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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莹与《 牺纪行 》康

进陈

(一·̄
)

刃t莹 (1785-1853),字 石 甫 , 号 明

叔,又号展和,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的爱

田者和第一批主张
“
开眼看世界

”
的代表之

一。笫一次鸦片战争耐期,至 J匕莹任台湾兵各

逍,同总真达洪阿-起,纽织爱囝军民多次

挫败进犯台湾的英国侵略军,并先后在基隆

和大安俘虏英国军事人员189名 ,使台湾在抗

英斗争中
“
一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

”0,

口而遭到投降派的忌恨,被诬;i“ 贫 杀 冒

功
”

。清廷卩r据此将姚、达 l轰 :窍入京,制造

了打击抗战派的
“
台湾之狱

”
。后迫于民情

士论,不得不将块、达开释出狱。姚莹被以

同知苴隶知州衔贬逐到四丿;扌 ,】 84硅年 7月 到

成郄。

其时,正值西藏察雅地区有 两 呼 田 克

图②桕争之卒。而
“
蜀中旧例,有 大 不 韪

者P则罚以藏差
”

ro。 四川总督宝兴 F卩 翁姚

莹前往解决两呼图克图的纠纷。是年年底 ,

他行抵理塘,因大呼图克图 (当 时在理塘 )

拒返察雅听讯结案而被迫返蓉。次年三月,

姚莹再次奉宝兴之命,随 同宁氵瓦知府宣瑛、

试用诬判丁沧前往黎雅和察木多 (今 昌都 )

办理此案。三入在察木多滞留半年,于 18厶 6

年 3月 田到成都。

姚莹以花甲之年,丙次出差康藏,往返

一万余里,切 泔一年又三个月,途 屮经荒山

7犭

忠

野岭、雪厅冰谷,艰苦各尝,其 困顿颠连之

状不可胜言。然而,他在颠沛流 离 的 生 活

中'壮怀犹昔,而不党身之衰老。他就藏人

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并据此整理、增补

成以介绍边疆地理和敌情外事为主要内容的

《康舛纪行》。1846年 底,姚莹写成初稿。

1848年 ,他重加缮写,厘为十六卷,列图于

卷末,并着手刊刻印行。

(二 )

《康铿纪行》在体裁上采用了
“
逐日杂

记
”

的形式,不分门类。其主要内容,姚莹

在 《亲紫纪行自叙 》中说: “
大 约所 记 六

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喇麻及诸异教

源流;三 、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逍

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

感触杂撰诗文。
”

后来,他在给友人陈子农

的信中又说: “
前使西藏,有 《康牺纪行》

十六卷,颇详西域山川疆域与英夷马头之在

印度与后藏接界者。因乍雅前后藏而推及嬲

尔喀、披楞、五印度以至佛兰西、英吉利、

弥利坚西洋有名诸国;因两呼图克图而推及

达赖喇麻、班禅额尔德尼、黄教、红教以及

诸国回教、欧罗巴之天主教,计其源流支派、

情形地势,考证而辨明之,绘为图说,并杂

论古今入物学术文章 ,政 治 之 利 弊 得 失

⋯⋯。
”

以上,可以说是概括了 《康 缡 纪

行》的基本内容。



《康牺纪行》较之当时其它介绍边疆史

地和世界地理的著乍,其突出成就有三 :

第一、介绍了为当时的人们不太熟悉的

康藏地理,对康t地理的研究倌出了一定贾

献。兹举其要端,略述于后 :

(一 )详细记述了沿i塞丿iF经 之 吐扌丿l丨 道

里、村名塘站、民情风俗和物J虹 气 候 。 当

时,有关康藏史地的著作主要有 王 我 师 的

《藏嫌总记》、泰庵的 《西藏赋》、盛绳组

的 《卫藏图识》、齐召南的 《水追提纲 》以

及 《大清一统志》等有 关 部 分。 《锍藏 总

记 》和 《卫藏图识》对四丿;丨 、青海等省进藏

山川道里、塘站记载颇详,但对沿迭风俗民

情较少涉及。 《酉藏赋》既涉及 到 山丿丨l形

势,又记述了风俗民情,但详西 羰 而略 西

康。至于 《四川通志》和 《水逍提纲 》,大
鄱摭拾 《大清一统忘》等诸 l臼籍,实无身经

目击之证。姚莹λ次0菽之行, 往 复 万 余

里,其所记沿途所经之山川i汪 里, 衤扌名 站

头,民情风俗,物产气候,皆为 自己耳闻目

睹, 自较∴它著述较为注碗。其记述所经山

川道里之详细程度,更为诸书所 不 及 。 例

如 ,他记述作为川藏分界之宁静山时,写逋 :

西行iˉ余里过邦木,设 蛮塘汛于

∶Le¨ ⋯过此贝刂山形耸 峻 矣。数 里哜 △

芽,复宽衍。峰峦秀复。即所 谓 宁 艹 山

也。运辽久之,见雍正五年所立界碑。山

以东为丿丨:茗 ;山以西为藏辖 ,碑找 二 尺 ,

手已漫灭。已瑭有巡兵数名于此。山大而

长,东 0一 山上,∶ 屏,南北各赶一跸其之 ,

势如尢/i朝 仁杰辶。 自打 t1钅芦至此,未

有若此山萏。宜以宁售j了 得名也。

显然,非亲历其地者不能”此,如 以上

记述者,在 《康牺纪行》中尚多。

(二 )以 自己亲自考察访问之炒F得,证前

人之记或。如:关于曲四丿}∶ 、青海和云南遴

藏道里问题。姚莹引 《藏罅总记》有l《 卫藏

囹识》,结合自己所经之实际情形'详述由

四川之打箭铱(康定)和青海之西宁、云甫之

塔城关等路进藏的塘汛站名和道里远j:,认

为二书所记尤其是 《卫戚图识 》与实际情形

大致吻合;指出 《戒蘸总记 》
“
亍后戒以外

茫然不能详。盖其作于雍正年间,疆理尚未

定也
”, “

及乾隆中,戒地大定, 《卫藏图

识 》乃出。其避路程站皆据乾逄五十三年军

器档案。因宜其详而有征也。
”
此外 ,姚莹对

明僧宗沥所记黄河和金沙江源,以及 《今舆

图》所记大渡河、雅砻江等河挽向,均 以亲

历所闻论证之。

(三 )纠正他人著述中以讹传讹之记载。

如关于臻雅诸河的源头和流向, 《四丿丨丨通

志 》云: “
勒韬河在寮雅大寺前,派 出茶雅

西北昂喇山下,合甲仑扌禹河,又有乐袢河,

源出窟雅西北作喇山,合 甲仑 柏 河。甲仑

箱河经流涤降宗,合乐渖河到察雅界。叉有

色枯河,源 茹上纳夺,经流汪卡西南入察木

多大河
”

。这堇, 《四川通志》把容雅圪区

的河流说得纷纭复杂9茫元头堵。姚莹指出

其中有两大锘误。第一,勒捎河 即 《今 舆

图》之勒楚河《按 :应 郎察雅河 ,又名麦曲),

源出察雅东南,在汪十之东北(按 :在 贡 觉

南境之渡多拉则卡),与察雅西北之昂喇山无

涉。 《四川通志》以为源 出 昂 喇 山, “
失

之远矣
”

。笫二,色炜河者,应 为 《今 舆

图 》所记之匪楚河(按 :今名扎曲)。 其东北

有一小水(按 :今名格曲)发源上纳夺,西南

流来会。匝楚河叩察木多大河(按 :应 为 其

东源),南流经寮雅之西境会楚楚河、色尔恭

河、勒楚河,南过⊥卡入润 沱 汪 Ft察 本

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数百里。 《通 志 》所 谓
“
色楮河源幽上纳夺,绎流江十等处西l葫 淹

入绒木多大河
”

者,显然把主流和支沈、上

游和下游部颠倒了。虬外9姚宝还在书中纠

正了 《四川通志冫关于澜沧汪东西JJ,以 及

和泰庵把后戒作天竺的钴淤。

(四 )对他人著述的补充。例如:记左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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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苡道里,补 《藏罅总记 》和 《卫藏图识 》

所不及。姚莹在旅途中,获悉入藏之道, 自

察雅地区之石板沟分道,由左贡行十一站至

瓦仑寨与进藏太迫合,则 比由石 板 沟 经 察

雅 、察木多至瓦含寨少三站路程,￡.路甚平

坦,亦不过溜筒之险。他又访诸
“
常行此路

者,乃得其详
″9从雨详绲记述了自石板沟

分道 自瓦合寨的道里远近和村名站头、马夫

亻j1役 等。姚莹叉指出,由左贡至江卡复有一

路。左贡以上与左贡入藏道里同,左贡以下

乃分道,不经石板沟'六站而至江卡。姚莹

所记左贡入藏道里和左贡至江卡一路,不仅

康藏之民
“
常行此路

”,而且是
“
达赖喇麻

每年由藏灵茶大道
”,甚至

“
近十余岁运饷

蚕员曲藏返省皆取此道
”,却为 诸 书 所 不

载,姚莹详记于 《康牺 纪行 》,弥补了他人

著述之不足。又如 : 《四丿ll通志 》和 《卫藏

图识 》等书,对察雅地区的山川形势、道里

远近有所记述,但只及大道两旁,未详整个

察雅地区。姚莹则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察雅地

区的疆域范围和山川 i这 里,绘制了 《察雅地

形囹 》,并撰图说。人们利用地图和图说 ,

对察雅地区的疆域范围,两呼图 克 图 所 辖

地,以 及诸路进藏道里,均可一 日了然。

第二、介绍了与我囝西藏相邻诸国的地

努谪形,遴 而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

姚莹遇过对英蹋孟加拉、东印度 、 廓 尔 喀

(尼 泊尔 )、 哲孟雄(锡金)等 网家和地区的历

史、地理、政治以及相互关系的研究,不仅

了解到英、饿两国因争夺中亚和南亚产生的

矛盾,而 El‘觉察到英国在侵 占印度和孟加拉

后,又 企图控制廓尔喀和哲孟雄,并进而侵

略西藏的野心。他指出:早在禁烟运动前,

“
英吉利先已鸱张,欲谋并廓尔喀以窥西藏

矣
”,并具体揭露说: 

“
先是,哲孟雄与披

楞 (英属东印度一部)隔 界,有大 山 甚 险 阻

无珞,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

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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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他在给林则徐、余小坡等人的信中,又

多次揭露英国
“
窥藏之心久矣

”
的情形,并满

怀忧虑地指出英国
“
为患于藏者 , 不 亦 迫

乎 ?” ε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证明了姚莹的

预见性。无容置疑,姘莹是近代初期最早觉

察和揭露英网
“
窥藏之心

”
的爱国者之一。

第三,表明了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和立

场。早在鸦汁战争时期,姚莹在对外国有一

定了解的墓础上,已经产生了学习西方长技

的倾向。他获悉
“
夷船灵捷,惟在布篷

”
,

即提出我水师战船
“
易篾为布,节节为之,

则转驶亦灵
”

的设想。⑥战后,他对西方国

家的长处有 了进一步认识,因 而在 《康蝤纪

行 》中不无感慨地说: “
白夷泛海,习天文

算法者甚众
”,而 中国

“
天文算 数 几 成 绝

学,对彼夷人,能无氵毖然愧乎 ?” 他赞扬欧

罗巴人
“
方孜孜勤求世务

”,痛心
“
中华反

茫昧 自安
”

。为此,他抨击那种
“
株 守 一

隅' 自划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

有地
”, “

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

乏术,坐致其侵凌,曾 不知所忧虑
”

的守旧

思想是
“
误天下国家

”
的

“
拘迂之见

”
。他

又详考了自利玛窦到中国以后,西方宗教、

文化衣l下丬〃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一方

面指出天主教的
“
支离荒诞

”,另 方面推崇
“
欧罗巳人天文推算之密,工 匠制作之巧 ,

实逾前古
”

。因此,他希望清政 府 能 象 康

熙、雍正年间那样,对西方国家
“
节取其技

能而禁传其学术
”

。这样,姚莹就明确地将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宗教侵略 区 分 开 来

了。他反对宗教侵略,但主张学习西方有用

的科学技术。这明显地反映了近代学习西方

思潮之第一批开拓者的认识。

《康鞘纪行 》除上述二方面成就外,其

对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也值得重视。姚莹

在 《康硇纪行 》中,绘制、搜集、校补和 自

订了 《西藏外各国地形图 》、 《新疆西边外

属国图 》,以及七幅世界地图,并一一撰写



图说。在七幅世界地图中, 《今订中外四海

舆地总图 》是姚莹在其它六图的基础上,再
根据魏源 《海圃图志 》, “

以今时地名参考

互订
”

雨成。他叉参考陈伦炯 《海 国 闻 见

录 》、南怀仁 《坤舆全图 》等 ,对魏源 《海国

古今沿革图 》略为考订,作 《海 国 古 今 异

名 》, 使亚、非、欧数十囝的
“
古今异名可

以一日了然
”

。此外,他还在 《华人著外夷

地理书 》和 《中外四海地田说》中,列举了

我国自法显 《佛国记 》以后的世 界 地 理 著

作,评述了自汉代以来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

的历史概况,高度评价了林则徐和魏源的成

就。

《隶锤 纪行》的最大特点是其内容大多

根据姚莹 自己
“
亲历、考证、所闻

”,全书

贯穿着姚莹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充满着忧

国忧民的感情。 《康轱 纪行》对当时的人们

不仅起到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作用,而
且是唤醒他￠l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为反对

西方侵略丽去了解世界的启蒙著作。它极大

的漱发了人们的受因热忱。时人评论姚莹之

著 《康车羔纪行 》是
“
俾天下晓然,不为蛮夷

所欺
”

,赞扬他的
“
忧国忧世之心 ,岂不深选

也哉。
”c因此 9尽管 《康车酋纪 》行研宄和

介绍世界地理的成扩不及 《四涮志 》、 《海

国图志 》和 《瀛环志略 》,但仍不失为近代

初期笫一批提倡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之一。其

体现的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长技的新思想 ,

则和杜则徐、魏源提出的
“
师夷 长 技 以 制

夷
”

的主张一样闪烁着光辉,并在整个 1日 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有蓿重大影响。

(三
)

姚莹之写 《康车鹃纪行 》,有着明显的反

侵略目的。他试图通过向同胞介绍边疆地理

和敌情外事,并咯加论评,以 唤起国人放眼

世界和重视敌情研究,进 而筹画出御敌雪耻

的反侵略方略。姚莹的这一反侵略思想,是
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发

展和形戚的。

鸦片战争以前,姚莹是当时兴起的
“
经

世致用
”

思潮的代表之一。他与龚自珍1魏
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侧重致力于社会经济

改革的
“
经世派

”
相比,其特点是注重研究

边疆地理和了解敌情外事。而且,这种研究

和了解带有明确的反对西方侵略 的 目的。

180ε年(嘉庆十三年),姚莹二十四岁时考中

进士。次年`他被两广总督百龄邀入幕府。

而就在1808年 ,广 东发生了英国军队登陆并

强占澳门达二月之久,以及英国兵船强行闯

入虎门,停泊黄埔几近两月的严重侵犯中国

主权的事件。姚莹到粤后,新任两广总督百

龄尚在办理善后事宜。他作为总督幕俨,当
然知道事件的始末和性质的严重性。 1ε 1c年

1月 ,蚍莹到粤还不到半年,广州又发生了

英国船员肇事杀死中国入黄亚胜的事件。虽

经总督等地方大吏交涉,英方仍拒绝交出凶

手,以 至案件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结果。英国

侵略者这种目无中国主权和法制 的侵 略 行

径,对姚莹的刺激是很深的。因此,他在广

东作幕和后来在福建、台湾任地 方 官吏Ⅱ却

间'—方面不断揭露英国的侵略野心,强调

加强边海之防的重要性;另方面开始了解外

国,研究边疆和世界地理。其代表作是 《识

小录 》和 《东槎纪略》。

《识小录 》是姚莹在广东时期研读中外

史地著作的札记。书中概达了蒙古、新疆、

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分布和宗教

信仰,记述了中俄边界的地理沿革、勘定和

走向,以及中方边防哨卡的设置和驻军情形

等。姚莹还指出:中俄贸易对俄 方 十 分 有

利,而俄军却经常袭击中国边防哨卡和巡逻

士兵,抢劫中国商人,破坏边界的稳定。他

由研究边疆地理,进 而考察了相邻诸国的情

形。如他在 《廓尔喀》一文中,记述了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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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尼洎尔)的历史,地理、民族风俗、中尼

关系,以及西藏至廓尔喀的道里远近和所需

日程等,表明了对西南边汪及其相邻国家情

况的重视。此外,姚莹还摘录了一些关于英

国、法国、普鲁士等欧山i国 宋的材料。在这

本书中虽然反映了姚莹当时对边疆地理和外

国情事的了解还比较肤浅,其研究也多据松

筠 《绥服纪略图诗 》和七椿园的 《西域闻见

录 》,但是,它是姚莹直接受到英国侵略罪

行刺激的笫一部发愤之作。其著书意旨是为

着反对西方侵略。正如兢莹自己所述: “
莹

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优愤,颇留

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 《识 小 录 》

矣。
”

正是这种为了反对西方侵略而去了解

世界的思想,推动着婉莹始终不渝和孜孜不

倦地研究边疆史地和世界地理。

《东槎纪略》是姚莹任台湾噶冯兰通判

时所著。他在任期阚,“访诸耆老 ,⋯ ⋯考诸

案牍,咨询旧吏
”,搜尖了有关噶珥兰的历

史、地理,以及汊族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

发噶玛兰的资料,绪合自己对台湾政治经济

和军事等的考察情况,编撰成书。 《东槎纪

略》在研究边疆史地方面的成就超过 《识小

录 》。它是研究台湾史地的早期著作之一,

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还应指出的

是:姚莹在书中追述了台湾同大陆在政治和

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强调台湾在保卫祖国东

南边疆方面的屏障作用,希望 《东槎纪略》

能作为
“
后之君子

”
治理和保卫台湾时制定

方略的依据。困此, 《东槎纪略》和 《识小

录 》一样,反映了姚莹为防御西方侵略而研

究边疆史地和了解世界的思想。

上述姚莹因
“
外夷粜骜,窃深忧愤

”
而

“
考其大略

”
的思想,在笫一次鸦片战争的

反侵略实践中得刭迅速发展。由于反侵咯斗

争的需要,当林则徐在广州太量购求和l翻译

外国书报之时,姚莹也在台湾通过
〃
问诸老

商
”,审讯英俘等途径了解敌情外事。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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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英俘时,从英囝的历史、地理、政治、经

济、军事到对外关系;从其铸炮造船到与中

国作战的长处和短处等无不询及。在世界地

理方面,姚莹这时除袈续研究战前在福建龙

溪'寺
·任上俘到的冻伫丿Jl《 四海总图》外,还

认真研究了为时人不大注t的艾儒皤 《万囝

全图》和南怀仁的 《坤舆士口》。他又利用

英俘颠林绘制了一福 《英夷及各国地图》,

并考证渚书,为之撰写目说。 '∮±认为陈图是
“
中囝民阁有图之始

”,但 “
不及市怀仁之

详各
”
,且

“
无五洲之说

”
;颠林之固

“
得其

海陆形势颇具
”, 

“
惜其仅知西南海陆事,

自钺罗乒;亍 东北未能恳也
”
;南囹 则 较 为 详

各, “
国名、岛名、山∫l丨 人f沟 皆注之

”
。因

此,他 “
取其国土山 川 之 大 者 , 缩 为 小

图
”

。经姚莹缩小的南忭仁之四,当 时即被

台人并卩k伦焖、颠林二臼(F1△。莹撰写 的 围

说)于j1j印 行。t宝叉根据产、陈、颠三图 ,

自订了一幅 《中外匹海总图》,并欲自成一

书。他通过上述调查研究'了解到许多重要

的敌情外事。渚如英围侵略军的长处和短处

及其与法、美等国的矛盾等等,从而颇得其∵

形势盅实,并得以据此在台湾制定比较符合

实际的抗英方略,满怀信心地坚持反侵略斗

争。此外,姚莹在调查研究中,还把自已在战

前开始的对边疆和世界地理的研究推进了-
大步,为 战后《康牯纪行》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战争的失败和蒙受冤狱,给姚莹极大的

剌激,使他悲愤填磨。自被
“
革职孥问

”
到

“
槛车入都

”
的几个月间,他满怀悲愤的心

情在给挚友的信中倾诉了自己蒙受的冤屈,

一再表示对战争失败的愤恨。他说: “
独念

以天朝仝盛之力,纰于欺万里外之丑夷,失
人心伤国体竞王不可牧拾 ,是 不能无恨耳。

”

C他揭霹投降派不了钾敌情外事,对侵略者

不知庶貉,以 互丧权辱国,不知愤耻。他进

两诉述自己虽荥受冤狱却难忘国家民族之大

辱的心情说: “
夫君子之心,当为网家宣力



分忱,仅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 身 之 弗辱

也
”, “

然此心为不能恝然无恨者,则天下

之忧。此即翁不优 身̈,雨芯愤时事之意云

尔
”
。⑨因此,他表示宁可

“
追随林、邓二公

相聚西域
”
'也不为投阡派的诬陷所屈跟。

正是这科忧国忧民的反侵略受目思想,激励

首他百折不挠地寻求御敌雪砬l的真理。

∵莹出狱以后,读到丁蒴泺 迸 给 他 的

《海国田志 》。h读《海囝日志》,他叉锝以

知道林则徐所泽之 《四况志 》以及 《华事夷

言》和 《澳门月报 》等,了解釜I许多亩所未

闻的敌情外事,这使 i岂十分激动和兴奋,情
不自索地说: “

少获我心!” 《海囝图志》

还便他进一步认为战争失败的关键是不了解

嵌情,痛感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 , 从 而对
“
海外事势夷情

”
更加荭l求 访河。这正是他

对
“
察雅之役,欣然奉使

”
的基本原冈。

姚莹两次康藏之行以及后未撰写 《康蝤

纪行》的过程屮,其反侵略爱囤思想愈趋成

熟。 《康+茁纪行》初钅甫成,尥即在复光律

原的亻六
·
中毫元晦讳地闸述了自己的著 书 目

的。首先,他半出
“
天主邪教明禁已夕.,一

旦为所抉而复开,其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

以来所未有也
”

莳事实,指 出在战后短短几

年中,中国的大门不仅向英囝洞开'而且已

成为西方列强砧俎上的鱼肉,疝切地感习 :

“
海外谙爽侵凌中囡甚矣。

”
曲j匕,他进而

提出了
“
既震其枳戚,复 申之邪教,几何其

不胥中国而沦于走魅乎
”

的忱忠。接着,他
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认为

“
自古兵法,先

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瞬聩从事而

不败者也
”; 

“
夫海夷之技苯有大胜于中国

也,其情形地势且犯兵家之大忌。然而所至

望风拄靡者,何也 ?正 由于中口书生狃于不

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

旦海船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

俏败至此耳
”

。⊙为此,他陈述自已之著书

月的说: “
澳门夷人至于若书笑中国无人留

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莹实赭

心!故 自嘉庆年闯购求异域之书 , 究 其 情

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

夫天主教、田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

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 吾 中 国 童

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

策。廾诫喋血铣恨雨为此书,冀 雩 中 国 之

耻,重边滓之防,免胥沦于瑰,域
”

。O反对

闭关 自守,强调了解外国,把研究和介绍敌

情外事与反对西方侵睥乃至
“
免 胥 沦 于 鬼

域
”——遨免亡国灭种联系起来,这即是姚

萤著 《康牡 纪行 》的目的。

由 《识小录 》到 《康牺 纪行 》,反 映 了

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同时,

也:反 映了姚莹反侵略爱国恩想和开眼看世界

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因此,姚莹著 《康

鹌 纪行 》时,任何压力都改变不了他莳著书

动机。蚀在四丿|!期 间,先是受到宝兴,接着

又受到继宝兴任四川总督的琦善的歧视,以
至友丿、中有劝其 引退以谶难者。 他 以 义 自

励,婉言却之。当有人拍责他
“
一腔热血何

必掬以示入
”
时 ,他激愤地回答逍 :“ 余谓君血

未必真热血耳
”
。

“
所谓热血者,视天下国家

之事如 已事,视人之休感痛痒如 己之休感痛

痒,展转于怀不能 自已,夫是之谓热血,岂
可辁易言之耶 ?” 也正是这种

“
视天下国家

之事如 己事
”

的一腔爱国热血,推动着姚莹

在魏源囚著 《淹囝囵志 》雨
“
已 犯 诸 公 之

忌
”

时,毅然以
“
获咎之人

”
勇敢地写出了

《康车酋纪行 》。

i∶ i备 :;f∶ ;::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 战 争 》

(六 )第 Fs犭页。

②即活佛。

③⑤⑥⑧⑨⑩④姚莹《东溟文后集》。

④姚茔《康筠酋纪行》。以下凡引此书者不再一

一注出。

⑦方攵恒《康辆行跋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