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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燕、涂楠两位作者邀请我为他们关于徐继畬中丞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作用的新研究写个简短序
言，我感到很荣幸和高兴，并立即答应为此书作序，因为他们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终于将展现一
位杰出人物生平与思想的全貌，而这一人物的诸多贡献，直到最近，一直被忽视或轻视。
　　在第一次对英战争中，徐中丞证明自己不愧是一名守护中国疆土的卫士，但与此同时，他也体验
到了沉痛的教训。
他意识到，面对这个陈兵中国沿海的欧洲强国，中国占据优势地位的幻觉假设已不成立。
事实上，英国的组织能力和枪炮，比中国更强。
现在的问题是当如何应对。
要清楚认识这点，殊非易事。
但对一个务实和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精神的学者来说，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中国人需要了解西洋国
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基本事实。
　　肩负主理福建两个新通商口岸事务之责的徐中丞，孜孜求索新知，其中包括不少来自国外的信息
，悉心探求欧洲力量和新的世界格局之性质，及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
他耗费数年精力完成了名垂青史的著作，为中国（和日本）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框架，注入一
个理性、全景式的新世界观念，而在这新的现实世界中，中国必须谋求作为独立国家之一自强图存。
其著述所蕴含的启示是，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甚至可以吸收外来思想和借鉴他国制度。
这是促使中国做好思想准备，为必须采取的适应性改变而走出的第一步。
然而，徐中丞却因此成为负面反应的牺牲品。
他被罢免还乡，在山西省老家度过了十余年光阴，直至中国一再经受冲击顿挫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和
官方才领悟到徐中丞的先见之明。
徐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得以恢复名誉，并担任近代新式教育和外交事务要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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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撬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坚实支点——徐继畲“大变局”认识与涉外实 务研究》的内容提要如下：
自新航路开辟，经数百年积渐，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已将东西两半球连 成 “混一”整体，由此出现
了国际地缘政治的新格局。
十九世纪中叶，近代西
方 工商文明的历史大潮开始直接强势冲击东方中华帝国。
近代世界“东西两极 相
逢”，将中西关系带入到近世历史性大转折时期。
而当东方帝国举朝昧于世 界
发展大势、依旧沉浸于“天朝上国”、“天下共主”的迷幻之中时，中国少 数敏
感于时事的有识之士，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警醒，他们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
开始睁眼看世界，其思想观念亦随之发生裂变。
徐继畲便是其中一位。
在这 一
特定历史时空背景下，他最先接触并系统引人西方地理人文科学新知，是一 位
先期敏锐察觉到世局发生根本趋势性大变化现实的中国近代早期杰出人士。
 基
于新的世界观，徐继畲较为准确、全面地向国人展示了一个真实、剧变、万 国 竞争的世界，是一位
据此提出“古今一大变局”原创命题的先驱人物。

然相对于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近代令人瞩目先贤来说，徐继 畲 的思想、实务、历史地位
及其影响价值长期被学界忽视，对其评价亦歧见纷
纭。
这种现象的背景和原因复杂，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先前论者大多在“侵 略
与反侵略”、“投降与爱国”的认识框架中划分历史人物“属性”。
以此类 标签
做界定历史人物是非之绳墨，难免将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淹没于“价值判断 ”
的阴影之下，甚至导致对研究对象之精神面貌、复杂面相及思想本质的“误 读”。
时至今日，从多维度观察，徐继畲遗产仍是尚待深人开掘的思想资源
富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徐继畲思想的论题极具近代史学术研究价值 。

本书作者尝试拂去历史的浮尘，以坚实的史料文献为依凭，力求客观审视、 辨
析、还原，细致分梳徐继畲的成长背景、思想基础、演进脉络、资质个性特 征、行为动机，及其新的
世界观念和“大变局”认识的特殊历史意义。

本研究显示，作为重要转折过渡时代主要思想流派之一的标志性重镇， 徐 继畲的新世界观念及其“
大变局”论断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链条中一个不
可 缺失的重要环节，是中国近代思想生发、演进中的一个起点里程碑。
在有着 悠
远历史渊源的“天下观”、封贡体制和相应思维方式及成套对外关系模式的 历
史条件下，徐继畲对世界格局新认识和新世界观的诞生，拓开了时人认知世 界
和西方文明的新视野，同时揭示出西力东渐所带来的国际地缘经济、政治巨 变
之实质蕴涵，国人借助外部“他者”参照系作用，尝试重新认识自我，重新 定
位、适应中国在新世界体系中的坐标位置，遂有中国社会觉醒，自励、自强 和 变革意识受深层启迪
而内生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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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畲的“大变局”认识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变迁、国际地缘政治变化， 尤 其是对近代西洋强国经济
、军事、文化发展、制度文明进步进行了比较深入
和 系统考察而得出的清醒判断，并集中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对外交 涉
中尝试正视现实，通过接触增进了解，审时度势，周全大局，坚持理性、务 实、通变的外交实务基调
，维护对我有利的和局。

徐继畲基于近代地理科学知识体系，以可贵勇气和智慧引进、展示、诠 释 的真实世界图示与外部多
元文明景观和全球宏观透视，独立研判所得“大变
局”原创首发论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是为近代新一脉进步思想文化潮流 的 源头。

“大变局”警号提示了应对内外危机的新思路、新方法，为自救改良行 动 提供了深沉有力的思想资
源和内生动力，是促动中国从中古传统社会向近代
转 型的意识先导。
 徐继畲并未尽如今人所愿，当即开出疗病救世特效药方，更没有直接提 出
行动纲领和高亢口号。
他的主要历史贡献也许在于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时 伤
痛转化为一种深层良性刺激、责己自省的觉悟和自强变革的心理准备。
这是 撬
动东方古老中国从静止、退化状态，缓慢进入动态变革路径，虽不显赫，却 是
沉稳坚实的一个支点。
徐继畲的著述和对外实务，对中国统治高层和知识精 英
世界观念转变发生启蒙导省影响。
中国从古代思想向近代的实质转型虽举步 维 艰，一波三折，却发动起步，一路行走至今。

《撬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坚实支点——徐继畲“大变局”认识与涉外实 务研究》由曾燕、涂楠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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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燕，1960年生于北京，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
与学术，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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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而，他们呼吁：“筹夷事必先知夷情”（魏源语）、“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姚莹
语）。
关心时变、欲解困惑、亟思对策是这一时期部分忠忱谋国慷慨之士的共同心态。
　　第一次中英战争前，已有一批关于海外舆地和边疆地理的著述出现，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
（1730年），福建漳州人汪大海撰《海岛逸志》（1806年），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周历海国实
录《海录》（1820年），李兆洛的《海国纪闻》（1821年），湖南士人汤彝著《盾墨》（1831年）、
《英吉利兵船记》（1834年），萧令裕著《英吉利记》（1832年），周凯《厦门志》（1832年），安
徽士人叶钟进著《英吉利国夷情纪略》（1835年），梁廷栅《粤海关志》（1838年），以及关天培
在1836年前后汇编的《筹海初集》等，还有十九世纪初一些知名治西北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如
祁韵士的《藩部要略》、《西域释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松筠的《西藏巡边
记》，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等著作。
　　战争爆发前后，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及《澳门月报》，积极搜集外国资料，辑《洋事杂录
》。
魏源1842年底在此基础上完成五十卷的《海国图志》辑录工作，到1847年增订为六十卷本，以后他不
断增补，至1852年扩充至一百卷的巨帙。
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注意“边事夷情”的学术风气日兴，“究心西事”的书籍层出不穷，具代表性的
有：安徽人汪文泰辑录明末以来的史地书籍中有关英国的记载，编成《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
；江苏人陈逢衡根据英俘安图德的口供及图说撰写《英吉利纪略》（1841年）；王蕴香于1844年特辑
《海外番夷录》；广东名士梁廷枬编纂的《海国四说》1846年刊行；1847年原台湾道姚莹所编《康蝤
纪行》刊印，其中记述了西藏地理、历史、政治、交通、宗教、风俗习惯，以及英国、俄国等在该地
区周边的活动。
由此概见，蔚然兴起的探究世界之学术新潮，为这一时期的域外史地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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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主动认知、理解、融入世界由他而始。
　　——徐继畬悉心探究，率先描述全球图景，帮助近代国人重塑新世界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
“凿空”。
就获取信息的广度、深度和自觉性而言，与张骞第一次“凿空”相比实有过之。
中国启蒙、自省、变革意识由此生发。
　　——不论居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始终保持独立思考和人格，成就了徐继畬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罕
见的先行思想家、务实外交家、开明政治家的高度。
　　——简单的纲领口号犹如旗帜枪矛，鲜明有力，而内涵深沉的新思想观念，则像高山流水，无形
至柔而源远流长。
　　——本书提供了对近代中国思想、外交理念转型轨迹和演迁基本脉络的全新解读。
　　——徐继畬160多年前所言“大变局”已然结束、反转？
抑或仍在延续、深化之中？
献上一份耐人寻味历史记述以资借鉴，结论就留待读者与时间去见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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