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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約問題”與清末中葡南海煤礦案交涉       莫婉娟

“法約問題”與清末中葡南海煤礦案交涉

摘   要 甲午戰後，廣東開礦權是列強掠奪在華利權、競爭勢力範圍的焦點。1895
年，法國企圖以《續議商務專條附章》擅專廣東開礦權，後因英國、葡萄
牙等意圖利益均沾，遂演變為“法約問題”。鑑於此，在對廣東商人容良
冒入葡籍申請開採南海煤礦案的處理中，兩廣總督在依章駁拒、藉助民情
抵制失敗後，利用法國的擅專牽制英國及抵制葡萄牙，最終挽回礦權。兩
廣總督對廣東外資辦礦的抵制，是清末廣東收回利權運動的前奏，折射出
條約執行的複雜性與清政府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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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兩 廣 總 督 岑 春 煊 認 為 開 礦 是 清 末 廣 東 急 需
辦 理 的 要 務。1 光 緒 二 十 一 年（1895 年），法
國 通 過《續 議 商 務 專 條 附 章》（以 下 簡 稱“法
約”），獲得廣東開礦優先權，2 企圖以此擅專，
阻 攔 他 國 開 礦，後 因 國 際 競 爭 演 變 為“法 約 問
題”，使廣東開礦權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光
緒二十八年（1902 年），廣東商人容良冒入葡
籍，企圖利用最惠國待遇，申請開採南海煤礦，
兩廣總督由此揭露出廣東礦務中的“法約問題”：

竊維粵省礦產饒富，外人垂涎已久，

自我與法訂有兩廣、雲南開礦，可先向

法國礦師廠商商辦之約，頗招各國疑心。

在法則以為訂有條約，兩廣、雲南開礦權

利，已入其勢力範圍。是以今年遇有開

礦之事，往往援據專條，阻止各國承辦，

在各國則以獨許法國專利，於最優待之例

未合，不肯承認，必欲令本國商人邀准開

採一二礦以破壞，拒之既有不能，應之亦

多未便，種種束縛，對待之術幾窮。……

法約問題，一日不能解決，則兩廣礦務，

一日不能放手開辦，亟須妥籌抵制之法，

庶免坐失利權。3

由此可見，在列強的瓜分狂潮下，葡萄牙的開
礦申請與法國以法約擅專廣東開礦權的意圖構
成潛在矛盾。那麼，清政府如何挽回南海煤礦
權？對此，學界目前尚缺乏專門研究。如何認
識兩廣總督挽回南海煤礦權的實踐，關係彼時
清政府利權收回運動的客觀評價，對深化清末
中葡關係史的研究亦有助益。4 本文將主要依據
“礦務檔”及《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
領事館檔案》等資料，以“法約問題”背景下
兩廣總督因應南海煤礦案的交涉為中心，對兩
廣總督抵制清末廣東外資辦礦的籌謀與作為進
行討論。

一、冒入葡籍：地方採礦捲入國際競爭

甲午戰後，列強以《馬關條約》的簽訂為
契機，以掠奪路礦權、強劃租界為中心，爭奪
在華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外資在
華辦礦因此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5 1895 年，
法國充當瓜分狂潮的急先鋒，利用三國干涉還
遼的有利時機，逼迫清政府簽訂中法《續議商
務專條附章》。法國通過《附章》第五條“中
國將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時，可先向法
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獲得開採廣東礦山
的優先權。6 1897 年，法國又重申該項權利，
迫 使 總 理 衙 門 同 意“按 照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二十八日商務專條附章第五條，現即議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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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廣 西、雲 南 南 邊 三 省 界 內 礦 務，中 國 國
家開採之時，即延用法國礦師、廠商商辦”，7

明 確 獲 得 開 採 三 省 礦 山 優 先 權 的 條 約 依 據。條
約 的 締 結 與 修 改 增 強 了 法 國 在 中 國 西 南 的 經 濟
勢 力，使 法 國 進 一 步 將 雲 南 和 兩 廣 納 入 其 勢 力
範 圍，並 引 發 了 列 強 對 兩 廣 礦 權 的 爭 奪 大 潮。
除 法 國 外，因 兩 廣 靠 近 港 澳，其 礦 產 資 源 也 受
到 英 國 和 葡 萄 牙 的 垂 涎。為 此，清 政 府 大 力 鼓
勵本國商人開礦，以保護利權。

廣東屬於嚴重缺煤的省份。清末廣州因缺煤
嚴重，一度引起柴薪供不應求，價格高漲。光緒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1902 年 4 月 4 日），
容 良 以 香 山 縣 人 的 身 份 向 廣 東 海 防 善 後 局 申 請
開 採 廣 東 省 南 海 縣 金 利 司 屬 大 嶺 山 煤 礦，計 劃
產 出 後 主 要 運 銷 廣 州，以 緩 解 廣 州 柴 價 高 漲、
燃 料 不 敷 應 用 的 情 況。容 良 自 稱 久 歷 外 洋，自
備 資 斧，對 開 採 礦 產 十 分 熟 悉。結 合 相 關 資 料
可 推 斷，容 良 是“中 國 留 學 生 之 父”容 閎 的 侄
子、首批留美學童容尚謙。8

容 尚 謙（1863—1954），又 名 容 良，族
名 徵 蘭，號 輝 珊，廣 東 香 山（今 珠 海）南 屏 鎮
人。同治十一年（1872 年），容閎回到家鄉南
屏，將 九 歲 的 侄 子 容 尚 謙 帶 往 上 海 預 科 學 校 學
習；同 年，容 尚 謙 作 為 中 國 首 批 官 費 幼 童 赴 美
國留學。他於光緒七年（1881 年）回國後，與
詹 天 佑 等 人 一 起 被 分 配 至 福 州 船 政 學 堂 駕 駛 班
學習。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變法失
敗，力 倡 變 法 的 容 閎 走 出 國 外，作 為 侄 子 的 容
尚 謙 遭 受 牽 連，隱 居 澳 門，在 一 所 女 子 學 校 當
教書先生。9 他以容良之名申請開採南海煤礦，
正是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事。

容 良 對 開 礦 一 事 十 分 急 切，他 在 申 請 中 提
供 了 本 應 由 地 方 官 負 責 勘 察 的 礦 情、民 情 等 材
料，稱 大 嶺 山 屬 於 官 荒，煤 礦 資 源 豐 富，並 且
已 與 當 地 山 鄰 紳 耆 訂 立 甘 結 一 份，獲 得 鄉 民 同
意。廣 東 海 防 善 後 局 收 到 容 良 的 申 請 後，飭 令
南 海 縣 按 照 礦 務 章 程 逐 細 堪 明，並 允 許 容 良 前
往引勘。南海知縣收到飭文後，立即出示曉諭，
令當地紳耆提前開導鄉民，並示期於光緒二十八

年五月二十九日（1902 年 7 月 4 日）前 往 大 嶺
山勘查。10 不料勘查時，當地鄉民周旺祖等以有
礙 風 水 為 由，冒 多 名 不 知 情 的 地 方 紳 耆 之 名，
混 稟 上 訴 阻 撓。因 地 方 民 情 不 洽，進 一 步 的 勘
查被暫時擱置。容良為盡快辦礦，遂冒入葡籍，
訴 諸 葡 萄 牙 駐 廣 州 總 領 事 敦 促 辦 理，以 跨 越 地
方民情阻攔。

在 法 國 意 圖 擅 專 的 背 景 下，南 海 煤 礦 案 因
容 良 冒 入 葡 籍 被 迫 捲 入“法 約 問 題”，由 地 方
採 礦 問 題 演 變 為 潛 藏 國 際 競 爭 的 外 交 案 件，加
重 廣 東 礦 權 被 瓜 分 的 危 機。實 際 上，當 地 鄉 民
稱 開 礦 有 礙 風 水 只 是 表 面 的 托 詞，所 有 來 文 均
指 向 周 祖 旺 等 意 圖 私 挖 煤 礦，故 意 抗 示 擄 人，
唆 使 族 人 混 稟 上 訴，以 阻 撓 開 礦。同 年 七 月
十 四 日（1902 年 8 月 17 日），大 嶺 山 附 近 鄉
民稟稱周祖旺父子等鼓眾抗阻，控訴此案有三十
多人皆被冒名，請求除名；11 四日後（1902 年
8 月 21 日），大嶺山附近鄉民周詞等向南海知
縣稟稱已遵曉諭嚴格約束族人出具甘結：

乃因周旺祖父子貪利忘義，先因疊次

私挖煤礦售賣，誠恐商人承辦後毋從偷

挖，是以擅將周壯楠鎖凌，蒙派差勇吊

放，周旺祖始知悔悟，將楠放回，復敢瞞

聳周許養等，以採煤有礙等謊，並冒將族

內耆老多名混訴。12

次年二月二十八日（1903 年 3 月 26 日），被
冒 名 混 稟 的 當 地 廩 生、增 生 與 附 生 等 數 十 人，
又五次前來稟請除名。 13

綜 上，南 海 知 縣 在 給 周 建 祥 等 人 的 判 文 中
對民情問題進行了梳理：周旺祖故意阻撓開礦，
趁 勘 查 期 間 嗾 眾 鳴 鑼 抗 阻，擄 去 族 人 周 壯 楠 示
威，並 假 稱 已 經 稟 官 註 銷 容 良 開 採 煤 礦 一 案，
要 求 族 人 攤 還 所 花 費 用。當 知 縣 勘 查 完 成 來 到
周 姓 大 宗 祠 時，“（周）旺 祖 不 敢 出 頭，又 嗾
出 周 姓 不 宗 之 廣 西 舉 人 周 維 宗、武 生 周 振 鴻 來
見。又 有 花 縣 駱 姓 紳 士 職 員 駱 勤 潤、生 員 駱 朝
選遞稟求見，或言不能開採，於石塘風水有礙，
或 言 駱 文 忠 早 已 封 禁 有 案，附 近 村 莊 諸 多 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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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語”。 14 由 此，南 海 知 縣 判 定，大 嶺 山 下 石
塘 鄉 周 姓 族 人 與 花 縣 境 內 周 姓 本 族，因 容 良 開
礦一事已分為兩派，“大嶺最近者惟石塘周姓，
又 串 出 別 鄉 以 為 之 翼，阻 力 愈 大。總 之，周 旺
祖 出 頭 抗 阻 固 是 私 心，而 周 建 祥 等 請 之 甚 力，
未必出於公心也”。15 因民情問題牽涉面太廣，
南 海 知 縣 認 為，如 果 讓 容 良 開 辦 大 嶺 山 煤 礦，
必 須 先 召 集 石 塘 及 附 近 各 鄉 敦 切 開 導，此 後 開
礦才不會引起民情問題。16 可見，開礦申請因地
方 民 情 不 洽 被 南 海 知 縣 暫 時 擱 置，是 促 使 容 良
冒入葡籍、觸及“法約問題”的直接原因。

二、於法不合：利用制度與程序堅決駁拒

在 南 海 知 縣 審 理 控 訴 期 間，容 良 通 過 冒
入 葡 籍 訴 諸 葡 萄 牙 駐 廣 州 總 領 事 與 兩 廣 總 督 交
涉，試 圖 通 過 兩 廣 總 督 敦 促 南 海 知 縣 盡 快 解 決
地方民情問題。兩廣總督接到葡總領事來文後，
立 即 敦 促 地 方 官 復 勘 大 嶺 山。針 對 前 期 出 現 的
抗 阻 問 題，葡 總 領 事 建 議 直 接 派 差 前 往 彈 壓 解
決。復 勘 後，容 良 又 不 斷 訴 諸 葡 總 領 事，多 次
照 會 兩 廣 總 督 德 壽、岑 春 煊，請 求 變 通 辦 理，
發給執照，均被一一駁斥。

德 壽 認 為 給 照 程 序 要 與 定 章 相 符，應 待 南
海 縣 勘 明 後 再 咨 請 外 務 部 核 辦，才 能 給 照。因
礦 山 附 近 鄉 鄰 眾 情 不 洽，仍 需 繼 續 開 導 以 防 滋
事。此 外，他 認 為 容 良 冒 入 洋 籍，以 外 力 挾 制
辦 礦 的 意 圖 非 常 明 顯，為 人 不 可 靠，同 時 容 良
提交的甘結也需要查實核明。17 對此，容良與葡
總 領 事 置 若 罔 聞，其 後 又 多 次 照 會 新 任 兩 廣 總
督岑春煊，請求變通辦理。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閏 五 月（1903 年 7 月），
葡 總 領 事 首 次 照 會 兩 廣 總 督 岑 春 煊，直 接 提 出
放 寬 給 照 程 序 的 要 求，即 可 先 行 給 照，再 一 面
飭 縣 令 勘 明，一 面 咨 外 務 部 立 案。 18 同 年 六 月
十八日（1903 年 8 月 10 日），岑春煊以開礦
須 遵 定 章，礙 難 變 通 為 由 拒 絕 了 葡 總 領 事 的 要
求，指 出 因 此 案“業 經 德 前 部 堂 飭 縣 傳 集 山 鄰
查 訊 明 確，稟 由 善 後 局 核 明 詳 候，咨 請 外 務 部
暨 礦 路 總 局 核 辦”，而“商 人 容 良 並 未 奉 准 給

照 開 辦，遽 即 預 請 礦 師 煤 工 係 屬 自 誤，亦 與 人
無涉也”。 19

隨 後 葡 總 領 事 又 再 次 照 會 岑 春 煊，試 圖 援
照廣東龍門煤礦、陽山鉛礦兩案辦理。然而，龍
門、陽山兩案依據的是光緒十一年（1885 年）
廣東礦政總局招 商 開 辦 礦 務 簡 明 章 程 辦 理。該
章 程 專 門 招 徠 內 地 商 民 開 礦，並 說 明 不 准 洋 人
附 股。因 容 良 是 葡 籍，並 不 適 合 援 照 辦 理。岑
春 煊 着 重 強 調 了 礦 務 章 程 的 嚴 肅 性，指 出 此 案
與 龍 門、陽 山 兩 案 因 華 洋 商 籍 貫 不 同，故 適 用
章 程 有 別，稱 因“上 年 承 准 外 務 部 咨 行 奏 定 礦
務 章 程，凡 擬 開 辦 礦 務 者，均 須 由 外 務 部 暨 北
京 路 礦 總 局 核 奪，未 奉 批 准 以 前 不 得 開 辦，界
限極為嚴明”。20 不料葡領事對此無視，又要求
援 照 廣 東 礦 務 章 程 辦 理 給 照。光 緒 二 十 九 年 八
月十六日（1903 年 10 月 6 日），岑春煊以“若
准洋商援照辦理，則事關交涉，將來設有轇轕，
諸 多 妨 礙，彼 此 均 有 不 便，斷 難 通 融”為 由 照
會葡總領事。21 由上可知，岑春煊早已明確指出
該 章 程 不 適 用 於 洋 商。葡 領 事 此 次 重 提，足 見
其脅迫辦理的意圖。

在 遭 到 岑 春 煊 三 次 堅 決 駁 拒 後，容 良 與 葡
總 領 事 開 始 轉 變 策 略，一 面 稟 請 大 西 洋 署 使 照
會 外 務 部 辦 理 給 照，一 面 積 極 緩 和 與 兩 廣 總 督
的 關 係，主 動 承 諾 遵 照 章 程 辦 理，並 提 出 將 提
成本百分之一繳局，提前呈繳照費銀一千元。22

岑 春 煊 再 次 以 此 案 應“俟 南 海 縣 查 勘 明 確，稟
由 善 後 局 核 明，具 詳 到 院，再 行 轉 咨 外 務 部 核
奪 辦 理，未 經 奉 部 核 准 給 照 以 前，未 便 先 收 該
商照費，致與定章不符”，將照費送回。23

綜 上 所 述，由 於 兩 廣 總 督 對 礦 務 章 程 的 堅
決 維 護，葡 總 領 事 在 初 期 交 涉 中 軟 硬 兼 施，企
圖 變 通 辦 理，皆 未 能 跨 越 民 情 阻 攔 的 問 題。中
葡 雙 方 經 過 一 年 多 的 交 涉，開 礦 申 請 仍 停 留 在
最 初 的 地 方 官 勘 查 階 段。在 交 涉 中，因 容 良 為
申 請 開 礦 冒 入 葡 籍、葡 總 領 事 迭 次 照 會 催 促 辦
理 等，給 兩 廣 總 督 留 下 了 容 良 不 可 靠、依 仗 葡
萄 牙“脅 迫 辦 理”的 負 面 印 象，由 此 也 更 加 堅
定了兩廣總督抵制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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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情可用：鼓動民意抵制採礦

因 懷 疑 地 方 官 有 意 拖 延，葡 方 轉 而 設 法 向
外 務 部 提 交 申 請，試 圖 通 過 外 務 部 向 兩 廣 總 督
施 壓。外 務 部 覆 照 需 在 兩 廣 總 督 咨 覆 後 再 行 核
辦，隨 即 飭 令 兩 廣 總 督 上 報 實 情。24 岑 春 煊 將
經辦此案的詳情稟呈外務部，強調容良意圖“假
借 洋 籍 圖 准 承 辦”，因 地 方 民 情 不 洽，需 待 南
海 縣 勘 明 後 再 咨 覆 到 部。25 此 案 的 關 鍵 又 重 新
回到地方民情問題。

因姚縣令復勘後認為民情不洽，不宜開採，
葡 總 領 事 擔 心 因 此 受 阻，遂 針 對 復 勘 情 形 與 兩
廣總督展開激烈辯駁。葡總領事遞交兩份清摺，
將 地 方 民 眾 抗 阻 歸 咎 於 姚 縣 令 自 誤 與 地 方 官 員
有 意 挑 唆，堅 決 咨 請 外 務 部 核 辦：其 一，葡 方
認 為 姚 縣 令 當 日 勘 查 所 見“千 餘 人 抗 阻”的 情
形，源 於 金 利 司 用 錢 財 唆 擺 鄉 人 出 頭 引 起，並
懷 疑 地 方 官 有 意 鼓 動 百 姓 阻 攔，稱 有 鄉 人 提 到
“此 次 實 係 金 利 司 官 先 到，宣 言 上 憲 有 意 不 准
商人承辦，鼓舞周旺祖等糾同鄉人掯阻”，26 且
官 府 中“有 一 人 前 往 該 村 告 知 該 村 人 等 不 可 准
伊 等 在 此 開 礦，從 前 有 廣 東 新 聞 紙 上 有 電 報 一
條 云”，判 定“如 此 情 形 似 有 定 見 不 給 開 礦 之
意，實 與 國 家 所 定 開 礦 章 程 不 符”，而“照 外
務 部 所 定 章 程 斷 無 以 民 間 抗 阻 即 行 停 辦 之 理，
若 有 礙 難 之 處，即 照 定 章 辦 理”；其 二，葡 方
認 為 姚 縣 令 服 官 時 間 短，閱 歷 不 深，把 四 五 十
人 看 成 二 十 倍 之 多，而 當 地 祠 堂 很 小，根 本 無
法容納千餘人。27

葡 方 同 時 抄 送 多 封 信 件，揭 露 地 方 官 與 商
人 有 意 挑 唆 民 情，阻 攔 開 礦 或 意 圖 招 徠 其 他 商
人 承 辦，試 圖 通 過 挑 起中國與 列強 的 矛盾 迫使
岑春 煊 讓 步。信 件內容 包 括：其一，石塘 鄉人 周
瑞卿陳述了南海縣金利司官在姚縣令復勘當天，
提 前 買 通當 地 鄉民包 括 無 賴 等，於 石 塘 鄉 周 姓
祠 堂 跪 官 阻 攔 等 事；其 二，“石 塘 鄉 某 人”陳
述了金利司官凌辱此前出具甘結的鄉民等細節；
其三，提供了有關阻撓開礦人的資訊，28 稱：

本月初四日，有南海縣署收發委員姜

文暉，別字梅村，到金利司署與司官商量

鼓動鄉人阻撓大嶺礦事。又查石塘鄉人周

亞益，即友三，花名胡椒益，係南關太平

沙和興鹹魚欄股東，此人慫恿鄉人周旺祖

等阻撓，並另招別商鍾伯齊攙奪承辦。29

《申 報》亦 曾 報 導 岑 春 煊 鼓 勵 商民 開 採 以 防 範
葡萄牙一事，稱：

葡國駐粵領事官某君輙欲行干涉其

事，督憲岑雲帥以內地礦產不可為外人染

指，以致坐失利權，因即鼓勵商民自行開

採，並即電告京師商務部立案。現聞在

粵商人已集股有成，特未悉何時方可開辦

耳。30

鑑 於 葡 總 領 事 以 金 利 司 暗 中 挑 起 民 情，妄
指中國有不准外國開礦之意，有激起列強矛盾、
釀 成 重 大 交 涉 的 風 險，岑 春 煊 不 得 已 地 作 出 妥
協 和 讓 步。其 在 表 面 上 放 棄 了 以 民 情 不 洽 作 為
駁 斥 理 由，轉 以“既 經 勘 明 該 山 係 屬 官 荒，開
採 煤 礦 於 附 近 田 園 廬 墓 並 無 干 礙，亦 非 從 前 封
禁 之 山，自 未 便 任 聽 周 許 養 等 聚 眾 抗 阻，致 阻
塞利源”覆照葡總領事，31 並同意將此案詳情及
容 良 所 繳 圖 結 咨 呈 外 務 部 暨 商 部 核 明，以 澄 清
輿論：

至來文所稱金利司用財唆擺土人出頭

阻抗及廣東報紙所載電報各節，現經本部

堂如此辦理，則前此所有謠言，貴總領事

官諒亦可釋然無疑矣。32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從 葡 方 提 供 的 證 據 與 雙 方 的 交
涉 推 斷，地 方 官 曾 試 圖 藉 助 民 情 暗 中 抵 制 開 礦
之 事 或 許 不 虛。不 料 金 利 司 行 為 暴 露，加 之 正
值 1902 年 奏 定 的 礦 務 新 章 頒 行 不 久，各 國 多
有 不 滿。當 時 有 某 報 報 導 了 各 國 公 使 對 礦 務 新
章 的 反 應，稱 在 京 各 國 公 使 認 為 商 部 所 奏 定 之
礦 務 新 章 與 商 約 所 訂 不 符，聲 明 不 予 承 認。33

在 這 一 背 景 下，作 為 交 換，岑 春 煊 不 得 不 在 表
面 上 同 意 將 容 良 的 申 請 遞 交 外 務 部 核 奪，足 見
其交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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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利 用 制 度 章 程、地 方 民 情 均 抵 制 失 敗 的
情 況 下，岑 春 煊 又 行 文 一 封，陳 述 此 案 實 情，
以“法 約 問 題”稟 請 外 務 部 妥 為 抵 制。光 緒
三 十 年 五 月 十 八 日（1904 年 7 月 1 日），商
部收到該案申請後，即咨請外務部核奪：

其是否悉與新定礦務章相符，本部無

從核辦。此案事關交涉，應由貴部核奪咨

覆。34

可 見，在 民 情 問 題 被 迫 跨 越 後，地 方 交 涉 階 段
結束。此後，處理該案的權柄完全操於外務部。

四、以夷制夷：對列強矛盾的利用

面 對 葡 總 領 事 通 過 外 務 部 施 壓 的 意 圖，岑
春 煊 通 過 對“法 約 問 題”的 有 效 把 握，利 用 法
國在兩廣開礦權上的擅專向外務部“施壓”，間
接抵制葡萄牙。光緒三十年五月十三日（1904 年
6 月 26 日），岑春煊再次稟請外務部堅決駁斥，
稱葡總領事在地方民情不洽時脅迫辦理：

雖地方紳民未盡允洽，而西洋總領事

總以開礦為利所在，未便任聽紳民阻撓，

並疑地方官有意聳動百姓，與之為難，堅

求咨請貴部核辦，不得不姑徇所請。35

此 外，岑 春 煊 認 為 容 良 申 請 前 後 籍 貫 不 一，為
人 不 可 靠。他 指 出 容 良 在 首 次 申 請 受 阻 後，便
冒 入 葡 籍 讓 葡 總 領 事 出 頭 干 預，如 果 批 准 他 承
辦，勢 必 引 起 法 國 不 滿，弊 端 甚 多。36 這 些 弊
端正是源於前述兩廣總督揭露的“法約問題”。

在 南 海 煤 礦 案 處 於 地 方 交 涉 階 段 時，法 國
擅 專 進 一 步 加 強，直 接 阻 攔 他 國 在 兩 廣 開 礦。
1903 年，法 領 事 以 中 法 條 約 為 據，要 求 兩 廣
總 督 在 兩 廣 開 礦 中 任 用 法 國 礦 師，迫 使 三 岔 山
英 國 礦 師 被 礦 商 辭 去，引 起 英 法 矛 盾。37 英 國
在 兩 廣 開 礦 權 上 與 法 國 意 見 極 深，早 在 法 約 簽
訂 前，英 國 便 多 加 干 涉；簽 訂 後，英 國 又 多 次
向 總 理 衙 門 抗 議，要 求 補 償 利 益。為 調 整 兩 國
在 中 國 西 南 的 利 益 爭 端，英 法 兩 國 於 1896 年

１月 15 日 簽 訂《倫 敦 聲 明》。英 國 以 承 認 法
國 既 得 利 益 為 前 提，獲 得 當 前 或 未 來 兩 國 共 享
雲 南 和 四 川 兩 省 利 益 等 承 諾，38 但 英 方 仍 然 堅
持 向 中 方 索 取 與 法 國 在 兩 廣 開 礦 權 上 同 等 的 地
位。1903 年 3 月 17 日，英國公使向外務部申
訴，不 肯 承 認 兩 廣 礦 務 先 讓 法 國 承 辦 一 事，並
以 曾 面 晤 總 署 王 大 臣，得 其 允 諾“以 此 次 應 許
法 國 者，與 托 英 國 礦 師 承 辦 之 處，毫 無 妨 礙 云
云”。39 兩 日 後，駐 廣 州 的 英 國 總 領 事 以 英 國
礦 師 被 辭 一 案 照 會 兩 廣 總 督，以 違 背 最 優 待 之
理為由，再次要求與法國利益均沾。

面 對 英 國 提 出 的 爭 議，時 任 兩 廣 總 督 德 壽
極 力 避 免 英 法 和 局，以 免 日 後 利 權 被 進 一 步 瓜
分。其認為：

中國礦產饒富，外人垂涎已久，和議

告成，勢必紛至沓來，爭先謀辦，而廣

東、廣西、雲南三省礦務，前與法國訂定

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官商俱為

束縛，欲將此款廢除，恐難做到。40

故 德 壽 稟 請 外 務 部 與 法 國 進 一 步 明 晰 條 約，建
議 將 三 省 內 由 國 家 辦 理 的 礦 區，按 照 法 約 先 向
法 國 廠 商 及 礦 師 人 員 商 辦，由 商 民 承 辦 的 礦 區
都由他們自行決定，以緩解英國的爭議。41 外務
部 認 為 這 一 區 分 並 沒 有 必 要，稱 議 約 之 時 在 用
詞上已提前防範法國擅專：

法使原約法國廠商上，係“則向”二

字，總理衙門以不能給法國獨專利，迭次

爭辯，法使改為“先向”二字，復經再

三磋磨，於先向加一“可”字，以參活

筆……約內雖未分晰，亦足以備辨論。42

因 此，外 務 部 以“與 來 照 所 稱 各 節，語 氣 稍 有
未 符”覆 照 英 國，申 明 有 關 兩 廣 礦 務 在 條 約 中
並未給予法國專利，以抵制英國的利益均沾。43

面 對 英 國 的 施 壓，清 政 府 並 不 與 法 國 進 一
步 明 晰 條 約，轉 而 利 用 法 國 在 實 際 中 的 擅 專 抵
制 英 國 均 沾 利 益。清 政 府 利 用 英 法 矛 盾 牽 制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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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的 策 略，也 在 無 意 中 繼 續 默 許 了 法 國 對 兩 廣
開 礦 權 的 擅 專，使“法 約 問 題”繼 續 存 在。在
這 一 背 景 下，如 果 中 方 允 許 容 良 在 廣 東 開 礦，
將來勢必招致法國責難，引起新的衝突與交涉。
鑑 於 此，岑 春 煊 認 為 對 此 案 的 處 理 亦 要 首 先 考
慮 防 範 法 國，避 免 因 觸 及“法 約 問 題”損 失 利
權。為此，兩廣總督有意繼續利用法國的擅專，
抵制葡萄牙的趁機謀辦。在法國的間接壓力下，
外 務 部 採 納 了 岑 春 煊 的 提 議，以“承 辦 礦 務，
必 須 公 正 可 靠 之 人，方 能 有 利 無 弊。茲 容 良 本
係 粵 人，前 以 職 商 請 辦 該 礦，未 邀 批 准，即 冒
入 洋 籍，慫 恿 葡 領 事 代 為 請 辦，意 圖 挾 制，其
人 之 不 安 分 已 可 概 見，未 便 稍 事 遷 就”為 由 駁
斥 葡 方，飭 令 該 礦 由 粵 省 籌 集 款 項 自 行 開 採，
以杜覬覦。44

光 緒 三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1904 年 9 月
30 日），岑春煊照會葡總領事，正式傳達外務
部不批准容良開採南海縣大嶺山煤礦的決定。45

至 此，此 案 最 終 了 結。此 間，容 良 曾 轉 托 信 用
較 高 的 澳 門 葡 籍 華 商 張 文 畬 等 出 面，集 合 葡 華
商 人 資 本 十 萬 元 作 為 一 千 股，每 股 一 百 元，申
請 開 設 廣 興 有 限 中 外 公 司，領 照 開 辦 大 嶺 山 煤
礦。46 岑 春 煊 以 張 文 畬 等 五 人 都 是 葡 商，華 商
僅 有 馬 寶 仁、唐 鴻 兩 人，與 礦 務 章 程 不 符 為 由
最終駁拒。47

此案的成功辦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時勢發展至二十世紀，葡萄牙早已無

復大航海時代海上強國的地位，在諸多列

強中的存在感比較弱。而與此相應的是，

清政府各省總督也不復鴉片戰爭初期的茫

然，或多或少掌握了一定的外交經驗與手

段，尤其是在開風氣之先的廣東地區的兩

廣總督，在中外交涉中起到重要作用。48

與 此 同 時，葡 萄 牙 失 去 了 往 日 的 勢 力 與 輝 煌，
成為歐洲弱小、貧窮的國家。黃慶華曾指出：

由於傳統的中外關係發生了巨大變

化，葡萄牙人依靠西方列強的勢力，不僅

向清政府公開要求與列強利益均沾，要求

享受超出中國給予列強的待遇，甚至還暗

中謀求澳門的領土主權。49

在 這 一 過 程 中，葡 萄 牙 尤 其 依 賴 英 國。如 勘 定
澳 界 時，澳 葡 當 局 曾 多 次 爭 取 獲 得 英 國 方 面 的
支 持。由 此 也 可 推 測，中 方 在 案 前 對 英、法 的
分 化，無 形 中 削 弱 了 葡 萄 牙 的 力 量，這 也 是 此
案最終能轉圜的重要原因。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兩 廣 總 督 對 法 國 擅 專 並 非
默 許。其 在 利 用 法 國 擅 專 抵 制 英、葡 兩 國 的 同
時，堅決依章駁斥法國的開礦申請，有效避免了
以犧牲自身利益換取“以夷制夷”的弊端，使廣
東礦區免於被列強瓜分。50 雖然“法約問題”在
當時難以解決，但岑春煊為籌謀保全兩廣礦區利
權，圍繞“師夷”與“制夷”向外務部提出應對
“法約問題”的兩種主張，認識較為深入。

其一，深閉固拒，“師夷長技以制夷”：

將兩廣礦地，概行圈出，由官自辦，

無論華商、洋商，均不准報承。以杜各國

要求，暫擇易開之礦數處，先用土法開

採，一面選派聰穎學生，分往各國專習礦

師製造，並在內地廣開礦務學堂，以資造

就，則數年之後，人材輩出，礦師、機器

均可無待外求，法約不廢而自廢。目前如

須延請外洋礦師，亦可令其先在中國入

籍，再行聘用，法人自無可藉口。51

其二，均勢外交，“以夷制夷”：

酌准各國擇開一二礦，應何國礦師，

及向何廠購買機器，悉聽商人自便，公眾

概不過問，法人如無間言，則以後如有華

商，即可援照辦理。法人如仍執前約，與

我詰難，亦可請各國出頭公斷，乘機更易

前約，較之固循坐誤，究亦稍勝一籌。52

囿 於 時 局，岑 春 煊 又 指 出 以 上 兩 種 辦 法 存 在 較
多窒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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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之說，則兩廣礦務利益，外人永

不能沾，難保各國不群起相爭，際此國勢

孱弱，恐難堅拒，且選派學生，開設學

堂，費鉅效遲，能否如願相償，亦覺毫無

把握；由後之說，固可借各國勢力，與法

抵抗，惟法人於兩廣雲南，蓄志圖逞，已

非一日，設竟藉端別肆要求。固應稍或失

宜，誠恐立釀重大交涉。53

由 此 可 知，國 家 衰 弱、條 約 體 制 與 礦 師 人 才 的
缺 乏 是 限 制 早 期 兩 廣 礦 業 起 步 的 主 要 因 素。岑
春煊對“法約問題”及解決辦法認識較為深刻，
但 受 制 於 國 勢，以 上 辦 法 實 際 上 均 難 以 實 行。
正如李玉所言：

晚清官員因職務處境，而對國家危局

的認知自然較一般人真切而又深刻，但發

展經濟，則是晚清國家應變與治理的眾多

環節之一，不能孤立進行，而受制於政治

與外交環境。54

無 疑，“法 約 問 題”在 當 時 難 以 解 決，但 岑 春
煊 對“法 約 問 題”的 籌 謀 與 作 為 影 響 了 清 末 收
回 粵 漢 鐵 路 利 權 中 對 英 借 款 條 約 的 擬 定，有 效
地防止了英國對廣東鐵路利權的擅專。

1905 年，因急於收回粵漢鐵路利權，張之
洞 在 權 衡 之 下 決 定 向 英 國 借 款。其 借 款 合 同 附
加規定：今後，中國若再要借外債修粵漢鐵路，
在 同 等 條 件 下，英 國 有 貸 款 及 出 售 鐵 路 材 料 的
優 先 權。55 對 此，岑 春 煊 援 引 法 約 教 訓，致 電
張之洞，其時中法議定：

“中國將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

時，可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一

語，至今兩廣遇有開礦之事，法人即以此

條藉口，竟為所縛束，不能移動。現若

許英所索，將來三省鐵路權利，難保不即

在英人掌握之中。煊因有鑑於兩粵礦務，

不能無所顧慮。且英人注意九龍之路，法

人注意廣州灣之路，若許英以此項利益，

法人必起而力爭。56

鑑 於 此，岑 春 煊 強 烈 建 議 張 之 洞 寧 可 利 息 加 重
也 要 設 法 降 低 英 方 條 件，即 使 萬 不 得 已，也 要
在“先 盡 英 國 商 辦”之 下，加 入“次 向 某 國 某
國並商”及“由我比較，擇公道者酌定”等句，
保 證 語 意 圓 滿，進 退 自 主。同 時，岑 春 煊 還 建
議 加 入“借 款 之 國 不 得 強 我 定 用 其 材 料 工 匠，
須 由 我 自 擇 何 者 便 利 而 用 之”等 語，避 免 受 其
暗 中 脧 削。為 限 制 英 方 壟 斷 鐵 路 利 權，張 之 洞
後與英方約定，凡關於鐵路用人、擇地、管路、
行 車 及 開 礦 之 權，英 方 都 不 准 干 預。57 可 見，
岑 春 煊 以“法 約 問 題”為 鑑，提 醒 張 之 洞 在 借
款 條 約 擬 定 中 防 止 英 國 日 後 專 權，及 時 通 過 修
改 條 約 保 護 國 家 利 權，體 現 了 清 末 路 礦 主 權 觀
念的形成與主動修約意識的進步。

餘論

李 恩 涵 在《晚 清 的 收 回 礦 權 運 動》中 稱：
“甲 午 戰 爭 以 後，以 迄 日 俄 戰 爭，是 歐 美 列 強
競 爭 中 國 礦 權 時 期。”58 清 末 兩 廣 總 督 抵 制 外
資 辦 礦，亦 是 針 對 此 種 情 況，因 此 具 有 深 刻 的
政 治 意 義。如 上 所 述，兩 廣 總 督 的“妥 籌 抵 制
之 法”有 效 地 因 應“法 約 問 題”，同 時 防 範 列
強 對 廣 東 鐵 路 利 權 的 擅 專，展 現 出 兩 廣 總 督 較
為 清 醒 的 認 知 與 較 強 的 對 外 交 涉 能 力，體 現 了
近 代 國 家 主 權 意 識 的 萌 生。甲 午 戰 後，葡 萄 牙
與 英 國 各 自 佔 據 澳 門、香 港，雙 方 都 伺 機 以 開
礦 事 宜 向 廣 東 擴 張 勢 力，與 法 國 形 成 衝 突，使
廣 東 礦 區 面 臨 被 瓜 分 的 危 機。兩 廣 總 督 在 依 照
礦 務 章 程 及 藉 助 民 情 暗 中 抵 制 葡 萄 牙 失 敗 後，
通 過 有 效 把 握“法 約 問 題”中 的 列 強 矛 盾 來 獲
得 行 事 主 動 權。其 利 用 法 國 的 擅 專，抵 制 英 國
的 利 益 均 沾 與 葡 萄 牙 的 趁 機 謀 辦，在 分 化 英、
法的前提下，最終挽回南海煤礦權。由此可見，
兩 廣 總 督 圍 繞 礦 務 章 程、地 方 民 情 以 及 列 強 矛
盾 等 方 面，盡 力 挽 回 南 海 煤 礦 權 的 具 體 實 踐，
有 效 抵 制 了 列 強 的 瓜 分 狂 潮。兩 廣 總 督 對 廣 東
外 資 辦 礦 的 抵 制，是 清 末 廣 東 收 回 利 權 運 動 的
前 奏，折 射 出 條 約 執 行 的 複 雜 性 與 清 政 府 的 能
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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