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宝书 光绪十八年（四92）主辰跚地榜三甲第1名

饶宝书（1858-1912年），字经衡，号简香，广东省兴宁县人。光绪十八

年（1892）圭辰科进士，官居为户部主事，因核算
“

庚子赔款
”

有功，升榷

算司郎中，外交部语速等职。

饶宝书出身书香之家，胞兄宝善，父光晋。伯父光辅肇庆府训导。他

自幼勤奋好学，14岁入县学中秀才。次年补康食饨于库。光绪六年进京朝

考列为二等。遵父命负复省会游学，进修
“

粤秀
”

、
“

越华
”

两书院，受

业于吕拔湖、陈兰甫两先生门下。进修期候委数年，初署新安教谕。

1884年又署韶州训导，因父丧家居奉孝数年，未赴任。其时对《数学精

蕴》诸书冥搜力索，累读不倦，每于盛夏乘凉时与诸弟侄辈讲数学天文，

昕者茫然不解。1888年转署龙门县训导。光绪十五年（1889）与堂弟宝畴赴

省乡试，兄弟同科中式举人。时邑人不登乡榜已三十余年矣。1890年春闹

报罢，仍回龙门任职。1891年兼兴贤书院讲席。光绪十八年（1892）上京会

试，殿试取录三甲第一名，钦点户部主政，签分广西司主事兼署陕西档案

房，1896年考选取入总理衙门章京。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由于饶宝书

精通数学，受聘为京师大学兼职教习。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入北京，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逃

亡西安，京师大乱，同官多逃走。饶宝书则常曰：
“

当官有职守，岂能出

国门一步哉。
”

至次年两驾回宫，急以议和，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饶宝

书以记名章京为外交部主事。新政初成，行电文牍日数十起，饶宝书常挑

灯达旦辛勤工作。列强各使在议和谈判中提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 飞在
须每人赔白银一两，后又假言照顾中国困难，可分三十九年摊赔，惟应月 －歇
息四厘，递年加息。清廷屈从， 由奕助、李鸿章为代表，与多国使臣于 ：� 

1901年9月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赔款按照四亿五千万两，加

上三十九年递年加息计算，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万两，还有地方赔款两千多

万两。甚至连海关、盐税等税权都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

饶宝书身居外交部主事，为挽救危澜，奋然而起，力言不可，请求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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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之策。 当时和约虽已告成，惟还金还银断断争辩三年未决，对赔款实数

卒难决定。 当局部臣们倚重饶宝书，委同参与磋议，并于1903年补授饶宝

书为榷算司主事。前后又经一年，才确定赔数条款。 饶宝书掰精竭虑， 日

以继夜，摊牌稽核，在议会上据理力辩，使列强理屈，共核减赔款三千万

两。又对俄使于庚子年在库伦俄商所失去
“

茶箱
”

一案，扣回赔款中的四

十九万卢布。

饶宝书在精确核算赔款中，为中国挽回大量银两，于国计民生禅益不

少。 1906年升为和会员外郎。 1908年转为榷算司郎中，并为税务总办。

1909年为记名海关道用。 1910年本已委派上海巡抚，因某亲王求让，饶宝

书未任。 1912年民国成立。 饶宝书因身体素弱，辛劳过度，本拟告退终

养，惟部长极力挽留，即继续从简任事，为外交部通商司司长，参议院特

派员。 当时饶宝书已身力不支，于民国元年10月病逝京邸，终年55岁。噩

耗传来，邑人无不痛容相告。长子衍馨（清邑库生）时在京国史馆供职。 为

追录饶宝书功绩，补授衍馨为外交部通商司榷算科主事、清华大学校董，

并拨款二千元作为治丧费用。外交部通商司同人，曾致挽联一副曰：
“

自

公退食，曾几何时，关心塞北风云，胡勿缓死须央，前席侥能筹胜策；将

母不逞，竟从此逝，回首岭东烟树，料得有人延伫，倚间犹望整归鞭。，，

饶宝书灵枢归葬故里，极尽哀荣。

饶宝书诗文甚多，大都散失，现仅存民国二十年编印《东安饶氏家

谱》中的饶宝书文章与事迹。 又存有殿试《国策》、《致梁启超三十

韵》，以及翁同解撰写的《饶母谢大恭人九十一岁寿序》，乡贤罗献修（斧

月）撰写的《宝书诗文》，饶宝书所写《朱子家训法贴》等。

（饶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