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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
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
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
和可读性。
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传世之作。
”（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
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
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
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
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
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
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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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
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
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
和可读性。
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传世之作。
”（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
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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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开玺，男，汉族，1949年10月10日生，河北省辛集市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89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获
硕士学位。
毕业留校以来，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尤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出版有《南国风烟》、《两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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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明清天朝大国与东方国家秩序第一节中国人的政治秩序观与宗藩制度早在夏朝和商朝时，其统
治者就开始宣扬“君权神授”理论，自称是代表“天”来统驭治理天下的。
到了周朝，这一君权神授的理论日臻成熟。
既然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儿子，那么，自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
后来孔圣人所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了。
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将君权神授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
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问内，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深处始终不曾想到，更不想承认，会有
什么其他的民族或国家不在“真命天子”的阳光普照之下，不对中国天子“畏威而怀德”。
按照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必然是，而且只能是天子与诸侯间的君臣关
系，决没有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君主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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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拙稿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付梓之际，不敢妄为自序，但总感到还有些话要说，于是率尔操觚，作此后记
。
1977年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后，一是基于将个人的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红心”
与“觉悟”，二是因为个人素无大志，不思进取，满足现状，故此，一直在讲台上宣讲“教化”，在
故纸堆中“搞研究”，讨生活。
刚毕业时，虽无历史学的知识积累与根基，却要冥思苦想地琢磨着写些“学术论文”。
至于写什么，能否写成，则毫无把握，只能是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地左突右撞。
当时的精神依托与动力，除了所谓的学术激情外，就是年轻人的年龄与精力的优势，不怕浪费时间，
不怕走弯路，正如俗言所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
大概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数年后居然有习作发表，其中即有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文字内容。
其后，逐渐产生出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外外交礼仪之争辑录成“书”的“狂想”，历经十数春秋的笔
耕，于是而有此数十万言的繁冗之作，命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
“十年磨一剑”。
这是形容智者的用功、用力之勤，是誉其成就之精之当。
吾虽不必自馁自贱为愚，但决非智者，充其量不过才智中平。
“十年磨一剑”，对自己来说，仅是一种精神企望，更多的则是一种鞭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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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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