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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内容概要

《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内容简介：1840年以降，拥有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文明开始罹患“亘古
未有之奇变”，在英、法等列强的武力侵夺之下，一向自诩为“世界中心”、视其他国家为“蛮夷”
的老大中国，在工业革命产生的强大新生力量面前，显得异常腐弱和不堪一击，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又是割地赔款，又是协商关税，又是领事裁判权，又是自由传教⋯⋯这不仅肆意践踏了中
国国家主权，而且使传统的政治架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裂变，延续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也处于空前的“失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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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作者简介

　　刘宝东，1974年生，黑龙江牡丹江市人。1993年至2003年，先后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
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书，相继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历史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
士学位。现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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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章节摘录

　　王宠惠，字亮畴，1881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东莞。先祖世居山西省太原府，后移居广东南雄，
继而迁居东莞县海南栅乡，由子康祖分居虎门上官涌。　　东莞历史源远流长。史载：新石器时代，
其境内东江沿岸已有原始人群聚居。夏代，东莞属南交地。春秋战国时期，东莞属“百粤地”。公元
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
元222—228年，分增城立东官郡。入晋，废东官郡，东莞分属番禺、增城。东晋咸和六年（331），东
莞立县，初名宝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更名东莞，县治置于涌（今莞城）。以东莞作县名由此
始，相传因境内盛产莞草而得名。　　东莞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明末骁将袁崇焕即为东莞人。至清
朝末年，东莞百姓仍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式生活，但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也逐步出现，不
过传统的社会方式未有大的改变。最终，鸦片的传人打破了东莞人的宁静生活，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则
将东莞推到了抵御外侮的前沿。　　古代中国以超乎想象的强大国力和充满东方魅力的儒家伦理型文
化，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憧憬和向往。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派
遣乔治·马戛尔尼以庆贺乾隆帝八十寿诞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其目的
在于与中国政府协商通商和传教等事宜。乾隆帝在回复英王乔治三世时，宣称：“天朝德威远被，万
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纵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
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
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太平之福。”
这番话洋溢着天朝大国的骄横和傲慢，也是中国中心观的一个生动写照。　　封闭性的华夷观念遮蔽
了国人的视野，使之对新的世界图景抱有诘难和排斥的态度，一直到“英国的仁慈强迫进行正式的鸦
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之时，中国的夷夏观
念才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个人而言，吸食鸦片使
得国民的生理和心理遭到极大的摧残；对国家而言，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外贸的长期优势，财政日益
艰窘。道光十六年（1836），鸿胪寺卿黄爵滋在其脍炙人口的名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阐明
了鸦片输入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百有零，
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
，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
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两年后，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向道光皇帝呈递了“钱票无甚关碍
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明确呼应了黄爵滋的看法。他说：鸿胪寺卿黄爵滋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
．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
充饷之银”。可以说，鸦片贸易给清王朝的经济基础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在经过朝野的讨论后
，晚清政权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决定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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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细究起来，王宠惠从步入政坛开始，就从来是在维持危局中廑过的.1912年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忙于让新生共和政体得到列强承认。1921年任北洋政府派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則忙于利用国际环
境废止对日‘二十一条’；1936年初，还在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上的王宠惠被急召回国。调解两广地
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方面的矛盾。两广矛盾刚刚缓解，张群又在此时辞职⋯⋯”　　——杜兴《王宠
惠：苦撑危局》　　“王宠惠是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法官.在海牙国际法庭出任法官时，采用
公平适当原则处理国际纠纷，各国学者和政治家对王宠惠的精深宏博的学识无不钦佩。⋯⋯1924年王
宠惠重游法国。法国最高法院特邀其演讲。可见王在国际法学界的崇高声望。”　　——宋少鹏《王
宠惠：海牙的首位中国法官》　　“王宠惠学成回国之后，曾出任过一系列显赫的政府职务，以法律
之学致力于国内法制之建构、司法之改革，以娴熟之外文和广博之法律知识，在国际上维护国家之权
益，堪称中国法律近代化事业的擎划者。”　　——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
会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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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编辑推荐

　　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获得者；　　中国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第一人；　　《德国民法典》的首
位英译者；　　第一位当选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的亚洲人；　　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外交总长；　
　北京政府第一任司法总长；　　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长；　　中华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主持制
订者；　　海牙国际常设法院的首位中国法官；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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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精彩短评

1、　　可能买的时候怀的希望比较大，看完书失望透顶。
　　
　　说得刻薄点：作者肯定很赞成“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整本书90%以上在写时事，描述英雄的部
分少于10%——真的不比百度百科介绍的多多少。离题万里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些章节竟然可以做到
：明明标题表明是写王宠惠的，可是内容中一丁点王宠惠的信息都木有。看得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文
字扩展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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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

精彩书评

1、可能买的时候怀的希望比较大，看完书失望透顶。说得刻薄点：作者肯定很赞成“时势造英雄”
这句话，整本书90%以上在写时事，描述英雄的部分少于10%——真的不比百度百科介绍的多多少。
离题万里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些章节竟然可以做到：明明标题表明是写王宠惠的，可是内容中一丁点
王宠惠的信息都木有。看得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文字扩展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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