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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遭遇帝国》

内容概要

本书20万字。总共十八章. 本书由海陆权兴衰、传统东亚的贸易格局演变开讲，从全球视野的广度，以
清王朝和英帝国的国家战略较量与经济、军事摩擦、冲突为主线，以鸦片问题的不绝尾声作结束，解
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碰撞真相。是华语著作中第一部以战略学视野全面解读鸦片战争的专著
，并突出陆海权文明的盛衰较量主线。作者前后花了十年的功夫自费研究，四处搜集、梳理史料，甚
至远行千里，赴古战场实地勘查，反复修改，写出了这部著作。

Page 2



《当天朝遭遇帝国》

作者简介

王鼎杰，字止谦。号不悟堂主，网名蒙城漆园守，曾用笔名东海卧龙。祖籍安徽砀山，现居彭城丰邑
。自幼因受家教影响，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深感兴趣、心向往之。及长。不见容于应试制度之中。
乃悠游于方圆之外。师事于彭城大隐姜赞东先生，系统修习国学、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国际关
系学、人文地理学凡七年。曾任某公立省重点高中在编历史教师三年，因痛感于基层教学之缺乏人文
精神和创新理念而辞职。从事于国学普及与专栏写作，现为独立学者，北京大学国学社顾问。近数年
间，在《围棋天地》、《历史月刊》(台湾)、《百家讲坛》、《现代舰船》、《航空档案》、《现代
兵器》等期刊发表历史、文化、军事类文章五十余万字，并有军史著作在海外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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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遭遇帝国》

章节摘录

也可以说，传统中国的辉煌，就是建基在这种陆权基础上的辉煌。不应忘记，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那
一年，中国的GDp总值还是全球第一呢，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不到四亿。今天中国人口十四亿，GDP总
值也不过第三嘛。若以人均言之，则居于巴西、波兰、伊朗、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保加利亚之
后。事实上，截止到地理大发现前夕，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陆权为主流的。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
起到了巨大的阻隔作用。各大文明就像一块块被水晶罩隔开的花草一样，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
循着不同的理数，发展向不同的未来。它们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所耳闻，但始终很少进行亲密的接触。
只有很近的文明之间，会发出些出人意料的火花，比如中印的文化交流，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
期斗争。而这些交流的介质主体也不是海洋而是大陆。相对于控制海上要道，陆地的扩张能更快捷、
更高效地带来更长久、回报率更高的利益与安全。直到一连串不经意的变化的相继发生，才使得世界
大势的发展逐渐经历了一个由陆向海的转向。风起东西洋：当中国推动全球化盛唐时期的中国因为国
力的雄厚和民间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人开始大胆地向远海进军，这一进军就闯出
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航海技术的局限长期制约着航海的距离。但是，当中国人发明了指南
针，并将之运用于航海后，这一难题得到了跨时代的解决。今天的读者也经常使用东洋与西洋这两个
名词，一般系以前者指代日本，而以后者指代欧美世界。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古代，中国人长期
以来对东西洋的定义却不是这样。要知道，所谓东洋指的是日本、琉球、菲律宾和印尼东部，而西洋
范围更大，包括了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西部，并经北印度洋一直扩展到阿拉伯世界。在今天
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定义，所以往往简单地认为，这是古人地理概念混乱所致。实则
不然。正如王尔敏前辈在《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一文中精辟指出的那样，这个概念是和罗盘的运
用密不可分的。②中国古代的罗盘是以天干地支和乾坤交错布列在盘面外缘，形成二十四个方位。其
中，定南北之线就是被地理学界沿用至今的子午线。而中国古人扬帆远航，多以福建的金门、泉州、
福州为起点，故而在起点处定子午线，线西就是西洋世界，线东就是东洋世界。正是这样的一个充满
中国本位色彩的命名和长期传承，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后来这个
命名逐渐被新内容所取代，正表明了中国从海洋的后退，更表明了强大的西风的东渐。到近代，西洋
专指欧美，东洋专指日本，其表现的实质，正是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相继成为新的强权中心，于是乎，
不用他们来争，中国人自己对东西洋的定义和历史记忆便改变了。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战而屈
人之兵”呢？再进一步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西洋内涵的转移又远远早于东洋定义的改变。这更深
一步的表现了历史风潮转移的枢机所在。那么，中国是如何退出这股海权大潮的呢？说起来很无奈，
不是被打出局的，而是自己退出的。朝贡体系与天朝语境要理解中国的出局，必须理解两个概念，一
个是朝贡，一个是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当时的朝贡体系，是封建
格局下，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维系天下和平与政治运作的重要形式。诸侯因中央天子的册封而获得合
法性，并通过周期性的朝贡反向加强天子的共主地位，最终达成一种万邦和谐的互利共存。待到秦汉
建立大一统王朝，郡县制成为新的内部制度，朝贡体系始逐渐外转，一步步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以中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这个向外转的过程中，陆权时代的以大为强赋予了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所
以传统中国才可以恩威并用，将周边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中，中国赋予后者以合法性，后者则通过承认
中国的共主地位获得与中国贸易的资格。这样就产生了宗主与藩属的关系。从政治上看，作为宗主国
的中国，对周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取干涉姿态，而只是在诸如新君即位，策立世子，国君、国母寿诞
等场合出现，给予一种法体的确认。而当藩属国遇到自身难以摆平的难题时，宗主国尚要施以包括军
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支援。如明之援朝抗日，清之代越南剿匪，都是显著例证。当藩属国官、商、民在
中国境内遭遇“风难”时，中国还要为其提供抚恤。从经济上讲，中国虽然接受着藩属国的朝贡。但
这朝贡只是藩属国献给中央之国大家长的象征性礼物，不具有如西方殖民地税收性质的经济意义。同
时，中央之国的君主往往还要回给进贡者昂贵得多的礼物，并且给予藩属国到中央之国贸易的特权。
此外，在相互交往中，中国也很注重不让小国、外藩为难。比如，道光十八年初，御史帅方蔚揭陈，
出使琉球的使节的家丁及福建省派往护卫的官兵，往往趁机“携带内地货物”，或“包揽商货”，到
琉球“昂价勒售”。道光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认为“甚非体恤外藩之意，且与中国体制有关，不可不
严行查禁”。所以他在二月初四密饬闽浙总督“认真稽查，如使该使臣家丁竟有携带货物情弊，即饬
令该使臣自行惩办，并遴派大员，于开船时留心查察所派弁兵。如有违例私带及包揽商货，著即按名
查拿，分别惩究，毋稍姑容，以除陋习而免扰累”。这最后三个字“免扰累”显然指的是免去琉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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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遭遇帝国》

备受扰累。后来，使节团中的一个游击在琉球病故，琉球花了五百两白银的丧葬费，道光事后还没忘
了给琉球送回去。上述种种情势，近代西洋列强以其殖民地眼光审视，自然以为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虚
景。其实，“虚景”的背后，也自有其实质。首先，中国根据地缘战略的原则排定周边藩属国的重要
次序，然后对其内政外交作宏观的把握，以使之成为中国的地缘屏障，从而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
的目的，此即古人所谓“守在四夷”。其次，传统中国以实力为基础，以互市为利饵，吸引尽可能多
的国家与部落加入这个朝贡体系，也就维持了东亚的和平，并在和平中，温和、有序地推动一种集体
的、人文的生活进步，使儒家四海一家的理想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了。在唐太宗时代，由
于中国的文化多彩、政治昌明、商业繁盛、军力强固，周边政权心悦诚服，竟共推大唐天子为天可汗
，视长安朝廷为天廷，相应的中国王朝也就成了“天朝”。换言之，天朝不是中国自封的，而是周边
政权共同推举出来的。而“朝贡”就是周边政权对“天朝”的最佳承认方式。到清朝，这一情形又发
生了新的变化。按照传统的武功标准衡量，清朝确实是武功鼎盛、疆土广阔。不仅将朝贡体系再次确
立起来，而且发扬光大。但另～方面，清朝在软权力继承领域却发生了巨大的倒退。作为一个从边远
地区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满清政权自始就面临着一个统治合法性的困扰。说起来中国人自古就不以
血统和外貌作为划分彼此的标准，更没有什么种族与民族的褊狭意识。孔子赞扬管仲，也不过说因为
管伸的尊王攘夷使大家不用像蛮族那样“披发左衽”，其区分的关键在文化的高低，不在种族的同否
。又如唐太宗，从血统上就不是纯正汉人，但汉人从不把这一点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孟子早就
说过：“舜，东夷人之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宋儒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西海有圣人出，此
心同，此理同，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也可以说，中国人自古重家、国，轻种、族。岳飞抗金
，抗的是金国，不是女真族，他保的是宋国，也不是汉族。他力行“尽忠报国”，却从没说过要打种
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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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遭遇帝国》

编辑推荐

《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新资料 新视角华语著作中第一部以战略学视野全面
解读鸦片战争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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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遭遇帝国》

精彩短评

1、很好，送货快，包装也很好~
2、从战略学的角度解读鸦片战争，有一定的新意，材料也很充实，但离大师之作尚有距离！
3、同样的史料，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第一次鸦片战争，推荐历史爱好者一读。
4、不错的一本书。值得一看！
5、还没有开始读，看了下目录，觉得不错。
6、与得知的史实过于不符，误导太多，看不下去，只好退书了。
7、读第一章到第7页，就觉得作者一些基本史观存在问题。先读下去，看评论说后面的战史写的不错
，何况自己之前只接触过1840前后的武器分析。读完后--作者视角的战略高度和广度都很不错。
8、不能说失望，其实如果不看题目的后半句的话，这本书打分还可以更高一些
9、中考之役，败投华山（读者诸君，千万不要认为是落山为寇呀），遇鼎杰兄，兄之观点见解极为
独特。郑重推荐王兄大作。治鸦片战争者不可不读
10、很有创见性的观点
11、揭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真相，顶啊顶
12、: �
K253.06/1124

13、王鼎杰的作品争议一直比较大，个人比较喜欢，视角独特，文笔有黄仁宇的风格。开始的连载就
看过，现在结集果断收了。
14、可以看看
15、内容真实，看着太伤感了
16、包装不错，纸张无残缺。
经人推荐。内容很引发人思考。
17、不太敢看。感觉指缝有点大。
18、作者的视野很独特，只读了一部分就学到了好多~
19、一提到花生米的失败就是怪天怪地怪米帝，“巴顿恩师蒋纬国”就是这位炮制的吧？硬伤太多了
。写的是小说，不是本位面的历史。
20、看得出来，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对重要史实、重要细节的考证比较严谨。立论的视角值得赞赏，
观点让人信服。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暗含着作者的激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这是最打动我
的地方。
21、一位区隔于学历制度体系以外的独立学者，一个超脱传统军事史观视野的独到视角，一场值得重
新复盘审慎的殖民战争，一本好书。
22、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将专业的鸦片战争史置于战略分析视角下，很多场景，人物性格，寥寥几笔
就迭显出来。也见功力了，远超许多学院派学者。
23、这个可以的，不错，推荐
24、可以与《天朝的崩溃》相对照的作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25、　　看了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本以为是鸿篇大作，没想到是愤青级别的，太让我
失望了。张宏杰是史界新秀，他过去写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
》我都看过，写得不错。他借鉴了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算是研究历史的一个突破。
　　但是，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完全是以偏概全，先已莫须有的事情为序（一个持刀歹徒在
车上强间多名女孩，甚至连女孩的哥哥都默不作声），然后展开正文，后面的取材只取他需要的，就
得出结论，说中国人越来越懦弱和犬儒。后面虽然从制度上进行了探讨，但当我看过很多经济学著作
之后，我认为他的分析太过肤浅，所以我说他这本书的水平是愤青水平。看一些历史故事，发泄一下
情绪是可以的，但不可当真。看来，张宏杰似乎没有学过多少经济学，而我现在认为，具有深厚的经
济学修养，尤其是研究制度的演变，学习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看来，中国史学界目
前尚缺乏经济思想的冲汇。
26、不说啥了   十本不错的书！
27、历史写的挺像小说的，但又不像《流血的仕途》那种纯调侃，一气呵成，整体性比较好。值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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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遭遇帝国》

道的是把这段历史里的人物挑出来写，分析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比如林则徐的时代局限性，琦善
等“卖国贼”也都有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虽不知真假几分，但也算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启
发性比较大。其他历史书都强调偶然中的必然推导些什么历史规律，此书更多从历史人物对历史的推
进作用和军事的角度去说这段历史，也算是一个创新了吧。
28、书很给力
29、第一次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鸦片战争的内幕，受益颇多
30、书没有包装...这但让我有点介意。其他的都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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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独立学者的作品。如果说有不足，那就是校对排版的问题。本书越往后越多尾注数字错位，尾注
和正文重复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都是瑕不掩瑜。作为一个貌似高中辍学的人，独立研究12年的成果
。你可以想象，有这样志向的人，总有过人之处。
2、不同于王鼎杰在航档连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败战新解》，主要以战史为主。本书用了三分之一
的篇幅论述中英不同的文化和体制，导致的对当时世界政治的不同理解和对策，进而说明这次碰撞中
，清国不可避免的沦为失败者，并且从此卷入世界新秩序的风暴。作者引经据典，不仅让我从一个前
所未有的角度和深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也激起我阅读书中不少参考书籍的兴趣。这算是近期少有的，
值得一再咀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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