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

构成辨析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 叶柏川

1 6 1 8 年，俄国佩特林使团来华，拉开了早期中俄关系的序事 。 从

1 6 1 8 年到鸦片战争之前，先后有大小十几个俄国使回来华。 这些使

团皆被冠以寻求中俄通好之名 ，但从使四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使臣身

份的事重性等方面来看，使团的使命远非如此单纯。 本主拟对早期

俄国来华使团的人员构成做些研究，井从这一角度探讨早期俄国来

华使团的真实使命以及俄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 。

- 、旱期俄国来华使团的人员构成

早期来华俄国使团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干人。 使团最初

仅由几名哥萨克.布哈拉商人和少数军役人员组成，后来盎展成为包

括使臣、商队、军人、传教士、留学生

种人员组成的庞大团队。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中除了外交使臣外，其他人员主要有以下几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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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初衷是为了调查中俄贸昂的情况。 第一位正式的俄国来华使臣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便是沙皇的代理商。 此人为托博

尔斯克大贵族伊萨科夫之子，虽是个士盲，却非常善于理财。 1653

年.他被派往当时西伯利亚的商业中心城市托博尔斯克，安排有关沙

皇的通商事宜。 当时，在托博尔斯克云集了中亚商人运辈的包括中

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商品 。 巴伊科夫奉命了解在中俄市场上畅销的两

国商品以及关于清朝的情况。 他在北京成功地进行了贸易，井开辟

了从西伯利亚前往北京的商路。

布哈拉商人是俄国使团中非常活跃的 股力量。 他们既精于算

计卫熟悉中亚及西伯利亚一带的地形，常被俄国人派作向导、信使或

代理商。 俄国人希望利用他们的经验圭和清朝建立直接的贸易关

系。 1652 年 11 月 23 日，根据沙皇阿列克甜的谕旨，布哈拉商人谢伊

特库尔·阿勃林和叶日巴勃·谢伊托夫被召到莫斯科。 这两个人是

以同中国做生意而出名的中亚商人。 谢依特库尔 阿勃林更是具备

布哈拉人的一切优点，是为俄国政府效劳的布哈拉商人的代表。 不

久，他被派往托博尔斯克协同巴伊科夫出使中国。 1658 年，他作为使

臣与佩尔菲利耶夫率队前往中国替沙皇经商。 1668 年，他再次带队

前往北京。 在历届俄国来华使团中活跃着不少像阿勃林这样的布哈

拉商人。 据〈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记载， 1668 年.有 200 名布哈拉商

人随同阿勃林前往中国经商。①

1689 年.中俄盎订《 尼布楚If<约 ) ，俄国终于取得了其对华贸易

权利在外交上的最认。 此后，商人更加成为使团最为醒目的组成部

分，商队人数有时竟达七八百人以上，这些商人常常打着出使的旗号

来华贸晶 。

俄国使臣萨瓦在给宫廷的报告中谈到"根据北京档案记载，篝

订{涅尔茸斯克是约) ( (尼布楚条约) )之后，俄方曾派 50 多名使臣

和使节去北京。 而外交委员会派赴中国的正式使团不过 4 个 ，其

余的都是各边搅任官和行政*官为了进行贸易和满足他们的个人愿

望从西伯利亚派去北京的，并且在他们盎出的信雨中把派去的人称

为使臣和使者 .. " t%l刘选民在{早期中俄贸昂考》一立中也提到过

这样的例子 "17 世纪草叶，俄廷遣宜之使者，多阳为外交使臣，阴附

通商使命，并时携有商队至北京贸易 3或以商贾而委以外交折冲事

宜，其例屡见不鲜。 例如在{尼布楚条约》后，果罗立即于是年+11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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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至北京报信.谓额尔吉纳河他岸之俄国人民，须候明春方能遣返俄

境。 该使于 1690 年 5 月 25 日抵北京。 张诚记之曰:‘俄使掷有随虽

八十九人.自其外貌观之，任何人等皆得断定彼等主来仅为通商而

已 ，盖其携有毛皮六十大车也 o ③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被派遣的商队常常与从尼布楚前往中

国的俄国外交代表同时启程。 1693 年 7 月，俄国使臣伊兹勃兰特从

尼布楚动身时"有一直圭新的几乎全部由客商代理人组成的人被众

多的商队随同其前往北京"④。

18 世纪中叶，随着北京贸易衰落.已不再有正式商队随同使团束

束贸晶。

2 传敬士和留学生是俄国使团的另-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强在华的东正教敏徒的联系，俄国政府不断派遣东正教敏

士随同使团和商队辈华 。 伊兹玛伊洛夫使团中的修士大司祭萤东尼

和萨瓦使团中的英诺森主教都曾被任命为俄国驻北京传敏士团团佳

(关于英诺森主极为传教士团团长的任命后来植取消) 。 驻华传敏士

团直接事与了中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 厚管来华传教士团曾一

度为俄国侵华扉心竭力.但他们的确在中俄外交往来和文化交流中

起到了一定作用。

3. 俄国使团中的军役人员

早期俄国辈华使固有数量不等的军人跟随:佩特林使团中有军

役人员 7 人，巴伊科夫使团中有军役人员 5 人.阿勃林使团中有军役

人员 26 人，斯帕法里使团中有军役人员 46 人，茸洛文使团中有军彼

人员 1923人，伊兹勃兰特使团中有军役人员 90 人.伊兹玛伊洛夫使

团中高军役人员 5 名(包括使臣) ，萨瓦使团中共有士兵1500人。

可见，只有立洛文使团和萨瓦使团的随行军役人员较事，其他使

团只有少量军役人员跟筒，而且这些军役人员大都是哥萨克.正规士

兵很少 。 究其原因 一方面，俄国的主要兵力靠中于西方战场，波有

能力派出强大的军队以威慑清政府，另一方面，当时俄国关注的是如

何通过对华贸易缓解国库空虚、经济凋敝的状况，因此，它井不希望

同清朝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只想暂时通过和平手段与清朝建立

正常的外交关系，除茸洛文使团和萨瓦使团所带军队是为了向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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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示威，其他使团有军人随行都是为了保护使团的安全起见。

4. 俄国使团中的测量人员

使团中的测量人员受命绘制两国即将划界地区的详细地图。 伊

兹玛伊洛夫使团中有科学院测量员西奥多尔 巴尔聂夫和米契尔·

伊格纳事耶夫随行。 萨瓦使团来华谈判时，俄国政府专门派遣斯科

窗乔夫和弗拉章夫为界好官，负责划界事宜。 他们的助手斯捷潘 ·

阙留赤甫是地理勘测专家，此人刚刚参加过俄国与波兰 、土耳其的Jl!J

界事宜，经验非常丰富。 此外，使团中还有 3 名测量人员，阿列克

谢库列绍壳、米晗伊格·开诺维耶夫、伊万·瓦卢耶夫。 在萨瓦出

宜之前，俄国政府已经命令西伯利亚且督派人绘制两国即将划界地

区的详细地圈。 萨瓦到达伊尔库茨直后，卫重新组织人员进行测绘。

正是因为布了这主实力雄厚的测量队伍，在恰直图谈判之前.俄国方

面已经获得了 份完整的中俄交界地带的地图，而清政府却对这片

土地认识极其模糊，使俄国在划界谈判中获得了许多土地。 曾参加

中俄划界的俄国工作人员向政府表功说 ， (恰克图#<约} 所Jl!J 边界

"较之过去俄罗斯居民所占有的土地有大量增加，而且还从蒙古领地

中将许多从未归俄国所有的土地划进了俄国版图"⑤。 使阁中测量

人员的工作还为俄国在未束向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做了前期准备。

二 、旱期俄国来华使臣的级别与身份

使臣是使团的核心与灵魂。 早期来华俄国使团中，使臣的级别

不断变化，其身份也相对复杂。 另外，这些使臣中还有不少外国人。

1 使臣级别的变化

在俄国，使臣分为大使、公使和~便。 使臣的级别决定使臣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俄罗斯国家，同时也体现出在某一时期俄国政府

对使臣所出使国家与俄国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 。

最初派往中国的使臣巴伊科夫等人充其量是急使。 1 7 世纪 70

年代以后.俄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注重对中俄关革的经营 ，

辈华俄国使臣级别逐渐提高。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俄国愈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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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华贸易将给其带果不可估量的财政收入，希望通过外交努力取

得来华贸易的权利.另一方面，随萄中俄边界冲吏的升级，清朝政府

强烈要求划定两国边界.这使俄国政府不得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俄国，使臣级别的确定"不是根据某一等级的实际意义，而是

根据使节随员的SFZE"@ ，当然，起作用的还有君主赐于的头衔朝使

节所担负的使命等因章。 戈洛文被沙皇任命为俄方尼布楚谈判的圭

权大使，因此该使团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使团 。 使团包括各类军役

人员和工作人员，且共人数有20∞余人。 仅西伯利亚衙门拨给各类

军役人员的薪饷就这31 ∞0卢布，此外，还拨出2 旺lO卢布作为使团在

这格尔地区雇佣草马的费用。 沙皇卫另赐给立洛文大使20∞卢布的

薪傣。⑦关于第二 、第三等使臣级别的确定， (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

谈到"如果外交事务衙门在确定派往国外的大使或公便的地位时，

决定性的根据是经济上的考虑，那么在确定第二等和第三等(公使或

急使)之间的差别时.最正确的做法是以直接代衰的数量 、国家给于

外交代茬的极利或信任为基础。 虽然伊杰斯是自费施行，随员很少，

所带礼品微酶，但他是由君主直接派往他国.井携带‘亲善国书因

此他仍属于第二等外交官。 " @

19 世纪中叶以前，共有茸洛文和萨瓦两位大使来到中国，他们分

别代表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矗约}和{中俄恰克阁矗约).这

两个i'I:约规范了从 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近 2 个世纪的中俄政

治 、经济和文化关系，意义重大。 斯帕法里曾被授权在必要时可自称

大使。⑨大使以下是公使，也称专使，如斯帕法里、伊兹勃兰特、主洛

夫盘等人。 公使之下是急使，如来洛瓦诺夫 、曹洛特尼科夫等人。 还

有 些使臣作为外交代办，他们没有任何等级，其中包括轻骑信使和

商人，如郎直曾于 1719一1721 年出任俄国驻华的外交代舟，这是"外

交、贸易和领事"的篝职。@随同巴伊科夫出使肘，阿勃林只是一个没

有任何级别的信使。

2 使臣身份的多量性

使团中使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再多置身份，肩负多种使命。

在当时的俄国，大使、军人和商人没有严格的区分。 大多数使臣首先

是商人 ，他们来华与其说是为了完成外交使命，不如说是为了贸易。

正如加思所说，早期来华的使臣"既是商人，卫是外交代表 。 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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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和这些代表本人，也难以分清这两种职务的性质和作用 ，捎

带政府主书的使者从事贸易，或者由商人做伴一同前辈.而给于商务

代理人的使命也常与他们的正业无关⑩。

除了上文提到的巴伊科夫和阿勃林外，斯帕法里、伊兹勃兰特·

伊杰斯和伊锺玛伊洛夫出使中国都带有贸易的性质。 何秋 w在 《朔

方备乘} 中记载了斯帕法里在华贸岛事 "康阻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

赖(斯帕法里)等至.圭主/~皇帝召见之，赐察罕汗书.谕边界事 ，是其

同通贯主使.即已兼槐万物贸易，是以尼果赖一人或称陪臣或称商人

也。 ，，@伊兹勃兰特·伊杰斯是圭彼得一世所派作为官方代表到北京

调查中国市场的经济情况的。 伊兹勃兰特本是荷尔斯牵困商人，他

在出使中同前已经是债台商筑。 为振兴业已衰触的事业，他争取到

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希望通过此行能够牟取暴利偿还债务 。 此外，

伊苞玛伊洛夫也是以专使和官商的身份出使中国的。

3 有相当一部分使臣是外国人

早期来华的俄国使臣中，斯帕法里是摩尔达维亚人，伊蓝勃兰特

是荷兰人，萨瓦是希腊人，等等。 那么，作为俄国使臣出使中国的外

国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茬俄国?

在莫斯科国时代，国籍的归属设高法律意义，国家的主书中找不

到保存办理归属俄国国籍手续的妻章或谕旨 。 在当时，取得贵族身

份 、担任公职、获得某种称号，都可起到文书的这种作用 。 被录用担

任军职的外闰人都要宣誓放忠"立誓忠诚服务，守正不阿，求上帝且

其神圣幅音保佑我求得水生，求得;J<生，，@。 茨维踏耶夫在《尼古拉

巳乌曼将军及其事业 ) ， ( 17 世纪外侨区生活见闻》中谈到.在莫

斯科人的概念中，俄国臣民即是东正教教徒，成为俄国臣民就意味着

圭洗礼信仰东正教。 在莫斯科国家领土上出生的外国人的于女，没

有加入革正教之前仍然是外国人，其出生地点没有任何意义 。'⑩可

见，归属俄国教会就等于归属俄国.等于最认新景洗礼者及其后代章

远成为俄国人和俄国的一部分。 斯帕法里是个狂热的东正教徒，他

自然被俄罗斯人完全接圭。

况且，根据当时欧洲的外交惯例，任用外国人完成外交使命是

种司空见惯的现盘。 伊兹勃兰特既不是俄国人，也不信仰东正教.同

样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类似情况十升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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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德国人阿尔贝特 冯·德尔·利特从 1705 年起任蓝得大帝驻柏

林的俄国宫廷专员和代理人， 1706 年至 1707 年任特涯公使@ ，意大

利人弗洛里奥·贝涅维尼在 1718 年作为俄国公使被派往布晴拉⑩;

荷兰商人托马斯·克列尔曼在 1668 年作为大使被派往匈牙利，主要

商谈共同打击土耳其人的问题@ 。 另外，在普鲁士同样"很少注意最

初的常驻外交代表是否为普鲁士人，只是平向外国宫廷派遣具有该

国国籍的人 直至 1746 年普鲁士才颁布命令，只有普鲁士人才能

克任使节"⑩。

三、旱期俄国来华使臣人员素质

与其所完成的使命

中俄两国在 17 世纪中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在后束的 20

年内.两国盖罪始终没有显著进展。 直到 17 世纪束，中俄才签订了

第 个条约{尼布楚条约) ，此后又于 1728 年J!:订了中俄{恰克图条

约〉。 这两个品约是接下来近 2 个世纪的中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革

运作的框架。 特别是后者，被称为是俄国在外交和商业上的重大胜

利 。 通过《恰克图条约 ) ，俄国几乎实现了它从前对中国的"一切相

类似的企阁"⑩ 。 中俄关系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取得如此显著的

成果与俄国辈华使节级别及素质的提高密不可分。 从某种程度上

讲，使臣的章质量使臣能否完成使命的一个重要因章 。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最初主要是依靠地方力量进行的，而最

早来华的俄国使臣就是这些未开盘地区的拓荒者.他们大多目不识

丁，更谈不上懂得外交权术。 对这些人来说，逐字逐句地遵守沙皇的

谕令才是最保险的。 如巳伊科夫、阿勃林、佩尔菲利耶夫等人就是这

样的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革因‘礼仪之争"而陷人僵局是很

自然的 。

随着对华政策的调整，俄国政府开始派遣具有外交才能和熟知

清朝事身的人出使中国，中俄双方开始实现真正的对话。 从斯帕法

里开始，俄国使节的级别且章质明显提高 。 斯帕法里曾被莫斯科外

交事务衙门委任为使节事务部希腊、拉丁等几种语言的首席翻译@

班蒂什 -卡缅斯基称他是"→位富有经验而且敏慧的人，他精通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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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ttr.丁文、摩尔达维亚立和俄文"@ 。 斯帕法里于 1675 年被任命为

沙皇阿列克谢·来哈依洛维奇派往中国的使团团长 。 政府授予他的

官衔是使臣，但命他必要时可以自称大使。 为此，外务衙门交给他两

封不同衔称但内容相同的国书。 斯帕法里在礼仪问题上与清朝官员

发生争执，同样没有完成使命。 但他与在其之前 tb使中国的使臣毕

竟不同。他晕过良好的数育.知识渊博，井具高草富的外交经验，因此

他的中国之行的收获要远远大于以往使臣。

值得一提的是，斯帕法里凭借他的才学赢得了耶稣会教士南怀

仁的友谊.这是俄国使臣首次与耶稣会教士建立联系 。 南怀仁毫无

保留地向他通报了清朝政府对俄国使团的看法、对根式木尔事件的

态度以及清朝国内的战乱局势等等。 事实证明，耶稣会教士在以后

的中俄交往中对俄国的帮助巨大，这一点在恰克图谈判中得到充分

体现。 而在发展同耶稣会教士的关系上，斯帕法里自然功不可没。

斯帕法里中国之行的另一重大成果是他回国后写成的 2 部著

作 ( :H使报告}和《中华帝国志) 0 (俄国 蒙古 中同 )-书的作者

巴德利在将斯'自法里和在他之前辈华的俄国使臣的使华日记加以比

较时谈到"这些记述(斯帕法里的除外)论文体都是质朴甚至是租

鄙的，论内窑是平凡王昧的 。 它们没有任何探讨与分析 ，缺王引人人

胜的魅力.卫毫无传奇的也影· 恍烛斯帕法里属于例外。 他的地

位和卢望是(也应该是)独一元工的 。 在从事同一职业的人们中间，

再难以找到比这位瓦拉几亚地方博学的希腊人，与在他以前从托博

尔斯克出使北京的哥萨克丈盲之间更为悬殊的差别了 。 斯帕法里信

事希腊正教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俄国人是 致的，

除此之抖，就很少有相同之处了 。 斯帕法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仅在出

使中国的前四年，才首次踏上俄国的国土.在当时的博识人士中间，

他不仅数得上，而且是出类拔萃的 。 斯帕法里在北京遇见南怀仁时，

曾同他用拉丁语交谈，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学问平相上下;而巳伊科

夫在中同碰到汤若望和荷兰使团的人员时，由于话言不通.就无法与

他们交谈。"@以上评价足以说明斯帕法里{出使报告》的价值。

除《出使报告》外，斯帕法里还编写了一本关于清朝疆界、宗敏、

山川河流、社会风俗、行政区划、周边国家等情况的著作一一{ 中华帝

国志〉。 班蒂什 卡缅斯基在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6-

1792) )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部著作"在撰写这部著作时斯帕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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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他在旅途中的见闻和打听到的素材外.还利用了当时在北

京的耶稣会教士口述的材料和他们用欧洲文字出版的著作 如果

平将那些专使和商人队中国携回俄国的短篇札记和口去传说计算在

内，斯帕法里的这本书应该认为是俄国第一部详细记述中国的著

作 。"班蒂什-卡缅斯基认为"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本书同那些与斯

帕法里同时代的耶稣会教士以且欧洲旅行家所写的同类著作相比.

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远为重大得多的意义 。 因为在斯帕法里的

这部著作中，对于和俄国接填的中国各地区以及通向中国的各条陆

路都作了较多的记述。 "@

正是由于斯帕法里向俄国政府提供了如此详实的资料，俄国政

府才对清朝有了全面的认识，开始调整观念，不再将其与俄国在西伯

利亚扩张进程中遇到的小汗国相提井论.而将其作为与俄国同样强

大的国家来对待。

在斯帕法里以后辈华的俄国使臣都具有 定的级别和才华。 他

们在中俄谈判中为俄国争取了重大的利益。

尼布楚谈判俄方首席代表茸洛文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

大使，在出使中国之前任御前大臣兼布良斯克且督。 其1阿·斯

克洛文曾任西伯利亚酋府托博尔斯克将军。 茸洛文查过良好的教

育，通晓数种语言。 他精通拉丁语，在尼布楚谈判时能够用拉丁语向

害加谈判的耶稣会教士讲演。

虽然率团出使中国是茸稿主第 次担任外交使命，但他在这次

出使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1687 年 ，他率兵猛烈攻打贝加尔湖

地区的喀扭喀蒙古。 尽管俄国国内有声音谴责他在贝加拉湖地区耽

搁过丸，延误了战判，但事实证明，他最取的军事行动给清政府造成

了压力，促使清政府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同意将俄国梦寐以求的贸易

最款写进条约。{尼布楚条约}被认为是"俄国的一个重大胜利"@。

戈洛文回国后被授予贵族爵位并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曾督。 后来，他

负责使节部的工作，领导驻波兰、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俄国大使

的工作.他还垂加了同土耳其缔结和约的工作。

1720 年来华的伊兹玛伊洛夫曾奉彼得大帝之命在丹麦草中服

役，升为上尉，回到俄国后被任命为近卫军普雷奥布拉让斯基团的上

尉军官， 1710 年丑奉命到丹麦去担任一项外交使命。 正因为他具有

军人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才被派到中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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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挂玛伊洛夫使团成员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劳伦茨·郎格。

此人是 18 世纪中俄外交关革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熟悉清朝事务的专

家。 他自 1715 年首次来京历经 20 余年，几乎垂与了 18 世纪前半期

的全部中俄交涉活动。 郎格在北京同耶稣会教士再过接触，尤其与

巴多明博甫熟识。 从那时起，他的才干越来越受到俄国政府的赏识。

他具有关于商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远东的风土人情，还具有杰出

的外交才能.因此不断被俄国政府委以重任。 他同伊兹玛伊洛夫租

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一起留在北京近 2 年( 1720 年 II 月 29 日

1722 年 7 月 ) ，曾任俄国驻华商务代表。 以后，他就留在西伯利亚负

责中俄之间的交涉。 1724 年，俄国政府为了便于郎格行使职权.授命

他统领边撞地区的俄国马、步兵 2∞人，井可直接与西伯利亚且曹通

函，不必诸事量请政府，以便节省时间 。 1725 年，郎格由于熟悉清朝

事务而被俄国政府任命为大使萨瓦的助手，前往边境谈判。 萨瓦对

朗格赞赏有加.称郎楠"平仅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对国事事务非

常用心，他和中国人来往和对边境事务都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生活

在边境上已经有十多年"@ o (恰克阁矗约}签订后，郎格多次任来

华商队且管，负责对来华商队且传教士园的管理工作，后被任命为西

伯利亚副总霄，就职伊尔库次克。

萨瓦 弗拉迪斯拉维奇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二位全权大使。 此

人非常善于应付复杂微妙的商业谈判和外交事务 。 他不论是处理量

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处理琐碎的日常事务，都异常有最理、清楚、精

确 。 加恩曾这样称赞他"俄国在它的对华谈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

这样有才智，这样称职以且对俄国利益这样忠诚的人物。 ，@

萨瓦行前接到了外交事务衙门和商务委员会盎给他的 70 几矗

训令.他对每一条训令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对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

进行了修改，并向以上两个部门提交丁包括 35 个问题的报告。 在恰

克图谈判中，萨瓦施展其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俄国争取了巨大的利

益。 加恩评价萨瓦使团取得的成绩时说.，从中俄建立关系直到今天

(20 世纪初) ，在两国所有的外交使节往来中，我们可以毫不奇张地

说，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使团最为盛大，也最为重要。 经过 2 个世

纪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变迁，那时缔结的条约大部分条款仍然有姓。

这次出使使俄国的外交和商业获得T盘久性的结果，对科学和文化

方面同样如此。..@萨瓦回国后，因谈判有功，被俄国政府任命为枢密

73 • 



院顾问#被橙子圭亚历山大 理去斯基黯士助章.

萨瓦还堪称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 o 1731 年.他向女皇安娜·

伊万诺芙挪递交了题为{关于中国的实力和情况的秘密报告} 。 在报

告中，他陈述了全部或部分征服中国的可能性，建议"不要在尚未做

好饭其充分准备之前因小事而与中国及其属民打仗，以免开支过大

使西伯和IJ .lf.边民非常需要的贸易遭到中断" 。 也还详细说明了"和平

时期应如何在边境筹备和增加人员 、现盘 、军粮、枪炮且其它军需品

以供将来之用，以及届时用什么方式向中国宣战为宜"等 。@沙皇政

府立刻采纳了他的意见。 萨瓦还写了关于对华贸易的报告，他的一

些思想成为俄国政府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依据。

且之，可以毫不怀疑的说.早期俄国来华使臣为俄国取得对华的

政治经济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的复杂性 、使臣身份的事重性且其

在华所完成的使命表明.这些使团负有政治相商业双重使命. 这一

时期.为了支持在西方的连年作战和缓解国内的经济状况，寻求在华

的商业利益是俄国追逐的最主要的目标，但它也世有肢弃对土地的

争夺。 早期俄国来华使臣章质和级别的变化也体现了俄国征服西伯

利亚所倚重力量的变化和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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