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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德关系史，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缺乏研究。
80年代初，各地学者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整理出版了一批资料，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论
文，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但是，与西方国家’学术界比较，近十多年来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进展仍然缓慢，成果亦不算多
。
德国、美国的历史学者，都已对中德关系史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郭恒钰教授、罗梅君教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费路教授，法国弗赖堡大学伯恩·马
丁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等，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其中，柯伟林教授的著作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水平
，在国际学术界有良好的影响。
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四位民国史学者，将这一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
的工作。
我相信它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会起有益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德两国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海上或陆路商业贸易往来。
鸦片战争以后，德国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它并非侵华活动的主要角色，而是跟在英、法等国后面分享一杯羹。
19世纪以来，随着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向海外扩张，因而进一步加深
了对中国的掠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与中华民国>>

内容概要

　　《德国与中华民国》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著。
作者充分利用美国、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档案，论述了1928—1938年中，德亲近关系建立后
德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军事制度、工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指出了近代
中国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更在于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的实质性接触。
美国《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等书评认为，《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研
究中德关系史的一本“难以超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项“极其出色”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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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伟林（W．C．Kirby）198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现任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
任，是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1984年出版本书，备受好评；此后又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吏的主要学
者之一。
其论文《近代中国的连续与变化》，论述了民国的经济计划和人才对日后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
，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以1949年作为界线：另一论文《中国的国际化》，展示了近代中国将国际
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模式本土化的努力，指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能仅仅“以中国为中心
”。
这些论述极具影响，使得“连续与变化”和“国际化”成为西方中青年学者研读中国近代史的新视角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与中华民国>>

书籍目录

鸣谢绪论第一章 1914年之前德国在中国第二章 德中关系的重新起步第三章 联系的建立1926m1931第四
章 国民党的工业战略1931m1933第五章 新的关系1933m1936第六章 朴素、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第
七章 德国与中国的现代化1935m1937第八章 尾声1938—1941结语缩略语参考书目新版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与中华民国>>

章节摘录

　　经济萧条与有限的成功　　“中国研究学会”对一个巨大而尚待开发的中国市场表现得极为乐观
。
理夏德·威廉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心理》，布鲁诺·里施（BrunoRisch）1930年出版的那本论述
外国机器在华市场的著作，以及工业联合会考察团那份广为流传的报告，都是在往升高的期望上煽风
点火。
　　尽管考察团的报告和工业联合会的文化宣传活动均强调开拓中国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面临
着不少急功近利的压力。
有人声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
如果德国工业界不能尽快在那儿扎下根来，那么它定会被关在未来的大门之外。
另外，当德国产品的出口需要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日益增长之时，渗透中国市场的需要也显得尤为
迫切了。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
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
德国国家银行董事，也是考察团成员的席佩尔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
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灭，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
”　　信贷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
一些公司曾要求国家为其参与中国建设的合同担保，但都遭到拒绝。
自1929年初将可能实行的贷款策略明确表述之后，信贷的短缺就变得尖锐起来。
从那年起，战后德国工业依赖甚殷的美国短期贷款降至1928年总额的20％，同时早期的贷款也到了偿
付期限。
因而，德国大公司的工业投资从1928年的15亿德国马克降到了1929年的11．7亿，1930年再降至9．07亿
，到1931年更降至只有5．22亿德国马克的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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