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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十九世紀對於東亞地區來講，可以說是「一個特殊時期」。當時，越南周邊的許多東南亞國

家和地區，已經步入了殖民地時代。而中國，東亞文化圈的宗主龍頭，亦正要面臨一場「三千

年來未有的大變局」。1800 年之前，中國無疑是一個強盛無比的龐大帝國，但到了乾隆（1735
～ 1796）末年， 中國就開始衰弱， 並要面臨著來自西方各國的威脅。反觀越南， 經過嗣德（1847
～ 1883）前幾年相當平靜的局面，緊接著就是長期動盪不安的時期。國內動亂頻繁發生、經濟

蕭條、吏治衰敗等，再加上不請自來的西方客人，更讓嗣德政府手足無措。

西方勢力的入侵及其所帶來的危機，重重打擊了東亞各國恪守千年的傳統儒家文化和信念，

直接威脅他們的主權和存在。由於越中兩國情況尤為相似，因此當時被派出使中國的越南使節，

有機會耳聞目睹國外的各種情勢和經驗，擴大了他們的知識和視野，從而改變他們對自己、對

天朝、對世界的認識。同時，亦為治理國內情況提供了可以借鑑學習的內容。有基於此，本文

以 1849 ～ 1877 年間，越南使節出使中國所創作的燕行作品為基礎，透過整理與研讀相關文獻，

從文學、文化、歷史學的角度，探討西力東漸大背景下，越南使節士大夫如何看待當時的中國

與西方勢力以及各自的命運。同時討論使節出使回國後，如何利用出使期間所學到的知識，應

用於解決越南正要面對的大問題。這有助於推動越中兩國關係、越南被殖民前的歷史、越南燕

行錄以及東西文化碰撞等多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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