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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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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鸦片战争

一、国际国内形势

自满族贵族定鼎中原至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清王朝虽然经

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但中国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

炮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地变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这也

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艰难地进行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

变化，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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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对外扩张

作为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标志，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了反对封建旧制

度的起义，取得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成

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对内

对外的剥削与掠夺，扩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经济

不断发展。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英国实行了以蒸汽动力

和机械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到１９世

纪３０～４０年代，各主要工业部门已普遍采用机器生产，大大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

法国是西欧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早较充分的国家之一。

到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封建制度

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桎梏，终于在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

九年（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广大群众

参加的摧毁封建制度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法兰

西共和国。这是一次比英国革命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在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取得了反对英国殖民主

义的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以后，为资本主义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独立初期，经济远比英、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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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但由于摆脱了殖民枷锁，加上领土不断扩大，资源十分

丰富，欧洲移民不断涌入，又从亚非各国掠夺大批劳动力，从

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逐渐成为工业强国。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荷兰、英国、法

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相继完成了资

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的广泛开展，带来了生产力的革

命性变革。纺织、冶金、采矿、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的不断涌

现，火车、轮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相继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迅

猛发展，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

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暴露了资本

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资产阶级从工业革命中获得了巨额

利润，广大工人却遭受残酷的剥削，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丧失

了劳动的机会，落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劳资之间的矛盾日趋

尖锐。于是，资产阶级除了对内继续吮吸工人阶级和劳动人

民的血汗外，采取对外扩张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

新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借以摆脱经济危机，追求贪

得无厌的利润。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成为资本

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使古老落后的国家先后被卷入了资本

主义的漩涡之中。

英、法、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葡萄牙、西班牙、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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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拉丁美洲进行疯狂的掠夺，使

一系列国家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亚洲各

地。早在１７世纪，英、法殖民者就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侵略

据点。后来英国排挤了法国，并加紧向印度内地鲸吞蚕食。

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整个印度实际上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成

为英国向东方侵略扩张的主要基地。在印度沦为殖民地的过

程中，与中国毗邻的一些国家，也先后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

略和威胁。在所有的侵略活动中，英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五年，尼泊尔、锡金、不丹，或者被英

国吞并，或者受英国控制。道光十五年英国武装入侵缅甸，逼

使其割地、赔款、通商，同年，又侵占了新加坡。１８３５年，英国

迫使暹罗（今泰国）与其签订了通商条约，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又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法国也不甘落后，它于１８世

纪８０年代，通过帮助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政权镇压西山农民起

义，乘机渗入越南，攫取特权。这样，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

周边国家，有的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

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

至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早已成为新老殖民主义者觊觎

的重要对象。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更是垂涎欲滴，并

早就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１６年（清乾

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年），美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先后
—４—

清宣宗旻宁（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为大使，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他们提出允许英国官员

驻北京，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无

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１８３２年（道光十二年），英国

东印度公司又密令大鸦片商胡夏米乘“阿美士德”号间谍船自

广州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半岛、山海关等地，

对中国沿海进行历时半年的带战略性的侦察航行，详细探测

了港湾、水道和季风规律，实地侦察了各地驻军和炮台的数量

和质量。１８３５年（道光十五年）７月，胡夏米在给英国政府的

报告中提出：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

他还对舰队的编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和行动季节等提出了

具体建议。１８３８年（道光十八年）７月，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

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３艘，窜到珠江口，再

次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侦察活动。英国之准备武力入侵中

国，已昭然若揭。

（二）清王朝的衰落

清朝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正

朝。１８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危机逐渐加深，清王朝的统

治由强转弱，逐渐走下坡路，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这种社会

危机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５—

清宣宗旻宁（下）



１．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清朝统治者掌握全国政权以后，

初期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明末清初

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

始增长。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

和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不仅如此，进入１８世纪以

后，土地兼并活动又呈加剧趋势，愈来愈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

王公贵族、权臣新贵、豪绅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手里，广大农民

有的只有很少的土地，有的完全丧失了土地，成为佃农和雇

农，承受苛重的地租剥削，或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富者田

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

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加上人口增长很

快（从１７４１年至１８３４年全国人口由１．４亿增至４．１亿），耕

地面积却增加很少，水旱等自然灾害又连年不断，以致粮棉生

产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这样，就使劳动人民进一步陷入

少衣缺食、挨饿受冻的困境，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２．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这种腐败首先表现在皇室的

骄奢淫逸之风日盛一日。每遇皇帝出巡和皇室婚、丧、寿庆，

都大讲排场，挥金如土。此外，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

劳民伤财。不仅皇室如此，文武百官也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

迷的生活。伴随奢侈糜费而产生的另一弊病，就是整个官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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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勒索、贿赂公行之风盛行。有句民谚说：“贪不贪一任州

官，雪花银子三万三。”这是对官场贪污腐败情形的生动写照。

由于大小官僚热衷于敛财纳贿，贪恋禄位，以致政治上苟且偷

安，墨守成规，各项政务日形废弛。嘉庆年间，翰林院编修洪

亮吉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大小官员无不“以模棱为晓事，以

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夫

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

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

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官吏的腐败

对国家的严重危害。道光朝时，有人写词讽刺说：“仕途钻刺

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

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

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鸦片战争前夕，福建著名诗人张

际亮在给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信中指出：“今之外吏岂惟讳盗而

已哉，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

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状。”由这样一批尸位素

餐、庸碌贪婪的官吏当政，怎能励精图治、卫国安民！

３．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封建

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阶级矛盾也就日趋尖锐，以致１８世纪

下半期至１９世纪初，全国由边远地区到中原腹地，农民起义

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起，爆发了历时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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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遍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５省的白莲教起义。时

隔９年，山东、河南、直隶又爆发了天理会起义，部分起义武装

潜入京都，攻打皇宫，使北京城陷于一片混乱。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年），湖南、广东又发生了瑶民起义。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

年），接连发生了山东赵城人民起义、湖南武冈瑶民起义、四川

凉山彝民起义和贵州谢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规模不等的起

义，既具有反抗阶级剥削又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特点，标志着

社会危机的深刻化。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大大削

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促使清政府进一步采取“安内重于攘外”的政策，对于迫在眉

睫的外敌入侵未予重视，最终陷入“内外交困”而又无法解脱

的窘境。

４．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清王朝由盛变衰，除上述诸因

外，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政府所以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害怕国内反清势力与采取武力掠

夺手段的外国殖民者结合，危及其统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

是主要的方面，则是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使封建统治者滋生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

思想。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

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正是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

他们企图闭上国门，用与世隔绝的办法维持“天朝上国”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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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结果适得其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

的衰落，束缚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阻碍了对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外国情况的了解和对世界先进

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它不仅不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和

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相反，在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与文化等方面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最终被动挨

打，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后患。

二、英国发动战争

（一）战争的酝酿

林则徐受命赴广州禁烟，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

英国，正酝酿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英国政府于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派遣律劳卑为驻广州

的商务监督，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过去只有代表商人的大

班，转身变为代表政府的监督。当时，外国人把这看成是“英

国对华自由贸易这一场新剧的第一幕”。接着，英王下了三道

敕今，规定道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１８３４年４月２１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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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印度公司大班们对贸易和商人的管辖权，交由行将上任

的律劳卑监督管理；并且要“设置一个具有刑事及海上法权的

法庭，开庭地点定为广州或在广州的任何一只英国船舰上，由

总监督暂时担任裁判长”；“授权各监督征收每吨两个先令的

吨税”。这三道敕令，露骨地侵犯了中国主权。其中领事裁判

权是英国政府多次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一个重要特权。

外交大臣巴麦尊发布的特别训令，指示律劳卑男爵不可“在他

对于此事未经过缜密考虑之前，即依据敕令组织法庭”；“不得

把英国的兵船开入虎门口，除非由于非常的情况而有此需

要”。表面上看来，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根本上是和平的”，

实际上，这些训令，都打了战争的活结。律劳卑后来在中国采

取的每一个导致战争的步骤，都可以说是符合美国政府训令

的。所以，马士说：“仅仅十多个字的一小段辞句中，巴麦尊子

爵放进了燃烧炸药的信管”，这看法是符合实际的。炸药爆

炸，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律劳卑于六月初九日（７月１５日）抵达澳门。他是以全

权大使的身份来华的，并且于次日以”公函”形式向总督呈递

信件。这行动本身就违反惯例，未建立外交关系的两国，不通

知对方而擅自派出政府代表，显然是藐视对方主权的表现。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清政府强烈的反应。连马士也认为：“英政

府并没有发给律劳卑一件凭证，以便呈递中国君主或其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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