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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
在强大的持续的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转型是痛苦的，在本质上是被迫的。
在新的世界中，旧的坐标被打乱了，人们不得不放弃一些长期传承的观念与做法，包括那些被视为理
所当然的甚至视为神圣的观念，去了解去接受自己所不熟悉的甚至在最初颇为厌恶的新东西，并重新
确定在新世界中的坐标。
　　作为后发展国家，近代中国的各种转型，都是在与外界的碰撞和交往中发生的。
而在直接从事对外交涉的外交领域，其所面临的转型压力应是最先到来的。
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无疑是启动较早的转型之一。
然而，这一转型的完成，竟用了80余年的时间。
由此，也可想见外交转型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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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鸦片战争中西洋人的隆隆炮声将泱泱中国带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外交也在西方列强裹挟
下，开始近代化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以外交体制的演进为先导，以追求国家主权平等、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树立国家
外交新形象为路径，以融入国际大家庭为旨归，到20世纪20年代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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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变化程度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
虽然这种变化与其他西方以外的国家外交的近代化从结果上说大同小异，但是，整体上说，近代中国
外交的近代化，不管是其内容还是跌宕起伏的过程，都是其他后发国家无法相比的。
一个自视“天朝”的“上国”，一个有着众多藩邦和属国的泱泱大国，在与“坚船利炮”的西方相遇
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席卷而来的西方现代化的浪潮。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民族新生、一个国家新生。
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融人世界的无法回避的选择。
浩繁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相关研究文献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描述令人有如身临其境，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发
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在外交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深深令人无法释怀。
悲壮的近代中国外交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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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
在强大的持续的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本书就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进行了有关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艰难起步（1840—1860），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初步展开（1861
—1900），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循序推进（1901—1911）以及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基本完成（1912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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