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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战争后晚清社会动荡不宁 ,西方殖民势力楔入中国 ,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的统治展开了一系列自我变

革。透过这些社会变化的表征 ,可以发现在内外的交互冲击之下 ,晚清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思想文化和

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呈现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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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是有清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自

此以后 ,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受到外力的强制牵

引而改变 ,大清帝国开始被纳入世界政治经济体

系 ,晚清社会也从此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

打开晚清社会的画卷 ,最为醒目的特点有三 :

其一是社会的动荡不宁。自鸦片战争以降的晚清

70余年历史 ,时间虽然短暂 ,却显得纷繁复杂 ,战

乱不断。晚清政府既要应对外侮又要平息内乱 ,

70余年几无宁日。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外国

列强又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英法于

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于 1884年挑

起中法战争、日本于 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

1900年八国联军又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这些战争

均以清政府丧师失地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约而告终。与此同时 ,随着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 ,

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 ,层出不穷。

1851年到 1864年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了大

半个中国 ;其后捻军在中原继续坚持战斗 ,西北则

有陕甘回民起义 ,西南有云南回族、彝族人民起

义 ,这些起义军直到 1872年才最终被镇压 ;不过

二十余年 , 1900年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

动 ; 1911年武昌首义 ,辛亥革命爆发 ,直接宣告了

腐朽的清王朝的灭亡。

连年的战火导致了晚清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

凋弊 ,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往往是疮痍未

复而新创又至。战火燎原之地 ,人民流离失所 ,人

口急剧下降 ,耕地急剧减少。“在中国内地 ,那些

曾被富裕的城市和良田所覆盖的大片土地现在荒

芜了 ”[ 1 ]。战争在消耗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 ,对

社会生产又直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广大人民

群众挣扎在贫困线上。

其二是西方势力的楔入。晚清时期的中国大

地上 ,西洋人的身影日益增多 ,来自西洋的商品、

文化也影响日增。诚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 :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 ,来自西方的工业文

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 ,以入

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 ,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

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 ,宣布东方农耕文

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 2 ]晚清

时期 ,西方势力通过肮脏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

国大门之后 ,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晚清社会

的方方面面也因此而随处可见西方势力的身影。

西洋文化飘洋过海来到中国 ,透过开放口岸的外

国租界 ,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西方势力的楔入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深

远的。它带来的全新文明形式 ,给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 ,给晚清社会

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迫使晚清政府做出回应。

西方学者就是以这种“冲击 ———回应 ”的模式来

阐释晚清历史的。

其三是晚清社会接二连三的自我变革。为应

对西方的挑战 ,一批爱国仁人志士首先开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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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并进而扩展到思想文

化以及政治领域。为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 ,随着

西风东渐 ,清政府也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和政治改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基于对西方国

家坚船利炮的感性认识 ,以魏源、严复等为代表的

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 ,

开始向西方学习。在 19世纪 60 - 70年代 ,在地

方督抚的推动下 ,兴起了以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

术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 90年代以光绪皇帝为代表

的维新派 ,试图将改革引向深入 ,发起了戊戌变法

运动 ; 20世纪初 ,清政府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 ,

又在全国推行新政 ,并学习西方政治体制 ,进行了

不成功的 "君主立宪 "尝试。这些变革 ,有的是由

地方政府推动的 ,有的是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 ,

而且各种改革措施在全国各地的执行情况各异 ,

因而使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加扩大。变革对

传统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加剧了社

会的动荡。

透过社会变化的表征 ,可以探查到晚清社会

所发生的深层次的变化。首先是社会性质的变

化。在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实行高

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此后 ,随着列强侵略

程度的加深 ,晚清社会一步一步地滑向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深渊 ,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力。

《南京条约 》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 ,通过这个条约 ,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肆意践

踏中国的主权。五口通商 ,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割

让香港 ,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 ;协定关税 ,

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受到侵犯 ;领事裁判权的规

定 ,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继《南京条约 》之

后 ,西方列强又通过不断的侵略战争 ,逼迫清政府

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条约体系。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就如同一个个套在

清政府头上的紧箍咒 ,就意味着更多主权的丧失。

继割让香港之后 ,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被沙

俄巧取豪夺 ;外国领事和外国军队常驻北京 ,将清

政府置于列强的严密监督之下 ;在中国各通商口

岸 ,西方列强强行划定租界 ,设置“国中之国 ”,作

为侵略中国的桥头阵地 ;外籍税务司制度 ,使中国

的海关行政权落入外国人手中 ;关税税则的修订

和有关子口税的规定使外商获得了远较中国商人

优惠的条件 ;西方列强还还竞相争揽对华政治贷

款 ,控制中国财政 ;在华开矿、办厂、修筑铁路 ,直

接掠夺中国的廉价资源 ,如此等等。在条约体系

的束缚之下 ,清政府政治上的独立性丧失殆尽 ,中

国社会经济独立发展之路被阻断。中国社会在前

进的道路上出现了外国势力这一新的起到左右作

用的力量。到清末 ,中国已经沦为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掠夺原材料、倾销商品的殖民地 ,“已经达到

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 ,低到只是保持

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 3 ]社会

性质的变化是晚清社会最根本的变化 ,它规定着

晚清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

其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历史 ,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 ,但基本的社

会结构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官僚、地主、士绅、农

民、商人、小手工业者这些基本的社会单元具有惊

人的稳定性 ,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代代

相沿。晚清时期 ,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然

冲击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撒下了另类的

种子 ,中国社会内部则爆发了急风暴雨般的农民

战争 ,它有如犁耕一般翻垦着中国传统社会这块

土壤。内外的交互冲击促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逐渐瓦解 ,发生新的分化组合 ,新的社会因素和新

的社会结构成长起来 ,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

治格局。在原有社会构成中 ,变化最巨者为商人

这一社会阶层。众所周知 ,中国传统社会视商业

为末业 ,从商者向为世人所鄙。但西方资本主义

势力楔入中国社会之后 ,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展 ,商

务活动日渐频繁 ,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之而不断提

升。清政府为奖励工商 ,还出台相关政策 ,规定工

商业者凭籍一定规模的资财即可获得爵禄。这一

政策取向表现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剧变。而“观念

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现实的变化 ,还影响现实的变

化”, [ 4 ] ( P245)清末工商业之所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

展正得益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除原有社

会阶层之外 ,晚清社会还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

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口岸开放和西方在华商务活

动的拓展 ,买办阶层首先在口岸城市应运而生。

他们依附于西洋势力 ,又天然地具有民族性。近

代买办的出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 ,近代

中国社会的土壤使得买办阶层得以发展壮大并最

终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

扩张过程中 ,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

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 4 ] ( P6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向中国输出商品 ,掠夺原材料、设厂开矿的过程

中 ,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了中国沿海开

放口岸。而资本主义关系在城市社会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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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必然会推及、影响到农村 ,并促成农村社会

的演变。[ 4 ] (136)这样 ,中国社会内部 ,在传统的封

建官僚与士绅之中分化出一批新型工商业者 ,他

们与买办一起 ,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城市

贫民和农民之中也分化出一批从事近代工业生产

的产业工人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伴而生。这

两股新的社会力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

他们登上政治舞台之后 ,必然要向封建专制制度

发起冲击 ,要求建立近代社会政治。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 ,晚清社会孕育了灭亡自身的力量。

其三是经济结构的剧变。来自西方的商品改

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 ,

但比大炮更有力量 ,它不象思想那么感染人心 ,但

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

去。”[ 4 ] ( P218)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以封建地主经

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为主体。第一次

鸦片战争后 ,西方商品大量涌入 ,首先就遭遇到中

国传统经济的顽强抵抗。第一个回合下来 ,中胜

西败。西方商品积压严重 ,西方商人“发了疯似

的 ”抢占中国新市场的迷梦破灭。然而第二次鸦

片战争后 ,西方商品借助于炮舰的力量 ,发起了又

一轮更为猛烈的冲击。廉价的洋纱、洋布、洋油、

洋火战胜了中国的土产品 ,中国传统经济终于抵

挡不住西方商品的进攻 ,败下阵来。西方国家在

打开中国市场之后 ,又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 ,进一

步攫取了内河航行权、在华开矿权、铁路修建权、

口岸设厂权等特权。在工业领域 ,代表先进生产

力的动力机械 ,首先从制造部门引入中国。在中

国出现了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成

份。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 ,清政府以及民间商

人开办了诸如兵工厂、造船厂、缫丝厂、棉纺厂等

一大批近代工业企业。除此之外 ,进出口贸易及

国内商贸流通的发展 ,促使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

业转化 ,使商贸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日益占

据重要地位。原来农业一统天下的经济构成出现

了革命性的变化 ,工业和商贸业在经济结构中开

始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是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孔孟之

道、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和文化。相对于经济的变迁 ,思想文化的变迁是

一个更为艰难漫长的过程。晚清社会儒家体系固

然依旧在思想文化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 ,却也遭

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 ,西方国家试图将

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 ,“传教士与商人一起东来 ,

但由于传教士比商人更具献身精神 ,因此 ,西洋宗

教在中国登陆之后 ,比商品走得更远 ,甚至深入穷

乡僻壤。”[ 4 ] ( P140)
另一方面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

兴起了救亡图存的思潮 ,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主

动向西方学习 ,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

的“西学 ”在中国广为传播 ,继之 ,西方民主思想、

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并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

接受。社会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 ,

从厌洋排外变为崇洋 ,从贱商到崇商。在思想领

域 ,晚清时期先后出现了洋务派与守旧派、维新派

与洋务派、革命派与维新派的三次大论战。每一

次论战都给传统思想以巨大冲击 ,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震荡。在教育领域 ,新式学堂从无到有 ,从小

到大 ,出国留学人员日渐增多。1905年废除科举

制度更是教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随着教育事业

的发展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传播

新知识、新思想 ,突破了孔孟之道的思想藩篱 ,在

他们的带动下 ,“诗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史

学革命 ”等文化变革先后兴起 ,为晚清社会变迁

带来新的生机。

在社会生活方面 ,“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旧

的生产方式 ,并因此而造成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

变化。”[ 4 ] ( P63)
据上海《法华乡志 》记载 ,“光绪中叶

以后 ,开拓市场 ,机厂林立 ,丁男妇女赴厂做工。

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

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 ,

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 5 ] ( P336)普通老百姓的

生活方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尤其是在口岸

开放城市。在这些城市 ,社会风气较为开化 ,人们

在衣着方面追求时尚 ,“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 ,

至季年 ,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 ,臂不过二、三寸 ,

且仿洋装 ,制如其体。”[ 5 ] ( P331)
在食、住、行、礼仪、

习俗等方面均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变化。与此同

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在广大农民中 ,传统的风俗

习惯、生活方式依然得到保持 ,晚清社会中新旧风

俗杂陈的现象大量存在。

晚清社会的变化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晚清社会处于向近代社会转

型的阶段 ,这一阶段新旧事物处于激烈交战之中 ,

因之除旧布新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特征。晚清

社会正是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过程中艰难地实现其

蜕变。当然新旧事物的斗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新生事物的诞生与旧事物的破除往往并不同

步。有时布新而不除旧 ,有时旧已除而新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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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是总体趋势。第一次鸦片

战争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肇始 ,但并不意味

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立即形成。在第一

次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 ,虽然中国国门被列强

打开 ,开放了五口 ,但外国势力的影响仍然局限于

沿海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 ,在广袤的中国内陆 ,则

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结构与风貌 ,整个社会并未发

生明显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外国侵略势力

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延伸 ,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较为

明显的变化。19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 , 兴起了

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它既标

示出西方国家在中国影响的扩大 ,又反映出中国

社会内部开始主动求变 ,出现了与传统社会不同

的新元素。1894年甲午战后 ,晚清社会的变化进

程大大加快。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掀起了瓜分中

国的狂潮 , 1895年《马关条约 》和 1901年《辛丑条

约 》的签订 ,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自主权全面丧失 ,

半殖民地社会正式形成。另一方面 ,在日益彰显

的社会危机的逼迫下 ,在西风东渐的推动下 ,晚清

社会逾越了 "变器不变道 "的藩蓠 ,社会变革从技

术、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 ,

从社会的表层结构推进到深层结构 ,近代社会的

因子与特征日益增多。晚清社会的变迁改良与革

命交织 ,进步与倒退共存。总之 ,在鸦片战争后 ,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缓

慢到急剧 ,从表层到里层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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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6页 )《罗刹海市 》写马骥来到罗刹国都

“时值退朝 ,朝中在有冠盖出 ,村人指曰 :‘此相国

也 ’。视之 ,双耳皆背生 ,鼻三孔 ,睫毛覆目如帘。

又数骑出 ,曰 :‘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职 ,率

峥狞怪异 ;然位渐卑 ,丑亦渐杀 ”。寥寥数语 ,生

动凝炼 ,把这群丑陋不堪、凶狠残暴的昏官形象活

脱脱地刻画出来了。作者并未直接阐明自己的态

度 ,但对这群人物又丑又怪的肖像特征毫不留情

地艺术夸张 ,却清晰地显露出他的强烈厌恶和憎

恨。作者又善于通过讽刺对象之口 ,让他们直接

暴露心灵深处的卑鄙龌龊。如《鸽异 》写张幼量

将“人世亦绝少 ”的两只白鸽送给某贵官 ,自信胜

过千金之赠。“他日见某公 ,颇有德色 ;而其殊无

一申谢语。心不能忍 ,问 :‘前禽佳否 ?’答云 :‘亦

肥美。’张惊曰 :‘烹之乎 ?’曰 :‘然。’张大惊曰 :

‘此非常鸽 ,乃俗所言鞑靼者也 !’某回思曰 :‘味

亦殊无异处。’张叹恨而返 ”。表面上看 ,作品对

此贵官未作任何评价 ,但通过这三句高度典型化

的语言 ,却清楚地显示了他既贪又馋 ,且愚蠢、麻

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而作者的褒贬也即

寓于这几句对话之中。记得高尔基曾经称赞契诃

夫只用一个词就足以创造形象 ,这个精论移作

《聊斋志异》此类作品的评语 ,也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 ,《聊斋志异 》的讽刺手法并不总是旨微

而语婉 ,有时也表现为笔无藏锋 ,尖锐辛辣。《仙人

岛》写“屡冠文场”的王勉来到仙人岛 ,桓氏同女儿

芳云、绿云轩洒款待 ,席间 ,“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

股业。乃炫其冠军之作 ,题为孝哉闵子骞二句 ,破

云‘圣人赞大贤之孝⋯⋯’绿云顾父曰 :‘圣人无字

门人者 ,孝哉 ⋯⋯’”一句 ,‘即是人言 ’。王闻之 ,

意兴索然 ,桓笑曰 :‘童子 ⋯⋯何诵至佳处 ,兼述文

宗评语 ,有云 :‘字字痛切。’绿云告父曰 :‘姊云 :

“宜删‘切 ’字 ”’众都不解。桓恐其语 ,不敢研诘。

王诵毕 ,又述总评 ,有云 :‘羯鼓一挝 ,则万花齐落 ’

芳云又研口语妹 ,两人皆笑不可仰。绿云又告曰 :

“姊云 :‘羯鼓当是四挝。’众又不解 ,绿云启口欲

言 ,芳云忍笑诃之曰 :‘婢子敢言 ,打煞矣 !’众大疑 ,

互有猜论。芳云、绿云不能忍 ,乃曰 :‘去 ’“切 ”

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 ,其云 :“不通又不

通”也。众大笑。芳云、绿云都是天真活泼、心直口

快的少女 ,作品为她们安排的语言明快而不直露 ,

辛辣而不生硬 ,既切合人物的性格特点 ,又显示了

作者驾驭语言的惊人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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