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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

内容概要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
跪磕头？⋯⋯
本书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和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
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天下唯
一的文明国家”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本书以翔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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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兰·佩雷菲特，生于1925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学者，法国《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席，曾担任
过七任部长，在法国政治界和学术界都颇有影响，属于法国传统上博学多才、思想敏锐、视野广阔的
一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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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无感觉。12
2、看完刘半农先生《乾隆英使觐见记》后再看的，故步自封这个词可以概括许多，天朝上国的梦还
没醒。
3、详实有趣，乾隆和珅那段看笑了。
4、当天下唯一最文明的国家遇到世界上最强大的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中国的近代以来的
至今的历史就是答案。
5、四星半吧
6、马嘎尔尼东游记。欧洲人对中国粉转黑的详细记录。各种小细节有意思，书很厚，略啰嗦。感觉
讲这个事情压缩在300页内就够了。
7、每个篇章总会顺带一笔黑老毛，总是黑的很精彩。不过英国人的观点在世界的角度上看是先进的
，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又略显片面。算是一本不错的书。
8、不错，很丰富

9、帝国将永远停滞下去
10、冗长，马嘎尔尼出使的过程以天为单位呈现，巨细靡遗。可怜的是当时拒绝现代化体系的傲慢今
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再次复苏。
11、真是傲慢与偏见，时代的悲剧已不可追悔，开放、多元、宽容、革新，非如此无以将老大帝国变
为少年中国。国之大势，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以五步十步，尚可遥相呼应，对答通话，若百
步千步，则不啻天壤之别，无从谈起，彼口中之上游美景美色，下游之人宁可知乎？
12、随时忍俊不禁。偶尔的法国人调侃英国人，真是极富乐趣。在翔实史料基础上，观察和分析都很
有洞见。
13、作者写实的内容把我亦带回那18世纪末的时期，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外国人一样来看看那个时候
的我们。我们早已忘却的我们。翻译人员真的是把这本书转换为了中文，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个外国
人写的啦，很不错。
14、很期待女性馆推荐栏里还有什么好书。
15、看外国人写中国的历史总是感觉怪怪的，从《邓小平时代》到这本书可以看出外国人对于历史书
籍的谨慎，各种殷实的史料。下一本该看《天朝的崩溃》，无缝对接！
16、从外域的眼光看乾隆盛世，马戛尔尼访华后的一部著作，不过对于和珅，却是非常中肯的一个评
价，还原了一个能臣和珅。
17、开放中国不要再走上那条治与乱的无休止循环了！
18、18世纪末的英国不但自视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怀着对中国古老
文明的向往，一队战舰载着700人的使团和高科技礼物来到中国，想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这支使团没有
在大海迷失，却被天朝几千年不变的礼俗击沉了，英国人失望而回，中国错过了机会，也一定会错过
这个机会。
19、博学～～
20、自傲让华夏万年长存，也让满清几百年荣光荡然无存。
21、天朝的不变性
2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帝国的自我封闭即意味着衰败的开始，中间的所谓盛世也不过是回光返照
罢了。
23、描述当年两国碰撞的具体过程～值得再读，毕竟只是太少，感悟不深
24、皇帝将其政权建立在少数人掌握知识、多数人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艺术使群众永远愚
昧无知，转而对少数掌握知识的人无限崇敬，使人民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
生活中认为世上惟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25、此书篇幅不小，精华是根据现存中西史料整理出的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始末，尤其路上的遭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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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详尽至极，引人入胜，与今日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从未离开，事实上，佩雷菲特进行了大
量的古今对比，很多议论读来颇为尖锐，当然，有些也未免过苛了，此外他对中国落后原因的分析还
是不够深入
26、一个法国人站在中立的角度 在呈现中英双方就1793年那次会见的记录的同时提出了尖锐的提问。
27、文笔不错、叙事性强。
28、刚开始看的时候嫌弃墨迹~再看看就觉得~擦~这说得我大天朝啊~真特么犀利~
29、作者为了突显他手里翔实的史料而写得太罗嗦了
30、慢慢讀完了，外國人在敘述這段故事的過程中，漏出了各種微妙的嘲笑。
31、教科书里对于马嘎尔尼来华的介绍只有一句话，看这本书可以更全面了解一下。
32、“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33、上个月看完 一直想写点什么 结果写到一半写不动了 这书让我又重新思考了下几年前聚会中讨论
的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侵略性国家？”也让我重新审视中学历史课本上“闭关锁国”这四个字 历史
有闹剧悲剧喜剧乌龙剧 半推半就无知无觉也就过来了 真应了螺旋上升曲线前进那句话 我越来越相
信28定律 2在推动上升前进 8大多都是一笔糊涂账 让历史更扑朔迷离 而那个10可能就是叶文洁了⋯⋯
34、1792年，马戛尔尼勋爵带着700人的豪华使团从英国出发，借着乾隆八十大寿的名义，来中国谈判
，期望打开这个市场巨大的帝国大门。然而，西方人眼中已经没落的大清，不仅傲慢地拒绝了他们的
全部建议，而且让这个新兴的海上霸主感到了难以置信的羞辱⋯和平谈判失败后，鸦片战争似乎只剩
下时间的问题
35、读的是mobi...今年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读完发现生活中很多人的状态和两百多年前的人还是如
此相近，或许这就是民族性的一种体现...天朝与外国的差别很多是扎根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即便是全
球化，也不见得能让两个世界的人更好的懂对方，大小事上仍会出现各种碰撞和摩擦，甚至是鸡同鸭
讲...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总更倾向于宣布自己的正确性...作者总是不忘捎带脚黑一下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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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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