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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
译工作。
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
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
清朝从1644.1 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
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
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
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
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
，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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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世纪，随着俄罗斯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提高，俄国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了一些外交使团。
本书涉及的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佩特林使团、第二个使团——巴伊科夫使团的组成和活
动等，尤其珍贵的是，书中还附有两个使团写给沙皇的出使报告，这两份出使报告在当时曾以欧洲多
种文字出版，对于西方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书的作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档案学家杰米多娃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两位学者对这两
份出使报告的详细考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于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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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娜·费·杰米多娃 （俄罗斯）弗·斯·米亚斯尼科夫 译者：黄玫 合著者：米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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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618～1619年伊万·佩特林使团关于中国、喇嘛国和其他国土、游牧地区与兀鲁思，以及大鄂毕
河和其他河流、道路等情况之报告1654～1658年费·伊·马伊科夫使团出使中国费·伊·巴伊科夫条
陈文本对比缩略语清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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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俄国1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通常只是将这些谈判及其结果看作是对梅里克在与瑞典签订合约中功劳
的奖赏①。
这种观点也被国外历史学家照搬到自己的著作中②。
然而，通过对保存下来的文献进行详细分析可以看到，在谈判过程中明显暴露出双方在解决该问题上
的分歧，而这场激烈的外交斗争的结果，也远未满足这位英国全权代表的愿望。
俄国外交家大力维护本国与东方各国的贸易利益，竭尽一切努力向梅里克证明，英国人想要寻找沿鄂
毕河通往中国的水路是不恰当的。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政府不能直接拒绝梅里克，因为想与伦敦保持友好关系，寄希望于获得来自
伦敦方面的财政帮助。
这便决定了谈判中俄国外交家们的策略，他们非常详细地与梅里克探讨了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但却
始终不作出最后的决定。
谈判于1617年6月20日开始。
俄方参加者有大贵族谢列梅捷夫M波扎尔斯基公爵和书记官萨瓦·罗曼楚科夫。
乔治·梅里克重复了他早在1615年就已提出的请求，希望俄国沙皇“允许他们詹姆士王的人过境寻找
沿河或者通过鄂毕河前往东印度和中国的路线”，而且英国商人“准备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花费，包
括储备和船只”。
同时，如果他们“能与俄国人联合，共同寻找并探知该条通道”，那么，“国王和他伟大国家的商人
们去那里只是为了经商，并将会获得极高的利润”③。
谢列梅捷夫和波扎尔斯基对梅里克的提议毫无热情，并竭力指出沿鄂毕河前行时的困难，想以此吓倒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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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翻译是一件艰难、但又不可不做的事，是外语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硬着头皮接下了翻译《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这个任务。
之所以说硬着头皮，是因为我事先就清醒地意识到，翻译一本俄国古代文献资料，对于一个非历史科
班出身的人会有多难。
史料中随处可见的古俄语、古地名、古官职名等对于史学专家（如果也是俄语专家）可能一看便知，
但对于我，就要在各种词典、资料中查找、核实，向各门学科的专家多方求教，实在要下一番工夫。
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专家和朋友的大力帮助，借此机会，谨表达我真诚的感谢。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的柳若梅老师力邀我翻译此书，并提供原书和相关词典；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栾景河教授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南开大学西语系的阎国栋教授为我复印了整本
俄文原书，以方便同在南开大学的历史学院米镇波教授进行审校；米教授既懂历史、又通俄语，修正
了多处误译和不准确之处，为保证译文质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书稿进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后，编
校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反复校对，尤其是在本书的责编孙以年先生的努力下，译稿在各方面都得到
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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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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