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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中国纪行》

前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
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
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
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中
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
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
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
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
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
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
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
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
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
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
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
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
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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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中国纪行》

内容概要

海军上尉雷奥保罗·帕吕·德·拉·巴里耶为《远征中国纪行》一书作者，《远征中国纪行》著
于1863年，从官方的角度讲述了那次远征，后经海军大臣兼殖民大臣同意，《远征中国纪行》得以出
版（出版该书的皇家出版社为法国当时公认的官方出版社）。
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帕吕在他的叙述中将全部荣誉赋予了海军和海军司令。《远征中国纪行》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一批关于法英两国海军军队编制及兵力组成情况的表格，更是无价之宝。
无论是作为一名作家，还是一名海军军官，亦或是一名评论家，帕吕对陆军和陆军将领毫无赞誉之词
，这也使帕吕遭到了过于维护法国海军并夸大海军作用的指责。
帕吕的叙述很有分量，通读《远征中国纪行》全书，不见任何浮夸之辞以及偏执的爱国热情，这种分
量完全来自于他严谨的态度和丰富的史料。而且，帕吕对中国人某些特征的点评也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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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洁莹，女，1976年生。199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语专业，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代表译作有《死亡之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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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序二　伯纳·布立赛序三　王道成序四　陈名杰内容提
要　伯纳·布立赛第1章一、法英两国政府确定进行联合军事行动二、法英两国部队组建、集结、出
征三、陆海两军军事指挥权分离第2章一、沙内少将执掌海军指挥大权期间的战争形势二、远征军进
行集结：法国军队驻扎吴淞，英国军队驻扎香港三、远征军集结准备登陆作战：法军驻扎芝罘，英军
驻扎大连湾第3章一、白河沿岸炮台沦陷二、河道打通，天津被占三、被某些欧洲人请来上海的叛军
遭联军就地镇压第4章一、远征军挺进北京，在两次交战中击溃清军。海军在白河口严阵以待，确保
部队行军二、咸丰帝仓皇出逃满洲，清政府与联军签订和约三、对华远征的特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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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中国纪行》

章节摘录

　　海军在对华远征中所起的作用　　至此，对华远征作战计划基本确定。我们可以预见，在这场战
争中，海军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运输部队与军用物资，它同样也需要深入前线作战。没有什么困难
是我们不能克服的，虽然海军原本的任务要轻松许多，战船只需负责运输海陆军用物资而已。从努鲁
儿虎山山脚至黄海之滨，平原一望无际，河道纵横交错，当我们仔细端详这片土地之时，就会发现海
军不但可以进入其中，甚至还可以深入腹地，它将在这里起到双重作用。战争的本质决定了海陆军权
的分置将是必然。　　对于四大作战部署的初步研究　　9月末，海军大臣与陆军大臣收到战备分析
简报。10月3日，在对远征军筹组计划进行研究之后，阿穆兰上将向皇帝陛下提交了第一份战备报告，
这份报告简述了半个月之内取得的成果。其中有些问题业已解决，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悬而未决。　
　1859年10月3日问题汇总　　海军陆战队需征兵1600名；组装可拆卸式炮舰所用的炮管截面需向法国
企业订购；在伦敦出差的海军工程师富格诺与半岛东方航运公司进行接洽，委托该公司将远征部队从
苏伊士运至中国。这家代理公司在合同草案中提出两种运输方案：使用快速蒸汽船队或混合运输船队
进行运输。如果使用大功率的蒸汽船队，煤炭供应必须跟上。但是，这在当时无法保证。反之，假如
从红海到黄海之间的航程主要依靠以帆船为主的混合船队，那么为避免逆向季风，船队必须绕行赤道
以南才可顺风航行，而季风一般要持续到三月底。因此，不管何种情况，势必有所延误。所有军用物
资由1艘军舰、4艘大型帆式驱逐舰、10艘800～900吨级的大型帆船即可托运完毕。海务省租用了近百
艘商船将大量的食品、煤炭和备用物资运往中国。所有商船将在上海集结，大量运输至华的物资也将
储藏于此。上海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但是市容肮脏，暴民聚集，且极难人港。大量远征军集结于此，
势必滋生事端。为防患于未然，海军大臣收到命令：“恳请驻中国公使馆专员科雷克沃斯基伯爵代为
寻找比上海更加卫生和更为合适的港口。”（引自1859年9月备忘录边注）　　对于四大作战部署的再
度研究，海军上校布热瓦和里布上校奉命前往伦敦　　几天之后，这些最初的研究报告有了更加完整
的情报。1859年10月18日，海军上校布热瓦与陆军上校里布被派往伦敦。前者由阿穆兰上将派遣，后
者由朗东元帅委派。布热瓦上校之前已去英国执行过几项使命，之前的研究让他在英国海军中颇有名
声，这将有助于他完成此次任务。里布上校是陆军大臣的首席副官及其办公室主任。两者都负有相同
使命。他们此行目的在于确定法英联军在中国战场集结的时间，明确若干数据并签署一项作战协议。
法国皇帝考虑到长途运输困难重重，决定将远征军人数从14000人减至10000人。　　布热瓦上校指出
芝罘作为军事基地和北塘作为登陆地点的多重优势　　布热瓦上校受到了英国海陆两军的殷勤接待，
很快圆满完成任务。在一本讲述对华远征备战的回忆录中，他指出在芝罘（烟台）建立军事基地以及
从北塘右岸登陆作战具备多重优势。而这些判断后来也得到了事实证明。　　购买三艘快速蒸汽巨轮
用于运输炮舰　　法国政府决定购买三艘快速蒸汽巨轮：“威悉河”号、“日本”号和“欧洲人”号
，这样就保证了可在适当的时机将炮舰运抵中国战场。这些巨轮每艘价值二百万法郎左右，法国政府
准备拨款六百万。但是，最后实际付款为四百五十万法郎：“威悉河”号造于（加拿大）赫尔、“日
本”号造于（荷兰）安特卫普、“欧洲人”号造于（英国）格拉斯哥。三艘巨轮均在法国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之后，冠上法国名号，被列入舰队名单。　　在对军事基地的选址及远征军兵力配置情况进
行研究之后，布热瓦上校开始思索英国海军司令部及其内阁将派何人作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据此
也可看出当时法英两国的分歧。　　何种观点将最终在圣詹姆斯内阁及英国舆论中占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在获悉大沽惨败的消息之后，英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狠狠教训中国，然后迫使北京朝廷签
订和约。但是考虑到英国商人的顾虑，以及担心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落败，内阁改变了初衷。海军司令
部部分上议员以及一些曾在中国海域服役的将军认为进军北京对在华欧洲侨民而言意味着毁灭，因为
他们认定进军北京必定成功。人们普遍赞同前香港总督J.F.戴维斯爵士在其著作中记载的一种在亚洲广
为流传的看法：太平天国起义及1840年远征暴露了清王朝的软弱无能，这是有目共睹的。当时英国国
内普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赞同对华远征，另一种则不赞同。圣詹姆斯内阁在此问题上犹豫
不决，可以说直至1859年10月，从英国远征军对华备战的大量工作中丝毫显现不出英国政府夺取天津
的意愿。　　如何给这次战争进行定位？此次远征性质与1840年和1842年截然不同，当时已向中国政
府正式宣战。而此次远征旨在避免打击报复；挽救通商；封锁长江和白河，切断生机，等待北京妥协
。正如几位英国将军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想法最终在圣詹姆斯内阁占据了上风，而且英国舆论也普遍
认同。　　法英两国对远征的不同看法　　当部分英国民众从国旗所受的侮辱中清醒过来之后，开始
关心起他们的物质利益，不再坚持对华远征，尽管军队已经开始行动。法国正好相反，只有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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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中国纪行》

人持这种观点，大部分人仍坚持对华远征刻不容缓，“我们要深人中华帝国，超越所走之路；远征的
全部魅力，皆源自于一个神奇的字眼：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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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中国纪行》

编辑推荐

　　海军上尉雷奥保罗·帕吕·德·拉·巴里耶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从官方的角度，以一个海军军
官独有的视角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
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远征中国纪行》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一批关于法英两国海军军队编制及兵力组成情况的表格，更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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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研究部队序列的可以多看看。
2、详实的战争日志，向150年后的我们很好的还原了那次历史事件，但稍有枯燥。
3、彼时欧洲人之缜密令人瞠目。算下来也读过数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在战争之一项从未见如欧洲人
这般行事和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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