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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
译工作。
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
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豕。
清朝从1644～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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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迄今为止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其内容丰富，大量使用新发掘的史料，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
点。
本书是琉球史、中琉关系史、日琉关系史研究以及包括东北亚区域局势在内的国际背景下的中琉日关
系史研究的力作，本书的翻译出版，将对中国学者的上述研究起到提示或借鉴的作用，具有比较重大
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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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西里喜行 译者：胡连成 等 注释 解说词：王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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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之前的信函虽未详言，但已经向南北洋大臣详细阐明了这个琉球策略的主要内容。
考虑到目前的形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且应尽早实施而不可缓慢处理之。
（7）沈葆祯认为，如果在琉球问题上与日本争执，势必会引发战争，如果做出让步，日本则会加快
侵略步伐，还是会引发战争。
依本人之见，我国必须尽快获取琉球独立的主动权。
我们没有道理让出琉球，如果一再让步的话，那么，对琉球问题的处理势必会影响到朝鲜。
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出现朝鲜问题，我们不能一味地让步，因此，必须让日本承认琉球的独立。
（8）有人说，日本狡猾、暴戾，并不是一个容易协商的对手。
依本人之见，如果以势（力量关系）为背景与其讨论利害问题，日本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协商的对手，
但若以理（公理、万国公法）为基准与其讨论得失的话，清国方面则占优势，日方的大义名分将无法
成立。
正如先儒所言，无欲可以制服有欲，日本之妄图以狼吞鼠的有欲，在清国之大公无私的无欲面前，势
必会溃不成军。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琉球问题都是一个应该在外交谈判中获得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但绝不值得为此
动用武力。
（9）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最后就只会剩下战斗之心，那样的话，将陷入难以善后
的艰难境地。
本人之所以在上海停留期间急着向南北洋大臣提出琉球独立之策，实在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时机就在眼
前，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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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西里喜行（Kikoh Nishizato）先生《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①译稿的最终审校工作历时数月，现在终
于结束了，本人作为全书翻译工作的主持人、译者之一及终校者，心情无比喜悦。
一个国家政权实体的存在，必然与其周边的国家政权实体发生联系，昔日的琉球王国（The Ryukyu
Kingdom）亦不例外。
西里先生《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一书的内容，就是要全面地、实证性地揭示这种联系——近代以
来的琉球王国的对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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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套装上下册)》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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