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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已形成一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整体，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相互
影响和相互制约，谁也离不开谁。
世界大局的嬗变，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同样，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也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种趋势，在新的世纪里，将比以往表现得更明显。
正因为如此，北京大学开设的“20世纪中外关系史”这门素质教育通选课程，受到不同专业同学们的
欢迎。
选读这门课程的同学计有三百多人，第一堂课就做到了“座无虚席”。
这个事实，说明它是适应今天大学生渴望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实际需要的。
臧运祜同志教了几年这门课以后，写出《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作为教材，系统而扼要地介绍
了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这对听课的同学以至虽没有选读这门课程但希望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同学，很有好处：第一，它展现出
曾经创造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沦落到任凭西方列强摆布和宰割的苦难深渊，濒临灭亡的
边缘，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挺身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正以令世
界吃惊的步伐走向繁荣和富强。
这一切，得来何等不易。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这种对一个世纪历史的回顾，无疑有助于青年学子树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自觉性和自豪感。
第二，今天的中国正置身于急遽变化的世界中，面对着层出不穷的国际问题。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今天的种种是昨天和前天的延续。
学习这门课程，可以了解中国在20世纪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影响中国发展变化的诸多国际因素，了
解种种问题所以形成民和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以往中国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或类似问题的经验教训
。
今天的大学生，未来将生活在相互联系更密切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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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的是20世纪的中外关系史，在厘清S世纪中外关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分析晚
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和国政府时期，对外关系上的主要事件、重要外交策略以及主要
外交人物及其思想。
期望读者在领略20世纪中外关系演变过程与全局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与分析，体认现代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之复杂性与曲折性，以及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平路程与必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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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
”①世界进入中国的过程，是伴随着不断扩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
得以实现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1842年8月，中国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1843年7月、10月，又与英国签订了该条约的附件。
据此，英国成为第一个依据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之后，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0月中法签订了《黄埔条约》；1847年3月，中国与瑞
典、挪威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
这几个国家分别从中国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上述权益。
1856-1860年，英、法两国两次组织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期间，中国于1858年6月，分别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了在康、雍、乾盛世时代所建的圆明园，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
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根据上述条约，英、法、美等国继续扩大了在华的权益。
而战争期间趁火打劫的俄国，不但取得了上述权益，而且割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海疆和内陆两个方向上，同时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逼。
从1861年起，法、英、俄、美四国的驻华公使进入北京，确立了外国最高代表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交
涉的机制，它们已经完全进入中国了。
上述四国之后，世界许多国家派使来华，订约建交。
1861年9月，中国与普鲁士（德国）签订《和好贸易船只事宜和约章程》；1863年7月、10月，分别与
丹麦、荷兰签订《天津条约》；1864年10月，与西班牙签订《和好贸易条约》；1865年11月，与比利
时签订《通商条约》；1866年10月，与意大利签订《通商条约》；1869年9月，与奥地利签订《通商条
约》；1871年9月，与日本签订《修好条规》；1874.年6月，与秘鲁签订《通商条约》；1881年10月，
与巴西签订《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12月，与葡萄牙签订《和好通商条约》；1899年12月，与墨西
哥签订《通商条约》。
这些条约，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之外，均援例享有在华的种种特权，因而属于不平等条约。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不但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有来自亚洲、北美、南美的国
家，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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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秋季学期，我在刚刚走上北京大学讲堂一年之后，响应学校开设“素质教育通选课程”的号召
，为全校大学生们开设了《20世纪中外关系史（1900-1999）》。
此后，我又分别在2002年秋季学期、2005年春季学期，继续讲授过该课程。
多年过去了，但我犹记得2001年秋季开课之初，在200多人的理科大教室里那座无虚席、旁听者林立的
场景。
这应该是作为老师的最大快慰了。
三次讲课结束后，300余名同学在给我的课程评估中，都有一条意见或建议，那就是希望能够有一本教
材。
回想自己20年前在北大上学的情景，我十分理解同学们的愿望。
2005年春季学期，我向学校申请编写该课程的教材，并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的批准立
项和经费支持。
为了更好地凸现自己的最新理念，我把申报的教材名称改为《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00-1999）》。
从此，我在以前讲稿的基础上，开始编著这部教材，历时两年有余。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步人21世纪的中国，作为正在崛起和走向
复兴之路的大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了。
我本人曾在20世纪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并且也将亲历21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世界。
以中外关系史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是21世纪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课
题。
回顾与研究渐行渐远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我们的大学生和国人们带来某些启
迪。
读史使人明智，智者不惑。
来自教师的职责和学者的使命感，又是促使我赶写这部教材的现实思考。
中国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本书作为教材而非研究专著，尽可能多地借鉴和征引了学界前辈和专家们的有关著述。
但因囿于“素质教育通选课程”教材的内容与形式，上述先行研究的成果和观点无法在行文中一一注
明，而只好作为“参考文献”罗列于每一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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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博雅大学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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