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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清政府和英國就雲南與英屬緬甸的劃界問題展開一系列

談判。由於當地土司往往同時隸屬緬甸和清廷，加以該地繪圖及地理勘探異常困

難，因此，想要劃清這群山連綿的邊界，並將大清和初來乍到的英人分割開來，顯

得困難重重。此外，由於清政府和英方談判人員在空間和主權問題上觀念存在分

歧，所以劃界工作更顯複雜。 

我的演講將討論劃界過程如何使清朝改變其空間概念，及其聲張西南邊疆地

區領土主權的方法。查閱中國大陸、臺灣、英國和法國檔案館提供的地圖、外交文

書以及旅行日記後，筆者提出三個觀點：首先是清朝方面的劃界過程幾乎完全在清

廷駐倫敦使館進行，而遠在京城的朝廷很少幹預。參與劃界過程有兩個重要人物，

一乃清朝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另一是名為馬格理的蘇格蘭人，時任清廷駐倫敦使

館的參贊。其次要論述駐倫敦的清朝談判人員，如何透過重新詮釋傳統主權觀念及

對國際法的運用，建立起空間領域的討論。這改變了雲南省級與地方官員定義邊疆

地區並行使主權的作法。再者，清朝劃界的努力也體現其對東南亞英法帝國主義的

憂慮。清政府官員，如薛福成等人，強調清朝必須在西南邊疆重建軍事及行政影響

力，以保護領土不受外來侵犯。另外，這些官員也認為通過劃界，能夠加強領土擴

張，展現地區政權。 

我的演講結論是，儘管清朝和英國簽訂的 1894年條約暫時解決中緬邊界問

題，此條約實際卻是爭端的開始而非結束。條約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更多，進一步

惡化中英邊界的緊張局勢。直到 1960年在中國和緬甸簽署新條約，最終劃清兩國

界線為止，邊界爭端才得到徹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