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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上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
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两卷都有所有书目介始，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随唐卷、明代卷、晚请两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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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　　这些范围广泛的论题和形象，对剖析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怎样的看法？
1842-1943年之间一百年的条约体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居间的过渡方式，缓和了农业中国和商业西方
之间因文化交往而引起的震动。
如在第10卷中所提出的那样，这个条约体系既来源于外国，也来源于中国，只是形势的发展超过了清
朝的应对能力而已。
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定制度，在条约口岸居住的外国人，取得了相当于中国土大夫阶级所享有的特权地
位。
例如，传教士和中国儒生都可以不受知县的笞刑，中国不得阻拦外国的炮舰驶入内河。
这样，在华的外国人就进人中国新的权力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内部，却能在某
些方面发挥主权者的作用。
　　主要是由外国治理，但主要是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也是西方扩张势
力与中国在沿海成长力的结合点。
1842年以后，这个结合点是混杂的中国新兴商业城市，是由水道运输发展起来的商业中心。
今日上海和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立足于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以
及其他欧洲贸易中心而大获其利，并形成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
所有这些口岸，都是中国人越来越多参与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是混合在一起的；买办是外国公司在中国
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公司的雇员。
条约口岸是中外双方共同经营完成的，在中国土地上以“半殖民地”方式，反映着西方人和中国人默
契配合的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甚至比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更为活跃积极。
在香港、上海、汉口或在其他地方，西方的海军和颇有商业头脑的行政当局，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政
治温床，以利于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活跃的因素。
西方人以自己的方式，谋求公开的关税税则，谋求无特许垄断的自由开放市场——不让中国的官僚们
染指其间。
那些具有中国作风的买办，颇为知晓当地私人利益集团和关系网络，常在要求外国人的自由贸易特权
时，能够从中国复杂的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制的关系中得到便宜。
　　条约口岸的发展成长了中外合营的企业，外国殖民主义政策也随之停止。
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美国和阿根廷人口较少的新区域有更好的投资机会，因而西方在
中国条约口岸的投资遂处于不重要的地位。
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得到的利润，转向美国中西部作铁路投资，使
他找到了追求赚钱的好机会；这是在中国找不到的。
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特权现象，并非明显的经济上单方面的剥削现象。
外国人为出口而经营的种植生产，是十足的殖民地经济，但在中国却没有发展过。
帝国主义的全面经济冲击，特别是其沉重的剥削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这其间的对比问题，
依然需要多加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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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随唐卷、明代卷、晚请两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是《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的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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