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夏礼在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夏礼在中国>>

前言

　　中国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观念的转变。
晚明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
表示世界观念的是“天下”这个概念，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中国加上四夷的天下。
这样思考问题似乎是有其合理原因的，自先秦到晚明，中国就一直都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在陆上有参
天可汗之道，从海上则是万国梯航来朝。
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按照晚明人的算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所谓
“声教广被，无远弗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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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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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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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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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扬子江上1842　　1842年6月，香港变得异常繁忙，军队的运输船来往于港口之间。
6月2日，“贝利斯尔”号和第九十八军团一起抵港。
科林·坎贝尔和第九十八军团中尉威妥玛都在船上。
此后的40年间，威妥玛和巴夏礼同中国的关系日渐密切。
当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他们俩将成为英女王驻中国朝廷的大臣。
两人也从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发展为一生的挚友。
　　6月5日，9艘运输船在“北方之星”号、“黛朵”号和”毒蛇”号的护送下驶往北方。
巴夏礼在日记里写道：“最后两艘巡洋舰非常漂亮。
”“看‘黛朵’号调头，押送着运输船出发，真是令人振奋的事。
”看着江面上的热闹场景，巴夏礼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凯佩尔上尉的邀请了。
　　6月12日，星期日，巴夏礼忙着收拾马儒翰的箱子，并——搬放到“女王”号的甲板上。
晚上，他进入船舱，“很快就在箱子上睡着了”。
“女王”号将出发去战争打响的地方。
璞鼎查和他的私人秘书马尔科姆少校、伍斯南博士、马儒翰和亚当。
艾尔姆斯里都在船上。
巴夏礼的同行者都是达官显贵，而且，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水手。
巴夏礼在他的日记里轻描淡写地记录了这一切，他总是那么谦逊，不喜欢自我夸耀。
6月14日晚，他们离开香港去澳门。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选择在夜晚起锚是极其正确的，因为他们刚好避开了暗礁，否则对船只造成的
损坏将难以预测。
当巴夏礼一行到达的时候，厦门已经在英国船舰的炮轰下毁于一旦，整个港口挤满了帆船。
在如此鲜明的比照之下，邻接的鼓浪屿岛反而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地方”。
英国驻军曾在那里待过3年。
18日，“女王”号已经在舟山群岛的怀抱中。
“这里美极了，岛上覆盖着青葱翠绿的树木，与身后贫瘠的海岸相比，美得惊人。
”然而，巴夏礼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欣赏自然美景，必须立刻上路。
在岸上他结识了罗伯聃先生。
21日，巴夏礼一行转乘“普如托”号去上海。
上海是巴夏礼所接触的第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城市。
他从小生长在内陆的城镇，几乎没有见过沿海的独特美景，所以他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十分深刻，完全
被眼前的景象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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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夏礼在中国》是巴夏礼的生平传记，也是理解当时英国对外方针的读本，还可以被当成展现
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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