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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不像许多人那般幸运，他们在历经苦难完成一部著作后，可以长舒一口气。
自1992年年初起，我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感到甜），终于完
工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
鸦片战争则不然。
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
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
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然而，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
我因此也常常自问，我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　　二、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着对以
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
就研究的过程而言，当属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就研究的结果而言，应是离历史真实更近。
然事过境迁，一个半世纪前的人和事，与今有着层层历史隔膜。
　　我居住的地方，名皇城根，与紫禁城仅一箭之遥。
从西窗中望去，昔日御花园景山上的万春亭，在夕阳下隐隐闪亮。
我在位于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时，因中午闭馆也常常在宫中闲荡，坐在“金銮殿”前
的汉白玉阶上遐想。
我也去过圆明园旧址，望着那些已无痕迹据说在航空照片上依稀可辨的中式园区。
空间距离的接近，常使我感到时间跨隔的缩短。
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
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三、本书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的。
14年前，我投先生门下为研究生。
他指导的第一篇论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兵力》。
自此，我对鸦片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
毕业后，师生多有交往。
他一直鼓励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也暗冀获先生作序。
可因工作关系，一直无暇动笔。
1989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终有供我支配的时间，导师却已于1988年仙逝。
缘此，尽管真正展纸动笔仅两年，但搜集史料、思考问题却已经超出10年。
导师为我作基，我却无缘索序。
今天，我自序时，心中一直在想，这本书能否让他满意，渴望得到他的批评。
可天堂距人间却是那么的遥远⋯⋯　　凡此三者，仍感到压在心上，尽管我已经写完了这本书。
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对鸦片战争颇有心得。
十几年来，我们多次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使我受益非浅。
本书始动手，他又提议两条：日注重人物命运，日解释历史现象。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
。
由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
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因之而努力。
稿成，他又首先阅读，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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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本书不会是此模样。
交久谊真，无需言谢，在此记之。
　　感谢武汉大学李少军先生。
日人佐佐木正哉先生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应是必读之作，可我不识东洋文字。
李少军先生为我提供了译文。
感谢今日已成同事的郦永庆先生。
他是《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之一。
我因抄档有限且未校对，他提供了尚未印就的所编史料底稿，缓我一时之急。
感谢同一师门的杨国强先生，阅读了部分文稿。
他那提意见的技巧，使我顿然体会出自己的不足。
感谢亦为同师的朱金元先生和唐克敏先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成为我能如愿完工的一大动力。
　　我心中最为感激的，毫无疑问是在我之前作了充分研究且对我颇有启示的诸位先生。
因我参考的文献较多，此处无法一一恭录。
我已将拜读他们大作的收益，敬录于注释之中。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请原谅我踩在你们的肩膀上⋯⋯　　以上感谢，并无推卸责任的意思。
本书的一切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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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
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天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宁》（1995）、《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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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数量上讲，清军水师舰船也有数百艘之多；从种类上讲，清军战船样式亦达数十种；但是，其
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船小。
清军最大之战船，其吨位尚不如英军等外级军舰，清军安炮最多之战船，其火炮数量也只相当于英军
安炮最少之军舰。
至于其它的弱点，当时人亦有清醒的认识。
闽浙总督邓廷桢对此作过评论，除未涉及舰船的帆索、航速等技术外（很可能邓廷桢未有航海经验，
对此不甚了解），对船体的质量、火炮的数量、炮手的安全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的比较。
他的结论是：“船炮之力实不相敌”，“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
　　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此时也造出过比战船更大更坚固的远洋商船。
这里就涉及到邓奏中提到的“部定则例”。
清朝的战船样式大体是在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并用“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等条规确
定其样式和修造军费。
这就自我限制了战船的发展。
各地没有更多的钱去制造更大更好的军舰。
为了保持水师战船对民船的某种优势，清朝又反过来规定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民船出海时火器、粮
食、淡水的携带数量。
这么一个循环，严重滞碍了中国的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
　　即便是如此落后的水师师船，其完好在航率仍是很低的。
例如，鸦片战争前，福建水师共有大小战船242艘，除去修理未竣、应届修期、被风击碎者外，在营驾
驶者118艘，在航率仅48.8 %。
又如，浙江定海水师镇共有战船77艘，遭风击碎、修理未竣者达30艘，在航率仅61.2 %。
　　中英舰船水平的悬殊差距，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敢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迫使清军
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
这种由装备而限定的战略决策，实际使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英军凭借其强大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此中利害关系，后文会介绍。
　　由于鸦片战争中清朝的上下无不认识到清朝水师绝非英国海军之对手，大多主张在陆地，尤其是
在海岸进行防御。
防御工事的地位因此而凸显出来。
　　清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有两种，一为城，一为炮台。
　　城的防御设施，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等。
这些工事的情况与功能，久为人们所熟悉，且有今存的遗跻可增添人们的感官认识。
城的攻防战，为中国古今的主要作战样式，更况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攻城战，仅三次（广州、乍浦、镇
江）。
因此，这里不打算分析城的防御体系，而放在后面结合战斗作具体评论。
　　海岸炮台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最主要的防御工事，而这些炮台今已不存，人们对它也缺乏感性认识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一长卷，名《闽浙海防炮台图说》。
它细致描绘了福建、浙江所有海防炮台的具体样式。
这里选一幅曾在鸦片战争起过作用的浙江乍浦西山嘴炮台之图。
　　该图的文字说明为：“西山嘴筑实心圆炮台，周围八丈，高一丈五尺，垛高三尺，安炮八位。
台后筑围城，周围二十丈，高一丈二尺，内盖官兵房屋十二间，安千把一员，兵三十名。
”又据这一长卷，闽浙各炮台设炮4至10位不等，守兵20至50名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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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不像许多人那般幸运，他们在历经苦难完成一部著作后，可以长舒一口气。
自1992年年初起，我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感到甜)，终于完工
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
鸦片战争则不然。
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
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
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然而，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
我因此也常常自问，我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二、《天朝的崩溃》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
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
就研究的过程而言，当属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就研究的结果而言，应是离历史真实更近。
然事过境迁，一个半世纪前的人和事，与今有着层层历史隔膜。
我居住的地方，名皇城根，与紫禁城仅一箭之遥。
从西窗中望去，昔日御花园景山上的万春亭，在夕阳下隐隐闪亮。
我在位于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时，因中午闭馆也常常在宫中闲荡，坐在“金銮殿”前
的汉白玉阶上遐想。
我也去过圆明园旧址，望着那些已无痕迹据说在航空照片上依稀可辨的中式园区。
空间距离的接近，常使我感到时间跨隔的缩短。
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
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三、《天朝的崩溃》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的。
14年前，我投先生门下为研究生。
他指导的第一篇论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兵力》。
自此，我对鸦片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
毕业后，师生多有交往。
他一直鼓励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也暗冀获先生作序。
可因工作关系，一直无暇动笔。
1989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终有供我支配的时间，导师却已于1988年仙逝。
缘此，尽管真正展纸动笔仅两年，但搜集史料、思考问题却已经超出10年。
导师为我作基，我却无缘索序。
今天，我自序时，心中一直在想，这本书能否让他满意，渴望得到他的批评。
可天堂距人间却是那么的遥远⋯⋯凡此三者，仍感到压在心上，尽管我已经写完了这本书。
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对鸦片战争颇有心得。
十几年来，我们多次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使我受益非浅。
《天朝的崩溃》始动手，他又提议两条：日注重人物命运，日解释历史现象。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
。
由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
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因之而努力。
稿成，他又首先阅读，多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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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天朝的崩溃》不会是此模样。
交久谊真，无需言谢，在此记之。
感谢武汉大学李少军先生。
日人佐佐木正哉先生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应是必读之作，可我不识东洋文字。
李少军先生为我提供了译文。
感谢今日已成同事的郦永庆先生。
他是《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之一。
我因抄档有限且未校对，他提供了尚未印就的所编史料底稿，缓我一时之急。
感谢同一师门的杨国强先生，阅读了部分文稿。
他那提意见的技巧，使我顿然体会出自己的不足。
感谢亦为同师的朱金元先生和唐克敏先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成为我能如愿完工的一大动力。
我心中最为感激的，毫无疑问是在我之前作了充分研究且对我颇有启示的诸位先生。
因我参考的文献较多，此处无法一一恭录。
我已将拜读他们大作的收益，敬录于注释之中。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请原谅我踩在你们的肩膀上⋯⋯以上感谢，并无推卸责任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的一切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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