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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
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
让他睡着吧。
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
    ——拿破仑    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
西方已经将这个新的世界强行推到了中国的面前。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社
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
中国为了克服这对孪生恶魔，推动社会进步，历经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
、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直至在1949年迎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它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兴盛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
在步入21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
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
1998年6月17日，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和二十四位前高级官员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称：“中国注定要在21
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
”这三位前总统是老布什、吉米·卡特和杰拉德·福特。
其他人包括前国务卿詹姆斯·A·贝克、沃伦·克里斯托佛、劳伦斯·S·英格尔伯格、小亚历山大
·M·海格、亨利·基辛格、威廉·P·罗杰斯、乔治·P·舒尔茨以及塞勒斯·范斯；财政部长W·
麦克尔·布鲁门索、尼克拉斯·F·布莱迪、G·威廉·米勒、唐纳德·T·里极以及威廉·E·西蒙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弗兰克·C·卡鲁奇、迪克·切尼、威廉·J·佩里、埃里奥特·L·理查
德森、詹姆斯·施勒辛格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安东尼·雷克、罗伯特
·C·麦克法伦、柯伦·L·鲍威尔以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TheNewYorkTimes，June17，1998。
中国在新的世纪中如何行动，将对全世界产生关键性影响。
正如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制约了此前的半个世纪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制约未来的半个世纪。
RichardHass，“FatalDistraction：BillClinton’sForeignPolicy，”ForeignPolicy，fall，1997？
    在古代，中华文明有辉煌灿烂的成就，而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明则在西方繁荣发展。
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
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
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将立即影响到其他国家。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
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
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
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
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在准备本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研究助理费尔茨（EdwardC。
Fields）的帮助，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
我对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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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颁发的“2008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
种”奖、英语世界及海外华人社会最畅销的中国近代史巨作、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五百周年社庆文
告公布的数十名著之一
★重排重校，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呈现客观翔实的经典著作。
2008年，《中国近代史》中文简体版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关注，更有众多读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为
我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此次针对内容重新进行审校、订讹，并对部分章节进行增补，同时择取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不加评
论的随文配图，努力为读者呈现一部客观翔实的中国近代史经典著作。

★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
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
的近代民族国家。
历经的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
贡献。

———徐中约
【内容简介】
本书自1970 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
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此次重校对内容重新审校、订讹，并对部分章节进行增补，同时择选百余幅珍贵照片；随之配图，努
力为读者呈现一部客观翔实的著作。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
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
被动回应的历史。
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
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
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想通过本书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
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中调和的历史观。
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
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
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推荐语】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
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 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本《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史学界和凡是开中国近代史相关课程的大学生那里，几乎
无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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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在西方大学图书馆里，此书依然有很高的借阅频率，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
和教科书。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作者能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动机，展开一种机智的、暗含幽默感的、富于独到见地的
陈述甚至于刻画。
黄仁宇擅长于此，而徐中约也以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风格擅长于此。

——雷达，著名评论家、研究员
此书的客观性，广涵性，折中性，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里的折中性并非贬义， 而是在复杂的历史问题面前不贸然下结论，客观地引述各方意见，让读者自
己去求寻可靠答案⋯⋯不忽视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 不回避尖锐矛盾，坚持正面的从容剖析，让史实
说话，不轻下结论，是它的又一特点。

——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评审委员会
（本书内容）扎实有价值⋯⋯地图非常实用，图片珍贵，而每章后的参考书目对学生、助教及从事研
究的学者都有相当的助益⋯⋯是教授中国历史科老师的重要参考书。

———《历史学：新书评》（History: Review of New Books）
本书是目前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好的一本通史———资料丰富且翔实，广泛吸收大量的研究，写作
清晰而深入。
目前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越这本书的成就。

———《视角》（ The Perspective）
I.C.Y.Hsü 这本书一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最受全国各大学欢迎的著作⋯⋯我想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
处在于，它不局限于地理、编年和各种各样的人名事件，而是试图对这段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人物
的性格和动机进行刻画⋯⋯这是一本研究精当、写作精良，读来令人愉悦的书。

———亚马逊网络书店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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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
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
教授。
学问严谨，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
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
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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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变化，重点讨论(1895—1911年) 18.1 思想的再定位  传统思想的变质  新 学  日文译著 18.2 
社会的变化  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瓦解  新兴阶层  城市的成长 18.3 经济困境  预算赤字  贸易失衡  外
国投资及其控制作用  帝国主义的两面性 参考书目第十九章 历史透视下的清王朝  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
的体制  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  内忧外患与资本不足  外国的作用 参考书目第二十
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20.1 革命的背景与特征  清朝的衰败  人民起义的传统  外国的影响  政治变革
的必要  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 20.2 孙中山与革命  檀香山与香港的影响  兴中会，1895年  伦敦蒙难  艰
难时期，1896 1900年  同盟会成立，1905年 20.3 共和国的兴起  铁路国有化  武昌起义  清帝退位  历史意
义 20.4 袁世凯背叛共和  二次革命  袁的帝制之梦 20.5 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年  清帝复辟，1917年  
军阀混战 参考书目  第五编主义与抗战(1917—1945年)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21.1 背景
21.2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陈独秀与《新青年》  蔡元培和北大  胡适及其贡献 21.3 五四运动，1919年 21.4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外来访客  问题和“主义”  到东方去!到西方去1 21.5 结论 参考书目第二十二章 思
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22.1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22.2 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年
22.3 北伐与国共分裂 22.4 民族主义外交  华盛顿会议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22.5 南京国民政府 参考书目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年 23.1 “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23.2 日本对东北的
侵略 23.3 共产党的挑战  共产国际的政策  毛泽东的根据地斗争  国民党的“围剿”  长征和遵义会议
23.4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23.5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金融改革  关税自主  收回外国租界  交通  工业发展  
教育  新生活运动  文学界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 参考书目第二十四章 中日战争
，1937一1945年 24.1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1932年的“五·一五政变”  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24.2 不宣而战，1937年 24.3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24.4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24.5 国共合作及其摩擦 24.6 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生产自给运动  外国观察家  迪克西使团 24.7战时外
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1943年的开罗会议  史迪威危机  赫尔利的调停，1944—1945年  1945年的雅尔塔
会议 24.8战争的后果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  国民党的衰竭  经济灾难  心理的疲惫 参考书目  第六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长第二十五章 内战，1945—1949年 25.1 毛泽东在重庆 25.2 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25.3 马歇尔
使华 25.4 内战 25.5 美国的作用 25.6 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25.7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虚有其表的军事力
量  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  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 参考书
目494第二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26.1 政治组织  政府结构  政党  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
26.2 经济发展500  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  工业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26.3 社会主义新人 26.4 对
外关系 参考书目第二十七章 中苏分裂 27.1 冲突的历史根源 27.2 意识形态争论 27.3 领土争端 27.4 战争
危机 参考书目第二十八章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28.1 美国的对台政策 28.2 政治结构. 28.3 经济和
社会发展 28.4 文化生活 参考书目第二十九章 中国重人国际社会 29.1 中美缓和  美国政策的变迁  新均势
 中国的动机  尼克松在北京  《上海公报》  和解的成就 29.2 中日恢复邦交  田中角荣的对华新政策  田中
角荣在北京 参考书目第三十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0.1 邓小平的构想 30.2 农业改革 30.3 工业
改革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30.4 对外开放政策  中日贸易  中美贸易 30.5 未来发展前景 参考书目第三十一
章 中国的崛起 31.1 香港回归  英国的殖民统治  政权交接仪式 31.2 中美关系  “中国威胁”论?  美国对华
政策的演变  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日安保条约》  佩里的作用  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克林顿的友好示
意 31.3 21世纪初的中国 参考书目索引审校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插图重校第6版）>>

章节摘录

占领北京    皇太极准备入侵华北了。
1640年，他以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锦州，明廷为保卫锦州，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调集了包括吴三
桂在内的八个总兵率13万军队增援该城。
皇太极击溃五万多明军，打垮了敌方的顽抗。
1642年，锦州城失陷，洪承畴被俘。
他备受优待，随后便投靠了清朝一方。
皇太极此时将其疆域扩展到长城要塞山海关，但他暂时选择了避免与驻守此处的明军重兵直接对垒。
相反，他转向满洲北部，于1643年将整个黑龙江流域置于清朝统治之下。
就在此刻他染病身亡，享年51岁。
6岁的第九子福临（1638—1661年）被选继位，由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和十四子多尔衮临朝摄政。
    明廷不仅受到满洲人之逼迫，还受困于横行肆虐的内部叛乱。
多尔衮曾想与一些农民起义军联络，但还没等他的计划成熟，号称“闯王”的起义军首领李自成
（16057—1645年）便于1644年4月下旬迅捷地推进到北京。
辽东总兵及山海关大军统帅吴三桂受明朝皇帝之命返师勤王，但北京城在吴三桂军到达前便失陷了。
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于4月25日进入北京城，明帝在俯瞰紫禁城的景山上自缢。
起义军俘虏了吴三桂的父亲，然后又在北京强迫他敦促其子归顺。
夹在起义军和满洲人之间的吴三桂决定邀请后者与他结盟。
    多尔衮早已驻扎在山海关附近，观察关内事态的发展，吴三桂的相邀令他高兴。
满洲军队涌进了山海关的城门，吴三桂亲自在关上迎接多尔衮。
当清军推进北京之时，李自成焚毁了部分宫殿和北京城九门的塔楼。
1644年6月4日，他在清军逼近之前向西撤退，清军于6月6日进入了北京。
    为赢得汉人的拥护和信任，多尔衮大肆渲染地为明朝的皇帝和皇后发丧，并盛词赞扬那些在动乱中
丧身的明朝官员。
他声称满洲人是前来灭流寇安天下的，部队在吴三桂和几位满洲将领的统率下前去追击李白成，李自
成在1645年六、七月间殒命，据称他是在湖北省寻找食物时遭乡民所杀。
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张献忠，1647年在四JII被清军打败，张本人被击毙。
这样，坚持几达二十年之久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队伍终于被镇压了。
    尽管满洲人曾宣称进人中原，是为了报明帝殉难之仇并除暴救民，但他们的动机显然并不是那样崇
高无私。
满洲人巧妙地为自己占领北京一事辩白，称他们是从“叛匪”那里光复了该城而不是从明朝统治者手
中抢夺过来。
1644年10月，清廷从沈阳迁至北京，标志着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是福临，按避讳君主个人名字的做法，其年号为“顺治”。
政务大权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他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领导征服中国的未竞之业。
    2．2南明抗清运动    尽管满洲人在北京建立了朝廷，但中国南部地区仍掌握在忠于明朝的人手里。
1645年，这些大明遗臣在明朝的南都——南京立福王为帝，坚持抵抗。
然而，福王却是一位昏君，怠于政事，一味追求享乐。
    其他几场各不相属的抗清运动继续坚守明朝基业。
一帮大明遗臣在绍兴立鲁王为新的领袖，而另一帮人则在福州拥立了唐王，这两位王爷是叔侄关系，
但却水火不容，最后两人都被清军击败。
及后，另外一帮明朝遗臣在广州拥立唐王之弟（即所谓的新唐王）为帝，但他的统治只延续了40天
（1646年）。
随着这些抗清运动的失败，由万历帝（1573－1619年）之孙桂王领导的一个较为稳健的新政权开始在
广东省的肇庆登场亮相了。
到1648年时，桂王成功地恢复了对南部和西南部七个省的控制，但在那些与满人合作的汉人之合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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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这场运动最终也垮台了。
    在上述几场抗清运动迅速地潮起潮落之际，大明忠臣郑成功（1624－1662年）在沿海地区组织了一
场更为持久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也名“国姓爷”，其父郑芝龙一度是唐王的支持者，而母亲则是日本田川家族的女子。
唐王对年轻的郑成功非常赏识，1645年赐他姓“朱”；此后他便以“国姓爷”之称闻名遐迩，荷兰人
则由此变音称他为“Koxinga”。
唐王待他亲如帝室同宗，1646年初敕封他为伯爵及抗清“招讨大将军”。
为报帝皇眷遇之恩，国姓爷矢志终身效命明朝。
然而，在1646年后期，他的父亲叛降清廷，从而使清军得以经捷径进攻唐王。
国姓爷憎恶其父的行径，宣誓终生忠于桂王。
他集结几千名部属攻占了厦门和金门，以此作为抗清根据地。
1655年初，他完善了军政机构，在福建分所属部队为七十二镇，并建六官分理国事，属下总兵力达10
—17万人。
国姓爷庇护诸多前明士大夫，并且从事对外贸易，为抗清活动筹措资金。
    1658－－1659年间，国姓爷经海路攻袭浙江和江苏，占领了重镇镇江；他本来可以攻取扬州以切断
清军补给线，但他不听部将建议，决意向南京推进。
1659年9月战败，麾下500艘船舶被烧毁。
他不得不撤回厦门休息重整。
此刻他发现厦门和金门用做作战基地实在太狭窄，于是便属意于其时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即福摩萨
（Formosa）（在葡萄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
1661年，国姓爷率900艘船舶和25，000名士卒对台湾发起了一场全力猛攻，荷兰守军被征服。
1662年2月1日，国姓爷与荷兰总督揆一（FederickCoyett）缔结条约，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
国姓爷以台湾为新基地，准备与清军展开一场持久战。
清廷确实也对他无可奈何，能做的只是处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1661年），下令将沿海30—50里范围
内的居民迁往内地（1662年），并禁止大陆的渔船和商船出海，以此切断国姓爷的资源供应。
国姓爷此刻成了大明遗臣中仅存的一线希望之化身，但他却于1662年6月23日暴卒，年仅38岁。
据称他是死于疟疾，但也可能是自杀。
抗清大业由其子郑经继承下来，但斗志已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了，且内讧持续不断。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一年后置为福建省的一个府。
随着这个最后的大明遗臣集团的失败，清朝完成了对整个中国的统一。
    2．3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顺治朝，1644－1661年    顺治在1644年10月30日成为中国皇帝，时年仅7岁。
政府大权操于多尔衮之手，他有颇具温情的“叔父摄政王”称号。
1645年，多尔衮获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1648年或1649年更加封为尊贵的“皇父摄政王”，威望
显赫。
多尔衮是朝中权力最大的人；他的话就是法律。
所有高层决策全由他做出，连御玺都收藏在他的府邸。
向皇帝上奏折的人须呈副本给多尔衮，并等候他的批复。
由于他的地位显赫，他觐见皇帝时不必叩头。
    多尔衮对新王朝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的指挥下，清军占领了陕西、河南和山东诸省；1645年
又占领了江南、江西、湖北和浙江一部分；1646年占领四川和福建。
内政方面，他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职官和措施，欢迎汉族官吏投效政府，甚至允许穿戴明朝服饰。
他保留了德意志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SchallvonBell）钦天监监正的官职。
但是，多尔衮的两道旨令却极大地惹恼了汉族人：一是强迫汉人按满洲人的风俗蓄发留辫；二是圈占
汉人的良田用来封赏满洲王公显贵和旗人。
    多尔衮少年得志，身居高位，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前程。
他似乎经受不住再无更高官爵可资攀取的处境，开始沉湎于寻欢作乐。
1650年年底，他在狩猎途中暴卒于长城附近的喀喇城，享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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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顺治皇帝于1651年亲政时，他继续了多尔衮建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任用汉人帮办内政事务。
他悉心研习汉文，以便能无需借助满文翻译而看懂汉文奏折。
他继续实行“一条鞭法”①，并改善统计制度以减少贪污腐败，不法行为受到严惩。
为杜绝汉族士人秘密反抗，他取缔了所有的诗文会社。
机构方面，他新设了一些职官，其中衙门有宗人府，而官职有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翰林院侍
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和侍讲等。
1653年撤销了内务府，并在宫中建立了由太监掌管的十三衙门取代，太监们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发挥了
相当大的影响。
虽然皇帝警告他们不要干政，但要使他们完全远离朝廷事务是不可能的，于是，1660年，十三衙门又
被撤销了。
但是顺治皇帝的统治很短暂，1661年便死于天花。
康熙朝，1662—1722年    顺治死后，帝位由他的第三子玄烨继承，时年仅8岁，年号康熙。
他之所以被选出继承皇位，主要是因为他已出过了天花，因此不会夭折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在他幼年即位时，指定了四个摄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鳌拜是最为专横的一位，康熙虽然只是个小孩，却也不满他的行径。
1667年，康熙在13岁时亲政，他争取到皇后的舅舅索额图的帮助，以三十款大罪的指控囚禁了鳌拜。
康熙帝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胆略、机智和决断，这些将是他长达61年统治的基本特征。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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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编辑推荐： 推荐1：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荣获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颁发的“2008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奖 英语世界及海外华人社会最畅销的中
国近代史巨作 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五百周年社庆文告公布的数十名著之一 推荐2：重排重校，百
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呈现客观翔实的经典著作 2008 年，《中国近代史》中文简体版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
关注，更有众多读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为我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此次针对内容重新进行审校、订讹，并 对部分章节进行增补，同时择取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不加评
论的随文配图，努力为读者呈现一部客观翔实的中国近代史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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