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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前后花了十年的功夫自费研究，四处搜集、梳理史料，甚至远行千里，赴古战场实地勘查，反复
修改，著成本书，算是华语著作中第一部以战略学视野全面解读鸦片战争的专著。
以正坊间之种种误传歪论。
并为中华战略学之构建作一筚路蓝缕之举。
　　本书由海陆权兴衰、传统东亚的贸易格局演变开讲。
从全球视野的广度，以清王朝和英帝国的国家战略较量与经济、军事摩擦、冲突为主线，以鸦片问题
的不绝尾声作结束。
解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碰撞真相。
是华语著作中第一部以战略学视野全面解读鸦片战争的专著。
并突出陆海权文明的盛衰较量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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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鼎杰，字止谦。
号不悟堂主，网名蒙城漆园守，曾用笔名东海卧龙。
祖籍安徽砀山，现居彭城丰邑。
自幼因受家教影响，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深感兴趣、心向往之。
及长。
不见容于应试制度之中。
乃悠游于方圆之外。
师事于彭城大隐姜赞东先生，系统修习国学、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人文地理学凡
七年。
曾任某公立省重点高中在编历史教师三年，因痛感于基层教学之缺乏人文精神和创新理念而辞职。
从事于国学普及与专栏写作，现为独立学者，北京大学国学社顾问。
近数年间，在《围棋天地》、《历史月刊》（台湾）、《百家讲坛》、《现代舰船》、《航空档案》
、《现代兵器》等期刊发表历史、文化、军事类文章五十余万字。
并有军史著作在海外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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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可以说，传统中国的辉煌，就是建基在这种陆权基础上的辉煌。
不应忘记，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中国的GDp总值还是全球第一呢，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不到四
亿。
今天中国人口十四亿，GDP总值也不过第三嘛。
若以人均言之，则居于巴西、波兰、伊朗、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保加利亚之后。
事实上，截止到地理大发现前夕，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陆权为主流的。
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起到了巨大的阻隔作用。
各大文明就像一块块被水晶罩隔开的花草一样，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循着不同的理数，发展向
不同的未来。
它们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所耳闻，但始终很少进行亲密的接触。
只有很近的文明之间，会发出些出人意料的火花，比如中印的文化交流，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
期斗争。
而这些交流的介质主体也不是海洋而是大陆。
相对于控制海上要道，陆地的扩张能更快捷、更高效地带来更长久、回报率更高的利益与安全。
直到一连串不经意的变化的相继发生，才使得世界大势的发展逐渐经历了一个由陆向海的转向。
风起东西洋：当中国推动全球化盛唐时期的中国因为国力的雄厚和民间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东南沿海
地区，中国人开始大胆地向远海进军，这一进军就闯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在古代，航海技术的局限长期制约着航海的距离。
但是，当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并将之运用于航海后，这一难题得到了跨时代的解决。
今天的读者也经常使用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名词，一般系以前者指代日本，而以后者指代欧美世界。
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古代，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东西洋的定义却不是这样。
要知道，所谓东洋指的是日本、琉球、菲律宾和印尼东部，而西洋范围更大，包括了越南、马来西亚
、泰国、印尼西部，并经北印度洋一直扩展到阿拉伯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定义，所以往往简单地认为，这是古人地理概念混乱所致
。
实则不然。
正如王尔敏前辈在《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一文中精辟指出的那样，这个概念是和罗盘的运用密不
可分的。
②中国古代的罗盘是以天干地支和乾坤交错布列在盘面外缘，形成二十四个方位。
其中，定南北之线就是被地理学界沿用至今的子午线。
而中国古人扬帆远航，多以福建的金门、泉州、福州为起点，故而在起点处定子午线，线西就是西洋
世界，线东就是东洋世界。
正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中国本位色彩的命名和长期传承，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股重
要力量。
而后来这个命名逐渐被新内容所取代，正表明了中国从海洋的后退，更表明了强大的西风的东渐。
到近代，西洋专指欧美，东洋专指日本，其表现的实质，正是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相继成为新的强权中
心，于是乎，不用他们来争，中国人自己对东西洋的定义和历史记忆便改变了。
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再进一步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西洋内涵的转移又远远早于东洋定义的改变。
这更深一步的表现了历史风潮转移的枢机所在。
那么，中国是如何退出这股海权大潮的呢？
说起来很无奈，不是被打出局的，而是自己退出的。
朝贡体系与天朝语境要理解中国的出局，必须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朝贡，一个是天朝。
中国的朝贡体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当时的朝贡体系，是封建格局下，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维系天下和平与政治运作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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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因中央天子的册封而获得合法性，并通过周期性的朝贡反向加强天子的共主地位，最终达成一种
万邦和谐的互利共存。
待到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郡县制成为新的内部制度，朝贡体系始逐渐外转，一步步演变成为一种独
特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在这个向外转的过程中，陆权时代的以大为强赋予了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传统中国才可以恩威并用，将周边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中，中国赋予后者以合法性，后者则通过承
认中国的共主地位获得与中国贸易的资格。
这样就产生了宗主与藩属的关系。
从政治上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对周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取干涉姿态，而只是在诸如新君即位，策
立世子，国君、国母寿诞等场合出现，给予一种法体的确认。
而当藩属国遇到自身难以摆平的难题时，宗主国尚要施以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支援。
如明之援朝抗日，清之代越南剿匪，都是显著例证。
当藩属国官、商、民在中国境内遭遇“风难”时，中国还要为其提供抚恤。
从经济上讲，中国虽然接受着藩属国的朝贡。
但这朝贡只是藩属国献给中央之国大家长的象征性礼物，不具有如西方殖民地税收性质的经济意义。
同时，中央之国的君主往往还要回给进贡者昂贵得多的礼物，并且给予藩属国到中央之国贸易的特权
。
此外，在相互交往中，中国也很注重不让小国、外藩为难。
比如，道光十八年初，御史帅方蔚揭陈，出使琉球的使节的家丁及福建省派往护卫的官兵，往往趁机
“携带内地货物”，或“包揽商货”，到琉球“昂价勒售”。
道光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认为“甚非体恤外藩之意，且与中国体制有关，不可不严行查禁”。
所以他在二月初四密饬闽浙总督“认真稽查，如使该使臣家丁竟有携带货物情弊，即饬令该使臣自行
惩办，并遴派大员，于开船时留心查察所派弁兵。
如有违例私带及包揽商货，著即按名查拿，分别惩究，毋稍姑容，以除陋习而免扰累”。
这最后三个字“免扰累”显然指的是免去琉球的备受扰累。
后来，使节团中的一个游击在琉球病故，琉球花了五百两白银的丧葬费，道光事后还没忘了给琉球送
回去。
上述种种情势，近代西洋列强以其殖民地眼光审视，自然以为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虚景。
其实，“虚景”的背后，也自有其实质。
首先，中国根据地缘战略的原则排定周边藩属国的重要次序，然后对其内政外交作宏观的把握，以使
之成为中国的地缘屏障，从而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此即古人所谓“守在四夷”。
其次，传统中国以实力为基础，以互市为利饵，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家与部落加入这个朝贡体系，也就
维持了东亚的和平，并在和平中，温和、有序地推动一种集体的、人文的生活进步，使儒家四海一家
的理想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了。
在唐太宗时代，由于中国的文化多彩、政治昌明、商业繁盛、军力强固，周边政权心悦诚服，竟共推
大唐天子为天可汗，视长安朝廷为天廷，相应的中国王朝也就成了“天朝”。
换言之，天朝不是中国自封的，而是周边政权共同推举出来的。
而“朝贡”就是周边政权对“天朝”的最佳承认方式。
到清朝，这一情形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武功标准衡量，清朝确实是武功鼎盛、疆土广阔。
不仅将朝贡体系再次确立起来，而且发扬光大。
但另～方面，清朝在软权力继承领域却发生了巨大的倒退。
作为一个从边远地区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满清政权自始就面临着一个统治合法性的困扰。
说起来中国人自古就不以血统和外貌作为划分彼此的标准，更没有什么种族与民族的褊狭意识。
孔子赞扬管仲，也不过说因为管伸的尊王攘夷使大家不用像蛮族那样“披发左衽”，其区分的关键在
文化的高低，不在种族的同否。
又如唐太宗，从血统上就不是纯正汉人，但汉人从不把这一点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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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孟子早就说过：“舜，东夷人之也。
文王，西夷之人也。
”宋儒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
也可以说，中国人自古重家、国，轻种、族。
岳飞抗金，抗的是金国，不是女真族，他保的是宋国，也不是汉族。
他力行“尽忠报国”，却从没说过要打种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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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新资料 新视角华语著作中第一部以战略学视野全面
解读鸦片战争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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