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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中国尴尬》

内容概要

公元19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红色风波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义和拳运动使华北陷入一片混乱，列强组
建联军进入中国。
这是一场非均衡战争。联军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武器，义和拳民众号称“刀枪不入”，其实不过是花
拳绣腿。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义和拳民众有效地阻止了西摩联军向北京的进攻；联军不宣而战，武力夺取大
沽炮台；清政府默许联军进京，但是不能容忍联军欺人太甚，索要大沽炮台，怒气冲冲向十一国宣战
，但却宣而不战，只是围困公使馆。
这是一场尴尬的战争。当朝廷危在旦夕，正需各路诸侯出兵勤王之际，东南督抚却悍然宣布脱离中央
，要与列强重建信任，试图以背叛朝廷的方式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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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窦纳乐相信清政府在“建储”事件引发的国内骚乱稍微平息后，已开始严肃对待义和团骚乱，他
和各国公使过去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成效。　　然而第二天，公使团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葛络
干却带来非常悲观的消息，那就是西什库教堂法国主教樊国梁神甫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一封信。樊国
梁把北京描绘得黯淡无光，局面似乎已彻底失控。　　根据樊国梁的描述，北京的四面八方已被义和
团所包围。他请求公使相信，他是一个了解真实情况的人，而且不会随便胡说，发生在北京和整个华
北地区的所谓宗教迫害只不过是一个掩饰，义和团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这已清楚地
写在他们的旗帜上。　　樊国梁神甫悲观预言，最大的不幸即将来临，义和团在北京的同谋者正在等
候他们的到来，他们将从进攻教堂开始，还将攻击各国使馆。在中国的欧洲人其实已经处在和1870年
天津教案发生前夕同样的危险：同样的揭帖，同样的威胁，同样的传单，而且同样缺乏远见。这些揭
帖在城里到处张贴，反对一切欧洲人。新的传单天天出现，一张比一张说得更清楚。因此，樊国梁请
求法国公使立即派遣至少四五十名水兵驻守西什库教堂，保护教士教民。　　大主教樊国梁1837年生
于法国，1861年晋升为神甫，25岁时来到中国，从直隶地区助理主教做起。至此，樊国梁已在中国居
住了38年之久，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同社会各阶层经常接触，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士中元老级的人
物，而且受到同治帝、光绪帝相继眷顾和信任。各国公使在阅读了樊国梁这封信后普遍感到恐慌。俄
国公使格尔思看完信后立即给俄国政府发出密电，请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到秦皇岛待命。　　5月20日下
午，在法国公使毕盛请求下，公使团团长葛络干召集英、美、俄、法、德、意、奥、西、比、日等十
一国公使举行会议。毕盛在会上呼吁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梁的判断，强调对于危险无论怎样估计都
不算过分，建议各国共同调军队以保护使馆和教堂。毕盛还声称，对于总理衙门只能采取不信任态度
，因为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对义和团采取过真正的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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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全世界都对这一年充满期待和热望，期待着第十九
个一百年能呈现出新的面貌。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一年为庚子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人在
结束了1898年的故事后，经过一年的调整，各方面的情形进入正轨，似乎也要与时俱进，开始一个新
时代。　　然而一百年后回望这一关键年份，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这一年不仅没有开辟一个新时代，
反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尴尬记忆：中华帝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的
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而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跌至六十年来的谷底，清廷几乎成了“洋人的朝
廷”；国际制裁、武器禁运特别是远远超出中国人支付能力的巨额赔款，给中国套上了沉重的镣铐。
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内矛盾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主要力量。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演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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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一小半，还不错吧。讲义和团的。
2、不了解历史，就不了解今天！
支持政府的，不都是爱国。
有一种贼，叫爱国贼
3、近代史系列，尤其是晚清的出版的书籍也不少，看过茅海建和马勇的。马先生的，1989,1900,1911
，均写的不错。
4、长毛拳匪赤匪都是遗祸千古的祸害，邪教蛊惑下的愚民化身暴民，屠戮妇孺，劫掠私产。尤其是
无业游民和邪教信徒出身的拳匪和未开化的邪恶政权勾搭在一起，对近代外交规则和世界潮流不仅是
反动，也是破坏。最后受难的是中国无辜百姓和文化遗产，浪费了中国向前发展的良机。义和团人人
得而诛之，作者几次为其辩护，试图推卸责任，真是愚不可及。
5、感觉买了一本历史教科书，真的是好失望。除了把历史教科书中的一节，或者一章内容扩充成一
本书以外，除了补充了很多很多细节以外，真的没有啥思想新意的。基本上还是站在原有的意识形态
角度，对清政府和义和团采取同情的态度，期间褒贬之词在各方之间的用法，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态
。连买作者3本书，本本都像教科书一样。
6、大专家写小书
7、尴尬的一场战争，对中国近代的走向影响甚大，特别巨额赔款让中国经济背上巨大的包袱。尴尬
的不仅是这场战争本身，如今的对这场战争的回顾与评价更是让人叹息。在历史教材里，对它仍有过
多的正面褒扬，而对战争反映出的愚昧、反智、无知、残忍都在爱国这个旗号下得到空间。
8、可以一看 还行吧 欧克
9、本书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义和团运动，还是不错的。可惜的是没有注明所引资料的出处。语言叙
述也不是很生动。
10、还行.
11、写得啰里啰嗦的一本书，杂列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已。
12、重复的内容
13、凤凰卫视有个《世纪大讲堂》的栏目，里面邀请了众多的学术大腕，其中有个人物叫马勇，讲的
是辛亥革命。看了之后，发现此人挺牛！于是，在当当上找，看到了这本书，翻翻，挺不错，买了。
真的挺好，可以说是
14、写的比较详细，但是我没看到作者有多少有价值的评价在里面，可能纯粹是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些
思考的空间
15、零零星星的东西拼凑起来的
16、热闹
17、关注义和拳运动很久，国内外的书都看了一些。发现这本书居然还是老掉牙的观点，对于新的研
究成果没有实质性的反应。一些资料收集还可以，但是感觉文笔不好，总是试图用点色彩，装饰干巴
巴的思想。作者尴尬了。
18、马永的书很客观，不走偏锋
19、史料丰富，文笔流畅，受益良多
20、两天看完了马老师的《1900尴尬》，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快感了。义和团运动对我来说一直
是个模糊的概念，看完老师的书不禁唏嘘，完全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毫无道理的宣战。要是一直
按照李鸿章他们的方针走，历史也就不是这样了吧？或者说，历史这样，本身就说明了清朝的体制问
题？
21、写的比较通俗，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是了解义和团入门级的读物。
22、你必须了解的另一种历史
23、马勇先生的关于晚晴的系列丛书，温暖而有力量，不落历史的俗套而又不夸张立异。值得阅读。
24、很不错的书，遗憾是很多如此精确的时间罗列却没有以提供出处，相信起来略不安心。
25、语言客观平实，还原了当时的情形
26、只要是马勇老师的书必收一本
27、庚子事变是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时发生的一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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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建议读完这本书后再去读王树增的《1901》
28、我喜欢的作者的书。
29、马勇脑残粉飘过，曾经因为微博上马老师的回复，被女神发现，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30、不错的好书，值得一读！
31、书写的好，马老师威武！
32、所谓尴尬，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33、这本应该是马老师作品中相对较差的一部了，也许是受了唐德刚先前过分戏剧化的影响。义和团
和文革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排外、被统治集团利用、反智等，为何六十多年后又出现这张灾难，值
得好好反思。
34、没看完，对了解那段历史有帮助
35、谁能真正明白历史的真相？好歹有了可以比较的读物，可以启发我们去思索。
36、百年前的一场灾难，困难的局面下错误的政策暴怒的民众无理的行径将中国又一次推入深渊。
37、看了这本书，真叫人郁闷，很难理解那时候的中国人。爱国有时候是需要作出牺牲的。可是老百
姓却不懂。感觉这是几千年愚民政治的必然结果。集体主义，忠君思想，最终搞得国破家亡，真想恨
恨的说声“活该”。
希望历史不要再重演了。
38、考据严谨，娓娓道来
39、100年前的故事，完全可以套到当今
40、中学历史教材掩藏了真相。。
41、了解历史，意义重大
42、好书，就是纸质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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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00年5月5日，55岁的李提摩太来到波士顿。一个叫做二十世纪俱乐部的组织邀请他做报告，介绍
中国的状况。如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所反应的，西方人对新的世纪满怀好奇和期待。李提摩太随身携带
着一份文件。它是由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博士所撰写，警告说，直隶、山东的义和团正在接受
训练，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敌意将在一场排外运动中达到极端，并“威胁所有外国人的生命”。（《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二十世纪俱乐部非常重视这些消息，在他们的帮助下，李提摩太奔走于华
盛顿和纽约之间，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进行干预。   然而两个礼拜之后，当李提摩太还在试图说服纽约
的商会会长给予帮助时，一封电报从中国传来，屠杀开始了。华新（George Byant Farthing）有两撇引
人注目的八字胡，额头宽大，面孔清秀。他和同伴们在山西工作了很多年，妻子也来中国陪伴他。华
新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按照中国的习惯打扮孩子们，穿对襟褂子，戴瓜皮帽。自己和妻子也是
完全一副中国人的装束。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大部分仍然在遵守“利玛窦规矩”中入乡随俗的条例，
以便尽快被中国人所接受。在过去两百多年里，尽管经历了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以及雍正、乾隆两
朝的禁教政策，前往山西的传教士们依然在这里做了许多工作，使得数百座教堂和学校得以建立，在
赈灾和医疗上对当地人的帮助，也为他们赢得了民间的良好声誉。在1876到1879年的大饥荒席卷华北
时，李提摩太就曾经到山西赈灾。“政府官员接待我们的态度变得友好，遭受饥荒之苦的老百姓则欢
迎我们到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还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
表示感谢。然而在1900年，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先是山东和直隶传来了坏消息。接下来，3月份，在
山东放任义和团发展的毓贤到山西当了巡抚，他自称“义和团统领”，鼓动山西人组织义和团。三个
月之内，义和团就在山西迅速爆发。很快，华新一家居住的太原城就刀兵四起。曾经受到接济的中国
人几乎一夜之间将他们视为寇仇。他们看到窗外的火光，义和团开始在太原城里纵火焚烧教堂和学校
、医院。外国人被杀死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就在这时候，巡抚的命令到了，他要求太原的传教士全
部到巡抚衙门避难。华新一家人相信了。但当他们和其他两百人抵达巡抚衙门时，马上被官差包围起
来，关押了十几天。7月9日这一天，毓贤把他们聚集起来，向围观的中国人宣布他们犯下不可饶恕的
罪行，包括收养被中国人抛弃的婴儿，实际上拿婴儿的器官做药引。华新看到一个长须的老者出来抗
议，那是天主教在山西地区的负责人艾士杰。毓贤看了他一眼，拔出佩刀，砍下了老者的头颅。包围
着他们的士兵动手了。华新看着自己被绑缚的同胞和同事逐一被砍倒，先是传教士，再是女人和孩子
，包括华新的妻子和儿子佳、女儿露丝、贝蒂。很快哭叫声也听不到了。数不清的尸体交叠在一起。
一个中国士兵跨过这些尸体向他走过来。几个小时之后，毓贤接到李提摩太的电报：英国已经照会伦
敦的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个人对各自辖区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
有责任。1900年，山西一省即杀死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罹难者万余，两百多间教堂和学校
被烧毁。发生在山西的惨案，在教科书里是避而不谈的。历史事件被当做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来源时，
对它的真相展示和公正评价就都难以进行，只有为我所需的断章取义。教科书里节选的义和团歌谣只
有一句“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后面说“天无雨，地焦黑，全是教堂止住天”和“拆
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就讳莫如深。还有一首：“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不杀洋人没
饭吃，不烧洋货气不消。”义和团是否挽救了中国被瓜分的命运，学界尚无定论，然而庚子赔款及诸
多条约却实实在在将中国向深渊里更拖了一步。在解放前，拳匪是一场带来灾难的暴乱，在国内外史
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多少对中国死难的农民不那么公平。后来对义和团反抗斗争的赞颂，又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暴力和非理性、反科学和反人道，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构成中国近代史上无
数次争取现代化的“试错”之一，构成革命合法性的逻辑链条。即便是不同声音的争论得以展开之后
，对义和团的评价也一直处在尴尬的状态。一方面，西方势力和资本的入侵，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灾
难，而且在后来展开的报复中，西方人并未表现得更加文明；另一方面，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给了八国
联军找到最好的理由，而且这种反抗的愚昧和野蛮令人惭愧甚至羞耻。家国感情和普世文明的立场在
这里冲撞交织，令人惶惑。一个落后文明在应对先进文明冲突时，能采取的方式自然是按照自己固有
的行事逻辑。当华北平原上憨厚的农民沉默地放下锄头，拿起大刀时，他们似乎是慷慨悲歌的群像。
然而在围攻教堂，屠杀妇孺的时候，又成了暴民。当他们成片被近代线膛步枪打倒，却只能自我安慰
是洋人用妇女污秽之物破了护体神功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恐怕也难以概括后代观史者的情绪。
在山西被屠杀的传教士，和山东、直隶死于枪弹攒射的义和团“拳匪”，谁更无辜？文明的冲突并非
是简单的侵略与反抗，总体上的道德评判和妖魔化无助于了解历史。工业文明的东渐，是由无数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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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交往构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二元对
立。甲午失败，变法夭折，向现代国家靠拢的步伐与帝国的权力冲突而被打乱，整个国家不知道向何
处去。于是农民依照他们最愚朴的思路起来杀洋人，有了新思维的中国士人捶胸顿足，哭国之将亡。
政府堂而皇之与十一国列强宣战，张之洞和刘坤一却联络东南诸省督抚，斥勤王的诏书为“乱命”，
与西方达成协议，保住了大半个中国的安宁。甚至他们开始考虑，推举李鸿章为“伯里玺天德”，与
洋人谈判。伯里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的音译。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0年。南通的大生纱厂在这
一年投产，而27岁的荣宗敬和弟弟荣德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年底，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提
出了普朗克常数的理论，揭开量子力学的序幕。有必要在最后提一下，山西教案的后果之一，是李提
摩太建议各国政府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每年支付5万两给山西，以开办一所西式大学。他希望近代教
育能够破除人们的无知和迷信，以避免再次发生愚昧和野蛮的屠杀。1902年，清政府同意开办山西大
学堂，在后来20年里，这是中国仅有的三所现代化大学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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