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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在晚清传入中国，是历史大事，可以视作西潮东渐引发文化变迁的典型范例，影响深远，反映
了西方文明渗透入中国思维的过程，更展示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崩解的具体情况。
全书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了晚清国际法传入中国，引起有识之士思考国际对策，从“师夷之长技以
制夷”，到“用夷变夏”的具体过程与思维变化，反映了东西方文明踫撞之时，遭受侵略压迫的中国
，在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是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秩序，在左冲右突、几乎可说是
“困兽犹斗”的艰苦情况下，接受了西方国际法的挑战。
同时也展示了所谓“国际公法”多面与多层次的复杂性，对于我们思考世界历史中不同文化进程的发
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全书资料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是近年该领域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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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世界秩序的中国文本：晚清国际法的传人　　一、引言　　自乾隆（1736——1796）末
年以来，中国已从康雍乾之盛世走向衰败之路——入口激增流散、生产力无法革新向上、自由经济贸
易难以开展、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政治腐败，以致民变四起。
来自外部世界的隐患此时也初现端倪，西方殖民主义已将其黑船驶至东亚，准备大肆掠夺土地财富。
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及其后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侵攻蹂躏，更致使干百年来之天朝权威失坠深渊，
加速了中央王朝之分崩离析。
在这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清政府一方竭力力平定内乱《太平天国及捻军》，牧复入心，安定社会；
另一方面，又得应付来自海洋（欧美诸国，以至后来的日本）及北方（俄罗斯）之侵略。
对于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官僚和有识之士所采取的政策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方面学习其坚船
利炮，回应其“暴力支配原则”；另一方面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又须适应这崭新之国际形势
，从法理上堵住各国进一步对中国之利权及土地等作出的无理苛索。
所谓法理，就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基础，规范近代世界主权国家间关系的“法支配原则”，也就是
近代西方国际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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