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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
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湖南省长沙市举行。
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根据学科发展与建设
的需要，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两年举办一届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期全面、深入研
讨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等诸问题之重要学术讨论会的继续。
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以及高校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如同往届一样，本次学术讨论会未设特定主题，也未限定国别，是一次综合性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
讨论会，目的在便于与会者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背景中探讨某一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
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讨论会
。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内容。
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收录了绝大部分会议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完成本论文集。
学术研究，离不开必要的研究资料，但同时也离不开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只有在相互交流、深
入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些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较为客观、公正地评
价某些历史事件。
而定期举办综合性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方式，目前已被证明是达致上述目标的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

内容概要

近代中外关系史源起于1840年，终结于1949年。
自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各种势力在中国的深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同时，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的抗争。
失败，反抗，再失败，再反抗，终于走向胜利。
侵略和抗争的对立，无疑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却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
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
中国正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
和国家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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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鸦片战争中，中英交涉都是由清廷谕命的钦差大臣来办理。
鸦片战争后，为了管理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1842年10月，道光帝谕旨：以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为
两江总督，会办“江、浙、闽三省通商之事”，留守省城南京办理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事
务。
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命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随伊里布往广州办
理税饷及通商事宜。
“所有办理饷税及一切通商事宜，着耆英通盘筹划，与伊里布详细商酌，务臻妥善，以便伊里布到粤
后逐款定议，俾得日久相安，无滋流弊。
”①这道谕旨将开放五口的通商事宜的总体谋划权交予耆英，耆英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最高长官
；同时也将其具体的通商交涉权力限制在了江、浙、闽三省，因为这里要开设新的口岸，诸事繁多；
将广州的通商交涉权交给了同为钦差大臣的广州将军伊里布。
这时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交由两个钦差大臣管理。
1843年4月6日，道光帝颁谕旨：“命两江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事件”，“办理通商饷
税章程，一切务臻妥善”。
②6月5日，耆英到达广州，正式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身份接办伊里布未竟差事，与英国等国谈判。
这时的耆英已经是集五口通商事务于一身的钦差大臣了，五口通商大臣制度初现雏形。
③1844年4月22日，清廷收到广州方面的奏折，说美国公使顾盛来华后声言“只与钦差大臣商酌”。
于是，清廷再颁谕旨“耆英现已调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
着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着准其钤用。
”④这道谕旨是为因应美国公使的交涉。
但是，这道看似简单的谕旨却正式确立了在中国主持中外交涉近17年（从1844年4月到1861年1月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之久的五口通商大臣制度。
1848年，道光帝又重申：“耆英系总办夷务之员，五口通商事务均应管理。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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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套装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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