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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  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英、美、法等国侵略势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十多年间，一直在努力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张。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向长江流域的发展，曾使

他们感到有机可乘：站在清朝皇帝一边，帮助镇压他那顽梗不化的臣民，同时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只是由于太平军迅速占领南

京，以及其后势如破竹的北伐西征，才迫使它们相继宣布“中立”，采取观望态度。而在1853年到1856年间，英、法等国与俄国在克里米

亚的战争，无疑也迟滞了它们在中国的进一步行动。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失败、签订巴黎条约而结束。英、法两国在近东问题上暂时得到

了满足，开始把侵略矛头重新转向远东的中国。而作为战败国的俄国在南下受挫后，也转身向远东谋求发展。美国则积极支持列强在对付

中国问题上的合作，借以从中渔利。  

    1854年，中英《南京条约》届满12年时，英国曾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动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

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

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但这些要求一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又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

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英、法也乘机提出同样的要求。结果再次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英、法两国便在俄、美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

的侵华战争。因为这一场战争的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英、法为发动战争各自寻找借口。英国的借口是所谓“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走私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但已过期。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黄埔逮捕了船上的几名海盗和涉嫌船员。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

硬指此船为英国所有，并且捏造船上曾悬挂英国旗被中国兵勇侮辱，要求送回被捕者和公开道歉。两广总督兼管理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叶

名琛先是据实复函驳斥，后则妥协，将所获人犯送到英国领事馆。但巴夏礼蓄意扩大事端，拒绝接受。23日，英军突然闯进珠江，进攻沿

岸炮台。接着又轰击广州，一度攻入内城。后因兵力不足，于1857年1月陆续自省河撤走，等待援军。  

    1857年春，英军在广州发动进攻的消息传到英国，此时已担任英国首相的巴麦尊极力主张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但反对党在议会辩论中举

出包令承认船籍登记证无效，船不在英国保护之下，但千万不要泄露给中国人等事实攻击巴麦尊。议会下院通过了对巴麦尊的不信任案。

巴麦尊便解散下院，在改选后的下院获得多数议席后，终于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并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

中国。英国政府还建议法国与之共同行动。  

    法国的借口则是所谓“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活动，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

被处死。法国便以此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法国欣

然接受英国的建议，派葛罗为全权公使，率军来华，协同英军作战。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军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分别赶到香港。12月，英法联军5 600余

人（其中法军1 000人）开始在珠江口集结。英、法向叶名琛投递照会，要求进入广州城，赔偿损失，限10日答复。叶名琛不予理睬，却

又不作战守准备，结果在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后束手就擒，被解往印度加尔各达囚禁。当时有人形容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

走”。广东巡抚柏贵等人则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严密监视下继续担任原职，替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个由西方殖民者一手操纵的地方傀儡政权。  

    英法联军根据其本国政府在出兵时的指示，决计北上，直接和北京打交道。在几乎重复了1840年北上进军的航行后，他们于1858年5月

夺取战略要地大沽炮台，威胁要占领天津。6月，由于北京的门户已向英法联军洞开，清政府在俄、美两国公使的所谓“调停”之下，与

侵略者开始了谈判。俄、美两国首先获利。6月13日和18日,中俄与中美《天津条约》相继签订，攫取了许多特权。尤其是中俄《天津条

约》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打下了伏笔。26日、

27日，中英与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即蓬莱，后改烟台）、台湾府

（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今海口）、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

教；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赔偿英国银400万两，法国银200万两。11月 清政府于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

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

按价值2.5%的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  

    清朝统治者最怕外国公使进京。额尔金在上海与清方谈判时，曾答应在保留公使“随时往来”北京及以后可以提出驻京要求的条件下，

考虑另择一地作为公使驻在地。为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咸丰帝命令桂良等谈判代表在上海等候，以便英、法新任公使来华后就在上海换

约。为此他还解除了两广总督管理外交的兼职，任命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办外交。但英国政府在给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的训令中，却指

示他到中国后坚持在北京换约，因为在北京换约能够大大提高英国政府的威望，便于日后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1859年6月初，英、法

公使到上海，竟然拒绝同桂良见面。普鲁斯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



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 6月中，普鲁斯与

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率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清廷在得知英法公使执意进京换约后，一面令桂良等人兼程赶回北京，一面令直隶总督照会英法

公使，要求他们在北塘登陆，并指定了进京路线。但英法公使却不愿按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和方式进京。25日，英法联军突然袭击大沽炮

台。大沽炮台自1858年战后就已增强了作战能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中国守军沉着应战，第一次齐射就击中英军旗舰，经一昼夜激

战，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0余艘，毙伤敌军400余名，英舰队司令也受了伤。美舰队司令大喊“血比水浓”，煽动美国士兵的种族主义情

绪，帮助英法军进攻，也未能挽回败局。英法军只得狼狈撤走。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大沽战后，美国公使与清政府的代表在北塘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英、法公使则不理会清政府请他们由北塘进京换约的照会，

率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英、法两国政府在得知大沽事件后，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前来中国，其中英军有军

舰79艘，地面部队约2万余人，雇运轮船126艘；法军有军舰40艘，陆军7 600余人。如此庞大的军力，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史上也是罕见

的。1860年4月，英法联军陆续抵达中国沿海，接着先后占领了舟山、大连、芝罘（今属烟台），并封锁了渤海湾。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和

美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  

    8月1日，英法联军以舰船200余艘，陆军1.7万人，分别由大连、芝罘开拔，避开大沽，在未设防的北塘从容登陆。12日占新河，14日陷

塘沽。大沽在后路已断、孤立无倚的情形下，于21日晚失陷。直隶提督乐善及北岸守台官兵全部战死。僧格林沁在咸丰帝谕令下统领所部

连夜撤出大沽南岸炮台，绕过天津，赶往通州一带布防。侵略军长驱直入，于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方面

提出，除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等。清廷下令桂良等不得签字，坚持

英、法先退兵，后定约。谈判破裂。俄使竭力煽动英法联军“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9月初，英法联军自

天津向北京进犯。清廷以怡亲王载垣等为钦差大臣，与侵略者在通州再开谈判。由于担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的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进京

换约时须向皇帝亲递国书，致使谈判再度破裂。18日，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礼等39人，并与联军先头部队在张家湾大战。21日，在八里

桥再次大战。两次野战，双方都投入了空前兵力。清军的马队冒死冲锋，但在敌军猛烈炮火下损失惨重，并冲散了跟进的步兵。结果，联

军先头部队的弹药消耗一空，而人员伤亡较少；僧格林沁等部清军却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

皇由圆明园逃往热河（承德），留下其弟恭亲王弈訢负责议和。在北京的清朝官员释放了巴夏礼等人，但额尔金却仍以巴夏礼等遭受“苛

暴”为由，决计对清朝皇帝进行“报复”和“惩罚”。10月18、19两日，根据额尔金的命令，英军在大肆劫掠后焚毁了圆明园。这座经营

了150余年、耗银上亿两，聚集了古今艺术珍品和历代图书典籍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如今只剩下些烧不烂、抢不走的石柱，在默默诉说着

侵略者的暴虐。  

    弈訢在英、法的武力逼迫和俄国的恫吓挟制下，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

法《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归

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禁教期间没收的教产，由法国公使转交各处教民；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
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所谓“条约体系”业已形成。中国丧失了

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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