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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约瑟夫·马纪樵先生撰写的《中国铁路：金融与外交（1860-1914）》一书在中国出版，这是一件值得
庆贺的事情。
首先，我热烈祝贺马纪樵先生，他的大作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也是马纪樵先生多年的夙愿。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帮助中国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铁路史，特别是1860年-1914年英法列强争夺在中国铁路
权的一段历史。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的大好机遇。
我愿意向中国读者推荐这本书，首先是因为这本书有着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视角是与作者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马纪樵和他的夫人伊莲娜于1959年-1965年在外交学院教法语。
马纪樵先生是法中友协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夫妇二人到外交学院教法语是受法中友协的委托。
1959年-1965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经济上十分困难。
马纪樵夫妇本来被安排居住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友谊宾馆，但是他们非常热爱中国，认为友谊宾馆
离外交学院太远，作为老师，他们希望靠学校近一点。
为此，他们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搬到外交学院来居住。
信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周总理被感动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搬到外交学院来居住后，与学生更接近了，经常辅导学生的学习。
中国外交战线上有相当一批讲法语的外交官都是马纪樵夫妇的学生。
在中国经历的困难时期，他们没有嫌弃中国，而是选择了与中国人同甘共苦，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
热爱，对外交学院学生的热爱，对中国前途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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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来自于法、英、美、德、俄等国的外交史料，系统完整地整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期间中国铁路的发展史，以及与铁路相关的外交史。
《中国铁路:金融与外交(1860-1914)》适用于中国近代铁路史和外交史的研究者，相关专业师生，以及
对此领域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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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国)约瑟夫·马纪樵 译者：许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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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克拉兰顿声明，那是蒲安臣和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顿谈话纪要。
在回顾了蒲安臣使团的使命后，克拉兰顿阐述了英国的对华政策：“女王陛下政府无意实施对中国不
友好的压迫，以迫其前进，但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充分保护英国臣民①”。
蒲安臣使团的上述两项成果激起了在华欧洲人及其报纸②的愤怒，并促使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美国公使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并称他将离开北京。
白郎吾先生（Mr Bmwn）唯一的梦想就是到中国来开矿、建造铁路和开设电报，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
佬，他把自己的父母和朋友都带了过来，以期得到意外之财⑧。
然而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蒲安臣使团的成果却使他们感到暂时宽慰，并推动一些官员依靠本国资源
，考虑乃至着手研究经济方面的新发明。
这就是1860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原来仅限于军事工业的洋务运动，此时开始兴办
民用工业了。
那么，主张洋务运动的官吏到底想干些什么呢？
“一方面，他们畏惧使之屈服的外国铁舰枪炮，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可以借助同样的外国武器来巩
固其统治。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利用公款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某些工业企业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铁路>>

编辑推荐

《中国铁路:金融与外交(1860-1914)》为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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