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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侯中军编著的《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讨论的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研究中
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尽管不平等条约是个沉重的话题，但它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毋庸讳言，中国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推动下不情愿地进入近代社会的，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的失败与
屈辱之中被逼进近代社会的。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建，其标志便是一系列双边条约的订立。
不幸的是，这些条约基本上都是不平等条约。
列强对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侵夺成果，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缔结而固化。
在很大程度可以说，一部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史，几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外交的屈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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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很多近代史学者在研究近代的条约制度时，仍然喜欢把各种文件放到一块来进行研究，并且
习惯于用条约体系来定义这些外交文件。
“从广义的角度看，作为列强在中国行使‘准统治权’的条约制度，其实体并不仅仅限于中外间所订
立的正式条约，而是一个以条约为主干的体系。
”用条约体系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当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来了解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脉络，有
利于揭露西方列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但严格讲来，我们既然研究的是条约制度，就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条约制度的非条约排除在外。
虽然有时候判断某个文件是不是条约，要比判断它是不是含有对中国不平等的内容要困难得多。
　　近代中国存不存在所谓的“条约体系”、“条约制度”，已经不构成一个学术问题，问题在于如
何概括归纳这样一个体系，将其特质科学地表达出来，非要做一番系统的研究不可。
同费正清不同，钱泰并未将所谓“体系”、“制度”等概念冠以自己的研究题目，作为对不平等条约
有直接经验的历史当事人，他的这种选择或许具有更深层的含义。
虽然不平等是近代中外条约的主要特征，但是，平等交往也是条约的内容之一。
　　前述钱泰一书是中国学者研究废约史的先驱性著作，大陆的废约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
可谓废约史研究的真正起步期，此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以废约为主题的论文，如方铭的《关于苏俄
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李光一的《论抗日战争时
期国民党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习五一的《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关注废约个案，逐步引起学界对废约问题的关注，正是
在这些个案的基础上，系统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
　　王建朗先生的专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是研究废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于2000年由江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专著系统探讨了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既有国家宏观层面
分析，也有具体到个别条约的微观案例，勾勒出以废约为主线的近代中国外交，并对不平等条约的标
准多有讨论。
　　李育民在其新著《中国废约史》中把晚清在内的废约活动也纳入了研究视野，该书为研究废除不
平等条约的另一本代表性专著。
　　费正清（Fairbank）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五章中论及了条约制度在中国的形成，该文是
欧美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条约体系形成的代表性成果。
作者把条约制度的形成与瓦解分为四个阶段来讲述：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40、50年代，这是条约制度
结构逐渐形成的初创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这个时期，通商口岸成为中外共
管、文化混杂的中心城市，它们对整个中国有着日益扩大的影响；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
纪20年代，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达到
了高潮；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
条约制度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的侵略所取代，接着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时代的革命秩序
所代替。
在风云多变的一个世纪中，条约制度就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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