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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对公元前721—前221年的华夏体系500年进行历史和理论总结的研究成果。
《中国崛起》研究了华夏体系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
作者以华夏体系500年中齐国、楚国、吴国、越国、魏国、赵国、秦国等大国的兴衰为主要线索，描述
了这些华夏体系内的大国间的争霸及华夏体系秩序和观念的变迁，以宏阔的历史场卷为背景，深入分
析了华夏体系500年间出现的小国外交、超限制外交、结盟观念、连横合纵等现象，分析了秦国统一华
夏和六国失败的原因。
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是华夏体系500年历史演变的最后结局。
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对理解当下国际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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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自成，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社科部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外交系主
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习，1985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学，1994年起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主要著述有：《中国大战略》（inside china’s grand strategy,Kentucky，2011）《中国大外交》，叶自
成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叶自成等著，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9年；《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国世界战略》韩文版，韩国21世纪出
版社，2005年；《中国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公司2003年；《新中国外交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俄罗斯政府与政治》
，台北扬智1998年《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叶自成等著，北京出版社1997年《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
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大过渡时期的国际社会》，叶自成等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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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华夏体系当今国际体系
一、多元与一元：当今国际体系与华夏体系根本不同
二、多元同根与多元多根
三、体系地缘政治环境不同
四、无政府状态大体相同
五、大国政治和格局转换：体系主要特征相同
六、世界上最早的干涉主义：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
七、最早的人道主义救援：秦国援助晋国的泛舟之役
八、华夏一体化是最早的区域一体化
九、墨家是最早的非政府组织、最早的志愿军
十、最早的和平演变和非传统安全：吴越之战
十一、《管子》最早提出了金融战争的思想
十二、学习西方与发掘中国历史文化
第一章 华夏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 “华夏”的由来与华夏国家的产生
二、周王朝的建立和周朝的性质
三、周王室从天下共主衰落成普通国家的表现
四、周王室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影响
五、春秋初期的诸侯国不是独立国家
六、郑庄公箭射周桓王与华夏体系的形成
七、齐、晋等诸侯国性质的变化和华夏体系的发展
八、楚国、秦国、吴国、越国从蛮夷之邦变成新兴独立国家
九、春秋中后期的国家具有近代国家的基本性质
十、华夏体系的四种主体及活动特点
十一、华夏体系中的国家与外交观念
第二章 大国崛起与春秋时期的华夏体系格局
一、齐国崛起与华夏体系首霸
二、齐国霸权的衰落与晋国和楚国的崛起
三、格局的转换与晋国的超级大国霸权
四、宋国弭兵与晋楚争霸的两极格局
五、吴越争霸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第三章 华夏体系的霸权秩序
一、霸权国家的特点
二、霸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
三、霸权国维护霸权体系的主要方式
四、华夏体系的霸权秩序
五、华夏体系中的盟会与多边外交
第四章 华夏体系中的外交思潮
一、军事威慑观念的产生
二、均衡观念的出现
三、范文子：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
四、华夏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观
第五章 子产-----小国外交、弱国外交的先驱
一、子产：小国的大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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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产的国家主权观
三、小国善事大国与大国尊重小国
四、不许大国干涉小国内政
第六章 吴越之争：华夏体系的转折点
一、伍子胥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二、越国文种、范蠡的超限制外交哲学
第七章 七国争雄与多极格局外交哲学的变化
一、战国时期国家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二、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小事大与中立观念
三、国家的军事同盟与不结盟
四、大国间的不平等关系与干涉主义
五、爱国主义观念的发展
六、国与民、国与家、“国家”概念的出现
七、战国时期的利益观
八、为了利益不顾一切
九、战国时的强国运动---改革、变法与开放
第八章 战国时期的外交形式与外交观念
一、伐交：孙子战争与和平的智慧
二、战国时期的外交形式
三、孙子的谍交理论与苏秦的谍交实践
第九章 纵横家的外交谋略学派
一、张仪的外交思想和连横战略
二、 苏秦的外交思想与合纵战略
三、 陈轸、朱已的外交谋略思想
四、苏代的“尊上交，务正利”的外交思想
五、司马错的实力外交思想
六、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
第十章 大国崛起之魏国兴亡
一、魏文侯的变法与改革
二、魏国的崛起与魏国的霸权
三、魏国霸权的顶峰
四、齐秦的挑战与魏国霸权的维持
五、魏国霸权的衰落
六、魏国霸权衰亡的原因
第十一章 大国崛起之齐国复兴
一、齐威王与齐国的崛起
二、齐国的稷下学宫
三、为何齐国霸业未成？

第十二章 大国崛起之楚国梦霾
一、华夏体系霸权的老牌挑战国
二、战国时期楚国争霸的进程
三、楚国未霸原因解析
第十三章 大国崛起之赵国争霸
一、赵氏五子开国
二、战国中期赵武灵王的改革与赵国的崛起
三、长平之战：赵国兴亡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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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赵国争霸失败的原因解析
第十四章 大国崛起之秦国统
一、秦统一中国的进程
二、领导者和人才因素
三、秦始皇：千秋功罪谁评说？

四、明确和清晰的战略
五、农业和经济在秦国崛起中的支撑作用
六、地缘政治优势与秦国的胜利
七、司马迁：天助大秦
第十五章 华夏体系的消亡：六国为何不能胜一国？

一、合纵连横的不同类型
二 华夏体系的十次抗秦联盟
三、六国为何不能坚持反秦联盟？

四、六国内部矛盾深刻和复杂
五、六国的合作缺少强有力的中坚力量
六、道义和制度原因
七、六国反秦合作中的排他性收益压倒共同收益
八 华夏体系中的非华夏国家：中山国、西戎--义渠国
结束语 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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