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枚不平常的铜牌

1996 年 10 月的一天，笔者在一友人处看到一枚正方形的铜牌。此牌边长 5

厘米，厚 0.25 厘米，正面为“中英庚款”四个美术体凸字，字径 1.8 厘米。铜

牌的四边有凸线框着，其四角各有一个小钉孔。铜牌背面有 TOP 三个英文字母和

几位阿拉伯数字的编号。据初步分析，这枚铜牌是用红铜成批铸造的其中一枚，

其背面的英文字母和编码，是临时用钢字码打上去的。友人说这枚铜牌是一位“老

北海”从昔日北海一个邮箱上取下的。

这是一枚不平常的铜牌，该铜牌“庚款”二字，勾起人们对我国近代备受凌

辱的回忆。所谓“庚款”，实为“庚子赔款”的简称，事缘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义和团在山东、华北、东北各省以及京津一带，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帝国主义列

强企图瓜分中国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和清政府当权者的出卖

下遭到失败。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腐败的清政府按照其既定的卖国方针——只

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条件都可以接受。于是清政府在光绪二

十七年（1901 年，这一年是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与英、法、日、俄、德、美、

意、奥、西、比、荷等 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的重要条款之一，是向

我国勒索巨额赔款。该赔款按当时中国每人赔一两白银计算，共计四亿五千万两，

分 39年赔清，加上 39年每年摊赔的利息，本息共计高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

并以我国各口岸的海关税、部分地区的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这笔赔款因庚子年

(1900)义和团事件而起，故史称“庚子赔款”

那么“中英庚款”是怎么回事呢？据史料记述：《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各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分配，以及分配的势力范围，互相争夺长达近

一年之久。当时北海的海关主要由头号帝国主义英国所把持，关税收入很可能被

划入英帝勒索赔款的范围，故在北海上交给总税务司的税款称“中英庚款”。

帝国主义为了保证其勒索赔款的收入，千方百计提高关税。据《中国海关北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记载，北海关于 1901 年 11 月 11 日起，为了“《和

约草案》（指的是《辛丑条约》，笔者注）的赔款”，于“同日起，对进出口货物

及所有其它货物，开始按实际价格 5%征税，过去，这些都是免税的”。在整个赔

款期间，北海的关税和盐税究竟上缴了多少，尚无法查清。但有资料可查的，北

海关从 l902 年至 1911 年 10 年间，共上缴关税 1361629 关平两。

《辛丑条约》签订后，包括北海在内的中国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完全成为

代帝国主义收款的机构。这些税款上缴总税务司时，其银两被封装在邮箱内，这

枚铜牌则被钉在邮箱的上面，以示这是“庚子赔款”的专款。“中英庚款”铜牌

是我国近代史被称为“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物证。

放大了的“中英庚款”铜牌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