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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近代中国人从将欧美视为“夷狄”，到鸦片战争后不得不称为“西方”之转变，学术界相

关论述已多。但相关论述多从宏观角度作思想史脉络的描述，而比较忽略在此过程中，中西

之间的互动的具体，及其对观念变迁的影响。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在清朝的“天下”观念中，

属于“夷”之边缘，这种定义使清朝给予其“互市国”地位的贸易安排有了政治哲学的基础。但与

“朝贡国”不同，西人并不认同“夷”的身份认定，也不同意清朝准许“互市”乃是一种恩惠的赐予，

而将这种身份当作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这种中西之间的认识差异构成 1810年代到 1830年

代中英双方抗争的观念基础。清朝在这些抗争中并未认识到修改其“天下”观的必要，实际上直

到 19世纪后期，“天下一道”与“夷夏之辨”依然是不断得到表述的观念。但欧美一方则在 1830

年代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就决心改变中西交往中的观念认识基础；与此相联系，他们也建立

了一套关于中－西文明地位的论述体系，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否决了清朝在表述中西文明地

位方面的话语权。与此相联系，在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背景下，“西国”渐渐取代“外夷”，成为清

朝上下描述欧美诸国的概念，其后演变为“西方”。而“中西”说法的逐渐流行，则意味着“天下一

道”的思想被打开了缺口，“道分为二”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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