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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遽的年代。
庚子（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辛丑
（一九〇一年）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则发生了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列强组织多国军队入侵中国的
一次侵略战争，即通常所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强迫中国签订空前旷古的不平等条约《辛丑
条约》。
这两件事，给中国造成了“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
（《庚子纪事长札》，《义和团史料》（上）第六六一页）　　义和团运动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对
外国侵略郁积已久的愤懑的喷发；也是因“戊戌变法”失败、民族精神苦闷、寻求出路的一种表达；
其中既有传统小农与手工业者因自然经济瓦解的痛苦声诉；更有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抵制；而绝不是一
般民众的轻率行动，这里包含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内容。
　　当清政府欺骗并利用义和团去围攻外国驻大清国使馆时，最高统治集团内发生了分裂。
少数具有世界眼光、了解中外大势、懂得国际外交知识的官僚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以及立山、联元
等，从理性的思维出发，公开抗争，大力谏阻，结果惨遭杀戮，成为继“戊戌六君子”之后又一惨烈
事件。
这两个被杀事件，虽然性质、背景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安危
而舍身取义的。
五大臣的被杀，反映了在举国上下一时陷于盲目排外的狂热喧嚣时，仍有一部分中国人保持应有的理
智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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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年，农历庚子年，中国北方大地上发生了一场义和团掀起的反帝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列强武装干涉的形势将清政府卷入了剿与抚、和与战的两难抉择中，如何处理好义
和团事件和避免列强的武装干涉并保全清朝统治，是摆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断前的严峻问题。
以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人学上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僚，坚持招抚义和团，进而鼓动西太
后“以拳御洋”；以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大臣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主张镇压义和
团，建议“剿拳和洋”。
在举国狂热的排外浪潮中，五大臣在御前会议上勇于直谏，反对攻打外国驻清使馆，反对对外开战，
究竟出于何种动机？
而清政府又为什么在败局将定时处死五大臣？
五人臣的“冤案”又是如何平反的？
五大臣死后的历史影响如何？
本书运用传统史学办法并结合政治学、战争学、国际法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将五人臣被杀放在近
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采取个案和群体结合、叙述和议论结合的方法，对五人臣被杀现象作细
致的分析，并对五大臣的行为作客观的评价。
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理性引导民众的排外情绪，避免民族灾难的发生提供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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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八八六年，荷兰当局为了攫取更多利益，采取强制措施逼迫荷属南洋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
华侨加入当地国籍。
许景澄认为荷兰政府的这一举动，明显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规定。
针对荷兰政府提出的“居住华民多系本地妇人所生，即作荷兰子民”的观点，许景澄依据国际法及相
关条约进行了辩驳。
他指出：“查欧洲诸国通例，本国国民在他国娶妇，其妇应从本夫之籍，所生子女应从夫籍，与贵大
臣所言不能符合。
且中国与美国所定续约第六条载：中国人在美国者，不能即时作为美国人民。
中国人民侨寓外国，在中国业有办通章程，不能另有变更。
所有贵国属地之华民，为本地妇人所生，概作荷兰子民，中国国家不能允论，特此陈明。
”许景澄的这份外交照会，虽然字数不多，但却一语中的，充分运用国际法和荷兰法的相关条例来维
护在荷侨民的利益。
当时国际上赋予原始国籍的标准主要有两种：出生地原则和父系血统原则。
前者为英美法系诸国所采用，子女的国籍以出生地为准；后者为大陆法系诸国所采用，子女随父亲的
国籍。
许景澄经过调查，发觉荷兰民法采用的是父系血统原则。
因此荷兰所说的“由本地妇人所生即为荷兰子民”是与本国法律相悖的。
此外，许景澄以美国这个大国为例，说明荷兰对中国的要求是违背国际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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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穿越历史的忠奸之辨：庚子事变中“五大臣”被杀研究》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
发，将庚子事变和五大臣的被杀事件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客观地论述了义和
团运动中的“和”与“战”的特殊性，理性地分析了许景澄、袁昶等五大臣被杀事件的经过、原因，
并对他们的死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全书脉络清晰，史料翔实，观点鲜明，行文流畅。
本书填补了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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