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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廷博士從大英帝國收回威海衛 

中華扶輪史研究員 劉敬恒 / 2016年 10月 1日 

 

 

    山東省威海市，海濱路，三角花園，「收回威海衛紀念塔」巍然聳立。漢白玉塔身上，鎏金的魏碑

體銘文左側，題寫人的款識赫然在目 --「王正廷」。威海衛為大英帝國於 1898年在大清帝國山東省建

立的租借地，威海衛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割讓地香港。英國佔據此地的主要目的，是制衡俄羅斯帝國佔領

關東州（旅順口、大連地區）的影響；此地主要用作英國皇家海軍訓練基地及休養地。1930 年 4 月 18

日，中華民國與英國訂立《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及英國租借劉公島協定》(Convention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Rendition of 

Weihaiwei and Agreement regarding certain Facilities for His Majesty’s Navy after Rendition)；同年

10 月 1 日，中華民國政府收回威海衛大部分土地。唯劉公島仍然為大英帝國海軍續租十年，直至 1940

年撤退。王正廷博士是收回威海衛的全權代表，題寫了《收回威海衛紀念塔》。威海人民把他的大名銘

刻於塔上，以示紀念。 

王正廷博士(Dr. Chengting Thomas Wang, HonLLD (Peking), HonLLD (St. John’s), BA (Yale))

（1882年 9月 7日-1961年 5月 21日），原名正庭，字儒堂，號子白，浙江奉化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

行委員、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官、銀行家、保險商、體育活動家，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創始人之一。

1922年至 1957年間，王正廷代表中華民國出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委員總計 35年。因其對中國體育事業的貢獻，被譽為「中華奧運之父」。王正廷擔任過的職務還有中國

大學校長、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基督教青年會第一位中國籍總幹事、馮玉祥的鐵路督辦、鄭州

市長、香港太平洋保險公司董事長等。 

王正廷也是一位傑出的扶輪領袖，於 1920年首次加入上海扶輪社(Shanghai Rotary Club)為現職社

員。1935 年 10 月 1 日至 1936 年 7 月 31 日任國際扶輪第 81 地區總監(地理區域包括中華民國、英國殖

民地香港、美國屬土菲律賓群島)；1942 年至 1946 年間任國際扶輪資政並同時擔任重慶扶輪社

(Chungking Rotary Club) 1945-1946年度社長；1944年至 1946年任國際扶輪理事；1945-1946年度任

國際扶輪第二副社長；1946-1947 年度任第 96-97-98 地區總監。1950 年移居香港，加入香港扶輪社

(Hong Kong Rotary Club)，直到 1961年他生命最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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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外交重臣 

  中華民國初年，各派政治勢力紛爭不已。風雲際會中的王正廷施展才幹，屢屢在各個政府中擔負外

交重任。先後在武漢黎元洪軍政府、孫中山為首的廣州軍政府、以黎元洪為大總統和以曹錕為大總統的

北洋政府、段祺瑞執政府，以及蔣中正南京國民政府等等擔任外交總長或部長；多次被任命為擔負專項

外交重責的代表、督辦、專員，影響最大的是在 1919年 1月「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

擔任中國代表。還做過處理山東問題的魯案善後督辦；處理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宣佈廢除沙俄不平等條約問題的中蘇交涉全權代表；處理上海「五

卅」事件善後問題的滬案特派委員；處理收回關稅自主權問題的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等等。 

  王正廷的外交職務，進退頻繁，短的不滿月。反映了他在那時風雲變幻的政壇上，並無根深蒂固的

軍閥或者財團背景，遇風吹草動就或免或辭，掛冠而去；同時，也說明他的才幹為各方所共識，都想用

他為己方的外交工作效力。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他以自己的作為，在民國外交史上寫下了帶有濃厚王

氏色彩的篇章。 

  最著口碑的，是他在巴黎和會上的奮爭。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在巴黎開和會，

王正廷是中國代表之一。他與顧維鈞配合默契，力爭收回戰敗的德國在中國青島和膠濟鐵路的權益，把

侵佔山東並妄圖合法化的日本人駁斥得理屈詞窮。當列強在和約上犧牲中國遷就日本，北洋政府屈膝俯

允電令簽字時，王正廷堅定表示「不簽字」！在爭議紛紜的代表團中，率先亮出定錘音。又不顧禁令將

情況電告國內，爭取輿論支持。在全國人民的齊聲反對下，意欲簽字者不敢「遺臭萬年」，中國代表正

式拒簽。後人認為，這一舉動，使人們開始認識王正廷的外交才能，也開始了他真正的外交生涯。 

  也借著不簽字而使山東問題成為懸案的歷史機遇，他後來任魯案善後督辦，從日本人手裡收回了膠

濟鐵路和青島主權，解決了山東問題。多年後他跟親友說，巴黎拒簽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

為此，中華民國大總統向他頒授了一級大綬寶光勳章。 

開展「革命外交」 

  1925 年底離開北洋政府後，王正廷撰文《近二十五年中國之外交》，對清末民初的中國外交和自

己從事的外交工作進行了反思。他認為，「滿清之亡，實亡於外交」；「民國以來，我國歷次內訌，何

一非帝國主義者在後煽動」；「中國內亂一日不止，既彼等之權利一日不窮」；「至廢除不平等條約問

題，竊以為關稅自主，最為我國起死回生之劑。若收回租界租借地，撤銷領事裁判權等等，亦易為力」。

這些觀念，成為他開展「革命外交」的基本思路。 

  1928 年 6 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後，王正廷循著這些思路，與各國開展實行關稅自主、取

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談判交涉。經過努力，先後與美國、挪威、德國、比利時、義大

利、丹麥、葡萄牙、荷蘭、瑞典、法國、英國、西班牙及日本等，簽訂了新的關稅或通商條約；取消外

國人對中國關稅的把持，實行關稅自主。1929 年 12 月，南京政府宣佈取消所有國家在華的領事裁判權。

同時，收回了天津的比利時租界、鎮江和廈門的英國租界、威海衛的英國租借地。 

  王正廷在南京政府任外長 3年，應該說，這 3年，是他在外交領域成就最大的 3年，也是他為中華

民族貢獻最大的 3年。這些成就和貢獻，奠定了他被譽為民國著名外交家的歷史地位。正如臺灣學者描

述的那樣，「王正廷所代表的溫和型『革命外交』的精神與實踐，是有一份不可磨滅的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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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歷史局限，王正廷推行的「革命外交」步履艱難。此中原因他也清楚，在「國家多故，國本未

甯，致外人觀我者，不復生敬畏之心」的國際環境中，外交的根本在於國力而非一己才華。所以，少不

得有一些以妥協換退讓的舉動，少不得在說出堅定的語言時使用和緩的語氣，於「革命的鐵拳之外裹上

一層橡皮」。而這些做法，很多人不以為然。 

  王正廷熟悉歐美，卻對日本侵華野心缺乏足夠警惕。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國民政府奉

行不抵抗政策。南京的學生認為是外交懦弱，闖進外交部當面質問，王正廷無言以對。憤怒的學生一氣

之下，把部長室裡正襟危坐的他打得頭破血流。這頓毆打讓他官儀盡失，臉面無存，鬱悶地辭職下臺，

成了他「最倒楣的事情」。蔣中正知道這是給自己做了替罪羊，幾年後讓他去華盛頓當駐美國大使，聊

作補償。回國後，他就離開外交領域，也離開了民國的政治核心圈。 

收回威海衛的全權代表 

 

 



5 
 

1898 年，英國人以保持均勢抵制沙俄為由，強向大清國租借威海衛。與清廷簽約的租期是「按照

俄國駐守旅順之期相同」，將威海衛及附近水面和全灣沿岸 10 英里以內，東起大嵐山、西至馬山嘴、

南至草廟子以內，不包括威海衛城的 738.15 平方公里的區域租給英國，租期與俄國租借旅大期限相同，

為 25年。8月，英國海軍將領鐸沃德(Arthur Robert Ford Dorward)帶領軍隊占領威海衛，清政府山東

候補道嚴道洪等人和英國代表在劉公島西海岸舉行了交接威海衛儀式。從此，英國軍隊正式駐紮於威海

衛港。1904 年，日本人打跑俄國人，在旅順取而代之。清廷提出俄國人走了，你英國人該把威海衛還

我了。可英國人說旅順還在外國人手裡，賴著不交。 

中華民國成立後，特別是巴黎和會之後，中國強烈要求廢除列強在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威海衛。

迫於形勢，英國人不得不同意交還，但卻提出了種種苛刻條件，試圖最大化地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北

洋政府派梁如浩為代表和英國人屢屢談判，議成草約因對英人讓步過多，被全國人民斥為賣國而廢。

1924 年，顧維鈞當外交總長時，再和英國人談判。折衝樽俎，幾番周折，總算談得差不多了。正待雙

方簽字後付諸踐約，政局發生動盪。北京政權更迭，此事又耽誤下來。這時，早已超過了 25年。  

王正廷當南京政府外交部長時，把收回威海衛作為其「革命外交」鏈條上的一環。1929 年 1 月 9

日，任外長剛半年的王正廷就約見英國駐華大使藍普森爵士(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提出收

回威海衛。24 日，又在南京電臺的廣播演講中，重提此事。中國鄭重其事，英方也不得不當回事，開

始內部協商，籌備相關事宜。3月 1日，王正廷通知英方，要求就此開始談判。5月 20日，他和藍普森

在南京舉行第一次談判，以後的 6 月 2 日、21 日、22 日、28 日，又進行了 4 次會談。他明確提出要進

一步修改 1924 年談判的條約，無條件收回包括劉公島在內的整個威海衛，並於當年秋天辦理交接。英

國人並不想無條件退出，堅持要保留在威海衛特權，保留劉公島為其海軍基地，導致談判破裂，當年未

能收回。下半年，蔣中正、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矛盾激化，軍閥混戰一觸即發。 

南京政府處於危機之中，急於收回威海衛以壯門面。英國人與蔣中正利益相關，也不願看到他下臺。

於是在王、藍首次相談整整一年後，又在 1930年 1月 11日重開談判，王正廷為議訂收回威海衛租借地

全權代表。在英國人略作讓步後，王正廷同意他們續租劉公島 10 年。王正廷還提議將協議分成兩塊，

收回威海衛搞個正式的《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與當年的《租威海衛專條》相對應，續租劉公島另搞

個無名無姓的《協議》。2 月 14 日，雙方交換草約。4 月 18 日，王正廷與藍普森正式簽字，收回威海

衛的談判總算在中方的妥協中告成。 

10月 1日上午 9時，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和英國駐華公使代辦許立德在南京薩家灣外交官舍分

別代表本國政府互換了《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及協定》及附件的批准書，條約正式生效。同日，外交部

副部長王家楨、徐祖善等率領海軍陸戰隊官兵 300 人，由青島乘「海琛」、「鎮海」兩艦抵達威海衛 

登岸。英艦「彼得斯菲爾特號」(HMS Petersfield) 鳴禮炮 15響，以示歡迎。當日上午 10時 50分，接

收典禮在英國威海衛行政長官署大院舉行。下午 2時，舉行威海衛管理公署專員就職典禮，正式宣布威

海衛地方行政機構——威海衛管理公署的建立。嗣後，威海衛管理公署會同山東省政府重新勘定邊界，

將英租界界石改刻「威海衛界」和「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一日立」等字樣。 

1931年 10月 1日，威海衛管理公署在市區三角花園修建「收回威海衛紀念塔」，塔高 32英尺，象

徵牢記威海衛 32 年的被殖民史。塔上部鐫刻著外交部長王正廷書寫的「收回威海衛紀念塔」八個鎦金

大字；塔下部三面分別鐫刻碑文、《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三民主義》。儘管留下了英國續租劉公

島 10 年的尾巴，但畢竟是在王正廷的手上完成了談判和收回程式，其功其勳自不可沒。威海衛管理公

署第一任專員徐祖善曾對他說：「威海衛收回為我公一手造成，……全威 20萬民眾同深感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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