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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斯坦利·莱恩-普尔和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撰写的《巴夏礼传记》共分两册。
第一册由莱恩-普尔一人所著，记录了巴夏礼在中国24年的外交官生活。
第二册3/4的内容由狄更斯完成，记录了巴夏礼18年的驻日公使生涯。
1883年起巴夏礼回到中国任驻华公使，于1885年卒于北京。
本书所译的是第一册的全部和第二册中涉及巴夏礼与中国事务的相关部分。
　　本书作者斯坦利·莱恩-普尔是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量关于穆斯林历史的书籍，其最负盛名的作
品是《西班牙的摩尔人》（The Story of the Moors in Spain）。
1892年，他接受巴夏礼家族代表的邀请，为巴夏礼撰写生平传记。
《巴夏礼传记》第一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利用了大量未刊信函，其中弥足珍贵的是由巴夏礼的女儿提
供的巴夏礼日记以及他与妻子芬妮、姐姐雒维林夫人、姐夫雒维林之间的私人信件，再加上巴夏礼和
阿礼国、包令、额尔金、卜鲁斯之间的来往公函，从而较全面地再现了1842年至1865年间他在中国担
任翻译官、副领事、领事的全部生活和工作图景。
巴夏礼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之后，因为有妻子陪伴在身边，私人信件变得少之又少，相关的公文纪录
当时也未出版。
资料的匮乏和巴夏礼出任公使期间日本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大背景，使斯坦利·莱恩一普尔认为传记
的第二册需要由一位见证了日本当时之变革的学者来撰写，于是他邀请狄更斯先生主笔。
该册已经由高梨健吉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
　　哈里·史密斯·巴夏礼（1828—1885），1841年来华投靠在澳门的亲戚，并师从马儒翰学习中文
。
从亲历1842年《南京条约》的缔结到促成1860年常驻北京代表的设立，巴夏礼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覆
盖了当时中英交往的全部内容。
1865年后他出任日本公使，见证了日本推翻封建幕府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可以说他在英国和远东关系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
在中国人的眼里，巴夏礼是臭名昭著的强权外交官，他本人信奉“在中国获取尊敬的唯一方式是下命
令”。
在日本人看来，他对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获得了日本政治家的
高度认同。
巴夏礼的师长和上司们均评价他是一个富有能力、精力充沛和值得信赖的人。
　　本书可以作为巴夏礼的生平传记来阅读。
作者将个人置于历史之中，生动地刻画了巴夏礼的成长历程，对其性格之形成的分析细致入微。
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幼年的巴夏礼具有超群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来到中国之后所经历的变化和工
作上的转战使他一步步成为处理中国事务的明日之星。
他管理中国的城市，参与条约的谈判，担任领事和外交职务，在能力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
他的野心在功名和荣誉的鼓励下，越发膨胀。
巴夏礼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每一个良机来好好表现自己，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公众的称许和英女王授
予的荣誉。
　　本书也可以作为理解当时英国对外方针的读本。
巴夏礼14岁时成为英国驻香港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后历任驻福州领事、驻厦门领事。
1855年作为赴曼谷使团的秘书，参与《英暹通商条约》的谈判。
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与叶名琛斗智斗勇，并主张对中国出兵。
1860年，他随额尔金北上，在通州附近被俘。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负有责任。
巴夏礼的名字成了毫不妥协地以铁血手段来保障条约权利的代名词。
他认为英国应当在中英关系中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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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日记和信函中，不乏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和对英国应采取之立场的精到分析；亦有相当篇幅
论及鸦片贸易、英国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猪仔贩卖与移民体系、租界管理与贸易开放等问题。
　　本书还是一部展现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领事的生活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
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
巴夏礼在中国的工作有高潮也有低谷。
低谷时期，他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对中国的考察之中。
在大量被引述的日记和信件中，他对福州、厦门、广州、上海各地的民众生活常态和英国居民在各开
放口岸的生活实景都有勾勒，对中国的建筑、饮食、服装、礼仪、自然风光均有详细描写。
通过巴夏礼的记录，我们可以管窥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巴夏礼为上海最初之英国领事，并在公共租界内创立了会审公廨。
1890年4月，为纪念巴夏礼，上海外滩竖立了他的铜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铜像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
1984年，南苏州河路河滨公园内发现了铜像的基座，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本书是根据麦克米伦公司1894年的英文版翻译的，同时参照了高梨健吉的日文译本。
其中涉及的专名（包括中外人名、地名与职官名等）均按照习惯译法翻译与复原。
对于个别难以确定中文合适译名者，则暂用音译方式译出。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周振鹤先生对译稿进行仔细校改，并将不妥之处一一指正，在此深表感谢。
　　译者谨识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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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斯坦利&middot;莱恩-普尔和弗雷德里克&middot;维克多&middot;狄更斯撰写的《巴夏礼传记》共
分两册。
第一册由莱恩-普尔一人所著，记录了巴夏礼在中国24年的外交官生活。
第二册3/4的内容由狄更斯完成，记录了巴夏礼18年的驻日公使生涯。
1883年起巴夏礼回到中国任驻华公使，于1885年卒于北京。
这本《巴夏礼在中国》所译的是第一册的全部和第二册中涉及巴夏礼与中国事务的相关部分。
　《巴夏礼在中国》还是一部展现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领事的生活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
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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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841年6月13日，巴夏礼搭坐“福阿姆”号从朴次茅斯出发，10月8日到达澳门。
在那里，他不但有两个家，一个是郭实腊夫人家，一个是他的大姐雒维林夫人的家，而且还有了一个
工作。
马儒翰已经准备好欢迎他加入政府工作的阵营。
马此时正担任英国全权大使和商业总监督的秘书和首任翻译官。
他是华语词典的编纂者马礼逊的儿子，还是我们早期的杰出汉语学家之一。
在巴夏礼到达的那天，他写信给雒维林夫人说：“您知道我和您亲爱的弟弟再次会面时是多么高兴，
我诚挚地为您感到高兴。
我已经提起过，如果您愿意看到他追随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引导他向前，这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们非常需要翻译官⋯⋯就目前而言，只要他能说一丁点儿中文，我们也将很乐意接受他。
”这是把巴夏礼推向女王在中国和日本的事业之最高官位的第一个阶梯。
到达中国后的最初6个月，巴夏礼和他在澳门的亲戚们一起度过。
曾经安静的旧世界的殖民地在当时受到了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言的困扰。
在充斥着警报声的环境中，13岁的男孩开始学习中文。
对于这门颇有难度的语言，巴夏礼的快速掌握能力是非比寻常的。
1842年5月，他便在香港加入了马儒翰的行列，迈入官场。
此时，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英国远征军到达之后，通向广州的要塞都被英军拿下，整个城市处在英国船舰的严密监视之中，只
有在中国人支付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自由。
然而，英国人却采取了一项错误的宽大的行为，日后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沿海的抗议和对舟山的暂时占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
尽管如此，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一贯的拒绝承认外国政权之平等性的方针。
北京当局批判琦善在广州协商条约的行为。
虽然大英帝国获得了香港，但是当胸襟开阔的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8月以全权大使身份出使中国时，他
发现事情陷入了一反常态的境地：广州地区的贸易恢复了，南方进入了并不平静的休战状态，北方的
司令部里却充满了敌对的情绪。
显而易见，英国的利益并不能因此得到保证。
既然攻击敌人的四肢没有作用，璞鼎查爵士决定敲打他们的头部，于是他出发去了北方。
英国已经在厦门和宁波驻军，舟山再次被占领。
全权大使希望英军的武力展示能给中国皇帝以冲击力。
1842年3月，1万名中国人集结进攻驻宁波的英军，显然这不是璞鼎查翘首企盼的结果。
英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再三思量之后，璞鼎查命令部队挺进扬子江流域最大的城市—
—南京，向中央政权施压。
沿着扬子江，英国人的战舰一路耀武扬威。
为了配合全权大使的行动，伯驾和他的战舰及运输船一起向扬子江航行。
当巴夏礼离开他在澳门的亲戚家，加入马儒翰在香港的事务所时，远征军正在北上的征途中。
他刚刚度过14岁的生日，从外貌看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那些仍然记得那时的他的人将他描述成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有着坦白、大胆的举止，而淳朴自然的快
乐脾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赢得朋友。
和年长者在一起时，巴夏礼安静而谦逊，有着晚辈应有的礼貌；但他并不害羞，也不拘谨，只是并不
多言，有着一股稍显成熟的沉静。
这种少年时的乐天性格，他一直保持到年长以后，即使身处忧患时，这一点使得他的长者们都坚信，
他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在巴夏礼离开英格兰之前，他的朋友们就预言他一定会有所成就。
在异国他乡的6个月他没有焦躁不安，反而更加专心地埋头于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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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之所以拥有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丝毫没有自私之心。
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懂得体谅他人，经常拒绝和同龄的男孩子一起玩耍。
长大成人之后，与人为善的本性表现得越发强烈。
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施予人恩惠，如果有任何麻烦的工作，他总是自愿承担，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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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夏礼在中国》是圆明园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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