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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卞立强同志告诉我，他所翻译的我国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先生的皇皇巨著、长篇小说《鸦片
战争》，即将在国内出版。
这件事令我欣慰不已。
虽然陈舜臣先生的著作在国内已经有过几种译本，有的作品，例如《郑成功》，在国内已经广为传播
，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重视与赞扬，但是，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作家，由于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还没有
在他的祖国出版，因而在自己的同胞中得到的荣誉和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在他所客居的国家一日本那
样广泛和深入，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因此，当我很高兴地获悉，陈舜臣先生的一本历史文学著作《鸦片战争实录》将要在国内出版的时候
，我是很愿意在书前写几句话，借以表达我对于这位旅居日本的著名华侨作家的钦敬之情。
陈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本人出生在日本神户。
他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护照，但是除了汉语旧体诗以外，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日文写成的
。
这常常造成了一种误解：由于他著作等身，闻名遐迩，而又多次获得日本的文学奖，因此他的名字在
国际文坛上有时被列入当代一些著名的日本大作家行列之中。
然而，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虽然他只能讲闽南话而不能用流畅的普通话表达思想，但无论从思想气质上来说，还是从文化性格上
来说，他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作家——个精通祖国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大地有着深沉的民族
情感的中国作家。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陈舜臣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的历史和人物作为题材的。
他是一位有很高艺术造诣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于祖国母亲的光辉悠久的历史，有着深湛熟稔的
研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
有人曾说，陈舜臣先生既是富有高度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的历史学者，又是能够以洞彻明察的历史家
眼光来看待生活、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优秀作家。
我以为这并非溢美之词。
陈舜臣先生在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中曾经是一位研究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者，他在文学征途上起步很晚
，在1957年他年已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创作并发表了他最早的文学作品。
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上才思泉涌，后来居上。
他在文学路程上的前进步伐，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在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数以百计
的创作和著作。
陈先生最早曾经以历史推理小说进入文坛。
并因而获奖，但为他带来国际荣誉的，则是他的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各种形式和体
裁的小说。
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都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后才出
版的具有史诗规模的鸿篇巨制。
现在呈现于读者的《鸦片战争实录》，则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并且对于祖国清末史实
和人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的一本即兴之作。
从这本篇幅不大的文学随笔式的著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历史见地和作为一位历
史学者的动人文采。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于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
于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所剖析的那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产生真实而形象的感受。
最近几年，陈舜臣先生还写作和出版了一些用别开生面的方法写成的历史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五卷的历史巨著《中国历史》和两卷本的《中国五千年》。
这两本著作，用优美、生动、幽默和富有哲理的文字，创造性地用引人人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
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
这些著作，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同时也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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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已经在日本广为传颂，并且被许多学校和部门指定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或参考书。
我希望，这两部书有一天也能够以中文版本和作者祖国的广大同胞见面。
我深信并且祝愿，陈舜臣先生的“彩笔”将永远在握，将永远以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写出更多的佳作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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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小说的笔触、实录的形式将鸦片战争的过程勾勒出来，文字精炼，史料选取独到，知识点丰富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作品。
出版后一直是日本历史学家研究鸦片战争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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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舜臣，日本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
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福建泉州，后移居台湾，从祖父起侨居日本。
1961年以《枯草之根》获日本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
此后四十多年笔耕不辍，作品不下百余种，涉及推理小说、历史小说、文化随笔、风土游记等，并成
为日本文艺界近四十年来得奖最多的作家，囊括了“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日本文学大奖
。
1992年，陈舜臣获日本文化界的至高荣誉“朝日奖”。
陈舜臣以历史小说走红日本，其主要著作有《风云儿郑成功》、《大江不流》、《太平天国》、“鸦
片战争实录》、《小说十八史略》、《曹操：曹魏一族》、《诸葛孔明》、《秘本三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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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衰世走下坡路的时代逃出首都的诗人宣南诗社第二章 午睡之友畸形的通商罂粟之妖漏银第三
章 狭窄的门户夷馆公行走私贩运更换选手律劳卑的失败第四章 论争广东的美梦许太常奏议引起反驳
严禁论的定本第五章 点燃导火线皇帝奋起林则徐登场“事势有难言者”南行第六章 虎门之烟行使实
力天之所厌烟深海国权臣在内第七章 战火驱逐九龙及川鼻之战北京与伦敦的强硬蜂拥而来第八章 为
了鸦片舰队北上重返广东南方与北方不义之战第九章 三棱镜的时代星斗南渔翁得利尾声：鸦片战争后
的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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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衰世走下坡路的时代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l840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是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
从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的七十一年前
。
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
但1971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刷新了这个纪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康熙的六十一年（1662-1722）和乾隆的六十年
（1736-1795）。
此外，超过四十年但没有超过五十年的年号，有明朝万历的四十八年和明嘉靖的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前140-前87）。
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
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
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
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
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
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
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
形态。
不过，自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间，实现了近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大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
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
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
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
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
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
。
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
国库简直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谕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
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
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
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珅即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
亿两白银。
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和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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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上都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
“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已到处露出破绽。
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
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
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
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
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
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
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诗人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
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
他出生于浙江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
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
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
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时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
他在诗中说：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会
合。
看来是为了避人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暖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
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
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
歌》和《天游阁诗稿》。
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
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
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
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
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因为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
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
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
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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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
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
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
1839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做《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
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
民族。
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
往往是不足为信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
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
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做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来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
。
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人我的梦境。
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像流水那样一去不返。
恐怕没有人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了。
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做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
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
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
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
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
有一位道士请求龚自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
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以上就是他当时写的诗，收在《己亥杂诗》中。
九州即中国。
中国的芸芸众生都在祈求风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赖，万马都无声息了。
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
我希望上苍重新振奋起来，降下破格的人才吧！
这是一种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首诗。
希望有“破格”的人才，这是近代中国人恳切的愿望。
诚然，与其依赖于风神、雷神，还不如寄希望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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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盼待英雄，还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龚自珍大概是由于爱情的纠葛而离开了皇都北京，他对这次逃离首都当然感到羞愧。
他思念在北京交往的友人。
就诗文来讲，朋友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的这些朋友虽说不上是“破格”，却都是天下有用的人才
。
“唯有我落到这步田地⋯⋯”龚自珍感到自己跟这个衰世太息息相关了。
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我比任何人都能从心灵深处直接感受到衰世，而且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表达
衰世。
我将通过这种表达而使有热血的人振奋起来，不仅是同时代的人，就是下一时代的年轻人也会心灵为
之震动⋯⋯”唯有这一点使这位逃离首都的落魄诗人感到心灵上的安慰。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清末所有的革命志士，可以说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
不过，这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近于宣传鼓动的文学影响。
思想未成体系，也许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
但是，要求他的思想成为体系，这本身就是无理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诗人。
不少人对他的文章的过激和奔放的一面抱有敌意，尤其是对于重视正统的古文学派和不喜欢过激的改
良主义派来说，他是很不受欢迎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古文学派的代表章炳麟对龚自珍的评价。
他在《说林》这篇文章中诋毁龚自珍说：⋯⋯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自珍之
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耶！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改良主义派的代表、本世纪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关于龚
自珍的评价：⋯⋯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但稍有进步，则知其浅薄。
就是这样两位对他抱有反感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龚自珍的诗文紧紧地抓住年轻人的心灵。
龚自珍是与魏源并称的公羊学者，但我希望对他作为诗人的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的才能在于他是个直感的诗人，而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
我觉得他的直感能力的敏锐，甚至使他成为一个预言家。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都从龚自珍谈起。
不过，很难说他是政治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
历史上的人物大多由于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显赫一时，但却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光芒来照耀时代，而龚自
珍却令人感到他就是这样一个少有的、难得的人。
他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给我们照出了鸦片战争的时代，甚至预言了下一个时代。
他在一篇题名为《尊隐》的著名的文章中说：在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灯烛无光
，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的时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
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令人很费解。
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在这个日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们却鼾声大作，沉沉入睡。
但“山中之民”在天地与神人的支持下，即将大声地呐喊着，蜂拥而来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龚自珍以这篇文章预告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战争。
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也许龚自珍本人并未意识到，但他确实为下一个一个时代投射了光芒。
龚自珍在镇江庙会的人群中，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各种人的面影。
他想起了曾任两广总督、当代首屈一指的学者、白发皓首的阮元。
阮元已经功成名遂，当时正隐居在扬州，他曾和来访的龚自珍谈论了许多经学上的问题。
正如《己亥杂诗》中所说的那样：“谈经却忘三公贵。
”龚自珍曾和阮元畅谈得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对方是被人誉为国家柱石的高贵的大人物。
龚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个给人的感觉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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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林则徐。
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
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
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
”诗人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这是不是由于旅途的劳累，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
不是胡思乱想！
”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
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宣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
”龚自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宣南诗社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
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
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
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
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
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吃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计。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
。
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
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自珍所属的集团称做“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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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用最轻松的形式描绘了那段最沉重的历史。
　　——旅日学者　陈翰原在我们眼中，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官员之种种决断让人感觉矛盾两不可思议
，读完本书，使人豁然开朗，个中的文化因索、制度因素令人沉思。
　　——德国著名汉学家　施耐德我读历史书有两个标准，一是要好看一二是要尊重历史。
这本书就是如此。
　　——日本历史学家　岩城信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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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鸦片战争实录》用最轻松的形式描绘了那段最沉重的历史。
——旅日学者陈翰原在我们眼中，鸦片战争中的清朝官员之种种决断让人感觉矛盾两不可思议，读完
《鸦片战争实录》，使人豁然开朗，个中的文化因索、制度因素令人沉思。
——德国著名汉学家施耐德我读历史书有两个标准，一是要好看一二是要尊重历史。
《鸦片战争实录》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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