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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晚清时期，国弱民贫，列强环伺，时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
加剧。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１９０５年中国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上
规模的抵制外国商品的爱国运动，也是 “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以文明、理性、和平抵制外货方式反抗西方强权的活动”①。

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清朝全权特使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Ｓｅｗａｒｄ）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 《中美
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为 《蒲安臣条约》）。该条约规定：两
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
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这部条约的签订，为中国劳工移民
美国敞开了大门。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
下，中国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计，远走他乡，

用他们的勤劳和汗水为美国西部繁荣做出了贡献。但到了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以后，美国开始爆发经济危机，为转移工人斗争视线，
资本家们捏造华工抢饭碗一说，有的政客甚至公然用排华作为竞
选时的口号，并得到了许多同样受苦受难的美国底层民众的支
持。在这种情形下，广大华工开始遭受广泛的排斥，并且越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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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立新．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Ｊ］．美国研究，１９９９
（２）．



烈，美国政府先于１８８０年修改了 《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
紧接着于１８８２年通过了 《排华法案》，随后又于１８９４年强迫清
政府签订了为期１０年的 《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相
继出台的排华法规和政策迫使在美华工一步步地走向遭受排斥的
深渊，虐待、迫害华侨的事件层出不穷，种种屈辱的对待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１９０４年，限制华工的条约期满，按照条
约规定，缔约国双方如果在期满后不再延长，须于期满前６个月
行文知会。晚清政府于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４日向美国政府宣布 “限制
来美华工”条约将于同年１２月７日自行终止，如果美方要签订
新的条约，则需要美国政府改变现行政策。但美国政府却要求维
持现状，无意修约。旅美华侨企图通过修约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
受到沉重打击，于是１０万余人联名致电晚清政府，要求废除条
约，获得平等待遇。在向中美双方政府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在华侨的号召和国内商会的组织下，１９０５年５月，一场全国范
围内的抵制美货运动全面爆发。

研究本次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如下：一是真实、客观地再现
那段历史，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历程作一个简单的梳
理；二是通过考察两国政府对本次运动所持的不同态度，尤其是
晚清政府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
用，在政府加强危机的防范与引导方面做一番有益的探索；三是
通过深入研究１９０５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可以了解这次
运动的缘由、规模及影响，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而且有助于全
面了解近代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产生、发展以及追求民族独立的
历史。

一、研究意义

对于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有着直接
利益冲突的中美双方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有着不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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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抵制美货运动的早期和中期，晚清政府基本上采取不干涉
的态度，罗斯福政府也不以为然。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展开，美
国政府对本次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视起来，更换了驻华大
使，向晚清政府进行强硬交涉，除了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抗议之
外，还使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来恫吓，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来
挽回抵制美货运动对其造成的损失，并被迫改善了华工的待遇，
用大棒加糖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同时，在运动的后期，晚清政府
迫于外交压力，态度上开始发生转变，由前期的同情、默许及中
期的争取，转为后期的压制，导致了运动的彻底失败。深入研究
这场运动的意义如下。

（１）在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统治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
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因势利导、转危
为安？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一番有
益探索，并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提供借鉴和参考。

（２）当前，美中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
层面的交流与商业之间的往来空前频繁，而贸易摩擦也从不曾间
断。以史为鉴，对于促进中美贸易和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推
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均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对于１９０５年因中美工约问题而引起的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
许多学者分别从国家利益、商会、民间团体、国民外交、中外关
系、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等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热烈
的探讨，并已经取得大量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在撰写本书综述
时，对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和清理的过程
中，便有此强烈的感受。但与此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总体
而言，当前的研究主要以叙述史实、从参与活动的主体视角及中
美关系进行论述者居多，从国家应对危机和加强国家管理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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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研究却显得不够。纵观以往的研究，其薄弱点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对运动中晚清政府应对危机的表现以及应如何应对
危机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欠缺；二是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对中美之间
的这场贸易纷争，抱着极强的主观色彩和价值判断，过分强调华
工遭受的非人待遇，而对运动产生的根源及美国排华法案出台的
背景研究不够深入，成果较少。

（一）国内研究现状

１．专著

最早对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中国台
湾地区的学者张存武先生，他在其著作 《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
风潮》［台湾地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１３）］中，
对抵制运动的原因、背景、经过、结果及各方的反应都做了较为
详尽的叙述，对抵制运动失败的原因、意义和影响做了一定程度
的分析。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著
作。此外，罗香林在 《梁诚出使美国》，徐鼎新、钱小明在 《上
海总商会史》（１９０２—１９２９）第三章 “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与上
海商务总会”中，分别对抵制美货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驻
美公使梁诚的活动、上海商务总会的活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王
立新在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书中对美国的对
华政策及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朱士
嘉主编的 《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罗列了晚
清政府对待美国华工华侨的政策以及华工华侨在美国的悲惨境
遇，并就抵制美货运动做了详细的记载。由陈翰笙主编的十辑本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系统地介绍了１９世纪中
期华工出国的背景和原因，华工对英、法、美等国及其殖民地经
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晚清政府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以
及华工对反封建斗争与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钱杏村 （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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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以反帝、反封建、反对不抵抗
和屈辱求和的文学作品为主，把分散的材料整合起来，揭露了华
工在美国遭受迫害的历史事实，从文学这一角度深刻地反映了
１９世纪的反美禁约运动。

２．自２０世纪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

和作揖的 《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 （载于 《近代史资料》，

１９５６年第１期）对整个运动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解释，
是对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研究比较早的论文，为后人的研
究做了铺垫，具有指导意义。

丁又的 《１９０５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载于 《近代史资料》，

１９５８年第５期），主要对广东地区的抵制美货运动过程进行了详
细考察，丰富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把对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
货运动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金祖勋的 《１９０５年广东反美爱国运动的片断回忆》 （载于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５期），主要是对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
动的一些片断、场景的再现，虽然系统性不够，但却在和作揖与
丁又研究的基础上，对抵制美货运动做了有益的补充。

沈雨梧的 《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与浙江资产阶级》 （载于
《杭州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３期），把考察的范围限定在浙江，
把考察对象集中于运动的领导阶层———浙江资产阶级，对于深入
研究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有拓展之功。

耿云志的 《１９０５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载于 《近
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主要从资产阶级这个视角出发，
对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
命阶段，肩负着领导反封建、反帝双重任务的资产阶级，虽然
“不很称职，但历史的命运毕竟作了这样的安排”。

朱英的 《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 《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６期），从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上深入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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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商业资产阶级领导了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认为
“抵制美货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首次整个阶级的主动历史行
动”；是主要由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 “一场以抵制美货为主要斗
争手段，反对美国蓄意迫害华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运
动”。朱英后来在 《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 〈抵
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 “近代性”〉》（载于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一文中，对韩国学者金希教的 《抵制美货运动
时期中国民众的 “近代性”》做了充分肯定，认为金的研究 “颇
具新意”，是近年来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又一力作。

郝贵远运用大量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写成了
《柔克义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 《历史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一文，首先交代了抵制美货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排华法案，然后考
察了驻华公使柔克义在上海的外交表现，认为是 “初展狡谋”，
接着柔克义在北京 “凶恶面目”“大暴露”，最后对清政府官员的
态度做了考察。纵观全文，主要是从柔克义的角度对抵制美货过
程的揭示以及对驻华公使的贬斥。后来，郝贵远又从驻美公使梁
诚的视角，写成 《梁诚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 《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一文，指出 “美国排华是其国内政治斗
争的结果”，而抵制思想的诞生主要源于 “从失败中逐渐悟出”，
并对梁诚与美国政府的斗争进行了梳理，对梁诚的表现及 “忧国
忧民的赤子之心”作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认识到，尽管梁诚受
到了民主、自由等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 “毕竟是一名封建官
僚”，“上智下愚的封建意识仍旧占据主导地位”。

李建中的 《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载于 《南京
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４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就是
罗斯福政府谋求在华利益的主要手段，遭到日、俄冲击后，为维
护其大国形象，在排华政策和后来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国
政府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这样的对华政策体现了２０世纪初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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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扩张的外交主张以及恃强凌弱、唯我独尊的外交特点。
朱卫斌在 《西奥多·罗斯福与排华》 （载于 《中山大学学

报》，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一文中，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排华
态度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内外因素。文章认为罗斯福在就任总统
之前就是排华分子，而在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前后，他之所以
倾向于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缓和中国人
民的不满情绪，使美在华利益不受损，并不是要真正放弃排华政
策。

陈晓燕在 《近代美国排华根本原因辨析》（载于 《杭州大学
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３期）一文中，从经济视角指出近代美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与同期中国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造成中国廉价劳
动力对美国市场的冲击才是近代美国排华更为深刻和更为基本的
历史原因。而种族主义仅仅在排华过程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不是根本原因。

袁丁在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载于
《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一文中指出，晚清政府对华
侨政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是由过去的敌视、放弃到扶持和保
护华侨，并非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宣传的那样，清政府拒
不保护华侨。而晚清政府之所以在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间中美关于华
工禁约的交涉中软弱无能，成为失败的一方，主要原因在于晚清
政权的封建性质和当时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

王立新是研究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大家，成果颇丰，
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本次抵制运动进行了考察。其中 《１９０５年
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载于 《美国研究》，１９９９年
第２期）一文重点讨论了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
响，认为不仅表现在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
对美国在华美好形象是一个重大打击，对美国在华的传教事业和
教育事业的影响也是较为深刻的。因此，本次抵制运动所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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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美国的商品，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影响力减
弱。王立新在另一文 《试论美国对中国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的
反应和对策》（载于 《世界历史》，１９９９年第４期）中，把美国
政府的反应归纳为 “迟钝的反应”，然后采取了 “胡萝卜加大棒”
政策，分析了采取这种政策的根源———种族观念和美国国内政
治，并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怀
与旧式的盲目排外有着本质的不同。王立新在 《中国近代民族主
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载于 《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一文中，从民族主义兴起的视角，对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进行
了分析。他认为 “抵制美货运动展示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
的对外方式和理念”，“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动员
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此种分析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极富见地。

吴金平在 《美国华侨与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载于 《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一文中，对抵制美货运动的由
来进行了仔细考察，并就旅美华侨在抵制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进
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抵制美货运动的意义。他认为１９０５年抵
制美货运动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帝爱国直接行动”，
“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刘莲芬在 《试论清政府保护旅美华侨的局限性》（载于 《贵
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一文中指出，由于 “国家积
弱，外患不断”，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地位，
不具备与列强讨价还价的地位，因而在外交困境来临的时候，只
有牺牲华侨的利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因此，清政府软弱的地位
使得其对旅美华侨的保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马方方在 《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近代商人人
格特点简析》（载于 《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９期）一文中，以
商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了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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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抵制美货运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群体性格———独立性、功
利性、理性、进取性以及妥协性、依附性、逆向退化性在本次运
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贾中福的 《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
（载于 《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
视为国民进行的外交活动，指出，从近代国民外交视角看，１９０５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从
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 “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

３．相关的学位论文

初丛雪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从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探析中
国近代商人人格的若干特点》（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中，从
社会学的角度，以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１９０５年中国抵
制美货运动。文章指出，传统社会的嬗变、民族危机感的激励、
商会作为政治活动的合法舞台这三个因素是商人领导抵制美货运
动的动力及缘由，商人的人格在政治危机中也得到了理性升华。
但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社会转型时期，商人的人格也表现出了
“公益性和自利性的矛盾”以及 “开放性与保守性的冲突”，使得
商人在抵制运动中显示出了 “依附性和逆向退化性的特征”。

李晓静的硕士学位论文 《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与美国
的对策》（山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主要从美国的排华政策、抵
制美货运动的过程、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的打击以及美国的反应
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 “抵制美货是美国
实施排华法案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抵制美货运动本身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打击”，并迫使美国政
府调整对华政策，退还庚子赔款便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具体行
动之一。

严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广东地区抵制美货
运动研究》（广州大学，２００７年）中，把广东地区的抵制美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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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划分为广州及除开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考察，认为当时国民已
经产生了 “朦胧的国货意识”，并对广东地区抵制美货运动的特
点进行了归纳。

张芝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华政
策研究》（兰州大学，２００８年）中指出，“西奥多·罗斯福在历
史上以其现实主义的、强硬的外交政策而著称”，对于处于风雨
飘摇的晚清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攫取在华利益和特权。在抵制美
货运动全面爆发的前期，罗斯福 “所谓的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也
只不过是细枝末叶的修改”，实质上，他一贯的排华立场并没有
改变。

许礼捷的硕士学位论文 《旧金山华侨与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
动》（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２年），从旧金山华侨的视角，重现了

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全过程。他认为，因为独有的 “异族”
生活习俗、体貌特征和客居观念，使得旧金山华人很难融入美国
社会；另外加上白人种族主义与经济利益的冲突，旧金山华侨遭
到歧视和排斥，这种歧视和排斥加剧了排华法案的出台，引起了
旧金山华人的普遍不满。文章充分肯定了旧金山华侨在抵制美货
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抵制运动对旧金山华侨生存状况
改善的推动。

解建芸的硕士学位论文 《清政府在抵制美货运动期间的对美
外交》（安徽大学，２０１４年）在交代了抵制美货运动的原因并介
绍了抵制运动的过程之后，重点讨论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
认为清政府 “非常注重民意”，并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的利益，学
会了借助民意同美国做斗争，以提高自己的外交地位。民众也通
过抵制运动，“对国家事务有了发言权”，显示出国民外交的兴
起。在本次运动中舆论所显示出的力量，也 “表明舆论开始成为
中国外交中的一股潜在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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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研究状况

１．专著

美国学者王冠华在其著作 《寻求正义：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抵
制美货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中使用了丰富的原始
资料，从运动的起源、策略、斗争方式、结果等层面对抵制美货
运动进行了有力的论述；超越了传统的 “民族觉醒”解说，重点
考察了参加运动不同群体的 “合理私利”；把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
动置于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日渐觉醒的大背景下，恰当地把这一
运动看作是宣告清朝统治灭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美国学者雷麦在其 《中国抵制外货研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ｙｃｏｔｔｓ，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１９３３）中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的抵制外货运动，单独辟出专门章节研究了１９０５年中
国抵制美货运动，重点探究了中国抵制外货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美国学者德尔伯·麦基在其著作 《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

１９００—１９０６年罗斯福时代对华政策的矛盾》（底特律韦恩州立大
学出版社，１９７７年）中，重点考察了美国政府对于１９０５年中国
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及其对策，着重探讨了排华政策与 “门户开
放”政策的矛盾性，在探索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进一步加强，
是较早而全面研究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

霍华德·Ｋ．比尔在 《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一书中研究了西
奥多·罗斯福以及２０世纪初美国卷入国际事务背后的帝国思想，
其中包括对中国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的态度，并探讨美国没能与
晚清政府一起妥善处理劳工问题以及本次运动的缘由。

美国学者韩德在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１９１４年前的美国
与中国 （１７８４—１９１４）》（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一书中对
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通过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他认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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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立法程序的种种限制、中国商会组
织体系的不健全、运动参加者所持的目标不尽相同、外国势力的
干预等因素。

新加坡学者黄贤强在 《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
争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一书中，以城市生活为
背景，对发生在不同城镇的反美抗争及具体行动的背景做了重新
审视，并把它与前后类似事件进行了一番比较。对这场运动兴起
的背景，在上海、广州的展开全过程，海外华人在运动中扮演的
角色，运动中的宣传手段及动员策略，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以及对
此后数十年间民众抗争运动的影响都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有
力地再现了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全貌。

日本学者菊池贵睛在 《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现代
中国历史上的排外抵制运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７４年）对
中国近代史上的排外抵制运动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并列一章论及
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认为本次抵制运动是一场全新的民
族主义运动。

２．论文

马格丽特·菲尔德的 《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 （载于
《中国问题论文集》，１９５７年，第１１卷），这是目前能见到较早
的外国学者对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作者引用
了大量外国史料，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对本次运动进行了全新解
读，有助于开拓国人的研究视野。

金希教 （韩国）在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 “近代
性”》（载于 《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一文中指出，１９０５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人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力量，以至于在运
动结束后，美国人仍然 “心有余悸”。中国民众的觉醒，对他们
在外交活动中影响的增强有一定影响，中国民众成为列强制定对
华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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