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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
翻译）。
回忆录还是西人写的好，这是我一向的看法。
在学术研究中，我对传记的使用原则是：1、自传优先，他传靠后。
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应动摇，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
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就是同时人做的传记优先
，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2、第一本传记优先，此后的传记靠后，因为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来源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
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
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一般来说，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
3、如果同样的传记，有西方人完成的，一般要给予特别注意。
因为西方人的观察角度相对独特。
芮恩施这本回忆录大体具有以上的优点，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保存了许多细节，我们从这些细节中可
以体会当时历史的真实。
回忆录这一类的书，必须和正史对读，才能增加我们的判断力，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历史的人在正史外
，特别注意阅读野史笔记、掌故日记类史料的原因。
芮恩施回忆录中涉及的内容，大体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以往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偏
重正史，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多数来源于主流的近代史研究，其实这是非
常不够的。
从一般的通史中了解历史是最便捷的，但往往也有短处，因为简略必然要放弃许多丰富的内容，掌故
、野史笔记一类的书，恰好可以补充这个不足，这也是回忆录的独特价值。
我们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和北洋时代许多政要和名流的往来，比如梁启超、傅增湘
和蒋梦麟，其它如袁世凯、段祺瑞和孙中山等。
在他笔下，各种人物都非常真实，政见各不相同，角色时时变换，但作为个人，这些人物都相当了不
起，这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感觉。
芮恩施离开中国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之类大事不断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录中
，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北洋政要和学生之间的许多细节，了解五四运动，了解中华民
国的建立等等，都不能不读这本回忆录。
芮恩施另外还有一本书《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前几年也再版过，我以为如果
把这本书和他的回忆录对读，对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化进程非常有帮助。
芮恩施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本书，因为他在1919年后半年就离开中国了。
我估计这本《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他回到美国后完成的，这是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的一本公民教
育读本（192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英文对照本，罗家伦翻译，蒋梦麟校阅并序）。
据罗家伦在“译言”中说，他翻译这本书时，冯友兰和周炳琳都帮过忙。
芮恩施是美国人，但因为有真实的中国生活经验，他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还很
有启发意义。
他认为，民治原则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实行肯定有很多困难，但他不赞成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
他说：“有许多人公然说中国不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
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给理由，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去。
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
我承认中国所遇着的很多困难，领土是很宽广的，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很复杂。
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
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和最高的利益。
”芮恩施讲了许多他看到的中国困难后说：“我觉着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和共同的生活
的，没有不感想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与代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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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施解释了他的理由：第一，中国人民中内层的平等观念，就是最显明的特质，而且他们的理解
工夫，使他们的行动，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
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是很重要的。
第二，选择领袖，中国人也有经验。
不过他们的选举不用投票，而且用社会慢慢赞同的程序。
在乡村之间，用自然的程序，推举年事较长，对于讨论本地的事务很有智慧，很能解决本地争端的人
，经共同的同意，认为领袖。
这当属投票选举内层的原理，关乎公共的讨论，中国人也很适宜。
他们对于讨论公共的事是很有兴趣，而且在公共场所中很能说话。
芮恩施对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看法是：“所以若是自由平等国家与代议政府的理想，真能彻底的被人
民抓住，在中国建设一个伟大、能干、有势力的政治的社会，这种材料就在手中。
只要有领袖能将他们自身专心致志在这个目的，他们将来很能成就一种永久的事业，远过于任何私人
的利益和财产之上，因为只有经过他们，这很大的人口，才能渐渐成为真正快乐和兴盛的，且含有一
种人生的满足，这种满足，只有人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庄严高尚而有正当势力的国家中之一分子，方可
得到。
”芮恩施所以能写出这本回忆录，而且对中国现实有那样的针对性，我想与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有关
，如果没有在中国的经历，他不可能对中国民主政治有这样深刻的见解，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人们
可以再一次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和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对中国未来的道路
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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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3年至1919年，有一位出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他叫保罗&#8226;芮恩施。
他亲历了差不多那个时代中国所有重要的时刻和事件。
他与孙中山来往；他见识了袁氏当国、他也亲历了段氏执政；他支持张謇兴办实业；他还参与庇护康
有为的行动；他曾经与梁启超探讨东西方文化；他支持过顾维钧的外交活动。
他还亲历了中国签订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等事件。
这本写于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回忆录，现在读来依然栩栩如生，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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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S.芮恩施(1869～1923年)是美国前驻中国大使、美国学者、外交官，美国当时著名的远东事务权
威之一。
1898～1913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政治学。
1913～191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曾著有《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远东的知识和政治潮流》、《公共国际联盟》、 以及多种政治和
法学方面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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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在北京受到了挫折，因而把希望寄托于巴黎。
当日本的要求可能得到承认的风声传到北京时，学生们首先想的就是去见美国公使，面询这个消息是
否真实，并且看他怎样说法。
我逃脱了一次严重的考验。
     当人们对他们说我不在公使馆里时，起初人声嘈杂，后来就有人喊：“到卖国贼家里去！
”他们的意思是指曹汝霖的住宅，那儿是策划者集会制订中国人所痛恨的卖国条约的地方。
曹汝霖，这个小个子的圆滑的阴谋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是这件丧权辱国的事情的主谋，因此他是
最受人鄙视的。
他们还认为章宗祥和曹汝霖是同伙，章是签订秘密协定时的驻日公使。
学生们拥往曹宅，捣毁大门，冲到里面，发现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那儿，当时无论对学生或对他们的
俘虏来说，都是机不可失。
学生们当即捣毁桌椅，并用桌椅腿作武器追赶这两位外交官。
曹汝霖还是非常狡猾，设法跳出窗外，躲藏在一条狭巷里；章宗祥则被打得不省人事。
学生们本来还要“粗暴殴打”另一个阴谋家陆宗舆，但当时没找到他。
    我们四天没有得到外国的消息。
我们接到关于巴黎和会决议 的第一个简短电报通知以后，跟着电线就被切断了。
人们推测，这是日本间谍干的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中国人的普遍抗议影响决议的通过，或使决
议被重新审查。
    这次学生采取暴力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已临近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日
，但在巴黎的老年人 的行动也使青年们非常忧虑和激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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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是一本国人应该重读的回忆录，记录了百年前一个美国外交官亲历的中国
共和实验。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由许知远诚挚推荐！
谢泳专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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