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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是晚清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文学

家。他早年作为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投入洋务

运动，晚年出使欧洲四国，最终成为晚清名臣。

他一生写下诸多推动晚清社会进步的文章，其中

包括大量政务公文，这使得其在晚清公文发展进

程中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近年来，薛福成

公文的相关研究逐渐兴起，但主要围绕其公文具

体内容进行历史事件分析，内容多涉及薛福成文

学、外交思想等方面，忽视了对薛福成公文本体

的解读与阐释。

事实上，薛福成的公文写作有其明确的发展

分期、创新性写作特色以及对后世公文写作的深

远影响。其中，其公文类型涉及上奏文书、官府

行移、外交文书等，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公文

特色聚焦“经世效用”；公文成就体现在尝试外

交照会、电报公文等新文种，引领新文体语言和

体例的发展。本文以薛福成公文本体为研究视

角，结合公文诸多要素，通过对其一手史料的研

读，系统性研究薛福成公文写作的发展成就。薛

福成围绕“经世致用”的公文写作思想，创新性

发展公文文种与文体，强调关注社会现实，注重

实干和务实，为我国近代公文写作的发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

1 薛福成公文写作分期

薛福成的人生脉络较为清晰，先是参幕曾

李，接着筹防浙东任营务处，后奉旨出使西欧四

国，以上经历为他长期以来关注现实，形成经世

致用的公文思想、创新公文写作奠定了现实基

础。

11..11 幕府时期幕府时期 （（18651865--18841884年年）：）：以上奏文书以上奏文书

为主为主

薛福成以其对时局的过人见解和畅达典雅的

文字表达，先后成为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在

参幕曾国藩时期，他主要是在向曾国藩学习公文

写作，期间代拟了一些书函。后来，薛福成为李

鸿章代拟了大量公文，公文类型以上奏文书居

多，且多是奏折；内容方面，既有国内也有国外

要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均有涉及，这些

积累为薛福成随后筹防浙东以及出使西欧的政治

生涯打下基础。

薛福成公文写作研究：分期、突出特色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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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薛福成是晚清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是推动晚清公文发展的重要人物。

薛福成公文写作分为幕府时期、筹防浙东时期、出使欧洲时期，其所撰公文类型涉及上奏文书、

官府行移、外交文书等，具有丰富研究价值。其公文特色聚焦“经世效用”，公文成就体现在尝试

外交照会、电报公文等新文种，引领新文体语言和体例的发展。薛福成围绕“经世致用”的公文

写作思想，创新性发展公文文种与文体，强调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实干和务实，为我国近代公文

写作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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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筹防浙东时期筹防浙东时期 （（18841884--18851885年年）：）：以官府以官府

行移为主行移为主

光绪十年 （1884 年） 薛福成被授宁绍台道，

负责筹防浙东，光绪十一年 （1885年） 筹防浙东

结束。这两年薛福成集中拟写了大量官府行移，

并将此阶段的公文编成《浙东筹防录》。此阶段薛

福成终于独立行政，能够独立发文，因此有了进

一步施展抱负的平台。据统计，《浙东筹防录》共

收录公文143份，如“表1”所示。

表1. 薛福成筹防浙东时期公文统计表

行文

方向

公文
种类

份数

总数

上行文

禀
文

21

22

详
文

1

平行文

咨
呈

1

30

咨
文

1

移
文

2

照
会

9

书
函

17

下行文

札
文

3

11

告
示

8

电报
公文

80

80

总数

143

由于当时战况瞬息万变，薛福成需要及时向

浙江巡抚刘秉璋汇报战情、请示事项并望得到批

准，因此薛福成筹防浙东时期以上行文数量居多，

平行和下行文兼而有之，形式上以电报公文最多。

11..33 出使时期出使时期（（18891889--18941894年年）：）：行文方向多样行文方向多样

光绪十五年 （1889年）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

四国，期间向朝廷上了不少奏折，又有向国内、

国外传送的官府行移，因此行文方向多样。其

《出使奏疏》收录的公文如“表2”所示。

表2. 薛福成出使时期公文统计表

行文

方向

公文
种类

份数

总数

上奏文书

奏折

19

36

夹片

17

平行文

咨呈

48

145

平行
照会

1

外交
照会

42

书函

54

下行文

劄文

9

17

批答

8

电报
公文

123

123

总计

321

出使期间，由于薛福成需要与国内总署以及

外国领事官及时沟通，所以行文方向以平行文为

主，兼有下行文和上奏文书。此时期薛福成的品

级提高，所拟奏疏能够直达御前，不再是代拟。

同时，由于此时国内已架设电报，且收发文之间

相隔距离较远，因此形式上选取快捷高效的电报

公文。

2 薛福成公文写作的突出特色：实效性

薛福成公文写作的实效性特征相较其师曾国

藩而言更加突出。薛福成在曾国藩的基础上总结

出了“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的文用观

点，“经济”即注重公文的经世效用，即实效性。

薛福成公文写作的实效性之强是他“经世致用”

思想的有力体现。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其前辈曾

国藩等人及幕府同僚的影响及其对于时局的关注

和思考有着直接联系，有力推动了公文现实价值

的充分发挥。

22..11 薛福成公文写作实效性的体现薛福成公文写作实效性的体现

笔者通过爬梳薛福成的公文并提炼主题，总

结出其体现实效性的几个方面，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见，在处理时政外交问题上，

薛福成的公文都起了重要作用，文种以上书和奏

折居多，亦兼有外交照会。究其原因，薛福成善

于学习先贤的奏折，尤其是其师曾国藩所著的专

门培训指导官员如何撰拟奏折的著作《鸣原堂论

文》。他总结道：“昔曾文正公选钞奏议，宗贾长

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鸣原堂论文，专论奏

疏，亦既涵其涯而抉其奥矣。”［8］

22..22 突显公文实效的方法突显公文实效的方法

22..22..11 提出切实可行建议提出切实可行建议，，注重解决实际注重解决实际

薛福成注重公文实际效用，公文中往往提出

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治十三年，懿旨决定“博采

谠言，用资治理”［9］，薛福成在《应诏陈言疏》中

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其从内

政角度在人才、漕运、财政等方面提出相应对

策，并从外交角度提出在储才、制器、造船、商

情等领域分别制定何种对策。清廷收到这份奏折

后，随即交给军机处审议，负责办理洋务事宜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点核议“海防密议十条”；

“治平六策”则提交吏、户、礼、兵四部审议。

薛福成对清政府内政外交存在的问题予以精辟入

里的剖析，提出了切实的解决方法，得到李鸿章

的赏识，随后参幕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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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 奏折与附片结合奏折与附片结合，，记叙议论互补记叙议论互补

薛福成在奏折文种选用上也有用心考量。夹

片一般作为奏折附件侧重对分量较轻的其他事件

顺带进行奏述。但薛福成在奏折中以正附件结合

的方式共同阐述一个问题，增加附片的分量，以

求叙事详尽、深入、透彻，弥补了奏折正文字数

篇幅的限制。奏折与附片结合能够互为补充，通

过奏折的前期铺垫和主题引领，运用附片来深入

论述，点明观点，以提高公文的实效性。

薛福成在奏折中主要是对事件整体状况的概

括，侧重于记述；而在附片中则详细深入阐述重

点内容，侧重于议论，可谓重点突出，层次分

明，二者记叙与议论相得益彰。例如，他先在奏

折中阐述了西洋各国与中国交好的原因是中国处

于“振兴之际”［10］，对光绪皇帝进行一番恭维。

随后，薛福成才在片中提出重要论点，即改革使

臣觐见的礼仪，“准行西礼”。光绪十七年，总理

衙门电文“以既不绳以拜跪，无须议也”［11］。薛

福成之前在片中所提意见被光绪采纳。

22..22..33 多份公文叠加多份公文叠加，，引起上级重视引起上级重视

薛福成还通过多份公文叠加增强公文的实效

性。在重大外交事宜中，一份公文的效力往往不

够，或不能引起皇帝或上级高度重视，或不能将

事件原委以及对策详尽描述。因此，薛福成通过

连续拟写多份公文，增强公文的实效性。

薛福成出使欧洲后主动请缨滇缅界务的交

涉。一方面，他积极争取国内支持，撰拟《滇缅

分界通商事宜疏》，仔细查阅滇缅界务的历史资

料。通过“咨文”和“电报”的形式同总理衙

门、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互通信息，以

“书函”向总理衙门呈递十论《滇缅界务书》；另

一方面，薛福成四次照会英国外交部，强烈要求

英国政府退出侵占地域。最终光绪二十年 （1894

年） 中英签订条款，使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

3 薛福成公文写作成就

薛福成处于晚清变革期，前承湘乡派，后启

新文体。其公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文种尝试还

是文体创新方面都有所贡献。

33..11 发展发展““经世经世””效用效用，，减少虚言使用减少虚言使用

薛福成继承林则徐、龚自珍等提倡的“经世

实学”的路径后，总结出“文者，道德之钥，经

济之舆”［12］ 的文用观点。“道德之钥”是薛福成

对曾国藩“义理”思想的继承；“经济之舆”则

是薛福成在公文中极力推崇的，而“经济”即注

事件

博采谠言，用资
治理

商议中英烟台
条约

创开中国铁路

海防大权

援救朝鲜

对欧洲的外交
策略

滇缅界务

公文

《应诏陈言疏》

《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

《创开中国铁路议》；
《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

《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

《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

《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

《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滇缅分界大
概情形疏》《奏请专派薛大臣与英国会
议滇缅界务由》《滇缅界务并抄送外部
两函由》，四次咨文、四次照会

主要内容

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

提倡团练以备反抗外来侵略且坚
持在租界内豁免洋货厘税

认为铁路有九大利，
并批驳张家骧谬论

赫德任总海防司后果严重

提出中国军队援护朝鲜的具体行
动方案

提出交际礼节应周到的外交原则

请缨滇缅界务，尽早派人谈判滇
缅界务

效果

皇太后批示“寻交军机大臣发各衙门议
奏”［1］

李鸿章称“一切相机措注大略，与此书吻合
者十之七八，盖非必专用余言也。”［2］

光绪十四年（1888），总理衙门批复李鸿章请
办津通铁路，“铁路为自强之要图”［3］

清廷收回英国人赫徳“总司海防”的成命，挽
回了我国海防主权，赫徳对薛福成的评价是

“新公使是李的幕僚，有头脑，希望进步”［4］

张树声采纳意见，吴长庆“决计遵行”［5］

光绪帝采纳建议，下达上谕各出使大臣定期
觐见［6］

光绪帝：“薛某办事甚好”［7］

表3. 薛福成公文写作实效性的体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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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章的实学致用，提倡务实精神，与“经世致

用”本质相同。

薛福成主张公文应反映“经世要务”，要

“研古今之变，究事物之穷”［13］，以增强公文实效

性。薛善于发现事关国计民生之问题，撰写公文

如《上李伯相论赫徳不宜总司海防书》《妥筹保护

浙东新筑炮台疏》和《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等，

无不源于现实政治。同时，薛福成在撰写公文中

减少虚言的使用，更多使用务实性语言。其大部

分外交文书都开门见山，较少使用虚言。

33..22 尝试新文种尝试新文种，，促进新文种发展促进新文种发展

晚清时期出现外交照会、电报公文等新文

种。薛福成勇于尝试这些新文种，促进新文种的

发展。

33..22..11 尝试外交照会尝试外交照会，，表述精要凝练表述精要凝练

外交照会是清廷各官与外国公使、领事交涉

往来的平行文种，属于知照商洽类外交文书。现

存最早的薛福成外交照会是光绪十年 （1884 年）

的《照会英国领事官固威林》。笔者认为薛福成外

交照会是一种新尝试，基本遵循“事由+事件+

希冀”的结构模式，但在具体拟写中又呈现其自

身的独特性，即在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

事项等基本要素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作有针对

性的抓取，不似之前陷入繁冗拖沓的赘言。

薛福成认为出使大臣应该“兢兢”对待外交

照会，同时还需“审机势，晰情伪，研条约，谙

公法”［14］，即涉及外交事件，态度必须严谨。因

此，其叙事的部分注重表述的精要凝练。叙事是

为公文诉求本国意旨服务的，只是下一步提出意

见和希冀的辅助成分。

33..22..22 重视电报公文重视电报公文，，内容直达要害内容直达要害

光绪十年 （1884 年），薛福成力主在镇海搭

建电线，他使用电报公文拟写《禀抚院刘》。电报

公文起初未被当作正式公文予以重视，但薛福成

认为“电报亦当附公牍之列”［15］。电报应该属于

正式公文，以备日后查考。薛福成的电报公文平

均每通不过百字，内容简洁扼要，直达要害，无

冗词赘句，省去称谓；署名常常被简化为“薛”

或“成”，日期省略年月［16］。

33..33 引领新文体引领新文体，，创新文体使用创新文体使用

薛福成在新文体方面亦有所创新。所谓新民

体是指桐城派古文逐渐黯淡后，以梁启超为代表

的一种新文体。它一改往日“桐城派”清真雅正

的传统，用简洁畅达的语言描绘社会现实，抨击

时弊。

33..33..11 语言丰富杂糅语言丰富杂糅，，加入俚语和外来语加入俚语和外来语

薛福成在“桐城派”树以成规的“辞章”上

创新。桐城派讲究文字典雅，遵循清规戒律，当

时社会出现的新事物不能够为之体现。薛福成选

择将当代的新生事物均原貌记录下来，以备后人

考证，在《出使四国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中体

现得尤其明显。

出使欧洲之后，薛福成接触到了很多新名

词，他认为“则凡所当言者，皆四贤所未及言，

古人虽往，论事者不得因其事为古人所未谂，遂

谓奋笔纂辞，可不师古人也。”［17］ 这说明他在一

定程度上冲破了古文之束缚。《出使四国日记》中

衍生舶来词汇俯拾皆是，这些西方音译名称不是

古文词汇能涵盖的，例如“议院”“首相”“民

主”等词汇。薛福成出使后的公文在语言上向通

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近代化文章语言转变，为晚

清公文写作带来新风。

33..33..22 体例自由灵活体例自由灵活，，摆脱八股束缚摆脱八股束缚

薛福成在出使日记的体例上，选用日记作为

载体。他认为日记源于李翱的《来南录》和欧阳修

的《于役志》等行记，并无一定体例，而是“排日

纂事”。日记不仅能详细记载所见所闻，还能信

手札记心得体会，灵活性、操作性强，因此适合

行旅者使用。虽前人已有类似日记，但有如流水

账，于是薛福成便思索借出使日记向国内介绍西

方风土人情和新知识，在体例上认真思索，决定

采用顾炎武《日知录》的体例，以论时务来撰写出

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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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档案馆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
10月 27日下午，武威市档案馆召开全体干

部职工视频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强调，要坚持

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甘肃重要指示要求，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时代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找准档案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着力

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武威贡献档案

力量。

（武威市档案馆 曾惠玲）

庆阳市档案馆举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读书研讨班
近日，庆阳市档案馆举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读书研讨班，重点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四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档

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等

内容，通过集中学、个人学、线上线下学、专题

辅导学、研讨交流学等多种形式，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走深走实，入心入脑。

（庆阳市档案馆 周 芸）

临夏州档案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
10月 26日上午，临夏州档案馆召开中心组

（扩大） 会议，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

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

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档案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具体行动，确保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临夏州档案馆 沙李明）

庆阳市委办公室（市档案局）开展 2022年度

档案工作综合检查
近日，庆阳市委办公室（市档案局）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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