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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

作 者： 金克岩     发布时间： 2004-3-1 11:47:20 

1990年，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时曾发起召开“近代中国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本所1950年5月正式成立以来以所的名义举办的第

一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受到与会学者和学界的普遍好评。对“近代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大家也特别感兴趣，认为它不仅在一定意

义上揭示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而且比较宽泛，便于有更多的海内外学者撰写论文与会。 

近代史所成立50周年时，仍确定讨论会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名曰“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所与中国史学会

联合，于9月6—10日在北京举行。李慎明副院长出席了开幕式，并代表院领导作了重要讲话。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法

国、意大利、波兰、俄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和内地的120余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提供论文100余篇。其中，海外著名学者有日本的安藤

彦太郎、卫藤沈吉、山田辰雄、狭简直树，美国的魏斐德、普莱斯、麦金农、梁思文、史瀚波，法国的巴斯蒂，意大利的圭德.萨玛拉

尼，波兰的施乐文，俄国的齐赫文斯基、叶文基，以及香港的赵令扬，台湾的张玉法、陈三井、李恩涵、林能士等。 

在充满热烈学术气氛中，与会学者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 

（1）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会学者认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由屈

辱走向自强，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变化；二是中国由封闭走向被迫开放再到主动开放。学者强调，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要建

立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必须具有平等的开放的新思维。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他国不可干预的主权和平等的发言权；必须在相

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处理有关分歧。研讨还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的基本线索、中美《八一七公报》出台及其影响、中苏同盟关系

的决裂，以及中国人对外国认识的变化等问题。  

（2）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相当研究者比较关注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产业投资和

贷款，数量大幅度增加，区域扩展到内地和乡村，农业逐渐成为其开发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既加深了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也加大了中

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相关研究还有中日经济近代化的比较、环中国海经济圈、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及与外国

商会的关系、外国企业对华行销策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  

（3）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如近代国人对亚洲主义的吸收与批判、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近代化与孔教运动、晚清现代

学术门类的初步创立、近代知识分子的代际意识、近代服饰与社会思潮、中国近代民间宗教与拳会、抗战前后日本佛教在中国的活动等。

有关留学生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留法学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期留法学生的经历与见闻及其影

响。  

（4）人物研究。涉及孙中山研究的理论方法、孙中山与日本顾问及其对外宣传，庚子事变时期辜鸿铭对传教士及其活动的批评，张謇与

江苏谘议局，蔡锷与国际公法，李烈钧与日本，章士钊的文化思想，宋子文的美国体验与中国政治，张闻天的民主思想，蒋廷黻的中国近

代史研究，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等。 

此次讨论会，还尝试于会议期间的每天中午安排了三场“午餐学术演讲”。演讲者均由年轻学者担任，演讲题目为提供讨论会论文，分别

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日本顾问》、《战后上海美国电影市场研究》、《改革时代中国人对美态度之演变》。很多学者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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