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病夫、黃禍與睡獅/龍：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
族論述(2/2)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5-2411-H-004-010- 

執 行 期 間 ： 95年 08 月 01 日至 96年 07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計 畫主持人：楊瑞松 

  

計畫參與人員：講師級-兼任助理：蕭淑慧 

 

  

  

報 告 附 件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論文 

 

  

處 理 方 式 ：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6年 10 月 23 日 
 



病夫、黃禍與睡獅/龍：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論述 

(結案報告) 

 

 
一、前言： 

本研究的特色為應用《東方主義》中有關「他者」（the other）的認知過程中

的相關知識論之問題意識，重新思考近年來有關近代中國國族論述的相關研究。

本計畫為相關後續研究的初始工作，相關的議題如「黃河」形象的轉換和近代中

國國族論述關係的研究，也已完成初稿並在 2007 年 9 月初於中國史學會舉辦之

「基調與變奏」會議中發表，獲得不少珍貴評論意見。經由此計畫的進行，主持

人得以對於此議題所含的相關課題有更深刻的認知，極有助於目前已在進行中的

三年國科會計畫。 
 

二、研究目的： 
華裔美國學者劉禾 (Lydia Liu) 在思索東西之間跨文化詮釋中的語言問題

時，強調研究者應該關注「在歷史偶然性的關鍵時刻，西方和中國過去的思想資

源究竟是怎樣被引用、翻譯、挪用和占有的，從而使被稱為變化的事物得以產生」 

(Liu 1995)。從本計畫中, 我發現到近似劉禾所留意的相當值得深究的現象：在近

代中國的思想論述中，有不少源自(或者更精確地說，是被中國人普遍認為是源

自)西方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之論述，往往成為鼓吹改革思維中的重要論述

依據；而更重要的是，從複雜的文化傳播和多元詮釋的角度而言，這些西方視野

中所形塑的中國形象，在進入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脈絡後，經常呈現出和其原先

在西方思想文化脈絡中不同的思想意涵和論述功用。換言之，這些原先在西方思

想論述脈絡的形象和符號，在近代中國被「再現」(re-present)時和被詮釋後所形

成的中國之「鏡我」，其意涵和功能不僅和其原意有所落差，而且在不同的中國

思想論述中也呈現出多元的意涵和功用。再者，有些形象在西方原先的脈絡中僅

佔有邊陲性的角色，但在中國的論述中卻不僅意涵產生變化而且變成舉足輕重的

符號。然而很遺憾的是，在長期有意或無意的選擇性的歷史記憶的影響下，這一

饒富深意且複雜的歷史文化現象，往往成為單調化約的歷史記憶，使得後人無從

理解上述複雜的跨文化現象。更重要是，這些「中國形象」往往透過近代中國知

識份子的「自我東方化」過程，轉而成為近代中國國族論中的重要代表符號。 

為了深化我對此類課題的探討，我除了研究有關「東亞病夫」形象在近代中

國的變動文化意涵和論述功能外，同時也選擇「黃禍」和「睡獅/龍」等兩項也

廣為近代中國人所熟知的西方視野之中國形象，進一步以比較分析的方法，研究

它們在近代中國思想論述的豐富意涵，希望能較有系統性地了解，這些所謂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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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的中國形象在近代中國思想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這些符號對於近代中國思

想論述中有關國族建構的影響。從許多文獻資料顯示，「東亞病夫」、「黃禍」、「睡

獅/龍」，如同源自中國傳統的黃帝神話，成為晚清以降國族論述中用來凝聚人心

鼓動情緒的重要符號。所以，本研究不但要釐清西方以那些形象來想像論述中

國，更重要的是，要採用如 Cohen 所主張之 China-centered 的視角和取徑 (Cohen 
1997)，嚴肅仔細地探討這些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在近代中國的具體歷史時空環

境中所發揮的作用。這樣的研究不是直接輕率地“移植＂它們在西方文化語境中

的意涵，而是要仔細檢視各類型之近代中國知識論述如何看待解讀“挪用＂

(appropriate)、甚至轉化這些源自西方的中國形象；並考查分析不同類型的知識份

子，如何跟據這些不同面貌的「鏡我」，建構思考他們對國家和國族的認知和改

革論述，並因而重新界定中西文明之間彼此的關係。 

 

三、文獻探討： 

目前坊間有關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的中英文研究較具代表性者，有如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和 朱耀偉 (當代西方批評論述的中國圖象)，以及厦門大學周

寧教授主導的《中國形象：西方的學說與傳說》之系列叢書，還有北京時事出版

社翻譯的《西方視野里的中國形象》叢書(詳見書目)等。這些研究均提供了有關

西方長期以來如何論述和想像中國的相當豐富資訊。但也正因它們可謂都是 
West-centered 的研究取徑，它們的主旨是在闡明這些中國形象在西方思想文化的

歷史脈絡中，所曾經扮演過的角色和發揮的功用；這些研究的目的並非是說明探

討這些西方的中國形象在近代中國如何顯現不同的意涵，所以它們對於本研究所

關注的課題，並沒有直接的助益。儘管如此，作為分析比較之用途，這些研究的

成果依然是本研究的重要的參考資料。此外，薩依德 (Said) 的經典著作《東方

主義》雖然不是以中國形象為主題，但是對於跨文化之間的認識過程中的權力關

係，尤其是近代西方論述的霸權地位的解析，有相當值得借鏡之處。而柯能 (V. 
Kiernan)關於近代歐洲人對於異文化的態度之描述分析中，認為「黃禍」恐懼，

主要是反映了歐洲人心中對於巨大人口數量壓力的恐慌，此觀點可以和晚清某些

思想常以「四萬萬人」為自豪的論述，作進一步的比較分析。至於專門有關黃禍

課題的研究，北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 1979 年發行的《“黃禍論＂歷史資

料選輯》，則提供了相當數量的西方十九世紀以來有關黃禍論的論述，書中的第

三編〈黃禍論在中國引起的反應〉，對本研究主題有直接的關連，可是僅收錄了

14 篇短文，並没有任何分析研究，數量上也遠不及所收錄的西方黃禍論述，也

正顯示出此一課題並未被重視的現象。 

  相較於「病夫」論述，「黃禍」論在近代西方有關中國乃至東方的論述中，

佔有更為顯著的地位。因此，在西方有關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的學術著作中，

大都不會忽視此一論述。然而正如前述分析所指出，如同其他的東方或中國形

象，「黃禍」說實際上主要是反映了西方文化的自我認識中的某些特色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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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西方學者對此論述的主要討論，也主要是集中於釐清它在西方思想文化史

上所扮演的角色。比方說，論者有從十九世紀的種族觀和國際關係的「連歐制

亞」心態著眼，探討當時主要是普魯士皇威廉二世如何大力鼓吹「Yellow peril」

之說，來宣傳東方的日本和清中國可能結盟成「對歐潛在軍事威脅」的說法 

(Blue 1999, Lyman 2000, Gollwitzer 1979)。也有從勞工社會政治史的角度，分析十

九紀時期，由於大量的華工進入美國西岸和澳洲，所引發的生存就業競爭和種

族衝突現象，構成了「黃禍論」在西方社會流傳的歷史過程 (Markus 1979, Saxton 

1971) 。還有就種族偏見的思想文化面相而言，從現代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影

等藝文作品著手研究，剖析「黃禍論」所包涵的種族岐視觀點如何經由上述媒

介深入大眾的心靈意識 (Marchettt 1993) 。 

  上述各類型研究對於本研究計劃的主題，都提供了不少有用的資訊以了解

「黃禍」論在西方論述的各類形象和功用----(1)註定會向西方侵略威脅的野蠻且

為數龐大的東方人種、(2)侵佔原先有色人種甚至白人的工作權的源源不斷之低

價黃色勞工、(3)代表邪惡狡滑和集性犯罪和暴力於一身的東方新移民(以大陰謀

家傅滿洲為典型代表)。可是這些在西方論述中，可以說相當負面的種種「黃禍」

形象，是否在中國也是原封不動地被「照單全收」呢？根據我初步的研究觀察，

事情絶非如此單純。首先，雖然從現今的角度而言，當時西方的人種分類說事

實上是充斥著歐洲中心(Eurocentrism)和白人至上的優越意識。可是誠如 Dikotter

有關晚清知識界對於西方種族論的反應之研究指出，當時許多中國知識菁英卻

未質疑此種含有種族歧視根本預設的人種分類看法。包括康有為、梁啟超、唐

常才等人的人種論述，都視種族之間的爭戰為常態，不僅都附合接受了白人歧

視黑人和紅人看法，甚至也預言他們(黑紅種)終將滅絶，他們關注的焦點在於

強調只有黃種人有可以挑戰白人的潛能。沈松僑在其有關黃帝神話的研究中，

也指出在晚清保種和種戰論述盛行時，黃帝成為團結黃種的政治中心符號。質

是之故，在晚清以降中國的知識界中，雖然有評撃西方黃禍之論乃毫無根據的

指控之議論(如孫中山的評論)，但卻也有視黃禍論乃是強大的西方，終於認清

中國人的集體潛在力量的「告白」。換言之，在中國的諸多對「黃禍」形象的理

解之中，有些代表性的看法是樂見「黃禍」形象中所指示的「不可忽視之黃種

人的力量」的意涵 (如梁啟超) 。他們並進一步鼓吹所謂黃種人大合作的信念，

要以團結亞洲黃種人之力來共同對抗所謂的「白禍」。(沈松橋 1997, Dikotter, 1992) 

值得留意的是，上述有關「黃禍」形象在近代中國的另類論述策略----將西

方視為會威脅文明的東方野蠻力量的想像，轉化成激勵中國的讀者肯定自我種

族潛力的宣傳----並不僅是存在嚴肅的知識思想論述中的現象。誠如 Benedict 

Anderson 對共同體的想像的研究所指出，現代的大眾讀物在此共同體的想像中

扮演非常具有影響力的角色，晚清時期的通俗小說也有生動刻劃「黃白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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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例如《新紀元》長篇小說雖以科幻武器大戰為主，但書中描述引起中

國和西方強國大戰之起因，卻是匈牙利境內黃種和白種為了是否採用黃帝紀元

而發生之衝突。從這樣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黃種」、「黃禍」等源

自西方傳統和現代的符號和形象，在晚清時尋求新的國族定位的知識論述中，

被賦予那些不同其在西方論述脈絡中的新意 (王德威 2003)。 

相對於上述的「病夫」和「黃禍」形象，所謂的「睡獅」或「睡龍」形象，

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論述中的意涵和功用，似乎是更複雜曲折的過程。首先，

不同於上述兩種符號，此項符號是以非人的「動物」形象為主題，來作為中國

和其人民的象徵。因此，在詮釋上多了一層想像空間。像這種以動物形象在近

代中國的政治運動論述中的運用，目前已有學者如 Jeffrey Wasserstrom 和黃賢

強的分析研究，然而他們側重的面相是各種不同的動物化圖像(如牛、豬、狼、

虎)在近代中國如何成為政治運動中的宣傳煽動工具，至於原本在西方流傳的代

表中國的「動物形象」，是如何在中國思想文化圈內產生作用，並非上述研究的

重點 (黃賢強  1998, Wasserstrom 2002)。而且必需釐清的是，雖然西方大都以 

「Dragon」形容中國，可是「Dragon」在西方的具體形象和負面意涵，事實上和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龍」是相當不同的 (張省卿 2003, 吉成名 2002)。而且「龍」

在傳統中國除了是富貴吉祥之象徵，長期以來它主要是被專制皇權佔用為不可

僭越的帝王權力象徵，到了晚清同治年間起，黃龍旗更成為大清帝國的代表符

號。因此，「龍」的形象從代表不容分享之皇權演變成代表全中國人的「民族象

徵」，其中的歷史演變似乎和「黃帝神話」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之過程( 沈松僑

1987)有異曲同工之妙，本研究計劃將會就此現象詳加探討。再者，在近代中國

的很多論述都直言西方人是以「睡獅」來形容中國 (事實上並不然)。為何在中

國的論述情境中會產此種以「獅」代「龍」的變化，而且還普遍深信是西方人

本來就是以「睡獅」形容中國的現象，這是否是因為早期革命宣傳論述不願意

接受已成為清帝國象徵之「龍」的符號，而特意以獅代龍，這也將是我的研究

考察的重點之一。 

其次，不管是「獅」或是「龍」，為何「睡獸」的形象在近代中國的「自我

言詮」中會佔有一相當鮮明的角色？或許傳說中拿破侖所說的名言： 「Behold 

the Chinese Empire. Let it sleep, for when this dragon wakes the world will tremble」，其

中所流露出對中國潛能的畏敬之情，似乎是這種「睡獸」的形象得以在中國獲

得正面的回應之主因。(八○年代的《河殤》賣作劇作旁白和九○年代的《中國

可以說不》的大眾文宣作品，都引述「拿破侖認為中國是睡獅」的說法，強調

西方人對中國潛力之敬畏，雖然拿破侖是否有上述說法已遭學界質疑，見

Fitzgerad 2000)。因此，相較於「東亞病夫」，「睡獅」作為近代中國之喻明顯有

相當廣泛的訴求性 (Gries 2004)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其中一些矛盾處，「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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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作為所謂源自西方畏敬中國潛力之比諭的說法，似乎又是一種在近代中國

論述中，東西方多種論述因素揉雜的結果。 

首先，姑且不論「龍」(Dragon) 和「獅」等動物符號在此形象上的錯置和

取代關係之複雜性，單是以「睡夢」之比喻而言，其中之意涵就值得深究。誠

如 John Fitzgerald 在其著作 Awakening China 所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近代論述

中，尤其是在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影響下，形容一民族或國家處於「睡夢」狀

態，事實上是指其處於不理性的原始狀態。因而此種說法一方面強調西方近代

文明(理性和清醒)的進步和優越性，也同時合理化了西方帝國主義往外擴張的

侵略行動。然而有趣的是，近代中國思想界中各個改革和革命論述在「挪用」

此「睡夢」狀態的論述後，分別以所謂「喚睡中國」作為改革和革命宣傳的主

要信念，轉而正當化其特定的政治意識型態，如孫中山以「喚起種族意識」來

達到排滿的民族革命訴求，而毛澤東則強調「喚起階級意識」的「人民革命」

以真正打造一新的國家 (Fitzgerald 1996)。 

從另一個脈絡而言，事實上，除了上述受西方啟蒙影響論述採用「睡夢」

的比喻形容中國的現況，晚清的大臣曾紀澤在一八八七年以英文發表之著名的

「中國先睡後醒論」(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的專文中，也以「愚以為

中國不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的說法，企圖駁斥當時流行在西方認為中國

為即將毁滅之老邁帝國的說法。雖然在此文中曾紀澤並未使用動物符號(獅或

龍)以形容中國，但是他巧妙運用西方宗教論述所懷有的「喚醒睡夢中國」之意

象聯想加以轉化 (Fitzgerald 2000)，並賦予「緣中國之意，以為功業成就，無待

圖維，故垂拱無為，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沉酣入夢耳」之新解，來扭轉甚至

挑戰當時西方的中國觀。沈松僑也推論為梁啟超在 1899 年時引用曾文作為梁氏

本身用睡獅比喻中國，其實正是近代中國睡獅論的淵源 (沈松僑 2002)。 

 

四、研究方法 

  從 Said 的觀點而言，上述這些原本大多數可能都是為了強化西方優越性而

建構的東方形象，卻也成為東方的知識菁英自我認知的「自我東方化」的現象，

形成所謂派生論述(derivative discourse)之情形，在相當程度上代表了東方知識

份子的知識怠惰，甚至可謂是精神價值上被西方殖民的負面現象。然而西方著

名 史 家 Carlo Ginzburg 在 其 名 著  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n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以微觀史學(micro history) 的細膩手法，反思如何研究

所謂上層優勢文化思想向下層大眾社會的傳播影響時，提醒讀者不能將此思想

價值流布過程，視為單向灌輸和一方被動接受的簡單流程；他特別強調，表面

上似乎是處於被動吸收角色的下層知識價值接受者，事實上往往有其一套源於

其固有生活經驗的詮釋架構，來「解讀」他所接收的文化訊息，進而產生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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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意涵有相當不同風味的論述。 

  Ginzburg 的反思洞見可以說提供了研究有關 Said 所謂東方知識份子的「自

我東方化」現象中的另一有意義的取向，亦即將研究焦點從強勢地位的西方知

識價值生產者的分析上，轉而留意到在表面上處於被動吸收的東方知識份子是

如何解讀，甚至賦創造轉化了源自西方之符號的文化意涵。這也正是本研究所

強調的 China-centered 研究取徑。具體而言，就晚清以降的思想文化圈的特色來

看，我們更應留意當時這些西方的觀點是主要透過那些管道流布，了解這些觀

點在被不同的團體或個人引介、傳播和詮釋時，是否成為特定論述的「工具」

來強化其論述的可行性和正當性。本研究進行之步驟，將以檢討近人相關研究

和著手收集一手文獻資料同時進行。根據我初步研究「東亞病夫」課題之心得，

本研究首要克服的障礙，其實往往是近人相關研究的詮釋所造成的誤導。以「東

亞病夫」一詞為例，有不少近人研究在引述早期史料時，在缺乏清楚認知符號

之意涵的歷史變動性的前提下，經常錯認此一名詞在中西文獻中都是在批評嘲

諷中國人體質的固定意涵，因而將很多不同意涵的論述作成錯誤的簡單連結。

因此如何確實將文獻中的論述，重新置於其原始之文本和歷史脈絡為重要工

作。也正因為如此，雖然本研究計劃對西方中國形象的關注焦點，是這些形象

在近代中國思想如何被呈現，但首要工作還是得先釐清這些形象原先在西方文

化脈絡中的主要代表意涵，以作為明確的分析對照之用。事實上，我發現此種

追本溯源的工作相當重要，雖然有時也相當費時，比方說，為了確認「東亞病

夫」在西文脈絡的原始意涵，我除了找尋在十九世紀末中國報刋上翻譯西文報

導中有關「病夫」的評論文章，並且也依靠新近出版的 PALMER'S FULL TEXT 

ONLINE 的線上資料庫檢索，以該系統之關鍵字搜尋功能檢索將近 150 年間英

國 Times (泰晤士報)的報導資料，以確認在英文的原始論述中討論中國問題

時，其中「Sick man」的意涵為何。在我查證的過程中，我也留意到泰晤士報

中有多筆關於「Yellow Peril」的討論，這些資料都可在政治大學的社資中心的

微卷館藏找到，對本計劃日後的原始資料收集有相當大的助益。 

  在完成收集分析上述一手資料和研讀書目所列之近人論著的西方視野之中

國形象，以作為重要的對比分析依據後，本研究將探究近代中國思想界如何回

應理解、挪用與運用這些形象。本研究計劃先以當時重要的知識界領袖，尤其

是注重西方知識學說者，例如康有為、梁啟超、唐才常、陳獨秀、孫中山等人

有關種族課題，國民體質，政治改革，國際關係等各方面的的言論著手分析，

檢視他們如何詮譯和運用這些中國形象符號來支持他們的論述。除了分析探討

這些為大眾所熟知的精英份子的思想外，晚清以降不少致力於介紹西學和西方

觀點之報刋之論述也將是考察之重點。事實上，以西方之「病夫」論為例，西

洋傳教士之廣學會所發行的《萬國公報》和梁啟超主持之《時務報》，都是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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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介紹此新的「中國形象」的主要傳播媒介。誠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指出，

在近代民族國家之共同體想像之過程中，大眾傳媒佔有相當重要之角色，所以

西方視野之中國形象如何在早期的大眾媒體中被呈現引介，也是本計劃研究之

重點之一。而另一種形塑大眾對於所謂「中國形象」認知的重要媒介則是通俗

小說，這一部分的工作將先倚重目前文學界之研究成果，再進一步探討小說中

的描述(如《新紀元》和《近代俠義英雄傳》等) ，和上述精英份子與報章雜誌

所呈現的觀點之異同。 

  上述的資料收集整理的初步工作，必需借助碩士級以上之研究助理幫忙，

閱讀瀏覽大量的原始文獻以搜尋出和本研究主題密切相關之論述。由於有不少

資料為英文文獻，所以助理必需有良好英文閱讀能力。在資料整理完成相當數

量後，我將借鏡符號學、文化研究、新文化史、後殖民理論、民族主義分析等

相關理論觀點，重新檢視這些西方視野之中國形象在近代中國的思想脈絡中的

意涵和論述功用。在我詮釋各項「中國形象」的確切意涵時，將會特別留意言

說者在當時的論述權力結構中的地位、意識型態、政治利益等相關因素。誠如

社會學家 Bourdieu 所強調，論述者的認知分類架構和其所佔有之權力位置有密

切關系，任何論述者如何操弄符號以強化其主張和其既有之權力的關係應是研

究分析的焦點 (Bourdieu 1991)。不同類型者如在華傳教士、反滿之革命黨人、

醉心西化的知識份子等不同身分的論述者，在不同的政治文化權力位置上，如

何運用、挪用「中國形象」以合理合法化其論述將是本研究比較分析的關注點。

比方說，傳教士對於義和團事件中「暴行和傷亡」的宗教性詮譯，不僅強化了

當時在西方已盛行的「黃禍」心理恐慌，更進一步合理化基督教「啟蒙野蠻中

國人」之角色的現象(Hevia 1992 )，正是上述詮釋和權力關係的展現。換言之，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在近代中國的多元面貌不啻是各種論述權力角力較勁之結

果。因此對這些論述加以釐清分析，方能更清楚了解西方因素在近代中國各種

思想的權力競逐中實際上所扮演之角色。 

  至於本研究在進行中所可能遭遇之困難，根據先前經驗，是某些早期的英

文文件可能已亡佚，而無法和目前尚保存之中文譯文作詳實比對。比方說，在

《時務報》上有些文章註明是翻譯自當時著名之英文報《字林西報》報導。但是

目前包括中國大陸、香港、台灣和美國主要大學的微卷館藏之《字林西報》並

不完備，使得進一步的查証工作受到阻疑，所以目前只能繼續詢問中國大陸的

圖書館是否另有珍藏版本，或者能從其他管道得知《字林西報》的文章之原始

出處，如《紐約時報》、《泰晤士報》來解決上述問題。其次，由於本文所涉及

的主題往往得追溯所謂西方的想像之源頭之確認。這一方面的工作，雖然大部

分可以經由文獻查証確認，但是經由目前國際上網路之專業討論方式，應可獲

得相當重要之訊息。比方說我所參與之 H-Asia 網路討論就曾有關拿破侖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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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評語之討論，有來自歐美各國的學者提供即時和豐富的訊息，因此日後

將會善用此一資源和各國學者交換意見，以隨時修正本研究的取徑和開拓新的

相關研究領域。 

 
五、結果與討論： 

從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我們也發現相較於在近代中國的思想認知中，某些被

視為是西方對中國的看法和中國人自身的理解之間，事實上是有偏差的。換言

之，對於到底是何種中國形象佔據西方相關論述的中心位置的想法，東西雙方的

認知是存有相當程度之落差的。就以「東亞病夫」一詞的文化意涵為例，長期以

來不論是在政治宣傳、公共論述、或是大眾文化傳播上，在有關身體文化的議題

上，「東亞病夫」在廣大的全球華人文化圈內，可謂是耳熟能詳的字眼，大多數

的論述都強調此名詞乃是「長期以來，高傲的西方人因為瞧不起中國人的體格，

用來屈辱中國人的用語」。例如一九七○年代時，李小龍在「精武門」電影中，

以剛猛的體態、凌厲的身手，摧毀「東亞病夫」的匾額一景，可謂將洗刷「東亞

病夫」民族恥辱的意識發揮到極致。這種從身體而衍生出的集體恥辱感，在很大

程度上，可以視之為一種心靈集體創傷，深深烙印在近代海內外華人的心中。鄧

小平在一九八七年時論及如何以中國歷史教育青年的談話中，就言及「中國從鴉

片戰爭起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了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而中

央研究院院長李遠哲博士在一九八六年接受訪談時，也明言「中國人歷來東亞病

夫的形象等等問題，對我幼小的心靈也帶來極大的震憾」。 

  可是在經過我仔細地閱讀中西文獻交互對比查証的過程後，我發現百年來

中西之間有關「東亞病夫」的理解和論述，存在著嚴重的認知落差。簡言之，

最初在十九世紀末期的甲午戰爭時期，促成了「東方病夫」之說在西方輿論界

誕生。由於目睹當時清中國改革無效，內部問題重重，某些西方政治觀察家以

西方論述中早已慣用形容類似局面的鄂圖曼帝國(土耳其)的形容詞──病夫

(Sick Man)一詞，來形容表逹他們所觀察的清中國當時的困境。當然，這樣的形

容並非是無的謾駡，而是針對政府無能改革改情況的評論。當時中國輿論界對

此形容詞的大都有正面回應，尤其是致力於變法維新者以「逆耳忠言」態度視

之，也可以看出這項源自西方的清中國政經體制的「體檢報告」，是和中國維新

人士對當時國勢危急的意見是一致的；因此中國思想家也引用相同的比喻，來

強調當時中國必須變革的迫切性和正當性。可是有趣的是，到了二十世紀初期，

國民改造成為政治社會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強國必先強種的思維，使得

國民身體素質的檢討批評成為新的思想課題。在這樣新的思想脈絡下，「東亞病

夫」的意涵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內，被操弄轉化成是針對當時中國人病弱身軀

的寫實形容，甚至成為中國作家的自我比喻；但是在另一方面，隨著民族主義

意識的高漲，「東亞病夫」論的「外來性質」也開始被強調。由於這些新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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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下，「東亞病夫」產生的原始歷史背景和其原初在西方語境中的意義，

漸漸為人所遺忘。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滋養哺育下，「東亞病夫」成為了百年

來，中國人集體記憶中，代表著傲慢無情的西方人所一直掛在嘴邊，嘲笑中國

和中國人體質的羞辱名詞。簡言之，這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成長轉化」的

「病夫」，不啻是中國人所創造想像的「他者的詛咒」，轉而為中國人集體認同意

識中的「原罪」，必須以身體技能所搏得的榮耀，尤其是在各項國際運動競技比

賽中不斷地証明其已被解咒，已被清洗  

此外，如果我們將「黃禍」在近代中國的文化意涵和「東亞病夫」的意涵

並列對比，也可發現一有趣現象：原先在西方論述中主要是批評無力改革的清

帝國的「東亞病夫」說，在中國卻轉變成是西方人針對中國全體人民體質的無

情嘲笑；相對地，原先在西方主要是基於種族偏見以強化中國人種為野蠻殘暴

的「黃禍」形象，卻在中國某些改革思想中，被強調是西方人肯定黃種人具有

征服世界和重拾民族尊嚴潛力的「真知灼見」。從較抽象的分析而論，原先是稍

具負面意義的形象論述，在不同的文化解讀脈絡下，卻具有極為負面的意涵；

相對地，另一種原先是高度負面種族偏見，卻轉而成被批評者口中津津樂道之

事。 

有關「睡獅」說的不確定之「中西淵源」屬性界定，和其意涵在近代中國

各類型改革論述的運用之各種研究解釋，更可以証明這種複雜的跨文化互動現

象----西方的中國形象如何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新脈絡中，獲得新意涵或是具有不

同的論述功用，從而在近代中國國族想像的論述中發揮其作用----是亟需探討釐

清的重要歷史課題。而本研究所關注的三個西方視野之中國形象，在今日的公

共論述仍然具有相當鮮明的角色，例如在有關體育競技的論述時，所謂洗刷「東

亞病夫」的論調依然是屢見不鮮；而在有關所謂「中國威脅論」和「文明衝突」

的辯論裏，「黃禍」和「睡獅」的形象亦是許多論述援引的西方「中國形象」典

範。可是也正因為大多數的當代論述缺乏本研究所強調的歷史深度的理解，使

得單調呆板的本質論式(essentialist)化約意涵，遮掩了這些源自西方的中國形象

在近代中國的豐富歷史。因此，這一種錯綜複雜的百年來東西跨文化和跨語境

的互動過程，不僅過程本身需要被詳細釐清分梳，同時也可藉此分析工程為基

礎，令我們能更進一步理解分析中西文化百年來交會的過程中，近代中國知識

份子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價值的愛憎交雜之心態。 

 

 

六、研究成果自評： 

有關「東亞病夫」和「黃禍」的具體研究成果，均已發表在政治大學歷史

學報，而目前也即將完成有關「睡獅」部分的研究，已預定於 2008 年 4 月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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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於輔仁大學主辦之國際學術會議上。預計將在近年內將這些相關議題的研究

成果集結，已專書型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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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95-2411-H-004-010- 

計畫名稱 病夫、黃禍與睡獅/龍：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論述(2/2)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楊瑞松／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助理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2006 年 10 月 14,15 日/日本東京大學 

會議名稱 近現代中國與東亞的公共性：以自由與統合的問題」為中心 

發表論文題目 〈東亞病夫與黃禍：近代中國思想界的「自我東方化」〉 
 
一、參加會議經過 

二○○六年十月十四日、十五日，由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舉辦，

假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舉辦了「近現代中國與東亞的公共性：以自由與統合的問題」為中心」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發表人員包括日本、台灣、中國、韓國、美國等國學者，以及台灣、日本當地各國留學生與會。 

本次研討會共進行兩天，第一天「自由論題討論會」主要分為「從外部角度看中國近現代史」、「中

國現代制度的建立」、「中國的現代化與地域社會」、「東亞與冷戰」四大主題，以及一場專題演講。台日與

會學者及研究生在「自由論題」中就各自關心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課題切入，提示了不同角度的觀察面向。 

第一天中午的議程由大會安排我發表〈東亞病夫與黃禍：近代中國思想界的「自我東方化」〉專題演

講，我主要從東亞病夫、和黃禍一詞來龍去脈發現，當中蘊含著近代中國國族論述中「集體榮耀」與「集

體恥辱」的二重奏，將西方和日本列強的嘲笑和羞辱轉為全中國人民身體的代表，並透過黃白種戰爭架構

「黃禍」論述乃是西方人對中國人潛在巨大力量的畏懼，希望由此建立自信心。論文的發表方式除了以投

影簡報外,並播放由李小龍主演的「精武門」和李連杰主演的「霍元甲」影片片段，進一步呈現上述「集

體恥辱」情結，如何透過大眾文化傳播，強化其深植人心的效應 

次日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樣在駒場校區舉行，但移至國際會議廳舉行。當天計有三場主題演講，以

及三場次的論文發表。 

 
二、與會心得 

本次與會發表者來自日本、韓國、美國、中國，從而增加了本次研討會的國際視野與能見度，並且

能夠瞭解各國最新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取徑與成果，發表者在公開與私下場合均多次表示獲益匪淺。來自

各國的與會發表者都表示，非常高興有此機會彼此切磋交流，台灣方面的青年學者透過此次研討會，也建

立起自身的國際學術研究交流網絡，想必對日後的研究路途上，應甚有助益。同時主辦單位方面，為了增

加研討會的討論成效，先行將論文寄發給台灣方面，讓雙方能夠有更為充足的時間參與討論。 

為期二天的會議中，合計發表人了十七篇論文、四場專題演講。主題涵蓋了中國近代史上各層面，

包括思想文化、學術交流、公共衛生、文化象徵等研究領域，內容多元繽紛，吸引不少日本當地教授以及

研究生共襄盛舉。會眾皆能就各自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充分與發表人交換意見。 

經過兩天會議的充分意見溝通，日本等各國學者在綜合座談皆表示收穫甚大，對於評論人縝密而細

膩的指正，獲益匪淺。與會會眾方面，由於研討會係屬國際研討會，有不少非總合文化研究科的東大教授

與會，特別是本次研討會也吸引了不少目前在日留學、進修的台灣學生，同時東大方面也有為數不少的博、

碩士班研究生出席，對於提升政治大學在日本學界的能見度，應有相當幫助。會議評論方面，每位評論人

甚至需要評論該場次所有文章，亦即控制發表人發表時間，轉而提供評論人更多的評論時間，這使發表人

能獲得更為深中肯綮的評論。日方安排會議時，特別注重討論時間，使得會眾能夠有更多機會與發表人互

動，這值得日後台灣舉辦研討會時可多加借鏡。會議發言方面，除會議期間發言討論熱烈外，會後及私下

場合的交流密度則更不輸會議進行時，這對日後年輕研究者的學術網絡建立，當極有幫助。 
 透過本次學術研討會，也讓台灣方面的青年學者，充分體認到擁有多元「語言」能力的重要性，

特別是與會日本學者皆能以漢文書寫與表達，相對開拓了他們的研究視野與活動範圍。在閉幕的致詞中，

本次大會籌備委員村田雄二郎、唐啟華、薛化元、彭明輝等教授無不言及國際學術交流時的重要性，也期

盼新一輩的研究者加強語言能力，讓自身的研究走入國際學術舞台。 



此次東京之行，除了兩天的正式會議外，大會並在 16 日安排與會學者赴東京近郊箱根一遊，透過非

正式的交流會談，使來自各國專家學者能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換彼此的研究心得。總而言之，這一種集結

跨領域學者的國際學術會議獲得相當良好的成果，也為日後我國和日本的學術交流活動增進合作的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