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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
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
本书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
本书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本书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
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
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
由于本书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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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恭禄（1900-1966）著名历史学家。
1900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
1916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扬州美汉中学，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先习化学，再转农科，后入历史系学
习，大学期间撰写《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深受欢迎。
1933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4年完成巨著《中国近代史》，数月内售至四版，被列为当时大学丛书之
一，其后又重印再版多次，在当时的学界影响极大。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66年10月8日病逝。

　　主要著作有：《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近代
中国史料评论》、《曾国藩与海军》、《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日本全史》、《中国近百
年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等。

　　陈恭禄是20世纪30、40年代以学术为职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是一个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他
试图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客观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以著作来表白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学术来影响中国
现代政治的发展。
主观上他不傍依于任何党派，在客观上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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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上之影响
　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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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之情状
　人口激增与生计困难
　秘密会社之活动
　叛乱之迭起
　对外之观念
　古代中西之交通
　中国所受外国之影响（物产、思想、文学、科学、美术等）
　闭关思想之成立
　葡萄牙人之东下
　耶稣会教士
　西荷诸国人之相继来华
　中俄之交涉
　国际贸易之情状
　管理外人之方法
　法律问题
　困难之症结
第二篇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律劳卑之来
　平等待遇之争执
　交涉之恶化
　困难之症结
　缄默期内之大事
　商欠
　鸦片之略史
　鸦片畅销之主因
　烟禁之议
　林则徐之禁烟
　义律缴交鸦片之经过
　禁烟之希望
　林维喜案之严重
　清廷之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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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备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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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之屈服
　英舰之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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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纷扰之情状
　和议之经过
　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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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败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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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
　中英善后交涉
　中美订约
　中法交涉
　条约中之要款
　耶稣教之弛禁
　香港澳门与中国之关系
　五口开放后之情状
　鸦片输入之激增
　对外思想之不变
　青浦案件之解决
　广州入城争执之严重
　三国修约之失败
　海盗与亚罗事件
　混战与报复
　西林教案
　联军来华
　广州陷后之情状
　四国公使之通牒
　和议之情状
　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
　朝廷挽回津约之失败
　条约中之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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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事之责任
　朝旨之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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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夏礼捕后之交涉
　咸丰之决心议和
　和议之条件
　清代外交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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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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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应付之方略
　洪秀全之失策
　北伐军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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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左二氏之失望
　李鸿章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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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

　中国损失之综计
　门户开放政策之成立
第十篇
　变法运动
　国内之积弊
　变法之阻碍
　教士之影响
　士大夫之思想
　变法者之辩护
　变法之动机
　康有为之活动
　变法之鼓吹
　政府之筹饷练兵
　新事业之创办
　慈禧、光绪之疑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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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诏定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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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
　反对变法之主因
　反对者之议论
　新法推行之困难
　变法志士之大无畏精神
　太后之阻挠新政
　袁世凯之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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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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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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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之扰乱（续前）
　五大臣之遇害
　朝旨之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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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广州之外商无购地置产之权，其住宿办公之商馆，数凡十三，为行商之产业，盖行商
十三也。
租金取价低廉，外商每于冬季入住，货栈则在河南，亦为行商之产业。
粤官之管理外人，也订有条例，后益严厉。
其要款如下：一、兵船不准驶入虎门泊于内江。
二、番妇枪炮不准带入商馆。
三、洋商不准私借夷款。
四、夷商雇用华工不得过于定额。
五、夷商不准乘轿。
六、夷商不准划船取乐，每逢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始得往游花园。
七、夷商不准直接上禀长官，须由行商转递，并受其管理。
八、夷商不准久居商馆，贩买之后，须即回国，或往澳门。
规则中一、二、七三条，执行颇严，其禁兵船武器者，以防变起不测，而不易管理也。
其禁妇女之人商馆，一由于中外礼俗之不同，其时国内上中级社会之妇女，居于深闺，而外国男女同
行，其服装自华人观之，则为妖艳，迄今民间尚有取种之说，一防外人久住不去也。
其禁外人上禀，官吏称为严肃政体，且为免除烦扰，便利行商管理之也，后以弊端丛生，始准夷商于
城门递禀。
其禁外商久居广州，外商去时，雇用工人看守商馆，往来概须纳费，其无住宅于澳门者，出纳重贿，
亦得私留住于商馆。
第三条严禁借债，而行商常以中外之利息不同，多借外款。
四、五、六三条均为具文，商馆雇用华工，官吏平日从不过问。
坐轿之禁，本于轻视之观念，虽曾发生争执，然以外人不准行于市中，或自由出外，实无乘坐之必要
。
其往游花园，向不遵照定例，无事则划船渡河，散步园中。
综观管理章程，可称琐屑，其动机则官吏认“夷人犬羊之性”，不宜亲近，发生事端，又患奸商之欺
愚外人，乃借行商保护之也。
行商外商之买卖也，从未订定合同，双方均能履行言诺，其信实昭闻于世，相处亦颇和善，尤以伍绍
荣诚实不欺，慷慨好施，见称于外人。
其得承充行商者，固须连保，亦当纳银，凡遇大荒河灾，均须捐款。
一八三一（道光十一）年，朝令归还商欠，伍绍荣出银一百十万两，一八四一年，英军将攻广州，将
军奕山议和，伍绍荣出银一百万两，曾自谓其财产，共值二千六百万两。
其款虽由经商之才能而得，亦赖专利制度之助，其不善经商而拖欠外债无力归还者，亦复有之。
其时国际贸易之普通言语，则为印度、葡萄牙、英吉利语言合成之洋泾浜话，通事习学其常用之话，
全国无精通外国文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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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再版，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可惜作者抛离这个世界已经45年了，他早
在1966年就已撒手尘寰。
章开沅先生在近作《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中饱含深情地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
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
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它们
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看来，时间就像山涧的溪流，驱走的是轻浮的尘埃，鹅卵石的体积与分量却只能慢慢地消磨于流水
的冲刷之中。
陈恭禄生于1900年，江苏丹徒人，自幼接受私塾启蒙，十七岁考入扬州的教会中学，积累了丰厚的英
文阅读能力。
1921年，录入六朝古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先是主攻化学，嗣而转入农学，最后投身于历史系
。
根据该校的本科生导师制，在美籍系主任贝德士教授的指导下，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
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用力甚勤。
——郭世佑在他看来，国人的历史知识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
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
，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章开沅读中国近代史，一怕坐井观天；二怕陈陈相因的“天经地义”
，史征不足，味同嚼蜡；三怕趋炎附势。
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专制淫威正炽，却没有这些痼疾，不禁拍案
称奇！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的
影响很大。
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
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
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非常接近。
——中国历史学会会长 张海鹏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是1930年代的大学“部颁教材”，是民
国时期的经典，而经典是永恒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作者运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向读者展示出中国近现代
历史的复杂、丰富的巨幅画卷。
透过这位上世纪三十年代低调的历史学家平和、客观、公允的分析，新时代的中国人可以获得对近现
代史的更理性的新认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萧功秦民国史家写史，言简意赅，有文化，味道足，考订精，足以传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大约十几年前，我印象中是钟叔河先生说的，中国的近代史著作，以陈恭
禄这本最好。
我后来找到了这本书，我认同钟先生的判断。
这本书的好处是把尽可能丰富的原始材料提供给读者，本书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对读，我们对
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就会深刻一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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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史》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海鹏中国历史学会会长、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
员、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谢泳厦门大学教授推荐。
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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