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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幅员辽阔。
不仅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47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疆域，由于和十几个国家相邻，
有关疆界的问题不时出现。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疆域范围经历了数次变动。
也就是说，相对于现在来说，古代中国的领土范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不过，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疆域终于稳定下来，此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国土就基本没有
过大的变动。
　  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至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处一方的东方天朝上国紧闭的大门，中国进
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将近百年的屈辱史。
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再加上清政府软弱无能，对来势凶猛的外敌入侵无能为力
，中国的国土遂成为列强争抢的焦点。
于是，刚刚稳定下来的疆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变动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方式就是军事占领和外交讹诈，两者经常混在一起用。
一旦形成既成事实，就强迫中国政府进行事后承认，并强制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以为自身的强盗行径
披上合法外衣。
当时的中国每签一次边界条约，就会丧失一块国土。
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导致边界变迁频繁，更遗留了诸多历史悬案，有些直至今日都仍然没有得
到妥善解决。
　  如今，中国的陆地疆界大体稳定，但是海洋国土却频遭侵犯。
近期，中越关于南沙部分岛礁的划分、中菲有关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中日关于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及钓
鱼岛的主权归属等问题日益成为左右双方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
针对东海、南海疆域的划分与开发问题，我国一直努力与相关邻国进行和平磋商，采取&ldquo;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rdquo;政策，以实现共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始终不会采取强硬措施以保护本国主权权益！
　  古语云：&ldquo;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dquo;。
在边界问题依然存在的今天，作为后人，更应该详细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坚定立场，捍卫
祖国利益。
　  &mdash;&mdash;赫蓝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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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土问题永远是一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
19世纪中叶，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
讹诈、抢掠、赔款、割地纷至沓来，放眼望去，大好河山满目疮痍。

　　蜿蜒曲折的国界犹如华夏民族的血脉，雄奇壮美的山川撑起炎黄子孙的脊梁。
《大国的疤痕》是耻辱的巨柱，铭刻历史惨痛的一页;《大国的疤痕》是世纪的警钟，振聋发聩，发人
深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的疤痕>>

作者简介

　　赫蓝希，主要研究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也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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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到底有多大今天任何版本的地理书中，介绍我国的疆域时都会有这么一句话：
陆地国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加上约47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我国国土总面积有1430多万
平方公里。
然而，古代地理课本的编写者们却无法使用这句当代地球人都知道的话，当时王朝更迭乃是家常便饭
，今天是刘家的天下，明天这个国家可能已经改姓李了，何况周边&ldquo;蛮夷&rdquo;也时不时地来
插一脚。
在改姓的过程中，作为当时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资源的土地自然也有变化。
更重要的是，&ldquo;家天下&rdquo;的制度使得皇帝掌握着国家、民族的祸福生死。
如此一来，当出现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这样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其王朝的领土范围就会大
些；如果不幸遇到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之流，面对的不仅是严重缩水的国土，还有亡国灭种的危
险&hellip;&hellip;谁才是《马关条约》的最终拍板人1894年9月之后，甲午中日战争进入新阶段。
清军连续败北，战火很快就到了辽东。
期间，清政府不去认真组织抵抗，反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的调停活动，结果可想而知。
日本大概预计到清政府不经打，可没想到这么不耐打。
既然这便宜这么好占，干脆打到清政府的总部好了。
于是，日军在辽东迅速推进，直逼直隶。
结果，美国人坐不住了，如果再让小日本猖狂下去的话，自己的&ldquo;门户开放&rdquo;政策以后岂
不成了摆设？
！
美国一改往日坐在一边看热闹的习惯，主动告诉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他们愿意当调解员，解决中日
之间的纠葛。
日本也不好不给美国面子，和解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清政府无条件投降&hellip;&hellip;　　　　　　
　　　　　　　　　　　　　　　　　　　　　　　　　　　　　　　 　  最早唆使外蒙古闹&ldquo;
独立&rdquo;的是谁清代将蒙古分为朝廷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
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漠南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
其中前者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后者中的漠北蒙古则是今蒙古国的主体部分，也被称为外
蒙古。
清朝时期，在外蒙古设有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阿尔泰办事大臣治理这
一地区。
本来外蒙古在清朝的管理下生活得挺好的，可是禁不住有心人的挑唆，1911年突然宣布要&ldquo;独
立&rdquo;单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关海洋的这些名词，你真的懂了吗在有关海洋的介绍中，经常会看到诸如领海、毗连区、专属
经济区等专有名词，这些名词是如何产生、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在海洋法中最早明确的概念是&ldquo;领海&rdquo;，它指的是&ldquo;沿海国根据主权规定的与其海岸
或内水相邻接的一定范围的海域，包括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由该国行使主权&rdquo;。
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说法就是，&ldquo;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
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情况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rdquo;。
在20世纪之前，有关领海的称谓多种多样，如海水带、沿岸水、领水等。
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最后议定书的草案中认定，&ldquo;领海&rdquo;一称在各种称谓中最为合
适，此后的海洋法成文中都统一使用&ldquo;领海&rdquo;代指这一水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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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浩瀚疆域曾经因何留下大国的疤痕？
　  中国的领土决不能能沦为他国的饕餮盛宴？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正视古今，本书首度重磅揭秘&mdash;&mdash;炎黄子孙不能不知的中国国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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