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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由王立诚编著。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突破早先的侵略与反侵略
模式，更为理性地看待外来事物，也更注重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反省。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两大交织的宏观理论架构下，人们在坚持“民族本位”的同时，努力克服
其中的自卑与虚骄，更为高屋建瓴地考察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也更客观、审慎地分析近
代中外关系史的各种观念、制度和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促进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
运用。
《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可以被视为这些年来这种历史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变迁的实际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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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诚，男，1953年6月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海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博士后，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曾出版专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1991年）、《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
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编校《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译
著《沪江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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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洋务派有志遗使出洋，主要是基于对其实用价值的认识。
总署大臣在办外交的过程中，发现遣使出洋至少有两点益处：一是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以减少制定
外交政策时的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二是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
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向其本国一加诘
责，默为转移”。
　　因此，他们把遣使出洋作为办好外交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改革。
1866年，他们作为遣使的试探，曾派总税务司署的文案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
然而，在正式遣使的问题上，他们却遇到整个社会的阻力。
虽然在1866年令各省督抚筹议赫德、威妥玛“二论”的上谕中写道：“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
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
”表明清廷对于遣使之举已基本首肯，但是，当时的许多官员，对此仍充满疑虑。
他们有的认为这会“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有的甚至担心，“我如派官前往，彼必
如论略所云，东西各国代国大臣前来住京，每得入朝秉政之说，而与我使臣以秉政之虚名，即藉口要
挟，以求秉中国之大政”。
这些担忧尽管均属臆测，但却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表明在风气未开的当时，遣使之举是不受人赞
赏的。
　　中英修约将临，对于清政府固然是一大危机，但同时也是它统一内部意见的一次机会，使它的一
些改革措施在贯彻时遇到较少的阻力。
遣使出洋就是其中之一。
总理衙门早在9、10月间就与赫德在商讨出使的问题，它致各省督抚关于修约的《条说》，则把遣使列
入其中，认为它“亦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
　　不过，尽管总理衙门已表示了决心，但实际操办起来，却仍颇费踌躇。
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
我事机”。
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间的文化隔阂，使得“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
总署大臣也残留着天朝至尊的意识。
那时，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迁延未决，遣使各国若按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
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维持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
因此，当他们找到蒲安臣为使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
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他们收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
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由此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些残存的至尊国体，而不
是想以此取媚外国。
如果说清政府此举是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人操纵，那就未免低估了这个有两百余　　年统治经验
的封建专制王朝。
它在派蒲安臣出使的同时，还派了两个中国官员一同出使。
总署章京方溶师是出使章程的起草人。
他在给文祥的信中指出：“溶师章程中恰专重中朝两使。
”即突出两个中国官员的地位，防止蒲安臣大权独揽。
这表现在规定志刚、孙家谷二使与蒲安臣地位平等，“皆一体平行”；二者分别颁给关防，“于印用
关防须由志、孙两使主持，不使他人干预，亦防其渐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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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变局”。
在诸如薛福成、郑观应等当时人的眼中，中国已从早先独立演进的“启蒙”、“封建”、“郡县”之
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
西洋文明冲击、渗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造成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
近代中外关系史可以说渗透于整个中国近代史，而本人总结自己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经验时，
也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中所曾涉入的研究范围颇为宽泛。
因此，如今编辑《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这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个人集时，王立诚将这些论文分
类归为外交、外侨、观念和教育四篇，以便较集中地体现这些论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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