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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即对外债问题颇有兴趣，此后，陆续就晚
清外债和民初善后大借款问题发表十余篇论文。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后，在导师吴景平教授的指导下，集中研究清末民初的铁路外债思想。鉴于我对晚
清外债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吴景平教授在我入学之初，即提出与我合写一部近代外
债史，由我写晚清部分，他自己负责民国部分。这样，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
继续对晚清外债问题进行研究，约于2002年底，在几易其稿后，完成了写作任务。
吴景平教授虽对民国外债有精深的研究，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但由于他工作繁忙，且其研究重
点已转向上海金融史，于是放弃了合作计划。2004年，吴老师让我将晚清部分单独
成书，并列入出版计划。此后，我根据吴老师的建议再次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和调
整。因而，这部书能够面世，首先要对吴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应该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完整的晚清外债史，只是基本以时间为序的专题研
究，是本人对外债问题思考的一个总结。在导言部分，对此已有所交待。 
    2003年9月至10月，受中华发展基金的资助，我赴台湾访学两个月，在台期间，
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中，查阅了相当多的晚清时期外债资料，这
些档案材料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对此，应对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周惠民教授、张哲
朗教授、李素琼小姐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瑞德先生以及近代史所档
案馆、“国史馆”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便利和帮助表示感谢。 

在本书列入出版计划后，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史立丽在修改、编辑过程中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这已是我们在短短的一年中第二次合作。安徽师范大学为本书提供了
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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