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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她都不可能以她的笑来与列强抗衡。

大清，正在走入它的终点。尽管这大清的最后十年，充满

了喧哗与骚动——即便在慈禧回銮的途中，于 1901 年 1 月 29

日颁布《变法诏书》，许多变革的举措，比之前戊戌年间的变

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民众已

经不再接受来自朝廷内部的变法与改良。哪怕朝廷专门设立了

商部，并颁布了《公司律》，试图结束此前沿袭千年的官商经济；

哪怕 1905 年废除科举，让大量年轻人得以放下四书五经，走出

“八股”梦魇，前往海外留学。值得一观的，也只有 1908 年 5

月 25 日 ,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联合决议，“免除”美国

所得赔款的大部分，折合美元 10785296.12 元，实际数额含利

息为 11961131.12 元。这一笔钱，从宣统元年（1909 年）起至

1940 年，逐年按月“退还”中国，用作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及选

派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924 年，美国又宣布全部“退还”庚款，

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同年，苏联政府主动放弃赔款要求，

与中国政府议定，该项赔款在清偿所担保之各种债务后，拨作

提倡中国教育之款项。在此前后，英、法、比、荷 4 国亦相继

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退还”赔款。

但这些国家并不是无偿清退赔款。他们为此特别设立机构，

管理使用，其中，除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等各项建设

事业外，以其息金办理文教事业。各国所谓“退还”的庚款主

要用于设置学校、研究所，选派留学生，补助国内各学校，补

助国内各教育文化团体，以及设置研究补助金额、编译世界名

著、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交换出版物、举办或补助其他有

关教育文化事业等。这当然有促进文化交流的用意在内，但同时，

也存在各国将本国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的情况。

在中国来说，接受从西方而来的文化精髓，并不是坏事。

也就是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 1899 年，就在孙中山曾经发表

致李鸿章信的上海《万国公报》上，其第 121 册登载了李提摩

太译著、实为蔡尔康据李提摩太口述撰写的《大同学》，其中

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 , 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主义

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

而在中国以北的俄罗斯，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也面临剧变。

沙俄趁着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廷忙于应付的机会，企图霸占中

国东北。1900 年 7 月 15 日，沙俄“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

号两艘轮船沿着黑龙江开往哈尔滨附近，遭遇清军抵抗后，转

而开往瑷珲附近，并炮击瑷珲。遭遇抵抗的沙俄军队老羞成怒，

对海兰泡（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

展开屠杀。此后，沙俄和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展开一场战争。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战争拖累到不堪之境的俄国人起而反抗

沙皇暴政。由二月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到 1917 年

11 月爆发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

克的领导下，组织广大农民、士兵，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

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俄国的实践相结合，以革

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马克思

列宁主义。而《辛丑条约》之后十年，清朝寿终正寝。辛亥革

命之后的中国，依然处于军阀混战之中。

此时一度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竟然反对袁世凯称帝

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曾又赴欧洲考察，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 :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中 , 好像失了罗针

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 , 不知前途是怎生好。”

历史证明，梁启超得不到的答案，有人给他找到了。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得以新生……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又是《辛丑条约》

签署 120 年。如今的中国，不仅能做到平视西方，在回望来时

路时，亦更有自信——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确实代表了工业

革命以后西方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然而，西方列强是否将西

方文明提升到与生产力匹配的程度呢？东方文明是否一定落后

呢？东方民族，比如中国，经历了庚子之变、《辛丑条约》，

而又得以更生，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古代四大文明之中，

中华文明依然延续，并且迎来伟大复兴，此际，到了中华文明

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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