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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
帝下跪磕头？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与西方的
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
　　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
国家”⋯⋯《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以详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
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从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此举意
图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而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不同，认为英国里仰慕中华
文明才遣使臣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之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
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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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阿兰·佩雷菲特阿兰·佩雷菲特(１９２５－１９９９)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是
当代法国一个非凡的人物。
他曾经先后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他曾8次出任政府部长，先后当过
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
他从1969年起连续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后来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个深得选民信任的政治
家。
佩雷菲特先生不仅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个成功的学者。
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兰西之病》和
《当中国觉醒时》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之后不断再版，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由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
在法国，得到一个院士的头衔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独占两个头衔
，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他仍不满足。
步入晚年之后，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
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认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
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
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为了检验他的观点，他把这本书当作国家博士论文来答辩，让法国最著名的那些经济学家当评委来评
判他的研究成果。
那些经济学界的权威们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对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因为他在“传统的资本与劳动
力之间给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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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null在所有这些记叙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随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在中国与鞑靼的旅行纪实。
其中一篇为使团的第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团的总管，曾叙述过“邦蒂号兵
变”故事的那位约翰·巴罗。
我承认，这12卷书对我来说完全是新发现。
对于18世纪的中国，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耶稣会士、莱布尼兹和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神奇
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人却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以使它对英国开放?
您是否知道，他们就像面对巨人哥利亚的又一个大卫，尽管只有800万人，却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强大
的国家”，并打算同一个拥有3．3亿人口——人类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国——“
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竟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们的使节发现的是一个完
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您是否知道他们曾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并指责天主教
传教士的书信为欺骗?您是否知道这个“不可超越的榜样”开始在礼仪上显得僵化，并因虚荣而显得做
作? 最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马戛尔尼最终的失败：他拒绝叩头——即根据宫廷
礼仪，在皇帝面前下拜叩头九次。
这一插曲会使孟德斯鸠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来解释恺撒之死：暴君违背惯例，忘了在全体元老
院议员面前起立。
以前最专断的行为也没有引起共和主义者的反应，但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却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
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 “天朝”被得罪了。
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
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
；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
 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
。
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
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
给予孔夫子启示的或孔夫子给以启示的“经文”包含对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
这本书里一切都说到了。
要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将是自负的表现。
 为了不变，最好是避免交往。
但是英国人已把买卖做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他们还想更提高一层。
他们明白通过贸易，卖方和买方双方都能获利；犹如两个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独自获得只有对方才能
给予的满足。
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一不达到登
峰造极的地步。
尽管国内的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
马戛尔尼使华是自由贸易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之间的相会。
 这次远征使人深入了解到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发达”和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它们之间的相会很
可能将支配未来的世纪。
 中国的不变性 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
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
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
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
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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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人口一直过剩，并长期受到贫穷、混乱和分裂的威胁。
在医学方面，它始终局限于针灸、草药及十二经络。
尤其是因为生计无定，中国人仍然像过去那样依赖自己的集体：每个人应该或不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
，这些都要由集体来确定。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
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
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
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
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
”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仍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
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
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
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
 在文化革命中 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
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
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
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
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
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
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
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
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同样是私下的争斗，爆发于突然之间，而事
前表现出来的某些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理解。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
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
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
班人——干杯。
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坤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
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
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
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
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
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
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
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
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
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
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
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
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
 英国人的看法 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
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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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
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
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
”但是，过后这段插曲就被我们忘却了。
甚至连学术著作都对此只字不提；汉学家们限于人手，又都要专攻一个课题，所以对此尚未作出任何
研究。
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搜集资料的漫长时期。
 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
份汇报。
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
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
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
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
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 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
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
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
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
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
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
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
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一的纪行。
最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
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
“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
。
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
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
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
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重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
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
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
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
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
在法国外交部。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孔子，《论语》 如果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弱的，这个民族就不可能长期强盛，现在尚未找到把一
个由懦夫组成的人民变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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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在法国畅销已久，中文版在知识分子圈里引起了巨大反响。
本版在95年版本上做了细致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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