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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视野之近代中墨关系

王文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6)

【摘 要】:从华工入墨开始，中墨形成合作共赢关系。20 世纪初期两国建交。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出现排华现

象，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潮，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排斥。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梳理《申报》

的新闻报道，可以解读近代中墨关系发展的脉络。反思历史，强国才有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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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我国与墨西哥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 年中止。1972 年墨西哥与新中国建交。从 19 世纪晚期华工入墨开始，中

墨两国形成合作共赢关系。墨西哥革命之后，逐渐出现排华现象，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潮，两国关系失调。对于近代中墨关系，

国内学界的关注不是太多。近年来，对近代第一大报《申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无论是对其自身的报道，还是其办报特色，

研究视角各异。不过，学界对《申报》世界性报道的史料价值还有待深入挖掘。本文以华文报刊文献数据库中的《申报》(1872

—1949)
[1]
刊载的新闻报道及评论为依据，通过梳理相关报道，充分利用原始资料，解读近代中墨关系，以期补充和丰富史学界

在世界历史方面的研究。

一、早期合作共赢:华工入墨

早在 16 世纪，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一批华人进入墨西哥(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是我国与墨西哥最早的民间活动。

19世纪末，由于美国排华问题以及墨西哥急需大批劳工，流入墨西哥的华工人数渐增。通过梳理《申报》的报道，我们可以知

晓华工问题以及我国与墨西哥建交的始末，这是近代中墨关系的开端。

关于华人入墨，《申报》可以查询到的最早记录是 1890 年，当时正值晚清时期，提及“本年八月十五日，有船一艘，由澳

门载华人五百名前往该国沙连拿哥罗士埠，建造铁路……”。
[2]
1891 年刊登了“墨西哥国招人开垦律例”。

[3]
几天后，又刊发了一

则相关评论，认为华人入墨对双方都有好处，“墨西哥国以地广人稀荒地过多招人开垦前报备载其律例按……”，“故中国患人多

而地少，彼处患人少而地多，以我之有余补彼之不足，岂非计之得者哉?人民止有此数则旷土之多，可知华人雄众当亦无忧拥挤，

且墨之不能敌美荷何哉无人为之整顿耳，而整顿美国者□华人乎，则华人苟舍与而就墨，吾恐墨人必喜华人之往为其国开辟地

利，而华人亦得分墨之余润，以自肥其身家”。
[4]
如此可知，华工入墨无论是对墨西哥还是对当时的清王朝，都是有利的，解决

了各自的问题。当时墨西哥是迪亚斯总统当政，倡导外资流入，积极发展出口经济，大力修建铁路，需要大批劳力。而我国人

口众多，一部分人有意愿前往外国寻找发展机会，有的从美国进入墨西哥，有的是取道古巴等地进入墨西哥。

1894 年清廷和墨西哥交换合约，就华人入墨做了相关规定，“准华民往墨西哥居住，并准改墨籍，墨廷永远不驱逐出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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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何时何往皆可自由，华民之在此行商者与他国人民同一看待，如墨人欲至中国，国家看待亦如之，欢此恐旧金山所有华民他

日必转而之墨矣，又闻目下墨国已招股创设轮船公司，以□与中国往还装运客货云”。
[5]
这说明，华工入墨不再是民间行为，而

是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

1899 年 4 月开始，墨西哥官方展开讨论，试图与我国确立外交关系。“天津国闻报云，美洲墨西哥国拟募华人往操工作，驻

美大臣伍星使饬旧金山总领事何君详询各华商意见，如何与墨西哥立约有何益，现已查明禀复星使遂于某日与墨西哥订立约章。”
[6]
1900 年 1 月，中墨正式订约，“广州中西报登美京华盛顿来信云，中国不日将与墨西哥国订立约章，大旨准墨为中国最优待之

国，并许墨人在各处通商口岸贸易得以自操管理之权果尔，则中国又将多一邦交矣”，
[7]
又刊登了一篇评论，

[8]
分析了墨西哥为

什么要主动同清廷签订约定，并附有中墨协议，
[9]
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到，签订协议不是为了两国通商，而是为了招募华工，满足

劳动力的需求。

关于华工问题及我国与墨西哥建交的具体过程，学界已有相关研究。
[10]
华工在墨西哥状况如何?1903 年，《申报》刊登文章

描述了华工在墨西哥的情况。
[11]
1904 年 4 月 20 日《申报》刊登了一则《赴墨须知》，

[12]
以备人们出行参考。7 月 3 日，刊登了

墨西哥制定的关于华工及东亚人入墨的章程。
[13]
1908 年 3 月，重新修订章程。

[14]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墨西哥 1913 年予以

承认。
[15]

“各国承认中华民国自巴西、美坚利、古巴实行后皆接踵而起，前日驻沪墨西哥领事接奉该国驻京公使来电，亦已递

呈正式承认国书。”
[16]

此外，《申报》报道了墨西哥鹰洋在我国的流通情况，“中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商务繁盛风气大开，惟市

廛所用银圆均系墨西哥所铸，独擅利权以致本洋反难行用，数十年来漏巵外溢不知凡几矣”。
[17]

二、从合作到排斥:墨西哥排华运动

华工在墨西哥主要是修建铁路，或者在种植园(咖啡、烟草、甘蔗)劳动，因吃苦耐劳精神得到赞扬，但是当时也存在虐待

华工的情况，不是很严重，《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18]
19 世纪晚期美国颁布排华法案之前，已有数千华人流入墨西哥，墨西哥

想和清廷签订招工条约；排华法案之后，清廷为疏通华人去路，也有意引导一部分华人进入墨西哥，
[19]
这引起当地墨西哥人的

不满。1910 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墨西哥民族情绪逐渐高涨。1911 年左右，出现排华势头，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达到高潮。国

内学界对这个问题有相关研究。
[20]
中墨关系开始失调。

排华运动的初期阶段，排华势力以武力暴行驱逐华人。1911 年 5 月 13 日，在墨西哥北部托雷翁市发生 300 多名华人被屠杀

的暴行。
[21]

对此，清廷做出反应。5月 25 日，中国驻墨代理公使张荫棠向墨西哥政府提出质问。
[22]
6 月 18 日，《申报》刊登了

我国政府的赔偿条件，“(向)墨国政府要赔款共六百万美元，并有拟派巡洋舰一艘前往墨国示威”，“中国政府除要求偿款外更拟

向墨国政府要求数款(一)墨国政府向中国陈谢损辱中国国旗之罪，(二)将被害华侨之遗族妥加救恤，(三)严办虐杀华侨之人，(四)

将来华侨之生命财产由墨政府确保其安全”。
[23]
8 月中旬，在北大西洋海域游弋的我国重巡洋舰“海圻”号到达古巴哈瓦那，受

到热烈欢迎。虽然军舰没有到达墨西哥境内，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加上多国政府对排华暴行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墨

西哥政府被迫示弱，向清政府道歉并答应赔偿。
[24]
但是，由于墨西哥马德罗总统被暗杀，赔偿事宜不了了之。据《申报》报道，

有些墨西哥人主张像美国那样制定排华法案。
[25]

虽然两国签有通商条约，但是由于墨方问题，20 年代出现了续约不畅的情况，“我国与墨西哥协议商约事件，近忽因龃龉而

暂吿中止，闻其中止原因，缘我国要求墨国将保护华侨之确实保证，明定于续订商约之内，而该国代表迄未允可，故遂与该国

中止协议”。
[26]

不到一个月后，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现信中墨修正商约之谈判，不日可消除障碍，闻政府电命驻墨公使王继曾

办理此项谈判，酌量徇从墨西哥外交部之意见，按中墨谈判之顿挫，乃数星期前发生，盖以双方对于保护入墨华人之条款，意

见参差之故”。
[27]
1921 年 12 月，《申报》刊登驻墨王公使与墨西哥外部正式交换的中墨展约全文，第三款规定，“此后华工，非

有中墨两国政府认可，不得来墨，其应备条件另订之”。
[28]

实际上，20 世纪 20 年代，华工入墨变得越来越困难。据《申报》报道，
[29]
1922 年 1 月上旬，来自广州的 1000 名华工乘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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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达墨西哥萨利纳克鲁斯(SalinaCruz)，参加农场和建筑工程劳动，但是墨西哥政府却拒绝华工上岸。他们被迫停留在船内

达两月之余，导致华工暴动。3月份，这些华工虽然被允许上岸，但仍然被关押在帐篷内，等候船只返回中国。至于为何遭到如

此待遇，墨西哥总统接见新闻记者时称，墨西哥失业人数增多，为保护本国工人利益起见，外国工人一概拒绝入境。后来又报

道了类似事件，
[30]
这说明华工在墨西哥的境遇比较糟糕。

1925 年 9 月墨西哥政府颁布了排华条例，《申报》没有刊登具体内容。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排华形势日趋恶化，终酿惨剧。
[31]
1926 年 4 月，《申报》的报道分析了排华原因，“旅墨华侨，约有三万人之谱，以农商为多，墨人与华侨商业竞争失败，故时

有排华风潮”，介绍了当时的排华状况，“均时有排华党聚众演讲，专事鼓吹”，并说明了排华现象依然存在的原因:“现经使领

协力交涉后，已得墨总统嘉燕氏通令各省禁止，并依约保护，惟墨国省自为政，总统命令不行，而各省贪官污吏，更不知凡几，

故每遇交涉事件，终无圆满结果”。
[32]
华工遭难，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心无力施以援手。

20世纪 20 年代末期，排华运动持续发酵。1929 年 2 月 20 日，驻墨西哥国特命全权公使李锦纶在墨西哥宣誓就职。
[33]
驻墨

使馆就排华运动提出抗议，旅墨华侨请求保护。
[34]

同年 12 月 20 日，《申报》刊登两国往返照会，墨西哥放弃在华领判权，“根

据一八八九年中墨商约第一条最惠条款，该约现已于一九二八年或卅期满失效，则在华墨人，今后不复享有领判权”，“中政府

是用照请墨政府，正式宣告墨西哥今后不复在华要求领判权”；墨方照会也申明，“墨政府今后对中国制定法律，治理境内人民

之主权，绝不加以非议或要求，在华领事裁判权，本国既继续予在墨华侨享受一般人民同等之保护，是用接纳中政府之宣言，

深信其能履行其义务，依照中国法律，充分保护在华墨人之生命财产，与其它外侨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实纫睦谊”。
[35]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墨西哥排华运动达到高潮。1930 年 7 月，由于墨西哥报纸刊登中国人非法入境，且人数众多，“黄祸

实为可虑”，遂下令调查入境华人。
[36]
10 月，墨西哥为维护本国人利益，颁布新移民法，“于此商业不振之潮流中，欲维持本国

人之生计，不得不设法限制他国人之侵夺其生计”。
[37]

11 月，规定禁止华人入境。
[38]
《申报》1931 年 8 月连续三次报道，墨西

哥排华风潮愈演愈烈。驻墨公使熊崇志面见墨西哥总统，竭力交涉，但均无圆满结果。排华现象在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表现最

甚，且华侨面临被驱逐出境之危机。
[39]
8 月 29 日刊登 8月 28 日专电，墨西哥政府限在墨华侨于 9月 2 日全体离境，“(南京)外

部曾电令驻墨公使熊崇志设法切实保护，顷熊复电，谓今晨墨外长请总统派兵制止，恐仍无效，美政府已准华侨过境暂避，业

经通知华侨，以备万一，惟安置资遣，尚无办法”。
[40]

墨西哥的排华行为表现在:“限制华人甚严，定每一华人雇一华工，必须

同时雇用墨人四名，其后又增至九人，公司之股东及司事人等，亦均在工人之列，且华人之入墨籍者，亦不享受墨人所应享之

权利，华人之与墨女订有婚约者，一律作废，已结婚者须离异，否者即处以相当之拘禁，至七月一日起，又加征营业税，由一

成增至四成，同时并施行征收人头税。”
[41]

探究排华原因，乃经济大萧条期间，大批墨西哥人从美国返墨，就业困难，对华人充满怨言。“杂货营业，华人占十之八九，

久为墨人注意，又因在美墨侨失业回国至顺善两省者数千，排华党乃借口爱国救国，勒令华侨停业，排华党首领为前任总统加

野氏，其子为新选顺省省长，官厅被逼不能干涉，墨外部亦无法制止，总统亦无实权，熊公使请美使斡旋亦无效。”
[42]
对此，南

京政府积极斡旋，据 1931 年 9 月 4日报道，“外长王正廷对于墨西哥排华事情异常注意”，“曾面嘱外部驻沪办事处处长杨小堂，

往访墨国驻华代表澳而门”，9 月 3 日下午，“(杨)访澳氏于圆明园路办事处，对于排华一事，讨论颇久，旋即辞出，闻墨代表当

即电达该国，询问一切矣”。
[43]
1932 年排华势头不减，“索诺拉州之圭玛斯港有华侨二十四人被拘，另有十五人在该州都会赫摩

西洛失踪，大约已被强迫入美国疆界”，“索诺拉州华侨之状况，惨不忍言”，“近数月来，华侨之被驱逐出境者，实繁有徒也”。
[44]
面对此状，南京提出严重抗议，

[45]
但收效甚微。

据报道，1933 年约有华侨千余人离开墨西哥，数千人仍然在归国途中，或者暂居他国。还有少数人因有不动产，选择继续

留在墨西哥。
[46]
墨西哥学者通过整理档案资料指出，1911—1940 年被驱逐的华人中大多数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他们居住在索诺

拉州(42．6%)、下加利福尼亚北部(22．9%)、联邦特区(9．9%)、塔毛利帕斯州(2.7%)。
[47]
排华风潮导致华侨的商店和家园被抢，

损失达六七千元，死亡者达 200 余人。华侨的凄惨遭遇主要体现在:“一、政治上之压迫；二、工商业之限制；三、无理之摧残。”
[48]
南京政府继续努力同墨方交涉，“政府原拟派李锦纶等组调查团前往，惟此案内幕，异常复杂”，“政府为增进中墨邦交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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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专任公使前往，除调查此案真相外，并与墨政府联络，俾得随时应付，以免再有此不幸事件发生”。
[49]

三、结语

19 世纪末期，墨西哥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批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开拓海外市场解决货币短缺问题，遂与我国建立外交关

系，尤其是华人入墨，成为两国合作共赢的典范。但是在墨西哥革命爆发后，中墨关系发生变化，墨西哥出现排外现象，也由

于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一部分华人流入墨西哥，给当地造成压力。20 世纪 30 年代伴随经济危机的爆发，墨西哥经济陷入困境，

驱逐外国人成为转移国内压力的途径之一。除了华人，西班牙人、美国人以及来自中美洲国家的人都遭到了驱逐。因为涉及到

华人在墨西哥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墨西哥排华问题尤为引人关心，而这也是当时世界排华风潮的一角。中墨关系从合作走

向排斥阶段，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更含有国际因素的影响。

除了《申报》，当时国内其他重要报刊都关注了墨西哥排华运动，例如《时事月报》、《华侨周报》、《华侨半月刊》、《东方杂

志》、《海外月刊》、《中央周报》等，
[50]
足见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程度之深。与《申报》的详实报道相比，其他报刊刊登了国

人的评论。

关于排华原因，国人做出了这样的分析:“然墨人之排华，半固由于国力之不竞，又其半则由墨国经济之破产，此亦吾人所

当知者。”
[51]
“自‘九·一八’国难作，我国因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摧残侵略，致国际地位，日益衰微”，“盖祖国国际地位既低，

其侨民易招居留地外人之轻视，乃势所必至，加之因世界经济不景气所影响，工商业均形凋敝，随工商业以为活之侨界，遂被

幸运之神所抛弃。”
[52]
“此次墨西哥排华最大原因，在国际间均有不景气现象，而各国之经济恐谎，实不下我国。墨西哥亦因受

不景气所迫，国内失业者日多，而我国旅墨华侨，经商颇形发达，同时劳工界亦占有极重要地位，故该国人民为谋生活起见，

乃不顾两国国交。行排华运动，我国驻墨公使冯崇志，曾与该国政府交涉，但该国政府非惟不加制止，反在暗中指示，由此可

见墨国排华原因之一斑矣。”
[53]

此外，国人不但从墨西哥角度总结了排华的原因，而且还指出，排华日甚也与美国有关，更主要因为我外交官没有妥善处

理所致，“其一，墨西哥之排华乃墨西哥政治不安经济崩溃之结果，此事甚难以外交手段为应付之具，尤非有几艘军舰到墨示威

所能解决；其二，墨西哥乃托庇于美国主义下之国家，中墨之交涉，并非美国之切实调解，无圆满进行之可能，今墨西哥排华

风潮之所以愈演愈烈，不因美政府之斡旋而中止者，盖即美国不切实调解之故，而美国之不切实调解，则吾外交官事前未能运

用其外交手腕之故也”。
[54]
这种评论对当时中美墨三国外交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

虽然我国政府积极努力斡旋改善华人处境，但是仍然无法力挽狂澜，至于中国政府无法实现有效之交涉，则因“盖有困难

诸点:一、中国有所需於墨西哥，墨西哥无所需於中国，即华侨旅墨者数万，而墨侨居华者仅数人。二、墨中央政府权力不能行

使於排华各省。三、墨当局完全不承认排华事，之谓华侨归国系因不肯接受保工条例……。有此种种，交涉愈形束手”。
[55]
这种

解释既说明墨西哥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说明墨西哥国内政治力量的分散。解决排华问题无力，“完全因为中国贫弱，政府

更无力保护侨民”，
[56]
真的是“弱国无外交”。

1934 年中墨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34 年 7 月 2日墨西哥总统大选，卡德纳斯将军获得大多数选票，成为总统。
[57]
卡德纳斯

没有排斥华人倾向。中国派黄芸苏出使墨西哥，与墨政府签订通商保侨条约。排华形势趋于和缓，华侨纷纷返回墨西哥。
[58]
1935

年 12 月，为方便在中国的墨西哥侨民接洽商务，墨西哥政府决定在北京增设领馆，领事人选已经选定，将开馆办公。
[59]
1946 年

2 月 26日中国与墨西哥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条约发生效力。
[60]
1949 年，中墨外交关系终止。此后，墨西哥与台湾当局建立所

谓“外交关系”。

1972 年 2 月 14 日，新中国与墨西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之前的二十多年间，墨西哥和我方保持了民间往来关系，
[61]

为以后两国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随着新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墨西哥逐步拉近与我国的距离。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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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都成为彼此重

要的贸易伙伴。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大与拉美国家的交往力度，墨西哥作为拉美大国之一，其重要性更加突出。2014 年 7

月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这意味着中拉关系已经步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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