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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岭南文库》前言广东一隅，史称岭南。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
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
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
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
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
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
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
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
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
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
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
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
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
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
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
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
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
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
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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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兰彬（1816～1895），晚清大臣、学者，首任中国驻美公使。
字荔秋，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人。
咸丰元年（1853）中进士。
同治十一年（1872），以留学监督身份、率领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
光绪四年（1878），以太常寺卿身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后奉调回国，历任兵部、礼部侍郎及
会试阅卷大臣等职。
晚年归里。
　　《陈兰彬与晚清外交》重点讲述的就是陈兰彬的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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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兰彬(1816～1895)，晚清大臣、学者，首任中国驻美公使。
字荔秋，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人。
咸丰元年(1853)中进士。
同治十一年(1872)，以留学监督身份、率领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
光绪四年(1878)，以太常寺卿身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后奉调回国，历任兵部、礼部侍郎及会
试阅卷大臣等职。
晚年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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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丽秋，又名均畹，出生在当今的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
。
吴川，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濒临南海，风景秀丽，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
吴川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气候宜人，冬春之交，桃李花开，终年不见雪。
虽然夏秋之交，常多飓风对农业影响颇大，但它位于湛江、茂名两市中间。
吴川地处鉴江下游，南面临海，境内有七条河流，鉴江直贯其间，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和海产品，素
有“鱼米之乡”之称。
儿时的陈兰彬就开始与大江大海相伴，故乡不远的鉴江、广东的南海、广州的珠江深深铭刻在青少年
陈兰彬的记忆之中。
远至广东，近至吴川，这里的海洋文化、人文精神滋润着他的成长。
广东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南大门，地处海滨，毗邻港澳。
境内山地、平原、丘陵交错，河流密布。
河流大多自北向南流，主要有珠江、韩江、鉴江等，其中珠江是中国第三大河流。
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广东人海纳百川的胸怀。
广东又是中国唯一有着三百多年连续开放历史的省份，世界著名的通商口岸。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专限广州一口通商至咸丰六年（1856）“亚罗”船事件，在这跨越十八、
十九世纪的整整百年中，广州完成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
外国商人走向中国，世界至此泊舟，广东谱写了一页页中国对外贸易辉煌史，形成了开放务实的民风
。
近代广东处于中西武力对打和文化交汇的会合地。
广东人在与世界各种人类交往中，学会“说不”的本领，也有吸纳外来文化的素质，对外来文化不抗
拒不排斥，也不受某种文化的垄断，形成广东的多元文化以及开放的心理素质。
因此，无论在自然地理因素，或是经济、文化因素看，生活在广东这片土地的人们，并不缺乏开放的
因子。
陈兰彬生长在广东这片开放的大地，深受其民风的影响。
他首次远航大海，就是从粤西吴川县黄坡村码头坐海船到广州，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
位于广东西部的吴川，是隋朝时开始建县。
据《高州府志》载：“吴川县，汉高凉县地，隋置吴川县，属高凉郡，唐属罗州，宋元属化州，明洪
武八年改属高州府。
”也就是说，吴川县属于高州府。
当时高州府领茂名、电白、信宜、化州、吴川、石城（今廉江市），称“一州五县”。
“吴川县，江环西北，海绕东南，地皆平坡，向无城池。
”“吴川错大海，而县为五岭咽喉。
”正因为滨海，这里的人民“渔者常多”，一般是“耕三渔者七”，即十人当中有三名从事耕作，有
七名出外打鱼。
水陆交通便利，造就古近代的吴川，商业发达，不断与海内外进行通商贸易。
这里的人民与周边的县府在商业、文化交流颇广。
但是，清朝以前，吴川又被称为“海滨荒僻”之地，这里“土民多鱼佃，少商贾”，人烟稀少，明朝
时“户口至盛不过五六千”。
但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庆道光来邑中人物若林芾南、林辛山、吴迥溪、黄修
存诸公之学，窦武襄、曾北果、陈勇烈诸公之勋名，煊赫宇宙。
⋯⋯士乐诗书，商贾渐习浮海，以通广、肇、雷、琼之货，鱼盐油糖之利，沾丐邻省。
盖藏日裕，风气日华，人民繁盛至七八万家。
”陈兰彬在编纂《吴川县志》时曾记载他的家乡黄坡的经济、文化活动：“三日一墟人不断，双流绕
郭海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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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船所集，每岁正月后，福潮商艘咸泊于此，近则货船聚于水东、赤堪、西芷⋯⋯。
黄坡生意颇盛，而赛神会集渐趋奢侈，一日游观费数百金。
数年来墟北之沙岗创为中秋之会，一切陈设与梅录登高，演剧张灯争妍。
”吴川是岭南的一个不大的县份，但却孕育了一大批科举场上的风流人物。
就地理环境看，这里依绕南海，枕着粤西第一大江——鉴江。
江水从吴川境内缓缓出海，两岸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百姓生活较为安定。
良好的自然生态造就颇盛的文风，无论是海上作业为生的渔民，或是耕作的黎民百姓，都鼓励自己的
孩子读书，在科举的名利场上奋斗，争取仕途功名。
吴川的人文环境和氛围直接影响着陈兰彬的成长。
读书风气之浓，历代进士之多，从儿时长辈的灌输、耳闻目睹学而优则仕的荣耀。
自宋朝至清代，吴川出现状元一名，进士二十一名（含武进士一名），许多文人墨士都与陈兰彬家成
为世交。
离黄坡村不远的霞街村，明清二朝出了三名进士：明代进士林廷瓛、清代乾隆朝进士林闱阶、道光初
年状元林召棠。
林廷瓛（字公器，号南峰）生平敏学慎言，笃信守约，尤精理学，淡视功名富贵，深得其师明朝大思
想家、大学者陈白沙器重。
白沙先生用特制的茅笔写在黄粉笺上的一幅中堂，赠给林廷瓛，文曰：“击玉又敲金，思君对我吟。
江门临水坐，明月二更深。
”署名“贞节堂白沙”。
在上右角上盖上鹅蛋形“贞节堂”三字图章，在下左角盖上方形“白沙”两字图章。
陈兰彬很珍惜这幅名人墨迹，并在中堂上斗方以端楷而秀润的笔法书写跋言：“白沙先生下笔纯任天
机，此赠门人南峰先生者，藏林氏家祠，近五百年矣。
诗仅廿字，瞻诵移时，发人遐想。
既自诩眼福，又憾生弗同时，不获侍两先生杖履也。
”署“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后学陈兰彬谨识”。
后来，陈兰彬又为林廷瓛公祠赠楹联：“垂不朽令名，浴德澡躬，何愧白沙高弟；锡无疆厚福，光前
启后，允为南国伟人。
”匾日：“文光射斗，翰墨生辉。
”交往甚密的是林召棠（字爱封，号芾南）一家。
林氏自幼聪明好学，17岁考上秀才，28岁拔贡，31岁中举，道光三年（1823）状元及第。
授职翰林院修撰。
道光十一年（1831）当过一任陕西、甘肃乡试主考，此后便辞官回乡。
在家乡主讲肇庆端溪书院15年，以培植人才为己任。
他一生甘于淡泊，与世无争，但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也曾支持林则徐禁烟。
林公同科的王广荫探花，见公素守家园，怕其生活清苦，奏准道光皇帝，“领取盐围补给银”补给林
公，公不受。
此银存在省里多年，后来陈兰彬上京，广东巡抚托陈带往京师上交，此事可见林召棠克守俭朴，不贪
名利。
陈兰彬视林为长辈，并深受其影响，两人经常诗书往来，现在其家乡还留下他们交往的墨迹。
林召棠曾赠陈兰彬两副对联：其一，“欲就功名须立品，能明理义即端仁”；其二，“观天地生物气
象，学圣贤刻苦功夫”。
陈兰彬还与林召棠联句，林召棠出句：“一树两枝千块叶”，陈兰彬对句：“千花万朵一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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