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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贤兴博士等编写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一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从
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0多年时间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古代中世纪当然也有国际关系，但从全球角度看，那时主要是地区性的交往，各大洲之间的联系是松
散的，称不上真正的国际关系。
全球性国际关系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由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脚步由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终于形成了一个囊
括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
真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从近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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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1648－1945年以来近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
为线索，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演变划分为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俾斯麦体系、一战前的
两极体系和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等几个阶段史论结合，对每个体系的
基本内容、本质特征、主要矛盾、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力量的分化组合等进行了剖析本
书的叙述和分析详略得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连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评价   本书适宜于作为高等院校国际政治
、政治学、外交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国际关系史教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作者简介

唐贤兴，1968年3月生，浙江嵊州人1989年获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和1997年获得复旦大学硕
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兼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助
理目前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问题与中俄关系、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近现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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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言第一章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欧洲国际关系  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一、17世纪初的
欧洲各国    二、“三十年战争“    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  第二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争夺
海上霸权的斗争    一、欧洲国家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    二、共和国与护国主期间英国的对外关
系（1649－1658）    三、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与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外关系（1660—1688）  第三节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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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与欧洲国际关系    一、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的震动与遭致的干涉    二、俄、普、奥第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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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第一节 维也纳体系的建立    一、维也纳会议    二、《神圣同盟条约》    三、《四国同盟条约》    四
、对维也纳会议及其体系的评价  第二节 维也纳体系的最初运转（梅特湦时代）  第三节 维也纳体系的
危机    一、欧洲列强对拉美独立运动的不同反应与门罗宣言    二、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    三、东
方问题的凸现  第四节 维也纳体系的瓦解    一、1848年欧洲革命    二、克里米亚战争第四章 德意志的统
一和俾斯麦体系  第一节 意大利的统—    一、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兴起    二、普隆比埃协定和法、撒、奥
战争    三、对中意大利的归并    四、对南意的归并和意大利王国的建立    五、意大利的最终统一  第二
节 德意志的统—    一、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    二、丹麦战争    三、普奥战争    四、普法战争和德意志
帝国的建立  第三节 俾斯麦体系的建立    一、1873年三皇联盟    二、东方问题的再起与俄土战争    三
、1879年德奥同盟    四、1881年三皇同盟    五、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  第四节 俾斯麦体系的调整
与瓦解    一、保加利亚危机和三皇同盟的终结    二、法德关系危机和1887年《三国同盟续约》    三、两
次《地中海协定》和《再保险条约》    四、德国的外交“新路线”与法俄同盟的建立第五章 美日的崛
起与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斗争  第一节 欧洲列强早期瓜分殖民地的斗争    一、列强对非洲的瓜分    二
、列强角逐中近东    三、列强入侵亚洲  第二节 美国的崛起    一、门罗主义（1823）．    二、美国内战  
 三、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  第三节 日本的崛起    一、日本的“开国与明治维新    二、在亚洲的侵略
活动  第四节 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    一、美国的扩张    二、英国的扩张    三、日本的进
一步扩张第六章 欧洲列强的重新组合与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  第一节 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    一、英德
同盟谈判的失败    二、英法协定    三、英俄协定  第二节 一战前的国际危机与局部战争    一、列强的军
备竞赛和海牙国际和平会议    二、第一次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三、波斯尼亚危机    四、第一次和第
二次巴尔干战争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列强的力量对比和矛盾激化    二、萨拉热窝事件
   三、七月危机  第四节 大战期间的战争与外交斗争    一、交战国争取盟邦的斗争    二、战争的推进和
交战国的和平攻势    三、远东局势    四、美国的参战  第五节 俄国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一、
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和约》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性质及影
响第七章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第一节 战胜国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设想    一、战争对各
协约国力量的影响    二、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的建立    一、巴黎和
会的召开及列强在和会上的争夺    二、《凡尔赛和约》    三、国际制度的实验：国际联盟的建立    四
、凡尔赛体系的实质及其矛盾    五、美国拒绝《凡尔赛和约》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和华盛顿体系的建
立    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二、《四国条约》    三、《五国海军条》    四、《九国公约》    五、凡尔
赛——华盛顿体系的内部矛盾第八章 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  第一节 德国赔款问题    一、列强在德国赔
款问题上的分歧    二、鲁尔危机．    三、《道威斯计划》    四、《杨格计划》    五、胡佛《缓债宣言》
与洛桑会议  第二节 欧洲安全问题    一、欧洲安全保障问题的提出    二、《洛迦诺公约》    三、国际联
盟的裁军活动    四、《非战公约》    五、《伦敦海军公约》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外关系的发展 
  一、苏俄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二、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    三、《拉巴洛协定》    四、苏俄对华
政策与1924年《中苏协定》    五、资本主义国家承认苏联的高潮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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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独立运动  第一节 中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一、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    二、北非地区民族解放
和民族独立运动    三、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第二节 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    一、中
国反帝革命运动    二、朝鲜民族解放斗争    三、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第三节 拉丁美洲人民的
反美斗争    一、墨西哥维护国家资源的斗争    二、美国武装干涉尼加拉瓜    三、泛美会议第十章 全球
性资本主义危机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第十一章 法西斯侵略扩张加深与各国的对策第十二章 第二次
世界大战与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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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因没有男性继承人，为了避免出现
像西班牙王位问题那样的局面，他于1713年就发布了“国本诏书”。
诏书规定，如果他死后哈布斯堡王室无男嗣继承人，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外，奥地利王位由其长
女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
诏书颁布后，得到了各诸侯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承认并签字。
但是，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后，事情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先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不顾他父亲承认的诺言，提出割让西里西亚作为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王
位的条件，否则就反对她的继承权。
与此同时，与哈布斯堡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巴伐利亚、萨克森选侯也对玛丽亚的权利提出异议，要求继
承王位。
面对这些发难，玛丽亚·特蕾西亚毅然宣布决不让步。
她说：“虽然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王，但有一颗男人的心。
”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不利于玛丽亚的。
德意志帝国内的与继承王位无关的诸侯国对事态的发展多持冷淡态度；法国奉行传统的反哈布斯堡家
族的政策，玛丽亚的困境正好提供了分裂和削弱对手的机会；西班牙、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撒丁王国
都支持普鲁士的无理要求。
俄国的安娜沙皇与奥地利交好，却不幸正在此关键时刻去世。
为了同法国和西班牙争夺殖民地和商业霸权，英国和荷兰站到了奥地利一边。
但他们在战争中给奥地利的实际援助很少。
战争中，英法的敌对使其他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
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也是英法两国争夺欧洲和殖民地霸权的斗争。
 1740年12月，普鲁士派兵占领了西里西亚。
接着，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班牙也向奥地利发动了进攻。
玛丽亚，特蕾西亚针对敌人的汹汹进攻，采取了积极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改革安抚少数民族，赢得
了匈牙利贵族和已被占领的波希米亚的支持，对外则主动联合英国，得到英国的财政帮助和俄国的道
义支援。
奥军在战场上由被动变为主动，摆脱了初期的危险局面。
这时反奥联盟中反而出现了矛盾，由于萨克森对西里西亚部分领土的要求，促使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
密约：奥地利放弃下西里西亚，普鲁士同意停战。
但不久，密约墨迹未干，普鲁士又背信弃义，于1741年11月重新发起了进攻。
因奥军在停战期间得到休整，普鲁士的这次进攻没有收获，反而一些原先占领的地盘又被奥军收复。
不久，不甘心失败的普鲁士卷土重来，而且提出要奥地利割让波希米亚的要求。
女王拒绝了他的勒索。
此次普军进展顺利，奥军接连失败。
在英国出面调停下，普奥双方举行了谈判，签订《柏林和约》。
奥地利放弃西里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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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2000年9月，是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前身）的朱
明权教授和颜声毅教授直接推动下进行的。
为适应当时国际政治系基础课程的调整和设置，两位教授建议要编写出一本适合本科生教学用的“近
现代国际关系史”教材。
在朱明权教授和颜声毅教授的关心和指导下，由唐贤兴同志拟定了第一份写作提纲。
10月份，两位教授召集拟参与写作的同志，分别就写作提纲中的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进行了认真的讨
论，并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性修改意见。
随后，六位参与写作的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进行了写作分工。
于迎丽撰写第一和第七章，张爽撰写第二和第十一章，卜翔国撰写第三和第九章，钟振明撰写第四和
第八章，何英莺撰写第五和第十章，唐贤兴撰写前言、第六和第十二章。
其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和第十章的一些节和目的内容，由唐贤兴作了必要的补充和调
整。
张爽参与了初统工作，全书最后由唐贤兴统稿，并统一了全书的格式。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是在朱明权教授和颜声毅教授的指导、关心和督促下进行的，他们长期从事国
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为我们撰写这本书，他们不但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还无私地贡献了他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本书中因作者自身能力问题而难免出现的错误，自然应由编写者和主编来承担。
本书在很多方面引用和反映了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比较公认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涉及的国际关系时间跨度大，写作篇幅又小，因此难免挂一漏万，只能突出重点进行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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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唐贤兴博士等编写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一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0多年时间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古代中世纪当然也有国际关系，但从全球角度看，那时主要是地区性的交往，各大洲之间的联系是松
散的?称不上真正的国际关系。
全球性国际关系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由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脚步由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终于形成了一个囊
括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
真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从近代开始的。
三十年战争正处于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交替的阶段。
这次战争的背景较为复杂，战争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因此，从三十年战争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起点是适当的。
    本书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为基本线索，对近现代的国际关系进行描述分析。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前后经历300多年，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很广，千头万绪，如果不围绕一根主线，就
会显得杂乱无章。
该书扣紧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从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
德意志帝国兴起后的俾斯麦结盟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两极体系→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对每个体系的基本内容、本质特
征、主要矛盾、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力量的分化组合等进行剖析。
这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
    能够借鉴和运用有关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做到史论结合而不
是纯粹的历史叙述?这是该书的又一个特点：除了运用国际体系理论对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体系演变进行
较为细致的分析外，作者们还把均势理论的分析和运用贯穿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描述中，尤其是在
分析战争与和平、大国争霸与斗争、军备竞赛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内容时，对均势政策与理论模型作
了作者自己的评价。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命题，作者也在具体的分析中作了评述。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是大国争霸、霸权更替的历史，在分析这一历史演变时，作者运用相关的大囤政治
发展理论，对各大国的兴衰和霸权更替的内外条件进行了剖析，并总结相应的经验教训。
这对今天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该书还注意研究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
在分析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时，特别是法西斯产生的根源时，都强调经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并从外交、对外政策、国际斗争的角度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虽然，在近现代，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同政治、军事和外交因素相比还处于次要的地位，与
今天经济、科技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不可同日而语。
但经济因素仍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该书作者查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
吸收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其中一个明显不足是第一手原始资料用得不多。
同时，有些部分分析还略嫌不够深入。
相信在再版时会有所改进。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本教科书?这是一本详略得当、层次分明、史论结合、逻辑连贯的好书。
了解昨天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
今天国际关系发生的重大事件大都能从过去找到它的根源。
学习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今天的问题处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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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出版对开拓学生的视野，促进创新思维能起到积极作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颜声毅　　　　　　　　　　　　　　　　　　　　　　
　   2002年5月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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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适宜于作为高等院校国际政治、政治学、外交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国际关系史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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