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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100多年前，正是英国打开这个国
家封闭的大门，让士大夫们对未知的西

方世界充满好奇。先前，他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见
闻来进行想象，号称“揽尽万国奇珍”的世博会，则
一下子将这个世界最先进之处收集在一起。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
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
国海关文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
书里记下絮絮叨叨的惊讶和感慨。

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
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
了巨大的蒸汽机和精密的打字机，并忍不住在
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他四处
考察美国人的机械、水利，有不懂之处便“就询
洋人”。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
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
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
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
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

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事实上，参观世博会的这些幼童，早已在美国

经历了最早的启蒙。1881年，清政府将幼童全部
撤回国内。这次培养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国、参观世博会的经历，到底给这些
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经无从考证。回国后，他

们有的成了清华学院最早的校长，有的主持修建
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也有的成了中华民国的
总理，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印记。

而伴随着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传回国内
的世博会景况，则循另一条路径影响着这段进
程。他的书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股世博会
热潮。据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后来回忆
称，他曾深受这本书的鼓舞。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
直到 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

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这一次世博会，给中
国人带来了甜蜜的回忆。中国的展品，尽管仍
集中于茶叶、丝绸等特色展品，但参观者对此交
口称赞。中国人在维也纳拜会社会各界，所到
之处，引起巨大关注。最后，奥地利皇帝因为中
国代表团的贡献，为每一个参展者颁发了勋章。

中国第一次像一个大国一样受到尊重，这
也许激发了清廷此后对世博会的兴趣。而作
为此次世博会参展的功臣，赫德也从此牢牢把
握着世博会代表团的组织者身份。

赫德算得上一个合格的组织者。在他的组
织下，从1867年至1905年，中国先后参加了29届
世界博览会，这些参展经历，拓展了中国人的视
野。赫德曾在一份通告中表示：博览会一个紧接
着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中
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世博会对外贸的刺激，确实让当时的实业
界印象深刻。以张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甚
至开始在报上公开呼吁举办中国自己的博览
会。中国的小说家也开始在小说中想象中国
举办世博会的辉煌场景。不过，世博会为中国
带来的，绝不只这些。

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就已经
发现，在电灯、电话、先进机器等展品

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
是绸缎、茶叶、瓷器乃至纯银打制的 27套件挖
耳勺等带有的“浓郁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环
游地球新录》里，李圭曾不无苦恼地描述，本国
展馆“占地很小，甚至不及日本”。

在几届世博会期间，因为中国的展品中包
括绣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华侨和留学生的
强烈愤慨，认为这样的展示扭曲了中国形象。

从世博会开始的启蒙种子，逐渐成长为
工业救国的实践。郑观应在当时风行的《盛世
危言》中表示，举办世博会不但可以“兴商”，
更能够“立国”。此时，知识分子们希望的，已

经不只是先进的技术。有人注意到，在 1904
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曾出现过孙中山的
身影。

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近 10年，内外交困
之下的清朝政府开始酝酿最后一次变革。这
些变化反映在它对世博会的态度上。

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颁布了《出
赛会通行简章》，开始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
进行规范。第二年，受命出国“考察宪政”的五
大臣，被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深深震撼，回国
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

这个帝国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放弃
了对于世博会、对于西方文明的惊惧和排斥。

摘自《中国青年报》

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
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一个打
量世界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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