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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凛冬：银子、辫子和面子



引子

公元1820年10月3日，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这一天，喜庆的氛围笼罩在皇宫之内，因为大清帝国爱新觉罗家族

的第六代皇帝绵宁的登基仪式，正在庄严隆重地进行。

新皇帝登基总会承载着众多人的希冀，他们渴望在绵宁的带领下，

大清帝国继续焕发出康乾盛世的荣耀之光，让所有人都认为是天朝上国

的大清帝国，能够享有万世久远的顶礼膜拜。

此时三十九岁的绵宁可谓是雄心万丈，不仅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

改为具有“上天”之意的“旻”，更在此后不久将年号定为具有“大道光

辉”之意的“道光”，可见当个有作为的皇帝，是旻宁的理想。

旻宁登基之时，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时

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即将解体的时代，而西方文

明迅速崛起，很快开始向东方文明发起猛烈的冲击，君临天下的道光皇

帝能引领大清帝国重新走向强盛吗？

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好书推荐vx bo oker113】



第一章 天朝遭受着冲击

1. 世界体系的弃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16世纪之

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可是进入16世纪

后，这种平等渐被打破。虽然当时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

这种萌芽在中国古老文明自身的巅峰状态下，犹如一抹淡淡的虹光稍纵

即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变革。经

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西欧的几个先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

的原始积累时期，进而成功建立了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创造了

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剖析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说过它在“新时代

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

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西方开始不自觉地将目

光瞄向了东方，甚至踏上了寻找中国、征服中国的历程。

从15世纪末到道光皇帝继位的三百多年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

及荷兰人先后踏上过中国的领土，他们企图用强硬野蛮的姿态，迫使中

华帝国屈服，进而开始殖民扩张。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

帝国，都还可以搬出自身存下的老底儿，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直到当时

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英国到来后，互成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应该说，英国人很早就有了踏上中国领土的愿望，早在哥伦布发现



中南美洲的同时，英国人也企图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到16
世纪末，英国女王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寻找中国的活动。例如1583年，伊

丽莎白女王派遣一个名叫约翰·纽伯莱的商人来到东方寻找印度和中

国，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在信中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该如

何称呼中国皇帝，但依旧用了“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这种极尽

恭维的称呼，而且在信中表明了希望和中国通商往来之意：

……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

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

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

所需之物……（望）给予吾人在与贵国居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

权……

上述这封信可以算作是英国写给中国皇帝的最早的交流信件，遗憾

的是，当时纽伯莱只是辗转到达了印度，未能到达中国，因此这封信也

没能传到中国皇帝的手中。

13年后，伊丽莎白又派遣本杰明·伍德作为自己的使臣，准备沿着

好望角航道来华。据历史记载，这一次女王再次亲笔书写了一封诚恳的

信，而且她对中国皇帝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升

级为“伟大中华之国最强力主宰者，亚洲各部及附近岛屿最主要之皇帝

陛下”，信中再次提出请求中国予以通商的特权：

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某镇或某城

贸易时，务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

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

不幸的是，伍德船队途中多难，过程难以三言两语说清，充满



着“沉没”“激战”“被俘”等关键词，总之这封信仍旧没能交到大清皇帝手

中。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英国，多次对中国进

行苦求探索，却没能找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当然，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固然可叹，但看英国女王两封书信的表述

言辞，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建立之前，虽然在公元1636年发生过威德尔舰

队擅闯珠海事件，但总体来说英国人对中国还是极尽恭敬之态。

我们常说均衡的态势源于均衡的实力，就在女真与大明帝国打得不

亦乐乎的公元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经过工业革命，

英国的政治形态随之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代表着一

种“掠夺制度”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年中，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经过持续

的商业战争，先后联合尼德兰打败了西班牙，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

队”；战胜了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并将其挤出北美和印度；

又在18世纪击败了欧洲的最后一个劲敌—法国。最终英国取得了殖民霸

主的地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工厂”。

1640年，对于处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而言，是一个不祥之

年，在内部不同种族拼杀夺权之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弃

儿，只是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经历了诸多屈辱后才逐渐感觉

到。

虽然中国在体制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老人从不任性，它总是

给各种文明以自纠的机会。清朝取代明朝算是一种换血，本以为它会重

新焕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但由于满洲部族政权意识的局限性，使得帝国

不可能具有世界意识，进而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立足于天朝上国的心态



去面对一切。

从大清帝国建立伊始，一直到道光皇帝登基之前，总体来说帝国采

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曾经开放过海

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随后便以英国海盗破坏贸易和平为由，重新关

闭了通商口岸，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表现。

可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

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旋涡中，它就不能存

在与发展。虽然大清帝国自认为闭关锁国理所当然，但英国人可不这么

想。从1755年到道光皇帝即位之前的1816年，英国人没有放弃开发中国

这片黄金领土，而且在最初的阶段，是采用东印度公司商人交涉的方

式，试图将大清帝国拉回“世界贸易”的家庭中来。到了工业革命起步之

后，其海外市场的开拓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一改商人之间的交涉

往来方式，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往来。

在那个时代，两国最为著名的官方往来，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

国使团来到中国的那次访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

为名，派出了七百多人的庞大团队，带着价值约一万五千英镑的“贡
品”，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毛毡、军需用品、车辆

等，以取悦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次官方交往，虽然乾隆皇帝分两次接见了马戛尔尼，也算是优礼

有加，并颁赐了大批玉器、瓷器、彩缎、茶叶等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不欢而散，因为在涉及核心问题上，两个国家的想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双方这次来往，从还没见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产

生了分歧，这一点从当时帝国的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以及皇帝陛下颁布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帝国的凛冬：银子、辫子和面子》冬雪心境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95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