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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低潮时期问世的，字里行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并
不奇怪，不过，斯拉德科夫斯基作为那个时代反华鼓噪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曾被公认为正统派
的经典观点，其影响不可小视。
一定意义上说，在该书之后出版的许多俄文著述在阐述上述问题时，充其量不过是补充和发挥了斯拉
德科夫斯基的观点而已。
现在，中苏交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学术领域的争论并未完结，某些俄罗斯学者至今仍在宣传昔日的
观点。
就此而言，出版该书，使读者系统了解该派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也不无意义。
    总之，翻译出版斯拉德科夫斯基的《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一书对于
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双重作用，无论是中俄经济关系史的研究者，还是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
史、清史的研究者都有可能从中受益。
    为了保持该书原貌，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未对原文做任何删节，全文照译。
因此，有必要在此对译文做如下说明：其一，对原书中的错误、遗漏等，译文一律不加改动。
只在必要之处，加译者注，略作说明。
译者注以星号（*）标示，以脚注形式列在当页下方。
其二，某些按音译出的地名，凡有我国传统名称者，在本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译者注注明。
如AMyp，音译为“阿穆尔河”，译者注：即黑龙江。
其三，由于原书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述有误引和断章取义之处，中译本一律按原书所标
注的页码照译，部分引文加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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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居住于现代苏联远东和中亚领土上的各民族同中国早期关系史中的最重大事件  古代苏联远东
地区各民族同中国的早期联系  　远东的肃慎—挹娄部族  　靺鞨部族  　渤海国  　契丹国时期满—通
古斯各部族间的联系  　金国  　蒙古入侵时期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的部族及其与相邻民族的联系  
　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居民与明朝中国的联系  　外贝加尔地区各民族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最初了
解  中亚各民族与中国的早期联系  　汉朝时期中国和中亚贸易联系的建立  　贵霜帝国时期的中国—中
亚贸易  　中亚各国的繁荣及中亚各国与居住于现在新疆地区各民族间的紧密联系  　中亚与唐帝国时
期中国的贸易联系  　蒙古统治时期中国和中亚各民族的贸易与文化联系  　大蒙古国解体和元朝被推
翻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联系第二章  俄中两国领土的接近和两国各族人民间的最初了解  俄国对中
国的最初认识  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并入俄国  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16世纪下半叶俄
国东方政策的活跃和对建立对华  联系通道的探索  17世纪上半叶俄国的外交与贸易  伊万·佩特林对中
国的考察  建立俄中关系尝试的暂时停顿  中国国内的军事行动。
 俄国与阿勒坦汗等蒙古汗  关系的恢复第三章  第一批俄中条约与商队贸易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
前25年）  俄中边界的毗连  访问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使团  沙皇信使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的中国之行  
俄国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行政当局同中国政府间直接联系的建立  尼·加·斯帕法里使团  第一个俄中条
约（1689年涅尔琴斯克条约）  俄中商队贸易  俄国国家商队的组建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俄中贸易
规定第四章  世纪的俄中商队贸易和边境贸易  18世纪初的俄国  18世纪初的中国  1727年的俄中恰克图条
约  报聘俄国的第一批中国使团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的俄中贸易关系  商队贸易综述  俄中边境贸易的初
期阶段  国家商队贸易停止后的恰克图俄中贸易  恰克图贸易的暂停  恰克图贸易的恢复  18世纪末的恰
克图贸易  恰克图贸易对于俄中两国经济的意义第五章  19世纪上半叶的俄中贸易关系  19世纪初俄国的
状况  中国的国内与国外处境  19世纪初的俄中关系  19世纪第一个/世纪的恰克图俄中贸易  19世纪第二
个/世纪的俄中关系  19世纪第二个/世纪的恰克图贸易  俄国与中国西部（新疆）边境地区俄中直接贸
易的  开始第六章  19世纪下半叶的俄中经济关系（1894～1895年日中战争以前）  19世纪中叶的俄国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  中亚边境地区的俄中关系  固勒札通商条约  瑷珲条约  俄中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落实
俄中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诸项规定的补充协议  俄中陆路贸易章程  19世纪最后1/3世纪（中日战争之前
）中国的状况  19世纪最后1/3世纪俄国在远东的状况  19世纪70～80年代的俄中关系  彼得堡条约  19世
纪下半叶（日中战争前）的俄中经济关系  俄中贸易  恰克图—买卖城贸易  俄国与新疆的贸易  俄中海
路贸易  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俄中边境贸易  俄国首批在华茶叶加工企业第七章  帝国主义时代沙
皇俄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1894～1895年日中战争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日中战争后的俄中关系 
沙皇俄国在中国内地的租借地  沙皇俄国加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各国对  中国的侵略  帝国主
义的八国干涉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后果  沙俄政府在选择远东铁路修建方向上的反民族政策  俄华银行—
—俄国在远东的第一家金融垄断组织  “中东铁路公司”  中东铁路的修筑  中东铁路对于发展俄中关系
的作用  俄日战争给俄中两国造成的后果  俄日战争后沙皇俄国同中国的关系  沙皇俄国入股在华国际银
行团  中国革命与俄中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俄国的对华投资  日中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俄中贸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中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中贸易结语附录一  参考书目附
录二  约章与文件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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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居住于现代苏联远东和中亚领土上的各民族同中国早期关系史中的最重大事件　　早在
远古时期，居住于现代苏中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就已经保持着贸易的和
其他各种形式的相互交往。
在远东居住的主要是满—通古斯各部族，而在中亚则多半是突厥或蒙古民族。
在亚洲这一区域的久远历史中，游牧民族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它们拥有就当时而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骑兵，这使得它们即使是同处于较高物质与文化发展水平、从事定居农业的民族相比，也居于优
势地位。
　　各游牧民族组成了一些巨大的部落联盟和具有国家性质的联合组织，彼此之间征战不已，结果导
致一部分部族衰亡，而另一部分则强盛起来。
游牧民族在这块亚洲大陆上的征服目标首先是最富庶的中亚绿洲农业区（费尔干纳、花刺子模、和田
等）、华北的黄河　　平原、朝鲜西部的谷地和松花江、辽河流域。
在（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中国人）残酷、长期的冲突中，人们大规模地长途迁徙，这
不可避免地导致各民族的融合、互相间的了解和各种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交流。
　　在相距十分遥远的远东和中亚两个地区，相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因素作用下
，并且远非以同一种形式逐步形成的。
但在某些历史的时期，即当东亚出现强大的帝国，其领地从太平洋海岸一直伸展到中亚时，各民族的
命运就受到了同样的考验，处于共同的历史事件影响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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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阐述的是远古和中世纪居住于现代苏联和
中国领土上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过程，以及从17世纪至1917年俄国与清帝国两国间的贸易经济
关系史。
作者把两国经济关系同政治关系总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在阐述两国经济关系时兼顾两国不同
历史阶段上的经济发展状况。
　　——作者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1974）　　尽管该书带有20节纪中苏交恶时期政治偏见的深刻
印记，但它至今仍是该领域中有分量盼专题著作之一。
作为苏联学者关于沙皇俄国与清代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研究的代表作，该书既有不落俗套的学术思辨
，也有言不由衷的错误观点。
出版该书的中译本不会影响读者把握真实的历史，相反会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译者宿丰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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