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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清变局中的荫昌

赵晓芬

摘!!要$!@世纪后期'德国对华政策受其世界政策以及列强在华争夺势力

范围的影响而变化'清政府为因应这一变化开始正式派遣驻德公

使&荫昌早年入学京师同文馆德文班'充任随使翻译在德国历练

为他日后两次担任驻德公使提供了极佳的机会'也为其转任江北

提督晋升陆军部尚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世纪前十年直

接参与清政府对德外交的重要人物'荫昌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外
交(军事走向专门化和职业化的一个缩影'其经历(身份转换及相

关活动给晚清的军政变革留下了德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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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近代化伴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竞争'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国家
#以下统一称德国%是继英法等国之后的主要参与者&从!&"'年德国派出第一任
驻华公使李福斯#;/<19=90V2BE/23%'直到!*年后的!&))年清政府派出首任驻
德使臣刘锡鸿'中国在德国才有专任公使&荫昌!作为清政府第一批赴德随使翻

'#%

! 荫昌#!&*@,!@'&%'字午楼(五楼'富隆佐领下人'!&*@年生于北京城'八旗国子监官学出身'隶满洲
正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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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虽然家世并不显赫'但在庚子事变之后历任驻德公使(江北提督(陆军部尚书
#大臣%&他宦海生涯中两次重要的身份变化都与德国有关'最初从一个八旗国子
监官学生转为同文馆德文班翻译生'以此为门径跨入外交领域'此后又因缘际会'

应军事变革之需而投身于新军建设之中&荫昌为满族旗人'但此时的八旗与逐步
完善的新军系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断调整的德国对华政策一定程度上又推动
了晚清的军事改革&

然而'像荫昌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迄今未有专文论述其与德国的深厚渊源'

并借此探讨其仕途特点及其对晚清变局的影响&京师同文馆是培养中国近代外语
人才的重要机构'荫昌作为德文馆第一班学生'学界对他的关注也最早出现在同文
馆的研究中&台湾学者苏精梳理了京师同文馆师生关系'对荫昌早年在德国留学(

出任公使以及回国后的经历进行了初步勾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中国
军事近代化过程的部分国外学者'在发掘大量外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也注意到拥
有留德背景的荫昌在晚清军事改革中占有的特殊位置&美国学者拉尔夫3尔3鲍威
尔#V54CBL9><0R9O244%主要利用美国陆军参谋处!@!% !@!!年对中国陆军的
*每月报告+'并结合在华西文报刊讨论了荫昌在宣统朝陆军部尚书任上的改革'指
出受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影响'荫昌试图将类似模式嫁接在中国的试验并不成
功"&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T1:/016+8+Q/0K%则进一步利用美国华盛顿档案
馆藏美国陆军部总参谋部档案缩微胶卷出版物#a0<721675723S5>$2C5>7:207'

;202>54375EE'[57<9054,>HB<=23F<H>9E<4:R/?4<H57<903'S53B<0K790'$A+'简
称!S$;6"%'以及伦敦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257.><75<0'Q9>2<K0ZEE<H2
,>HB<=23'R/?4<HV2H9>1'ZEE<H2'简称!QZ"%进行研究'其结论基本上延续了鲍
威尔的观点'认为荫昌作为亲德派人物'在陆军部的行为模式难免不受到德国的影
响'虽然改革力度较大却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德国学者则更多
发掘了晚清在德留学生的相关史料'比如伊丽莎白3卡斯克#T4<35?27B853J2%就对
荫昌的德语水平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托马斯3哈尼施#UB9:53I5>0<3HB%在对
中国早期留德学生群体进行集体审视过程中'也肯定了德国的军事学习在荫昌军
事生涯中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荫昌的人生轨迹'不仅提示着在德国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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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师法西方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也提示着在晚清大变局中
寻求富强之法的个体生存之道及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思考&就中国近代外
交史(军事史研究的深化而言'对荫昌的研究显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荫昌没有留下日记(文集等通常人物研究所依托的重要资料'也没有专门关于
他的档案留存&本文以与荫昌有关人物的日记(往来信件(电报等相关资料为基
础'辅以中外学界论著和中外报纸刊登的电报(新闻以及评论等信息'尝试对荫昌
两重身份的形成及其与德国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尝试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作
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赴德官方人员'荫昌是如何借此经历甚至凭借与德国最高层人
士的!私谊"获取进阶资本并服务于自己未来发展的)荫昌以德国为奥援所面对的
机遇和困境是什么)他前为驻德公使(后为陆军大臣的两重身份在晚清时期的中德
关系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0

一(由翻译跨界军事$荫昌早期留德经历与仕途的开启

荫昌是京师同文馆德文班第一班的学生'十三岁即被选入馆&!@世纪"%()%
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李鸿章(丁日昌等已经认识到发展制造之术的根本'是
要拥有!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而其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语言障碍&曾国藩则在
徐寿等幕僚的建言下'进一步得出译书乃制造之根本的结论'认为可能成为!造器
之人"的!聪颖子弟"'可以通过译书来知晓制器之原理'因此广设方言馆(翻译馆进
行译书活动!&在德国方面'此时恰逢巴兰德#F5̀ =90.>5017%接替李福斯担任驻
华公使并着手推动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支持德国与英(法等国展开激烈竞
争)另一方面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加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李鸿章为平衡列强在华
势力'推动洋务以增强国防力量'也有意加强与德国的关系&因此'!&)'年京师同
文馆德文班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清政府为密切与德国关系而进行语言人才的培养
和储备&但受条件限制'该班在!&)"年!八年课程"确定之前管理相当松散'并无
严格规程可循'甚至未专设德文教习'第一任教习卡尔3伟贝#A5>4S52?2>%即同时
兼顾教习俄文"&按照惯例'同文馆在!每三年举行大考即岁考以后'由总署#总理
衙门%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译书'并在
总署充当翻译)其课业较精者'选派随使出洋"#&荫昌则是第一批被选中随使德
国的少数外交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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