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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国人对华评侏转 史 的 背冶

——

读 《 1 9 世纪来临之际 的英人评华 》

李士珍

【提 要 】 张顺洪先生的英 文专著 《 1 9 世纪来临之际 的 英人评华 》
一

书 , 系 统整理 了

1 8 世纪末 、
1 9 世纪初英 国 多 个阶展包括马 戛 尔尼 、 阿 美士德使 团 成 员 、 传教士以及英 国 国．

内 的文人、 学者对中 国 的报道和 由之反映 出 的 中 国 形 象 , 深入考察此段时期英 国人对 中 国

的政治制度 、 文化 、 宗教和 民众性格等方 面的评价 。 在此基础上 , 该著剖析 了 形成英 国人

多种对华评价的原 因 , 进而提 出
“

自 我标准
”

概念 , 并探讨 了 其与
“

欧洲 中 心论
”

和
＂

东

方主义
”

的 区 别 。

【关键词 】 《 1 9 世纪来临之际的 英人评华 》西方人对华评价 西方中 国观

〔中 图分类号〕
Ｋ 5 6 1

．
4 3

〔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 0 0 0
—

2 9 5 2  ( 2 0 1 5 )  0 1
—

0 1 2 0
—

0 5

张顺洪先生用英文写作的 《 1 9 世纪来临之尼使团 ( Ｍａｃａｒ ｔｎｅｙＥｍｂａｓ ｓｙ ,
 1 7 9 2 

—

1 7 9 3 ) 来

际的英人评华押 于 2 0 1 4 年由英国帕斯 国 际出华后 , 西方人对华评价逐渐降低 , 尤其是随着

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

？ 该书是西方工业革命的进行 , 中 国在西方人 眼中开始

根据他留英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 ,

？ 时隔 2 0成为停滞 、 落后 、 野蛮之地 。 但这种转折是如

多年之后出 版 , 读后仍让人耳 目
一

新 。 尤其是何完成的 , 学界甚少讨论 。

2 0 1 0 年起中 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 , 与外界张顺洪先生关注的正是西方人对华评价的

的联系更为密切 , 如何营造中 国在世界上的形转折时期 , 即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 ( Ａｍ－

象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 的热点 。 因此 , 梳理ｈｅｒｓ ｔＥｍｂａ ｓｓｙ ) 来华时期 , 时间大约为 1 7 9 0 到

以往西方人对华评价就成为极有意义之事 。 众 1 8 2 0 年间 , 此时段正是中 国 的乾嘉之际 。 张先

所周知 , 西方人对华评价经历了 复杂的过程 。


马可 ？ 波罗 ( Ｍａｒ ｃｏＰｏｌｏ ) 对中国商业和科技的①Ｓｈｕｎ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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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 以及对中国奇闻的描写 ,
1 6 、 1 7 世纪西方加 ＪＭＣｅｎ如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ｄＢ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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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 ．

传教士对中 国高度文明和 繁荣社衣的报道 , ？
② 该书曾在 2 0 1 1 年 以 《

一

个特殊 时期 的英人评华 》 为名 出

西人对中 国充满 向往。 启 蒙时代的思想家对 中版 ,
Ｓｈｕｎ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Ｂ ｒｉ ｔｉｓｈＶｉｅｚｖｓｏｎＣｈ

ｉ
ｎａ

：Ａｔ
ａＳｐｅ

－

国的赞美之辞随处可见 , 他们把中 国描述为幸
ｃｉａ ｌＴｉｍｅ ( 1 7 9 0

？

1 8 2 0 )
,
Ｂｅｉ

ｊ
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 ｌ Ｓｃｉｅｎｃ ｅｓ

福乐园 ： 开 明的皇帝 、 宽容的宗教政策 、 儒家
③ 张顺洪先生于 1 9 8 5

？

1 9 8 9 年期间受教育部公派赴英国伦敦

思想的睿智 。 而 自 1 8 世纪 中叶起特别是马戛尔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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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珍 ： 英国人对华评价转变的背后
——读 《 1 9 世纪来临之际的英人评华 》

生之所 以选择此段时期 , 从世界范 围来看 , 西家 , 如威廉 ？ 琼斯 、 斯蒂芬 ？ 韦斯顿和 Ｐ． Ｐ． 托

方国家逐步进人到资本主义社会 , 而 中 国则正马斯 , 以及没有 到 过 中 国且不懂汉语的作家 ,

处于 日 趋没落的封建社会晚期 ； 从对华评价上如威廉 ？ 温特博特姆 、 詹姆斯 ？ 密尔 、 约翰 ？

来说 , 这
一时期是英国人乃至欧洲人重新对华马尔科姆等 。 第四类则 为特殊群体 , 即 长期在

评价的重大转折阶段 ； 从与 中 国接触上来说 ,中国传教 的新教传教士 , 如 罗伯 特 ？ 马礼逊和

在这之前英国人有关中 国 的信息大都是间接来威廉 ？ 米怜 , 英国 东 印度公司职员 ,
还有

一些

自 欧洲大陆的著作 , 很少有亲 临 中 国 、 直接观具有代表性 的评论家 。 这些评论家的论述多发

察中国的著作 , 而 自英 国派使团之后 , 使团成表在 《每月评论 》 、 《每季评论》 、 《爱丁堡评论 》

员根据 自 己 的直接观察和体验纷纷著书 , 对英以及 《不列颠批评家 》 等杂志上 。 这些群体因

国人对华评价 的变化发挥 了 重大的影响 。 关于出身各异 、 职业不同 , 对中 国 文化和社会 了 解

这两次使团访华事件 , 国 内外学者对马戛尔尼程度不同 , 其观察中 国 的视 角也不尽相 同 , 因

使团有众多论说 , 而对阿美士德使团则论述不此作 出 了 关于 中 国社会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

多 。 张顺洪先生绕开 了以 往学者所主要关注的化 、 宗教以及民族特性等不 同层面的研究 和评

礼仪问题 , 除 了对 比考察马戛尔尼使 团 和阿美论。 正是这些不 同群体的言论影响了 当 时英 国

士德使团成员的对华评价之外 , 还着重关注学人的对华评价 。

界很少论述的两次使 团使华斯间英国 国 内 的相从张先生所呈现的英 国人对华评价 中 不难

关讨论以及此后英国人对华评价的变化。发现 , 英国 人在此问题上存在着复杂多样甚至

依笔者之见 ,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是相互矛盾 、 冲突的看法 。 正 如雷蒙 ？ 道森所

、
、 、分析的 ,

“

中 国在不 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
—

、 选择多个群体 ,
广泛深人地 瘡 、 发达与落 后、 聪慧 与愚 笨 、 麵 与丑陋 、

探讨英国人对华评价强大与虚弱 、 诚实 与狡诈
一西方人赋予她的

关于此时段的英国人对华评价 ’ 该著选取

多个群体 、 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 该著将参与对

华评价的人群进行 了分类 ： 第－类群体为 中 、

了 ｆ ＋巾 ＿
－ｐ ｎ

－

ｕ ｉｐｐ 大 ｗ ｍ ｙｖ Ｔ 、

中 国宗教 以及 中 国妇女地位等方面 的评
高级 官员 , 如 使节 马 戛 尔 尼 、 阿美 士德 、 ＃
＾ 抓出士价 , 而且以时间为线索 阐释这些群体对 中 国评
治 ？ 斯当东 , 也包括政界人士如 亨 利 ？ 邓达斯ｎ ＞

＋
．

＾
＿

 ,
ｒｕ , 七仏

主 ；
＆价的变化 , 进而对 比此段时期 即后英 国人对华

和卡斯尔雷勋 爵 , 以及殖民官员 肯尼斯 ？ 麦奎

因和威廉 ？ 莱曼 。 第二类群体则是两次使团 的
评价

, Ｊ〗
。

Ｉ？ｒ ｔ ｉ、＋ 价 《『 丨
ＩＳ 丄 Ｆ？ｗ ｉ ｏｔＭｒｓｕｎＩ Ｉ应该说 , 张先生 的分析是 比较全面和 客观

随从 。 这些人涵盖医师 、 士兵 、 机械师 、 职业, ＾
－

ｒ
－

ｌｒ,

Ｉ Ｉ 丨

－

ｒｍｍ．的 。 他不仅分析 了央 国的各个群体对 中 国 的评

： 价 , 而且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了英 国人对华评价
画师威廉 亚历山 大 、 船长伊拉斯莫斯

尔 、 轻骑兵塞缪尔 ？ 霍姆斯 、 马戛尔尼的私人
ｔｔＳｌＪｒｔ, ｒｎｍＺＸ－

ｃｂＳ ．

／ Ｌ总是批评中国 , 在某些方面也赞扬 了 中 国 。 比
仆从艾尼斯 ？ 安德逊 、 阿美士德使团医师克拉 ＞

,ｗ ,

士ｒｒ ｎ —ｒＴ ＋ｖ如 , 他们批评中 国 的政府 、 道德和法律 , 认为
克 ？ 阿人 ／！

、 、 外海生纖 ？ 麦克＿、 陳
巾 力 ：Ｓ ＪＨ■＿ , 巾 ＿ 入￥＃ ；

纖彳＿睡＿财＿艺＝及＝ 、

份地位 比较低 , 随使团来到中 国 。 第二类群体

则为两个使团 同 时期 的英 国知名作家 , 这部分
‘ “ 肖 。

群体包括亲 临过 中 国 的作家 , 如乔治
？

亨利
？

、

忙 木ｓ— ｒｔｎ 队热① ［英］ 雷蒙 ？ 道森 ： 《 中国变色龙 ： 对于欧洲 中国文明观的
梅森 、 詹姆斯 ？ 沃森 、 托马斯 ？ 曼丁和力翰 ？

分析 》 , 常绍 民 、 明毅译 , 时 事 出 版社 、 海南 出版社 1 9 9 9

威尔金森 , 也包括没有到过 中 国但懂汉语的作年版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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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不满 , 痛恨英国的买卖官
—、 追根

＾
源 ,

抹讨央国人职现象 。 因此他在 《 中华帝 国 之貌 》 中 指出 ,

对华评价形成旳原因中 国皇帝的利益与人民 的利益和谐
一

致 , 爱惜

从该书可以 看出 ’ 英 国人对华的评价极其
荣光

ｌ
没有 哪

一

复杂多样 ’ 中 国被描述为
－个 自 相 矛盾的综☆＋

体 中国人－方面＾描述为
“

优秀 的
, ,

、

“

诚纟
Ｓ 中国皇帝握有予夺官职的大权 ’ｆ一是官瓦 、的

＾ＬＪｚｚ 获取只凭个人的成就 与功劳 , 而 当时欧洲 的官
的

”

、

‘

勤穷的
”

、 秘族的典范
”

, 另
－

方面被
职同任何商品

一样可以买卖 。 他还翻 中 国没
头彻

5＝
’

；＝＝ 有世袭＝族 ’ 而英 国』常 因等
价也是如此 ,

￡
面央

, 士
认为中

＾
有

”

二
吵 。

② 这明显是借评论中国来表达对英 国政治的
夂的文明 、 优雅 精巧 的艺术 ’ 另

－

方面认为 巾
不满 。 同样出身社会下层 的艾尼思 ？ 安德逊在

§■ 、

他的著作 《英使鮮 录 》 中表达了对 中国人民
；

’

生活報的赞叹 。 在他看来 , 中国 人民每逢全
了 国际局势 、 英国 社会变革及思想变迁等 因＃目性节 日 可以观看 由 皇帝支付的戏剧 , 这暗示

对英国人对华评价的影响 。了他对英国下层人的同情 。

③ 而社会身份较高的
首先 , 张先生不仅把英 国人对华评价 的变 约翰 ． 巴罗则不 同 , 他是保守的 , 不仅反对革

化置于整个欧洲重新对华评价这
一时代背景去 命 , 也反对激进改革 。 在他看来 , 赞美其他 国

考察 ’ 还将其与英国人 了解 中 国程度及获取信家的富有与 幸福会刺激国 内激进分子批评英 国

息来源等因素联系起来 。 张先生认为 1 8 世纪末政府 , 因此他极力 贬低和谴责 中 国 。 受功利主

1 9 世纪初欧洲经历了
一个重新对华评价的过程 , 义思想影响 的詹姆斯 ． 密尔对 中 国 同样大加

英国人也不例外 , 新 旧观点交替容易 引起对华批判 。

评价的差异 。
？ 他进而指出英国人对华评价之所最后 , 张先生指 出个人经历、 从事职业也

以多样化也跟他们 了 解 中 国 的渠道有限有关 。 是导致英国人对华评价不 同 的原 因 。 托马斯 ？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前 , 英 国人对中 国 了解很斯当东曾是英国东 印度公司驻广州 的职员 , 他

少 , 主要通过其他欧洲人的论述 。 即使在两个也曾作为阿美士德使 团成员 出使北京 , 还翻译

使团期间 , 英国人也没有充分了解 中 国 ：

一

方过 《大清律例 》 。 在去北京途中 , 他发现内 陆地

面限于语言障碍 ； 另
一

方面两次使 团的路线有区的人善良 , 并没 有广 州人那样 自 负 , 这使得

严格地限制 , 当时清政府规定英 国 商人只能在他对中 国人的整体评价是积极的 。 由于 当时 的

广州进行贸易 , 传教士和旅行者不能进入 中 国 清朝政府限制传教士 的传教活 动 , 传教士马礼

内地。 这就限制 了英 国人对华的全面了解 , 所 逊和威廉 ？ 米怜的对华 总体评价是 比较低的 。

以他们获得的有关中 国 的 消息 比较零碎且多冑￥达斯为了增加英国对 中 国 的 贸易 ’ 则在外交

矛盾 , 这就导致英国人对华评价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 。

其次 , 张先生把分析英 国人对华评价的差

异置于央 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之中 。 这段① Ｓｈｕｎ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 Ｂｒｉｔ ｉ ｓｈＶｉｅｗｓｏｎＣｈ ｉｎａ ：Ａｔ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时期英国经济飞速发展 , 人口 快速增长 ； 与此 ｔｈｅ  1 9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Ｂ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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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下层民众没有选举权且生活 措据 , 贫 ｇ
② Ｓｈｕｎｈ。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Ｂ ｒ
ｉｔ

ｉ ｓｈＶ
ｉ
ｅｗｓ ｏｎＣｈ ｉｎａ ：Ａ ｔｔｈｅＤ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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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加剧 。 这就引 起 
了央国的社会紧张 ,

不 问ｔｈｅ  1 9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ｄ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Ｐａ ｔｈ ｓ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ｌ

群体 、 不同社会态度和政治思想的人之 间充满
ＬｔｄａｎｄＣｈ ｉｎａＳｏｃｉ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Ｐｒｃｓｓ

,
2 0 1 4 , ｐｐ ． 1 3 3

－

1 3 4 ．

？ —丄 ＋ 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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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珍 ： 英 国人对华评价转变的背后
——读 《 1 9 世纪来临之际的英人评华 》

公文 中 指 示 马 戛 尔 尼 赞赏 中 国 皇帝 和 清 朝的标准 ；
《折衷评论 》 杂志则认为

“

勤劳
”

是一

政府 。

？个民族最首要的美德 , 以此为标准 , 它对 中 国

张先生不仅阐释了英 国人对华评价的差异 , 人大加赞扬 , 因为其他任何国家 的人民无法在

而且还剖析了英 国人对华整体评价逐渐降低的勤劳方面与 中 国人相 比 ； 对某些 到过中 国 的人

原因 。 他质疑 了密切的接触加 剧 了英国人对华如艾尼思 ？ 安德逊来说 , 众多的大城镇与 乡 村 、

批评的解释 。 在他看来 , 从根本上讲 , 当 时英繁荣的商业和农业就是文 明发达的象征 。

② 可见

国人对华评价降低与 1 8 世纪下半 叶以来英国 的英国人在对华评价时的确有各 自 不 同 的标准 。

对外殖民扩张 、 英国 的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以 及从某种意义上讲 , 英国人之所以有不同的观点 ,

国力的不断增强密切相关 。 随着英国实力的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 为各个人用 了不 同 的标准

升并逐渐 占 领南亚 、 东南亚等部分东 方地区 ,
来评价中 国 。 同时 , 英国人的对华评价 总体上

英国人产生了 日 益强烈 的 民族优越感 。 这 时期 发生 了变化 , 也是 因为 他们 的
“

自 我标准
”

发

欧洲其他国家评论家的对华评价也对英国人对生Ｔ变化 。

华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 。

“

中 国热
”

逐渐在欧洲此外 , 张先生把
“

自 我标准
”

与
“

欧洲 中

消退 , 欧洲人对 中 国 的评价 日 趋降低 , 由 崇 尚
心论

”

或
“

种族 中心论
”

加 以 区分 。 他认为前

中国文化逐渐转为怀疑和蔑视中国文化 。者属于方法论 ’

张先生没有局 限于英国 自 身 的经济 、 政治
族中心论都属 于意识形态 。 欧洲中 心论和种族

以及思想的变化細释英国人对华评价变化Ｗ
巾心论都带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和歧外情感 , 而

原因 , 还对比 了欧洲 对华评价的变化 , 并论＠
“

自我标准
”

在这里并不－定意味着英 国人认为

了中国 自 身局势的变化 , 客观全面地剖析 了彡
中 国文化劣等并采取歧视与＿的态度对待 中

国人对华评价变化的賴 。 这无论在具体观点

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有重要的启示 。ｆ：

、

^的影响 , 他们对 中 国 的评价 , 或异或 同 , 或褒

三 、 鞭辟入里 , 揭示英 国人或阪 , 都是在观察与感受 中 国这个客观存在后

对华评价思维模式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 并非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
‘

所认为的 中国 形象是西方人想象的产物 , 也不

在分析英国人对华评价变化及其原因 的基 一定意味着运用
“

自 我标准
”

评价 中 国 的方法

础上 , 张先生又进
一步揭示 了此段时 期英 国 人与殖民主义 、 帝国主义 、 文化霸权和政治征服

对华评价 的思维模式 。 关于西方对华评价的思密切相连 。

维模式 , 国内外有些学者受萨义德 、 福柯等影张先生在解释 了不 同群体的英国人对华评

响 , 从后殖民 主义文 化批评出发 , 运用西方现价模式之外 , 还进一步深化 , 进而发掘 到不 同

代文艺理论 , 认为西方关于 中 国 的形象是西方文明之间相互关系 的深度来剖析英国人对华评

构架的 、 西方想象的产物 。价的本质 。 他认为英国人对华评价观念的差异

张顺洪先生对这种思 维模式提出 了批评 , 与
＂

文明 冲突
”

有关 , 在某种程度上是文 明 冲

他认为英国人的 中国形象有其客观成分 。 在此

他提出 了
“

自 我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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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层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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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英 国人对华评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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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用 了
：
些当时英 国人通常

② Ｓｈ ｕｎ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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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结果 。

？他认为异质文明的接触和交流就会是为英国殖民扩张服务的 。 这进而影响了英国政

产生文明冲突 , 这种 冲突是
一种客观存在 。 他府的对华评价和对华政策 。

接着对
“

文 明 冲突
”

进行分类 ,

一

种是纯文化总而言之 , 张顺洪先生既全面整理 1 8 世纪

意义上的文 明 冲突 , 即具有不同 的语言文字 、 末 、 1 9 世纪初英国 多个阶层包括马戛尔尼及阿

风俗习惯 、 文学艺术 、 宗教信仰等 文明在接触美士德使团成员 、 传教士 以及英国 国 内的文人、

和交流中所产生的 冲突和矛盾 。 这类文明 冲突学者对中 国 的评价及随之反映出 的 中 国 形象 ,

随着不同文 明之间 的相互交流 、 融合将会逐步并阐释导致英国人对华评价的内部差异和 日 趋

消失 。 另
一

种文 明 冲突是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走低的原因 。 在此基础上 , 张先生指 出英国人

国家 、 民族 、 社会 、 群体之 间 的经济 、 政治 、 在对华评价时往往采用
“

自我标准
”

, 此种做法

宗教 、 军事等利益 冲突 , 这种 冲突 是直接 的 、 并非一定是歧视或藐视中 国的
“

欧洲 中心论
”

。

显性的 。 还存在着一种
“

间接文明冲突
”

, 它表这使得 《 1 9 世纪来临之际的英人评华 》
一书 既

现为
一

个 国家 、

一

个民族 、

一

个社会 、

一

个群有丰富全面 的史料基础 , 又有独辟蹊径的理论

体内部的矛盾和 斗争 。 但这种内部的矛盾和斗思考 , 很值得阅读和推荐 。

争是与外部的文明存在分不开的 , 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 由外在文明引 起或激化的 。

？
由此 , 张先本文作者 ： 内 蒙 古农业 大学马 克思主 义学

生认为英国人对华评价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间院讲师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研 究生 院世界

接文明冲突的
一种表现。 当时 ,

一些英国人通过历 史 系 2 0 1 3 届历 史 学博士

批评中 国来赞美英国现实 , 通过赞美中 国来影射责任编辑 ： 赵 俊

英国社会 , 这样中国文明就对英国社会内部的矛
盾和冲突产生了影响 。 例如 , 温特博特姆赞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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