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
“
世界的 中国

”
了

。

仅如西藏高原和 印度洋中国海的深渊
,

永远尾不可 飞越的天然 门户
,

ù 那 么
,

一切洋鬼子郁给滚出去
,

让我们关上大门
,

维持着
“
光荣的孤

但是不能
。

总之
,

不管我们愿意也罢
,

不愿意也罢
,

中国— 中国到底是
“
世界

的中国
”
了

。

中国是
“
世界的 中国

” ,

世界却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

近代的一大怪物— 资本帝国主义— 用本国和技民地内整千整万

平民的汗血和枯骨作基拙
,

建造起一座大厦
,

这就称作
“
文明世界

” 。

“
文明世界

”
的外表 原是光辉灿烂的

,

但是内面和底层
,

却充满了丑恶
,

肮脏
,

黑暗和崎呕不平
。

… …

…… 称为现代的奇迹 的科学发 明和技术进步
,

并不能造成
“
世界乐

园
” ,

却产生 了战争
,

抹夺
,

饥饿和失业
。 ·

一
可是

,

历史到底是在不绝地演进着
。

… …

… … 和这 “
文明世界

”
对峙的另一个世界

,

己建下 了墓拙 了
。

… …现

在他们正在赶工建造一座新的大厦—
以平等自由作栋 梁而 不以汗 血

枯骨作础石的大厦
。

… …

我们的后面是坟墓
,

我们的 前面是整个的世界
,

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

明大道去
,

这需要勇气
,

雷要毅力
,

— 但尤其需要知识
。

— 摘自 《世界知识 》 仓
,

!刊辞 ( 1 9 3 4 年 9 月 1 6 日 )

} 冠于本文篇首的上引几行题句
,

是从老一辈政论家胡愈之先生于半个多

世纪前
,

为 《世界知识》 杂志所写的 《创刊辞》 中摘录出来的
。

这几行话
,

深

谕地揭示了
“

中国龙
`

世界的中国
, ,

这样一个精确的命题
。

确实
。

自鸦片战

净以后
,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 “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
,

迫使

}:
’ : : .

:}{}
}天朝帝国与地上的琶界接触

, 。

①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
。

` .
:
’ “

沁
.

胡愈老这篇遗著精辟地概括了其中的奥秘
:

二千余年前建造的万里长
’ `

双
`

们城
,

抵挡不住近代的进攻武器 ; 老祖宗那一套锄头犁耙
,

比不上最新式的电

l耕机和联合机
,

原始的手工业
,

抵不住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 ; 张天师的灵符
,

班禅喇嘛的经咒
,

孔老夫子的微言大义
,

都不能抵挡经济侵略的狂潮
,

挽救
l不了农村没落的命运… …

l 这里所概括地描述的
,

正是鸦片战争以后
,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

饰
纪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的一幅图景

·

我们作为祖国的儿女
,

不得不为之惊叹
:

我

:” 们这个文明古国
,

如今毕竟落后了
,

而举国人民则正陷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

面对着这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
,

该怎么办呢 ? 怎样才能使祖国摆脱这个
,

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上去呢了

胡愈老说
: “

这需要勇气
,

需要毅力
.

一一但尤其需要知识
.
”

正是这样
,

这提示多么明确
。

它启迪我们
,

必须获得真知灼见
。

我们灿山.h



迫切需要了解这个世界
,

认真 了解这个包括祖国

在 内的客观客观世界
,

从而重新认识 自己的祖

国
。

我们要睁开眼睛来看世界
,

向世界寻求知识
,

寻找真理
.

这里所说的世界
,

是指外国
,

指西方
,

亦

即句西方国家学习
,

籍以改造和建设这个贫穷落

后
、

灾祸连年
、

民不聊生的封建闭塞的旧中国
,

拯

斯民于水火之中
.

这是时代赋予祖国儿女的伟大历史使命
。

我

们的先辈确实是这样探索着干的
.

关于这
,

毛泽东 主席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曾如

是说
: “

为了使国家复兴
” , “

自从 1 8刁0 年鸦片战争

失败那时起
,

先进的中国人
,

经过千辛万苦
,

向西

方国家寻找真理
。 ”
②他还列举了洪秀全

、

康有为
、

严复和孙中山
,

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

寻找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
。

而近代史学老前辈范

文澜先生则认为
: “

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
。 ”

③并且说
,

林则徐是
“

举起反帝斗争旗

帜的第一人
。 ”

④这些提法无疑地都是正确的
。

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
,

鸦片战争后
,

最早到西

方学习
,

而又最早有计划地成批带领中国学生到

西方留学的人
,

却是容阂
。

他成为中国近代 留学教

育事业的真正开拓者
。

他在美国出版的 自传《M y

L i f e in O i n a a
dn A m

e r i ca 》被译名为《西学东渐记 》
.

他得风气之先
,

为祖国开辟了一条支
一

接 , J西方学

习
,

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教育
,

寻求新知
,

寻找真理

的渠道
,

尽管受到处沂
,

其影响仍然是深远的
。

可

以说
,

这是继林则徐的
“

开眼看世界
”

之后
,

为祖国

进一步扩大视野
,

打开向世界了望的一个巨大的

窗口
。

从林则徐的
“
开眼看世界

”

到容阂的
“

西学东

渐
” ,

无疑地是个新发展
,

是个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林则徐的
“

开眼看世界
” ,

毕竟为当时民 此件所限
,

只能靠译述书报及向来

华外国人了解一些西方世界的情况和科学技术
,

间接买到一些外国船炮及工业产品
,

知识面有一

定的局限性
,

既不完整
、

不全面
,

也缺乏系统性
,

更

谈不到人才的培养
.

而容成灼
“

西学东渐
”

则不然
,

它是直接学自西方
,

取自西方
,

其根本之图是向外

国派遣留学生
,

有计划地成批地直接从外国培养

近代化的科学技术人才
,

吸收其科学与民主的新

思想
、

新文化
。

正如同他对工业化的主张
,

认为建

厂首先必须从购置工作母机入手一样
,

对中国近

代化的设想
,

则认为必须
一

首先从大造派迫留学生
、

培养人才入手
。

这是很有 见地的
。

因为这是中国近

代化变革的关键所在
。

因叱
,

其后倡导反帝反封建

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声物
,

如孙中山等
,

大都是

归国留学生
,

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事了 ;也因此
,

他

这些主张
,

一直受到清朝封建顽固派的阻挠
、

反对

和破坏
,

也就不足为怪了
。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
,

使中

国成为
“

世界的中国
” ,

从而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开

眼看世界
,

寻求祖国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知识
,

此

乃客观形势所使然
。

毛泽东主席指出
,

那时先进的 中国人认为
,

“

要救国
,

只有维新
,

要维新
,

只有学外国
。 ”
⑤因

此
,

从鸿片战争失败那时起
,

就一直掀起了向西

方 向世界
,

甚至向日本
,

寻求知识
,

寻找真理的热

潮
,

向外国学习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

派遣留学

生之多
,

达到 了惊人的程度
。

这显然同林则徐的
“

开眼看世界
”
和容阂的

“

西学东渐
”

— 开创留学

教育事业
,

密切相关
。

然而向外国学习
.

派遣留学生
,

向世界寻求知

识
,

寻找真理
,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

横在它面前的

是种种困难和阻力
,

最显著者有二
:

其一是以清王朝中的王公贵宵和封建官僚为

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
,

他们根本仇视民主和科学
,

斥骂民主为
“

无父无君
” 。

攻击科学为
“

奇技淫巧
” .

因而竭力反对提倡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

学或新学
,

深怕这种新思潮
、

新文化— 那怕只不

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和文化
,

会冲垮其

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没落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

化
。

当年
,

同治朝
,

首席大学士樱仁就曾在奏折中

极力反对向西方学习
,

反对
“

奉夷为师
” ,

认为延聘

外国人当教习是
“

上亏国体
,

下失民心
” ,

强调
“

立

国之道
,

当以礼义人心为本
” ,

视天文算学为末议
,

即不讲习
,

于国家大计
,

亦无所摄
。 ”⑥

这种昧于世界大势
、

违反历史潮流的愚蠢无

知的狂妄论调
,

稍为有点常识的人看来
,

也会觉得

是十分可笑的
,

但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
,

却奉之为
“

金科玉律
” ,

由此可想见其一斑
.

7



其二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深怕先进的中国人

学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思想文化
,

使中

国变得富强独立起来
,

从而有碍于它们力图把中

国变为其殖民地附属国这个侵略目的
。

为了这个

侵略目的
,

它们需要的是
,

对中国人进行殖民主义

奴化教育
。

它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拥

有科学技术的近代化的发达国家
。

当年先任英国

驻华参赞 ( 158 0一 18 8 6 )
,

后任驻华公使 ( 18 9 2一

159 5 )的欧格纳 ( s i
r N i
hco 俪

R丈减 ,c d e k o
’

。 on
r
)说

过
:

让中国
“

机器进 口
,

恐非西方国家之福
” , “
今若

以我英国向来制造之物
,

而令人皆能制造
,

以夺我

利
,

是自作孽也
. ”
⑦即是之故

,

直至今日
,

西方国

家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
,

依然十分重视保密
,

视为

禁区
,

落后国家想从西方国家引进尖端技术
,

学到

一点确实有用的东西
,

真是谈何容易
。

怪不得毛泽

东赞许先进的中国人
,

说他们向西方学习
,

寻求知

识
,

寻找真理
,

是经过千辛万苦的
。

事实确是如

此
。

从林则徐的
“
开眼看世界

”
到容阂的

“

西学东

渐
”

即反映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
、

认识世界
、

走向世界
,

确是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厉程的
。

作 为钦差大巨的林则徐奉命到广东禁烟之

前
,

对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
,

特别是
,

对于他与之

打交道的对手— 英国
,

是否有所认识
,

有所 了解

呢?

自然
,

象他这样一个博学多闻的人
,

对于离他

年代不远的清人关于西方国家情况的著作
,

稍远

者如康雍年间陆次云著的哎八珍译史 》和 《泽史纪

徐 》
、

陈伦炯著的《海国见闻录 分
,

近之者如乾嘉年
间郁永河著的《裨海纪游 》

、

庄廷粤著的
《海洋夕卜国

图 编 》
,

以及谢清高口述
、

杨炳南笔录的 (海录芳等

书
,

他无疑都已读过
。

但是这些书所能提供的引国

知识
,

毕竟极为有限
。

因此
,

他自己已深感不足
。

到

广东后
,

更痛感于
“

沿海文武员弃不谙夷情
,

震于

英吉利之名
,

而不知其来历
。 ”
⑧其实

, “

不谙夷情
”

者
,

又何止
“

沿海文武员弃
” ,

连整个
“

中国官府
”

也
“

全不知外国之李
,

又不询问考求
,

故至今中国仍

不知西洋
. ”
⑨林则徐的知交

,

当年任台湾令兼海

防同知的姚莹也说
: “

而吾中国
,

曾无一人焉 留心

8

海外事者
”
L

。

可见当时清廷举国上下
,

对于中国

以外的世界
,

都是茫然无知的
。

正唯其
“
全不知海外之事

” , “

不谙夷情
” , “
不

知其来历
” ,

对于英国殖民主义政府在鸦片贩子和

政客的策动下
,

如何阴谋破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
,

进行战争讹诈
,

推行炮舰政策
,

策划对中国发动侵

略战争
,

是毫无所知
,

全无警觉
,

并无戒备的
。

在敌

舰压境的情势下
,

昏玻的清廷居然还幻想着
“
万年

和平
” ,

采取屈辱投降的所谓
“
羁糜

”

政策
,

妄图笼

络住敌人
.

象这样腐败而又愚蠢的封建王朝
,

安得

不败 ?

这个昏玻的清王朝
,

一向虚骄 自大
,

贪图苟

安
,

自吹
“

天朝物产丰盈
,

无所不有
,

原不藉外夷货

物
,

以通有无
。 ”

@消廷满以为如此闭关绝市
,

顽固

地僵持其传统的锁国政策
,

这样就可以关起门来

做皇帝
。

事实上这只能是幻想
。

马克思精确地说
: “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

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
,

不顾时势
,

仍然安于现

状
,

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休系之外而孤

立无依
,

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

白己
,

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

斗中死去
” 。

L

范文澜对此也有很中肯的剖析
。

他 说
: “

这种

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
,

支持了满清川:府传统的闭

关政策
,

也养成了满清政府的顽固昏玻思想
,

这种

政策和思想反过来又巩固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停滞

性
。 ”

L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
,

就在于他能保持着清醒

能头脑
,

能够从清廷这个闭关 自守的死胡同里走

出沐
.

,

睁开眼睛来看世界
。

用范文澜的话来说
“

林

则徐不同于一般的保守分子的特色
,

就是他愿 忿

了解外国国情
”

。 “

鸦片战争以前
,

中国已有资本主

义的萌芽
,

在外国资本主义浸略的刺激
一

下
,

一小部

分地主开始有转化的倾向
,

林则徐正是这种烦向

的代表人
. ”

L

确实
,

林则徐是 这种转化倾向的一个代表人

物
.

但是
,

同样有此种倾向的又岂止林则徐一人袱

例如
,

林则徐的同乡好友张际亮
,

当年就认为
,

再

也不能
“

闭关绝市
”
了

。

他在《 上卢厚山宫保书》中

说
: “
窃英吉利以鸦片耗敝我内地

,

天下 皆知其害

也
。

今日之势
,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源
,

则唯有

因势补救而已
。
”

L明眼人都已看出
,

清廷还想关



起门来当皇帝
,

事实上已不可能
。

客观事态的发展表明
,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
,

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国
,

迫切需要

向海外倾销其大量产品和掠夺原料
,

扩展其贸易

市场和殖民地
。

恩格斯说
: “

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

相称
、

工业 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
,

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
。 ”L

恩格斯所说的这些国家
,

包括中国在内
,

正如

上引胡愈老所指出的那样
,

都抵挡不住资本主义

新兴工业国这种机械化生产的工业品的大量倾

销
,

不能抵挡住这经济侵略的狂潮
,

挽救不了手工

业和农村没落的命运
。

这些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发展
,

已不能局限于

其 国内市场
,

必须开辟并扩大其海外市场
,

掠夺殖

民地和战败国
。

所以
, “

不管我们愿意也罢
,

不愿意

也罢
,

中国— 中国是
`

世界的中国
’

了
” 。

因此
,

即

使不是为了破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
,

英国资产阶

级殖民主义者
,

依然是要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
,

策动一场侵略战争的
。

法 国科迪埃 (。 dr ier )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 》

里谈到鸦片战争时说得好
: “

要找一个作战的藉口

是很容易的
。

但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
,

却在一个

所谓野蛮国家的君主努力停止一种很不道德的贸

易行动上去找开战的藉 口
,

是不太值得的
。 ”
这里

所说的
“

很不道德的贸易
” ,

指的就是英国向中国

贩运鸦片
,

这是科迪埃对英国鸦片贩子的正义的

谴责
。

诚如马克思所说的
: “

惯于吹嘘白己道德高尚

的约翰牛 (J 比
n B叭

,

英国的绰号 )却宁愿用海盗式

的藉口 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
,

来弥补自己的贸易

逆差
” ,

L从而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永远刻着
“

英国

用大炮强 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

L这么

一 不 光彩的名声
.

连一些正直的英国人
,

例如当

年 j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布道士地尔洼 ( A
·
S

·

卫耐 w al l )
,

也深深感到
: “

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

米 f 莫大的侮辱
” ,

L认识到当年英国政府为了维

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可耻的
。

四

对于 19 世纪巾叶
,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

主义新兴工业国的崛起
,

迫切需要开辟广大的世

界市场
,

不惜用武力打开闭关绝市的封建落后的

农业国的大门
,

迫使中国成为
“
世界的中国

” 。

这样

一个严峻的客观形势
,

不仅虚骄自大的清王朝及

其腐败的王公贵宵官僚顽固派全然不懂
,

就是敢

于
“
开眼看世界

”
的林则徐对此认识也是很模糊

的
。

作为其对手的英国
,

究竞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

在他奉命为钦差大臣
,

来到海防前线的广东之前
,

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过
。

即使往任之后
,

经过一番

锐意探索
,

也未必就能弄清楚
:

英国并非他们传统

观念中的那种
“
蛮夷戎狄

” ,

而是一个经过工业革

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
,

它之所以强盛于庞

然大物的清帝国
,

无非是由于其资本主义先进的

生产力水平
,

远远高于封建主义的落后的生产力

的缘故
。

当年
,

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
,

激于爱国深

情
,

不无感慨地问
: “

彼何以小而强
,

我何以大而

弱 ? ”L然而
,

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里有差距和

问题
,

但却没有找到其根本原因所在
。

尽管如此
,

林则徐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于颓预

无能的清廷顽固派
,

他们敢于冒着冲破言 目封建

自大的所谓
“

严夷夏之大防
”
这个风险

,

居然不耻

下间
,

向外夷— 向西人探求新知
,

通过大量收集

情报
,

采访
“

夷情
” ,

翻译书刊
,

会 见
“

夷人
” ,

以窥察

世界形势
,

了解对方
,

制订策略
。

从而逐渐有所了

解
。

这是闭目塞听的清廷顽固派所不肯为
、

不敢

为
,

也无能为的
。

林则徐的
“

开眼看世界
” ,

诚非偶然
。

他心中是

早有筹划的
,

已理解到间题的迫切性
。

不然
,

就不

可能一到广东
,

立即着手组织人才
,

从事这方面的

工作
,

直至被革职
,

对此始终不渝
,

甚至已被遣戍
,

濒行还念念不忘于此
,

把他所积累的大量资料
,

付

托给知交魏源
,

使之整理辑述成为了解中国以外

的广大世界的宏篇巨著
,

此即日后的《海国图志》
。

这决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所能做到的
。

魏源说
:

林则徐 自去岁至粤
,

日日使人刺探西

事
,

翻译西书
,

又购其新闻纸
。 ”

@这件事 连英国

入也知道
: “
他指挥 他的幕僚

、

随员和许多聪明的

人
,

搜集英国的情报
,

将英国商业政策
、

各部门的

详情
,

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
,

如何赔

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
,

都一一记录
。

… … 这些情

报
,

每 日都先交钦差阅览
,

当他离开广州时
,

已搜

集了一厚轶了
。 ”
L林则徐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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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清帝吴宁说
: “

自臣林则徐到粤

以后
,

先后遣 (游击马辰
、

县垂彭风池 )侦探夷情
,

查访汉奸
,

皆能周详慎密
。 ”
L他还把访获义律

、

士

密等与葡澳门兵头往来的几封密信译呈 星宁御

览
,

并在奏片中强调
: “
现值防夷吃紧之际

,

必须时

常探访夷情
,

知其虚实
,

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 ”⑧他

临离粤
,

还对靖逆将军奕山进言
: “

宜周密探报
”
夷

情
。

告诉奕山
,

他自己
“
近年雇有翻译之人

,

因而辗

转购得新闻纸
,

密为译出
,

其中所得夷 情
,

实为不

少
,

制驭准备之方
,

多由此出
。 ”
⑥

在林则徐看来
, “
了解外国国情

”

—
“

开眼看

世界
” ,

原属份内事
,

是正大光明的
。

然而
,

却遭到

卖国贼琦善之流的反对和妒恨
。

琦善居然厚颜无

耻地说
: “

我不似林总督
,

以天朝大吏
,

终日刺探外

洋 情事
. ”

但他却依靠汉奸鲍鹏以取得
“

外洋欢

心
” ,

终于出卖并断送了香港
。

林则徐深知
,

作为一个被派往海口禁烟
,

经常

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钦差大臣
,

而不了解外国国情
,

昧于世界大势
,

是可悲的
。

他保持清醒的头脑
,

不

但 自己这样做
,

还把自己的经验告诸同济
,

把国外

情报给他们看
,

反映出他谋国的一片忠诚
.

在广

东
,

他经常把这些新闻情报译稿抄转给与他共事

的广东巡抚怡 良看
,

还与之共同分析
“

夷情
”

及事

态发展动向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

从中研究
“

制驭

准备之方
” 。

魏源对此有过很好的总结
,

他说
: “
驭

边在先悉夷情
” 。

又说
: “

欲制外夷者
,

必先悉夷情 ;

欲悉夷情者
,

必先立译馆
、

翻夷书
。 ”
L这无疑地正

是从林则徐的实践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结论
.

应当肯定
,

林则徐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

出色的
,

而且是很富有成效的
。

唯其如此
,

他才能

有效地击败英国鸦片贩子的反抗和粉碎义律的挑

衅
,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

收缴并销毁了将近 2钓 万

斤 (约 2 万余箱 )的鸦片
,

从而使禁烟运动进入了

高潮
。

林则徐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这巨大的

战果
,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
,

就是他掌握了鸦 片贩子

走私贩毒及妄图破坏禁烟运动的全部情况
,

使他

们无所遁形
,

不得不俯首就范
。

可见他的情报工作

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

虎门销烟
,

不仅在中国
,

而且在世界上
,

都是空前未有的壮举
,

是人类道义

上一个伟大的胜利
。

此举当年就已引起马克思的

注意
,

他说
: “

中国政府在 18 3 7 年
、
1 8 38 年和 18 39

年采取了非常措施
.

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

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
、

焚毁走私

的鸦片
” .

公反观今日的西方大国
,

对于禁止包括

鸦片
、

吗啡
、

海洛因等在内的大量毒品的走私贩

运
,

竟然束手无策
,

就更加使人对这个远在一个半

世纪之前的禁烟壮举感到肃然起敬
,

而对那个为

庇护鸦片走私贸易而策动的侵略战争感到可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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