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欧洲联盟
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以史为鉴!促进中国海关改革
与现代化#学术讲座在上海召开$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历史系教授 !"#$%& '()*$%+博士先后就中国近代
海关史 ,-./012.3年专项研究作了演讲$ 演讲中!

他多次提到了一个叫罗伯特%赫德的英国人!在他 44

年的传奇式人生中有 .3多年在中国生活&工作!且曾
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长达 5.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呢' 请看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半个世纪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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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赫德 !"#$年 %月 &'日出生于英国
北爱尔兰亚马郡的波泰荡。!"$(年他毕
业于英国女王高等学校，次年来华任英
国驻宁波副领事署翻译，后来在广州、香
港等地领事馆、海关任职。)"$*年任广
州海关税务司，)"+) 年任代总税务司，
)"+(年 *月任上海海关税务司，同年 ))

月升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年
-.岁的赫德回国，)*))年 *月 %,日，
赫德病逝于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麻洛。
从 )"+)年起，他控制了中国海关几乎达
半个世纪，直到他死，他仍是中国海关的
总税务司。
赫德既精明能干、胸有丘壑、运筹帷

幄，又办事勤勉、谨慎缜密、事必躬亲，建
立和行使了一套西方的章程制度，把一个
五万五千余人的大清海关管理得井井有
条。)"+*年 ))月，在赫德主持下制定了
《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并颁布了第 %$号
通札。章程和通札比较科学地解决了海关
人员遴选、升迁、学习汉语、关员申诉、创
制精神、经费使用和管理、尊重各关主管
人、海关案件就地解决和薪给问题。
特别是薪给，海关发给各级关员的

薪俸都相当优厚，其中洋员每两年晋升
或加薪一次，华员每三年晋升或加薪一
次，年资等级越高，待遇越好，基本上每
个等级的关员除了日常开销都能省下一
笔颇丰的积蓄。这样，既设置繁缛的层次
等级，同时又实行定期晋级、循序渐升，
在每个职员面前，都存在着短期内晋升
一级的希望和可能，有助于激励关员个
人的进取心；而要升至较高的职位，又非
长期努力不可。这种可望而非不可及、但
又必须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把鼓
励和约束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牢固地把
职员缚绑在海关队伍上，有助于关员长
期服务海关。
此外，赫德还在海关推行退休制度，

并首创养老储金制度。平时待遇优厚，退
休了还有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作为养老保
障，关员在岗时便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
工作、死心塌地服务。而且，服务年限越
长，养老储金积累越大，到后来已积累到
相当的数额，越舍不得放弃。这样，养老
储金实际成了促使海关关员保持操守、
廉洁行政的保证金，无形中增加了对关
员的管理效力。
赫德时期海关种种优越待遇，为当

时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近代海关职员
在权衡利弊后大都不想为贪污冒风险，
客观上做到了“不想贪”；而若有人敢贪
污，则会受到连坐处分，使敢于试法者望
而止步，客观上做到了“不敢贪”；近代海
关有着严密的税款完纳和呈报制度，每
个业务流程和环节都不可能集于一两个
人完成，使报关商人与海关职员相识相
熟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即使有贪念的职
员都无机可乘，想贪而贪不到，客观上做
到了“不能贪”。

! ! ! !由于赫德坚持不懈地努力，清廷于 )"-+年任命
郭嵩焘为驻英公使，这是清廷派遣驻外使节的开始。
郭嵩焘是清末官僚阶层中少有的较快且深刻地接受
西方观念的人物，赫德则是竭力推荐。)"--年 )月
%)日，郭嵩焘一行抵达南安普敦。总税务司署伦敦
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按照赫德的指示将其接到伦敦
寓所，安排妥当，这令郭嵩焘很是满意。郭嵩焘后来
赞扬赫德办事“精核缜密，条理井然。中国求如此人
才，固不可得矣”。其实，赫德不仅曾极力促成郭的出
使，并且在当时马上报告英国政府，说郭嵩焘“为一
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耐人寻味的是，郭嵩焘对赫德也有类似的评价。

郭嵩焘出使英国前，慈禧太后曾召见他，谈话中慈禧
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郭嵩焘回答：
“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十分出力，然
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接着，郭嵩焘告
诉慈禧太后他曾与赫德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郭问：“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
赫德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

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
郭逼问：“无事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

奈何？”
赫德答言：“我固英国人也。”
郭嵩焘不愧是使臣之才，所以将这敏感的问题

问这敏感的人物，赫德的回答则足称老辣，他的“骑
马说”，并非全是违心之论，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他
居高位，处纷乱如麻的近代中国之世的要诀之一；郭
嵩焘紧逼不舍，赫德含笑相答，末句含蓄警醒，心照
不宣，颇有“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之意。这种弦外之音
郭嵩焘是马上理解了，他在转述这段话后对慈禧说：
“可见他（赫德）的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

! ! ! ! )"-$年 %月 %)日，英国驻
上海领事馆翻译马嘉理在云缅
边境蛮允地方被杀；%月 %%日，
柏郎探险队也在此地受到攻击。
这两起事件，史称滇案。自 )"-$

到 )"-+年中英双方就滇案问题
进行了交涉。为了尽快解决滇
案，)"-+年 "月 %)日，李鸿章
拜访了赫德，*月 (日赫德回访
了李鸿章。这一来一去，赫德在
其中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谋
士。在李鸿章表示对谈判前途把
握不定时，赫德胸有成竹地对他
说：“不必担忧。只要你与我在一
起工作，就毫无困难。在我们俩
事先未取得一致意见前，你不必
言，不必行，不必允诺任何事
情。”十天之后的 *月 )(日，李

鸿章与威妥玛分别在《烟台条
约》上画押，赫德也被邀请参加，
至此中英滇案交涉结束。
《烟台条约》包括了滇案解

决方法、“优待往来”和通商事务
三部分。后两部分，尤其是通商
事务部分，几乎是以赫德所拟节
略和他在谈判中的建议为基础
的。美国人马士在他的《中华帝
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中这样写
道：“《烟台条约》的签订最大部
分功劳归于赫德，这是一项重要
的公文，应当全部阅读。”此外，
赫德为了最大程度地改善外部
环境，还经常送书和礼物给包括
李鸿章在内的中国高层官员，并
请李鸿章等人为西学丛书做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赫德创建的
西洋乐队还参加了慈禧太后的
寿辰庆典和上层社交场合的迎
来送往。

! ! ! ! 赫德死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为
表彰他的功绩，海关的洋人们有建像之议。
有人认为上海既是中国新式海关的滥觞之

地，江海关又是全国海关中最重要的一个，因
此纪念他们的始创者和长期的领袖，上海理
应走在最前面。江海关税务司墨贤理和总税
务司代表庆丕联名动议，很快组成了一个赫
德铜像委员会，由海关、邮政和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代表等参加，该委员会在 )*)%年 "

月审议了法、英、俄诸国艺术家提出的设计
方案，结果伦敦的设计师亨利·贝格拉姆的
方案被接受了。)*).年 (月 %-日，赫德铜
像运到了上海。$月 %$日上午，在上海外

滩，举行了盛大的赫德铜像揭幕式。
那天，上海外滩交通堵塞，人头攒动，万国商团

和各国水兵列队成仪，各种驻沪领事和上海外国人
社会的头面人物全体出席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
提摩太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传教士，民国官员唐绍
仪、伍廷芳等人也参加了仪式。领事团首席领事乐
斯劳主持揭幕式并发表长篇讲话，江海关税务司安
文、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庇亚士分别作为铜像的授
方和受方讲了话。

工部局乐队鼓乐齐鸣，乐斯劳揭去幕布，人们
便看见了那座铜像，只见双手背置的赫德微微低着
头，身体前倾，左腿略弓，齐膝的大衣敞开着。赫德
铜像高 *英尺，底座有 .级石阶，走上石阶，便是高
高的花岗石方形像基，设计者的精心还表现在像基
四周的布局上。像基中部嵌着 .块铜牌，铜像的正
面长约 "英尺，上面用英文铸着铭文，是当年的哈佛
大学校长爱理鹗撰写的，下面是中文的大致译文。
这座铜像在 )*%-年底略略南移，安放在新落成

的海关大厦正门的广场上。)*.%年，这座铜像被占
领上海的日军拆毁熔化后去造了子弹。)*".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在上海苏州河南岸的外滩河滨公园
发现了赫德铜像基座嵌石，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因此，赫德的铜像已经成为永远消逝的上海老
建筑之一。赫德去世后，北京、上海等地都有以赫德
命名的街道。如北京的赫德路，在今台基厂头条。上
海的赫德路，即今静安区常德路。因江海关总税务
司公署坐落于该路 .%*号（现为常德路 .)%号大院）
而被选作上海纪念赫德的马路。香港也有赫德道，
位于九龙尖沙咀，至今犹用此名。

赫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在中国近代海关的
半个世纪里，充分体现了他的利益多向性、角色多
样性和中英外交中的策略性与灵活性。他不仅维护
了自己和英国的在华利益，而且维护了大清政府的
统治，但在中英外交中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中英
矛盾的暂时解决。然而，他在治理中国海关，把资本
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科学技术，甚
至管理理念引进中国，客观上完成了中国海关的近
代化，在这一点上是无可否认的。

赫德曾在 )*,)年就预言，用不了半个世纪，中
国必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的确，在赫德去世后的
一百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
)*.*年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殖民利
益宣布告终。

被任命为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壹

深得恭亲王奕赏识和信任贰

滇案中与李鸿章交往的轶事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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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驻英公使郭嵩焘惺惺相惜肆

赫德铜像的立与毁伍

! ! ! !大清雇佣洋人掌管海关虽
是不得已之举，却也与当时掌
权的恭亲王奕、文祥等人的
开明有关。奕、文祥乃至后来
的李鸿章，对赫德都有不同程度
的好感。奕更亲切地称赫德为
“我们的赫德”，并常感叹“我们
如有一百个赫德就好了”。赫德
在成为总税务司之前，已受到恭
亲王奕的赏识与信赖，在其成
为总税务司后，更是深受恭亲王
的信任。这一点英国驻华公使
威妥玛感受很深。在中英滇案
交涉过程中，清政府接受了威
妥玛的要求，答应各国驻华公使
可以与清政府的大员来往，并在
)"-+年中国的春节实现了中外
官员的互访。威妥玛在给英国外
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不无妒
意地详细记述了恭亲王奕对
赫德的接见：“今天给我印象最
深的事件就是对赫德的接见，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
没有一位外国公使可以做到。
恭亲王让赫德坐到自己的身
边，随即就大声招呼户部的官员
过去，介绍他们认识这位为中国
政府征收一千万两的人。”该日
赫德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道：
“亲王说：‘现在你们户部官员喝
一杯酒感谢他（赫德），要知道
一千多万呢’”。

)*,"年 )月 %-日，清廷对
赫德在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
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总评：

伏查总税务司赫德自咸丰
四年来华，至同治二年补授今
职，综理各关税务，布置周密，
擘画精详，收数递增，确著成
效。近年以来，续开关埠以及推
广邮政兼理常关各事宜，异常
繁剧，皆系该总税务司
经手，一切均无贻
误。迩来虽因积劳，
犹复黾勉从公，未尝
稍懈……

" 赫德亲笔签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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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上海九江路外滩赫德

铜像的侧面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