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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

内容概要

本书从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角度, 探讨鸦片战争前中西史关系史的演变。通过商人及传教士与早期在华
英文媒体、“自由贸易”的渴望与广州体制的冲突、从对抗走向战争、关于鸦片问题的辩论、中国形
象的重新建构、《中国丛报》与中国研究等几个方面的研讨, 希望能够丰富人们关于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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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义雄，1962年生，安徽桐城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
关系史和中国基督教史。曾出版《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
究》“开端与进展：华南基督教史论集”《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等
著作，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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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英两国政府后来都没有同意上述所谓“协议”的条文。但当时，琦善迳自在1月23日同意
割让香港，义律随即在1月26日宣布占领该岛。对此，在华英人及其媒体都没有什么异议。义律在被巴
麦尊撤销驻华商务监督和全权公使职务，黯然回国之前的一切行为，几乎都遭到英人报纸的批评，在
此不一一赘述。 《中国丛报》作为美国传教士所办的刊物，对鸦片战争同样全神贯注，密切注视。当
义律与琦善的谈判与协议的消息公布后，《中国丛报》也发表了评论。该刊表示，英军“对任何岛屿
的占领对我们来说都是应该反对的”；但同时又说，“接受这一协议在全权公使这方面是极大的宽容
”，显然，作者也认为义律并未利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谋取足够的利益——虽然可能是从另一个角度这
样看。该刊还对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表示怀疑。在评论1841年4、5月份广州军民的抗英斗争时， 《中
国丛报》的评价是： “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和残忍无情在最近的（中英）决裂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其
官员不管会遭到什么苦难，人们也不会同情他们。”就在英军对广州和中国其他地区发动军事进攻时
，《中国丛报》展望未来，重复裨治文和英人报刊都说过的话： “中国必将屈服或者崩溃”；还说，
“其政府的排外精神，其官员的欺诈和背信弃义的行径，与所有的正义和理性原则是不相符的。我们
猜测， （英军）强大的增援力量就要到了，现在这个世界有正当的理由期望，大不列颠将采取必需的
行动，以在这个帝国和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在其他国家之间通行的以寻求互利互惠
为目的的自由交往的原则和习惯，必须在这里得到承认和确立。缺少这些原则和习俗将无法适应时代
的要求，也无法满足千百万英国对华远征观察者的期待”。在该刊其他的连续不断的有关战争进程的
报道和评论中，这类指责中国的抵抗行动，支持英军侵略的言论，还屡屡出现。到此时，这份一度颇
能主张正义、反对鸦片贸易和批评崇尚武力倾向的传教士主办的刊物，其对待中英战争的态度，已经
与英国人的媒体毫无二致。 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和英军司令璞鼎查，以及新任英军海军司令威廉`帕克
（William Parker）于1841年8月抵达澳门。义律的在华使命就此宣告结束，从而使他和英国商人群体之
间长达数年的怨恨纠缠告一段落，虽然在报纸上还偶尔可以看到对他的讽刺和嘲笑。1841年后的《广
州纪事报》上，有关对华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评论大为减少，占据大部分版面的是有关英国“远征军”
的各种消息，以及有关战争和谈判进程的各种文献。 在这段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份报刊对美国
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麻省历史学会就中英战笋所做的演讲的评论
。《中国丛报》发表了亚当斯演说的全文。编者在文后的按语里说，之所以全文刊登这一演说，是因
为它说出了英中战争的“优点”。

Page 5



《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

编辑推荐

《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尝试对这些报刊进行较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从一个以往人们
未曾关注的侧面，来观察和认识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历史性巨变。多年来，有关中国近代新闻史
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作，有些也对这些报刊有所介绍，但据笔者孤陋之见，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的
学术成果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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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思想文化史 
2、史料挖掘
3、终于看完了，其实跟当年的毕业论文关系不大~结构规矩，史料也挺扎实，就是罗列之余观点建树
不多，大部分一言以蔽之：商人为主的群体在报刊阵地上为鸦片战争及其后的利益索取做了舆论准备
。
4、作为一个曾经在媒体工作过，现在家人就在媒体写社论的人，我一直非常好奇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看待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文章。how serious they are，他们又真正的影响了多少人，或
者是反映了多少人的声音。我们在研究近代报纸的时候，又应该有怎样的路径。
5、论文合集
6、中国形象之初步建构，对华战争舆论之演变。荣幸拿到了吴义雄老师的签名，五星好评。
7、所谓在华英文报刊更多的是指在广州的英文报刊，由此来考察鸦片战争之前“自由贸易”与“广
州体制”的冲突。开发了大量英文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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