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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得时世时慈俄厕对华政策转变的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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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5 世纪前期俄 中关系形成 以后
,

俄国早期对华政策在彼得一世 时期6�789 一�59 :年;

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

此前
/

俄国政府实行对华侵略政策
。

到彼得一∋月只#寸期 这种侵略外交转

变成了以和平为主要内容的政策
。

这时
,

虽然俄 国仍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

但从

全局看
/

和平交往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

这种和平关系以 �78 , 年俄中签订 《尼布楚条约》为标

志
,

到 �598年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

侵略扩张是俄国外交政策的本质 特征
,

为什么俄 国对华政策在彼得 一世时期会发生这种

变化呢 < 本文试图对俄国当时面临的国内
、

国际形势进行分析
,

以探素这一问题的答案
。

一
、

俄国的根本利益使它把与西部邻国的斗争放在其外交决策中的仓要地位

�5世纪
、

后斯尸 俄国同东
、

西方邻国之间的矛盾尖锐
,

并发生 了战争或冲突
。

在东方
,

俄

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 在西方
,

它与邻国瑞典
、

波兰
、

土耳其等国之何的矛盾不 可调和或发

生了战争
/

这样
,

俄国面 #断在东
、

西方同时作战的形势
。

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成为俄国当时外

交决策急待解决的问翘
。

结果
,

彼得一世选择了与中国和平
,

同西部邻国进行争夺
、

的外交政

策
。

为什么俄国对家、
, ‘

西邻国采取这样截然不同的政策呢<

首先
,

俄 国有限的实力限制了它在东
、

西方同时作战取得胜利
。

价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落

后的农奴制国家
,

军事力量非常薄弱
。

当时的俄 国还没有正规军
,

其军事力量 由贵族民军
、

射击军和新建骑
、

步兵团组成
。

贵族民军和射击军缺乏训练
、

纪律松弛
、

战斗力弱
/

到�5 世

纪后期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

由于军事
、

经济实力不足
,

迫使俄国只能集 中力量在一个方

向进行战争
。

其次
/

既然俄国只能选择在一 个方向进行战争
/

那么
/

它为什么要选择与西 部邻国进行

争夺呢 < 这是由俄国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决定的
。

�5 世纪俄 国虽然地跨欧亚两洲
,

但是欧俄

与亚俄相 比较
,

欧俄是俄国的重心
,

欧俄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俄国的存亡
。

所 以
/

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
,

欧俄的生存和发展是俄国的根本利益
,

其具体 内容是同西部邻国进行斗争
,

一方面

以保证欧俄的安全
,

另一方面夺取被它们控制的土地和出海 口
。

这种根本利益决定了西部邻

国与东方中国在俄国外交决策中所处的地位
/

即与前者的斗争是主要的
=
对后者的侵略是次

要的
。

保证欧俄的安全
,

进而维护整个俄 国的生存是俄 国外交政策的荃础
。

俄 国早期著名的马

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述
/

他说
> “

莫斯科发展的历史环境
,

决定它不

得不⋯ ⋯ 同西方邻国进行斗争以保卫 自身的生存
。 ”

� 俄国 自� 世纪统一国家形成以后
,

一

方面它迅速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

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西部强邻的侵略对象
。

�! 世纪波兰
、

瑞典先后发动对俄国的战争
, ∀ #耳其 及其藩属克里米亚汗国也不断对俄国进行侵扰

。

这些战



争和浸扰给俄国造成严龟的损失和威胁 俄匡?只有在保证欧俄安 全的从础 ?// 才能发动对它国

的战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
。

夺取西部邻国控制下的土地和出海口
,

是俄国外交追求的主要 目标
/

这既体现了俄国外

交政策的侵略本质
,

也有利于俄国社会的发展
。

�5世纪的俄国实际上是一个落后 的 内陆 国

家
。

这种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俄国与西欧先进国家之间的联系
,

不利于俄 国 的 发展
。

当

时
,

西欧先进国家早 已废 除了农奴制
,

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相反
,

俄国的封建农奴制

却在不断完善和加强
,

农奴制严重束缚了俄国的发展
。

直到�5 世纪末
,

俄国才开始出现资本

主义萌芽
,

其统治者也 认识到向西欧先进 国家学习的重要性
。

要向西欧先进国家学 习
,

加强

与它们的联系和交往
,

那么
,

打通和控制出海口对俄国就显得特别重要
。

而 �5 世纪的俄国
,

无论在黑海
,

还是波罗的海
,

它都无立足之处
,

所以
, “

俄国需要的是水域
”

∃
。

它要么南

下取得黑海出海口
,

要么北上夺取波罗的海出海 口
,

以取得俄国
“

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

西
”

%
。

同时
,

俄国把被波兰控制的乌克兰和 白俄罗斯看作是自己的失地
&

而且 占有这些地

区对俄国打通出海口有重要的作用
&

因而
,

俄 国坚决要求重新吞并这些地区
。

这样
,

对出海

口的需求和领土的吞并决定了俄国在 �!世纪面临三项急需解决的外交任务
∀

第一
,

重新吞并

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和 白俄罗斯的上地
∋
第二

,

打通波罗的海出海 口 ∋
第三

,

打海黑海出海

口
。

(这 )项任务使俄国政府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同西部邻国的斗争方面
,

而把对中国的侵略

活动处于服从的地位
。

特别是� ∗!年和 � ∗+年俄国两次远征克里米亚汗国失败
,

而恰在这时
,

它与中国的关系

紧张起来
,

如果俄国在争夺出海 口的同时
,

又要侵略中国
,

那样它必然陷人两线作战
。

而现

实的事实是
∀

俄国对邻近的弱国克里米亚汗国都不能够战胜
,

那么
,

它有把握打败远
、

在东方的

大国中国吗 , 战争的失败迫使俄国作出慎重的选择
∀

对中国实行和平政策
,

以集中力量夺取

西部出海口
。

这样
, “

由于克里米亚远征完全失败的影响
,

莫斯科方面 日益坚决而明确地力

图尽速向中国缔结和约
”

−
。

此外
,

�∗ 世纪初俄国与瑞典和土耳其两方作战的结果证 明
∀

俄国不但不能取得两线作战

的胜利
∋
相反

,

这种战争严重损害了俄国的利益
&

对俄国是极其危险的
。

�!..年
,

俄国发动

对瑞典的北方战争
。

为 了战胜对手
,

俄国已倾注了全部国力
,

�!�.年
,

土耳其又对俄宣战
。

�!��年彼得一世进军普鲁河流域
,

试图一举击败上军
,

结果
,

俄军 自身惨遭失败
,

连彼得一

/�0∀ 本人也差点被俘
。

为了同土军停战议和
,

沙皇愿意归还所占领的土耳其
、

瑞典的全部土地
,

甚至准备割让俄国固有的领土 他对俄方代表下达谕 旨
∀ “

如果他们真心言和
,

那么
,

除了

不当俘虏
,

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吧
。 ”

1这次失败
,

也使俄国考虑对华关系
∀

既然俄

国在与西部邻国的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利益都不能巩固
,

又怎能同时冒险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以

夺取其
2

上地呢 ,

以
2

#分析证明
,

欧俄的生存和发展是俄国的根本利益
,

同西部邻国进行斗争 以保证欧俄

的安全和夺取被它们控制的 /∀地 与出海口是俄国外交所追求的首要 目标和必须完成的
一

仁要任

务
。

这就决定了西部邻国与东方中国在俄国外交决策中的主从地位
。

为了集中力量完成这些

任务
,

俄国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

由于实力有限
,

不能坚持东
、

西方两线作战取得胜

利
,

因而被迫对中国实行和平政策
。

二
、

追求经济利益是俄居早期对华政策的盆要目标

获利是俄国对华政策的目的
。 “

俄 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
,

就让人家看出它想从

它的邻邦的接近 中捞些什么
”

3
,

俄国想从中国取得什么呢 , 起初
,

俄国实行侵华政策
,

侵

4�



占中国领土
,

同时又希望开辟对华贸易以取得经济利益
。

事实证 明
,

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
>

军事侵略被打败
,

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

怎么办 < 俄 国政府认为
,

它
“

在选东

只有两种可能
> ’ ‘

打仗或贸易
’ ”

%
。

既然俄国忙于 同西部邻国的斗争和争夺而不能同时与中

国作战
,

那么就只有进行通商贾易
。

�!世纪
,

俄国征服了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
。 “

据统计
,

掠自西伯利亚等地的毛皮财富约

占当时整个国库收人的三分之一
。

“由于缺乏贵金属
,

在竹世纪的国家财政中
,

貂皮在一定

程度上起着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
’

5
。

俄国的毛皮贸易主要依赖欧洲市场
。

但到�! 世纪

中后期
,

由于英荷战争的影响
,

以及北美毛皮开始充斥欧洲市场
,

俄国在欧洲的毛皮贸易衰

退
。

而这时俄国的毛皮仍在不断积累
。

因而俄国把目光移向中国
。

一方面
,

巾国邻近毛皮产

地西伯利亚
,

运输方便
∋ 另一方面

,

中国地大物博
,

人 口众多
,

并被认为是 金 银 产 地
。

这

样
,

发展对华贸易
,

取得经济利益便成为俄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目的
。

彼得一世时期
,

俄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

国 内富商巨贾
,

强烈要求政府开辟国际市场
。

同时
,

俄画连年对外战争
,

军费增加
,

国库空虚
。

下表是俄国当时国库收人与军费支出情况
∀

年年 份 ⋯收 人 6卢布 777 军 费 6卢布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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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写肠
,

. .... :
,

..)
,

):∗ 6陆军 7 / ∋ �
,

:加
,

如. 6海军 777

从上表可 以看出
,

军费开支占收人一半以上
。

; 这种情况使俄国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对华

贸易
,

聚集钱财
,

以资战争
。

�! �� 年
,

彼得一世颁布诏令
∀ “

尽力聚集金钱
,

因为金钱是战

争的命脉
”

%
。

俄国尤其重视对中国的贸易
。

为了开辟和发展对华贸易
,

从�! 世纪中期起
&

俄 国政府每

次派便前往中国
&

都要求中国清朝政府准冷俄国商人往来贸易
。

清政府采取 了积极的政策
,

满足了俄
,

方的要求
。

然而
,

对华贸易被俄国 自身搞得困难 了
,

俄国既要求通商贸易
,

又对中国进 行
’

武 力 侵

略
。

清政府要求俄方停止侵略活动
,

并建议双方谈判解决边界何题
,

俄国政府对清政府的要

求置若阁闻
。

为此
,

清政府拒绝俄商来华贸易 通商关系中断
。

侵略政策使俄国无法达到经

商以取得经济利益的目的
,

因而
,

俄国改变对华政策
&

于 � ∗+年 同 中 国 签 订 《尼 布 楚 条

约》
,

条约除确定两国永修和好之外
&

还确定了两国的通商贸易关系
。

此后
&

俄国商队不断

来华
,

对华贸易迅速增 长
&

给俄国国家和商人带 来 <
’ = >认

2

的利 益
。

但是
,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
&

俄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

它继续蚕食中

国领土
,

并与准噶尔
,

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勾结
,

企 图分裂中国领土
。

针对俄国的行 为
,

�!88年

清政府宣布停止中俄贸易
,

命令在华所有俄人立 即离开中国
。

俄 中贸易又一次出现中断
。

直

到这时
,

俄国才认真考虑中国的建议
。

井肠年
,

俄国政府派萨瓦 , 乌撞的思拉维奇为全权代

表来华谈判
,

双方于�!8!年
、

�!8∗年分别订立 了 《布连斯奇条约》澈 《恰克图条约》
。

条约

除划定了俄中中段边界
,

巩固和平之外
,

还恢复了双方的贸易关系
。

4名



由此可见
,

俄国政府对于中俄两国边界 间题的解决是为贸易这一目的服务的
。

当清政府

就边界间题多次要求与俄国谈判加以解决时
,

俄国政府都置之不理
,

但当清政府宣布停止俄

国对华贸易时
,

俄国政府就立即紧张起来
,

赶忙派使前来修好
。

所以说
,

对华贸易所产生的

经济利益
,

是俄国对华和平的重要原因
。

对此
,

加恩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 “

和好不过

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

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
”

;
。 “

商业关系是俄国与中国交往的基 础 和 理

由
”

通
。

三
、

西伯利亚不具备作为对华战争基地的条件

如果俄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

那么邻近中国的西伯利亚必然成为它对华作战

的基地
。

但客观的事实是
∀

西伯利亚在各方面都不具备这种条件 /

首先
,

西伯利亚 自然条件差
&

到处是丛林
,

沙漠
&

交通困难
,

运输不便
。

其次
,

这里人烟稀少
,

被征服民族不断起义
,

俄国在这里的统治还不稳固
。

再次
,

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薄弱
、

军事装备差
、

物资供应不足
。

彼得一世改革以前
,

俄国还没有正规军
&

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力量是哥萨克或其他军役人

员
。

他们只是一些杂牌 队伍
,

战斗力弱
。

为征服中国黑龙江地夙
,

俄国多次派哥萨克远征队

人侵这里
,

但都被中国打败
。

� 48年
,

入侵中国的哈巴罗夫向沙皇政府报告说
∀ “

为抵御博

格德人 6指中国清朝军民一一引者 7
,

需要有 .. .俄国人并备有大炮和火药武器
。

那时
,

才

能使达斡尔人 6指黑龙江流域中国居民一一引者 7 屈服
”

;
。

他的报告使俄国政 府 深 感 困

难
&

它试图征服 中国
,

而俄国在西伯利亚又根木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军队
。

如果没有相应的军

队
,

那么对中国的战争就难 以进行
。

� ∗ )年
,

莫斯科政府对西伯利亚军事力量
、

武器弹药进行统计
,

结果是
∀ “

招个达呼尔

地区计有
∀ 8�门炮

&

:∗ 4只火绳枪
,

�∗ 8普特 6 �普特二�)
&

 ∗公斤 7 火药
,

�:) 普特铅弹
,

军

职人员约8. ..人
” 。 ‘&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所拥有的军力共约:叨.到4...人
”

1
。

俄国政府在

这样军事力量的基础上
,

讨论了对华战争的可行性
,

结果是否定的
。

为此
,

沙皇给叶尼塞斯

克及达斡尔所有各地将军发出谕令
∀ “

对所有地区的外国人都不要有任何争吵和 挑 衅 的 举

动
”

;
。

此后数年
,

俄国在西伯利亚军事力量增长较快
。

签订 《尼布楚条约》时
,

俄国
“

在整个

西伯利亚
,

驻防军和守卫边界线的服役人员共有 +)4)人
”

5
。

这样数量的军 队分布在广阔的

西伯利亚
,

仍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

� ∗ +年以后
,

俄军在西伯利亚没有增长而处于停滞状况
。

西伯利亚物资供应极为缺乏
,

这里军队所需的一切都要从欧俄运来
,

在缘时的运输手段

及当地的自然条件下
,

运输极为困难
。

此夕卜 俄国在西伯利亚
,

特别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城堡

设施很差
。 “

国境线所有的要塞一一尼布楚
、

伊尔库次克
、

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一一的处

境极形孤单
,

全部用木料筑成
,

而且都已朽腐不堪
” 。

边境重镇
“

色楞格斯克⋯⋯
,

如果敌

人来攻打
,

在两个小时内就可以烧光
” 。 “

尼布楚
,

⋯⋯ 向那里投射火箭
,

半小时内就会化

为灰烬
”

;
。

西伯利亚的客观条件表明
,

它不能作为俄国对华战争基地
,

特别是兵力不足
,

根本不能

承担战争的任务
。

如果俄国要发动侵华战争
,

那么
,

它必须从西部边境撤军东调
&

这样
,

俄

国西境敌国必然乘虚而人
,

威胁俄国的心脏一一欧俄地区
。

俄国为保证欧俄的安全
,

必须加

强西部边境的防御力量
,

至于对中国
,

由于实力不足
,

鞭长莫 及
,

因 而 被 迫 采 取 和 平政

策
‘ &



四
、

清政府时徽啥策有利千申俄和平关蔡的出砚和
卜

巩固

清政府一贫奉行对俄和年
、 、

友娜铂政策
/

俄国历史学家达维多夫对此作了客观的论述
。

他说≅
,

中俄欢方的
‘·

态度完全相反
=
, ’ ,

俄国所持的态度是
“

惊夺加杀戮
, =

而中国勿必
/
’

“

真心

地爱好和平
”

;
。 一

针对俄国的∋侵略活动
,

清政府多次致书俄国政府
,

‘

要求俄军撤 出 中 国
‘

领

土
,

谈判解决争端
,

俄方反应冷淡
。

俄
‘

国在雅克萨战争失败后才派戈洛文前往谈判
,

并派使

先行来华乞求清军撤围
。

为了表示 自己的和平诚意
,

清政府单方面撤军
。

为了争取和平
,

清

政府在谈判中就领土问题作出重大 让步
。

�咖年
,

当中瞥代表索袱图启程去谈咐时
,

康熙皇

帝谕令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
。

次年
&

当索额图再去谈判并向康熙奏明仍照原议行事时
,

康

熙态度转变
,

他说
∀ “

今 日尼布潮 任?尼布楚一一引者 7 为界
,

则鄂罗斯遭便贾易
,

无栖托

之所
&

势难相通
。

尔等初议时
,

仍当以尼布潮为界
&

彼使臣恳求尼布潮
&

可即以额尔古纳为

界
。 ”

; 结果
&

《尼布楚条约》把尼布楚等地让 给俄国
,

满足了俄方的要 求
。

《尼 布 楚 条

约》签订后
,

清政府严格遵守条约
一

对俄 国的贸易实行优待政策
&

对其侵略活动坚特忍让
。

到

�歇止纪8.年代初
,

因俄国的行 为
&

清政 7仔被迫采取停止俄中贸易的措施
。

虽热如此
&

清政府

还是力争和平相处
。

对此
,

俄国政府也不得不承
一

认
∀

中国人所行措施
“

有意维持和平并恢复

贸易关系
”

≅
。

这是俄国政府决定派萨瓦使团前往中国谈判缔约的一个重要 原 因
。

事 实 证

明
,

清政府的和平友好政策对俄国在选择对华政策的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有利于两国和

平关
、

索的形成和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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