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如璋 ：：基辛（写写�翰林院编修，侍讲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大埔湖寨双坑人。祖辈世代务农。如璋

少年时就聪颖过人，喜爱读书，13岁，父亲因家贫，令他辍学牧牛，他常
常带上书本，且牧且读。如璋的姑父陈兆蓉（宇芙初）是邑内名儒，非常赏

识如璋的志气，便让如璋从他读书，得到名师的教导，如璋的学问进步很
快。同族长辈翰林何探师、对如璋的才气学问很是惊异，曾对人说：这个孩
子以后的名位一定在我之上。

咸丰六年（1856)19岁的何如璋考上秀才，入县学为生员。咸丰十一年
(1861）辛西科乡试，24岁的何如璋考取广东第99名举人。长汀太守朱以鉴

久慕何如璋的才干，聘为幕僚。因助朱以鉴治汀有功，经左宗棠保举为五
品知县衔即选知县。 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中二甲第27名进士，选翰林院

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充国史馆协修、武

英殿协修、篡修。光绪元年（1875）任乙亥恩科顺天乡试磨勘官、日讲起居

注官、威安宫总裁，升侍讲，转补侍读、右春坊右庶子。
何如璋所处年代，正是欧美列强虎视眈眈，不断侵略中国的时代。当

时读书人或沉迷科举，或耽于清谈，对于国际情势一无所知，昕到
“

洋

务
”

二字便掩耳而走，诋为汉奸。何如璋虽然深研桐城派古文，但他知道
世界已发生巨变，老一套已无法拯救国家和民族。他进京赴考往来上海、 .!Ir 

天津时，便注意同中外士商交游，时或询访英美教士，了解西欧各国的国 于叨
情和政体。入翰林院后，他更加留心时务与有识之士交流切磋。一次渴见 叫 A
直隶总督李鸿章，其见识让李鸿章吃惊，私下对人说：

“

想不到翰林中也 也
有如此通晓洋务之人。”

_..t 

光绪帝即位后，李鸿章和中枢大臣沈桂芬推荐何如璋为驻外 使节人 品
选。次年，何如璋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加二品顶戴，充任出使日本国大

臣驻日公使，知府张斯桂为副使，成为中国驻日本首任使节。时年39岁。 _ 181 _ 
何如璋在任驻日公使期间，援引国际公约，迫使日方达成协议，同意

在横滨（筑地）、神户（大阪）、长崎三城市设立领事馆，并收回领事裁判权，



使旅日侨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了基本保障。琉球是中国属国，琉球王代

代受封于中国，年年向中国纳贡。日本明治新政后，即阻止琉球向清廷纳

贡，企图吞并琉球。何如璋屡向朝廷建议，以
“

撤使
”

、
“

罢市
”

以示必

争，力阻日本吞并琉球。

驻日期间，何如璋还实地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

欲自强必须效法日本。他撰写《使东述略》，详细介绍日本新政情况，支

持鼓励他的助于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以供国人研究仿效。何如璋还

注意和民间友好人士往来，与朝野文人以诗词相唱和，其《使东杂咏》在

日本广为流传，书法作品亦被许多人珍藏，载入《日本美术家名鉴》。

光绪七年（1881），何如璋献？台国五策，主张禁洋烟、平民教、复法

权、增关税、精练海陆军。次年2月何如璋卸任驻日公使回国，再次上疏

详论加强海军建设，提出
“

立营制、编舰队、办船务、勤训练、谋并省、

精选拔
”

等六项建议。光绪八年(1882)9月朝廷授何如璋为船政大臣，
“

督

办福建船政事宜
”

，接着补詹事府少詹事，12月到马尾接任视事。

何如璋到任后，
“

汰冗滥，稽工材，审支销，岁节浮费十余万
”

，开

工建造新船，船政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他还实事求是地调查澄清了

开济轮事件，避免了一起冤案，保护了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何如璋在船政

大臣任上仅九个月，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廉洁的清官。光绪十

年（1884)7月，法国派以孤拔为司令的舰队进入闽江口，袭击福建水师，马

尾海战爆发。何如璋于战前二月即看到问题严重性，先后上奏《法船聚泊

马江应亟调兵船赴援协防折》及《法船聚泊马江请调南北洋兵轮以相牵制

折》。提出
“

彼此兵船衔尾相拒，先发制人，后发则为人制
”

，只有
“

塞
回

河般才能把握胜机慈禧却着军机川按兵不动静以待之

士
’

不许
“

轻言战事
”

，
“

衅自我开
”

，李鸿章甚至连电张佩纶，诱其放弃船

l� －， 厂，退保省城。以慈禧为首的执政者寄望于和谈，和战不决，最后贻误了

战机。结果福建水师大败，全军覆没。

182 马尾海战后，一些官员参劫何如璋、张佩纶
“

玩寇弃师，愤军辱国，
飞，v d扩朋谋罔上，怯战潜逃

”

，
“

弃厂擅走
”

、
“

藏匿战书
”

、
“

私兑该局银

两
”

、
“

乘危盗帮
”

等罪。朝廷派钦差大臣左宗棠、杨昌泼等查办，经确



查澄清了许多不实之词，
“

何如璋藏匿战书，既据张成、魏瀚等供实无其

事。
”

而汇兑银两一节，船局出款既有簿籍可凭，香港汇收亦有委札可

验，前后交代复有折册可查。出走之时
“

尚思将厂存银两押运入城
”

。提

议
“

既经革职，可否邀恩免议？
”

但慈禧等当权者为转移社会舆论的压

力，转嫁罪责，将何如璋、张佩纶两人作为替罪羊，
“

从重发往军台效力

赎罪
”

。从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何如璋被发配到察哈尔充

军，度过了整整三年的遣戍生涯。

遣戍期间，何如璋完成一部学术著作《管子析疑》三十六卷。他虽滴

居塞北，仍希望通过著书立说，为世人提供经世治国的借鉴。光绪十四年

(1888）秋，他释戍还乡，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主持潮州韩山书院。

光绪十七年（1891)8月，何如璋因遣戍期间不服水土留下的痛疾复发，逝世

于韩山书院，享年54岁。

何如璋生前著述除《使东述略》、 《使东杂咏》、 《管子析疑》等诗

文外， 尚有《使东公牍》、 《使东日记》、 《袖海楼诗文钞》等。民国期

间，其第五子何寿祺将其70多封家书编为《何宫詹公家书》。

将

V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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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叩可..f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