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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
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
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
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
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
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寥、姚薇元、彭雨新、石泉
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
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
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
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
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1999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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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笔者从事亚太地区经济史和亚太地区历史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它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     第一
，亚太经济史研究，共15篇。
其中，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亚太经济的文章3篇；关于美国外贸和外交政策的3篇；探讨当代东亚
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的1篇；其余8篇为东亚经济中美日关系系列论文。
     第二，亚太历史研究，共6篇。
其中，关于葡萄牙16世纪在印度洋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以及美国18世纪向太平洋扩张的论文各
一篇；中国对17世纪西学东渐的反应一篇；探讨中国统一的三篇，这最后一篇实际上是论经济关系
在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中的作用，但其目的在于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提供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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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德明，1949年生，湖北京山人。
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1986～1988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v)历史系进修。
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海峡两岸
关系研究会理事。
从事世界历史、亚太经济关系史和历史专业英语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所授课程主要有：世界近代史、亚太经济关系、亚太地区史专题、环太平洋经济史英文原著研读和历
史专业英语等。
世界史方面的代表著述：专著《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人民出版社，2003年)；亚太
经济关系史系列论文《浅谈环太平洋经济网络的产生》，《东西文明的融合与亚太经济的发展》，《
美国在亚洲的石油扩张》，《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影响因素》等10余篇(载《世界历史》和《武汉大
学学报》)。
语言方面的成果：参加翻译词典一部：《世界历史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校订(两校订者之一)
译著一本(英译本)：The Figure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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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麦哲伦以前，两地区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经济交往。
“银桥”使两地经济首次携手。
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了“银桥”的“桥头堡”。
大帆船在马尼拉将中国丝绸、棉织品、亚麻布、瓷器、香料、琥珀、麝香、香木等亚洲珍品运到阿卡
普尔科，在那里货物被分散到美太地区各地。
从阿卡普尔科，大帆船满载白银返回马尼拉，从那里白银又被分流到亚太各地。
这种以白银换物产的简单贸易使亚太手工业品第一次进入了美太市场。
马尼拉成为横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每年有13000名到14000名商人聚集在市集”，使它成为远东最
主要的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
①马尼拉带动了亚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日本、马六甲、大城府、爪哇、柬埔寨、摩鹿加等地的商人纷纷将本地特产运销马尼拉，②其
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经济。
在横太平洋贸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丝绸，它构成船货的最贵重部分”。
中国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墨西哥的进口总额中有时占二分之一以上。
大帆船贸易为中国开辟了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有人估计，1565年至1820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4亿比索，绝大部分流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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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改革开放30周年，恰巧也是笔者花甲之年。
在这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编辑出版本论文集，作为“珞珈史学文库”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甚感荣幸！
笔者之所以对亚太经济史感兴趣是受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在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学
习期间（1986-1988），发现美国学术界对亚太经济史十分重视，西东大学亚洲系的学者们除了研究东
亚的历史与文化之外，还探讨东亚的经济，该系专门开设了关于东亚市场的课程；尤其是我国政府在
改革开放10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国内学术界当
时从宏观上研究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史的学者和研究成果都很少，尽管从微观上对亚太地区单个国家经
济史研究的不乏其人以及研究成果不少。
因此，笔者选择了这个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无疑，亚太经济史是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但它对笔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
因为一方面，该方向的研究需要按照世界整体观的要求去做，即既要探讨该地区经济纵向发展的进程
、规律和特点，也要考查该地区各国经济横向联系及其演进。
而且，该地区范围广，国家众，历史悠久。
可见，这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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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太经济和历史论文集》：“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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