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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四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
在此过程中，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
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
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
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
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
，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已成世界大国之一。
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
21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质，
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信息等三方面革命，到21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
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近代史错综复杂，著者学浅，失误之处必多，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徐中约 美国加州大学 200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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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
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
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
被动回应的历史。
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
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
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想通过本书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
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
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
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
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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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
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
教授。
学问严谨，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
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
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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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参考书目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崛起 　　29.1　香港回归 　　　英国的殖民统治；政权交接
仪式；回归后的香港 　　29.2　中美关系 　　　“中国威胁”论？
；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日安全条约》；佩里的作用；中美关系中的棘
手问题； 　　　克林顿的友好示意 　　29.3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参考书目 索引审校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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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译著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简体字版。
作者徐中约教授长期执教于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分校。
这是他写的一本教材。
本书于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外受到广泛欢迎。
1971年获美国加州共和奖。
自1976年起，这本书在东南亚地区畅销，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的必读书籍。
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500周年社庆，评定这部书为“ 名著”。
到2000年，这部书的英文版已经出了六版。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繁体字版，是根据第六版翻译的，出版于2001年。
下面谈一谈我个人读了这部著作以后的感受。
作者在英文版第一版序中说：“这部通史主要表达本人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
同时也汲取了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和日本的丰硕学术成果。
”郭少棠教授为中文繁体字版写的序说：这是一本“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
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
”由此形成了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分析问题比较全面。
下面举几个例子。
第一，作者信仰进化论，但也肯定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作者在英文第六版序中说：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
，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
中国为了克服这对孪生恶魔，推动社会进步，历经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
、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直至在1949年迎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它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复兴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
在步入2l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期以
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
第二，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另一种是
以明清交替时期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作者既赞成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又主张近代史教科书应从明清交替时期写起。
作者写道： 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
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
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
⋯⋯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
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
⋯⋯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第2—3页) 第三，关于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社会的性质，作者认定为“半殖民地国家 ”。
但在具体论述时，与国内史学界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大致吻合。
他写道： 鸦片战争触发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爆炸性事态。
在政治上，割让香港使英国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做进一步扩张的立足点；开放五个口岸使外国尤其是英
国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损失前述之三种国家主权(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
国待遇)，则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军事上，允许外国军舰停泊于五个口岸(此项让步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的其他开放口岸)，使外国
战舰得以自由且合法地航行于中国的内陆水道，无情地将中国的腹地暴露在外来列强面前。
在经济上，核定关税率剥夺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使大量洋货涌入，将中国的手工业压挤到破产的境
地，引起了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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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持续的非法交易加剧了鸦片问题，而外国贸易在五个口岸的增长，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家
阶级，这个阶级有时被称为“买办 ”阶级，而且逐渐对社会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
(第153页) 第四，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论述上，作者也力求实事求是，全面分析，避免了简单化倾向。
下面以“同治中兴”和义和团运动为例。
作者所指“同治中兴”或“自强运动”，也就是国内学者通常所说的“ 洋务运动”。
作者对这一事件作出如下评述： “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
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
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
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
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
后的炎热一般。
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第208 页)关于义和团运动，作者作出如下的评述： 回顾历史，义和团事件明显是由满族朝廷、顽固
的保守派官僚和士绅，以及民众的联合力量所推动的。
这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感情和愤恨的爆发是固有的爱国主义表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义和团事件是一场动机正确、方法错误的爱国的农民起义的朴素形式。
(第321页) 这部著作在国内发行简体字版本，将有助于学术界了解海外华人的史学思想，扩大知识面，
增强思辨能力。
这部著作并不是没有不足之处的，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论述，读者也可能不赞同。
我个人认为，这需要从作者从事这项学术工作的时代背景和工作条件给予历史的理解。
本书由南京大学计秋枫和朱庆葆两位教授主译，第二十九章由郑会欣博士翻译。
原稿最后程徐中约教授过目。
在本书稿的翻译过程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梁元生、刘义章和张学明三位教授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而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郭少棠教授更是执笔写序推荐此书。
几位同仁的热忱无私令人倍受鼓舞，亦令本书增色不少。
在这部著作中译简体字版本出版之际，谨向读者作如上介绍。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系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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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　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并不大，顺治康熙朝的天主教传教士显然也对高
层政治未能发生特别大的影响，之后清朝的全盛时期，西方传教士在清王朝基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仅就徐中约对近代史上限的确定来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当然，断代，仅仅是论述展开的一个前提，无论我们认同与否，都很值得商榷。
徐中约的结论，即中国的近代仍旧是未完成的“近代”，显见作者醉心于长时段历史写作的雄心，事
实上作者也创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全新范式。
——《新京报》　　2.作者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在英文版序言中说：“在步入21世纪之际，中国
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
”挣脱过去落后、挨打的境地，变身为世界强国，几百年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就蕴含其中。
——《中国青年报》　　3.这部著作在国内发行简体字版本，将有助于学术界了解海外华人的史学思
想，扩大知识面，增强思辨能力。
这部著作并不是没有不足之处的，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论述，读者也可能不赞同。
我个人认为，这需要从作者从事这项学术工作的时代背景和工作条件给予历史的理解。
——《青年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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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史1600至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是英语世界及海外华人社会最畅销的中国近代史巨作。
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五百周年社庆文告公布的数十名著之一。
　★经典力作 本书自1970年面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此后五次修订
，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
★全新视角 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教授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心
得。
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
★融汇中西 本书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语文研究成果
，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
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史观独特 作者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突破学术界传统的中国近代史时段划分。
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承启连结，以独特的论述方式，缕述上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四百年来中
国近代社会之巨变。
★编排精心 本书内容博大，论述精当，语言生动活泼，详细的地图和丰富的插图相结合，并辅以详尽
的索引，在方便读者对相关内容的搜索查阅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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