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力對東亞世界的衝擊                                                                                                         朝淦老師整理 

中英貿易衝突 

 
 

鴉片戰爭示意圖 

(1853 年) 

黑船事件 

與日本開港 

英國對朝貢體制的挑戰 （1840 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影響 

背景 
交

涉 
爭議 

結

果 
鴉片問題 查禁 衝突 訂約 

 

↓
試
圖
打
破
清
帝
國
所
訂
的
通
商
限
制 

３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以
後
，
英
國
因
為
工
商
業
快
速
發
展
，
希
望
開
拓
中
國
市
場 

 

Ｂ
外
商
只
能
透
過
中
國
商
人
合
組
的
公
行
進
行
交
易
，
不
准
直
接
與
官
方
往
來
。 

 

Ａ
貿
易
港
口
僅
限
廣
州
一
地
。 

●
通
商
限
制
：
乾
隆
時
期
為
了
管
理
及
防
範
外
國
商
人
，
而
訂
下
許
多
通
商
限
制
，
例
如
： 

２
清
帝
國
為
管
理
及
防
範
外
國
商
人
，
訂
下
許
多
通
商
限
制 

１
由
於
新
航
路
的
發
現
，
歐
洲
商
人
陸
續
東
來
，
與
中
國
進
行
貿
易 

英
國
兩
次
派
遣
特
使
到
中
國
請
求
開
放
通
商
限
制
（
馬
戛
爾
尼
、
阿
美
士
德
） 

 
 

 
 

 
 

以
換
取
冊
封
、
保
護
的
一
種
國
際
交
往
體
系
。 

●
天
朝
體
制
：
以
中
國
為
宗
主
國
，
並
由
周
邊
藩
屬
國
家
前
往
朝
見
、
進
貢
，  

因
天
朝
體
制
的
觀
念
以
及
覲
見
皇
帝
跪
拜
禮
節
，
英
方
皆
無
功
而
返 

雙
方
在
面
對
貿
易
限
制
與
外
交
關
係
上
的
衝
突
愈
演
愈
烈 

４
造
成
嚴
重
的
社
會
經
濟
問
題 

３
讓
中
國
白
銀
大
量
外
流 

２
損
害
中
國
人
民
的
健
康 

１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
英
商
大
量
走
私
鴉
片 

２
使
英
商
利
益
大
受
損
失 

１
道
光
皇
帝
派
遣
林
則
徐
前
往
廣
州
查
禁
鴉
片 

３
一
八
四
二
年
簽
訂
南
京
條
約
，
使
中
國
傳
統
天
朝
體
制
遭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衝
擊 

２
一
八
四
○
年
（
道
光
二
十
年
）
，
中
英
爆
發
鴉
片
戰
爭
↓
中
國
戰
敗 

１
英
國
政
府
為
了
擴
大
對
中
國
的
貿
易
，
決
定
出
兵
中
國 

 

此
後
，
美
、
法
等
國
紛
紛
與
中
國
訂
約
，
享
受
相
同
特
權
。 

 

中
國
給
予
英
國
協
定
關
稅
、
領
事
裁
判
權
、
設
立
租
界
、
片
面
最
惠
國
待
遇
等
特
權
。 

４
續
約
：
次
年
（
一
八
四
三
年
）
英
國
與
中
國
簽
訂
續
約
，  

３
內
容
：
賠
款
ヽ
割
讓
香
港
ヽ
開
放
廣
州
、
廈
門
、
福
州
、
寧
波
、
上
海
等
五
口
為
通
商
口
岸 

２
地
點
：
中
國
南
京 

１
時
間
：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四
二
年
） 

●
中
英
《
南
京
條
約
》 

●
由
於
當
時
的
美
國
海
軍
使
用
黑
色
船
身
的
蒸
汽
船
，
故
日
本
稱
為
「
黑
船
事
件
」 

  

↓
日
本
深
知
沒
有
能
力
對
抗
，
被
迫
開
港
通
商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
美
國
將
領
培
里
率
領
軍
艦
東
來
日
本
，
要
求
日
本
開
放
通
商 

遭
受
武
力
逼
迫
開
港 

 



中日對西力衝擊的回應                                                                                                         朝淦老師整理 

中國：自強運動（1861-1895 年） 
日本：明治維新(1868 年開始) 

外患：(1857~1860 年)英法聯軍 

(1861~1895 年)自強運動 

背景 
重

心 
項目 

涉外 

關係 

●
成
效
不
彰
：
１
過
度
側
重
器
物
層
面
的
改
革 

２
缺
乏
整
體
性
規
畫 

３
守
舊
派
人
士
反
對
勢
力
強
大 

影

響 
背景 成效 

明治維新後，日本擴張示意圖 

 

２
英
國
藉
機
聯
合
法
國
進
攻
中
國
，
史
稱
「
英
法
聯
軍
」（
又
稱
：
「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
） 

１
鴉
片
戰
爭
後
，
英
國
進
一
步
提
出
增
開
通
商
口
岸
、
公
使
駐
京
等
要
求
↓
遭
中
國
拒
絕 

 
兩次英法聯軍路線圖 

２
自
一
八
六
一
年
（
咸
豐
十
年
）
起
，
恭
親
王
奕
訢
與
曾
國
藩
、
李
鴻
章
等
官
員
推
動
改
革 

１
經
歷
英
法
聯
軍
的
挫
敗
，
中
國
體
認
到
西
方
的
船
堅
炮
利 

在
軍
事
工
業
、
民
生
經
濟
、
新
式
教
育
等
方
面
進
行
現
代
化
的
革
新
【
著
重
在
「
器
物
」
層
面
】 

外
交
：
１
成
立
「
總
理
各
國
事
務
衙
門
」
、
２
設
置
駐
外
使
節 

軍
事
：
１
設
立
兵
工
廠
、
造
船
廠
、
２
成
立
北
洋
艦
隊
等
新
式
海
軍 

教
育
：
１
設
立
「
同
文
館
」
與
「
廣
方
言
館
」
（
翻
譯
）
、
２
派
幼
童
赴
美
留
學 

經
濟
：
興
辦
煤
礦
、
鐵
路
、
電
報
、
紡
織
事
業 

２
中
國
被
迫
放
棄
天
朝
觀
念
，
並
試
圖
融
入
以
西
方
列
強
為
首
的
國
際
秩
序
之
中 

●
總
理
衙
門
負
責
中
外
事
務
的
專
責
機
構
，
類
似
今
日
的
外
交
部
，
同
時
也
是
推
行
自
強
運
動
的
樞
紐
。 

１
因
應
列
強
的
要
求
，
清
廷
成
立
總
理
各
國
事
務
衙
門
（
簡
稱
總
理
衙
門
）
統
籌
涉
外
事
務 

對
於
傳
播
新
觀
念
與
人
才
培
養
，
仍
為
中
國
奠
定
了
現
代
化
的
基
礎 

２
一
八
六
八
年
明
治
天
皇
因
應
時
局
，
推
動
現
代
化
改
革
，
史
稱
「
明
治
維
新
」 

１
日
本
開
放
通
商
後
，
有
志
之
士
鼓
吹
維
新
運
動 

２
日
本
成
為
亞
洲
第
一
個
現
代
化
的
國
家 

１
經
過
朝
野
的
努
力
，
將
西
方
賴
以
富
強
的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等
制
度
引
進
日
本 

 



甲午戰爭後的變革                                                                                                         朝淦老師整理 

1894 年 1898 年 1900 年（庚子年） 1901~1911 年 1906~1911 年 

 

甲午戰爭 戊戌變法 義和團事件 八國聯軍 庚子後新政 立憲運動 

背景 
結

果 

馬關 

條約 

影

響 
背景 

下詔 

變法 

內

容 
失敗 

 
 

 
 

 
 

 
 

 

「
召
入
神
京
」
則
能
看
到
其
進
入
北
京
等
地
活
動
的
情
況
。 

３
「
奉
旨
義
和
團
牌
」：
上
寫
有
「
同
保
大
清
，
掃
除
洋
孽
」
，
可
見
義
和
團
「
扶
清
滅
洋
」
的
立
場
；  

２
義
和
團
事
件
：
團
民
進
入
北
京
，
打
著
「
扶
清
滅
洋
」
口
號
，
燒
毀
教
堂
、
迫
害
外
國
人
與
教
民 

１
義
和
團
：
為
保
衛
身
家
，
防
禦
盜
賊
的
鄉
團
；
迷
信
宗
教
神
力
、
具
有
排
外
色
彩
。 

２
清
帝
國
被
迫
簽
訂
《
辛
丑
和
約
》，
付
出
鉅
額
賠
款 

 

↓
慈
禧
太
后
與
光
緒
皇
帝
倉
皇
西
逃
。 

１
為
保
護
其
人
民
的
安
全
，
英
、
美
、
法
、
德
、
俄
、
義
、
日
、
奧
八
國
組
成
聯
軍
，
攻
陷
北
京
，  

３
其
中
編
練
新
軍
、
廢
除
科
舉
和
推
廣
新
式
教
育
的
影
響
最
為
深
遠 

２
主
要
內
容
：
Ａ
禁
止
鴉
片 

 

Ｂ
編
練
新
軍 

 

Ｃ
創
立
警
察
制
度 

 

Ｄ
廢
科
舉
；
興
學
堂 

１
八
國
聯
軍
後
，
慈
禧
太
后
為
挽
回
人
心
，
開
始
推
行
「
庚
子
後
新
政
」 

背景 經過 
結

果 

 

日
本
見
機
派
兵
進
入
朝
鮮
，
形
成
清
日
兩
國
對
峙
，
進
而
爆
發
戰
爭
，
史
稱
「
甲
午
戰
爭
」 

３
一
八
九
四
年
（
光
緒
二
十
年
，
甲
午
年
），
朝
鮮
因
爆
發
內
亂
，
請
求
清
帝
國
協
助
平
亂
， 

２
除
派
兵
侵
犯
臺
灣
、
併
吞
琉
球
，
又
企
圖
控
制
朝
鮮 

１
日
本
在
明
治
維
新
後
，
積
極
對
外
擴
張 

次
年
，
中
國
戰
敗
，
雙
方
簽
訂
馬
關
條
約
，
割
讓
臺
灣
、
澎
湖
等
地 

５
日
人
得
在
中
國
各
通
商
口
岸
從
事
工
藝
製
造 

 

６
賠
款
二
萬
萬
兩 

３
割
讓
遼
東
半
島
、
臺
灣
及
澎
湖 

 
 

 
 

 
 

４
日
人
享
有
領
事
裁
判
權
及
片
面
最
惠
國
待
遇 

１
中
國
承
認
朝
鮮
自
主 

 
 

 
 

 
 

 
 

 
 

２
開
蘇
州
、
杭
州
、
沙
市
、
重
慶
為
通
商
口
岸 

中
國
在
救
亡
圖
存
下
，
展
開
進
一
步
的
改
革
運
動 

２
須
進
一
步
謀
求
政
治
、
教
育
等
制
度
層
面
上
的
革
新 

１
甲
午
戰
爭
失
敗
後
，
體
認
到
模
仿
西
方
器
物
不
足
以
救
亡
圖
存 

光
緒
皇
帝
起
用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等
人
，
下
詔
變
法
維
新
，
史
稱
「
戊
戌
變
法
」 

一
八
九
八
年
（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
戊
戌
年
），  

１
提
倡
工
商
業 

 

２
精
簡
政
府
機
構 

 

３
設
立
京
師
大
學
堂
【
著
重
在
「
制
度
」
層
面
】 

２
此
次
變
法
前
後
共
一
百
零
三
天
，
所
以
又
稱
「
百
日
維
新
」 

 

革
新
措
施
幾
乎
全
遭
廢
止 

１
慈
禧
太
后
擔
心
自
己
的
權
力
被
架
空
，
與
守
舊
派
人
士
發
動
「
戊
戌
政
變
」， 

３
朝
野
人
士
認
為
日
本
戰
勝
的
原
因
是
實
施
君
主
立
憲
體
制
，
因
而
要
求
清
廷
立
憲 

２
次
年
，
日
本
戰
勝
俄
國
，
其
勢
力
進
入
東
北 

１
一
九
○
四
年
（
光
緒
三
十
年
）
，
日
俄
兩
國
因
爭
奪
中
國
東
北
的
權
益
，
爆
發
「
日
俄
戰
爭
」 

 

↓
被
譏
為
「
皇
族
內
閣
」 

２
一
九
一
一
年
（
宣
統
三
年
）
，
清
廷
成
立
「
責
任
內
閣
」，
滿
族
閣
員
占
大
多
數 

１
為
了
緩
和
輿
論
壓
力
，
清
廷
下
詔
預
備
立
憲 

立
憲
派
人
士
大
為
失
望
，
乃
轉
而
支
持
革
命
，
加
速
清
帝
國
的
滅
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