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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虑一下这一点，一百年前中NA的政治身份认i-q远远不像现在这样确定。
政治认同这样的事情对于清帝国来说是个迟来的问题，1905年以前的清帝国对此需求甚少。
无论如何，当时的通讯还没有发展起来，其社会本身的整合程度还相当低。
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并不贫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令人惊讶。
特别是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在19世纪下半叶有了很大增长。
这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代，约开口岸、租界和殖民地分布在从遥远的中国东北直到中国西南端的沿海
区域上。
　　众所周知，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国家产生了整体的消极影响，但是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西方殖民主
义对中NA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认同所产生的冲击。
这种冲击必然是非常地方化的：一系列新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从多种多样的西方国家输入中国，与中
国大地上同样多种多样的地方行为方式、信仰体系和环境混杂在一起。
一方面是中国各式各样的迥然不同的殖民环境，一方面是各式各样的截然不同的国际刺激，在这二者
的相互作用中所出现的系列合成物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
这些相互作用形塑中国人认识自己和国冢的方式。
并不算太过分地说，中国人在这些相互作用的时刻不得不赋予了此前尚嫌模糊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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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改扩充而成的，书中探讨了在德国侵占胶澳事件以后，中国人
对已经租借出去的德占胶澳是否有所作为、中国人对德占青岛这个新型殖民城市的出现作何反应等问
题。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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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政府的外交风格的确颇为《胶州报》所诟病。
朱淇的论说《读左传》①就官场上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因为没有读外国书籍而导致在办理外交时产生
隔膜，提出读中国古书《左传》可以对办理外交有所裨益。
他以《左传》中关于战国时期郑国子产办外交②的记载为例，说明办理外交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是要据理力争，不能怯懦。
“今日之办交涉者，唯恐措辞劲直，触外人之怒，此真是懦夫。
夫今日外国虽强，中国虽弱，然较之郑之于晋，其强弱之不敌亦不过如此。
观子产之明目张胆，面揭晋人之失，可见毋庸怯懦。
”“办交涉之法，全凭以礼与理二者，及待之则人自悦服，非可以行贿取媚也。
以行贿求媚不特无益，适足见轻耳。
”二要了解外国的历史掌故、祖训、法律、约章，唯有这样才能在对外交涉中据理力辩。
三要选拔了解外国情况的博学之才办理对外交涉。
这篇论说指出了清政府外交中存在的三个弊病，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方法。
　　朱淇另一篇论说《论中外政治本原之异》③则针对清廷王公大臣太后后妃公主福晋都以应酬使馆
公使参赞随员及其夫人子女为务，指出其意固然在于联络外交，用心可谓良苦，但“我国在上之人全
无政治思想，不知立宪与专制其政治之本原既异，则其应事接物之交际与日常往来之习尚亦迥然判若
天渊，以待中国人之手段待外国人，适无疑方柄而圆其凿也”。
朱淇分析，中国的势力全握在国君手里，大臣势必不理喻民间舆论而以巴结君王为能事；而立宪之国
权在议院，议员因为选举受舆论影响而不敢不尽职其守，没有巴结逢迎的习俗，“今我之王公大臣妃
主福晋以中国官场交际之术联络外国，以为外国之人亦可以巴结应酬之术笼络之，将以为今日之所谓
外交学问亦不出此巴结应酬四字范围也，何其无识而可笑也！
”朱淇进一步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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