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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已经过去，成为了历史。
历史是不可改变的，20世纪对世界各国都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予人启迪。
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历史的演变，对任何国家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处于洪流之中，经历了被欺侮、被侵略和不断地抗争，最终站立起来、发
展起来的曲折道路。
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的西方大国及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对于中国这个饱受欺凌、又有五千年
文明历史的大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在100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掀开了20世纪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高潮。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体制，
出现了中国20世纪历史第一次大转折。
但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没有改变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命运，相反由于失去传统的政治中心，中国陷入了
军阀混战。
西方国家对中国这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作为协约国的盟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没有收回战败国德国在
山东的特权，反而受到日本和更多的西方国家的控制。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第二次全民族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高潮。
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解除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
但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联合政府，中国也没有出现中国百姓祈盼的国内和平、安居乐
业的局面。
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中国的国共两党两大政治力量以内战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第二次大转折。
20世纪后50年，中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
但是在冷战条件下的前2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总体上试图孤立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干涉
中国的国家统一大业。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不仅站住脚，．而且影响不断扩大。
50～60年代，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上对峙，也曾发生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次较大的
军事较量，但同时也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建立外交关系或半外交关系。
随着60年代初新兴民族民主国家的独立，西方大国之间矛盾的发展，中国获得了愈来愈多国家的承认
与支持。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随着中国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壮大、苏美争霸和美国力量收缩，美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与影响。
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国内的经济建设陷于停顿，国家的
经济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大。
但在外交方面，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尽管也受到干扰，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总体得以贯
彻。
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了中美关系。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尼克松总统也于次年访华，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
这两件事带动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建交高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命运在20世纪的第三次大转折。
西方国家看重中国的市场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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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合作因素增多了
。
中国调整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为改革开放争取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外
部环境。
    在两极格局瓦解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倒退和波折，大国关系进行了新的组合。
在国际关系处于“一超多强”、力量对比失衡的态势下，中国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独立
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思想，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外部环境着
眼，调整了与西方国家关系。
这一调整影响到21世纪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
    以史为鉴，可见兴衰。
本系列丛书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双边关系角度，研究、总结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同西方主要大国和
主要周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政治与外交关系，在我国出版界尚属首次。
国外目前尚未见此类专著问世。
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从历史发展变化的纵切面高度和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横切面广度，研究一个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分析其演变，总结强权外交与霸权主义对中外关系的破坏，总结中国与
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经验和不正常的教训；探寻世界各国应该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各国的外交
原则的关系，探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探寻国家关系正常发展和共处的规律
。
这既是国际关系学者应担负的历史责任，也是对国际关系学术界的贡献。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历史资料翔实，材料新，作者用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二是立论有突破
，从双边角度探寻事态发展的原因；三是力求客观、公正，以历史事实说话。
     由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专家、学者分别撰写的这套《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
按中美、中俄、中英、中法、中日、中德、中印百年关系分卷著述，总计七卷。
专家、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提供很好的历史依据，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一套有价
值的参考书。
     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     (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前副部长)     200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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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我们了解、认识、总结10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部严肃、全面、客观、深入的历史教材，
为我们展望、认识、处理和发展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扎实和难得的基础。
这部著作将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中国、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将帮助我们认识和展望未来的中国
、美国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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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美国坚持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在1925年再次受到中国新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冲击。
这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震惊全国，几十座城市的民众举行罢工、罢市、罢课。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再次响遍各地。
形势极其严重，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日、4日、11日连续向列强发出抗议照会，要求立即停止对上海
平民百姓的枪击，释放被捕的学生，撤退海军陆战队等。
但各国在复照中都极力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进行辩护，竟说这些巡捕是忍无可忍。
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说，中国学生被枪杀是有理由的。
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人为由派往上海的舰只和军队比其他国家都多，当时在该地区集结的33艘外国军
舰中美国占13艘。
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惨案的交涉过程中美国要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不能“以任何方式有损列强的团
结”。
　　驻华外交团根据美国使团的建议，组织有美、英、法、日、意、比等六国人员组成的沪案调查委
员会。
尽管许多中国人要求进行中外联合调查，可是美国政府认为“鉴于公共租界的特殊状况，任命一个中
外联合调查组是不可取的”。
显然，这个由外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不是想搞清真相，而是想方设法来掩盖事实的严重性。
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只是找几个工部局的负责人和几名上海总商会介绍来的证人询问了一下情况，就
结束了调查。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蔡廷斡等人进行谈判。
中方提出解决五卅惨案的13条条件，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伤亡人员和其他损失、道歉、收回会审公
廨、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等。
谈判一度中断，改在北京进行。
直到10月，列强方面才陆续做出一系列表示：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让有关外国巡捕辞职，中国收回上
海会审公廨，赔偿损失。
但对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这样的要求没有做肯定的承诺。
　　从“五四运动”开始，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已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逆潮流而动的对华政
策显然已使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遭到破坏。
而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很在意其形象的。
一个良好的形象有助于美国扩大其在华利益。
面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美国方面的态度出现变化。
6月19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即敦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对中国人做出“一些让步”，“如果我们不这
么做，后果将是严重的”。
　　6月24日，中国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政府，指出五卅惨案的根源是不平等条约，“必须重新调整中国
与各列强的条约关系，使这种关系更符合于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正义和平等的观念，更适应于中国的
现实情况”。
中国外交部代表向新任美国公使马慕瑞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抵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激进宣传，
它不期待列强做出许多让步，但列强起码要同意在一年之内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讨论修约问题。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召开有关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会议。
国务卿凯洛格虽然担心这么做会遭到其他列强对破坏合作的指责，但他还是向总统报告说：他准备考
虑与中国同时讨论这两个问题。
他愿意尽可能地与其他列强合作，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与美国政策不一致，他宁愿单独行动。
6月30日，凯洛格接见中国驻美公使时表示，美国将对修改条约的问题持积极态度。
　　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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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初稿成于20世纪末，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
虽然这几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但回看书稿中的分析、结论以及提出的问题都依然成立。
这使作者更有信心地将其交付出版。
    本书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一节由徐小红撰写，由于经过本人修改，如有贻误，同全书其
他部分一样，责任在我。
    感谢楚树龙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更有助于读者把握历史的脉络。
也感谢广西民族出版社编辑覃琼送的建议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诸同志的努力，使本书更臻完善。
    熊志勇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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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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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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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美关系》将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中国、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将帮助我们认识和展望未
来的中国、美国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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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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