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七年第十期

今

鸦片战争前英国四次遣使来华

刘 鉴 唐

少

卜

鸦片战争是中英间第一次正面冲突
,

但中英间

的交往却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两个多世纪就开始了
。

其间
,

英国国王曾先后四次遣使来华
,

但四次通使

的目的均未达到
,

竟成了后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

诱因之一
。

远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 (1 5 6 5一 1 6 0 3年) ,

东方中国的富庶
,

就 巳成了冒险家东来
.

寻宝
”

的

动力
,

这在莎士比亚的 《第十二夜》
、

《温莎地方

的风流娘儿们》等剧作中多有披露
。

尤其是 1 5 8 7年
1 5 9 2年的英葡亚速儿海战中

,

在英国截获 的 墨 西

哥
、

葡萄牙商船上
, ‘

载满了对华贸易 的 秘密 物

品
,

(吕苏译
.

《牙鸟片东渐史》
,

第6 5页)
, “

价值

将超过 200 万比索
” (朱杰勤

:

《中西文化 交 通 史

译悴》
,

第20 3 页)
,

;宝更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市场

的欲求
。

因此
,

英困在大破西班牙
“

无敌舰队
” ,

夺得海上称权后
,

决定遣使来华
。

一5 9 6年 (明万历神宗二
一

十四年) 7 月 1 6 日
,

女

王伊丽莎白修国书一封致 ,卜国皇帝
,

并选派其皇室

近臣罗伯特
·

都德里等三人为大使
,

率规船 三 艘
,

携国书往聘中国
。

国书云
: “

⋯⋯实现两国通商
,

有利无害
,
以其所有

,

易其所无
,

各得其所
,

‘可乐

不为? 互相扶植
,

利归吾民
,

想陛F必有同心也 !

⋯⋯谋二国之亲善
,

稗商业之兴隆所以报也
,

惟陛

下实照鉴之
一

(H a k lu y t
·

R
:
《T h e P r in e ip a l

N a u ig a t io n s ,

V o y a g e s , T r ffig u e s a n d

D is e o v e r ie 吕 o f E n g lis h N a 七io n 》
, 一9 0 3

-

1 0 0 5 ,

第1 一卷
, 4 1 7一4 2 0页)

。

遗憾约毖
.
三艘人使

盼
“

行至中途
,

遇咫 风 而 没
.

( (及燮
:

《中西

纪事》卷 1 3 )
。

此国 转原文为拉
一

丁文书写
,

至今仍

存于伦软阜家图 铃馆
。

代是英国国 侧书一次遗使来

华的情况
。

至[l了
一

1 八世纪后半期
.

英国由
二

l
: 仁业革命的成

功
.

海外贸易的发展及殖民地的扩大
.

使其迅速变

成实力雄厚的殖民国家
。

英人独霸航业
,

各国商贾都

要唯英国马首是脑
。

在英人眼咀
.

这东中国在贸易

上仍是一块未开恳的处女地 (马士
:

《东印度公司

时华贫易编年 史》
,

第 1 卷
.

第2 9 页 )
。

尽管乾隆

皇帝于1 7 5 7年发出
“

闭关
‘

上谕 ( 《清高宗实录》

卷”2)
,

英国还是由东印度公司出面
,

丁
“1 7 e。年向

中国政府提出乞改粤海关腐败
、

贪污
、

勒 索 等 五

弊
.

以求得正常商业交往 ( 《清史稿
·

英 吉利》)
.

但清廷上下却认为仪是
‘

英人奸 究
, , ‘

心 怀 l亘

溅 ( 《清史稿
·

李侍尧传》)
·

遂置之不理 ,

英国商 人急于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
.

只好另琳

途径
,

于是有 17 8 了年 1 1月30 日英王训令加茨喀慷匕
校为公使率使团往聘中国 (《编年 史》

.

第2 卷
,

第16 页) 之行
,

旨在
‘

缔结一项北京
一

与伦 教之 间

的商业联盟
,

做为国家的主要目的
’

(普里 查德
.

《十 七
、

八世纪英中关系》
.

第九章 )
, “

使团之

第二目标在获得商业特权
.

将英国贸易伸展于华北

各埠
.

而助公司在
一

人陆上与劲敌之竞争
,

而使伦软

成为欧洲方面华货分播之中心
”

( 《中外关系史译

丛 》
,

第 , 92 页)
。

然而甚为遗憾
.

这第 一
、

次 英 使

来华竟}叹人使病死航海途 ‘11而流产
。

中英贸易 ‘11的英)j’人超
.

使英国商人 如 坐 针

毡
.

他们除去开始使川罪恶的鸦片贸易来补偿贸易

逆差外
.

事隔四年
.

又选派了一f扭更币要的人物作

为英国肚华全权特使
.

进行第咐次 i方华
。

他
,

诚是

英皇空沂臣
、 ’
与德位斯省省 t之乔治

·

马 卜与左l己 0-JJ

爵
。

特使马 卜特尼
,

副使斯当东 」
飞17 9 2 年0) } 2 引 1

离开英港朴茨茅斯
。

翌年 9 月 17 日在热河班署山庄

万树园参加乾隆皇帝八
一

} 寿辰
,

并
“

与北京磋商扩

大商务特权及开放新埠
’

(普里查德
:

《英东印度

公 司与来华大使 马卡特尼通讯录》
,

第一部分) 。

使困向中国提 }1、丁乞请贸易 11 条 ( 《中 西 文 化 交

通 史译锌》附 录部分 )
。

毯 11 条实际 J之英 国 对 1 50

多年的中英贸易的总结
,

也是英使来华 目 的 之典

谛
。

但当时的清 工朝回绝 了英人 所有沽 求
,

以为
“

天朝物产丰盈
.

无所不有
,

原不藉外夷货物
,

l
’

J通

有无
.

(梁廷 将
. 《粤治关志

·

贡拍只》巷2 3)
。

特

使离开巾国前夕
.

又
.

最后请求舟山
、 ‘

卜波反
,

).1 津

之开放
,

〕牛诸求允咋在北京设
一

价仓
.

1
一

l在舟山从

J
、 一

州附近占子j不 i赞防I了Ij 互十11分离的小岛 l
’

). 为留易之

)11
”

(普里查德
:
《中英初 期 关系之紧 张 时 期

.

1 7 5 0一 1 8 0 0 年 》
.

第3 4 8 页)
,

;互一 1褚‘
;
}花亦遭了

,‘乙 . 1几扎i

绝 ( 《清高宗 尖录》卷 1理3 5 )
。

使臣丫. 华讯留近半

载
.

一无颐获
.

士幸悻返巨q
。

川世纪初
,

伴随英国对外自由贸易 发 展 山 而

仕大起来的英国私商
.

在英一 中 一 印
一

英的

三角贸易中的作川日趋玉要
,

威胁着英 王 及政 府

支持下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 、同时
,

英美之间的

矛盾在对华贸易中的连锁反应亦很强烈(w
·

w
·

柔

充义
: 《欧洲使 节来华考》)

。

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办

法是
.
扩大中国的贸易市场 (岁梅什

·

杜特
: 《英属印

度 经济史》
,

下开 )
。

为此
,

181 6年 6 月
,

英王派出以网



历 史 教 学

幸

太 平 夭 国 的 刑 法

史 式

太平夭国的刑法称为夭法
.

例如 《天情道理书》中说
. “

他跪在殿下
,

心怀忿恨
,

言答不逊
,

得罪夭

父
,

大干夭法
,

是以拟成死罪
,

请旨处决
。 ,

龚又村 《自怡 日记》中记载太平夭国的官员说
: “

倘有匪徒

混充夭民
,

在乡掳掠民财
,

许尔等捆送到官
,

以凭夭法究办
. ”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之前
,

没有制定刑法
,

只以拜上帝会的教规
“

十款天条
”
和

“

太平条规
”

(包括

驻军与行军之营规) 作为军律
,

以惩治违犯军纪者
.

这些
“

夭条
”

和
“

条规
”
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

缺

少据以定罪的具休条文
.

因此
,

在定都天京以后
,

太平天国便制定
“

军民两管
”
的

“

太平刑律
”

多条
.

但

是原件至今尚未发现
,

我们只能从有关史料的介绍中窥见其大略
.

大致
一

是
:
凡是违犯刑律要处以死刑的共

有六十二条
,

处以点天灯和五马分尸的各三条
,

处以斩首的五十六条
.

张德 坚 《贼 情 汇 纂》卷8 中说
:

“

虽赌博
、

演戏
、

口角
、

打架
、

饮酒
、

吸鸦片
、

吃黄烟
、

私藏金银
、

剃刀
、

(因私 藏剃刀者
,

有剃发潜逃 之

赚)
、

口出怨言的
,

都斩
。 ”

这并不是敌 人夸大其词
,

在太平天国自己文书中也有因 口 出怨言等过错而被处

死的事例
.

太平刑律中
,

除死刑外还有枷杖
.

枷的轻重没有明文规定
,

杖责则自五板至三千板不等
.

几处

枷杖的都是生活小事
,

稍重的过错就处死刑
.

看来太平夭国的刑律失之于重
,

过分地扩大了犯罪的范围
.

不过太平国前期
,

对于处死刑的案件
,

有办案程序的规定
.

即办案官员把案卷报送候
、

王
,

层 层 转

达
,

经过夭王洪秀全批准
,

再由翼王石达开交给冀殿刑部尚书盖印
,

才能到夭牢中提犯人处决
.

在严刑峻

法之中
,

还存有审懊的用愈
.

夭京内江之后
,

石达开远征不返
,

连 这 个 规 定也被取消
.

到了后期
,

朝政 铆
日非

,

官制混乱
,

在外诸王各自为政
,

严刑峻法
,

有增无减
.

夭王洪秀全为了立威
,

可以不依任何刑律
,

任意杀 人
.

他的后妃因为不滇触怒了他而被酷刑处死的
,

为数不少
.

他自己所写的 《幼学诗》 中说
: “

夭

朝严肃地
,

咫尺滚夭威
,

生杀由天子
,

诸官莫得违
. ”

各级官员也都学他的样子
,

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任意

施刑
.

例如侍王李世贤的队伍因点名发现有个士兵也叫李世贤
,

点名的官员认为这 是犯讳
,

即 拉 出 来处

死
,

这实在太无道理
.

千王洪仁歼看出这种严刑峻法将会失去民心
,

一再呼吁立国必须立法
,

主张把传教的教规
,

治军的军

律
,

治国的法律严格分开
,

整顿吏治
,

限制特权
.

但是从洪秀全起
,

握有实权的诸王都迷恋可
:

封建特权
,

作威作福
,

对洪仁环的建议完全不感兴趣
,

自然更谈不上去实行
.

总之
,

太平夭国的刑法弱点甚多
.

一是过于粗疏
,

缺少具体规定
,

使 人无法可依
.

二是过于严酷
,

些

须小事
,

不教而诛
,

难以使人信服
.

三是不分对象
,

军民两管
,

对惩恶劝善无法做到合情合理
.

至于后世

的各级官员作威作福
,

滥施酷刑
,

丧失人心
,

更是造成太平天国覆亡的一个 承要原因
.

〔更正
:

木文标题误排人上期 目录
.

特此更正
,

并l川作者
、

读者致歉
。
〕

美迁二德为大使的使团第四次来华
。

清廷和使团在京

城为渴见嘉庆皇帝时是否要行
‘

三跪九叩
”

的满族

跪拜礼而发生争执
,

嘉庆帝
“

恶其借事搪塞
.

弃髦

皇命二 盛怒之下
.

谕
‘

英夷入贡
,

因不 能 行跪

拜
’

(魏派
.

《海国图志》
.

卷52)
. ‘

诏将贡物

发还
” . ‘

遣返回国
.

( 《清代备庆 朝 外 交 史

并》 ) 。

阿 美 士德一行愤愤返英
.

曼彻斯特
、

利

物浦等地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一片 反 华 叫嚣
.

疯狂

鼓吹发动侵华战争 (《峡年史》
.

卷 3
.

第2 99 一

302 页)
.

要求政府用武力才」
‘

刀
几

中国人门
。

从 15 9 6年英王首次遣使
,

到 18 17年第四次来华

英使归国的二百多年间
.

英国人曾从商业
、

文化
、

传教
、

外交等多方面进行了百余次打人中 国 的 尝

试
.

其中花费心机最著者
,

莫过四次遣使来华
.

虽

然每一次的尝试都失败了
.

但却为他们继续打进中

国提供了
‘

经验
’ 。

从这点土说
.

1 5 4。纽间鸦片战

争的爆发也不是偶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