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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秩庸博士基表》称：“论者谓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公为

第一人。” 这位伍秩庸，大名伍廷芳，乃中国近代史上的一

位名人和奇人。说他是名人，是因为他是香港第一位华人“

太平绅士”，又是清末膺命修律的两大臣之一，还先后两任

清朝驻美大使；辛亥后他以南方代表的参加南北义和，接着

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裁兼外交部长。说他是奇人，一方面

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极富色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言行举

止不乏怪异之处，胡适先生曾如此评论过伍迁芳：“他在海

外做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和古怪议论压倒了西洋人

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的代表受

到许多外人的敬重。”此外，伍廷芳在美期间还曾访问过发

明家爱迪生，而后者在其工作室用刚刚发明的留声机为伍廷

芳录过音，这又是一段奇遇！ 伍廷芳之能成为名人，成为近

代史上举足轻重、叱咤风云的人物，与他深厚的法律功底及

中国人中第一位“外国律师”的名声有着直接的关系。 伍廷

芳（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

出生在南洋，三岁时随父回国。他年少时曾被绑票，脱逃后

只身赴香港圣保罗书院求学，毕业后留港任高等审判厅及地

方审判厅译员。１８７４年他自费学英伦，入伦敦法律学院

攻读法律，毕业后考取英国律师，所谓第一位“外国律师”

即由此而来。返港后他操律师业，并于１８７８年被第八任



港督轩尼持任命为“太平绅士”，１８８０年成为香港立法

局第一位华人议员。本来，这些虽然足以让他在香港成为名

人，但远不足以成为染指大清帝国统治层的资本，因为传统

的考试乃是当时仁进的唯一途径。然而，中国近代特殊的历

史背景，使伍廷芳默默无闻中一跃而为风云际会的人物，一

个波诡云谲的时代演译出了伍廷芳斑驳陆离一五彩人生。 发

现伍廷芳的“伯乐”乃是李鸿章。邪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

，交涉日繁。作为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深刻体会到要与外

国人打交道，“非得一熟谙西律之人不可”，以“折服”西

人。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６日，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将伍廷芳引

荐给李鸿章，经过“虚衷询访，李鸿章发现伍廷芳正是“物

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当即决定将之延入幕府，以便“遇

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

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然而，对在香港

做“大状师”且收入不菲的伍廷芳而言，入李鸿章的幕府并

无太大吸引力，因而提出了“非每岁六千不可”的条件，这

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伍廷芳直到１

８２２年才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 以此为契机，伍廷芳一步

步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

上，伍廷芳扮演过多重角色，篇幅所限，这里兹不一一介绍

。下面仅叙述几则与他的律师身份相关的事迹。 进入李鸿章

幕府之后，伍廷芳出任洋务局委员，主要从事翻译外国法规

及参与签订条约之类的工作，１８８６年１０月，亲洋兵舰

数艘驶往日本长崎船坞维修，水手上岸购物，因小故与当地

士民及巡捕发生殴斗，中方八死四十二伤，而日方二死二十

七伤，由此酿成外交争端。日日夜夜借机要挟中国是一贯会



俩，而李鸿章首鼠两端的态度可想而知。伍廷芒在参与处理

争端过程中，专门撰拟了《长崎兵捕互斗案处理办法》，为

李鸿章提出了详细的法律意见。伍廷芳指出，从死伤人数看

，“主客不敌，势所必然”，而中国水手死伤皆“因利器所

致足见日人先已蓄谋，有心 害。”反之，日人多为木器利所

伤，“足明水手出于不得已者”。他特别提出，“评断此案

当以供词为准，惟不单凭兵船证供，亦不容日人狡展。”我

们由此可以看出，廷芳的律师业务水平是相当高的。据说李

鸿章对伍廷芳提出的这个《处理办法》非常欣赏，交涉之际

多以之为据，并特别将这篇文字收录在他的全集中。此外，

伍廷芒还参与了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的交涉，可异未留下具

体记载，这与他幕僚的身份有关。 １９０２年，清廷根据袁

世凯、张之洞等人的会保，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芒为修订

法律大臣此时伍廷芳正在驻美使任内，闻迅后即回电表示：

“将一切现行律例，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订，洵属务本要图

，自当勉竭愚忱，悉心考打。”是年底，伍廷芳回到上海，

尚不遑北上，又被任命为“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在沪办理商约

期间，伍廷芳为保护中国权益而与列强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仅与美国谈判商约一项，”磋商至三十余次，辩论不下数十

万言，舌敝唇焦，屡次决裂，实已辩至磋无可磋、磨无可磨

之地。”伍廷芳于此际方一展其法律方面的卓越才干，在关

税、专利保护、版权诸问题的谈判中，既能顺应世界的潮流

，又尽可能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当然，

伍廷芳这一时期最大的功绩，就是与沈家本一起领导了那场

正式宣告中国传统法律终结的修律运动。在修律大臣任上，

他多次和沈家本联名上折，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禁止刑讯



、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狱政等等一系列先进的主张，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末修律成果的取得，伍廷芳功不可没

。 武昌起义后伍廷芳迅即背叛清廷，投身革命，并于１９１

２年１月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在此任上，伍

廷芳曾亲自干预过几宗当时很著名的案件。 首先，在南北议

和中，伍廷芳以南方代表的身份曾就山东巡抚杀害张钟端一

案几次制裁问袁世凯。山东巡抚当时是以“土匪抢劫”之名

捕杀了“民党有名人物”张钟端，伍廷芳指责袁世凯“只凭

捏造之供辞，不复查办”，要求他“再行查办，并迅即电复

”。袁在复电中竭力搪塞推脱，声称“张钟端等焚抢属实”

，“供证确凿”。伍廷芳深悉袁世凯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之

目”的用心，义正辞严反驳道：“试问张钟端等所焚何处？

所抢何人？贵大臣曾派人确查？”“试问齐抚所得之供证，

曾由审判厅开正式之法堂否？曾用非弄拷讯否？”既然此案

“未尝交审判厅审讯，其非法律上正当之判可知。”伍廷芳

企图从法律的角度辩明是非，但这对武夫兼野心家的袁世凯

而言，则无异于对牛弹琴此案最终是不了了之。 随后，伍廷

芳又针对具体案件两度同沪军都督陈其美展开激烈争论。先

是由于陈其美在处理山阳县令姚荣泽的罪案时，准备沿用前

清的审判形式，因此案在当时的上海影响较大，所以伍廷芳

多次致信陈其美，劝其“按照文明办法审理”，因为“民国

初立”，吾国人一举一动，皆为万国人士所关视。况办理此

重大案件，稍不合文明规则，则必起外人之讥评，故不得不

格外注意。”伍廷芳推崇的是大陆法系的审判方式，即“先

由辩护士将全案理由提起，再由裁判官动商原告及各人证，

两造辩护士盘诘，俟原告及人证既终，再审被告，其审问之



法与原告同。然后由两造辩护士各将案由复述结束。全案之

大要，最后由裁判官将两造辩护士曲直要点宣读。至判决之

权，则一属于陪审员。”伍廷芳认为这也有助于收回治外汉

权，“且吾人常存收回领事裁判公之希望，若于本国之裁判

不能示人以文明气象，将来此事者，更何恃以为持论之根据

乎？”钏对陈其美的种种借口，伍廷芳先后五次去信，不厌

其烦地向其灌输现代法律观念，包括陪审和律师制度的先进

性和必要性，甚至还包括无罪推定的原则。但要让陈其美之

流接收新思想显然很难，所以嗣后不久又一起案件引发了两

人之间的新一轮辩论。这一次的起因是陈其美在上海擅自逮

捕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汉章，对这种“滥用权威”，破坏司

法秩序的行径，伍廷芳极其不满，数次致书陈其美，明确指

出，宋汉章有罪与否，须由审判机关审理后方能确定，若凭

武力以及行政权力妄事逮捕，是对司法权的姑意践踏，此乃

前清流毒，有悖三权分立的公理。陈其美多方狡辩回护，伍

廷芳逐一批驳。象前次辩论一样，双方往来信函，经报纸一

一披露，一时牵动舆情，轰动全国，无形中进行了一次法律

启蒙教育。 有趣的是，伍廷芳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后，对宋汉

章一案的是非曲直仍耿耿于怀，并函约陈其美，由双方“各

请公正廉明之商家一人为公正人，再由所请之公正人二人合

举一人，评论公断。如以廷（即伍廷芳自已）之言为非，廷

愿出洋一千元，赠与执事（即陈其美）；万一以执事之言为

非，则执事须出洋一千元与廷 ，以备分赠宋汉章及当时与宋

同席、误为贵军队捕拿之梁君。”这一豪赌虽然迹近荒唐，

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伍廷芳追求真理的决心。当然，心虚的

陈其美是决无胆量应约的。 在中国近代，律师出身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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