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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前  言

按我们的教材，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当然也有怀疑

的——比如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王朝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旧秩序的衰落，而中国旧秩

序的衰落至少不会早过1864年，即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所以他认定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如果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

作为近代历史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史发端应回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

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则中国的近代史似应开端于19世纪后半

期。这里且不论中国的近代化起于何时何事，单论距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之后，我

们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是否已被拉丁化”之类的课题，

这种历史的吊诡对我们不能不构成刺激：我们的现代化何时才能完成？后鸦片战争

时代何时才是个尽头？！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正像电视剧《篱笆、女

人和狗》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一切还是老 

样子。

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仅是“剿夷”或者

“讨逆”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战争。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

会骚扰他了，自作多情地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咸丰做了皇上，比他

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

态而已，但是仅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

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最终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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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事件的一些当事人，在条约签订后，随即就把自己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

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没有起码的探究兴

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

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

“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A位居大清决策层的耆英找到的

一个原因竟然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

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B真的是很搞笑，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

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

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对美国的民主制

度表示了一丝羡慕，重点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提倡，理论上虽然是正确

的，但是天朝无人接受；二十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

在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夷人之“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其实，此

后的国人似乎也一直没有搞清楚）。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

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

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

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

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这样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长敌人之威风

灭自己之志气的，那它在天朝的命运就很不济了，随后被天朝封杀，受了二十年 

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时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

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大清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

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

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

经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

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翼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

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

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对清政府

A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69页。

B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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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

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实际上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盛世幻

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

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

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

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

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A

问题是，英国不理这种警告，很不给天朝的面皮，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

可恶的是，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经过明治维新的小日本也学着西方的小样，

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

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世界第六至第八位之间，

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B。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

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

中国海军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

还学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绪皇上在康有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国终于开启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诉求的维新运动。而此时，

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三十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

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

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对应地称为寡妇了）利

益，一棍子把这场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

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

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作态丧失了耐心，带着人民意

愿的革命派要动手了……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

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

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鸦片

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

A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B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1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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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

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

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

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

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进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

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

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总之，如此这般，大清这

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

用不着回头！其实，有时在前进的道路上回回头，也是一种智慧，因为历史与现实

均需要对于走过的每一步做出反思。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

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了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历史的罪恶虽然无所谓

有效与无效之追诉期，但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怜的，

或者说是很有限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

▲ 神秘紫禁城。是的，大清朝的骨子里确实贴有“不要摸我”的警告牌。不过还是有人敢摸，而且

是先摸后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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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条件的同情。”A 

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

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

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

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

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

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

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

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

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

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

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

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

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现代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

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做了一场又一场的春梦：

春梦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

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

“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对此，暂且不说“举国

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

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

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

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

A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0年版，第 2页。



1840:
大国之殇

6

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

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

那样的体现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

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可能“举国一战”？倒是民众

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

春梦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

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

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

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A他的意思是，大清国军队完全可以“游

击”战，但他没有建议实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略。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

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

所以腐败无能、欺世盗名之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国民甚于防贼寇。据魏源的《道

光洋艘征抚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奕经的幕僚臧纡青向奕经建议：从山东、

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

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

必败。他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新中国的学者胡思庸，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写过

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也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来对付英夷。一看写作年代，

我们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战争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

所提出的战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

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B林公这一招，顶多

是兵勇壮勇战，与臧纡青一个意思。林则徐比臧纡青还要歹毒的一个意思是，利用

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C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

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

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

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D。这种幻想，已是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综合了，他可能把

道光皇上误认作真正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了吧？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民众战争。这家伙1831年去世，他的

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B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C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D  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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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战争论》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为军事圣经。天朝的蒋琦龄、臧纡青和林则徐

等人，应该无缘看到此书；马、恩、列、斯、毛对此书都专心研究过；不知杨国桢、

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过？克劳塞维茨认为，民众战争是对战争的扩大和延续，采

用民众战争可以扩大力量，但他并没有忽略民众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话，

政府可以利用民众战争，但是，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专制的

末世王朝，搞民众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天朝的人民，军事上的组织和技术

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嘛？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春梦之三：他们遗憾清政府罢免了林则徐这样的清官能吏。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

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

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政府的传统致命缺陷。黄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同。如

果说政府有毛病，则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

织和技术造就的巨大空洞。鉴于诸多原因，咱这里就不对这些史者点名了，只想点

明，他们这种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则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为魏源幻想得最为典型，

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

可。”老实说，魏源搞出了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

成林则徐呢？林则徐的娘倒是生了两个儿子，但林则徐只有一个。一个娘都生不出

俩林则徐来，沿海守臣与当轴秉钧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则徐呢？ 

蒋廷黻先生很厚道，他没有难为林则徐的爹和娘，而是顺水推舟，在《琦善与

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

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说得对，据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当时他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

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A

林则徐都没办法了，当代一些中国学者却挤着眼睛愣是不服气，煞是奇怪！至

于闽浙总督颜伯焘，起初也是个大大的主战派，下车伊始，即言对英和、抚皆不善，

唯有剿而已。甚至有“无敌可剿，恨敌不来之语”。B问题是战争一开场，他老先生跑

得比谁都快，净身出逃，衣服财物都没来得及拿。过后跟张集馨闲谈，“畅论英夷船

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C，这让张集馨感叹老颜前后判若两人。不怨

老颜前后判若两人，只怨老颜领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军的组织技术，跟林则徐

A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

B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C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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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服不行了。

虽然认定全国官员尽如林则徐也不行，但蒋廷黻先生还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

要被罢。不过他的立足点高人一等，他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

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

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使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

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

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廷黻先生想让大清政府服输，用心良苦，认为天朝服输后就会早些开始维新。

不过，果如他所言，不罢林则徐，林则徐战则必败。但是国人会不会因此而服输，

则大可怀疑。因为天朝之所以为天朝，就在于它永不服输的那种执拗与蒙昧。天朝

什么时候服过输？可以说，天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对西方不服输，西方夹着尾

巴打天朝，天朝翘着尾巴挨人打。天朝头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翘在天上。这就是天

朝的风度！天朝一直以来就是这般搞笑，骨子里充满着悲剧与可笑的基因。

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

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

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

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以过去对抗未来，相当于婴儿战巨人；

空间上讲，那是用寡人对抗群雄，相当于只手战群狼，如此情形下，还幻想前者战

胜后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现在，让我们咳嗽一声，打断大家的梦境，进入那纷扰的历史现场，去观摩一

下这场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吧！

▲  直到灭亡，大清朝仍

沉浸在“万国来朝，

百夷朝贡”的天朝幻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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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1840年至1842年，大清帝国的道光皇上很郁闷。

拥有四亿人口、九十万常备军、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江山的天朝上国被一个小女

人领导的蕞尔小岛上的蕞尔小国给打了，被迫签下了不情不愿的《南京条约》。这个

小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后来被称为“欧洲的祖母”；这个蕞尔小岛叫大

不列颠岛，全部国土面积仅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广西；这个蕞

尔小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称英格兰，或曰英吉利，全部人口仅

四千万，陆军十四万，加上用于内卫的国民军，总共拥有二十万的常备军。

身为帝国的法人代表，道光皇上不郁闷能说得过去吗？大清，一直以全球老大

自居。现在可好，突然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不知名的英吉利，频频来大清国

门口骚扰；骚扰还不算，竟然带着仨瓜俩枣的人马闯进来了；闯进来还不算，还逼

我大清签订一个什么劳什子的条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南京条约》，我们都习惯叫它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叫不平等呢？

签订的程序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程序不公正。打个比方，即使您是

出于好心，比如要白给我一百万两白银，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我不同意，您愣给，

俺不接您就打，逼俺接了，那就叫不平等，欺

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嘛。

条约的实际内容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

这叫实体不正义。《南京条约》总计十三项条

款，有割地、赔款、释放英囚、赦免汉奸、大

英与大清国体平行、五口通商、废除广州行商、

制定新关税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如何不平等，

还真不好掰扯。蒋廷黻先生曾经概括过，当时

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它的眼里，

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所以大清所谓的

平等，就是其他国家都得在它面前装孙子，都

得三跪九叩，都得认大清为老大，否则不叫平

等。英国政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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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经典：“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大清，就是动

物庄园里要求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要求不来这个更平等，对大清来讲，那不就是

不平等了吗？比如通商，虽然英国流行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天赋人权、自由贸易也

是人类的天赋原则，但是大清承认什么天赋人权和天赋原则啊，它只承认天赋皇权

与皇权绝对的原则。比如闭关锁关、垄断贸易、明税之外交不完的杂税，那都是我

天朝内政，你爱来不来，来了还嫌俺不够自由并逼俺一道跟尔自由，成何体统？买

卖要双方情愿，非得与俺做生意，羞也不羞？比如释放英囚，我们古代有两国交兵

不斩来使的规矩，可你这英囚是俘虏，是放下武器的敌人，对你还讲什么人权？“40

万赵卒统统活埋”那是俺的优良传统。不管你是兵是民，反正只要是英国人俺就统

统地抓，高兴了，还可以学两江总督裕谦，对英俘剥皮抽筋并用这皮筋制个马鞭，

管得着吗？比如赦免汉奸，虽然我们肃反汉奸搞得有些扩大化了，被英国人雇佣的、

会点英语跟外国人见面就“黑搂”的、和英国人做过生意哪怕就是卖西瓜给他们的、

包括一听英国人要打进来就卷铺盖想跑的市民百姓，统统被我们整成汉奸了，但再

怎么扩大化，对付的也是俺家羔羊，跟尔何干？更严重的是，大英与大清从此国体

平行、官员平等，照会上凡出现道光皇上要抬格两字的尊荣，维多利亚女王也得享

受，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也得按官职平行对待……

真是反了天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哪受过这等鸟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李星

沅看到《南京条约》的钞本，割地赔款他不怎么郁闷，他最郁闷的是“夷妇与大皇

帝并书”这一条。臣子郁闷，道光皇帝更郁闷，堂堂的大清皇上，沦落到与一个“黄

毛夷妇”平起平坐的份儿上，这脸可是丢大了。可怜的道光无缘看到亲历这场战争

的英国海军上尉宾汉所著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如果他看到了，可能得心绞痛的，

因为这个英国大兵在作战记的末尾洋洋得意地宣布：“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否认中国

已经俯伏在英国女王的脚下！”“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A

我晕，俯伏还不够，还俯在人家黄毛夷妇的脚底下，道光皇上要吐血了！老脸

往哪儿摆？还怎么好意思“皇上圣明”？

事实上早在签订条约的三个月之前，道光就开始屈尊，不耻下问了。他在扬威

将军奕经的折子上，批了几条批语，希望他的大将军能给他一个完满的回答。有关

英国女王这么个黄毛夷妇，他问得最仔细：“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

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B

这问题问得，那是相当地弱智。问题是，这么弱智的问题，别说奕经回答不

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 ~ 318页。

B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 ~ 17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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