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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相兰欣教授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就与“西方”联系在了一起，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西方列强”的参与。因此，传统
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殖民侵略与本土反抗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造成了当历史在它发生后，而对历史的解释却被打上了不同
的烙印，历史的事件是单一的，而历史学家的理解却是多样的。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自身的文化偏见出发来解释，而中国历史学的
解释又带上了某种“政治”的色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来说，西方学者把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为可怕的“黄祸”，是一种“文明的冲
突”，一方代表了先进的“文明”，另一方是落后的“文明”；而中国历史学家则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视角把义和团战争看作为是对帝国主义入
侵的必然反应。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下，无论从中西的哪一种视角来看，义和团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西方的历史学家一直坚持，历史是今人与过去的对话，这种每一次的对话都体现着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反映着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特定
观念。难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回到义和团的历史解释来说，历史学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如此
的历史观，但在这种历史观下的历史解释难道是真的历史，尽管历史已经无从复原，这样对历史的解释难道能让人们信服，建立在这样中西对立
和偏见之上的历史观又难道不需要重新反思？   

    如果把隐含在关于上述义和团战争的解释后面的这种历史观解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在一种中西两分和偏见的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观自然
妨碍了对义和团战争起源的公允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说，缺乏超脱、公平和跨国度的研究。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求得历史的新解，作者投入了辛
勤的劳动。为此，相兰欣教授学习并掌握了与此相关的法、德、意等国家的语言，查阅了大量的中外原始资料，此中的辛劳非外人所能理解。据
作者本人所说，在英国外交部查阅资料时，为了抄写这些资料，他的手都磨出了老茧，至今都未消褪。在跨国度的对多种资料的分析中，这段被
偏见所笼罩的历史经作者之手凸现出了它的焕然一新的另一面，尘封的档案资料告诉了我们被长久遮掩的历史真实。这就是作者所得出的结论：
决定义和团战争起源的不在义和团本身，而在中外关系，而在中外关系中，由于中外双方在交流上的一系列误解和由此引发的偶然事件导致了战
争的爆发。这种误解具体表现在，各国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存在着误解，同时外交官与本国政府的沟通不够及时导致了外交官在处理事务上的随
心所欲。因此，义和团战争并非以往所说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而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偶发事件。正是在档案资料
的细致梳理和分析中，作者不仅颠覆与解构，而且也超越了以前的文化偏见和政治神话支配下的历史观，历史没有什么必然，历史的解释也不是
要找寻或者论证所谓的规律，相反，历史是在无数偶然的交错中生成与发生。   

    颠覆与解构并不是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要在这样的努力中重塑着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并且，在这种重塑中，不仅是为了求得历史的
新解释，更重要的是，站在中外关系和中西方互动的新的高度，我们是要思考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要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
历史解释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来引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以及我们如何避免因为我们自身的错误而酿成的大祸。这就是作者在本书的最后的一段话
所留给我们的长久思考：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一个衰落的中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21世纪，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对崛起的中国再次判断失
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西方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是希望义和团战争的惨痛历史不会再次以另
一种方式重演。我想，这也就是作者为什么多年来要执着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对这一历史意义深入挖掘的原因了。同样，这也是本书，这样一
个对个案的研究在当代风云际会的世界中所格外具有的意义。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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