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鴇片戦争前後的東亜国際闊係和琉球

真栄平房昭

1、東亜形勢和琉球

19世紀中葉，東亜諸国受欧美列強的軍事干渉被迫賓行“開港”政策。在

這期間，中国也経歴了騰片戦争、“五口通商”、太平天国運動、第二次鶉片戦

争 (1856~60)等未曾有過的歴史。

本報告根据1840~50年代慮於這種縛換期的中国形勢，在腸片戦争前後的

東亜国際闊係中，射通過琉球所得到的海外情報的博播和福小什貿易動向等問題

進行分析，以闊明当時的歴史状況。

(1) 由中国至琉球博到日本的雅片戦争情報

衆所周知，有闊雅片戦争的海外情報給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帯来了重大的

衝撃。這使日本認識到現在所面臨的是超越了‘‘藩”的範晒，上昇為整個日本

国家的危機。闊干近世日本所得到的海外情報，大家多有所聞的是通過来到長

崎的中国船隻和荷蘭船隻所帯来的。如 〈唐風説書〉、〈和蘭風説書〉就是其例。

然而，通過琉球朝貢使節得到的有闊腸片戦争情報之存在，迄今為止鮮為人知，

井且許多真宜情況尚有不明。因此在這里首先介紹ー下通過琉球這ー渠道所得

到的海外情報中尚未公開過的史料，其次再探討其中具体内容及其史買闊係。

琉球在被井入中国冊封体制的同時，又在幕藩制国家之下輿長崎、射馬、
(I) 

松前一起成為日本射外闊係的 “四大窟口”之ー。這就使琉球具有了慮子日本

和中国之間，有着即従属又不完全従属子任何一方的特性，或可以説慮子双方

的 ‘‘交界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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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的這種特殊位置所形成的“交界慮"射東亜地区的情報交流，起到了
(2) 

十分重要的作用。有闊中国軍事糾紛的不少海外情報都是通過琉球偲到日本的，

如明清交替、三藩之乱、腸片戦争、太平天国運動等々。

那磨，劉子鶉片戦争後“五口通商”、門戸開放、以至太平天国運動之間中

国社会的動蕩，当時的日本和琉球是忠様認識的呪。

下面，就以19世紀後半期中国形勢的変動為中心，就通過琉球渠道獲得有

関中国的情報，進行具体的探討。（参照年表）

鶉片戦争的情報

追尋通過琉球這個渠道所得到的情報，就会登現福州琉球館在這里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倣為進貢使節住宿之用的琉球館（柔遠騨），這里住着輿中国進

行外交事務交渉的存留通事（翻諄）以及琉球官員、留学生。男外，中国的商

人和福建地方官員等也経常出入往来。

這其中，被稲為“河口通事”的中国人翻諄和琉球人的接触尤為密接。他

『1在琉球和中国当局之間，為雛理各種的事務，充当調停人等，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通過“河口通事",福州琉球館得到了許多的中国情報。也就是説，福州琉

球館具有一種情報中心的性質。

這些中国情報通過従福小卜1回国的琉球人又博到了薩摩藩那里。如，在薩摩

島津家文書中有ーイ分史料（琉球所報告的便条） ＜琉球館より申出候書付＞。這

就是鹿兒島琉球館的官員把従福朴1回来的琉球人那里所到的中国情報彙集起来

編写成的，即＜唐風聞之次第>(1840年 8月）。看其内容，可知琉球人到騰片

戦争 (1840~42)的具体戦況了解得十分詳細。

1840年 2月，英国政府借口英国走私腸片在廣朴I被毀，決定向中国出兵。

同年 6月，自新加披北上的英国艦隊， 集結在浙江海面，占領離長江口不遠的

舟山列島，井攻打乍浦等沿岸港口城市。閥子這段鶉片戦争的情況，琉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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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偉来的情報是這様的。

“六月初，荷蘭船四、五十艘（即英国艦隊），到達浙江省定海縣，開抱撃

傷清兵等。本月底，攻撃乍浦，因清軍反攻，七月中旬撤走，英国軍還到夏門

攻戦清官軍，戦敗撤軍。因戦乱，廣東、浙江海陸交通登生阻碍，商人甚為困

惑等々”。

迄今為止的這方面研究史，只注重射長崎渠道偉到日本的有闊鶉片戦争情

報的研究，而事買上這些情報也是通過琉球偲到薩摩那里的。薩摩藩主島津齊

彬是一位既有豊富海外知識，又能及時洞察世界形勢的藩主，在当時是以 “開

明人士"而著稲的大名。但是，使他成為 “開明人士"的海外信息的来源是咄

里泥？。研究現存的有闊島津齊彬的書信等，我『1殺現，他在牧集長崎的中国、

荷蘭船隻帯来的海外情報（即唐、和蘭風説書）的同時，又積極地牧集許多通

過琉球這一渠道博来的海外情報，井把這些情報博給了当時的江戸幕府。

(2) 雅片戦争後的東亜地区

鶉片戦争中，清朝的失敗給日本帯来了恨大的震動，以此為契機，日本酎

西洋列強的認識也狡生了変化。同時，又偲来英国艦隊将要来日本的消息，更
(3) 

加劇了江戸幕府的統治危機，射鎖国体制越登不安。

輿此同時，国内又屈屈殺生農民起義，幕府政局急劇不安，唯恐重踏清王

朝之覆轍。幕府担心在日本狡生象太平天国那様規模的反体制運動，而造成内

憂外患，瓦解幕藩体制的国家基礎。

在鶉片戦争中失敗的中国，被迫答應英国的要求，開放上海、寧波、福州、

夏門、廣州等港口。当時，倣為琉球貿易拠点的福小卜1也在其中。 1844年 5月，
(4) 

英国在福州城外的南台開設領事慮。薩摩藩通過琉球渠道得到包括南京条約的

復印件在内的海外情報，察覚到了英国的動向。通過琉球，騰片戦争的情報博

到了薩摩，這成為了解中国形勢変化的重要資料。

1845年，英国領事阿礼国（後来的首任駐日公使）到福小卜1上任，一方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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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開放後的通商体制，男一方面在英国領事館通過基督教博教士伯徳令牧集琉

球方面的清報。同年英国測量艦Samarang号再次来到琉球，而後又到長崎、清

州島等地進行刹量。在日本的北部，沙皇俄国到蝦夷（即北海道）虎視眈々，

在南部英、法、美等国列強又逼近琉球。面到這些情況江戸幕府的有識之士愈

殺感到危機重々。正如 《壬子防海新策〉中所説那様，“如果蝦夷、琉球不保，

則日本将無自存之地”。即如果南北雨地遭受入侵，則日本存亡就顕得十分危瞼。

欧美列強在東亜地区用大咆、軍艦展開“武力外交", 井把琉球視為挿足日

本的跳板開始蜆銀。 1844年来到琉球的法国遠東艦隊，不顧琉球王府的強烈反
(5) 

到，強行把偲教士噂爾n加I助(Forcade)留在琉球。射法国提出的貿易要求，幕

府不得不以僅限定在琉球為条件，倣出譲歩。但是，這個譲歩成為使日本開国

的重要契機之ー。法国侮教士的駐琉，成為幕府鎖国政策下允許欧朴1人居住的

首例，這比被里艦隊来琉球要早大約10年，亡不僅是基督教博教的再開之始，

同時也成為瓦解幕府鎖国体制的一個突破D。

近年来，把“西方的衝撃”這種“外圧”軍純地看倣“近代"開始契機的

歴史認識受到批判。在中国史研究領域，亜小卜1地区交易網的形成、開放港口奥
16) 

地区市場圏的闊係等問題正在以新視点得到聞明。縦観東亜園続琉球的欧美列
(7) 

強動向，就会看到琉球王府曾以く法英l青状＞的形式向中国腫報井請求援助，

但是清朝廷没能倣出有妓的挙動，這使偲統的封貢体制顕示衰微。 1850年 8月，

英国軍艦レナード号為了通商和偉教来到琉球，逓交了外務大臣パーマストン

的書信。面射這種外圧，琉球王府用以下理論加以抵抗，即琉球地無物産，無

力輿中国、薩摩以外的国家進行貿易。以此拒絶了英国的通商要求，井従以“孔

孟之教”為国策的角度，声明不能容忍基督教的博布。也就是説堅持不輿荷蘭

以外的欧州各国通商的“鎖国”理論，井把東方的儒教輿西方的基督教相提井

論以圏回避外来事的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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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平天国之戦乱

(1)太平天国和被里的視点

1851年（咸豊元），爆登於廣西的太平天国運動，頃刻之間向各地登展撒大，

成為動揺清王朝根基的民衆運動。運動的領導人洪秀全向民衆呼旺建立‘‘大同

世界”即自由、平等的世界。 53年 1月，太平軍攻虞子長江中滸南岸的湖北省

武昌。

武昌連同北岸的漢口被稲為“武漢三鎮”，有“能控制武漢者，就控制中国"

之説（後来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武昌狡生的）。太平軍従武昌沿江而下， 2月18日

攻破江西省九江，24日攻破安慶，井且五十余万大軍逼近長江流域的大城市南

京。経過和清軍猛烈地攻防戦， 3月20日（農暦 2月11日）終子攻破南京，将

南京改稲為天京，定為太平天国的首都。這様太平軍控制了長江以南的大片地

区，殺展成可和清朝酎峙的勢力。

当時，美国被里艦隊在去日本的路上停泊在上海。美国艦隊要来日本的消
(8) 

息早已傾到幕府，老中阿部正弘通過交換其消息，和強有力大名加強了園結。

這里値得注意的是被里射因太平天国内乱而動蕩的中国十分闊心，写下了令人

感興趣的日記。其内容如下 ；

現在的中国形勢極不安定。似乎整個清国慮在革命前夕。反乱勢力（太平

天国）占領了該国家的ー半，他『1代表着被渦小卜1人奪取了政櫂的漢族人。

他還説，“那種認為這些動揺不過是東方各国形勢変化的殺端而己，亡予示着将

爆狡一種強有力的革命的這種推測也是有其根拠的"。井堅信受基督教影籾的太

平天国之乱是 “受神的旨意，由神来指導的”。“従為数衆多同時爆狡的大事件

来看，日本的命運也是予料之中的，破局是確定無疑的，也許時間上会晩一些”。
(9) 

他認為日本的未来也将和中国一様面臨不可牧拾的局面。

闊子太平天国運動的賓際情況，正如被里所認為的那様，“他憫是代表被清

朝即謁）、卜1人剥奪了国家的漢民族",所主張的是漢民族反射渦族的統治，要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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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復明。但被里同時還予感到太平天国運動受基督教的影響，這将給中国社会

帯来革命性的変化。

早些時候便察覚到太平天国情況的首席翻諄官衛廉士也有眼被里同様的認

識， 1853年 5月14日，在従上海到琉球的サラ トガ号艦上，断言説“我確信中

国将在迎接新時代的黎明”。 7月14日被里等人在浦賀奉行戸田伊豆守等会見

上，提及太平天国的“革命”，但（浦賀）奉行闊子其問題小心謹慎地避開没談。

在該会見席上坐在一起的衛廉士認為，酎日本来説要認真研究太平天国運動，
(10) 

因為這也許是将来日本狡生重要変化的前兆。

這様認識将太平天国運動倣為也許給日本社会帯来新的変革即“重要変化

的前兆”，這事賓是値得注視的。晃外，在美国人期待着日本社会狡生革命性的

変化之背後，隠蔵着他何這様可以使酎日外交順利開展的打算，即希望開国交

渉在有利子美方的形勢下進行。

(2) 琉球進貢使和戦乱的影響

従東亜史的角度来看，園饒太平天国的中国情況当時是忠様被看待的泥？

下面探討ー下去中国的琉球貢使親身体瞼所得到的海外情報。

1852年秋，琉球貢使譜久村親雲上和正議大夫瑞慶覧親雲上等人在那覇動

身進京，12月イ分正値太平軍占領漢口情況緊張時期。第二年正月在北京朝貢完

畢，貢使在回福州的路上，因太平軍的影響不得已改変返回福州的路綾。 53年

春天，他憫被迫停留在福建省北部建寧府続過山岳地帯的袷道，把各自携帯的

物品存在建寧府，只把皇帝所給的賜品帯回福州。 5月10日，他憫従建寧府乗

小舟出狡， 28日好不容易到達福朴1。直到兵乱鎮圧下去之後，オ派護兵去建寧

府把寄存的東西帯回来。此次中国之行可謂是九死一生。

因太平天国運動的影響，貢使的回国日程往後推遅。 1853年（咸豊 3) 6 

月15日，据蹄国的請諭使馬克承（小禄親方良泰）雁報，‘‘現在逆賊狽霰，各省

的官軍正在同心協力地進攻之中，去年所遣的貢使又受阻子貢路上，難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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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一直在建寧府停留還不能回琉球館”。

琉球王府担心貢使在中国的情況， 1853年秋天，在接貢船去閾時，附帯了

ー｛分く安否伺之杏文＞（即問貢使之平安杏文）。但因以前従来没登過這種杏文，
02) 

恐其狡生什磨誤会，最後尊重河口通事的意見，没有向福建布政使司提出。但

琉球国王酎此非常担心，命王子和三司官在弁財天堂、弁嶽、観音堂等虜向神
03) 

祈祗，希望平定 “逆賊”（太平天国兵乱）以保平安。也就是説，在中国兵乱将

給琉球帯来影響的情況下，王府要人向神祈祗，以鎮不安。

1853年 5月，福建天地会（双刀会）響應太平軍的行動在海澄縣起義，占
(14) 

領滝州、長泰、同安、復門等地， 6月台湾天地会挙旗造反。 “唐国兵乱”的情

況越狡厳重，通過琉球渠道博来 “海賊"跛屋而製撃官民這種逼真的情報。中

国政局的不穏定給日本幕藩領主也帯来不安。 1853年（嘉永 6) 8月佐土原藩
(15) 

主島津忠寛向幕府上書提出加強海防。書上写道“近来有耳聞。現在清国大乱，

也許其余波早晩将波及日本",恐伯清国内乱波及日本。同年 9月29日，島津齊
06) 

彬在給幕府御医多紀元堅的信里写道 ：

中国其后初至動蕩不安，且無可治之兆。今秋将渡中国之琉球人甚為恐慌。

中薬的購入恐有障碍。

中国的兵乱篭無結束的様子，要去中国的琉球人都有 “恐惧”之感。事宜
(17) 

上同年秋天出登的琉球接貢船被“海賊"捨走装載貨物。第二年即1854年，太

平軍加強攻勢，戦火燃到浙江省寧波。因此経常往来干長崎的中国船隻没有到

来，這酎日中貿易造成厳重影響。長崎荷蘭商館館長D.Curtius説 ；

本来，一月扮應従寧波到来的中国船還没到。日本人酎此好像已経死心。

俄国人予料到中国内乱加劇，中国船不容易過来。長崎人会受到厳重的

損見
封長崎来説，中国兵乱不是隔岸観火， 而是受到了厳重的経清打撃。同年

6月4日，琉球三司官池城親方等人給薩摩新納太郎左衛門送去了新情報。

堀起干江西之賊兵日漸強盛。去年三月南京失陥， 雖防以数万官兵，然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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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勢強，至今不分勝負。残余賊兵攻進各地，自去年三、四月以来，湖北

省、湖南省、江南省、山東省、直隷省的不少州縣先後失守。此外，因各

慮賊兵蜂起，井威脅官員、商人、旅客等，動用官兵制止，在福建省蜂起

的賊兵都被撫院打敗了。

根据其情報得知，在廣西起義的太平軍，“去年"即1853年 3月奪取南京，

第二年春天，戦火撰大到湖北、湖南等各省。男外，1854年 6月12日池城親方
09) 

等人的書信，博来更具体的清報。即太平軍攻占南京之後，其勢力越狡壮大。

53年冬到第二年之間，占領湖北、湖南、江南、以及山東省的二、三個州，天

津也被包園了。在各地有“盗賊"横行，製撃官員和旅客的情況。 53年4月以

来，“賊兵”在福建起義，同年 8月撫院命令官軍平定賊兵，但結果譲“賊首”

胞捧，到現在賊兵還闇得恨乱。

1856年 6月，又有兵乱情報通過琉球博到薩摩藩。“同年正月，長髪賊一共

敷千人，攻入江西省武昌，奪取米穀、財物， 製撃婦女，放火焚燒。因此逃入

福建省建寧府的二千多難民眼乞弔一様的悲惨，福建総督害伯賊匪混進難民群
(20) 

中，狡給難民食糧，把他『1送往家郷，井捜索賊匪的下落等等”。

因戦乱，中国大動脈的運河交通網在各地混乱，使到達北京的路線中断。

大運河和長江彙合点的要地鎮江也被太平軍占拠，琉球的朝貢路線也面臨危瞼。

因此， 1854年（咸豊 4)没允許進貢使向邦棟、毛克進等赴京朝貢，他側直至

第二年的 8月，不得已一直停留在福小卜1琉球館。 1856年貢使向有恒等人的赴京

日程，也因賊匪憫的阻碍，耽誤了時期，到北京時已是第二年1857年 3月イ分了。

(3)牧集海外情報和薩摩藩

海外l青報的公開化使得園続開国政策的討論変得更加自由，又到促進政局

認識的一致起到了重要的開端作用。在通過互換情報而建立起密切闊係的開国

派大名之中，島津齊彬特別認真牧集海外情報。除了長崎渠道以外，他還通過

琉球渠道得到了許多海外情報。齊彬把這些情報偲給徳川齊昭、松平慶永、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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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宗城等一橋派系的大名以及老中阿部正弘，前闘白近衛忠煕等人，在幕府、

大名、朝廷之間，他倣為情報交叉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被里到来為契機，人『1要求幕府公開海外情報的呼声日益強烈。 1853年

（嘉永 6)7月10日島津齊彬所給徳川齊昭的信里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不要

封鎖海外情報，把乞通知大名井征求他『1的意見，射圃結人心会有一定的作用。

齊彬利用従琉球渠道得到的太平天国情報，給水戸的徳川齊昭和京都的近衛忠

煕等人写信，告知“唐国争乱”（中国内乱）的情況。即 ：

中国内乱越登厳重。因琉球船還未蹄来尚不明詳情。据“琉球人書信”得

知，在太平軍里，有稲 “明王朝裔孫”朱氏的，名将也不少，他何施奇計，攻

取五、六個省，井把“往来北京之第一要地”的南京攻陥。因此運送物資受阻，

而米債穀憤上派，餓死的人也不少。但在太平軍這里，米穀充足又便宜，且由
(2り

干施以 “仁政”，多有官軍前来投誠。射此皇帝憂慮不止，嬰屈公布救諭。

除了這些通過琉球所得到的情報以外，薩摩藩也牧集通過荷蘭人1題来海外

情報。 1853年11月21日，薩摩藩的 “密使”到長崎荷蘭商館訪問，要求提供集
切）

結在琉球的被里艦隊的動向及中国内乱的情報。得知中国内乱動向的島津齊彬，

準備乗其混乱之機，向中国推銅武器。男外，琉球国也喝力去掌握形勢，従進

入那覇港的外国軍艦那里所取中国清況，1854年2月従普提雅廷提督率領的俄

国軍艦牧集到了有賜中国内乱及被里軍艦動向的情報，又従法国船隻那里得到

了有闊“魯西亜，土耳吉合戦”（克里米亜戦争）的l青報。

琉球把這些海外「青報逐一向薩摩藩羅報。 1856年4月，琉球使節把在中国

親眼看到的有闊太平天国戦乱的詳細情報偉給薩摩藩，薩摩藩射其内容進行整
(2J) 

理，写成全文由17項構成的 “唐国兵乱一件”報告，提交給江戸幕府老中。

3、第二次鶉片戦争的情報

1856年到60年，英国、法国封中国挑起新的侵略戦争，這就是第二次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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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争。因太平天国戦乱和列強侵略，“内憂外患”的清王朝其櫂力基礎大大削弱，
(24) 

失去了外交場上的向心力。這就導致了冊封、朝貢体制的崩潰。

1860年（咸豊10)夏天，琉球貢使向志道到達福州。但因進北京的路線被

太平軍阻断，没塀法只好把赴京朝貢日程推延到第二年 3月｛分。没想到 4月 1

日北京偉来的通知是奉勧琉球貢使蹄国。琉球面臨這種前所末聞的事態，多次

請求立刻進京朝貢，然而没有成功，結果只好回国。以後也因戦乱不息，應由

中国輸出的絹織物、茶葉、中薬等貨物都中止了。

因太平天国之乱，朝貢制度事賓上停止了，当時遭受深刻影響的国家不只

是琉球，越南也遭遇相似情況。 1852年10月従首都順化出狡的貢使経過三年時

間還未回来， 55年末オ回国。 1853年到67年之間，派遣貢使的活動不得已中断
(25) 

了，原因是進京的貢路被太平軍占領了。

這些中国情況通過琉球，博到薩摩藩主島津齊彬那里。齊彬恨担心日本也

狡生和中国同様的事態，在1858年（安政 5) 5月，給幕府的建議書里陳述，

如果欧美国家一起向日本涌過来的話，国力疲態，恐伯会登生“内乱”。

這種緊迫的危機意識的背後，有着因外圧内患慮干窟境的中国這ー先例，
(26) 

這一点是値得注目的。同年 5月29日，島津齊彬給早川五郎兵衛的書信里説 ：

据従停留在琉球的法国人的情報得知，明年在北京将開設“英、法雨国公館”、

還有英国掌管朝鮮、美国掌管日本的準備。継而 6月5日、島津齊彬在給近衛
(27) 

忠煕的信里説 ：

琉球人来日本之際，尋問過中国情況，据講賊兵勢盛。且和英法雨国和親

之事初無頭緒。一隻亜船（美国船）来到長崎，和先来的二隻船一起将赴

江戸。此外，据説俄、英、法三国之軍艦将紛紛逼近江戸近海。

据其這情報，在中国太平軍勢力大，和英、法国雨国的親善也尚未建立起来。

還明説 ：俄、英、法三国的軍艦将来不久江戸近海。

在中国，英、法聯軍占領天津，第二次騰片戦争結束。 1858年 6月簑訂了

天津条約，其内容強化了南京条約中的不平等的条款内容，規定新開設11個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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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開放口岸、鶉片進口的合法化、允許外交官駐在北京等等。天津条約成立之

後，指揮第二次鶉片戦争的英国額爾金動公爵率領雨艘軍艦来到江戸港，強迫

幕府袋署日英修交通商条約。

不出島津齊彬的予料，列強的矛頭開始従中国轄向日本。也就在這一年，

琉球宜野湾親方倣為雁報中国情況的使者赴往薩摩， 10月26日，和家老新納久
(28) 

仰見面，雁報了中国的形勢。輿此同時，琉球方面偲達了琉球国王的旨意，由

干“唐国争乱n 的原因，希望冊封使来琉日期抱延。這里非常値得注目的是：

混乱不止的中国形勢開始給琉球外交政策之本的冊封闊係帯来了深刻的影響。

1859年 5月英国領事阿礼国来日本上任，六月神奈川、長崎、函館等港口

到外開放。当時，列強各国射中国再次狡起了侵略。英国公使布魯斯以批准天

津条約為名，率領由十五隻英国軍艦、二隻法国軍艦、三隻美国軍艦構成的聯

合艦隊，従天津進入通往北京的白河，和要阻其進入的清軍交戦。有闊交戦的

消息立刻博到日本，在駐日英国公使阿礼国和幕府老中的会見席上，有人雁報
(29) 

了‘‘清国兵乱”。

1860年 7月，英、法雨国率領雨万人的遠征軍和雨百隻軍艦攻撃大油抱台

10月攻入北京。北京淮陥之前，咸豊帝帯領后妃及左右官員一起逃往熱河。英

法聯軍放火焚燒園明園，奪取金銀財宝，極尽暴虐之能。酎子化為戦場的北京，
(30) 

琉球王府的史書倣了以下記載。

中国賊兵昌熾，騒擾不堪。況又北京，有英法俄三国夷人，但振威勢，聞

入城内， j昌振不堪等由。主上深為診念，意欲掃尽賊娯，除去夷人，早享

太平之福，乃祗告各神。

太平天国‘賊兵＇騒擾，及攻進京城的英法俄等外国勢力呈凶的状況就這様偲入

了琉球。

1860年10月簑訂了北京条約。清朝同意天津港口射外開放，増加賠款金額、

苦力外流、割譲九龍半島等給英国。男一方面，俄国獲得了黒龍江以北，烏蘇

里以東的大片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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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逃往熱河的咸豊帝在失意中駕崩，同治帝即位。同年在北京開設

線理街門，欧美公使開始了北京駐住。之後，以華夷秩序和朝貢体制為基礎的

博統的朋封体制逐漸瓦解，東亜地区的国際隔係也迎来了新轄換期。六0年代

的日本受到列強各国的軍事干渉，‘撰夷’意識高派。幕臣大久保忠寛“認為将来

也許英国和法国謀取射馬、壱岐、佐渡等地，美国占領伊豆大島，俄国占領蝦

夷地（北海道地域）", 酎日本邊境地区将被列強分割占領表示不安（＜績再夢紀

事〉）。雨年前，已骰生了俄国軍艦占拠射馬事件，在樺太，日俄国境問題已成

懸案。以往，幕府把琉球置干“外国地位”来看待，到子琉球的所属問題，採

取了曖昧的態度。但是由子担心列強的侵犯，領有意識也逐漸狡生了変化，射

琉球認識漸漸轄為 ‘‘日本国内的一部分”的方向。

這様，在西方列強聞入東亜的過程中，中国輿其進行了一番激戦。這ー経

歴把中国最先推入了‘‘開国”的動蕩之中。這種瞬息万般的中国形勢射当時的

日本来説是不可等閑視之的。但是日本的外国情報不僅是来源干長崎的 《唐船

風説書》、《和蘭風説書》等書，我憫還應該注意到琉球這ー信息来源的存在。

（＊参照日文論文的史料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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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波爾徳最後的日本旅行》平凡社東洋文庫， 1981年， 44頁）。

(30) 《中山世譜〉巻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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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 (道光15)年

1837 (同 17)年

1840 (同 20)年

1841 (同 21)年

1843 (同 23)年

1844 (同 24)年

1845 (同 25)年

鶉片戦争前後的東亜国際関係和琉球

（年表）鶉片載争前後的国際情況

英国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来到琉球、朝鮮進行偵探活動。

美国船馬礼遜号，在琉球停泊。琉球人譴責鶉片。

将有闊鶉片戦争的情報、通過在福州琉球館博到来日本

（史料 1)。

英国軍官E.Bekher在香港登陸。首次昇起了英国国旗井

宣告領有香港島。

英国洵軍的測批軍艦Samarang号来到琉球，在測呈了石

垣島、宮古島及近海之後，返到香港。

英国領事G.T.レイ ，因千鶉片戦争而開放的福州上任。

英国領事R.阿礼国（後来的首任駐日公使）到福小1,1赴任。

Samarang号再次来到琉球。

1850~60 (道光30~咸豊10)年

中国殺生内乱（即太平天国運動）涌入香港的人口猛増。

1856 (咸豊 6)年 第二次腸片戦争爆殺(~60年）。通過琉球渠道所得到的情

報博来日本。即是“唐国兵乱一件”。

1857 (同 7)年 在長崎策署日本荷蘭追加条約(8月29日）。該条約第14款

規定禁運腸片。

1858 (同 8)年 簑訂天津条約。進行鶉片合法化。同年額爾金勲公爵率領

的英国船隊来到江戸湾（現，東京湾）。

1859 (同 9)年 英国領事阿礼国来日本上任。神奈川、長崎、函館港口劉

外開放。

1862 (同治元）年 長州藩士高杉晋作，薩摩藩士五代友厚等到上海，耳聞目

賭中国社会的植民化的情況，受到強烈的震驚。回国後，

放火焚焼英国公使館等在日本攘夷運動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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