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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想象·真相: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张利娟

  摘要:基于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关键词汇出现的频率统计及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红色的

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

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与真相,不如说是英国的想象

与期望。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需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向外讲述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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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关注。在信息

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往往通过“形象”认识“现实”,“现实”也往往被等同于“形象”。国家形象兼具价值性和工具

性功能。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名利双赢的国力

运作过程,也是一个国家为自己文化“正名”的过程。历史证明,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与构建对于国家影响力的形

成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他国媒体中的我国国家形象来实现国家形象在新时代的有效构建。
教科书是社会价值观的载体,代表主流阶层和社会的意志与利益,是特定阶级对其他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中

介。他国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对塑造他国公众对华认识及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其对中

国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是“英国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广、最
具革命性的教育立法”①。在其出台之前,英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1991年,英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国家历史课

程标准》颁布,随之相继发行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教科书。学术界真正意义上针对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形象

的研究,据笔者眼力所及,迄今为止,无一本专著出版。搜索各大期刊数据库网站,只发现一篇硕士论文从整体上

论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还有几篇论文是对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某一时段、某一事件所呈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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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象进行研究①。因此,本文拟选择1991年至今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以弥补学界

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 英国历史教科书样本选择及其中国史内容占比和关键词频次统计

(一)教科书样本选择

与中国的教科书编写机制不同,英国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选定制(自由制),教材的编写、出版、选用,国家不予

干涉,民间可自由编写、发行和选用。英国中小学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这造成了英国的历史教科书数量众多。
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查阅了1991年至今的几百种英国历史教科书,发现只有39种英国历史教科书(参见表1所列)
中有明显的中国史内容,因此,本文围绕着这39种教科书样本展开讨论。这39本历史教科书大多数针对英国7-
11年级学生编写,学生学习完该阶段课程后,参加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历史考试,考试合格后获得普通中等

教育证书。另有几本历史教科书是针对IB和A-Level考试而编写的。IB即国际预科证书课程,12-13年级学生

学习完该课程后,获得国际预科证书文凭,该文凭被全世界诸多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A-Level课程即普

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针对12-13年级学生,由六年制中学或独立学院开设,学生学习完此课程后,
参加全国历史A-Level考试,即可进入大学就读。

这39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其中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13本,占教科书总量的33.3%;21世纪最初十年出版的

12本,占30.8%;21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版14本,占35.9%。可见,21世纪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数量占英国历史

教科书样本的一半以上。一般而言,由于教科书编写机制的原因,同一教科书在英国的使用年限达到10年或者更

久②。因此,我们通过对这39本教科书样本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得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英国历史教

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形象。
(二)中国史内容占比和关键词频次统计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来分析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内容分析法通常用于如教科书、报纸、杂志、档
案或其他书面材料等文本分析,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最早出

现在传播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通过研究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获取了许多军政机密情报。战

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军事情报机构一起对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使其应用范

围大为拓展。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文本中某主题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其重要性,也可以评估出文本中存在的偏见和

成见。③

内容分析法是如何展开的呢? 埃兹(Ezzy)指出,内容分析法首先从定义一个研究样本开始,然后编码和分类

(包括计算和记录单词、短语、句子等出现的频率),分析数据,最后总结,即从文本中得出结论④。在内容分析法中,
通过对教科书中的专业术语、个人或群体出现的频率的统计,以及对某国家、人物、事件等所占据的教科书内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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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鲍文蓉2021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形象》,选择了英国三家出版社2008-2009、2010、2015年出版的3
套5册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进行研究,2008年之前及2015年之后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不在作者研究范围之内,而且选择的这5册历

史教科书样本中只有2册全部为中国史内容,其余3册只有几页中国史内容,由此归纳得出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富强文明与专制

停滞的古代中国形象、落后分裂与改革自强的近代中国形象、在挫折中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形象———因样本量少、时效性不强而准确性、可靠性难

获保证。另外,朱慧敏、张婷《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形象———基于朗文、牛津版<中国皇朝>的比较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5
期,第176-181、175页),朱慧敏、李月琴《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以<剑桥国际AS-Level国际史(1871-1945)>为例》(《历史教

学问题》2019年第4期,第127-131页),以及张利娟《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现代中国形象———以麦克米伦出版社<掌握近现代世界史>为
例》(《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3期,第3-6页)三文,分别选择了4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形象、近现代中国形象进行研究,虽然注意到

所选教科书的代表性和使用年限,但亦因教科书的样本量不足而难以有效揭示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全貌。此外,张利娟《被忽略的中国:30年来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51-157页]、王若茜《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

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16页]、张利娟《论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3年下卷(总第2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282页]三文,选择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和鸦片战争叙事内容进行

研究,虽注意到英国历史教科书的样本量,并且归纳出抗日战争时期和鸦片战争中的中国形象,但这两大事件中的中国形象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历史

形象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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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分析比较,可得知教科书的重点及选材标准。笔者对39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比例及其有

关章节名、目录名中的关键词汇进行频率统计,其结果如表1。
表1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及关键词汇出现频次表

书名 版本 页数 占比(%) 关键词汇及频次

毛泽东的中国:1936-1997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9 256 100

近现代中国的形成:1860-1997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7 192 100

毛泽东的中国:1945-1976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7 159 100

中国:1839-1997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6 322 100

中国的转型:1936-1997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224 100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1949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0 170 100

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国 纳尔森索恩出版社2008 152 100

中国:1900-1976 海涅曼出版社2006 183 100

1900年以来的中国 朗文出版社1996 48 100

中华帝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48 100

中华帝国 海涅曼出版社1991 64 100

中华帝国:从秦始皇到忽必烈 朗文出版社1991 80 100

政府体制:共产主义 埃文斯出版社2005 15 31.3

20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5 118 29.1

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60 25

亚洲的冷战:1945-1993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5 58 22.5

权力主义者和一党制国家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49 20.4

标准等级现代研究:世界 霍德·吉布森出版社2006 30 16

中级现代研究 霍德·吉布森出版社2010 28 12.3

学懂世界近现代史 麦克米伦教育出版社1991 21 9.3

创造历史:1914年至今的世界史 柯林斯教育出版社2001 25 8.9

世界近现代史 铜锣出版社1996 20 8.4

世界近现代史要论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49 7.8

20世纪的世界史 朗文出版社1993 38 6.8

同一世纪的世界:使用证据 柯林斯教育出版社2001 17 6.6

世界近现代史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20 6.6

20世纪的历史 朗文出版社1992 20 6.3

世界近现代史 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93 10 5.1

思想与机器:1750-1900年的英国 朗文出版社2002 6 5

理解历史:1066-1509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4 6 4.5

改革和革命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8 4.5

(中国)共产党54
毛泽东53

文化大革命34
经济29

国共内战(中国内战)20
(中国)国民党20

共产主义20
中日战争(抗日战争)15

政治14
大跃进13
工业10
邓小平8
外交8
军阀8
清朝8
农业7
改革7

朝鲜战争7
意识形态6

中国与世界6
 

蒋介石5
发明5

秦始皇5
长征5

辛亥革命4
孙中山4
红卫兵4
妇女4

五年计划4
统一战线4

美国4
苏联4
宋朝3

满洲(满族)3
医疗3
教育3
延安3

国际关系3
中美关系3
中苏关系2

人权2
百花齐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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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世界近现代史 麦克米伦出版社2013 31 4.4

发展中的历史:1603-1901 海涅曼出版社2008 8 4.2

20世纪的历史:1900年以来的世界 朗文出版社1993 12.5 4

寻找历史:20世纪的世界 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91 4 3.1

发展中的历史:1901年至今的世界 海涅曼出版社2009 4 2.1

发展中的历史:1066-1603 海涅曼出版社2008 4 2.1

世界近现代史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3 7 2.1

冷战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3 1.9

鸦片战争(中英战争)2
整风运动2
西安事变1

天安门事件1
游击战争1

汉朝1
隋朝1
唐朝1

  备注:上表中“页数”栏中的数字指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页码数,“占比”栏目中的数字指中国史

内容占据整本教科书的内容百分比。

通过表1中的频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知,除专门讲述中国史内容的12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外,其余

2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最高的31.3%,最低的1.9%,平均占比9.6%,有20种历史教科

书的中国史内容占比低于10%,加上如前所述的自1991年至今的几百种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只有39本教科

书有明显的中国史内容,显然中国史内容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占比甚小、地位很低。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书写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教

科书将重点放在对近现代中国的书写上。无论从教科书选材的数量分布(39本教科书中只有6本有中国古

代史内容,其余33本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来看,还是从关键词汇的出现频次来看,教科书给予近现代中

国历史更多关注,尤其突出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中国共产党”出现频次

最高,其次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经济”、“国共内战”、“中日战争”、“中外关系”、“邓小平”是教科书的

重点之一。第二,教科书也不乏对古代中国史的某些方面予以凸显。如对古代的科学发明着墨甚多、中国的

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等都有所书写。第三,教科书重点书写政

治、经济问题,但对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甚为关注,如女性及教育问题都设有章节详细阐述。
二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下面笔者将以时间为经、主题为纬,按照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当代史的时间顺序,简要分析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叙事,进而归纳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特征。
(一)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

在英国历史教科书的描绘中,古代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的国

度。孔子的伟大思想、秦始皇的恢宏陵墓、辛追夫人的奢华生活、唐朝宫廷妇女的多彩娱乐、宋朝宏大的城市

气象、元朝的雄伟国度等,都有相关叙述,涉及思想、制度、社会生活等层面。
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中国拥有自己的宗教哲学信仰体系,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关

注人类在社会中的地位,道教关注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佛教则给予人们来世的希望①。英国历史教科书对

孔子所代表的儒教及儒家思想着墨甚多,认为,“孔子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汉朝及之后的朝代

都遵循孔子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②,孔子建立的一套系统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思

想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思想基础③。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曾在西方学界风靡一时,“‘孔夫子的中

国’的道德实践、自然哲学、开明君主制度,成为批判欧洲社会堕落、宗教迫害与君主暴政的武器”④。西方通

过推崇孔夫子的儒家文化精神,来抨击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历史观,以建构现代的世俗历史观念,为西方人

本主义思想的确立提供自我确证,找到合理性来源。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的介绍,塑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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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明、宽容、仁爱的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
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国秦汉唐宋元时期历史的描绘,塑造出一个物产丰富、城市繁荣、包罗万象的

古代中国形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车轨,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国①。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

丝绸之路,商人们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经西域运往中亚、西亚,再转运到更远的欧洲,欧洲、印度和非

洲的马匹、象牙、玻璃制品也被运到中国,同时,知识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商人们把中国的思想和发明带到

了西方②。唐朝首都长安作为一座国际化都市,吸引了众多外国人来此居住。“在唐朝,中国人对外国思想、
宗教(如佛教)、食物和商品的开放程度超过了20世纪之前的任何朝代”③。7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了鼎盛时

期,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④。宋朝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人声鼎沸的酒肆茶楼、繁忙的商贸

往来,塑造出繁荣的宏大城市气象。元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大的帝国,曾一度打到欧洲,横扫俄罗

斯、波兰和匈牙利。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蒙古人虽然非常凶猛,但忽必烈是一位“智慧而宽容的君主”⑤。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古代中国,特别是唐宋元时期,相对于中世纪贫穷落后的欧洲来说,都是人间

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历史教科书多次引用《马可波罗游记》来佐证以元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繁荣富

庶⑥。元朝时的杭州,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⑦。对于萌芽于中世纪晚期的世俗精神来看,
元朝繁华的市井形象,既是中国这个他者的现实,也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西方人想象中的世俗

乌托邦。人们需要上帝与来世的天堂,也需要尘世的财富与享乐,用元朝繁华的市井形象来向代表欧洲基督

教禁欲主义的教权王权挑战,“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物质化的中国形象不仅激

发了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还为他们的商业精神、君王权威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楷模”⑧。人们从《马可

波罗游记》描绘的元朝形象中体会到自己的欲望与想象,也找到了超越自身、改造社会的动力。如果说《马可

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与其说它反映了元朝的中国形象,不如说它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

意识幻象,对中国式美好生活的向往,折射出西方中世纪文化压抑中的欲望。
(二)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

如果说古代中国以辉煌灿烂、悠久文明的历史而著称,当时钟走到近代,悠久的历史意味着所谓“历史停

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近代中国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呈现出的是一副衰败的帝国形象。
封闭、停滞、衰败、贫穷、愚昧、落后等词汇充斥在英国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描绘中。英国历史

教科书的叙事充满了对一个失去生命力的统治集团的蔑视。政治方面,近代中国是专制帝国,皇帝拥有绝对

的权力;经济方面,近代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科技方面,近代中国停滞不前;外交方面,近代中国闭关锁

国,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时间流逝于此,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由孔教乌托邦发展到半野蛮的

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道德中国”变成了“专制中国”。这里,英国历史教科书把近代中国的历史简单地定义为

专制的历史,这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冷战产物”⑨,“不能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简单

地称为君主专制制度,也不能将中央集权等同于封建专制”。
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逻辑是,虽然中国古代曾有很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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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但是这些成就让中国人盲目自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①。这种自大还可以从“中国”的命名可以看出:
“中国,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处于中央的国家,即‘中央之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

心,其他国家都不如中国。”②“中国人没有国家间的平等意识。”③教科书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浓墨渲

染。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公爵出使中国,商讨两国贸易之事,遭到乾隆皇帝拒绝。马戛

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由辉煌灿烂的孔教乌托邦向半野蛮的东方专制主义帝国发生

关键性的转折,“西方从仰慕中国转向鄙视中国”④。在英国人眼中,中国成为对世界一无所知,对科学与技

术一窍不通,愚昧、无知、自傲、自大的庞然怪物。当时英国主流观点认为,清朝自傲自大,愚昧无知。这正好

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如果中国彬彬有礼,注重礼尚往来,英国怎有发动战争的理由?
所以,“当时的中国真实情况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英国主流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以服务

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商人的利益需要以及扩大海外殖民地、推销商品和原料市场的需要”⑤,“塑造一个被否

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

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⑥。英国历史教科书宣称“文化冲突引致鸦片战争”⑦,这不仅淡化了鸦片战争中

英国侵略中国的本质,反而竭力把西方美化为中国的“救世主”。但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决不意味着英国发

动鸦片战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侵略就是侵略、强盗就是强盗”⑧。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不正当的侵略战

争,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野蛮战争,是西方扩张与侵略的典型例证,无论何种理由都

掩盖不了英国侵略中国的事实。
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自1850年以来,中国国内一直叛乱不断,而清政府既无法镇压叛乱,也无法同时

打败外国人。晚清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西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英国、法国和美国从清朝的敌人变成了清朝

的盟友,“接受西方政权的军事支持,对中国抵御国内叛乱和维持自身统治至关重要”,“事实证明,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年里,西方扮演了一个两面性的角色:掠夺者和救世主”⑨。显然,英国历史教科书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西方列强和国内叛乱,清朝需要接受西方的帮助,以镇压国内叛乱和维持自身统治,西方成为

中国的“盟友”和“救世主”。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历史教科书写道:“英国决心给中国一个惨痛教训

……军队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夷为平地……洗劫圆明园的行为主要是想明确告诉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除

了服从外国列强之外别无选择。”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与无辜

百姓、占领北京后挨家挨户抢掠金银财宝等行为轻描淡写地叙述,而对于义和团围困使馆和教堂事件以及在

华西方人的“苦难”则浓墨重彩地渲染,旨在告诉阅读者和学习者,义和团事件是所谓“野蛮对抗文明”、“中国

对抗世界”的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则是“文明征服野蛮”的“正义”行动。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肇始,到太平

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史的呈现都

是邪恶多于光明,对中国既敌视又蔑视,中国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而又信仰

缺失,故步自封而又腐败无能。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鸦片帝国的描绘,刻画出一个处于失控状态

的、不遵纪守法的混乱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构成了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形象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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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呈现出的是一副衰败的国家形象,其目的是用来论证英国殖民扩张的合

理性。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进步取代落后,被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在

西方近代所谓“进步”、“自由”、“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中国是作为否定性的“他者”形象出现,以帮助西方

现代文明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①。衰败的中国,需要进步、自由、文明的英国

来拯救,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被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对于英国的侵略扩张而言,丑化的中国形象,
不仅掩盖了英国对华毒品贸易与对华侵略战争的罪恶,而且为其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在这里,知识转化成意识形态,知识使权力变成了真理。

总之,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受到曾盛行于西方学界的“冲击-回应”模式和西方中心

论的影响,多从西方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过度夸大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忽略了近代中国内部发展

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西方外来的刺激,只有在中国内部本身发生改变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更多

来自中国内部本身,而不是外部的刺激。英国历史教科书以中西文明对立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中国历史并不

可取。
(三)红色的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

“红色的中国”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指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延安。英国历史教科书高

度赞扬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1949》指出:1935年至1936年,中
国其他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饥荒,但“延安苏维埃政权以其可靠的(虽然少得可怜的)粮食供应、学校和医院,为
其居民提供了以前无法想象的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福利。延安不仅满足了人们一直渴望的物质需求,还弥漫

着一种来自巨大成就感的集体自信氛围”②。《毛泽东的中国:1936-1997》引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抗战③。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④,号召全国人民

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⑤。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团大战作了详细介绍:“1940年8月,
在彭德怀总指挥下,中国共产党100多个团40万兵力,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日军发动了系列进攻。在两个

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取得了巨大胜利。”⑥英国历史教科书特别将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一比较,与
国民党的节节败退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使用游击战术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成功⑦,“中国共产党

越来越被视为新中国的真正希望”⑧。《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国》讲述了共产党采取游击战术

打击敌人,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尊敬,然后以小栏目突出显示的形式介绍了什么是游击战⑨。《创造历史:1914
年至今的世界历史》介绍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以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鱼水关系、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在学生活动部分还附有一首红军歌曲,并针对歌曲提出各种问题让学生回答。《世界近现代史要论》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采取成功的游击战术抵抗日军。随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红色中国形象

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胜的原因,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胜利,也是政治、经济、外交、宣传和公共关系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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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术才华、领导能力、民众支持和国民党弱点的综合结果”①,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

导以及土地改革政策和严明的纪律,使之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重要原因。《毛泽东

的中国:1936-1997》单独设目讲述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重要性”②。《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
-1949》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军事因素中,毛泽东的领导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③。英国历史

教科书还指出,农民的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

国》特别开辟子目,单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和土地改革对人民的影响④。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抗

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描绘,塑造了一个经济上进步、政治上民主、社会生活上爱民为

民、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形象。
其二,指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科书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

期的中国为所谓“红色恐慌”与“个人崇拜”的“狂热且失去理智”的革命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带给英国更多

的是震惊与恐惧。英国历史教科书在称呼上用“红色中国”(Red
 

China)代替中国。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英
国历史教科书花了大量篇幅介绍红卫兵闹革命、个人崇拜等事件。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批评,掺杂了编

者对英国价值观难以言传的强烈认同感。英国历史教科书似乎只有高擎反对社会主义的大旗,才能彰显为

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的自由民主之精神。
(四)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历史教科书花了大

量篇幅讲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中国:

1936-1997》指出,1981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000年,美国14%的进口来自中国;从
1995年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额从5720亿美元增长到7680亿美元,进口额从7700亿美元降至6500亿美

元,贸易总额从10650亿美元增至14800亿美元,贸易顺差从330亿美元增至1070亿美元,“邓小平作为领

导人的最大成功无疑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世界经济和商业强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获得了国际公认

的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⑤。《近现代中国的形成:1860-1997》指出,“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举措,可能

是20世纪任何国家中最成功的经济改革。……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黄金时期,美国和

欧洲也无法将自己的经济成就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到1997年,中国已经成功地

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网络的重要的制造业和工业强国⑥。《掌握世界近现代史》
用了6页篇幅,详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对中国历届政府执政期间的政治经济改革

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遭受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似乎未受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继续陷入危

机,2011年,有报道称法国萨科齐总统在讨论如何拯救欧元区的峰会结束后,致电北京寻求帮助。整个欧洲

和美洲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中国会拯救世界吗?’”⑦相对于衰败的近代中国是英国征服和救赎的对象而

言,觉醒的中国充满了生机与力量,中国反倒成为世界获救的希望。
但是,英国历史教科书认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给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威胁。它们指

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12年中国拥有13座核电站,并计划到2020年至少达到120个。……所有这一

切引发了许多问题: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 如果中国的‘经济奇迹’继续下去,这会让

欧洲和美国陷入大规模失业和破产吗?”⑧在教科书编者看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已逐渐转化为政治、军事

实力,作为全球性大国形态日益彰显,中国被认为是英国当前与未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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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包括经济威胁,还包括政治威胁、军事威胁;与之相反,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风云巨变,“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文化心理上与英国存在巨大差异。作为“异己”国家,理所当然是英国的假想敌。另外,从历史

渊源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根深蒂固。13世纪,蒙古人一度打到欧洲,攻占波兰、匈牙利,打败德意志的骑

士团,蒙古人带来的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欧洲,“黄祸”的恶魔形象由此在欧洲人心里扎根。“中国威胁论”唤
醒了这个古老的“噩梦”。在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宏大叙事中,“觉醒的巨龙与中国威胁论并存,隐含了英国人

的悲观主义心理。对中国的崛起持既欢迎又担忧的矛盾态度,反映了英国人对自身文化衰落的悲观判

断”①。虽然英国历史教科书肯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亦以“他者形象”排斥、贬低和否定中国。
三 余论

教科书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无论是统编制、审定制,还是“市场制”,教科书都要

体现国家意志。因此,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知识和权力在对中国史内

容呈现施加影响的同时,亦强有力地规范着英国青少年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

形象构建的背后,反映了中英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和综合实力的博弈以及彼此文化认同之间的较量。
中国形象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经历着各种变幻:从古代中国的神秘莫测,沐浴着儒家圣哲光环,风靡一

时的辉煌“中央王朝”,到保守落后、“无视欧洲之强盛”、夜郎自大的近代中国,再到结束百年屈辱、获得民族

独立的新中国成立,以至“红色恐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政治实力崛起。这些中国形象叙事的构建,取决于

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也取决于中国自身变化的复杂性。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具有

的多面性、复杂性、脆弱性以及不确定性,折射出英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对华态度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

关系。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

‘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②。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英国现代文化的“他者”
镜像。这种中国形象代表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而是英国人自己想象中的文化他者。它们经过了教科

书编者的个人喜好、现实需求、价值判断的选择、过滤而形成。编者无法避免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先入之见”
的影响,教科书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上述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在刻画中国的

现实与真相,毋宁说是在述说英国文化的想象与期望。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自身的实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既有认知

与态度,以及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等因素,都影响着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

形象被西方幻象化而自恋,放弃对自我的反思,更不能因为中国形象被西方妖魔化而激愤,放弃与他们的对

话”④。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⑤,“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中国需要探求自身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
极向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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