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英开平煤矿权利纠纷的
再认识:以严复为中心

马勇

开平煤矿是近代中国创办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个近代化企

业.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然而到了 1900 年，均1 由于

种种原因与外商发生极为严重的权利冲突 . 开平煤矿的权利不幸长

时期不明不白地沦入外国人的手中 。

为了恢复中国对开平煤矿的权利.中国政府曾经做出过不少的

努力 .近代最意要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也为此贡献过自 己的心智与精

力.然而由于"事实"与"证据"方面的原因 . 所有这些努力都没

有取得真正的效果 。

对于开平煤矿权利纠纷这一事实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做过大

量的工作.基本线索已经理清。 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限制，

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多的倾向于"道德审判..而忽略了权利纠纷

过程中的"法律证撮"。 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严复锁案.

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考察 ， 以期有助于重新认识走向世界的近代中

国何以步履维艰.命运多炸。

纠纷的由来

说起开平煤旷的权利纠纷.还要从张翼接手开平煤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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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煤矿原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于 1876 年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 其资本除了部分的借拨官款外，大部

分是商股。 1878 年夏，开平以初步募集的资金向国外订购各种机

器，并开始钻探及矿井凿掘工程 。

1 88 1 年，开平煤矿开始产煤，在最初时期日产量约 300 吨 。 至11

1894 年，其日产量据说达到 2000 吨了 。 1898 年的利润达 90 余万

两，可见利润之丰 。 开平煤田.的黄金岁月为时不久。 1892 年，开平

矿务局督办唐廷枢去世，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①

据说张翼的能力极为有限，只是与政治高层有某种特殊关系而

出任此职，因此在他掌管开平之后，开平矿务局的衙门作风也就更

加严重@。

尽管张翼不懂得近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 ， 但在八国联军进犯之

前，开平矿的生产经营状况依然按照固有的规律继续发展，取得了

相当明显的效益@。 开平煤矿的生产能力和规模都在继续发展。 它

对天津以外地区的供应量也随产量的增加而扩大。 因此，为了改善

煤炭的运输条件，开平煤矿除了自备轮船输运外.还必须以巨大的

费用开辟秦皇岛港口及其他的相关设施飞

规模的不断扩大，造成资金上的巨大缺口 。 为了解决资金来源

问题，迫使张翼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否则便无法维持开平

的再生产能力 。 "彼时开平矿局资本不继，负债一百二十万两"也。

而恰当此时，英国人墨林来华寻找投资矿业的机会 ， 遂经过德人德

① 章饪 {通州张侍郎墓志铭 ) ，载 《情代碑f专圭靠 ) ;p; 3 编. t 海古瞎出版社，

1 987 ， 第 1 672 页 。

<ll [量]卡如生 《开平煤矿} 第三章，南开大学经研研究室译 .tr印本，第 1 - 2

页 。

由 m捧矿仪贤科i 南开大学经商所未刊楠，事见妻悻{中国近代经挤史上融目

惊心的一页一←开谏矿仅酷断送经过) ， (江海学币'l) 1982 年第 6 期 。

由 张国挥 {洋#运功与中国近代企业l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第 200 -
2 11 页 。

⑤ 盹畸文等 υra煤矿之恨史) ， 上海市煤业同业公告刊印， 1 931 年 4 月.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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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庄琳的介绍 . 与张翼合作，墨林答应愿意为开平筹措借款，采购机

苦苦.张翼当然求之不得。

墨林的公司总部设在伦敦，是一↑典型的英剧商行组织。 1898

年 6 - 7 月间，墨林返回英罔后.与德璀琳多次密函往返，德璀琳

[-) 墨林提出中外合资开发开平煤田的具体建议. 墨林Y!lJ 着手组织东

方辛边!m公司 .作为向列 平投资的国际财团。同年 9 月.墨林公司

选派美国矿帅创华由德璀琳介绍给张翼.安排进开平矿务局当工程

师.以作为伺机插手开平的内应 。 0)

经张翼向清政府申请， 1899 年 9 月.张翼正式授权墨林等为刑

平筹集 20 万英镑借款.利息高达一分二厘，借款的条件是以开平

可务局的全部产业作抵押 。 这一举措显然违反了开平历来筹措资金

的惯例.也为后来的权利纠纷埋下了伏笔 。

1900 年 1 - 2 月间，墨林带着东方辛迫加吞并开平的正式使命

第二次来到中国 . 和德璀琳 、 胡华等人紧张活动 f几个月 ， 打着中

外合办的招牌，诱使张翼上钩。

外国人看上的是开平日'务局的巨大利益，而张冀之所以执意要

和I外国 人介资. 是因为开平的发展确实遇到 巨 大的资金方而的困

难。 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 ， 不论开平使用了多少外国资金，清政

府的既定政策，决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独立地管理与开采矿

忡 。 因此，如果不发生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变故，导致开平

开采停顿 、 矿井被淹.便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件。

时饥不FlhI ，墨林只得 l守阴谋暂时搁起，于是年 5 月返归l 英

因 。

1 900 年 6 月 17 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沾炮台 。 7 月 14 日.攻占

^!'I\ .并继续向北京进犯。 在这种情况下，开平叩务局的部分产业

便被联军强占 ω。 联军的占领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开平煤矿的正常生

产 .而且破坏了交通 . 使开平的存煤无法运到市场.新的开采也就

<1 ' 市l 华 ( J-I . H<的vcr) 丑 i手势， NJ佛 . J;~ 曾 : 1'， It)二罔且统n

叶 1、 缸 '1 . . ( Jf习'啤旷》 把问币 1 吁~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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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进行 。 财产破坏和生产销售的中断，使财务状况更为险恶，票

面价值 100 两银子的开平股票已跌落到 35 两 。

当此时. 一直躲在天津英租界家里的张翼对开平的情况当然相

当地了解.他知道矿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预料到各矿可能被

外国军队所占领 。 看来，得采取迅速和果目前的手段，以对付险恶的

财务情况和防止矿山之被掠夺 。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张翼

想到的两个措施是: 一是利用外国的资金 ， 一是借用外国势力的保

护。①

张冀的想法应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当行为 。 而恰当此时，

英国驻天津领事借口张冀在家里饲养鸽子 ， 疑其与义和团传递消

息，遂将张冀逮捕，关在太古洋行的一个旧厨房里 。 这是否是英国

人的一个阴谋.现在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 但这-举动促使张翼将

上述想法在一种并不规则和并不合乎情理的情况下加快进行 。

在张翼被拘留起来的第二天，德璀琳前去看望，并答应张翼他

将设法营救 。 在谈到开平煤矿的现状及可能的威胁时，德E在琳告诉

张翼形势危机，开平矿权难保， '1在一的出路只有委托他(德璀琳)

代理开平总办，才能求得外国保护 。 德璀琳当场拿出事先拟好的

"委任孚据"要张签字 。 德璀琳的这个建议与张翼此时的想法相

合 ， 于是张翼不假思索便在这张"保矿手据"上签字，郑重任命德

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千军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

事之权， 听凭用其所筹最苦之法 ， 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云 三 由。

这一字据为后来的权利纠纷留下了漏洞 。 第二天，张翼即被保释回

家。

德璀琳得到了"保矿手据"依然不满足，他在此之后至 1900

年 7 月上旬之间，继续诱迫张翼补发给他两个委札和一份备用合

同 。 第一个委札授权德璀琳"或借洋款，或集外国资本，将开平矿

OJ 严坦 ( ft ~!翼尊贵 ) ， (严且提} 小华 'K局 1 986、第 138 líi 0 

ø (开 i牵旷仪贤料)，第 47 页;王草 { 中;r; }F平矿扭直带) (台湾 {近代史研究所

扭刊} 串 6 辑)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2 ，革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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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作为中外合资公司..第二份委札进一步授权德璀琳"广招洋

股，大加整顿..彻底改组开平矿务局;备用合同则干脆"将该矿

局的一切土地、房屋、 矿产、轮船以及其他-切财产之所有权与管

理权全行交给"德璀琳。 德璀琳有权"按其意愿出售 、 抵押租赁 、

管理、经营及管辖该项产业" 。 如果按照这些约定去执行，开平煤

矿宫督商办的性质必将改变 。

7 月 15 日，德璀琳致信墨林，宣称"开平矿务局的产业都已交

我保管.因为张翼已经将它卖给我丁 " 0 7 月 30 日，德璀琳逐以

"全权代表"的名义，背着张翼与胡华签订卖约，以德璀琳代表开

平矿务局作为卖方，胡华代表墨林公司作为买方，把开平矿务局的

全部产业毫无代价地出卖给墨林公司①。 德璀琳的做法与说法显然

不是张冀的原意。

接照张冀的本意，请求德璀琳作为全权代表来处理开平事务，

只是当时战乱情况下设法保全矿产的不得己之举。 而德璀琳之所以

获得全权之后，即将此矿卖给胡华，似也情有可原，他似乎也是为

了保全此矿不受损害 。

同年 10 月，胡华带着这份卖约到伦敦交与墨林，墨林又将这

张卖约的矿权以 79500 英镑的价格转让给东方辛迪加公司，由该公

司出面筹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向英国政府注册，于 1900 年

1 2 月 28 日正式成立，资本定为 100 万英镑，每股作价 l 镑 。

1 90 1 年 2 月，新公司派胡华和比利时人吴德斯来天津.面告张

翼新公司已在伦敦注册，定名为"开平矿务公司"股本亦已收足，

接着伙同德璀琳诱迫张翼签署开平矿权无条件移交给新公司的移交

约，以作为新公司霸占开平矿产的合法依据。 张翼看到移交约的内

容后，觉得合作条件均无载明，如果按照这种规定进行移交，实际

上等于把开平矿务局出卖给新公司 。 这个结果显然不符合他保护矿

产和中外合办的原有意图，因此不愿在移交约上签字 。 张冀认为

"开平为官督商办之局，今欲订 .V. .iE约，自应将旧公司应享权利，

(.IJ R茸的 1民主见 {好蝶煤矿之恨史〉 寄~ 49 - 53 ，~i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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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叙列 。 所最要者，如国家赋税、督总办事权，旧股东应分余

利，以及在事日久员司之花红，方称权平利公，成为合办之局。"

对于张冀的要求，胡华等人"坚持不肯，声称开平此矿，所以

每遇兵事. ell有占夺之虞者，正坐官督商办之故。 且旧股东若所享

权利过优，则持此合同招股，欧洲必无应者各等语"。 基于这种情

况，张翼决意不再签押，而与胡华等人往返话商，如是相持者凡 4

个月 。

胡华见张翼的态度如此坚决，如再不对张翼稍作让步..事将

决裂"。 于是胡华一面对张翼百般威胁，声称张翼如果拒绝签字.

他们将通过各国驻华公使搞垮张的地位，并将通过外国军队来破坏

开平的矿产，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张翼进行利诱，另外起草了一个

副约，尽量满足张的要求，如规定由张来担任新成立的开平矿务局

的"华部督办"先归还北洋官款 20 万两，华洋各股平沾利益等。

而张翼此时也有自己的打算..臣于彼时，窃计联军尚满京簸，和

议尚未就绪，事未可知，若定与决裂，则保护之说成虚。 至不得

已，乃从其请，作为正副两约，分行署诺"①。 经过 4 天的紧张谈

判，张翼于 1901 年 2 月 19 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在移交

约和副约上签字，并把移交责任委托德璀琳去办理，自己则躲到上

海租界里避难去了@。

如不发生大的变故，按照移交约及副约的约定去执行，开平矿

务局的权利并不会因此流失 。 张翼后来指出..实不料胡(华)于

此际，即怀狡心 。 其所以分别之者，于1[5股之时，目1I 欲匿此副约、

于合办之日，又欲全废此副约也。 故今开平此案，全视辛丑正月所

订之副约为枢纽 。 使有限新公司不守此副约，于英律不为违背，则

唐沽卖约虽假亦真，斯彼胜而我负。 使其不守此约，于英律即为违

背，则唐沽与辛丑诸约将同废纸，斯彼屈而我伸。 然则是副约者，回

① 严篮。 <1tl挺燕谋草费) . (严垣靠> .第\39 页 。

@ 这份后来桩称步~ ..备忘录"的文件.是开平矿务局和l极纠纷的一个关键。 圭丈

见卡尔生 {开平煤矿〉 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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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煤矿之命脉 . 而臣区区所恃以为国家收回利权者.亦即在此。"ψ

副约的价值乃是张冀的所视为抵制移交而以存合办之实者也吻。

对于前此签订的实约及这份副约.严复后来在代张冀起草奏折

时曾于可详细的分析。 他指出 "强令墨林叙出重卖公司之赢利，并

交还有限公司 o 所有赢利除却照理应得之酬劳，此权靠定唐沽草

约 。 假使此合同果是卖据，自然买主要得多少赢余 ， 是其自主之

'Ií' ;但此约虽是契.而其中并用卖出字样 . 而其真意是平常合同，

111于买主与襄立新公司之家。 此袭立之家经给予方便行事之权， f且

此权非系子之以自得利益，乃所以为有益公司大局之用。 由此可

见.这骥主公司不能视此为已得之物.而自求莫大之利益 ， 不过于

出力合立公司之事，有应得近理利益而已 。 这利益又视所出力之事

之何如 。 自我观之， 5 万镑已为过分。"由

2 月 27 日，新公司董事部委派胡华和吴德斯为开平矿务有限公

司总办，代表新公司攫取属于前矿务局的全部财产。 同时，英国侵

略军应胡华的邀请进占唐山 、林西各矿 ， 直接使用武力配合新公司

的攫取工作。 胡华等人明知移交约虽经张翼签字， 1!日既未经过直隶

总督和清廷的批准，又未经过股东方面的讨论通过，依然是不合法

的，因而只有利用八国联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清政府远逃西安的混

乱时期.急忙把开平矿务局的权利夺到手型 . 以造成既成的事实。

初步交涉

开平的事情越1J越糟，张翼在此时似乎也已左右不了局势。 在

这种情况下 . 他想到了严复 ， 于是请严复到开平协助处理中外合作

过程中的一些善后事宜。

严复是曾经留学英国的著名人物 ， 他的英文造诣以及对英国事

(Jj I""";\l: (代张指出 Jtî M í . <严坦 JO ， 司~ lJY - 140 贞

(;:J (j物主4天 -r Jt平矿辈的说贴) ， (近代史资料》 且 93 号 叶'因性告科学出版社

199莉， 事 22 6 }I.t 0 

阳 产垣 ( ).1f t川市纠前) ， (严垣 1革》 币 142 、 1 4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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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丁解 ， 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实业界想来应元人可比。 因此 . 当

张翼执意要将开平煤田. 与外国人合办时，想到j请严复帮忙，也是在

情理中的事 。 1 90 1 年 3 月，严复"应游河张学士翼之招，赴津 . 主

开平矿务局事"曲。

对于中国的矿产资源能否招集外国资金的问题 ， 严复基于对:'!î

方国家发展道路的了解，比较早地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中国自海禁既开之后，则关闭锁港之说，固不可行，而甲午 、 庚

子两次兵事以还，华洋之交 ， 更JE>密切 。 财匮饷瓣，非广渝自然之

利势.且无以自 立。 而遍地矿产之富，又为西人所实测而周知 。 议

者动言开矿之事，万不可招用洋股.用则利权为所独操。 然此皆知

其一而不知1其 一者也。"显然，严复不同意这种守旧的看法，他并

不认为在这些大型建设项目上利用外资会导致国家利权的丧失 o

根据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 ， 严复主张利用外国的资金 、 技术发

展本国的经济，更注意在利用外国资金 、 技术的同时，必须从法

律 、 从制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保障投资者足够的投资回报白。

按照严复的观点，矿山资源虽为我所有 ， 但当我没有力量开采

时，就应该利用外来的资金与技术，然后按照地 、 人、母本所占的

比例分配利润..地主收其赋税，人工禀其!甫钱，而出母本者则享

出货之赢息"。 这在严复看来是不值得有任何怀疑的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严复进入开平矿务局的管理机构后. 似应主要

负责对外的权利交涉工作。 对于这项工作，严复似乎是发自内心的

不满意 。 4 月 25 日，严复致信友人谈及他的工作情况说 "开平一

局， 与华洋同事能否终处 ， 尚需数时乃决。 " CIl

严复在开平的工作不开心， 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权利交涉的不顺

利 。 他在同年 5 月致信友人谈及欲辞开平矿务局事而又不忍心 .

"顾华人之权未尽失也，勉为更张.犹可振起。 及乎一旦权失.或

① 严磁 {侯官严先生年1苦} 辛丑 090 1 ) 是平在月 份， 而王 j!( ，}啊， (严凡遇年 i曹}

第 58 - 59 页则据捶启坦 《饮冰草诗话》 巷二足为是年三月 。

由 严重 <1t张?自 1草草妻 ) ， (严旦靠》 置~ 140 - 14 1 页 n

。 严坦。 { 与张无情书》 第 9 ， (严重串} 第 5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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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人所乘，彼则假剔弊之名，以一网取华人而尽之。 继贝1) 以洋人

或附于洋人者代其位，从此遂为绝大漏后，利虽至厚，于地主人元

与窍。 与此言开平，岂止言一开平已哉 。 此主权既失之后，万事所

以不可 以一为也。"∞ 10 月 13 日(丸月初二) .他又致信友人说·

-复在此间，名为总刃，其实一无所办. 一切理财用人之权都

在洋人手里;且有合同所明约者，押墨未干.而所为尽反。 经此

番阅历以后， 与洋人{故事.知所留心矣 。"由

严复的抱怨，表明中外在合办开平煤矿中的困难 。 在新公司攫

取开平矿产的过程中.既遭到德璀琳从中渔利的干扰，也遭到中国

员工的消极反抗. {ß仅仅经过 7 个月的时间，移交约所列载的原开

平矿务局的全部财产.已基本转移到新公司的名下，原开平矿务局

所发行的 15790 股旧股，大部已按每股 25 英镑的比例，调换成新

公司的股票， 而这些新股票的持有人，按新公司的规定，仅仅具有

债券性质，不具有一般股东的权利;原开平矿务局的行政管理权，也

已全部落入新公司所委派的外国人手里，按照副约成立的以张翼 、 德

难:琳为首的中国董事部 ， 完全是装饰品，无任何实际权力。 "所有支

票由胡华签字，即生效力，实握公司全权 ， 外间人尚鲜知l之也'咽。

此即严复所说的"名为总办，实则无事可办"的真实含义 b

张冀签订移交约和副约既没有得到清政府的事先批准，也没有

在事后及时上报清廷，直到 1901 年 7 月 28 日，也就是在同胡华签

订第一个协议差不多一年之后. 或者说， 在新公司接管矿山大约 5

个月之后.他才在给清廷的报告中称开平矿务局在义和团那个紧急

的时候 ， 旧公司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且极简略和极含糊地叙述了

德璀琳和他本人所采取的应付办法，即已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

办， 但对签订卖约和移交约等真实情况，张翼依然没有给予详细的

说明 . 而是极其兴奋地谈到那些惊人的结果·中外职员都享有平等

(j) 严主l ; ( tj张元前 15) 第 10 ， (严草草) ，擂 541 - 543 J)i 。 此拮据 t拭考证.叫

作于 l lJO I 年五月 二十七日之前不此，即西历 6 ω 7 月间 。

ω 严U . { 吁 张元请书》 革 1 2 ， {严且扭i 串 545 - 546 页 。

印 正?民 { 1 11 ;自开平矿权主涉> . 第 98 页 ; or障煤矿主恨史> . 第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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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旧债已经结消了，外籍采矿工程师已陆续在唐山和其他地

方复职了，煤照常地在开采，并运到天津和庸沽去卖。一切成规和

租税都没有改变.最好不过是"各国" (大概是在义和团时期占据

了开平矿地的那些国家)的国旗已被撒下来.而代之以"中外合办

的旗帜了"①。 于是清廷便稀里糊涂地加以批准。

张翼的报告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开平煤矿仍在继续发展 。

不料由于袁世凯的介入，这使问题复杂化。

1901 年 II 月 7 日，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培

养北洋实力 ，他在积极训练军队的同时.也开始插手近代企业 。 正

当他苦于无从插手开平矿务局事务的时候.却因一个并不太引人注

意的"龙旗事件"而得逞。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02 年 10 月，开平矿局局员候选道杨

善庆及地方长官以该局既系中英合办，贝'1 中国龙旗应与英国国旗同

时悬挂。 但驻津英总领事来函要求龙旗必须撤去 ， 而英国公使亦向

外务部提出抗议 。

"龙旗事件"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时袁世凯因事留沪，邀与

英使相遇，因告要求开平矿局撤去国旗，实属侮辱中国国体，且既

系中外合办，何以中国国旗不能悬挂?英使答以开平矿局已将全部

财产卖与英商，业在英国注册，为纯粹英国公司，并非中外合办，

所以不能承认悬挂龙旗。 如不相信，当令天津总领事抄送合同→

份，以资参考云云。由

袁世凯在返回天津，仔细地了解了开平矿务局的卖约和移交约

的详细情况之后，张翼擅自将开平矿务局实与英商的事实才算第一

次暴露面。 袁世凯于 1903 年 3 月l3日向清廷第一次参奏张翼盗卖

开平矿产的内情，中有"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

① 卡把生， (开平煤矿} 第五章，第 1 页 。

由 {开!11煤矿之恨史) ，第 24 页 。

@ 而据严II (为张燕}草草费》 说 "白开平煤矿前经有人事赛，仰雷 声E血 者臣明

臼回费，业将前后事势且臣不得已苦衷，据实陈列 " " ( (严重Ji! ) ，第 137 页 )
似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垂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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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ñJ道、土地乃圣朝疆域，岂能凭一二人为未经奏准，私相授

受 。 .. ...且庚子之乱，环球动兵以向我，尚未损失土地 . 又岂能凭

片纸私约.侵我疆域"等语:并称"迭向张翼一再询语，仍称系中

外合办公司.并未卖与英公司，已遣讼师赴英国控诉，正月内必有

头绪.而现届二月，尚无消息 。 目前谙询德璀琳，亦一昧支吾"巾。

因此，袁世凯建议开平矿局断不能作为英国公司，而应由外务部照

查矿 章 ， 另运中外合办章程 。 于是消廷责成张翼赶紧设法收回 。 如

有迟误.惟该侍郎是问，并着外务部切实磋商妥办。

在袁世凯发现个中秘密以后的几个月中. elJ在张翼和各股东正

在计划向法庭起诉的那几个月中，袁试图由他自己来解决开平问

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袁真正地了解到什么程度，还不能确

定 。 然而.袁世凯有深刻印象的，主要是 1900 年 7 月和 1901 年 2

月两个契约所载的那些条款，根据这些条款，开平产业就被"出

卖"给胡华，然后又被转让给那个新在英国注册的公司，这一切都

在 袁的奏章里说得很清楚 。 照袁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开平的矿

山和其他产业，包括秦皇岛在内，已被出卖和转让给外国人了 。 要

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应尽速证明转让无效或予以取消 。@

在这种情况下，张翼 方面被迫阻止新公司钻探新矿井， 面

延聘律师准备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诉讼，对收回开平矿权. !J!IJ 拖延

应付 。 针对袁世凯的指责及清廷的要求，张翼请严复代笔就开平矿

i好局的纠纷之来龙去脉进行了解器和辩护 。 这篇文字以张翼的名义

上奏请廷，虽不能说完全代表严复的观点，但基本上可以视为严复

对开平矿务纠纷的一些看法 。 在张冀及严复看来，此案的根本问题

是英商的欺诈行为，而对付之方针便是依据公理，参照相关的国际

及国内法律条款，谋取法律的解决.而不宜使用其他的办法@。
1903 年 12 月 II 日 .袁世凯第二次向清廷参奏.措辞极为严

山 在世凯 (jtf商佳据私的白占开平矿产请lJí外#部声明规重折) . (童世凯营运议}

天津古楠出陋社 . 1981. ~ 740- 742 页 。

由 卡草生 {开平煤矿〉 擂五章，第 4 - 5 页 。

ω 严里 (11: l~蕉谋尊贵) . (严l1 J在i 第 1 37 - 1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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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内有"张翼当口不过一局员，而胡华者一外国之商旅耳。 以国

家之土地产业，如听其私相授受，而朝廷元如之何， !i!'J 群起效尤，

尚复何所顾忌? ... ...不特为环球所希闻.抑且为万邦所腾笑"等

语①。 tri廷迫于袁世凯及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张翼革职，要求袁世

凯严伤张翼限期收回开平，袁世凯给张翼两个月的期限。 而新公司

一方面通过英国政府驻京公使照会清政府，阻止收回开平矿权

面竭力拉拢袁世凯.丰11袁进行直接谈判 。

袁世凯之所以不同意张翼的建议坚守"副约..承认中外合办

的事实，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认识。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袁世

凯是出于"水火门户之私者"而故意要收拾张翼。 多年之后 ， 严复

在向清政府提交的一份"说帖"中评价袁世凯弹劫张翼的真实目的

时说..此案之误首误于前北洋大臣袁世凯徒知参刻J前督办张翼，

而不知以正式诉讼法直向有限公司交涉 。"拨照严复的分析，开平

矿权纠纷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国j约的价值，如果承认副约，那么中

外合办就能成立，中国的权利就不会丧失 。 "彼张翼者，方执副约

以争于新公司，以为有此则售卖、移交二约将不废而自废" 。 而袁

世凯根本不从这个方面去考虑，他不仅率先否认副约为无效，而且

直接承认售卖、移交二约为真。 这虽然比较容易为张翼出卖国家主

权定罪，但实际上却不可避免地给英国人留下了口实，给中英交涉

增加了麻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袁世凯在参奏张冀的时候

也有偏见，因为卖约的签订者虽为张翼，而副署和见证的还有唐绍

仪和周学熙。 ..而袁世凯弹章则独严于张翼，至周、唐二人不独萧

然于事外，且为无瑕之缪人，而袁世凯未尝一过问"。 因此袁世凯

的真实用意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寻求法律解决

袁世凯的介入，使开平问题日趋复杂，尤其是袁世凯以爱国主

① 章世凯 f请坊外务部骨伤张翼迅速收回矿产折) ， (童世凯费议>.算~ 854 -8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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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号召， j指旨责张翼与外商的合作为"卖矿

翼极为不利，甚者将严重影响开平煤矿权利的进)步交涉。 1903

年 3 月 29 日，甚有影响的 《中外日报》 发表文章，指责张翼。

为了说明开平矿权的实际情况，明确张翼在这一事件中所应该

承担的责任 ， 严复在 《中外日报》 的指责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即于

1903 年 4 月 16 - 18 日，在 〈大公报》 连载专论，专门批驳该报对

张翼的"无端指责"①。

对于 《中外日报》 对开平矿权纠纷的分析与批评，严复认为从

根本上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 他指出，

《中外日报》 言于张侍郎所办开平一事业已"诵吉攻之，

尽发其覆" 。 白不侵观之，该报之攻侍郎之诚有之，至云"发

覆"幸免过于自许。 何以放?张侍郎于所办开平-事始终磊磊

落落，惟忍人之不知其详。 本无所覆也，则该报又安所得其覆

而发之?且中国常态往往以办事者身由正道之故，转为时俗所

攻，向使侍郎果有所覆 ， 其事回巳了结久矣!

在严复看来，张翼在开平权利的转移过程中本无大错，张的行

为光明磊落， <中外日报} 的指责显然是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

指责张翼的人一般总是认为张与外人所达成的几份协议，就本

质而言无疑是擅自"卖矿"关于此节的实质，严复则对这些"时

论"不以为然 。 在严复的意识中，张翼最初找"外人"商量开平权

利的"转移"事宜，其用心显然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的一种

权宜之计，虽为了借用"列强"的政治 、 军事势力保全开平的资

产，其用心大可不必怀疑 。 退一步说，即使张翼与德璀琳 、 胡华先

后签订的契约含有 "卖矿"的倾向，那也只是由"无限之旧公司卖

与有限之新公司 " 新旧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特派招洋股"而已 G

假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并没有影响中国的权益.中国依然可以照

① 严!l， Ot中外日报世开平矿事书} ， .903 年 4 月 16 - 1 8 日 f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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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收税，股东依然可以照章领取利息 。 在严复看来，这是 "自由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经营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国家主权"的

丧失 、"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问题。

在谈到张翼的人格等问题时，严复也不愿意"苟同"于..时

论"以为张翼只是"小人" 一个，人格低下，而是以自己亲眼目

睹的事实，强调张翼在管理开平及处理开平权利纠纷的过程中表现

应布的风骨与立场，

查(张翼)侍郎回鼻原、折，语语皆实.其事均不欺之诚，

实为晚近毒章所仅见。 乃馁报张皇扬厉，列为欺罔十条，设谣

词而助之攻，每出都人意料之外。 尚忆洋总办成英初渴见侍郎

时誉次讽曰..大人如此坚持，将徒为一己之不利，而令旁人

笑拙也。"侍郎曰..吾土对朝廷，下对股东，若见查 l司，只有

事实和盘托出 。 至于以此破草，以此失官，本所不顾，吾约一

字不肯背也。"威英悚然 。 然 jl') 侍郎之忠信，且有以服，张反

对之西人，而不能见谅于同种比肩与其平生所优厚者，则吾国

人心世道之忧也。

以严复做人的原则，他当然不会编造这些事实，果如此，张冀

的人格似乎也不是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低下 。 只是严复的这种说法

在当时实在是出乎许多人的想像，特别是那些具有"强烈爱国主

义"情怀的人，对严复为张翼的这些辩解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人对张翼借助于外人保护开平矿产不能原谅的另一个理由

是..惧联军者，惧毁坏耳，惧掳掠耳 。 地下之煤，彼不能尽载而

归也，即百万快炮不能轰毁也。"这种理由显然是不懂得煤矿开采

的实际情况，不理解开平煤矿在当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严复认

为，这种指责没有道理，丝毫不理解当时开平煤矿所面临的危机。

按照严复的意思，张翼之所以将此矿产借助于外人进行保护，实在

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不因战争而受损 。 张翼如果真的有意将此

矿产"赠与"外人而居中接受丰厚的贿赂，他大可不必去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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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是随便找个外国人就可以便此计得逞 。

《中外日报》对张冀的另一指责是，作为开平煤矿的总负责人.

张冀有保护矿产之责、宜死守勿去.与城汗亡。 这种指责从理论上

说并没有大错，然而在严复看来则"谬之千里"。 严复的意思是在

说，作为开平煤矿的负责人，张翼当然应该不惜牺牲自己保全矿

产.这→点似乎是不容争议的 。 问题在于，保全矿产与"守城"毕

竟不是一回事 。 保全矿产需要智慧.需要妥善的安排.而"守城"

只要是实力.是战争 。 保全矿产只要布置得当，使矿产不受损失.

那么即使当事人离开哥'山而他去，也是可以允泊的。 在严复看来.

这并不是存心为张冀的行为进行狡辩，而模诸情理可以理解、可以

谅解的事情 。

在谈到开平矿产纠纷的根本症结时，严复也有自己的认识，他

不能同意 "时论"的分析，以为这些"时论"除了不明问题的症结

外，还有许多理论上说不涵的地方。 他指出..自此以下.虽该报

意主倾人，然不能自圆yt说。 既i目张将此矿之全归外人矣，又云不

和l其归胡华.胡华独非外人耶?则又以胡华独JI厚利之故 。 夫既目

赠之矣，贝rJ 无论所赠为谁焉，往而;{、擅厚利 。 又谓折中所谓挽回，

不过废胡华所订之约:而胡华所fJ 之约.又适完其赠与外人之初

意。 夫侍郎之以矿赠外人，外人之能受此赠者.毋亦有约在耳.何

期废约而赠矿之意反完? 凡此真报馆文章所独有之名学，不候虽百

读百思而不t古解者也! " 

在{中外日报》 的作者看来，如果按照张翼与外人达成的协议

去执行，国家利益当然将受到损害 。 但在严复看来.开平煤矿的问

题之所以发生.主要的不是因为张翼擅自出卖矿产，而是因为当时

的国内环境.如果没有庚子事变的发生，便不会有张翼与外人所达

成的协议 。 而且.依照近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即使不发生庚子事

变.即使开平煤矿不被张翼"出卖"给外人，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只

是应收的"赋税"而不是其他。 因此从这个观点去观察，严复并不

主张废弃张翼与外人所签订的协议才是毅好的选挥，而是认为怎样

能够保障国家获得足够的赋税才是最实际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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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翼在开平招收洋股的问题，严复更不认为构成多大的问
题。 严复根据自己素来的经济学观点，以为开平吸收外人的股份是
-种极为正常的经营原则，而且开平使用外人资金也并不始于张翼
将开平煤矿"转让"给德璀琳 、 胡华等人之时 ， 只是墨林等人拿到
张冀的字据之后从中捣鬼 . 所招收的"洋股"并没有用到开平的发
展上，而私饱中囊 ， 从而使列平新债有加 。 但这种结果既非张冀的
本意 ; 也不符合包括哨股" 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利益 。 至于传言张
w在此一股权变更的过程中擅取公款千万 ， 牟取私利 . 乘混乱之机
低价收购开平的股票等等 ， 严复认为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不足凭

信 。
对于张翼在这一事件中的作为 ， 严复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曾根

据 自 己耳闯目睹的情况指出..不候身处当局 ， 目睹时论之诬，自
不得不稍为别白 。 虽然，侍郎独无过乎?日有之。 当庚子事起之
日，使智者为侍郎计 ， 将不下一札，不画一诺，昕其矿之自 灭 自
存 。 无论为何国所据.或山水所淹没 . 离散腐败不可复治，乃至如
漠河金矿 . 但置数十万之私股之于度外 ， 则事后皆有以自解。 至于
商股 ， 其存固不为侍郎功，则其失自无由侍郎咎 。 区 区商民之利
害，本非中国官长所宜留意也。 故为侍郎计其第一着之失策，在假
德璀琳以保矿之实权 。 顾其事谁实为之9 查此事经在英 、 比两都办
理 ， 业有端倪 ， 行将就绪 。 近因某西人电告伦都云 开平事势可以
就某大员之易而避张侍郎之难。 逐致事机中沮，彼辈复持两端。 磋
乎 1 外{每日深 . 内 i工更作 ， 吾恐他目中国灭亡，端由此道。岂独开
平一事哉 ! 岂独开平-事哉 1 "
从严复的这段话中可以引申出 : 假如张翼 当 日真的听从"智

者"的建议 ， 不在与德璀琳 、 胡华等人所拟订的协议上签字画押，
听任开平煤矿在外国军队的占领下报废，昕任矿山被任何一国的军
队占领，张翼或许没有多少责任，因为战争的理由比什么都充分 ，
张翼完全可以轻松地获得解脱。 至于招收新的洋股，张翼依然存在
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无所事事 ， 不思进取，听任开平煤矿自然发
展，即便开平的未来不发展而缩徽，那也不是张翼的责任。区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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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利害，本非中国官长所宜留意也。 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

不是张翼个人所能担负得起的责任。 因此在严复看来 . 如果张翼是

一个自私的小人，那么他的第-着失误就是不该借助德璀琳去保全

什么矿产。 至于开平权利纠纷的未来趋势.严复本来是颇为乐观

的，但因中国内部官僚的政治斗争的干预，特别是诸如袁世凯辈出

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一味 "~l张"极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所以严复担心中国未来之亡并不在于中国的"哥哥大\而在于中国

人的不团结，在于中国那些政治家的内江不已 。

严复→方面承认张翼在处理开平权利方面的"失误"另一方

面也充分注意到此案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七支持张冀寻求法律解

决的办法而不赞成袁世凯一咪弹劫张翼卖矿的做法。

袁世凯的奏章并没有促成收复开平的行动.而收复开平的主要

责任依然掌握在张冀的手里 。 而张对袁的催促却 直采取拖延的态

度 。 只是到了 1904 年 i 月，当张翼被袁世凯逼得很苦的时候，他

才拿出来一个和新公司总办那森共同签订的包括 6 个条款的无关紧

要的协议.报给袁世凯应付。 这个协议规定新的采矿公司应尊重中

国的国家主权和地方当局的职权，应交纳各种规定税款并遵守采矿

章程，它的业务和财政状况应向北洋商务督办汇报，它的一切事务

应由张冀会同外籍总办适当地讨论和办理。 虽然，这个协议是想恢

复合办的-种努力.同时，也是对袁世凯控诉他没有得到批准就把

公司转让给一个在英国注册的公司，破坏中国主权行为的一个答复 。

而袁世凯对于这个答复，显然是不满意的。 于是 1904 年 3 月 3 1 日.

袁世凯第四次向清廷参奏张翼"有负国恩.. ..节节推延.多方掩饰"

嘲笑"张翼 那森"这个协议，并坚决主张取消公司在英国的注册.

并把所有开平产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交还中国。 只有这样，才是遵守

了朝廷收回财产的谕旨。 他再次敦促清廷加以处理。 清廷还是批令

"仍著严伤张翼赶紧收回，不准亏失

① 卓世凯 (i~伤革员张翼收回矿产勒限巳遍晴坊市、理折) . (袁世凯费出} 串

Q I S ~ tJ IB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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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清廷的指示，张翼于 1904 年底借严复一起赴伦敦.企图

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开平煤矿的权利纠纷问题。

1905 年 1 月 6 日，严复、张翼-行抵达英国①。 但随着严复所

看资料越来越多.他开始怀疑张冀可能在有些事情上并没有讲真

话。 他在 1905 年 1 月 14 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致信张元

济，谈及对张翼的不满及自己的想法曲。 他已经开始对协助张翼赴

英感到后悔，他似乎已认识到，张翼在开平煤矿权利纠纷的过程中

的作为可能并不像张告诉他的那样，因为经过法庭辩论，严复己明

显感到张翼在"卖矿"这件事情上"实系有连"张翼遂在法庭上

试图将责任推给德璀琳，不料德璀琳"持有f言据，将行揭之"。按

严复的判断.此案中的墨林"因属欺诈"而张翼也封不是真的完

全冤枉..不元利心"。 如此，贝IJ此案的结果似乎不容乐观。 与此同

时，由于张翼实已破产，严复等随员的薪水也无法兑现.这也使严

复极不高兴.严复对张翼的评价日趋低下。 因此严复向朋友表示，

不管此案的前途如何r.他自己可能将很快离开张梨，不再协助张翼

处理此事@。 根据严复的观察，此案的情节不仅复杂，而且由于延

误的时间长达 5 年之久.即便法庭判定张翼获胜 . 也已很难保证张

翼能够获得如数的赔偿。

严复离开之后不几天 ， 伦敦高等法院皇家法庭开庭半月，原被

告双方争论激烈 。 张翼要求宣布 1901 年 2 月 1 9 日的备忘录为有

效.并要求判令墨林和英国公司履行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如果备忘

录被宣布为元效，他便要求取消那些用欺诈手段所取得的 1900-

1901 年的转让协定 。

1905 年 3 月 1 日，伦敦高等法院宣布开平煤矿权利纠纷的判

决书 。 此判决书宣称查明了被告没有按照备忘录行事这个事实 ，

并宣布"副约对于各被告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如果被告公司仍不

① 严 ll ， (与张元前书} 市 1; ， (严草草} 第 551 - 552 页 。

@ 严重 《与张元吁书》 第 1 6 ， (严重草) ，第 552 - 554 页 。

由 严复 〈与张元济书〉 第 1 7 ， (严草草) ，第 554 页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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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那么.本院就应该尽力设法.把转让的主题所涉及的F 山

幸u财户归还原告.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者可以采用禁令的

办法来阻止被告公司的代理人继续保有那些东西\至于张翼赔偿

损失的要求， 9!lJ没有得到法院的允准。 法官对此案的总结意见是 :

"我想我也许应当再说一句，那就是，在我面前对于有关事件所进

行的调查中，我没有发现张燕谋阁 F有丝毫背信的罪行或失当的行

为.至于对被告方面有些人我是不能说这样话的 。"张冀的官司似

乎打赢。 但法官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个副约"不能构成一个本院

所能判决强制执行的合同 。 我们不能直接命令履行这个合同"。0》 于

是新公司的董事特纳说..这次判决不曾产生任何结果\"张翼所

得到的实际上等于零 " 0 1906 年初，张翼回国电报请袁世凯昕凭处

置。

强行收目的尝试

袁世凯眼看英人盘踞开平，收回并非易事，而张翼又从中揭

道，袁世凯插手并不顺利 。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空言交涉 ， 不如实

力抵制，再Jm t:铁路、轮船、海军等用煤单位完全仰赖开平新公司

供煤，权操外人，实诸多不便。 于是乃子 1 906 年底.委托天津银

号总办周学!嘿筹办漆州煤矿。

周为袁世凯的亲信，曾担任过开平矿务局的总办 ， 对矿务情况

素所熟悉。 而天津官银号又是当时北洋的财库，较有实力 。 ..时周

学熙痛恨张燕谋之被欺，恨英人之霸占，遂纠合同志，谋抵制方

法。 乃于该矿原定之矿区范围外 ， 取包围之策，另成矿区，名为漆

州宫矿"ø。

袁世凯创办漆州煤矿的这着棋，应该说是正确的.它确实使

英商的开平新公司大伤脑筋 。 英国公司不愿意它在华北市场中所

(0 ( .<<i公堂 tla ) ， (帝国主义与开深煤矿k 神州国光址， 1954 ，事 92 - 95 页 

~， (开路煤矿之恨虫》 草 27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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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接近垄断的地位受到当地竞争的威胁 。 而漆州公司， 一方面

表现大胆对抗的态度. 一方面对于眼看着要和一个根基稳固的对于

斗争，也有所顾虑 ， 因而仍旧希望开平问题得到解决。① 到了 1 908

年夏，中英双方都准备采取行动。 在中国方面.直隶总督杨士骥奉

命设法收回开平，而英国方面认定这是他们设法消灭漆州煤矿的时

机。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士骥于是年 7 月请曾经参与过开平事

务并曾为此专门到过伦敦的严复出任顾问宫，参与开平善后事宜的

处理@。

在谈判的过程中，开平英国公司一面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向 ri'f政府施加压力 ， 声称中国政府决定开采漆州煤矿， 等于没收开

平英公司的产业，因此要求清政府下令立即停止开采.否则不惜以

武力相见 ; 另一方面，他们又诱使张翼、袁世凯等重开谈判 . 争取

英开平公司的地位合法化 ， 并指使清外务部英籍顾问希立尔.提

出由清政府发行债券换取开平股份，将开平与深矿合并办理。 清

政府对英政府的第一个要求不感兴趣，未予理会，但对其第二个

建议则颇感兴趣 。 1909 年 11 月， 当中英谈判陷入停顿已 1 6 个月

之久的时候，英国公使向中国外务部提出这些建议，并要求在一

周内答复 。

1 909 年 11 月，原湖广总1"1陈菱龙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

臣@。 中国外务部随即责成新任直隶总督陈菱龙和英公司进行谈

判①。 1910 年初，张翼、后i学熙奉命同陈菱龙办理此事。

在谈判的过程中，英公司乘机将收回价款抬高到 270 万英镑。

至 1910 年 9 月，陈已答应付给 160 万英镑债券，年利 7 厘， 30 年

① 仨2、生 {开平煤矿} 第五章，那 13 贞 。

面 这或许是严且且一民米到天碎的真主原因 。 关于此行的情况，尚未得到其他l1i

制证明就说明 . 但严且当时曾盛阳熊写在贞说 "篮子七月底赴障，锅盖帅相待不

离 与以顾问百名目，然事不过 .11 1 雀且主恤太仓而已，于政界无毫未梅补，暗

愧融入. 严直未刊榄.原件存辽宁博物馆。

@ 陈圳明 {陈费龙传，各) ， (贵阳I~~!资料选牺〉 第 1"1， 1984 0 

(j) 向掘宵 {陈费韭基 zt铭》。 辑下事宜、 腊文仅捕 {辛主人物碑倚靠} 团结出版

手l， 199 1 ，第 678 页 。



206 近代申国与世界 (第二卷〕

归还。 在债券还清以前 ， 英人有权控制和监督公司业务。 这样的条

件，英人当然乐于接受，但由于数额太大，张翼又从中揭力反对，

他至少上了三个奏章攻击陈费龙的这个建议，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

案 。 他依然主张按 190 1 年附加备忘录规定的那个中外合办乃是一

个最适宜的解决方法。 他的论证主要是，这个方法既可以使收回成

为可能，又可以便利益均沾而没有举债和花钱的必要。 因此，消政

府不肯批准陈费龙的方案，遂于 1 910 年 1 0 月 10 日责成度支部尚

书载泽会同盛宣怀重新调查处理，遂将谈判搁置下来。正是在这个

时候，严复向清政府上了卢个"说帖"详细叙述开平矿权纠纷的

由来及他对这些纠纷的看法 。

对于清廷欲以巨款赎田开平的动议，严复持反对态度 。 他以为

这种做法不仅将使新公司的诈骗行为合法化，而且将给中国政府带

来新的沉重负担。 他指出..直督所请以一百七十八万镑债累由度

支部担保，赎回开平全矿产业，将使外人再得最优之胜利，度支将

有无穷之负担 ， 而其策乃必不可行。"① 他的具体意见是:

宜请朝廷下令外务部照会驻京英使，明示朝廷于;11.理开平矿案

之扼要宗旨不可移易之方钊，其大意如下:

(一)开平矿产经有限公司占据，前所议具款购囚一节无论官

款私款，国家决不准行 。

(二)有限公司占据开平矿产，国家按照法律、条约从未认为

正当之举，今亦不认为正当 。

(三)开平矿产经前督办张翼或其所派代理前后与英商订约，

致该矿由有限公司执管开采之事。 前经将该督办责降，但今晓然该

督办于订约时本元以该矿归有限公司执管之意 。 即光绪二十七年五

月间，该督办会同前直隶总督李鸿章所奏维持该矿情形经朝廷令认

真妥为经理以保利源，亦未将订约后变局明白陈奏。

(囚)开平乃官督商办之矿，当经营之始，如置产、筹本诸事 .

得官中助力最多，国家前派张翼为之督办者，乃为该矿股东领袖，

(iJ (关于 If平矿权剖扮的说帖) . (近代史盟料} 且 93 号 ，第 2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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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国家保护财富利源，本元将矿产业转付任何人之权力，更元移

交任何外国人之权力 。 故该督办所行而成于此等效果者，元论其为

有意妄为，或系元心被人蒙混，于法均为无效。

(五)依中国法律，凡外国人不得执管地亩产业，亦不得在任

何地方开采各种矿菌，其得以为此者，必有约章专款及特别奏明，

经国家允许。 今有限公司系英国法人，既非条约，又未经特别允

许，并未向中国农工商部正式挂号，其在开平执管地产，开采矿

苗，实属违背中国法律 。

因此严复认为，清政府应该要求英国政府察照法例，伤令开平

矿务有限公司将所有不应执管产业，全行退出，订期交还中国 。

应该承认，严复根本否认"新公司"合法性的建议甚有可取之

处 。 果如此，其结果必然是..此文行后，即使不得所欲，亦可为

朝廷宣布正当意旨之资，于此案必大有神益。 更有进者，依英国法

律，占据产业经十二年，原主不相过问，即可视为已有 。 此后原主

即为起诉，不能收回 。 今开平矿产自辛丑至今为时已历十年，故即

目下未能收回，亦应由国家以正式交涉与之理论，庶该矿不致永

沦，而为后日徐图之地。 "①

有了严复的这个 《说帖> ，盛宣怀与载泽二人于 1910 年 10 月

开始着手研究开平问题，并于 1911 年 1 月初，就他们调查的经过

和自己的建议，先后呈递了几道联名的奏章。 他们在奏章中驳回了

陈菱龙和张翼的提案，并陈述了自己的主张 。 而从盛、载的主张

中，我们不难看出严复建议的深刻影响及其局限 。 盛、载对于为

了顾全国家的主权，有必要用任何代价来收回开平财产的说法予

以抹杀，以为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夸大其词 。 他们进而把陈的

建议作为一个商业的主题来加以分析，认为英国方面的讨价或陈

的出价都太高了。一则，外国人根本就没有向公司投入过那么多

钱，再则，矿山也值不到那么多钱，或者花更少的钱也能将开平

买回来 。 他们指出，开平最好的煤层差不多已经开采殆尽，不可

① 《关于开平矿仅纠纷的说帖) . (近代史暨科} 且 93 号.第 2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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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定将来的利润会比以往的更大，把这样一个大数目的 7 厘公

债发给英国公司，以维护他们优厚的利润，这是中国不应当犯的

一个错误。

盛和裁也反对政府公债形式的付款办法 。 他们认为.陈的计

划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不可能为商办的公司发行公债，这种公

债不应付息 7 厘 。 而且，大清银行也不应当为别人发行"外国公

债" 。 收回开平财务上的责任应由漆州公司担负，不应由 IB政府来

ift. 担 。

他们的建议是1.漆州公司应以出售增发股票，发行以开平

和漆州矿山为J1!保品的债券，或以低利结款来筹集资金 2 张翼

应审核英国公司的账目并向他们举行减价谈判 3 直到收买的时

候止，谏州应继续抵制开平 4 在资金筹妥和价格压低之后，漆

州应收买开平股份并re两个公司合二为一。 盛和载相信，时间拖得

越长，对漆州越有利 。 开平矿井煤层的枯竭和竞争的影响必将减少

开平的利润.而开平的股票价格便会随之降下来。 这样，就不一定

要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付出高价。 要紧的是，必须坚持到底并使英国

公司感到事事困难。①

现在看来 ， 漆州公司要想收回开平可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 。 这

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 1911 年，

两个公司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 那时. 一个合办一一而不是漆州

收买开平一一的新的尝试正在形成.而且在一载的政策使必然要成为

一纸空文 f o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漆州公司的局势继续恶化，而英国公司由

于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随后乃采取更加猛烈的降价策略以与谏州

公司进行竞争。 这显然是希望襟州公司早日就范。 为时不久.潦矿

因资本告罄.渐行不支。

是年秋.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政局动荡，开平英国公司一面

继续实行降价策略迫使漆矿就范面放宽条件， 对周学熙、张

'i i 卡尔佐 o于平公司〉 串五章 ，罩 l 8J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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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等人高价收买.力求迅速达成合作 。 而随之而起的政治纷扰使

煤的销路受到极大的限制.办理付款的各银行又都发生了严重的

金融困难 。 这就使已经亏损极为严重的漆州公司更加困难. 实力

更加削弱 。 而周、张等人既怕革命损害自己的利益，又看到英人

许以巨款，有眼前利益可图，遂使他们的抵抗意志严重削弱，谈

判急转直r. 于 1912 年 l 月 27 日签订合并合同和附件， 于是合

并之事遂告成功.改名 日开漆公司 。 深矿终于成为英人开平公 司

的-部分。 中 国收复开平的努力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又将漆州公

司丢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