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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理性引领中国海关历史的文学叙述　　我不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也不是一个中国海关
史研究专家，所以，在接读孙建伟的这部纪实文学《开禁：海关诉说》的时候，我只能够从文学理解
的角度，感受和记录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至于，作品在具体的事实和相关的资料方面是否完全妥帖，我是无法一一鉴定和把握的。
但是，我相信作者孙建伟在这样一件很严肃的历史内容写作中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事实资料和人物，
有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
　　任何历史的天地，对于后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对象。
进入这神秘的历史堂奥，也不是只有历史学术研究一个门径。
我以为，孙建伟的《开禁：海关诉说》，就是从近代中国海关这个门径走进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巧妙的
行为，是我们在一个更加具体的领域感受、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很好实践。
因此，我很容易也很有兴趣地接受了这次十分有益与收获的阅读。
　　中国社会近代的封闭与开放，一直是个起伏再三的主题和行为。
其间，充满了怪异、无奈、痛苦、必然和曲折等等许多的内容。
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海关的出现似乎起到了告别封闭和昭示开禁的引领、催生作用。
尽管海关制度在中国的开始建立和运转，曾经因为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和贸易强迫而带有惨痛的记忆
和屈辱的历史，可中国的社会毕竟在这样的背景逼迫下逐渐慢慢地开启了大门。
所以，《开禁：海关诉说》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角度上，意识与感受到了海关历史述说的价值和特殊作
用。
也正是因为这个贴近海关历史的角度和实践写作，使得《开禁：海关诉说》既不同一般的近代社会历
史研究书籍，也不是严正的中国海关史，而是一种借助海关历史沿革过程，带有一种文学感悟和叙述
的厚重写实作品，在历史和文学上均富有个性和很好的价值。
　　难得的是，作者通过自己对中国海关历史进程及其更变的细致梳理，很清楚地描述了海关是如何
在封闭与开放的强迫下无奈建立，并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外人把持、左右，直到初步融入国际社会夺回
海关权力的过程，使人有一种穿越历史隧道终于洞见光明的感觉。
自然，在大量包含着民族软弱、无奈、屈辱、苦涩的有关海关运转的记录描写中，作者并没有完全简
单地停留在情绪化的诉说层面，而慎重地在不少事件和人物身上独特地运用理性，认真地反思了大清
封建王朝从上到下广泛存在的对外无知，自我尊大，不善变通，体制落后，官员昏聩腐败等问题；也
客观地表现了自海关建立以来，通过这个与外界沟通的窗口，吸引先进文明，陆续在外交、教育、军
事、邮政、海务、金融和国际文化交流等领域出现的积极局面。
正是这些非情绪化而更多理性认识内容的进入，使得这部作品对于影响和纠正过去人们在谈论中国近
代历史时惯常简单地控诉西方列强侵略奴役中国而较少反省自身的愚昧禁锢问题的情形具有很好的帮
助。
　　这是一部基本上追踪着关联中国海关建立、变更和发展的历史事件人物而展开的历史文学叙述，
虽然是一种写实的描写，但是因为其涉及的事件人物众多，矛盾斗争激烈，情节故事跌宕起伏，思想
情感内容丰富等，而使这样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人带有很强的阅读诱惑，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牵引。
作品在总共12章计约30万字的篇幅内，以逼迫开关和中国与英、美、法、葡、俄、日等西方国家围绕
贸易、海关管理、税收等线索展开的冲突、周旋和妥协演进了很多内容。
对于不少事件（如上海租界的由来、小刀会活动对关税的影响、慈禧妄图借助义和团抑制洋人的企图
而酿成大祸等等）的起因由来和结果，可以说给予了比较清晰、简洁、生动的描述；对于关系直接的
人物如赫德、奕、李鸿章、张之洞、安格联、顾维钧，甚至乾隆、道光及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相关思
维性格和形态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和生动。
作品着笔最多的人物是第二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这位自19岁来到香港，29岁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位48年的英国人，几乎经历了中国海关建立前
后直到1911年9月20日去世之前的所有事务。
所以，在他的身上很分明地侧映着中国海关的最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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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将赫德既是英皇臣民，又是中国官员，积极并被迫游动于各方政治、物质利益之间的心态和行为
表现得比较真实，在其性格和形象表现方面是成功的。
　　应该说，《开禁：海关诉说》不是一部旨在用文学的表现来获取读者喜欢的作品，而是试图通过
文学的描述笔法对中国海关历史作出叙述并感悟中国社会是如何被迫逐渐走向开禁，融入世界的情形
。
所以，在其质地上，这样的作品可以看成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道路的追溯和回顾，是一种在镜鉴过
去的过程中对现实的诉求。
历史的进程，总是被此前的力量所支配，而任何的历史写作，却总是现在的力量影响并支配着历史。
这种现象，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写作中常见的现象。
因为这样，历史才不断地被人们涉及，历史的写作才不断地有新的成果。
孙建伟的作品的个性特征是明显的，这样分明会给人阅读诱惑的作品，在其思维意识方面的现代精神
，无疑是它成功的主要原因。
　　或许，孙建伟的作品在涉及某些细密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时（如事件的内情和人物的对话），因为
太具实地描写会使人怀疑其真实性，从而可能减弱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力量。
对此，我是抱着严肃而又宽容的态度。
如果不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虚构，而是作家根据事件人物的后来结局还原出的细节，我以为是可以忽
略不计的。
否则，作家就失去了基本的创作权利，而历史永远就变成了无法叙述的对象。
孙建伟在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文学笔法，我以为还是限制在真实事实背景甚至心理
环境背景之内的，如果不是机械地看待历史的话，接受起来也许并不感到突兀和别扭。
自然，作者还可以将材料梳理得更条理，叙述得再简练一些，对某些理性的见识论述得更加充分、明
晰一些，即使这样，我已经感到了这部作品的不易得到了。
　　海关文化工作室的同志要我给《开禁：海关诉说》写个序。
我对海关历史懵懂，勉为其难了。
现在写上这些读后感受，权充为之序！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　　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　　李炳银
　　200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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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基本上追踪着关联中国海关建立、变更和发展的历史事件人物而展开的历史文学叙述，虽然
是一种写实的描写，但是因为其涉及的事件人物众多，矛盾斗争激烈，情节故事跌宕起伏，思想情感
内容丰富等，而使这样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对人带有很强的阅读诱惑，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牵引。
作品在总共12章计约30万字的篇幅内，以逼迫开关和中国与英、美、法、葡、俄、日等西方国家围绕
贸易、海关管理、税收等线索展开的冲突、周旋和妥协演进了很多内容。
对于不少事件(如上海租界的由来、小刀会活动对关税的影响、慈禧妄图借助义和团抑制洋人的企图而
酿成大祸等等)的起因由来和结果，可以说给予了比较清晰、简洁、生动的描述；对于关系直接的人物
如赫德、奕?、李鸿章、张之洞、安格联、顾维钧，甚至乾隆、道光及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相关思维性
格和形态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和生动。
作品着笔最多的人物是第二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这位自19岁来到香港，29岁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位48年的英国人，几乎经历了中国海关建立前
后直到1911年9月20日去世之前的所有事务。
所以，在他的身上很分明地侧映着中国海关的最初状态。
作品将赫德既是英皇臣民，又是中国官员，积极并被迫游动于各方政治、物质利益之间的心态和行为
表现得比较真实，在其性格和形象表现方面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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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建伟，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
中国法学会会员，上海海关学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公安分会会员。
先后从事法律和犯罪研究、律师、记者、编辑工作，现供职上海海关缉私局，一级警督。
至今在国家和省、市级报刊发表小说、纪实、电视专题和学术论文等100余万字。
作品曾获公安部“金盾奖”及省、市级文学创作奖多次，部分作品被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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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西碰撞：硬实力和软实务的全方位较量　　康熙开“四口”，乾隆留“一口”　
　1684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大帝在明清300年禁海之后，终于下了一道开海贸易之令，开海
禁，设海关，气魄恢宏。
　　谕旨一下子开了四口：粤海关（先澳门后广州）、闽海关（先福建漳州后厦门）、浙海关（先浙
江宁波后定海）和江海关（先江苏连云港附近的云台山后上海）。
1685年，四关设关全部完成。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以“海关”命名的沿海边境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唐朝以来的市舶制度自此
告罄。
 　　在中国历史上，皇家的总体思路都是一个字——禁。
禁的含义很明确，就是把你禁锢圈定在统治者指定的范围内，不得越雷池一步。
　　清朝在收复台湾之前，同样厉行海禁，然而在平定之后迅速作出开海禁，允许商民出海和外商进
出口贸易的决策，还是不容置疑地展示了康熙的雄才韬略。
出身白山黑水之间的第二代清朝皇帝能有这样的作为，自然有他独到的见地。
虽然官方严禁，但中国民间海上贸易和欧洲商人对华贸易一直自发自生地持续着，到明末清初又有所
发展。
康熙没有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更不回避现实，而是顺应时势，开禁设关，在制度架构上完善。
　　康熙并不是心血来潮。
他对大臣们说，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在沿海居住，主要就是因为海上可以捕鱼、贸易，可以给他们带来
安定富足的生活。
当然，海寇未灭之时，的确不能开海禁。
现在海疆已定，天下太平，就应该开海贸易了。
尤其是封疆大吏，更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安居乐业。
其实海禁时还照样有走私，那些反对开海禁的总督、巡抚，都是因为贪图私利。
开海贸易可以帮助百姓广开谋生之路，解决土地和粮食的不足，使财货流通，又可征收国家关税，充
盈国库，充裕兵饷，实在是利国利民、有利生计之道。
　　根据四个关的所处位置，其功能也各有不同。
闽海关主要经营与南洋各国的中外贸易；广州一向是中外贸易港口，故粤海关还承担着管理各国商船
的重要任务，税收位于四关之首，也有相应的海关制度，因其地位的特殊，粤海关监督一直由朝廷直
接任命；浙海关主要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贸易，并兼管清政府办铜事务；江海关主要负责国内贸易的
征税和管理。
如果仅从贸易量上看，闽、浙、江三关充其量也就是粤海关的陪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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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禁：海关诉说》用文学触摸历史，用思想碰撞真相。
带你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双眼细察当年风乍起一百弥漫，探寻一段或被忽视而隐秘的真实信史，却是
为了更清晰地照看今日之种种⋯⋯ 该书是一本以海关历史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是从叙事角度描述
海关历史的文学作品。
它不仅仅是描述一段海关历史，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了解、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全新视角，
无论对海关史或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意义，为新一代海关关员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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