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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
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
世人瞩目。

《中国近代史》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
全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
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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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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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新潮史学家　　1923年，蒋廷黻携眷回国后，应北方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之聘，出任历史教
授。
他在南开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学问上。
首先，他深知自己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国学基础很差，必须先充实自己。
为此，他从重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诗词、文章。
　　其次，他在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
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在哥大做研究时就已养成。
到南开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
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美国人马士（HoseaB.Morse）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
本。
这部书是根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马士是无懈可击的。
但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
他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述是模糊
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马士很少使用中国政府的
官方材料。
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
他们提出过意见吗？
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
这些问题蒋廷黻在南开上课时就已感到困惑。
于是他决心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和鉴别有关史料。
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受到过历史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懂得怎样判别资料，怎样选编，所以他在南
开的六年中，以极大精力收集和研究外交文献，后来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就
是在南开时奠定基础的。
这项研究，在当时是开拓性的，虽然在他之前有人写过外交史，但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从基础工作做起
。
陈之迈在他所写的蒋廷黻传记中提到过北方的学风背景说：“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
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
”可见蒋廷黻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可以说，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实在是从蒋廷黻开始的。
他自己也说：“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
卓识，推见未来。
蒋廷黻自小去国，对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
为此，他利用假期和讲学的机会，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
察研究。
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
　　南开大学的六年，蒋廷黻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显露头角，但更大的发展，则在进入清华任教之后。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
蒋廷黻欣然应聘，一到该年夏季与南开聘约结束，便束装北上，践约赴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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