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论 /庚申之变 0
杨国强

  [摘  要 ] 咸丰十年 ( 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 致皇帝北狩,天下震动。与道光一朝曾被士大夫当作岛

夷骚动海疆的中英鸦片战争相比, 这是一种创深痛巨。由此产生的流泪、吐血、张皇、茫然都表现了精神冲击下的惊惧和惊

愕。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后是二千年岁月累计而成的历史经验在士大夫中先识时务者的心里开始破碎。正是

在这种历史经验的破碎里才可能催生出 /变局 0、/创局 0、/奇局 0、/千古未有之局0和 /智勇俱困之秋0一类词汇和观念。它
们表述了那一代人的时代意识,并促成了以/自强0回应西人逼迫的历史过程,而中国社会艰难的近代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

个真实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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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八月 ( 1860年 9月 ),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

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 /海口转战至今, 迭经挫败,误国

殃民, 死有余辜0 ¹
。他与西人交战最久,而一蹶再蹶之后也最多无可言述的沉痛。

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

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 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

张失措, /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 0º。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

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 以及抢掠、逃难、物价

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

中。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 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

中国人的皇家宫阙。
»
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

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 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

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 由此获得的赃物, 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 ( Queen

V 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 (N apo l�onÓ )的名下。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说明了军人正在变作盗贼和

匪徒。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 ( James

B ruce, Earl of E lg in andK inca id 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 ( General S irHope G rant)曾挟着战胜者的

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 /被囚 0的英国人所受 /野蛮之待遇 0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

比较, 以指责和衬托 /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0的可恶, 并自信其下令放火, 把 /辉煌的
避暑行宫烧成平地0是在 /警醒其迷梦 0, 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正

说明这些人已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

府里的中国人 /野蛮0和 /残酷0, 但他们用来 /警醒其迷梦 0的放手焚烧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 出

于故意和刻意,所以, 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 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 /野蛮0、/残酷 0和 /不顾

论 /庚申之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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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中国史学会主编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2),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第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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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国际公法0。其间发生的宫中人 /常嫔因惊溘逝 0和 /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 0
¹

, 都是由

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 /野蛮之待遇0,显然是一种更深的恶业。因此,放火

的西方人虽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 但他们显露的横暴和造成的废墟却使基督教世界深

深地蒙羞。

/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内外城之王大臣等, 相顾愕眙 0。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

的冲击。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 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 /登高瞭望0,眼

睁睁地看着 /西北一带烟焰忽炽 0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 /痛心惨目 0的

家国之哀。作为道光帝的第六子,其 /痛心惨目 /里的夷夏之恨一定会与宗庙社稷之思连在一起,引

出百感苍茫。他向北狩的皇帝作奏报,自述 /痛哭无地自容0。读奏折的咸丰帝虽然远在热河,而其

切身之痛则犹如近在咫尺之间。因此, 在他用硃批写出来的 /览奏曷胜愤怒 0º里, 与 /痛哭无地自

容 0相呼应的悲哀忿恨同样出自深深的家国之哀。在朝廷之外, 更多的中国人目睹了 /夷人枪炮横

空飞坠 0之后,又目睹了抢劫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一个士人记述了延烧累日的 /烟焰迷天,红光半

壁 0里, /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 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

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0。在漫长岁月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物化了的文

明就此变作满地灰烬和断砖碎瓦,无法复原,无法重建。 /至历代圣容, 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0»
以

彼时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相衡量, /历代圣容 /已是象征了神性的东西,是同这个世界仍然连结着的东

西。因此,以 /碎裂0为亵渎和摧残,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因此在他笔底的感慨悲恻里,最难

化解的也是因为西方人的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在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

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 /欷歔0、/泣下 0、/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 0、

/堂堂天朝, 竟任夷队纵横, 为之大哭 0的伤心一恸,其间的极端,是忧愤催逼下的 /须发皆白 0。 ¼
当

京畿板荡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南方,湘军正与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苦苦厮杀于长江

流域, 其间一片愁雾。督师皖南的曾国藩从咨文中次第获知 /銮舆已出巡热河 0和 /京城业被逆夷

阑入, 淀园亦被焚 0。随之而来的是相隔千山万水的震荡和撼动都成为一种直接的冲击, 使之 /悲

泣,不知所以为计 0,使之 /伤痛之至0。½ 自咸丰二年 ( 1852)领军以来,他已长久地身历兵凶战危,

并于危难中屡见屡闻 /炮震肉飞,血瀑石壁0 ¾
,应当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人, 但 /不知所以为计0

的 /悲泣 0和 /伤痛 0都明白地表现了冲击下的惊心动魄和四顾茫然。京畿的炮声和火光之所以摄

人心魄而震动南北,是西方人逼入了北京,因此西方人真正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在二十年回避

之后, 这是一种无可回避。 /曷胜愤怒 0、/相对一哭 0与 /不知所以为计 0都是对于这种一时剧变的

突然意识和最初反应。其中与惊痛连在一起的是深深的惊愕。咸丰十年 ( 1860)岁在庚申,这一场

颠蹶和震荡在中国人的记述中便被称作 /庚申之变0。鸦片战争之后记述其间之史事的著作曾以

5道光洋艘征抚记 6为名,相比而言, 此日用 /庚申之变 0作统括之词显然是更明白地表达了中国人

身受的震撼。但变起于庚申,而惊痛与惊愕相连,其间之因果则以道光后期以来的历史为来路。

庚申之前二十年, 起于广东的中英鸦片战争曾波及四省, 历时两年, 致士兵死事, 上将殉国, 生

民涂炭,并牵连成群奉旨驭夷的达官在剿与抚的反复中纷纷跌倒。然而以地域而论, 这场战争开始

于沿海,也结束于沿海。在当日的中国, 傍海的地方便是边缘的地方, 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远远地

看沿海,都当作是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

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下的力绌经层层的转述附会,对

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

5史林 6  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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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¼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2),第 393) 394、148页;第 373、53) 54页;第 89、99、63、41、330页。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2) ,第 375页; 5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6 ( 7),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2473页。

5曾国藩全集# 日记6 ( 1) ,岳麓书社 1987年版, 第 534、539页。

5曾国藩全集# 诗文6,岳麓书社 1986年版, 第 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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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肯留意西方人和不能认识西方人。后数年魏源曾作 5都中
吟 6,于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叹:

为问海夷何自航? 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 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

辈,思效回纥之助唐; 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藏。呜呼! 岛夷通市

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
¹

在 /茫茫昧昧 0里,已经进入五口和正在进入五口的西方人自都中人的样貌看去仍然模糊而且遥远。

都中荟萃了那个时候中国士大夫的智慧和人才,所以都中可以写照天下。由于模糊和遥远, 当日的

君臣从庙堂里想将来,都相信随鸦片战争炮火的停息,将是中西之间的一个了局。因此, /息止肇

衅 0的 /江宁条约 0在朝廷和士人的意中曾是 /万年和约 0
º
。以 /万年 0称 /和约 0, 则与 /和约 0所对

应的当然是一种固结了的物事。后来道光帝的遗诏里有一段话追叙中英之战,而统归为 /捐小忿成

大信, 绥疆柔远, 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 0»,显然是把西方人看成了已受羁縻的群

类。都中的见识以 /茫茫昧昧0为主流,说明了发生在沿海的这一场战争并没有重创中国人从千年

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所以当时人测度来自欧西的远人, 用以推理和判断的,还是从历史中获

得的知识和观念。这是一种同过去的经验事实联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是一种万人共有的东西,比之

炮火下被摧毁的壁垒和长墙,也是一种更不容易折断和打碎的东西。

然而与这种 /毒焰自消 0的一厢情愿相反, 是进取不息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把鸦片战争的终局当

成中西之间的了局。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催涨了自由贸易的磅礴潮流, 与之因果相联的, 是由商

业利益促成的空间拓展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 19世纪的欧洲一面在不停地制造产品,一

面在不停地制造扩张。其时英国正在充当欧洲和世界的 /引擎0, 所以被这个过程送到中国来的西

方人里,英国人也最多由沿海伸入内地的欲望和急迫。 /江宁条约 0签订后七年,五口通商的场面还

没有完全铺开,广州英商会就已在向国内作倾诉,以这种 /有限的贸易0为大害。其间的共同利益唤
出共同的意愿,使曼彻斯特的商人亟亟乎起而呼应, 以 /巨大的焦虑 0进言政府说: /除非我们从事

买卖的范围能扩展到我们现在受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去, 我们的对华贸易永远也不会得到

充分的发展。0¼
贸易牵动工商,工商牵动国策,随后是经济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成为英国政府以 /修

约 0为名义, 筹划 /广泛进入中华帝国整个内地 0的由来和导因。在当日英国政府给驻华公使的 /训
令 0里, 被列为要目的 /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 0、/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0、免征进出口货物的 /内

地税或子口税0, 以及公使 /驻节在北京朝廷0等等,
½
都是意在打破 /万年和约 0的东西。稍后法国、

美国和俄国各挟一己之怀抱与英国人合谋其利,由此形成的列国连横之势,使咸丰一朝从一开始便

面对着一个结为一体而日逼日亟的西方世界。比之道光年间中英之间的冲突, 这种列国连横之势

无疑更坚鸷而且更陌生。然而在历史留下来的知识和观念还没有因重创而碎裂之前, 历史留下来

的知识和观念便依然是人心中可靠的准则和不移的准则。因此那一代帝王和士人非常自然地只能

用历史经验之内的东西来辨识和类比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于是在同一种观念下,咸丰朝一步一步

地重复了道光朝。而一个正在逼来的西方世界则在夷其人夷其事里完全走了样。

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 19岁, 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

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 所以他精神

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与之类同而且匹配的,是咸丰初年起以钦差大臣主持夷务

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自道光中叶入仕途, 而海疆骚动之日则正在不通海路的江西和云南做地方

论 /庚申之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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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源集6下册,中华书局 1976年版, 第 677页。

王铁崖编5中外旧约章汇编6第 1册,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 30页。 (取 /江宁条约 0而不取 /南京条约0系
以5中外旧约章汇编6为准。)郭廷以编著5近代中国史事日志6上,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122页。

5道光朝东华录6,卷 60。

[英 ]伯尔考维茨: 5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6 (江载华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第 14、767页。

[美 ]马士 : 5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6 (张汇文等译 )第 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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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也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人脸相中狰狞毕露那一面的人。因此, 两广总督驻节广州,虽然在

空间上与彼族相距甚近,而其视为当然的则是执夷夏之界以分中西,在心理上和视野里都与他们相

距极远,一则记载说他 /素性沉毅刚强, 待外人不好挑衅, 亦少恩抚0;一则记载说他 /性木强, 勤吏

事 0,而 /凡遇中外交涉事, 驭外人尤严, 每接文书, 辄略书数字答之, 或竟不答 0。¹ /刚强 0和 /木
强 0,都说明了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 他们是直接应付夷

人夷务和最终应付夷人夷务的人。所以, 力谋修约的西方人一意要抉破 /江宁条约 0的范围以求四

面扩张,但他们在中国最先要面对和始终要面对的人物, 却比签订了 /江宁条约0的上一辈人更执着

于夷夏之防并更不肯向后退让。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既不可沟通又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后, 从

咸丰四年 ( 1854)开始,一面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中国,以修约为名目北上南下, 他

们因深愤叶名琛的 /蓄矜气 0º以相傲睨而从广州北上, 想要另辟蹊径; 一面是这些代表了另一个世

界的人们到达天津之后又被朝廷一个一个打发南返广州 /听候查办 0»,回到了天朝体制里的叶名琛

那里。其间 /奉旨赴津查办夷务 0的崇纶曾作 /指驳英使要求各款照会 0,用中国人的情理遏阻西方

人的不合情理:

即如欲驻扎京师, 随意往来内地各处,并驻扎天津贸易等事三条, 京师为辇毂重地, 天津与

畿辅毗连,并内地各处,从无外国人混入其中, 试问贵国尺地寸土, 能畀我中国乎? 应勿庸议。

又欲与中国地方官交往一节,原有议定体制, 我国大吏, 各有职任, 贵公使所到之处, 岂能纷纭

会晤。至通商税则,会同变通,鸦片土进口报税一事,查贵国既系万年合约, 似不应另有议异。

港口间装运货物,往来无碍之句,碍难允行。进口出口货物,在五港纳税之外,内地关津不得重

行征税,查中国设立关口, 各有征收, 定例已久,岂能率更旧章?

这些话非常典型地表述了历史经验之中的理路。对于久已把 /万年和约 0当成了局的中国君臣来

说,西方人的修约以打破了局为主张而再谋进取,显然是既出意料之外, 也出容忍之外。于是由夷

性反复, /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0
¼

所促生的疑惧和愤怒,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过程,对

西人带来的那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化出种种猜想和推度。而时当内战搅动天下致东南遍地兵

燹,朝廷和疆吏面对太平天国的 /天父天兄之教 0切齿而熟视之,都在直接地把这些异样的物事等类

于西人带来的基督教。由此追溯,则常常要归结到五口失其遮拦而中华遂多祸乱。所以叶名琛作

奏折说: /要知当时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 初何料及贻害靡限,流毒无穷一至于此。0

在他的情绪里和判断里, /各省会匪、教匪、捻匪 0与 /广西上帝会 0都一样, /观其党异类分,似未尝

尽由于此,殊不知祸种乱阶,究未尝不实由于此也 0
½

。咸丰一朝的君臣久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所苦,

而同时是绵延不断的内战又为咸丰朝的君臣提供了一种道光朝所没有的经历与体验, 带着这种经

历与体验去看北上南下的西方人,因修约促生的疑惧和愤怒便会非常容易地使他们转向旧日的深

闭固拒。因此咸丰帝读叶名琛的奏折曾引出心头强烈的共鸣,并意不能平而浮想联翩,作硃批说:

/卿其永励斯志, 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0
¾

他的话表现了

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因忿成戾, 也表现了对于 /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0的看得太过轻易。比之道光末

期的诏书以 /民夷各安生理 0为 /绥疆柔远 0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

对于西人的敌忾。在这种被激发的敌忾里既有着自固藩篱的意识,也有着以夏制夷的意识, 两者交

织缠绕于同一个过程之中,不可切断,也不可分剥。

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 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

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 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

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 /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部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
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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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

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 )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

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

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

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0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 /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 神人共愤, 沿

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 0,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

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 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 /茫昧0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

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 19世纪 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 身在旋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

并由此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作对比, 50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

心 /雪大耻, 尊国体0,以此自任, 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

/雪大耻,尊国体 0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 /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

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 0。¹ 因此,在他手里, 是 /心仇夷而
术无以制夷,乃蔑视夷,以为夷无如我何 0, 而 /雪大耻, 尊国体 0之心则常常沿着这一路径演为用

/驭外骄倨之态0折辱西人的轻侮。
º
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

解的对手,同时又把 /驭外骄倨之态0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 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

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 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

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 /摧阻0而不能作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 /愤懑愈积愈深 0。
»
而

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 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

/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0。由此层层推导, 则 /扩大和改

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 0¼
。外交官呼唤 /兵船 0, 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

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 咸丰六年 ( 1856)借 /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 0广作牵连, 把

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因

教案积忿而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

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 5触藩始末 6追记旧事,其中一

节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二十九日,敌船桅上,及珠海炮台上, 均飞炮入城,督署尤多。叶相危坐二堂上, 绝无惧色。

予在大佛寺军需总局任,司道命往白一事,入督署,则材官、门役逃匿一空,仅一文巡捕引入,谒

于二堂东偏厅事,炮屡及席前,夷然不动。时封翁迎养在署,有劝以迁入内城者, 不听。

在炮火注击之下作危坐,须看破生死而后能不惧。所以, 叶名琛显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力量和精神

支撑的人。但身在绾接中西之间,他与西人周旋多年而始终不能识西人的由来和面目,因此从 /雪

大耻, 尊国体 0到最终以 /辱身以辱国 0为结局, 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此中的因果,被囚于印度之日,

还在以诗赋志,自比苏武。
½

他以一种个人的悲哀写照了中西交逢之初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与时代之

间无所适从的群体悲哀。而西方人捕捉叶名琛而囚禁之, 则无异是在以一种非常刻薄的方式告诉

驭夷的中国人,用回避、抑遏和轻侮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其实是靠不住的。他们演示了一个实例,

但对中国人来说,真能懂得和通悟此中之事理,其实需要对比和反思。而当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

日,一时触发的全都是痛恨。咸丰帝痛恨西人 /称兵犯顺 0,痛恨叶名琛 /辱国殃民 0, ¾
在一片痛恨

里最不缺乏的是情感和臆想,最缺乏的却是对比和反思。随后的中西之间,一面是广州已被英法联

军占领,而北京的朝廷还想用驭夷的天朝体制把西方使节阻挡在广州; 一面是战胜的西方人始终执

论 /庚申之变 0

¹

¼

½

¾

º»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1), 第 452、453、228页;第 220、243页;第 228、164页。

5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6第 1卷,第 784) 785页。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3) ,第 115页;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1),第 166、220页; [澳 ]黄宇和: 5两广总督叶名琛6
(区钅共译 ),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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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约为宗旨,他们最不能容忍并正在推倒的恰恰是这种立意于防堵和回避的天朝体制。于是不肯

被驭和不受阻挡的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咸丰八年 ( 1858)先后北上,载着英法联军的兵船也随之

北上, 从广州开始的战争遂被带到了天津,带到了离朝廷很近的地方。当 /逆夷开炮, 攻击炮台 0并

/闯入内河0之后,直隶总督谭延襄在奏告中叹为 /军威尚壮,不期一战而溃,殊出意外 0,而后知道

在 /夷炮迅捷 0面前, /津郡形势断难战守0。紫禁城里因此而被震动。随后签订的 /天津条约 0, 是

连为一体的西方世界用勒逼实现修约的意志, 得到了他们四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 对中国人来说

却是 /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 0。十六年前耆英签订 5江宁条约6,曾以 /势出万难,策居最下,

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 0为写照之词, 以后事比前事,显然是太过相像。
¹
在这个过程里,西

方人其实已经用他们的观念和法度一层一层地打碎了中国人以夷夏比中西的历史成见。但在彼时

办夷务的中国人那里,历史成见又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制束,身在惯性和制束之中构想中

西,则不仅西方人的路数出中国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中国人的路数也出西方人的意料之外。当日桂

良、花沙纳奉命与西人在天津立和约,奏疏报告艰难搓磨而不能回西人之意, 然后说 /此时 、咈两

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 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

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 即可作为废纸 0º。他们为 / 、咈两国 0的勒逼所深深窘苦, 但把条约看成

/数纸0并可以化为 /废纸0, 无疑是以自己的不守章法来推想对手的没有章法。用这种推想判断西

方世界,则他们所知和所识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夷性的世界。因此, 当西国的使节和兵船踌躇满

志地扬帆南去之后,已经列入条约而深触咸丰帝心头之大忌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

缴兵费赎还广州,都重新被他放到了以夷夏之间的规矩范围中西之间的关系里考校权衡,并重新成

为使人扼腕灼心的东西和 /必须极力挽回 0»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上海议通商税则中, 中国一方

屡次想 /消弭 0条约中的已成之局,又屡次在英国人 /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 0
¼

的坚执面前碰壁而

回。而作为一种反应,则是 /夷情 0因之益多 /愚惑0猜度, /自天津议和以来,防我之念,几已无微不

至 0
½

。这种立约之后的倒腾、翻局和以疑虑对疑虑,说明了 /天津条约 0并没有消解中西之间因修

约而衍生的危机和兵氛。而后是咸丰九年 ( 1859)扬武的英法兵船与守候的中国军队一触即发, 使

进京换约变成了大沽口的一场炮战。铩羽而归的英法联军第二年重新北上, 犷悍凌厉地从海口一

路打到北京。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相比,二十年后的英法联军同样 /以火器制胜 0。然而后者突

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止乎以暴力拓展利益,而且刻意要借 /火器制胜 0之势从精神上摧折中国人夷

视西人的回避、抑遏和轻侮。所以中英 /天津条约 0已特为列出第 /五十一款0,以 /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0 ¾
来约束中国人。至洋兵入京城之日于此尤耿耿。一

则记载说: /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 有一傻子,立于门前, 见夷人经过, 指手大笑曰 -鬼子来也 .。夷
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0¿

在这个例子里, 西方人的毒

打群殴显得非常霸蛮残酷, 而推究原本,他们用拳脚所要征服和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人得自历史和传

统的一种观念。从 19世纪 40年代以来, 中西之间的冲突和中西之间的交往都实现于深深的隔膜

和歧义之中,所以,正在以急迫之心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便始终要面对这种观念, 并因这种观念而被

当成受俯视的异类。这个过程使他们十分明白地懂得了中国人心目中的 /夷 0, 也使他们在战胜之
后十分凶暴地以 /毒殴 0一为渲泄。与这一类 /夷众0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 /夷酉 0更着

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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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界的人们应 /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0
¹

。这里的 /例 0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

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

礼部会恭亲王奕,则已 /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 0,且轿前轿后有 /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 0。

是不仅 /坐轿 0,而且 /摆队0。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 这种 /金顶黄绊 0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

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 非常不甘心地说: /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

乃敢僭越狂妄至此! 0º
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 /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 0, 并不是看中皇家排

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 /僭越狂妄 0来震荡人心, 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

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

曾经受俯视而不能自如地向中国作表达的西方世界积久之后一抒怨毒, 用这种方式非常触目

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用枪炮论证道理的方式, 因此是一种无须说服的方式。

于是以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为前提的中西关系不能不走向分崩离析。西方人

用自己的意志使驭夷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 与之相因果的, 是中国人用来驭夷的理路和观念在震

荡下开始坼裂。当时人身历 /庚申之变0, 曾眼看着英法联军带来的 /白夷0、/黑夷0、旗帜、火炮、鼓

乐、烟尘由远而近,来到面前。在由此触生的百感交集里, 一面是 /城下之盟, 古人所耻 0的类比, 一

面是 /海国作乱, 自古无闻0的不可类比: /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0,且 /既已讲和, 相

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 此其无厌及我, 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 0。» 这些议论以西人之 /无因

而至0为大异,其间所表述的应当不是一种认识, 而是深深的疑问。然而从没有疑问到深深的疑问

已显然地表现了思想的前后变迁。庚申前二年, 士大夫论说发生在广州的中西战事,犹以 /自古称

国富者以地大为富, 兵强者以人众为强 0为当然, 而极信 /英夷土固不广 0, 是 /恃虚声以慑我上

国 0。¼ 由彼时的当然和极信变作庚申年间的不可类比和深度疑问, 正说明了曾经惯用而且稔熟的

判断和推理已经碰到了阻格。这种由疑问开始的观念的坼裂产生于圆明园里那片烟焰的映照之

中,但与火烧圆明园相比, /庚申之变 0里的这一面更深地牵动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历史, 牵动了中国

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和自以为是的东西。由此造成的精神重创是二十年前的海疆骚动所不可比

拟的。然而这种精神重创一经造成, 则又会追溯二十年前, 将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连为一体,而后

惊痛和惊诧才会化作感知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 才会有中国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反思和对西方世界

的正视。

道光二十年 ( 1840) ,英国兵船到大沽口。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曾在奏报中描述 / 咭唎夷船

式样0, 举篷桅、舱层、炮位、机轴、炮数、风轮、火池、风斗、吃水、窗扇都细为摹写而毕见船坚炮利,其

具体程度是当日少有的。
½
道光二十二年 ( 1842)林则徐在遣戍途中致书友朋,追说西人大炮 /远及

十里0, 遂使 /内地将弁兵丁 0常在 /不见面而接仗 0中,其间之悬殊皆 /未之前闻0。¾ 道光二十三年

( 1843),两广总督耆英专门 /购得洋枪0献呈皇帝,并进 /仿造 0之说。道光帝赞洋枪为 /绝顶奇妙之

品 0,而以 /仿造二字0为 /望洋之叹0。¿ 5清史稿 #宣宗本纪 6说,嘉庆十八年 ( 1813) /教匪林清党

犯阙之变作 0,其间曾 /入内右门, 至养心殿南, 欲北窜 0。后来的道光帝当时还是皇子, 已能 /御枪

毙二贼 0而使 /余贼溃散,乱始平0。由此显出来的是一手娴熟的枪法。他用过的那把枪也因此而

被嘉庆帝命名为 /威烈 0À。他是一个懂枪的皇帝, 但情愿 /望洋 0而止。琦善、林则徐、耆英曾先后

论 /庚申之变 0

¹

º

»

¼

½

¾

¿

À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4) ,第 37页。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2) ,第 19页; 5清史稿6,中华书局 1977年版, 第 3022页。

5第二次鸦片战争6 ( 2) ,第 89、25页。

5曾国藩全集# 书信6 ( 1) ,岳麓书社 1990年版, 第 622页。

5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6 ( 1),中华书局 1964年版, 第 380) 381页。

5鸦片战争6 ( 2) ,第 568) 569页。

5鸦片战争6 ( 3) ,第 472页。

5清史稿6,第 617) 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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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中英鸦片战争,在一个举世茫昧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描述、感慨、进呈都体现了一种对于西人的

正视。然而以海疆骚动都中不惊为背景, 他们的见识又是一种得不到应和与回响的东西。因此,在

当日的中国,他们的声音只能个别地出现,又个别地寂灭。在多数人的心里,西人依然是犬羊。

与这种个别地出现而又个别地寂灭相比, /庚申之变 0以创深痛巨造成撼动和冲击,又由撼动和

冲击促成憬悚与憬悟。在这个过程里,撼动、冲击、憬悚、憬悟都是一路远播并因此而越出了个体范

围的东西。它们把西方人带入中国人的时务之中, 而后是 /创局 0、/变局 0、/奇局 0、/千古未有之

局 0和 /智勇俱困之秋 0成为历史经验之外的一种时代意识。曾国藩阅读 /新刻英吉利、法郎西、米

利坚三国和约条款0而 /呜咽0
¹

,胡林翼目睹长江中的轮船而吐血, 都说明中国人的时代意识是在

苦痛中逼出来的。然而也是在这种沉重的逼迫之下,以自强回应西人才可能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群

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而随之开始的效西法的历史过程, 则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社会的

近代化。

(责任编辑: 李志茗 )

5史林 6  3 /2007

¹ 5曾国藩全集# 日记6 ( 1) ,第 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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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Event in theYear 1860 YANG Guo$qiang

Yuanm ingyuan (G arden of Perfect Sp lendor) w as razed to the g round by the Ang lo- French A llied

Forces in 1860 and X ian Feng the emperorw as imprisoned. The who le world was shocked by th is even.t

During two decades, China w as defeated for the second t ime by the w estern arm ies. There fo re som e far-

sighted scho lars began to g ive up the h istorical experience that had been accumu lated during the 2000

years. Such expressions and concepts as / tim e o f change0 and / an autumnwhen peop lew ere runn ing ou t

ofw isdom and courage0 described the ideas of peop le at that t ime and urged them to f ight back by deve lo-

ping Ch ina. Themodernization of China wh ich w as proceed ing really tough gained a true start since then.

Between / Nation0 and / Individuals0 - Towar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 Freedom0 in Late Q ing

Dynasty ZHANG Q ing

W e attempt to approach / freedom0 through d iscussing the evo lvement ofmodern Ch inese inte llectual

because it is / freedom0 that he lps us to so lve the conflicts betw een the / na tion0 and the / ind iv idua l0. In

fact, / freedom0 touched upon a sensitive top ic and w as not easy to be interpreted. Therefore, / freedom0
failed to be accepted as a doctrine and gave p lace to such an appeal as / nationa lism0. The basic reason

is tha t Ch inese intellectual sphere is selective in accept ing a doctrine and w ou ld make a cho ic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Capital State- Ownership Promoted by Sun Yet- San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National Eco-

nom ic Policy of Kuom intang Nationa lGovernment in Nanjing ZHANG Zhong$m in

Th is paper, based on the Capital State- Ownership promoted by SunYe t- San and its in fluence up-

on the econom ic po licy ofKuom intang Nat iona lGovernmen,t discusses the key concepts as w ell as the for-

mat ion of the CapitalOwnersh ip Po licy. And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further through tw o aspects:

one is the capital of deve loped countries and the o ther is the abstention and protection o f private cap ita.l

The Encounter ofRevolution and Reform: CommunistParty in the Eyes ofNew Boanerges ( from

1928 to 1936) - Focusing on TheChinese R ecorder YANG W ei$hua

A decade afterKuom in tang and ChineseC ommunist Party broke up, CCP, in the dom inant position,

adopted a stern po licy tow ards Christian ity, wh ich fo rced the Boanerges to take CCP seriously. A fter stud-

ying ideas expressed in The Chinese R ecord er, the paper po ints out that these Boanerges didn t' deny CCP

w ithout reflection, they hadm ixed feelings tow ard the party, among wh ich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w as the

ma instream.

Reasons andM ethods of X iejia 's Taking Part in the Tax and Corvee System inM ing and Early

Q ing Dynasty HU T ie$qiu

X iejia became the core in con tro lling tax- payers in m idM ing dynasty and formed a g roup of people

dom inating the sto rehouses. The group a lmost disappeared in early Q ing dynasty w ith its nam e abolished

and its functions d issembled. Bu tX ie jia gradua lly became one of thema jor forces in co llect ing taxes w ith

the L iangzhang and Lijia systems break ing down and collected tax in a large sca le. It had tw o types ac-

cord ing to its collectingm ethods: L iangli type and B aox ie type.

Abs 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