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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之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
清史研究者抑或近代中国史研究者们不遗余力地探讨近代中国状况对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乃至整个
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世界由欧洲主宰，而近代欧洲与中国之接触乃始自于中国南方偏远区域广东的对外贸易港口。
由此地理原因，近代欧洲历史学者乃至现代欧美学者，在讨论近代西洋诸国与中国之关系时，习惯于
从海洋立场进行观察。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身上，即将海洋贸易作为中国与周边地域、西洋诸国
间发生关系的中介点。
中国与周边国家或由更远地域的国家所发生的关系，是借助海洋贸易这块平台来完成的，而实现贸易
的方式，在鸦片战争到来之前几乎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的主张。
代表上述观念的有费正清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
与朝贡体制相对应，费正清又提出条约体制概念，以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外国，尤其与条约国
（1842年以后与中国签有条约的国家）问的贸易方式不再由中国单方面主宰，以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国
开始具有发话权，并且这种发话权伴随武力背景的加重，日益挤压中国政府的传统主张而不断彰显，
大有取代中国在地域间所一向倡导的贸易方式的趋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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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清代，欧洲早期的贸易商船为何来到中国的南方口岸，继而遵循着怎样的口岸交易方式？
曾经三关三开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清朝政府如何看待那些渴望进入中国进行贸易的俄国人，继而将
中俄关系置于怎样的政治框架中？
那些身怀各种特殊技艺的耶稣会传教士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清朝宫廷，继而在清朝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
响？
尤其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到底给清朝带来了什么，继而令清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书全面探讨了清代的中国对外体制状况。
在将清朝对外关系置于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及世界范围的地理背景之下后.对清朝对外关系诸问题进
行了探讨，并将这些问题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讨论维度中，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
关系与评价。
作者从上述视角所观察到的种种历史现象，帮助我们看到了清朝对外关系状态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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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将上述学业成绩优秀之三名学生立即召回本国。
其中，列昂季耶夫留在恰克图海关工作，萨赫诺夫斯基分配在外务委员会担任翻译，卡纳耶夫不幸死
于回国途中①。
由以上资料表明，自1741年首位俄国留学生罗索欣学成归国起，俄国政府开始逐步拥有精通中国满汉
语之翻译人才。
然而这一翻译人才培养计划在1754年遭遇阻碍。
这年，俄国枢密院又从莫斯科神学院选出四名学生替补在北京的学生空缺。
他们跟随弗拉迪金商队前往北京。
出乎俄方意料的是中国理藩院未照惯例接纳这批学生。
理由是恰克图条约中只写明留下六名学生在北京学习，学成之后即让他们回国，并没有规定在北京学
习的俄国学生还可以换班。
虽然以往有过补缺的事，但这都是中国官员奏请皇上额外开恩的结果。
理藩院还通知俄国说，这次不仅不能留下新到的四名学生，在京已居留多年的几名学生也应随俄商队
返回俄国②。
根据商队总管弗拉迪金的看法，中国人之所以对俄国人表现傲慢，是因为已经有一部分准噶尔人加入
中国国籍，所以中国人不再像从前那样隐藏自己内心对俄国的不满和仇视，他们现在像对待真正的敌
人那样尽量回避和提防俄国人③。
1754年正是清政府发起第一次西征准噶尔战争之前，由于俄国与准噶尔间所保持的亲密往来关系，使
得中国非常警惕刚刚来到北京的俄国人以及在京居留多年的俄国人，故有上述之举动。
在给理藩院的复信中，俄国枢密院对理藩院将四名俄国学生从北京打发回国一事表示诧异，请求理藩
院本着两国间的友好睦邻之谊，并为更好地办理两国间的书信往来，仍按照惯例在北京经常保持六名
俄国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费用④。
为力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俄国人在1756年决定派遣使臣前往北京。
在给使臣的训令中提及应尽力劝说中国人接受俄国学生在北京学习满汉语，并供给他们生活费用，虽
说这不是条约规定的义务，而只是中国朝廷基于对俄国友好的一个表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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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稿完成之后，我松了一口气：对所有关心、帮助以及支持过我的人，总算有了个交代。
这部书稿建构在我的博士论文之上，因为学位是在日本取得的，由此回想起留学时的一些往事。
我在日本先后就读过两所大学，先是上越教育大学，后是筑波大学。
记得在获得筑波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后，我的导师片冈一忠教授对我说：已经给二谷贞夫先生去了信
，汇报了你的情况。
二谷贞夫教授是我在上越教育大学读书期间的导师，硕士课程即将结束之前，我对导师说想去筑波大
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便把我推荐给了他的同门师弟片冈一忠教授。
后来我才知道二谷先生是以书信方式非常正规地向片冈先生举荐了我，所以，在我获取学位后，片冈
先生又以书信方式向二谷先生正式汇报他已顺利完成了前辈师兄所托付的事情。
日本传统文人间的交往方式就是这么具有东方色彩。
我跟随二谷先生读书的时候，每周都要参加他组织的读书会。
有很长一段时间，二谷先生只让我们读上原专禄一个人的文集。
上原专禄是一位过世的日本汉学家，是那种偏偏逆着欧洲近代化潮流大谈东方精神的学者。
刚开始阅读上原文字的时候，完全是被动的，并且因为那时对日语的领悟尚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只是
机械地积累，不过读多了以后，明白他是反复在提请世人注意：欧洲近代文明不过是全人类有史以来
的部分收获而绝非唯一收获，在东方地域所形成的中国文明亦是全人类的重要收获之一。
在日本，如上原专禄一般的学者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故去的竹内好，一位是沟口雄三。
二谷先生让学生们不断阅读上原文字的用意是要重塑学生们的精神取向：作为东方人，应该拥有一种
东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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