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卷 第 1期 

2011年 1月 

●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0l_37．No．1 

Jan．，2011 

蔡廷干与清末民初政局 

赵立彬 冯丽萍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蔡廷干；袁世凯；清末民初政局 

[摘 要] 蔡廷千是根据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派遣去美国的第二批幼童中的一员，回国后起初服务于海 

军，但因个人出色的英文能力、与外人的良好关系及袁世凯等 当局者的信任和提携，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和外 

交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前后 ，蔡延干担任袁世凯的重要助手，为促使清帝退位、助袁出任临 

时大总统和定都北京做 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袁的对外宣传和争取外国人支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蔡廷干还参与了遣送敌侨、修改海关进 口税则、处理五卅惨案善后等许 多涉外工作。他的所作所为，顺应了 

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潮流。在外交活动中，他有意识地维护中国利益，尽力挽 回利权和宣传中国，付 出了 

艰辛的努力。蔡廷干是留关幼童中少数能够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一展才能的人物之一。具有留关经历的蔡 

廷干，受到过西方思想和社会风气的熏陶，对外部世界有较深的了解，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远的人生抱 负， 

政治上有敏锐观察力，在诡谲的政局变异中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故而在复杂的环境中一再有机缘贡献 自己 

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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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干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一度活跃的人 

物。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他于 1873年一1881 

年在美学习9年，回国后继续学习海军技术。就 

其一生观察，除甲午战争中以水师管带领兵作战 

算是学以致用外，蔡廷干的主要活动均在政治和 

外交方面。他作为清末重臣袁世凯的幕僚初涉政 

坛，其仕途与袁的信任和提携密不可分，而在袁世 

凯死后，亦在北洋政府外交活动中有所作为。以 

往对蔡廷干的研究，主要是以传略的形式出现，相 

关研究中也有他在某一时期活动的零星记载 J。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书信、日记、往 

来函电、报刊报道、回忆录等，对蔡氏在清末民初 

的活动和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学成获委 

蔡廷干(1861—1935)，也作蔡廷斡，字耀堂， 

广东省香山县上恭都上栅村人(今珠海市香洲区 

金鼎镇外沙村)，是晚清第二批 留美幼童之一， 

1873年到美国康纳狄格州哈特福德语文学校学 

习，不久进入新不列颠中学。留美期间，蔡廷干被 

安置在马萨诸塞州的当地居民 A．S．MsClean家 

中。在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机械操作期间，因 

其在机器车间工作，为安全考虑，特准剪掉辫子。 

蔡在美国，学习成绩优异，在新不列颠高中曾多次 

受到嘉奖，并深得老师的喜爱 j。1881年清廷中 

止幼童在美学业，所有幼童撤回国内。回国后，蔡 

廷干受命在大沽跟随美国海军少校马尼图克斯研 

究军事，研究课题为测量、鱼雷战术、国际法和数 

学；蔡廷干意识到鱼雷对于中国海军的重要性， 

1883年，在威海卫跟随德国海军上校黑森克雷韦 

尔研究鱼雷战术；1885—1891年在旅顺 口任翻 

译，为旅顺军港的建设服务 。1892年升任北洋 

海军鱼雷左一营都司、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 J。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之战中，蔡廷 

干统带的“福龙”号鱼雷艇向日舰“西京丸”发射 

2枚鱼雷，均未中，但给 日军留下深刻印象 J。 

1895年 2月，日本海、陆军夹击威海卫基地，北洋 

水师即将全军覆没，蔡廷干率“福龙”艇与其他各 

艇一同突围，受日舰追击，登陆时被俘。当时丁汝 

昌尚未殉国，各鱼雷艇自行突围，属不听号令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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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行为，丁汝昌奏明严办，加以其他各艇军官以为 

蔡已战死，诬以重责，清政府遂重定其罪，通缉严 

拿正法 j。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 日本大阪的 

寺院中，其间，他留美时的业师诺思罗普来到 日 

本，恰巧时任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夫人也是诺思罗 

普的学生。在她的帮助下，诺思罗普见到了被关 

押的蔡廷干。此后，蔡廷干写信向其求助：“正当 

先生对旧门生关怀之时，我恳切地希望先生尽最 

大的努力，使我得以暂住 日本。” 诺思罗普施以 

援手，故在 1895年8月 El本送还的清军官弁名单 

中，无蔡廷干其人 J。蔡廷干规避回国待罪，逃 

离 日本，远赴美国，后来从美国辗转到香港。袁世 

凯此时正欲继承李鸿章的衣钵，提倡近代化事业， 

急需人才，遂向朝廷奏明蔡廷干在甲午战争中， 

“在威海力战，左腿中子弹投水被掳，不肯发誓， 

经日官将该革员解禁大阪监狱，及两国交俘时，前 

督臣未经查明被掳情形，以该员潜逃奏参，革职严 

拿，拿获即行正法”，而事实上，蔡廷干“当时实系 

被掳，并非潜逃。”并强调蔡“昔曾游学美洲，熟谙 

工程图算。回国后，人海军学堂学习驾驶”，被俘 

后“重赴美国考查政治、学校及农、工、商等事”， 

经袁考询，“于西国政法艺术，颇有心得，而才识 

亦优，实为不可多得之才”，奏请清政府加以重 

用 J。清廷赦免了蔡廷干，他得以踏进袁世凯幕 

府之中。 

二、为袁效力 

蔡廷干步入袁世凯幕僚的行列后，在辛亥前 

后竭诚为袁效力，担任了大量的工作。1907年 9 

月，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蔡亦随入 

京。1907年5月，蔡廷干受袁所派统带海军军舰 

海容号、海筹号巡历南洋，到越南西贡，蔡廷干在 

当地向华商华侨“迭次演说，宣布朝廷德意，慰其 

爱国之诚 ，勉 以同舟共济之 意”” 。1907年 1O 

月，农工商部副大臣杨士琦又乘海容、海圻号考察 

南洋，蔡任随同 。1908年，宣统登基，载沣摄 

政，袁世凯被迫隐退，蔡廷干同期在北京退隐，辞 

去幕僚职务。1911年 l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 

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 

总理大臣。袁重掌权柄后，蔡廷干亦随之获得重 

用，被授任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三品京堂。蔡廷 

干与袁的另一幕僚刘承恩受袁世凯之命，到武昌 

同革命党人谈判。在谈判中，蔡廷干力主君主立 

宪制，以保证国家的统一。他向南方革命党人指 

出：“如果每个省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的话 ，可 

能由此发生危险。怎样防止各个省退出联邦呢? 

如果某省打算退出中华联邦，由谁来挽留呢?例 

如，假如有云南省片马问题那样的边境问题，其他 

省份的公众不会和受到影响省份的人民对危机的 

严重性持相同的观点。在本省内，事情被认为是 

生死攸关的，而在更遥远的人看来，或许以妥协为 

好。如果这种情况在云南发生了，云南会和旁的 

省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旁的省份是否要用武力 

来阻止云南脱离呢?同样的，对 日本人在满洲的 

侵略行径，以及同法国人在广东、广西的纠纷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怎么办?”_l 他列举了共和制国 

家的腐败和弊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 自从南美 

洲建立共和制以来，各共和国中屡屡发生的自相 

残杀，每隔两三年就要来一次革命”。他甚至描 

述了自己曾留学 8年的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部 

门也蔓延着极度的腐败，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 

最稳定的政体，是廉洁政府的最好的例证。蔡廷 

干向革命党人强调袁世凯主张保留清朝而限制君 

权，声明这是“维持帝国统一的最好的保障”ll 。 

在谈判中，蔡廷干深受南方革命党人的信念 

和理想的感染。据与蔡廷干交往密切的《泰晤士 

报》驻华记者、后来担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莫里 

循记录，蔡对黎元洪的印象很好，认为黎是一个真 

诚、有理智的人。莫理循记述：“武昌革命领导人 

下定决心驱逐清廷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蔡廷干也 

为代表们论争的力量和真诚所感动。蔡廷干一方 

面在理论上捍卫君主立宪制，而同时又和他的谈 

判对手一样强烈反满，他就像黎元洪的许多追随 

者一样内心里赞成共和制”。推翻清王朝统治， 

实行民主共和乃大势所趋。因此，蔡廷干一方面 

作为袁世凯的代表，极力向南方代表灌输君主立 

宪，但另一方面又叹服甚至赞同民主共和制。蔡 

廷干内心对清朝廷极端不满和蔑视，留给莫理循 

的印象是“蔡廷干本人反对保留满人地位”̈ 。 

蔡廷干和刘承恩甚至在正式谈判之余，与武昌的 

革命党人晚上聊天时，向革命党人表示，要不是出 

于对袁世凯个人的忠诚，他们将参加革命党人的 

行列 15]。从中可以看到，蔡廷干在议和中的主张 

显示出与自己真实思想的矛盾，他力主君主立宪 

制，只是因职守所关。不过，他确实是将自身崇信 

的现代政治理想寄望于袁世凯个人。 

蔡廷干的工作得到袁世凯的嘉许。袁向朝廷 

奏报：“(蔡廷干)娴悉外交，志趣纯正，⋯⋯即委 

令赴鄂宣谕，往返数次，黎元洪迄未受抚，该员等 

单舸匹马，蹀躞枪林弹雨之间，卒能侦悉革党内 

q 



情，于军事甚有裨益。自应量加奖励，以酬其劳。 

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拟请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给 

二品衔。”_1 此后蔡廷干主要为袁促使清帝退位、 

出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北京等一系列工作效力。 

蔡廷干提议利用上海商会通过英国驻华公使约翰 

· 朱尔典“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 

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 

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此举可以起到 

示范的作用，因为“一个商会这样做了，所有旁的 

商会将会跟着做，积累起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强大 

的”[17]，以向清廷施加压力。南北议和时，蔡受派 

去“拜见载洵亲王和其他一些显贵”，以争取他们 

接受清帝退位的结果 引̈。通过南北双方的反复 

博弈，以及袁世凯与清廷的周旋，清帝于 1912年 

2月 12日发布退位诏书，“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 

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袁氏取 

清廷而代之的结局，更符合蔡的意愿。蔡应当催 

促过袁剪辫，2月 14日他向莫理循抱怨，袁“讨厌 

至极”，“连辫子都不肯剪掉” 。2月 16日，袁 

世凯便找来蔡廷干，由蔡“剪去总理的大辫子，而 

不是叫理发师，因为他感到相当难为情”l2 。蔡 

不无得意地将这条“独家新闻”立刻报告给了莫 

理循的《泰晤士报》。 

孙中山为牵制袁世凯，一再催促袁南下就职， 

并派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抵京亲迎。蔡廷 

干通过莫里循为定都北京制造舆论。他对莫里循 

提议：“你同汪(精卫)非常熟，他可能毫不耽搁就 

去拜访你。我希望你向他指出把政府迁往南京的 

危险，以及各公使馆将会反对迁都。”并提议朱尔 

典和其他公使馆也同汪精卫好好地谈一谈不迁都 

的“好处” 。 

蔡廷干为袁工作的最重要方面，是向外人宣 

传袁的形象，达成袁与外国人的沟通。他极力为 

袁世凯和《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穿针引 

线，争取莫里循为袁世凯工作。1911年 l2月，袁 

世凯为自己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作了一个声明， 

由莫理循安排刊登在《泰晤士报》上，对此，袁世 

凯深表感激，并 由蔡廷 干 向莫理循进行 了转 

达 引。1912年8月，袁世凯聘请莫理循为“中华 

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民国政府每年付 

给3500英镑薪俸及其他津贴。其聘书协议就是 

由蔡廷干寄给莫里循的。这份聘书“是中国从未 

向任何外籍人士发出过的最荣誉的聘任书，而且 

是用了尽可能最恭敬有礼的语言来表达的。”l2 

此后一段时间里，莫里循积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10 

在民初政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民初政治风云中的态度 

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蔡廷干获任要职，基 

本的政治立场与袁一致。在最为关键的帝制问题 

上，蔡出力不少，但最终则有所保留。 

宋教仁案发生后，蔡廷干仍以《泰晤士报》作 

为对外宣传的主要渠道，积极为袁世凯辩护。他 

将有利于袁的文章译成英文，要求莫里循以“可 

以产生最深刻印象和能够澄清气氛的精炼形式” 

发表 。伍廷芳等人提出调查、审讯真凶之一的 

赵秉钧，并主张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请一个外国 

人参加 。与此相对，蔡廷干则很理智地设计对 

外宣传，提议“邀请中J'bi~者到庭观审(如果公开 

开庭审讯的话)，以便向世界公布全部真相，并听 

取冷静评论。这也许可以有益地抑制一下不正常 

的感情”l2 。当然这些只是试图影响外人态度的 

策略，目的是为袁在宣传上争取最大的利益。蔡 

廷干的尽忠尽职也获得回报。1912年 12月，袁 

世凯授予其海军 中将，并任大总统高等参谋。 

1913年，蔡任财政部盐务署盐务厅总稽查兼税务 

所会办、税务处会办等职务；1914年又兼任袁氏 

英文秘书、大总统副礼官，帮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 

务，还担任主管交际事务的武官处处长，主要负责 

处理外国报界和外国要人致总统的函电，为袁世 

凯翻译路透社新闻稿 。知遇之隆，罕有匹敌。 

1915年 1月，日本以秘约形式提出“二十一 

条”，中国政府陷入与 日本的艰苦谈判。蔡廷干 

利用自己与外籍人士和外国媒体的关系，暗中极 

力为中国争取有利地位。他向莫理循指出，日本 

的外交策略是“坐视欧洲的战争，打到足以使每 
一 个卷进去的国家都在海陆方面长期失去战斗 

力，以便能在英 日同盟，或者其他国家的联盟中， 

成为地位领先的伙伴” 2 ，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 

这一分析有助于影响列强重视 日本在中国的企 

图。由于日本的压力，中国政府不能公布密约的 

内容，而Et本则在各国间制造假象，蒙蔽天下，使 

西方各国误以为关于日本在华要求的报道是夸大 

和渲染的。蔡廷干向莫里循暗示：“请你看看能 

否为我找到一份 日本交给英国政府，或者英国驻 

北京使馆，介绍日本所提要求的照会副本?即使 

是这个照会的大纲也有用处，至少它能够指引我 

们了解日本会在暗地里提些什么要求，而公开地 

又会提出些什么要求。” 叫莫里循发现“日本没 

有向英国公使馆发出照会。日本各驻外大使馆则 



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 国的政府发出了照 

会”_3 ，果然意识到“事实是 日本先强迫中国严 

守秘密，然后把一份经过删节掩饰的要求文本交 

给四个友好国家。他们已使我们英国人处于极为 

尴尬的地位。”l3 蔡还听从莫理循的建议，吩咐将 

载有13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原件以及一些其他重要 

函件全部拍照，以备在与日本辩论时可以向西方 

各国出示，其中一张寄给了美国总统 。这些努 

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中国在一段时期里摆脱 

了困境。1915年2月底，当时经办对 日谈判的外 

交总长陆徵祥告诉蔡廷干，“自从谈判以来，他在 

昨天头一次开怀大笑”。蔡感觉到，“日本人已经 

变得较为有节制而讲理了。”_3 J6月 8 13，蔡又将 

梁士诒假借西人 口气写的一篇英文文章，请莫理 

循帮助在国外发表，以增强西人对 日本的不信任 

和恶感 。尽管莫理循最后未能同意此文的观 

点，也未有西方报纸愿意发表 ，但此文中所采 

用的舆论策略，实际上在后来经常被国人使用。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进入紧 

锣密鼓的阶段。作为袁的重要幕僚和英文秘书， 

蔡廷干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袁的活动。8月 17 

日，他为国体事宜征询莫里循的意见：“我希望你 

从理论上就这一问题的利弊得失加以阐述，而舍 

去一切个人因素。这将会增加你议论的分量。问 

题是确保中国的稳定，以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最为 

适宜。”_3 同时蔡还为中国的参战问题征求莫里 

循的建议，1915年 11月 1 13，他向莫理循表示： 

“(袁)总统今日早晨说，他必须有一个，或者找到 
一

个好的借口或托辞，以便参加进去(指参加协 

约国一方)。请你为他找一个吧!并请把它纳入 
一 个备忘录之内。”_3 为此，莫理循极力建议中国 

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但不赞成袁的帝制，建 

议袁“明白宣示放弃复辟帝制”_3 。1916年 3月 

21日，他再次向袁建言“立即发布一道有力、明确 

的命令，放弃帝制”，并批评了袁继续设立勋贵品 

级、筹备帝制、使用皇帝仪式和尊号的做法 J。 

莫理循的态度应对蔡廷干有很大的影响。在 

此之前，蔡锷、唐继尧等人已于 1915年 l2月底， 

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统领下的北洋派内 

部，危机四伏。在四面楚歌声中，袁世凯于 1916 

年 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 

兼陆军总长，欲重新团结北洋势力，继续担任大总 

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 

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昔日亲信广东、浙江、 

陕西、湖南、四川的军阀首领也纷纷通电宣告独 

立，袁世凯最终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作为袁世 

凯心腹的蔡廷干，比任何人都了解袁世凯所作所 

为的目的和后果，对局势也有清楚的了解和准确 

的判断。他曾提供津贴委托莫理循雇佣一名英国 

商人到云南刺探情报，得到的反馈都是各地极其 

强烈的反袁情绪，和称帝后决不可能把南方压制 

下去的信息 。目前缺乏明确的资料说明蔡廷 

干对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态度，以及在洪宪帝制中 

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去世前夕，曾打 

电话给蔡并在卧室接见了蔡，询问蔡：“听说所有 

的公使馆都认为我将会或者定会辞职”。此时蔡 

的态度已有很大的改变，向袁世凯说：“所有的人 

都认为您很需要休息，您应该去休息”_4 。这实 

际上是在向袁暗示放弃权力。不过，在袁世凯去 

世后，蔡廷干仍向莫里循再次提到，要为袁世凯写 

传记，“准备下决心写‘袁世凯其人 ”̈  。他对 

袁的知遇之恩仍感念不已。 

四、会办涉外活动 

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局更加动荡，蔡廷干的政 

治活跃度远逊前期，但在对外事务方面仍受当权 

者重视。 

黎元洪任总统时，特别注重蔡廷干在外交方 

面的才干，曾通过莫里循邀请他继续效力。莫里 

循和许多外国顾问都认为蔡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方 

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莫理循致函蔡廷干：“希望 

你继续和新总统一起工作。大家全希望这么办。 

你的影响极好，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凭个人名望， 

你能大大推进新政权协调地建立，尤其是在促进 

新政权和外国人的协调方面”E44 3。蔡遂参加了袁 

世凯之后民国政府的工作，任总税务 司会办。 

1917年张勋复辟时，蔡的政治态度十分明确，当 

时追附清废帝溥仪的伪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梁 

敦彦(亦是留美幼童)，“授意发布谕旨，任命蔡廷 

干为税务处会办。”这本来是蔡原有的职位，但在 

职衔前加上“大清”字样，蔡廷干没有就职，告假 

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1917年 10月，北 

洋政府授予蔡廷干“三等宝光嘉禾章”l拍J。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参加协约国一 

方作战，根据协约国公使们的建议，把德国人(除 

极少数例外)全部驱逐出境，并查封德国在华机 

构，接管德国的银行与商行 。北洋政府遂于 

1919年初与协约国协商处置侨民办法，雇船将敌 

侨分送回国 引。与协约国商议后，中国政府着手 

制定相关政策，设立遣送敌侨事务 总局 于上 
1 1 



海 。1919年 1月28日，北洋政府任命沪淞护 

军使卢永祥为遣送敌侨事务督办，蔡廷干为会 

办 。蔡廷干于2月7日到达上海，了解程序经 

过，与有关人员商议遣送办法，决定“先就华界侨 

居之敌侨检点清楚，然后与租界敌侨会齐人数，再 

行配船” 。将其分两批遣送回国，先就北京之 

敌侨及旅居在沪的上等敌侨作为第一批遣送，各 

埠来沪敌侨作为第二批遣送 。蔡的主要工作， 
一 方面是与驻沪协约国领事、税务司等西人联络 

商办，以与各协约国取得工作上的配合，另一方面 

也亲 自到侨民待船所、码头甚至是船舱视察，并在 

可能的范围内给敌侨以适当的照顾，以保证遣送 

工作的顺利进行，如请示给予贫苦敌侨代购夏衣 

以便归途经过热带地区、与船主议定敌侨伙食 

等 。蔡廷干协同卢永祥在中国政府和协约国 

的相关政策下，针对具体情况的变化作出相应调 

整，其工作得到协约国的称赞 。4月，遣送工 

作大体结束，4月6日蔡廷干奉命北返 。 

1917年，列强同意中国提议修改海关进口税 

则，1918年 1月，在上海设立修改税则委员会，蔡 

廷干参与了修改税则的工作。1919年 7月 1日， 

他将实行新则的办法分令海关照办，自8月 1日 

以后，启运来华的货物照新则完税，新税则实行 

后，每年中国政府可增收税款 800万元 。1921 

年，蔡廷干以海军中将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 

出席了11月至 12月的华盛顿会议 。据首席 

代表顾维钧回忆，当时派“在国内享有政治威望 

的前辈政治家来充当实际资历比他们浅的三位全 

权代表的顾问”，目的在于“他们与全权代表的私 

交与本人的声望，可以调解全权代表的任何个人 

分歧” 。在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蔡用英文在 

美国发表《中国和她的重建》一文，虽然因向美国 

人宣传的需要，文中极力称颂美国政府和驻中国 

的外交使团对中国的“同情、友谊和帮助”，称颂 

当时的美国政府调和内争中的中国南北人民的善 

意，但文中也表达了对西方人总是希望中国仿效 

西方的不满，指出这种方式并未真正给中国带来 

益处。他感慨：“没有支持，我们屹立了四千年； 

有了支持，我们却正走向衰亡。” 他向美国人提 

出应正确理解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国内乱局： 

“当我们废弃了数千年的制度之后，你们须意识 

到在崩垮过程中会有木条飞射、砖瓦进落和尘埃 

四起的情况。但希望你们对我们有耐心，这是重 

建，不是破坏。” u一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北洋政府派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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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干同外交次长曾宗鉴、特派交涉员许沅调查处 

置，后即在上海就地交涉，并加派江苏省长郑谦赴 

沪督办。蔡廷干在去上海之前，对上海的学生运 

动就不满意，“对学生们抱有成见” 。蔡廷干 

到上海后，“初从慰问死伤人民、调查事实经过人 

手，继则与外交团委员会商解决办法。” 他以上 

海总商会所提“十三条”为交涉条件，于6月 16— 

18日，主持与六国外交使团委员会的谈判，据理 

力争。6月 18日，外国使团以书面形式将谈判意 

见交给中国使团，只在赔偿五卅死伤者、释放被捕 

学生、撤换华界中国警长与租界捕头、终止罢工与 

撤去外国军队等条件与中方达成初步解决方案。 

蔡廷干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十三条”中许多事项 

均为事件之肇因，“提议收回会审公廨、工部局投 

票权一律平等、制止越界筑路、撤消印刷附律、加 

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等案，正所以驱除障碍而为 

根本解决之计” 。纵观整个谈判过程，蔡廷干 

本人虽在谈判过程中努力争取，但从谈判结果来 

看，不尽如人意。蔡廷干返京后表示对上海之行 

甚感厌恶，发誓不再接受谈判代表之职 』。 

华盛顿会议后，本应根据会议条约召开关税 

特别会议，但这个会议迟至 1925年 1O月才召开， 

蔡廷干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 

员，又与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 、黄郛、施肇基等 

人被委任为会议全权代表。该会议的举行客观上 

使列强承认中国关税 自主，但因为具体问题的谈 

判迁延，加之中国国内政局变动，到 1926年 7月， 

蔡廷干虽仍被定为会议全权代表，而会议实际上 

无形消失 。 

1926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在辞职之 

际，向内阁推荐了蔡廷干。。 。6月，蔡担任外交 

总长，1 1月辞职，未有大的作为。此后蔡廷干淡 

出政坛，随着北伐战争后北洋政府的覆灭，他在民 

初政坛上的作用逐渐消隐。 

五、结语 

作为留美幼童的蔡廷干，学的是机械、鱼雷、 

测量、航海等实用技术，从事的却是政治与外交活 

动，在清末民初政坛留下了足迹。这主要得益于 

他的英文能力和在外国人心中的良好形象。莫理 

循是这样描述他的：“他是广东人，美国的大学毕 

业生，在我知道的中国人中，他英语讲得最好。他 

有文学天赋，会写英文诗。” 6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 

国因缘际会的杰出人才群体，各自怀有高远的抱 

负和出色的才干，本应有更多的机缘报效国家民 



族，但多数从事的是技术性的工作。蔡廷干是少 

数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士之一，已 

属难得幸运。1924年，蔡廷干在为同学温秉忠组 

织编写的《最先留美同学录》的跋里写道，“当光 

绪初年由美返国时，士大夫识见未开，对于吾侪不 

无意存轻藐，甚且出于疑忌。独李文忠、刘公芗 

林、周公玉山二三有远识者，稍加颜色。迨其后， 

张文襄、袁项城、端午帅诸先达，荐拔吾侪，不遗余 

力，视李文忠诸公有加。以故数十年问，吾同学之 

登仕途者，文武两途，类多通显。由今思昔，吾同 

学中有资质柔弱而今犹存者，有体魄坚强而今反 

病故者，此气禀之难言也。有天资聪颖而不耐劳 

苦者，有勤能卓著而不事文墨者，此赋性之各殊 

也。又有家籍丰厚而习于晏安不克上进者，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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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sai Ting Kan，a member of the second group of the foreign—educated students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YungWingg education program．He served in the Navy after his return．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rea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ecause of his excellent English，great individual ability，good relations 

with foreigners and the trust and help of authorities．Between the 19ll Revolution．Tsai Ting Kan，as an important assistant of 

Yuan Shikai，did a lot of work to make the Qing emperor to be abdicated，to help Yuan to be the provisional president and to cap· 

ital in Beijing，especially in the campaign for Yuan government and enrolling support from foreigners．He also participated in re· 

patriateing alien enemy，amending the Customs import tariff and handling the aftermath of May Thirtieth Incident．He consciously 

safeguard China~interests and tried to restore the rights and publicized China in his diplomatic activities．Tsai，s actions con． 

formed to the trend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in modem China．Having experienced in America
，
accepting the Western ide— 

as，Tsai had been a man with a s~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lofty aspirations and a keen political insight．Therefore．he 

could contribute his talents 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周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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