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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孤立之路：日俄戰爭後
清政府的聯盟外交實踐

●林曉萍

摘要：日俄戰爭之後，清政府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在此段歷史時

期，日本通過鞏固日英同盟關係，並與法國、俄國、美國相繼締結互相承認在華

勢力的協約，逐步形成了對華外交包圍。在此外交困局中，清政府開始再次認真

思考聯盟外交政策，尋求擺脫日益孤立的不利處境。本文考察清政府兩次積極嘗

試推動締結中德美聯盟，希望藉此突破日本與列強的外交包圍，第一次聯盟以袁

世凱為主要推動者，第二次的主角則是攝政王載灃。清政府內部雖然已經開始熱

議各種聯盟政策的可能性，但最終決心推行聯盟政策的事件節點往往受到列強行

動的影響。清政府的聯盟實踐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還是展現了當政者嘗試打破

外交包圍的努力，亦呈現了晚清外交的真實困境所在。

關鍵詞：聯盟外交　中德美聯盟　袁世凱　載灃　日俄戰爭

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的發生，不僅給淪為戰場的中國東北地區帶來了

沉重的災難，而且劇烈地改變了東亞的國際關係格局，身在局中的清政府也

不得不隨之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並產生與列強建立聯盟的外交意識。早在

日俄戰爭以前，歐洲列強或締結兩國同盟，或有三國同盟，以「合縱連橫」保護

與擴張自己的利益。當時連日本也意識到置身事外已非上策，希望與英國締結

同盟1。選擇同盟、締結盟約成為各國在此一歷史時期的重要外交課題。

關於清王朝末期的聯盟外交問題，既有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積累。

不少研究者將研究重心放在清政府的聯盟實踐，即清政府與擬聯盟對象國 

的具體交涉情況上，卻相對忽視了清政府內部從逐漸形成聯盟認識到決心進

行聯盟嘗試的過程2。同時，大多數的研究主要分別考察清政府後期的兩次

聯盟嘗試，忽視了攝政王載灃對繼承袁世凱外交政策遲疑不決的轉折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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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不利於系統考察日俄戰爭後到清朝覆滅前清政府聯盟認識全貌3。此

外，清王朝末期的聯盟政策形成還與東北問題、美國對華政策以及日俄戰 

後的日本外交有着密切關聯，相關研究也有利於進一步探討清政府的聯盟 

問題4。

自日俄戰爭結束到清朝覆滅，為了擺脫外交孤立，清政府先後實行了兩

次中德美聯盟實踐。本文擬對清政府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的聯盟認識為切入點， 

考察「聯俄制日」等外交實踐失敗後清廷如何認識聯盟政策，包括內部有哪些

聲音、各種聲音有何不同，以及最終由誰來推動政府做出聯盟嘗試。

一　《日法協約》簽訂引發的聯盟問題討論

1896年簽訂的《中俄密約》不但未能制衡日本，反而因為中國向俄國出讓

東北利益，導致東北成為日俄兩國交戰的戰場。雖然日俄戰爭結束之初，諸

如駐英公使汪大燮以及協助地方官員興辦實業的熊希齡等極力主張與列強結

成聯盟，但尚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視5。此外，日俄戰爭之後，對於日本政府

流露出的聯合中國意向，清政府並未予以回應，如時任商部商務司主事曹汝

霖所憶述：「我聽了小村〔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之言，知必係日本政府與

我有提攜之意，其時中日親善確有可能。⋯⋯其後南滿鐵路會社，開設高等

工業學校，日使照會外部〔清廷外務部〕，特留學額五十名，希望中國派學生

入學學習，外部亦置之不理，可見當局之顢頇矣。」6。這體現出「聯俄制日」

等外交實踐失敗之後，清政府對於聯盟問題態度趨於消極。清政府正式開始

認真考慮聯盟問題可能是在《日法協約》簽訂後。

早在1907年2月14日，吉林將軍達桂便致電軍機處、外務部，表達了「諸

鄰責言，必謂我真不足以自立，一變其和平之方針，協定特別條款，大局何

堪設想」的擔憂7，其中達桂所言「一變其和平之方針，協定特別條款，大局

何堪設想」，果然一語成讖。6月，駐法公使劉式訓匯報日本與法國欲就東亞

問題達成協約8；10日《日法協約》公布，兩國約定的互保領土中竟包括中國

領地，劉式訓認為「似有干涉我邊務之意」9。隨後各國結盟的情況愈演愈

烈，到了7月《日俄協約》、8月《英俄協約》等相繼訂立，駐比利時公使李盛鐸

感歎道，當時已形成了「是我與彼等互相箝制既辦不到，而各國合而謀我」之

危險局勢bk。

1907年是日俄戰爭之後東亞外交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英國是第一

個與日本建交的國家，曾在軍事、實業等方面支援明治維新；傳統上兩國關

係匪淺，早在1902年便締結《日英同盟》，以防日俄爭奪的東北局勢產生變

化。1907年初，英俄開始接近，日俄亦開始洽談戰後合作關係。隨着日俄關

係緩和，日本亦能在與俄國關係密切的同盟國法國順利發行公債，為日法接

近創造了條件，遂有《日法協約》簽訂bl。協約聲稱為了兩國和睦，兩國除了

尊重中國的獨立完整與所有國家在華的貿易待遇均等原則之外，「並且特別關

心在鄰近它們擁有主權、保護權和佔領權的領土的中華帝國地區內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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