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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792年10月，英国借口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之名，第一次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
团；使团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人员一百多人，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达到
中国，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这是中西方历史直面相对的一个交汇点。
是一个已步人工业文明的大帝国与一个有着辉煌传统的东方帝国的首次相遇。
1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成为不可
抗拒的潮流。
此时的大英帝国，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经济高速发展，急于向海外扩张贸易。
而中国，此时正处于“康乾盛世”之中，人口已超过三亿，几乎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而且
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欧洲。
从表面看，中国的“盛世”似乎仍在持续之中，但实际上国家的深层危机正在加深。
首先，东方的封建统治制度逐渐达到了顶峰，且空前巩固；而西方则出现了启蒙运动，民主、自由的
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相继开始。
其次，在东方，中国和朝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西方国家资本
主义则迅速发展。
第三，东方国家在外交和对外贸易上日益保守，中国、朝鲜和日本相继实行闭关锁国的贸易和外交政
策，而西方国家积极进行海上贸易，并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
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来华带来了西方工业革命及近代科技的最初成果和最新信息，但当马戛尔尼建议
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时，双方的谈判也就中止了。
清政府把英国的通商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要求，”认为英国这样的“蛮夷小邦”没有资格与大清帝
国平起平坐，而只配向清帝“朝贡”。
乾隆给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
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在起作用。
沉迷于“天朝心态”中的乾隆皇帝及臣属认为清朝无所不能，对西方科学技术不屑一顾。
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没有完成他们扩大通商的使命，而大清帝国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要求，并将其
驱逐出境，似乎也保住了面子、维护了尊严。
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失去了审视自己，走向现代国家的机会。
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佩雷菲特对马戛尔尼一事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之间
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两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
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
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蒋林2008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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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西方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武器传入中国时，当中、西礼仪发生冲突时⋯⋯　　正当盛
世的乾隆朝，会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来自陌生帝国的〔异物〕，中国的大门最早打开的那一刻。
　　木府藏书书系，由一系列世名著所构成，是中国历代文士和官绅之家必备的架上藏书。
为适应古籍重读的当代倾向，我们在严格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专业的译注，保持了古籍
的智慧原貌；同时，对书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关联性图解，对一些容易误读的词汇也进行了单列详解
，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能让文言古籍焕然一新，从而让当代生活具备中国古代的所有智慧，这也是
推出该书系的价值所在。
　　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帝国，在与传统东方帝国相遇时，两种不同的文明在冲突中将如何走向融合
？
　　全本乾隆英使觐见记，二百余幅彩图全面展示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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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戛尔尼（1737年5月14日–1806年5月31日），英国18世纪一位贤明的政治家、皇家大臣和杰出的外交
家。
他是苏格兰人奥青雷克·马戛尔尼的后裔。
1737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桑诺尔，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学院。
之后来到伦敦成为一名非基督教的学者（伊斯兰教、印度教）。
后通过查尔斯·詹母斯福克斯的哥哥使蒂芬福克斯来到荷兰为荷兰陛下效劳。
1764年被英国皇家任命为驻俄国特使外交官。
1769年回到英国。
1792年被封为马戛尔尼伯爵。
后作为英国特使派往中国。
1793年英国使团乘坐一艘六十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
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并拜见了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些条件，但没有被接受
。
当时被乾隆皇帝拒绝的条件如下：1.放宽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2.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国商人
、货仓和停泊的船只不设防；3.在北京设立永久性的使领馆。
1794年英国访华使团回英国。
1795年在英国的这段时间中，马格尔尼还奉命带领传教使团去过意大利。
1796年被皇室封为英国男爵。
1798年由于身体状况原因，不再从事皇家事务工作。
1806年5月31日病逝于切尔斯维克。
马戛尔尼有勋爵身份，是位任职很久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的公使，后来英
国政府委任他为孟加拉总督，他辞而未去。
1792年英国政府委任他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700余人，
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于1792年9月26日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
，往西朝中国方面航行。
乾隆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为己祝寿，非常高兴，连续下马戛尔尼进献的腰刀谕，命令广东
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遇使者，其携来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充分食物，"赏给一年米石"。
但是，他也强调，贡使必须实行藩国见天朝大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礼。
英使不愿，双方争执谈判，据英国方面记载，最后议定，英使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
国皇帝。
而中方文献中则提到使团正使行李如仪。
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受马戛尔尼入觐，据英方记载，马戛尔尼"单腿下跪"
行礼。
十三日举行乾隆83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
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
马戛尔尼代表英国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
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
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乾隆的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的无知，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没有批准英使的要求。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实即护送）下，于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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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北上见闻1793年6月15日，礼拜六。
吾船“狮子”号，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向中国开行。
同行者有三船，一为“印度斯坦”号，较大。
余二船，一日“戛考尔”；一日“克拉伦司”，均二桅之小帆船也。
19日礼拜三。
下午二时，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其方向则罗盘中之“东北偏北”也。
20日礼拜四。
晨六时，下碇于辣得郎海口。
余命史但顿勋爵、密司忒麦克斯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三人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顾以此时一
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
译者按：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仅能按季往来一
次，且必结伙同行，互相照应，故云然。
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亦多在澳门，故报告而后，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
22日礼拜六。
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
员均大为满意。
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
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
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
译者按：《东华录》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谕：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据洋商蔡世文等禀
，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唧哑口兔口值口臣等来广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
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
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忧，即在天津进口赴京。
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
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风信靡常，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
月难以预定。
该督抚等应饬属随时禀报，遵照妥办。
再该贡船到天津时，若大船难以进口，著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
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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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为马戛尔尼本人所写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事件。
1793年，中国无大事。
但是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令研究清史和读历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事件——大英帝国派遣
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代表团，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乾隆英使觐见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