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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 片 战 争 时 期 中 英 双 方 对 于 南 京 条 约 的 理 解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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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份在如今看来毫无疑

问是不平等的条约，却因为清王朝与英国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使的中英双方对这份条约产生了完全

不同的理解。更为严重的是，清王朝极端落后于近代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无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这份不

平等条约。甚至于，清王朝时常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初衷，而在实践过程中无意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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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th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sign the Treaty of Nanjing under the threat 

of British military force. This treaty，which undoubtedly appears unequal today，has been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by both the Qing Dynasty and Britain due to thei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deas. More seriously，the Qing 

Dynasty was extremely backward in its modern ideological concepts，making it unable to face this unequal treaty 

with the correct attitude. Even in practice，the Qing Dynasty often unintentionally betrayed a large amount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based 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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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与资本主义文明签订真正意

义上的近代化条约。因此，固守封建主义文化的清王朝和当时

资本主义文明的领头羊英国，对条约内容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方式。这一现象反映出东西方的思想观念存在着显著差别。而

因为真是这些差别，从而导致清王朝日后始终难以以正确理性

的态度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 

南京条约的不平等之处 

南京条约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之处，其实并不在于条约内

容本身，而在于内容之外的因素。首先，南京条约最大的不平

等，便是该条约是英国以武力逼迫清王朝接受的。尽管其中不

乏交涉，但英国始终牢牢占据着条约签订的绝对主导权，他们

以“不签就炮轰”的凶狠姿态，逼迫清政府不得不签订自己根

本不理解的条约，以求赶紧送走英国这个“瘟神”。而另一大

不平等，其实来自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依旧保

持着“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习惯使然地把英国人认作文化

水平远低于自己的“蛮夷”。即便在被英军打败的事实面前，

清政府骨子里也只是觉得蛮夷在军事上一时胜过了自己，而整

体文明上还是远远落后自己。所以在面对条约中的内容时，清

政府所感到不平等的地方，与今天的人们所认为不平等的地方

完全不同，以至被后世认为十分离谱。所以说，站在历史角度

而言，清政府是完全是以一个错误的心态来面对英国的侵略。

最后一个不平等，便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不难理解，英国侵

华的最终目的，即是欲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自然是不

平等的。并且，在军事实力，政治制度，以及生产技术上，英

国也远远超越了清王朝。这些客观实力对比也注定了南京条约

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签订。 

中英双方对条约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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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中英两国观念上的巨大差别，导致

二者对于条约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条约第一条内

容称：“嗣后大清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和平，所属华英人民，

彼此友睦，各往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此条款，

以当今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项礼节性条款而已，没有任何问

题。但对清王朝来说，单是一个“与”字就成大问题。在天朝

观念中，大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无人可以与之平起平坐。而英

国女王一个“蛮夷酋长”，还是一介女流，都敢与大皇帝并列，

这可以说给传统封建观念当头一棒。另外，其中“保佑各往他

国者”，意思即是双方对方保护各自侨民。以近代外交关系来

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实际上，该内容实际上只对

来华贸易的英国商人受益。因为在当时清王朝的观念中，离开

“天朝”前往外国，是妥妥的叛国行为，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

根本就没有“侨民”这一概念，以至于最后这项在表面上平等

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英国政府单方面袒护本国侨民的

便利手段。 

南京条约第二项条款中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

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

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

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这一条也就是所谓“五

口通商”条例。其实，开放通商口岸，扩大贸易往来，从长远

来看，也会促进中国自己身的商业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

发展，对中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五口通商”真正的不平等

之处，并不在条款本身，而在于英国是以武力逼迫中国开放口

岸的。但是，清王朝的关注点却不在此处。他们关注的是口岸

开通后，英国人进入国内，与当地百姓混居，怎么管理？华夷

杂居，又无法有效管理，那么通商口岸岂不是就要变成洋人的

天下了？所以，在他们眼中，这条从长远来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的条款成为了比割让香港岛还难以接受的一环，而且难以接受

之处，在今天看来，着实颇为离谱。 

即便是清政府认为最可以接受的第八款，即：“凡系英国

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

皇帝准即释放”这一款，也因为清王朝的落后观念，导致无法

执行。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在基隆附

近遇风沉没，有 133 人被台湾镇军营俘虏。日后，又有一艘运

输船“安音号”沉没，49 人被俘。在 1842 年，清军反攻浙东

失败后，道光皇帝为“以纾积忿而快人心”而将除头目 11 人

之外的 139 名战俘全部杀死。其余战俘直至南京条约签订后才

被交还英方。依照国际法而言，只要士兵投降，就不允许将其

杀害，这是国际惯例。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只要交战双方没

有议和，那么战俘就可以随意处置。先不谈英军在其占领区对

中国百姓的烧杀抢掠，道光皇帝这一基于传统观念的杀俘行

为，对中英两国的交涉，实在是不明智。他的行为，给本就占

据实力优势的英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英军得以找到一个

“法理上”的借口再次对中国施加压力。因此，中国再次站在

了被动的一方。这种被动所反映的，是东西方观念的巨大差距，

这些巨大的逻辑差别必然会导致无数的矛盾与冲突。 

自投罗网的善后 

南京条约签订后，耆英害怕英国人再来侵犯中国，抱着息

事宁人的心态，在条约签订的第三天后，向英方代表璞鼎查发

了一份十二条照会，渴望能与英国共同交涉这十二项请求。即

便英国不能接受，也希望彼此不要再发生冲突。然而，正是这

份“用心良苦”的善后照会，在不知不觉中，出卖了中国大量

的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该照会前七项内容，涉及英国公民驻扎中国时间，归还英

商欠款方式，军舰停留问题，修建防御工事，英国军舰航行，

英军驻留士兵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避免与英国再

次发生直接冲突，虽然没有太多意义，但也无可厚非。可第八

项到第十一项内容，可以说是主动出卖了中国的主权。例如，

第八项内容称：若通商口岸英国商人与当地官民发生纠纷，则

双方各自管理本国民众，以免再起争端。耆英原本是希望通过

英国政府自己管辖英国人，以免与中国民众接触而造成事端。

在日后的《虎门条约》中，耆英又以广州十三行的经验，规定

英国人有权在口岸租地建屋居住，而不许深入内地游玩贸易。

这项内容的初衷，原本就是希望中英两国人保持一定距离，避

免纠纷。但这样美好的初衷，却演变成了各国相继来华设立租

界，反倒让后世留下了那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奇耻大辱。

又如第十条内容称：如今五口通商，是特指针对英国，如果其

他国家也要进入这些口岸，应当与英国进行商议。向别国开放

口岸，这是中国的主权，英国本没有权力干预。但是耆英脑中

根本没有近代国家主权意识。在他心目中，这些口岸事实上是

英国“打”下来的，若是其他国家纷至沓来，争夺口岸，那必

然会引发新的纠纷。因此他认为，让他国与英国商议，就避免

了中国的困境。而整个照会中最要命的，则是照会的第十一条，

即：开放的五个口岸，税率各不相同，自然应当遵照广州的税

率执行，由户部核准后执行。这一条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关税自

主权。在后来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中，耆英与璞鼎查

共协定了 26 类，160 多种商品的税率，大致收取百分之五的关

税。这个以近代观念来看是丧权辱国的条例，在耆英眼中，却

是一项利国措施。他认为，百分之五的税率比清王朝原有的 2%

或 4%的税率还高，能收到更多的税。但他并不知道，5%的税率

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进出口关税了。在清王朝的旧观念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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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只是“利”而不是“义”，所以即便放弃，也无关天朝尊严。

这也导致日后李鸿章东奔西走，四处交涉，至死也没能收回中

国的关税权。 

丧权背后的落后观念 

在上述照会正式条约形式确定后，无论是耆英还是伊里布

等条约签订的直接参与者，还是在幕后审核条约的朝堂大臣

们，或是最终批准的道光皇帝，都没有对丧失主权的事实有丝

毫察觉。相反，主持签订条约的各个官员，在事后都因此纷纷

升官进爵，还被士大夫们乃至皇帝夸赞为“深悉夷情，善办夷

务”。这些“离谱至极”的现象，与其说是反映了东西方观念

的差异，不如说是反映了东方的思想观念严重落后于西方观念

这一事实。 

清政府之所以在签约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离谱”，本质原

因是因为其观念完全停留在“华夷之辨”，“天朝上国”的传

统思维之中。在其心目中，英国人只不过是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的“野蛮人”，远渡重洋骚扰天朝是为了求财求利。历史上，

中原王朝被境外蛮夷入侵劫掠，无法顺利应对的情况不在少

数。中原王朝与周边蛮夷签订合约的情况也能找出许多案例。

因此，即便此次战争惨败于英国，清王朝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

个比自己先进的文明来侵略自己，只当作是被一群并不熟知的

蛮夷侵扰而已。因而，持此观念的清王朝自然便会以过去对付

蛮夷的传统办法来对付英国人 

所谓传统办法，便是“羁縻”政策。该政策一是指用贸易

特权与私交友谊来收买外国好战分子；二是寻求用文明的等级

制礼貌行为以及中国的整个文化优越感来对外国人设置各种

限制。这是典型的在“天朝上国”意识支配之下，软化好战的

外邦人的传统策略。这种办法在耆英身上，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耆英在 1843 年 6 月前往香港的五天，对当时得香港特首

亨利爵士便表现得极其献媚，在书信中把其称为“因地密特朋

友”，即英语亲密一词的音译。他甚至因为没有儿子，就想收

养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还和璞鼎查互相交换妻子的相片。这

种表演，就是军事上软弱而文化上优越的中国统治阶级常常采

用的同化与软化入侵蛮夷的方式。另外，清政府还试图在外交

礼节与名词术语方面意图使外国对手身处下风，例如：双方会

谈只许在货栈那种阴暗屈辱的环境进行；只许同低级官员进

行；若不得不让步，也只能当其是“仁政”，而不承认外国人

有权利。可以说，清王朝处心积虑地意图使自己在形象上保持

尊贵地位，唯独不对具体的政策，条约，法律内容进行深究。

传统的“夷夏”观念，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视野，造成了目光上

的短浅。而对基本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得他们根本不去

研究各项措施会带来的深远印象，以至于在双方交涉过程中毫

无察觉地丧权辱国。 

而强横霸道的英国，正是利用清政府对战败的恐惧心理，

对近代国家法则的一无所知，以及夜郎自大的虚骄心态，诱骗

清政府稀里糊涂地与其签订了条约。英国帝国主义式的扩张，

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支撑外，还十分注重以条约这类法律手

段来逐步蚕食中国，这样就可以做到在硬实力与法理上皆占据

优势，以至于令在道德层面抨击英国人烧杀抢掠，巧取豪夺的

反抗方法显得毫无实际作用。 

结语 

毫无疑问，《南京条约》是英国强逼中国签订的，强加于

中国的一份非正义的条约。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诈古老东方

中国的明证。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南京条约》对于中国文

明的近代化也是存在一定积极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

次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人”对东方“未开化者”的

一次“洗礼”。因为自中英开战至条约签订期间，固守传统中

国第一次与处于时代巅峰的资本主义文明展开了交锋。第一次

见到了近代化的军事，近代化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手段。也正是

因为这次交锋，近代中国才开始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真正意义

上打起了交道，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才有机会意识到中国与国际

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才能懂得近代化的历史意义。也正是由

于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脱出常轨，改道易形。它给沉

浸在封建君主专制中渐渐腐朽起来的中国，照来了一束别样的

光芒。尽管这个光芒十分刺眼，甚至会烧伤肌体。但是当中国

适应了这束光芒后，便会沿着光芒踏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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