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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日益趋向多极化的时代，中德两国各自在
本地区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必然地在世界舞台上发生交汇。
这种交汇，有时表现为在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驱动下的友好合作，有时也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价值观念和不同利益的冲撞。
但不管怎样，中德两国都很看重对方在世界上的作用，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举措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中德关系也因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一大重要研究课题。
 本书是“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之一，为读者详细介绍了百年中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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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琪昌，1943年生。
196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1981年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
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工作。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欧洲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的研究，曾长时间和多次在德国进行学术研究和考察。
迄今已发表专著、译著和论文数百万字，其主要代表作有：《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当代西
欧社会民主党》《欧洲国际关系》《我的特殊使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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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总序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绪论第一编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德关系　第一章 清
末至民国初期德国对中国的侵略　　第一节 德国侵占山东半岛　　第二节 德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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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　第二章 风云变幻的岁月　　第一节 民主德国领导人追随苏联反华　　第二节 “文革”时
期的两国关系　　第三节 中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第三章 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和两国关
系的终结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关系的缓和　　第二节 高层领导人的互访　　第三节 两国
关系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大幅度发展　　第四节 中国同民主德国关系的终结第三编 中国与联
邦德国的关系　第一章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　　第一节 分属两个敌对阵营　　第二节 中国的建交
试探　　第三节 阿登纳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第四节 最初的接触　第二章 充满变数的关系　　第一
节 开始接近　　第二节 “柏林条款”　　第三节 伯尔尼四次会谈　　第四节 不明朗的关系　第三章 
关系正常化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和中国　　第二节 建立外交关系　第四章 走向全面发
展　　第一节 两国关系中犹存的苏联阴影 　　第二节 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第三节 1989年——两
国关系中的一个曲折第四编 20世纪90年代中德关系的新发展　第一章 曲折中前进的中德关系　　第一
节 中国支持两德和平统一　　第二节 德国取消对华制裁与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　　第三节 所谓西藏
问题的风波　　第四节 金克尔访华和中德关系的修复　第二章 良好的发展势头——多极化世界中并
进的中国和德国　　第一节 德国亚洲政策的出台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中德关系良好发展势头　　
第三节 世纪交替之际中德关系新高潮　　第四节 中德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第三章 跨入21世
纪的中德关系　　第一节 高层频访 夯实互信基础　　第二节 经贸主导 共同构筑双赢　　第三节 科技
文教合作全面加强　　第四节 瞻望前景发展更快更好附录　百年中德关系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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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世纪90年代，德国终于找到了机会。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向中国提出了大陆领土和巨额赔款的要求。
闭关保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堪一击，战而大败。
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丧权辱国，寻求与日本签约求和。
　　甲午战争不仅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暴露无遗，而且也助长了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霸权的气焰。
但战后日本在亚洲的崛起，打破了亚洲的势力均衡，也导致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掠夺殖民地的格局失
衡，自然引起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警惕。
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向日本发出声明，要求日本随时通告西方诸列强有关占领中国领土的任何步骤，
以便德国及时作出应变的政策。
　　是时，无力抵御日本的中国清朝政府力求德、俄、法、英等国出面调停，希望它们支持中国，抵
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
1895年3月3日，德国驻华公使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李鸿章“要求秘密代求日本减轻议和条约，他认为
不能接受威胁中国生存的对大陆领土的要求”。
对李鸿章的要求，德国却先同日本通气。
1895年3月6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致函德国驻日公使古特施密特秘密通知日本：“德皇陛下政府建
议日本政府速订和约以及减轻其条款。
中国已请欧洲列强干涉，其中好几个国家已决定干涉，并且联合起来。
他们向中国要求干涉的代价越多，留给日本的就越少。
因此，对日本来说，比较起来直接的合理的解决最为有利。
直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的消息，日本要求割让中国大陆上的领土，特别容易激起干涉。
”这份电报的内容于1895年3月8日正式传给了日本政府。
　　但日本驻柏林公使青木回复德国政府说：俄国政府和他自己的政府之间曾于上月底进行交换意见
。
俄国方面将支持日本在中日议和谈判中获得军事赔偿、领土割让及中日贸易关系的重新调整。
这一答复等于回绝了德国的想法。
　　1895年3月20日，德国驻彼得堡公使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王处获悉：即使日本获得大陆领土
，俄国将仍保持中立。
此外，德国驻伦敦大使也获悉：日本将与英国就各自侵占中国领土并互不干涉达成某种默契，英国也
在强调自己的利益。
　　鉴此，德皇威廉二世突然萌发“黄祸(Gelbe Gefahr)”的奇想，认为日本人领导下的黄种人的联合
是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基督教和佛教之间巨大冲突的开端，黄种人的军队和铁甲兵船比欧洲所有的
军队和铁甲兵船加在一起还强大，将会蹂躏和灭亡古老的欧洲。
威廉二世最后得出结论：必须制止日本的野心。
　　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则更实际地对日本的野心感到忧虑。
他担心旅顺口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将成为第二个直布罗陀，给予日本以直隶湾的控制权，这将使中
国沦于日本的保护国的地位”。
进而危及欧洲的和平。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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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给人以启迪。
历史发人深思。
历史能使人振奋。
        《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由外交学院牵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家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研
究成果，历时八年编撰而成。
这是一套研究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大型学术专著，其内容的时间跨度涉及 19
、20、21三个世纪，囊括了清政府中后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代的100多年历史，
充分展示了各个时期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记录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
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展示了中国边界的历史演变，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历史事变与经历，反映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忠实地记录了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有关各
国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
     本丛书以忠实于历史事实为宗旨，准确评述了主要历史事件，反映了作者们的学术观点。
该系列丛书是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大中专院校学生必备的参考书，也是
关心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读者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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