥 瑪 於
1855 年 4 月 訪 問 寧 波 時， 赫 德 仍 未 尋 得 一 位
勝 任 的 教 師。 威 妥 瑪 很 同 情 赫 德，“ 因 為 自 己
在學了五年之後才知道該讀甚麼書”。 3 其後，
他 得 知 赫 德 找 到 一 位 中 文 老 師， 而 且 結 識 了 同

在 寧 波 的 美 國 傳 教 士 丁 韙 良（Rev. W. A. P. 
Mart in）， 加上赫德本人的刻苦學習， 其漢語
水 平 進 步 得 很 快， 兩 個 月 後 已 被 提 升 為 助 理 譯
員。 4 可見，威妥瑪作為前輩對赫德學習漢語的
關心，頗有惺惺相惜之意。

“ 亞 羅 號 ” 事 件 後， 威 妥 瑪 於 1857 年
10 月 被 派 到 廣 州 與 廣 東 政 府 交 涉， 而 赫 德 則
於 1858 年 1 月 英 法 聯 軍 佔 領 廣 州 後， 成 為 聯
軍 委 員 會 的 譯 員， 在 巴 夏 禮 爵 士（Sir Harry 
Smith Parkes） 手 下 工 作。 之 後， 威 妥 瑪 隨
英法聯軍北上，而赫德則於同年 10 月進入英國
駐 廣 州 領 事 館， 更 於 1859 年 5 月 27 日 受 兩
廣 總 督 勞 崇 光 和 粵 海 關 監 督 恒 祺 之 邀， 受 聘 組
建廣州的洋關。 5 在這段時期，留給兩人直接交
往 的 時 間 並 不 多， 我 們 僅 能 從 赫 德 的 日 記 中 見
到 零 星 的 記 錄， 當 中 包 括 威 妥 瑪 對 他 的 一 些 指
點 和 影 響。 由 於 赫 德 的 職 務 需 要，“ 必 須 對 漢
人 和 滿 人 的 情 緒 很 敏 感， 必 須 了 解 他 們 的 想 法
和 利 益， 還 必 須 經 常 避 免 拋 頭 露 面。 這 就 是 要
有 按 中 國 方 式 行 事 的 能 力， 首 先 在 中 文 方 面 要
能 說 能 寫。 在 這 方 面， 他 的 上 級 威 妥 瑪 曾 批 評
他在漢語中使用的方言過多”。 6 這顯示出威妥
瑪 在 一 定 意 義 上 充 當 着 赫 德 的 中 文 老 師， 而 兩
人在身份上更是明確的上下級關係。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後， 威 妥 瑪 在 北 京 公 使
館 擔 任 漢 文 參 贊， 赫 德 則 繼 續 在 廣 州 擔 任 外 籍
稅 務 司。1861 年， 當 時 赫 德 的 上 司、 總 稅 務
司 李 泰 國（Horat ia Nelson Lay） 回 歐 洲 休
假。 由 於 李 泰 國 沒 有 接 受 恭 親 王 的 邀 請 到 天 津
開 闢 洋 關， 赫 德 便 作 為 其 替 代 者 來 到 了 北 京，
並 很 快 得 到 恭 親 王 和 文 祥 等 人 的 賞 識。 當 時 正
值《 天 津 條 約 》 逐 步 實 施 的 階 段， 赫 德 經 常 前
往 英 國 公 使 館 和 卜 魯 斯（Frederick Wi l l iam 
Adolphus Bruce） 及威妥瑪討論子口稅和鴉
片稅收的問題。

1863 年“奧斯本艦隊”事件後，李泰國被
解 聘， 赫 德 順 理 成 章 地 成 為 總 稅 務 司。 這 讓 他
與 威 妥 瑪 有 了 基 於 中 國 事 務 的 聯 繫。 他 們 討 論
了 李 泰 國 的 失 敗， 威 妥 瑪 說 他 對 此 並 不 感 到 奇

圖 2.　赫德（1835—1911），1863 至 1908 年任海關總稅務司。
（圖片來源：Sir Robert Hart ,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7/
Sir_Robert_Hart%2C_Barone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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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這 歸 因 於 他 採 取 愚 蠢 可 笑 的 立 場， 忘 記
自己是下屬，卻想發號施令，而且脾氣太壞”，7

而赫德也看出李泰國“變”了：

他變得如此英國派，以致我擔心他同

中國人共事將是非常吃力的。他不會迎合

他們的意圖；他一定會堅持己見。他一定

會說教，而不做解釋。8

二 人 的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威 妥 瑪 雖 然 為 同 黨 李 泰
國 表 示 遺 憾， 但 對 赫 德 予 以 支 持， 勸 說 他 不 必
擔心海關垮台，又對情緒低落的赫德予以安慰，
承諾可以幫他在領事館找到一個位置。 9 此時的
威妥瑪堪稱赫德的良師益友。

同 年， 威 妥 瑪 引 薦 丹 麥 與 清 政 府 建 立 條 約
關 係， 而 赫 德 作 為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亦 曾 多 次 就
中 丹 條 約 問 題 與 他 商 討。《 赫 德 日 記 》 曾 數 次
提 及 此 事， 他 們 有 時 會 通 過 函 件 往 來，“ 就 丹
麥 條 約 的 某 些 條 款 提 出 意 見 ”， 有 時 則“ 按 照
約 定， 九 點 到 威 妥 瑪 家 與 丹 麥 公 使 拉 斯 勒 福 上
校 會 晤 ”。 這 段 時 間 二 人 經 常 共 進 晚 餐， 了 解
日 深。 赫 德 領 教 了 威 妥 瑪 的 暴 躁、 專 橫， 當 他
聽 說 條 約“ 有 幾 部 分 抄 錯 了， 立 即 暴 跳 如 雷，
在 屋 子 裡 踱 來 踱 去 直 頓 腳 …… 事 實 證 明， 他 自
己 的 抄 寫 人 員 也 出 了 錯。 他 自 己 在 前 一 天 急 於
求 成， 這 是 一 切 問 題 的 根 源 ”。 另 外， 赫 德 對
威妥瑪向總理衙門灌輸的東鱗西爪的“現代化”
觀念多有不滿，認為這影響了海關的正常工作。
不 過 赫 德 仍 待 之 以 師 禮， 常 常 在 威 妥 瑪“ 滿 臉
愁容，心情不佳”時予以安慰。 10

另 一 方 面， 在 赫 德 擔 任 總 稅 務 司 的 最 初 兩
年裡，威妥瑪也對他充滿欣賞：

他的溫文爾雅、謙遜、公正、勤奮和

聰明才智，使他受到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

的歡迎，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11

（二）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赫 德 經 常 向 威 妥 瑪 分 享 他 所 收 集 的 中 國 信

息， 這 種 習 以 為 常 的 溝 通 為 英 國 攫 取 在 華 利 益
大 開 方 便 之 門。1865 年 8 月， 威 妥 瑪 向 英 國
外交大臣羅素（John Russel l）報告：

赫德將外籍稅務司收集的 13個口岸
情況中的 9個交給我。這些書卷在上海
印刷，由一名外國人編訂，主要由中國人

整理。12

事 實 上， 威 妥 瑪 對 赫 德 的 活 動 相 當 清 楚， 如 他
在 1873 年 報 告 了 赫 德 打 算 出 版 氣 象 觀 察 報 告
一 事；1874 年 4 月， 再 次 提 及 赫 德 向 其 提 供
中 國 海 關 統 計 報 告 一 卷， 內 容 豐 富， 涉 及 各 方
面情況。

此 外， 赫 德 和 威 妥 瑪 都 關 心 與 英 國 在 華 商
業 密 切 相 關 的“ 洋 務 ”， 他 們 還 交 流 過 對 中 國
官 員 的 看 法。 在 較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裡， 他 們 對 李
鴻 章 大 為 讚 賞。 赫 德 曾 在 蘇 州 軍 械 局 的 創 辦 中
出 了 不 少 力， 他 在 1865 年 時 指 出， 該 工 廠 除
非 在 歐 洲 人 的 教 授 下， 否 則 毫 無 用 處， 為 此 要
派 一 名 成 員 回 英 國。 威 妥 瑪 發 現：“ 赫 德 雖 在
總 理 衙 門 被 禮 遇， 但 他 對 文 祥（ 被 譽 為“ 真 正
的 外 交 部 長 ”） 的 進 步 主 義 傾 向 並 不 樂 觀 ……
儘 管 文 祥 在 某 些 時 候 準 備 在 政 治 或 教 育 上 效 法
歐 洲， 卻 總 是 畏 首 畏 尾。” 對 於 同 治 初 期 的 洋
務， 二 人 有 近 乎 相 同 的 觀 察：“ 赫 德 發 現 不 可
能 先 描 繪 一 幅 中 國 的 輝 煌 藍 圖， 但 他 不 能 否 認
這 一 重 要 事 實， 即， 中 國， 甚 至 其 政 府， 正 在
逐 漸 開 放 …… 中 國 僅 僅 需 要 時 間。” 他 們 都 認
為， 儘 管 清 政 府 在 處 理 外 部 問 題 時“ 幾 乎 總 是
抱 着 一 種 不 誠 實 和 幼 稚 的 態 度 ”， 但 外 國 政 府
應 該 忍 耐 以 防 止 其 垮 台， 且 英 國 應 當 起 表 率 作
用。 13 也 即， 他 們 都 對 中 國 進 入 近 代 社 會 持 樂
觀、 支 持 的 態 度， 這 是“ 合 作 政 策 ” 之 下 列 強
之間達成的共識。

1865 年 10 月 和 1866 年 3 月， 赫 德 和 威
妥瑪先後向總理衙門遞交了題為〈局外旁觀論〉
和〈 新 議 略 論 〉 的 建 言 書， 討 論 中 國 的 內 政 和
外 交 等 現 實 問 題， 二 者 不 同 程 度 地 論 述 了 近 代
化改革的必要性。威妥瑪注意到赫德的建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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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給 外 交 部 的 信 函 中 不 但 介 紹 了 其 內 容， 更
闡 述 了 其 對 清 政 府 政 策 的 影 響： 在 恭 親 王 看 到
〈 局 外 旁 觀 論 〉 之 前，“ 該 文 已 被 總 理 衙 門 大
臣 急 切 地 學 習 了， 成 為 他 們 之 間、 赫 德 及 協 助
他 撰 寫 此 文 的 中 國 學 者 之 間 討 論 的 話 題 ”。 不
過 恭 親 王 在 閱 讀 之 後， 提 出 有 些 內 容“ 不 能 理
解， 部 分 內 容 太 直 接。 他 要 改 變 形 式， 保 留 其
要 旨， 送 呈 陛 下。 其 後 將 下 一 道 諭 旨 頒 發 給 各
省 督 撫， 同 時 告 知 他 們 目 前 清 政 府 最 重 要 的 是
保持與外國的友誼”。 14

威 妥 瑪 指 出， 正 是 因 為 赫 德 的 建 議， 清 政
府 開 始 作 出 履 行 條 約 義 務 的 表 態， 包 括： 在 傳
教 士 問 題 上， 針 對 阿 貝·尼 爾（Abbe Niel）
被 貴 州 知 府 田 興 庶 處 死 一 事， 諭 旨 用“ 最 嚴 酷
的 語 言 予 以 譴 責 ”， 威 妥 瑪 認 為“ 這 是 尊 重 赫
德 意 見 的 最 好 證 明 ”； 在 履 行 治 外 法 權 方 面，
根 據 赫 德 的 建 議， 一 名 年 輕 的 英 國 翻 譯 即 將 前
往蘇州處理被捆死的英人莫爾費（Mansf ie ld）
的 案 件； 關 於 潮 州 入 城 問 題， 兩 廣 總 督 瑞 麟 準
備親自前往潮州，由赫德等人陪同解決。其次，
總 理 衙 門 以 希 望 赫 德 常 駐 北 京 的 方 式 表 達 了 對
他的高度信任（此前總稅務司一直駐紮上海），
並 準 備 與 之 討 論“ 改 善 問 題 的 必 要 安 排， 使 中
國 人 能 夠 組 織 購 買 外 國 船 隻， 並 在 明 年 向 外 國
派遣一個或多個使團”。15 威妥瑪表示上述改善
主 要 歸 功 於 赫 德 的 建 議， 而 自 己 的 建 言 書 卻 並
無多大功效：

我一直認為，中國要想保持獨立，前

途掌握在中國僱傭的外國人手中，而不是

掌握在與中國建交的外國人手中。後者的

態度多少是敵對的，至少是抗辯者的態

度；而在我們目前這種不完美的交往狀態

下，這種建議常常帶有要求的意味，以致

人們擔心採納這些建議會被解釋為對外

國侵略者的不必要的讓步，或者貪婪。16

威 妥 瑪 認 為， 清 政 府 很 幸 運 有 赫 德 這 樣 的
人幫助他們：

他有很強的能力，有受過良好訓練和

思考的頭腦，又把謙虛、耐心和沉着的脾

氣結合在一起。同時，他成功地徹底消除

了外國政府的嫉妒――無論是在海關的

組成方面，還是在可能對清政府施加的影

響方面。17

赫 德 很 注 意 在 公 開 場 合 的 身 份 和 立 場。 威
妥瑪說赫德“小心翼翼地讓衙門的大臣們看到，
雖 然 我 很 欣 賞 他， 我 和 他 很 親 密， 但 也 不 意 味
着 我 總 是 同 意 他 的 意 見。 他 雖 然 是 英 國 臣 民，
但 不 是 英 國 公 使 館 的 代 理 人 ”。 18 威 妥 瑪 很 清
楚， 赫 德 是 作 為 中 國 僱 員 以 協 助 中 外 貿 易 的 開
展， 從 而 間 接 服 務 於 英 國 在 華 利 益， 任 何 直 接
的 服 務 都 將 會 招 致 清 政 府 的 猜 忌， 這 是 行 不 通
的。 這 種 立 場 自 威 妥 瑪 於 1855 年 5 月 辭 去 外
籍 稅 務 司 職 務 時 已 經 形 成。 當 時 英 國 外 交 部 作
出 決 定， 凡 英 國 駐 華 外 交 機 構 人 員 一 經 接 受 清
政府的委派，應即完全與駐華機構脫離關係。 19

英國人的用心可見一斑。

（三）與英國對華貿易相關的海關事務

海關事務與英國在華商業緊密相關。1872
至 1874 年 間， 上 海 的 吳 淞 口 發 生 了 擁 堵， 在
華 英 商 與 當 地 政 府 反 覆 討 論 亦 未 能 解 決， 威 妥
瑪 從 而 介 入 與 總 理 衙 門 的 交 涉， 赫 德 此 時 作 為
總稅務司自然要參與其中。作為最終的執行者，
總 理 衙 門 令 其 籌 備 疏 浚 器 械 以 用 於 疏 通， 威 赫
二 人 還 共 同 討 論 了 疏 浚 方 案。 20 從 赫 德 給 威 妥
瑪 的 函 件 可 見， 赫 德 就 有 關 疏 通 河 道 的 經 費、
機 械 訂 購 等 情 況 都 會 及 時 與 威 妥 瑪 溝 通， 並 將
與 此 相 關 的 修 建 沿 海 燈 塔 的 預 算 知 會 威 妥 瑪，
但 赫 德 顯 然 不 同 意 英 商 社 團 強 烈 呼 籲 的 疏 通 吳
淞 口 的 必 要 性 和 緊 迫 性， 他 認 為“ 航 海 的 障 礙
並不比 15 年前大”，他也不確定用挖泥機來進
行 疏 通 會 有 效“ 加 深 吳 淞 灣 的 深 度 ”。 赫 德 又
向 威 妥 瑪 表 明 手 中 經 費 吃 緊， 希 望 上 海 的 英 商
商 會 承 擔 部 分 開 支， 稱 必 要 時 可 能 要 挪 用 修 建
燈塔的費用。21 可見，赫德從港務實際出發，對
威妥瑪的要求予以質疑。

在 港 務 建 設 方 面， 直 至 1879 年， 赫 德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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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的中國海關已在中國沿海設置了不下 64 座
燈塔， 當中不少於 40 座是在此前 10 年中被營
建 的， 而 其 中 大 約 三 分 之 一 堪 稱 同 類 工 程 中 的
一流水平。此外，當局還設置了 45 個浮標和 43
個信標。這些設施是根據《天津條約》中第 32
條的 規 定， 由 威 妥 瑪 和 赫 德 聯 合 推 進 的。 威 妥
瑪 是 作 為 監 察 清 政 府 履 行 條 約 的 英 國 代 表， 而
赫 德 則 代 表 清 政 府 予 以 實 施， 以 改 善 海 岸 照 明
情況，從而為英國在華商業服務。 22

二、滇案中威妥瑪與赫德的關係

1875 年 滇 案 的 發 生， 使 威 妥 瑪 對 十 多 年
來 所 秉 持 的“ 合 作 政 策 ” 產 生 了 懷 疑， 中 英 關
係 驟 然 緊 張。 在 中 英 交 涉 的 緊 張 時 刻， 赫 德 以
其 特 殊 身 份 成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樞 紐， 但 在 交 涉 的
後 期， 由 於 威 妥 瑪 與 赫 德 在 利 益 訴 求 方 面 差 異
性 增 多， 赫 德 逐 漸 放 棄 了 對 他 的 支 持， 站 到 了
清政府的一方。

（一）赫德在滇案前半段的調停

（1875年3月至10月）

赫德在滇案中的調停表現在：

第一，站在清政府一方，對威妥瑪所提出的
與口岸相關的要求進行預判，同時也站在英國的
一方勸說清政府出讓部分權利。例如，威妥瑪在
1875 年 4 月 1 日赴滬前向赫德告別，兩人談論
了關於口岸地區免厘等商業問題，赫德則告訴他
如果英方同意鴉片稅厘並徵，中方將考慮同意口
岸地區免厘。翌日，赫德向威妥瑪表示支持口岸
地區免厘。在之後的談判中，二人逐漸明晰了租
界免厘和鴉片的稅厘並徵原則。

第 二， 為 清 政 府 傳 遞 英 方 信 息， 促 使 其 理
性 考 慮 問 題。9 月 3 日， 赫 德 得 知 英 方 對 子 口
稅 和 口 岸 地 區 免 厘 問 題 並 不 熱 衷，“ 他 們 真 正
想 要 的 是 使 中 國 全 面 開 放 ”， 以 及 他 從 法 國 公
使 處 看 到 的 英 印 政 府 向 緬 甸 派 兵 等 電 報 後， 赫
德 告 知 總 理 衙 門， 英 方 的 要 求 若 被 拒 絕 將 導 致
戰 爭。 他 覺 得 應 該 幫 助 中 國， 但 又 認 為 有 失 正

義。 在 文 祥 一 味 抱 怨 威 妥 瑪 的 刁 難 時， 赫 德 提
醒 他“ 不 要 忘 記 英 國 的 憤 怒 與 所 有 這 些 困 難 的
起 因 ”。 每 每 在 雙 方 現 場 討 論 陷 入 僵 局 之 時，
赫德會從中予以協調。

第 三， 充 當 了 威 妥 瑪 的 傾 訴 對 象， 也 提 醒
他 作 出 合 理 的 讓 步。 交 涉 之 初， 當 威 妥 瑪 告 訴
赫 德 他 向 總 理 衙 門 提 出 的 條 件 時， 後 者 建 議 索
賠款額一定要多或者不要，否則起不了“懲罰”
作用。9 月 12 日，威妥瑪自煙台回北京，此時
他 並 不 確 定 要 向 總 理 衙 門 提 出 甚 麼 樣 的 要 求，
遂 拜 訪 赫 德。 除 了 告 知 赫 德 有 關 會 談 的 進 展，
他 更 多 談 及 馬 嘉 里（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被殺等事件顯示出的排外問題， 認
為 中 方 應 當 有 一 個 改 變 的 姿 態， 諸 如 在 商 業 關
係 上 給 予 新 的 權 利， 更 加 優 待 公 使。 如 果 中 方
不 能 提 出 令 人 滿 意 的 計 劃， 他 將 在 9 月 28 日
撤 離 使 館。 赫 德 對 此 表 示 支 持， 甚 至 建 議 一 旦
遞 交 照 會 就 不 再 討 論 此 事， 因 為 任 何 展 現 出 希
望 解 決 滇 案 的 跡 象， 都 會 削 弱 該 照 會 的 效 果。
當 威 妥 瑪 明 知 清 政 府 正 在 努 力 按 照 他 所 要 求 的
方 式 進 行 準 備， 但 仍 要 撤 使 時， 赫 德 亦 表 示 贊
同， 認 為 這 樣 比“ 留 下 來 喋 喋 不 休 ” 可 以 得 到
更多。不過到了 9 月 30 日，在威妥瑪臨行前，
赫 德 則 表 示 希 望 他 能 考 慮 到 總 理 衙 門 的 誠 意 而
作出讓步。23

威 妥 瑪 9 月 底 至 10 月 在 上 海 時， 通 過 赫
德 轉 達 其 對 總 理 衙 門 提 出 的 條 件， 諸 如 要 求 皇
帝 降 旨 重 申 條 約 對 外 人 持 照 旅 行 的 保 護， 要 求
明 確 告 知 有 關 口 岸 問 題 和 雲 南 開 埠 的 承 諾 等。
總 理 衙 門 答 應 了 這 些 要 求 後， 雙 方 遂 啟 動 了 解
決問題的程序，重新徹查滇案。

對 於 赫 德 在 這 段 時 間 的 調 停， 中 英 雙 方 都
表 示 感 謝。 威 妥 瑪 稱 給 赫 德 再 多 的 感 謝 也 不 過
分，並在給外交部的信中寫道：

在近來……的爭論期間，總稅務司赫

德給予了我巨大的幫助……據我所知，

只要他感覺到某一計劃對中國和外國都

有益，他就會力勸總理衙門採納這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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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在外國人中，沒有人對於中國的進

步做出過赫德那樣大的貢獻。24

金 登 幹（James Duncan Campbel l） 特 地
致函赫德，表示“在關於馬嘉理案的藍皮書上，
看 到 你 的 工 作 受 到 了 女 王 陛 下 政 府 的 賞 識， 我
很高興”。 25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平靜。

（二）滇案後半段赫德與威妥瑪的關係變化

（1875年12月至1876年9月）

自 1875 年 12 月起，威妥瑪開始掌握一些
證據，認為岑毓英是滇案的主使。1876 年 1 月，
總 理 衙 門 官 員 郭 嵩 燾 拜 訪 赫 德。 對 於 向 英 國 派
使一事，赫德指出“雲南事件不能在英國解決，
必 須 在 中 國 ”， 但 因 為 有 其 他 的 問 題 要 處 理，
“ 中 國 越 早 向 外 派 使 越 好 …… 威 妥 瑪 也 反 對 你
在 事 情 處 理 完 才 去 ”。 郭 嵩 燾 嘗 試 打 探 威 妥 瑪
的 態 度， 赫 德 則 向 他 一 一 列 舉 了 清 政 府 在 處 理
過 程 中 自 相 矛 盾 之 處， 並 明 確 指 出 岑 毓 英 所 要
承擔的責任之重，甚至聲色俱厲地說：

如果岑毓英下了這樣的命令，英國會

要他的腦袋，如果他從上級官員得到這一

命令，英國會要該上級官員的腦袋，等

等。你會肯定此事只能以徹底公正的途徑

解決。26

對 此， 威 妥 瑪 認 為“ 郭 的 訪 問 是 一 個 徵 兆 ……
即恭親王對雲南暴行的態度”。 27

1876 年 3 月 出 現 了 一 個 插 曲， 也 許 影 響
到 威 妥 瑪 和 赫 德 之 間 原 本 密 切 的 合 作 關 係， 那
就 是 清 政 府 委 託 赫 德 向 英 國 阿 姆 斯 特 朗 軍 工 廠
購買軍艦一事。從威妥瑪給外交部的函件來看，
他 對 赫 德 為 清 政 府 購 買 鐵 甲 艦 一 事 的 程 序 問 題
持 有 異 議。 當 恭 親 王 請 威 妥 瑪 為 購 買 鐵 甲 艦 一
事 向 英 國 政 府 溝 通 時， 他 首 先 對 文 書 的 內 容 與
實 質 不 相 符 表 示 不 滿， 稱“ 中 文 本 寫 的 是 向 英
國 政 府 購 買， 但 實 際 向 私 人 製 造 商 訂 購 ”。 此
外， 他 還 要 求 總 理 衙 門 大 臣 們 請 赫 德 給 他 一 份
備 忘 錄 說 明 關 於 購 船 的 問 題， 這 樣 他 可 以 交 給

英 國 在 華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洪 卑（E. Hornby）
以協商船隻從英國運出時所要採取的步驟。

其 次 是 金 登 幹 的 身 份。 28 由 於 赫 德 委 托 他
的 私 人 秘 書 金 登 幹 在 英 國 辦 理 此 事， 為 了 使 其
便 於 運 作， 赫 德 建 議 總 理 衙 門 給 予 其 中 國 領 事
的 身 份。 威 妥 瑪 則 要 求 總 理 衙 門 給 金 登 幹 正 式
的 任 命 書， 否 則 英 國 政 府 不 會 承 認 金 登 幹 的 身
份； 而 總 理 衙 門 認 為 這 只 是 一 項 臨 時 性 行 動，
並 不 打 算 正 式 任 命。 後 來 赫 德 與 威 妥 瑪 直 接 討
論 此 事， 赫 德 建 議 讓 金 登 幹 作 為 駐 紮 中 國 的 外
國 領 事 來 辦 理 購 船 事 務， 威 妥 瑪 隨 即 指 出 當 中
的 困 難。 按 照 英 國 領 事 條 例， 代 理 人 要 有 該 國
政 府 的 領 事 委 任 狀， 英 國 政 府 不 會 同 意 在 沒 有
條 約 的 情 況 下 給 予 金 登 幹 這 樣 的 委 任。 赫 德 遂
建 議 讓 購 買 的 船 隻 懸 掛 英 國 旗 幟 駛 出 英 國， 這
就 與 先 前 威 妥 瑪 給 總 理 衙 門 官 員 的 建 議 相 一
致。 29 威 妥 瑪 向 外 交 部 表 示， 他 只 是 希 望 清 政
府 在 處 理 這 類 問 題 時 更 加 規 範。 但 威 妥 瑪 對 此
有 意 見， 更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赫 德 觸 及 了 他 的 職 責
範圍。

二 人 關 係 的 轉 冷 並 無 明 顯 的 徵 兆， 最 晚 在
1876 年 5 月 6 日， 赫 德 仍 不 惜 為 了 威 妥 瑪 和
英 國 政 府 的 利 益， 欺 瞞 總 理 衙 門。 為 了 尋 求 各
國 公 使 支 持， 威 妥 瑪 向 赫 德 索 求 他 於 去 年 1 月
提 交 給 總 理 衙 門 的 備 忘 錄， 赫 德 為 此 特 地 告 訴
總 理 衙 門：“ 迄 今 為 止， 他 的 主 張 其 他 人 都 不
知 道。” 30 赫 德 也 一 直 在 提 醒 他 要 爭 取 各 國 公
使 的 支 持， 以 改 變 目 前 被 孤 立 的 局 面， 並 不 遺
餘力地出謀劃策。

由 於 1876 年 4 月 20 日 李 瀚 章 的 奏 摺 與
格維訥（T.G.Grosvenor）的報告差異很大，
威 妥 瑪 再 次 以 提 審 岑 毓 英 為 要 挾， 此 間 又 提 出
不“ 提 岑 ” 的 六 項 要 求， 但 未 能 全 部 被 總 理 衙
門 接 受。 其 後 在 5 月 的 討 論 中， 兩 方 都 不 滿 意
赫 德 於 1876 年 春 完 成 的 報 告。 赫 德 有 些 心 灰
意冷，並向金登幹抱怨：

威妥瑪……在以後的幾個星期，會給

我們帶來各種焦慮和不安的。他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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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要求的是甚麼，但是，他要求的是一

種虛幻的目標，一種必須保證未來的東

西。31

此時，赫德與威妥瑪兩人仍有密切的會談，主要
是關於新開放的口岸及厘金等問題。32 但在 6 月
27 日的信中，赫德稱：

我在中國的第 23個夏天深感已沒有
幾年前的那股開拓的“勁頭”了。我覺得

松散、懶散，並有一種“何必自找麻煩

呢”的想法……我簡直沒有心思參與此

事，也不願進行別的甚麼事。33

這種心力交瘁可能與剛剛接手的英國“加茲迪”
號事件有關。隨後威妥瑪再次以離京相要挾，總
理 衙 門 只 好 派 赫 德 前 往 上 海 與 他 商 談。 赫 德 深
知，把岑毓英等人調京受審是不可能的——“中
國寧肯垮台，也不願不戰而同意這一要求”。34

赫 德 此 時 並 不 知 道 威 妥 瑪 的 底 牌。 若 中 英
開 戰， 他 很 可 能 失 去 海 關 總 稅 務 司 的 職 位。 他
害 怕 德 國 和 俄 國 人， 他 們 一 直 對 這 個 職 位 虎 視
眈眈。 35 赫德在 7 月 15 日到達上海後，打算設
法 讓 威 妥 瑪 回 心 轉 意， 但 他 並 沒 有 把 握， 36 於
是發電報詢問金登幹：

中國事務取決於歐洲形勢。歐洲形勢

怎樣？大戰可能嗎？誰會幫助誰？英國

外交部願意以賠款和平解決，還是可能對

華作戰？ 37

而 威 妥 瑪 對 他 的 態 度 也 十 分 冷 淡， 每 次 都 是 不
歡 而 散。 赫 德 了 解 威 妥 瑪 固 執 的 性 格， 想 要 說
服 他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赫 德 必 須 作 出 選 擇， 站 在
其中一方。7 月 22 日，他向李鴻章報告了與威
妥瑪的會見情況，稱：

威妥瑪不可能屈服了，現在要做的，

第一是電令金登幹公佈煙台會談真相。第

二是讓金登幹在倫敦活動，設法促使英國

政府派遣特別使團訪華，直接調查馬嘉

里案，以防止威妥瑪把中國事件引向戰

爭。38

赫 德 的 明 確 站 隊 使 他 與 威 妥 瑪 的 關 係 越 來
越 冷 淡， 他 的 立 場 開 始 徹 底 轉 變。 由 於 擔 心 威
妥 瑪 的 態 度 會 導 致 戰 爭， 當 赫 德 得 知 各 國 駐 倫
敦 代 表 紛 紛 批 評 威 妥 瑪 的 做 法， 英 國 或 許 會 派
特 別 使 團 赴 華， 遂 催 促 金 登 幹“ 查 明 此 事， 並
請 推 動 報 紙 建 議 和 鼓 吹 特 別 使 團 ”。 39 在 8 月
24 日給金登幹的信中，赫德表明他明確站在中
國的一方：

［我］已決定採取一條清楚的行動路

線，它將是非常有力的：在我以往的生涯

中，還從未像現在這樣處於真正工作的狀

態，現在我的手頭如此清閒，我感到一

種從未有過的輕松愉快。由於我的建議，

偉大的李［鴻章］已被派到這裡來“全

權”對付威妥瑪，我們將盡力在這裡解

決問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先了結滇案，

然後我們將盡力在這裡商妥諸事。但是威

妥瑪看來不願或無力解決問題⸺或者不

如說，他不願接受我們的解決方案，他似

乎也沒有能力來決定自己想要甚麼條件。

這就迫使我做另一件事，而那些電報正是

為那另一件事作準備的。40

這 表 明， 赫 德 已 不 再 居 間 調 停， 而 完 全 站 在 清
政 府 一 邊 出 謀 劃 策 了。 不 過 赫 德 仍 表 示 了 對 威
妥 瑪 的 尊 敬， 對 二 人 當 前 的 關 係 感 到 惋 惜， 但
他亦可以“大膽而精力充沛地工作了”。 41

滇 案 後 期， 赫 德 的 重 要 性 明 顯 下 降。 作 為
李鴻章的外交顧問，他對 9 月 6 至 11 日《煙台
條 約 》 的 簽 訂 影 響 甚 少， 而 他 和 威 妥 瑪 的 關 係
已回不到從前。馬嘉里案完結後，赫德稱：

我不能就他在“馬嘉里事件”中的處

理方法向他祝賀。實質性的好結果是新開

四個口岸和沿長江裝卸貨物的安排。曾向

他自願提出造幣廠及郵政設施，但他決定

不要⸺或者是忘記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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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爾 特（Stanley F. Wright） 認 為“ 威 妥 瑪
不 願 意 稅 務 司 擁 有 更 多 的 權 利 ”， 因 此 阻 止 這
些計劃的實施。 43

不過，也許正因為兩人的不和，赫德得到了
總 理 衙 門 更 多 的 信 任。 他 在 1877 年 8 月 5 日
給金登幹的信中說：

自從我和威妥瑪鬧翻以來，我們海關

在中國比以前更加鞏固了，中國人對我們

的支持更加強而有力，各國公使館對待我

們也不那麼冷淡了。至於我自己，我覺

得我現在年輕而有活力了，可以“只管放

手”獨自為中國辦事，從兩頭討好、顧此

失彼的煩惱中解脫出來，也不那麼顧慮各

國公使館高興與否了。44

赫 德 此 時 已 強 大 到 可 以 和 昔 日 的 師 長 平 起 平 坐
了。

三、威妥瑪在華最後幾年與赫德的較量

經 歷 了 滇 案 的 威 妥 瑪 和 赫 德 都 重 新 界 定 了
自己的權力邊界，但這個過程並沒有終結——這
是英國殖民主義的侵入帶給古老中國的新問題。
對 於 兩 個 秉 持 着 英 國 式 道 德 理 念、 在 爭 鋒 的 同
時 不 忘 恪 盡 職 守 的 英 國 人 來 說， 以 下 幾 件 事 頗
能說明他們在與英國相關事務中的不同立場。

（一）鎮江躉船案中的競爭

鎮 江 躉 船 案 發 生 在 1874 年。 由 於 英 國 太
古 輪 船 公 司 的“ 加 迪 斯 ” 號 躉 船 長 期 停 泊， 導
致 夏 天 時 水 面 出 現 旋 渦， 河 床 被 沖 陷， 堤 岸 塌
方 嚴 重， 但 該 船 拒 絕 按 中 國 海 關 的 命 令 轉 移 泊
位，直到 1876 年 6 月 24 日，赫德接手此案。
威 妥 瑪 此 時 完 全 以 英 商 利 益 為 中 心， 拒 絕 移 走
躉 船， 與 赫 德 的 交 涉 態 度 強 橫。 赫 德 此 時 的 態
度比總理衙門還要堅決，他說：

一艘船的移動與否，本身是一件小

事。但是，英國公使館自封的權勢也太大

了，已經危及一項原則和一項權利的維

護，因此我們必須全力以赴查個水落石

出⸺爭到最後一個人和最後一文錢。這

件事是不幸的和失策的，既然已經欲罷不

能，我們必須爭到底。45

這顯示出赫德不僅是為自己所代表的中國海關與
英國公使館爭奪話語權，更是向威妥瑪爭口氣。

此 前， 威 妥 瑪 和 赫 德 已 積 極 爭 取 中 國 駐 英
公 使 郭 嵩 燾 的 影 響。 鑑 於 威 妥 瑪 搶 先 推 薦 了 馬
格里（S. H. MaCartney），赫德就把海關的
屠邁倫（J. Twinem） 派去巴黎迎接和陪伴郭
嵩 燾， 而 且 要 讓 屠 邁 倫 設 法“ 使 郭 擺 脫 外 交 部
和 威 妥 瑪 等 方 面 ……”。 46 屠 邁 倫 雖 得 到 郭 嵩
燾 的 信 任， 但 威 妥 瑪 和 郭 嵩 燾 在 倫 敦 有 多 方 的
接 觸。 郭 嵩 燾 對 赫 德 通 過 金 登 幹 加 諸 的 掣 肘 甚
為 抗 拒， 後 者 試 圖 造 成 郭、 威 的 對 立。 赫 德 在
1877 年 8 月 15 日仍命令金登幹：“ 關於躉船
案， 請 再 一 次 提 醒 郭 避 免 枝 節 問 題， 應 拒 絕 與
威妥瑪討論此事。” 47

威 妥 瑪 在 這 一 事 件 中 顯 然 處 於 不 利 地 位，
躉 船 帶 給 清 政 府 的 損 失 將 赫 德、 郭 嵩 燾 緊 密 聯
繫 在 一 起， 這 就 注 定 了 他 的 失 敗。 赫 德 一 方 面
派 金 登 幹 在 倫 敦 聘 請 法 律 界 人 士 進 行 咨 詢， 一
方 面 要 郭 嵩 燾 將 國 家 主 權 作 為 基 本 立 足 點， 強
調“ 停 泊 和 調 整 泊 位 乃 是 中 國 的 固 有 權 利， 從
未 放 棄， 而 且 一 向 徑 行 裁 處， 無 需 通 過 外 國 當
局”。48 相比較之下，威妥瑪的爭論顯得蒼白，
他 把 所 有 的 責 任 全 加 在 海 關 身 上， 指 責 海 關 撤
銷 躉 船 的 特 權， 把 認 為 躉 船 造 成 了 損 害 的 兩 位
海 關 專 家 說 成 是 無 能 之 輩， 而 英 國 方 面 派 去 的
官 員 是 技 術 嫻 熟 且 非 常 可 靠 的。 威 妥 瑪 甚 至 加
上毫無根據的說法，稱赫德已採納相反的意見，
但是他不能讓步，以免丟臉。 49

1877 年 7 月 13 日，金登幹在給赫德的信
中報告：

郭［嵩燾］曾和威妥瑪爵士談論這個

案件，威妥瑪爵士把全部責任都歸咎於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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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躉船特權的海關稅務司。威妥瑪爵士還

說，海關僱用了兩個“叫花子”來報告

躉船造成的損害⸺一個是鞋匠，另一個

是燈塔技師，他對此事一無所知，而他們

（英國當局）卻派出了兩個最有資格的官

員！

威妥瑪爵士補充說，您已徵求過律師

們的意見，律師們的意見和您完全相反。

但是，您不肯讓步，否則，用德明的話來

說，您將“丟臉”。50

金 登 幹 進 一 步 報 告 威 妥 瑪 對 赫 德 的 詆 毀， 其 在
同年 11 月的信中說：

鑑於威妥瑪爵士已公開談論中國當局

及其海關的顧問不熟諳法律，又鑑於英國

當局所提出的一個重要論點是認為躉船

不可能造成損害，甚至認為這種造成損害

的假設也是荒謬的……51

赫 德 無 法 不 對 上 述 說 法 感 到 憤 怒， 如 果 金 登 幹
的 話 沒 有 水 分 的 話， 這 件 事 已 經 快 變 成 威 妥 瑪
和赫德的私人恩怨了。

1877 年 6 月， 郭 嵩 燾 在 赫 德、 金 登 幹 提
供 的 法 律 援 助 下， 取 得 了 勝 訴 的 依 據， 要 求 英
國 外 交 部 命 令 英 商 移 走 躉 船。 兩 年 後， 英 國 方
面 正 式 承 認 中 國 擁 有 自 己 的 航 道 主 權， 可 以 移
動 停 泊 在 中 國 開 放 口 岸 的 一 切 船 隻。 得 知 消 息
後， 威 妥 瑪“ 怒 氣 衝 天 ”， 52 赫 德 則“ 喜 出 望
外”，他毫無掩飾地對金登幹表達興奮之情：

你 1月 24日的來電已於昨天接到，
使我喜出望外。威妥瑪何以要寫文章？莫

非由於我們在躉船案中獲勝了？或者，莫

非他已開始承認，儘管我由於不贊成和反

對他的觀點而犯下滔天大罪，可我一直在

履行我的職責？

至於我們到巴黎去竟也遭到反對，可

以先不必着急！我們只是要去顯示一下

我們自己是幹甚麼的，而我們終將渡過難

關，你就等着瞧吧。53

威妥瑪所代表的“英國在華利益至上原則”
第 一 次 遭 受 到 來 自 中 國 方 面 的 挫 敗， 而 其 主 導
者 是 英 國 人 赫 德。 赫 德 對 此 亦 感 到 遺 憾， 他 認
為 為 了 中 國 而 眾 志 成 城， 大 大 加 強 了 海 關 在 中
國 人 眼 裡 的 地 位， 但 不 幸 的 是， 卻 失 了 去 很 多
英國公使館和領事官員方面的理解和友善。 54

（二）“台灣號”假貨單事件

1878 年 2 月 21 日， 一艘英船“ 台灣號 ”
上 載 了 鴉 片， 但 是 在 交 給 海 關 的 貨 單 上 並 未 標
明。 海 關 認 為 這 是 虛 假 貨 單， 並 按 照 中 英《 天
津 條 約 》 第 37 款， 對 該 船 罰 款 500 兩 白 銀。
船 長 稱 鴉 片 是 船 上 的 中 國 船 員 和 服 務 生 所 攜 帶
的， 自 己 並 不 知 情， 經 英 國 領 事 審 判， 判 其 無
罪。 其 時 威 妥 瑪 已 回 國 休 假， 總 理 衙 門 和 英 國
代 辦 傅 磊 斯（Hugh Fraser） 進 行 堅 決 的 交
涉， 中 方 認 為 應 以 事 實 為 重， 而 不 論 及 該 船 是
否 有 意 提 供 了 虛 假 貨 單。 代 理 赫 德 行 使 稅 務 司
職責的裴世楷（R. E. Bredon）和葛德立（W. 
Cartwright） 從中協調， 認為應當從輕處罰，
總理衙門同意，但傅磊斯拒絕。

此 案 的 焦 點 在 於 當 局 是 按 英 國 法 律 還 是 按
條 約 條 款 處 理 當 事 船 主， 總 理 衙 門 和 海 關 顯 然
站 在 第 二 種 立 場 上。 儘 管 英 國 在 華 使 館 和 最 高
法 院 按 察 司 都 站 在 前 一 種 立 場 上， 但 赫 德“ 毫
無 畏 懼 ”， 為 了 維 護 海 關 制 度， 他 指 示 金 登 幹
在 倫 敦 聘 請 律 師 向 英 國 樞 密 院 提 起 訴 訟。 倫 敦
的 律 師 都 支 持 中 方 的 觀 點， 完 全 按 照 條 約 解
釋 船 主 該 受 懲 罰 的 理 由。 該 意 見 在 當 年 8 月
達 成， 但 直 至 1882 年 8 月 才 最 終 結 案。 威
妥 瑪 根 據 英 國 外 交 大 臣 格 蘭 維 爾 伯 爵（Earl  
Granvi l le）的指示，並徵得總理衙門的同意，
對“台灣號”船長處以 100 兩白銀的罰款。 55

“ 台 灣 號 ” 假 貨 單 事 件 進 一 步 惡 化 了 二 人
的關係。1879 年，“赫德在上海待了一個月，
與 威 妥 瑪 同 乘‘ 順 利 號 ’ 輪 船 回 京。 二 人 在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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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僅 作 了 禮 節 性 拜 訪， 心 照 不 宣， 未 談 公 事，
可 見 雙 方 芥 蒂 之 大 ”。 56 此 時 赫 德 知 道 威 妥 瑪
對 他“ 怒 氣 衝 天 …… 憤 憤 地 談 論 着‘ 台 灣 號 ’
案 件， 但 似 乎 不 知 道 總 理 衙 門 已 將 其 提 交 到 英
國”。基於躉船案的勝利，赫德認為“台灣號”
這 種 小 案 子 肯 定 很 快 完 結， 但 結 果 卻 遠 超 其 所
料， 該 案 用 了 整 整 五 年 時 間 才 解 決。 我 們 可 在
兩封信件中看出赫德對這件事的無奈：

你和霍金司［Hutchins］在有關“台

灣”號上的工作開始使我吃驚，這小題

值得如此大作嗎？［1880年 8月 27日，
北京］

不管怎麼說，“假貨單”案件的訴訟

費用看來可能會出乎我的意料！何時你

才可了結此案？ 57［1881年 4月 16日，
北京］

雖然赫德勝利了，但從他給金登幹的信中可以看
出 他 的 疲 憊 厭 戰：“ 威 妥 瑪 將 於 10 月 18 日 抵
倫敦。台灣號案件已解決，罰款一百海關兩。”58

“ 台 灣 號 ” 假 貨 單 案 的 解 決， 說 明 了 代 表
中 國 海 關 的 赫 德 成 功 抵 制 英 國 駐 華 公 使 威 妥 瑪
的 不 合 理 要 求。 這 件 事 很 難 說 是 威 妥 瑪 與 赫 德
的 個 人 恩 怨， 而 更 多 是 履 職 帶 來 的 責 權 競 爭。
威 妥 瑪 的 失 敗 說 明 英 國 政 府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注 意
到 與 清 政 府 關 係 中 所 涉 及 的 規 則 問 題， 其 導 致
的 結 果 是 再 一 次 釐 清 了 領 事 司 法 和 條 約 條 款 之
間 的 模 糊 地 帶， 也 印 證 了 赫 德 所 領 導 的 中 國 海
關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不 受 英 國 的 擺 佈 而 獨 立 運 作，
也從側面證明赫德作為中國僱員的合宜立場。

（三）佩奇案和“比恩號”躉船事件

“ 台 灣 號 ” 假 貨 單 案 未 結 之 際，1880 年
10 月又發生了佩奇案。佩奇（Edward Page）
是 當 時 廣 州 的 一 名 海 關 巡 役， 當 他 帶 着 一 支 巡
邏 隊 值 夜 班 防 範 走 私 時， 和 中 國 走 私 犯 發 生 衝
突， 一 名 中 國 走 私 犯 被 打 死。 英 國 領 事 有 雅 芝
（Arthur Rotch Hewlett） 以 佩 奇 涉 及 命 案

將 其 逮 捕。 赫 德 為 此 聘 請 律 師 幫 助 佩 奇， 同 時
控告有雅芝非法逮捕。

從 威 妥 瑪 的 視 角 來 看， 領 事 是 按 領 事 司 法
行 事， 是 合 法 的； 而 赫 德 則 認 為 佩 奇 是 在 執 行
公 務， 完 全 無 罪。 此 案 由 英 國 在 華 最 高 法 院 審
判， 佩 奇 抗 辯 的 理 由 是 根 據 樞 密 院 決 定 中 的 先
例， 他 是 清 政 府 的 僱 員， 其 活 動 是 合 法 的。 法
院 反 駁， 稱 該 理 由 不 適 用 於 授 予 治 外 法 權 的 國
家。 總 理 衙 門 亦 參 與 作 證， 稱 佩 奇 的 行 動 是 合
法 的， 赫 德 甚 至 讓 他 指 控 領 事 製 造 冤 獄。 之 後
佩 奇 被 判 無 罪， 而 赫 德 也 藉 機 發 表 了 一 項 行 動
準 則， 以 確 保 海 關 洋 員 在 執 行 公 務 時 不 受 領 事
管 束， 但 英 國 政 府 最 終 未 能 將 體 現 該 原 則 的 條
款 列 入 樞 密 院 條 例。59 赫 德 把 威 妥 瑪 不 肯 出 面
干預的原因理解為個人權力方面的競爭：

從外交上看，威妥瑪不願增強我們的

力量或削弱領事的權力，但我們需要在這

兩條上決戰到底。60

這 個 案 件 的 特 別 之 處 是 英 國 領 事 行 使 領
事 裁 判 權 拘 押 了 致 使 中 國 人 死 亡 的 英 人， 可 見
威 妥 瑪 實 際 上 是 在 捍 衛 領 事 裁 判 權。 同 時， 由
於 佩 奇 是 在 執 行 公 務 的 激 戰 中 射 殺 了 中 國 走 私
者， 其 出 發 點 是 站 在 履 行 職 責 的 正 當 性 中， 赫
德 當 然 要 據 理 力 爭。 不 過， 赫 德 將 此 事 與 威 妥
瑪 個 人 情 緒 好 惡 聯 繫 起 來 似 乎 有 所 偏 頗， 但 確
實 也 無 法 完 全 排 除。 佩 奇 被 釋 放 後， 赫 德 最 終
取 消 了 對 有 雅 芝 的 控 告， 因 威 妥 瑪 曾 威 脅 道：
“ 領 事 有 裁 判 權， 如 果 他 們 的 僑 民 膽 敢 拒 絕 作
證，可以立即把他們監禁起來。”61 這使赫德不
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英國人身份。

在 同 一 時 間， 太 古 公 司 在 長 江 上 的 另 一 條
躉 船“ 比 恩 號 ” 因 拒 不 移 動， 而 被 鎮 江 稅 務 司
康 發 達（F. Kleinwachter） 控 告。 這 又 是 一
起“ 鎮 江 躉 船 號 ” 事 件， 此 時 赫 德 已 無 心 再 予
以 深 究， 就 算 他 認 為 威 妥 瑪 是 錯 的， 海 關 是 對
的， 最 終 他 只 能 對 此 事 妥 協， 原 因 是： 第 一，
經 過 佩 奇 案 等 事 件， 赫 德 知 道 總 理 衙 門 太 軟 弱
了， 不 能 作 為 他 的 後 盾； 第 二， 即 使 此 事 勝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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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自 己 也 會 遭 到 威 妥 瑪、 英 國 駐 華 公 使 館 以
及 使 領 館 各 方 面 的 怨 恨。 赫 德 多 次 為 了 英 國 的
利 益 而 辦 事 卻 得 不 到 他 們 的 配 合 和 理 解， 使 他
夾 在 中 英 兩 國 之 間， 變 得 兩 頭 不 討 好， 為 此 深
感 苦 惱； 第 三， 赫 德 的 家 事 一 直 困 擾 着 他， 面
對 公 私 事 都 不 順 利 的 情 況， 赫 德 無 法 再 抱 有 以
往的幹勁了。

此 時， 威 妥 瑪 也 自 感 年 老 體 衰。 赫 德 告 訴
金登幹：

威妥瑪已申請休假，他將在冬季到來

前回國。現在，連他自己感到滿意的事情

他都不加過問，因此我想他已感到精疲力

盡了。海關的許多事務仍然引起了他的消

化不良症，因此別人認為他對我們是非常

敵視的。我們（他和我）照舊見面，一起

吃飯和談天，但不像十年前那麼熱情和親

切了……62

赫 德 的 情 況 也 不 佳。 從“ 台 灣 號 ” 事 件 開 始，
赫 德 不 斷 有 挫 敗 感， 並 思 考 這 些 事 情 是 不 是 都
值得去解決，他曾對金登幹抱怨：

“人人都有得意的日子”，我也有

過。我把自己的工作一絲不苟地抓在手

中，但是要有新的發展，周圍卻都是敵

手。在中國官員、使領館人員、海關僱員

和商人中，那種一有機會就要“阻撓我的

計劃”的是不乏其人的……我曾加以培養

並給他們做過好事的人數以百計，而不是

屈指可數，但這種長期不求報答的善意，

到頭來卻在所有這些人中（除兩三個例

外）引起了怨恨，並積怨成仇。他們寧願

看到我遭到失敗，而不願看到我繼續活

着……63

他 似 乎 意 識 到 與 英 國 駐 華 使 領 館 抗 衡 會 使 自 己
的 立 場 變 得 更 糟 糕， 他 需 要 放 棄 解 決 那 些 不 確
定是否值得解決的事件。

其 後， 二 人 的 關 係 也 有 緩 和 的 跡 象。 威 妥

瑪 退 任 前 兩 年， 兩 人 較 多 討 論 鴉 片 稅 厘 並 徵 的
方 案 及 與 此 相 關 的“ 封 鎖 香 港 ” 問 題。 二 人 曾
經 在 沙 苗 方 案 上 達 成 共 識， 這 是 根 據《 煙 台 條
約 》 而 討 論 的 鴉 片 稅 厘 問 題 的 一 個 解 決 方 案，
但 由 於 總 理 衙 門 不 支 持， 以 及 威 妥 瑪 後 來 轉 變
想 法， 這 種 共 識 很 快 便 消 失 了。 當 1883 年 威
妥 瑪 離 開 中 國， 雙 方 在 中 國 事 務 中 的 關 係 便 落
下了帷幕。

結語

威 妥 瑪 與 赫 德， 從 本 質 上 講， 都 是 以 侵 略
者 的 身 份 居 住 在 晚 清 時 期 的 中 國。 前 者 旨 在 通
過 不 平 等 條 約 獲 取 英 國 在 華 利 益， 後 者 則 以 僱
員 的 身 份 維 護 條 約 體 制 下 的 清 政 府 權 益， 並 在
方 便 時 協 助 英 國 在 華 商 業。 這 就 使 得 二 人 在 華
期 間 的 關 係 不 僅 是 基 於 機 緣 和 性 情， 更 與 中 英
關係、職權的交鋒緊密纏繞在一起。

在 1875 年 以 前， 他 們 是 不 折 不 扣 的 師 友
關 係， 二 人 不 但 相 互 欣 賞， 對 中 國 問 題 的 看 法
也有着廣泛的一致性。應該說，二人都有好學、
勤 懇 鑽 研 的 學 者 特 質， 又 秉 持 着 英 國 式 的 恪 遵
職 守 精 神， 且 都 有 很 強 的 權 力 欲。 滇 案 的 交 涉
過 程 使 得 二 人 的 關 係 發 生 了 變 化， 除 了 個 人 性
情、 行 為 方 式 等 因 素， 不 同 的 利 益 出 發 點 更 是
他 們 產 生 分 歧 的 原 因。 威 妥 瑪 也 許 因 赫 德 在 為
清 政 府 購 買 艦 艇 一 事 上 對 自 己 權 責 的 侵 越， 而
感 受 到 對 方 的 權 力 欲 和 野 心， 從 而 開 始 對 他 冷
淡； 赫 德 則 厭 倦 了 威 妥 瑪 的 暴 躁 難 纏， 索 性 從
兩 邊 討 好、 居 間 調 停 的 角 色 轉 變 為 站 在 清 政 府
一 方。 這 種 轉 變 不 僅 基 於 性 情 和 職 守， 更 有 着
個人利益的考量。

威 妥 瑪 與 赫 德 關 係 的 冷 淡 使 後 者 贏 得 了 清
政府的信任，二人更在鎮江躉船案、“台灣號”
假 貨 單 等 案 件 中 進 行 直 接 的 對 抗。 對 於 在 這 些
較 量 中 失 敗 的 威 妥 瑪 而 言， 這 意 味 着 他 對 總 理
衙 門 的 影 響 力 已 完 全 輸 給 了 赫 德， 64 英 國 在 華
利 益 的 邊 界 亦 被 重 新 界 定； 而 赫 德 則 更 加 成 為
恭 親 王 所 說 的“ 我 們 的 赫 德 ”， 中 國 的 利 益 在
過程中得到維護。不過，赫德也在佩奇案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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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號 ” 躉 船 事 件 中 意 識 到 他 與 英 國 駐 華 機 構 對
抗 的 代 價。 威 妥 瑪 退 休 前 兩 年， 二 人 關 係 日 漸
緩 和， 多 欲 尋 求 共 識 並 減 少 對 抗， 有 惺 惺 相 惜
之意。二人關係的變化反映出在不平等條約下，
英 國 在 華 利 益 的 直 接 代 理 人 和 間 接 代 理 人 之 間
繞不開的矛盾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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