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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外交战略的起源 
 
牛 军 
 
毛泽东自从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认识国际

事务的出发点，是力图正确评价中国革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

革命的影响、以及有关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和态度，并据此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本文作为研

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部分，试图沿着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毛泽东认识国际事务的主要特点。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1844—1941） 
 
石 楠 
 
鸦片是英国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利器，平衡早期英中贸易的砝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继续

扩大鸦片贸易，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

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成为香港一大公害。 
港英当局实行鸦片专卖，历经招商承办（1844—1913）和政府自营（1914—1941）两个阶段。

本书着重探讨第一阶段的有关问题。 
 
 
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几个问题 
 
茅海建 
 
广州反入城斗争，又称“广州入城问题”，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肇因于

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为结局，历时达15年之久。

由于其中有广州各阶层民众不顾清政府官员的压制，坚决反对外国人入城的种种表现，显示了他

们对侵略者的不妥协的态度，因而此一事件素来为研究者所注重，且有许多论文进行分析研究；

一般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对此亦均无遗漏，皆有论述。问题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然而，笔者

以为，对于这一事件，似乎仍有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必要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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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大阪商船公司开设长江航路始末 
 
〔日〕松浦章 
 
一、绪  言 
清末欧美列强在中国获得的特权之一，是利用长江流域扩大其通商范围。咸丰八年（1858年）

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10款中就明确地含有这方面的内容。据《筹办夷务始末》第28卷咸

丰八年五月丁酉（23日）条记载：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见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

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

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 
 
宝成关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思想理论指导是其重要原因。而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理论，又是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

下产生形成的。因此对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作一考察研究，必将有助于从思想理

论方面进一步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一 
西方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并不自辛亥始。早在19世纪60年代，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

及其著作要旨，即已被陆续介绍进来。 
 
 
民初广东军政府建立的共和制度及其失败 
 
周兴樑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广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们组织了地方民主共和政权──中华民国广东

军政府。广东军政府在民国初年政治风云变幻和新旧势力急剧争斗的政坛上，奋斗了近21个月时

间，为在广东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新秩序，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从一

个省的范围展示辛亥革命运动从胜利到失败的历史过程，在近代广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写

下了闪烁着民主共和光芒的一章。 
 
 
评所谓的《1914年英藏通商章程》 
 
董志勇 
 
一、非法条约出矩笼的经过及其性质 
众所周知，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后不久的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帝国主义者曾利用当时

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逼迫已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的袁世凯派代表参加了由英国政府一手策

划的一次讨论有关西藏的国际地位的会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在会议期间，英帝国

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企图否定中国在西藏地区的主权，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的阴谋活

动。最后，由于英帝国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侵略野心太大，英国所提出的一系列侵略要求，连反

动的袁世凯政府也不敢答应。 
 
 
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 
 
马雪萍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各种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潮的兴起，中西方一些历史学

家积极倡导一种能为现实服务的新史学。中西方的新史学一方面因袭着不同的文化遗产，有着各

自不同的革新对象；另一方面，相同的时代场景和科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又使中西方的新史学面

临着大致相同的历史批判和史学批判的课题，担负着共同的重新构建的任务。本文试图通过比较

分析，揭示本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勃兴、发展趋势及其相互影响。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 
 
程道德 
 
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

英《南京条约》第10款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开创了外国干预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恶例。1844年中美《望厦条

约》的签订，进一步明确地确立了协定关税原则。根据该约第2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

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由此，中国完全失去关税自主权。 
 
 
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 
 
李国强 
 
南沙群岛是中国南部海疆的第一道防线，其星罗棋布的岛礁沙滩洲、富饶丰裕的海底资源和控扼

咽喉要道的地理位置，在我国国防和海洋经济建设中，有着尤为重要的地位，日益为人们所关

注。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立场有充分确凿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本文将重点考察民国政府

时期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的历史过程，力图对重点事件进行一些论述，以期对南沙群岛乃至

整个南海主权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汉斯·克兰与抗战前的中德关系 
 
吴景平 
 
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中，有一个神秘而重要的角色──汉斯·兰克（Hans  Klein亦译克莱

因）。 
克兰在德国政界、军界都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原来只是一个军火推销商。但是，在德国军方的支

持下，克兰从1933年起多次来到中国，直接参预中德易货贸易的谈判，促成了德国军火同中国

战略原料的大规模交换。与此相应，克兰乃至德国政府便卷入了当时南京政府与广东地方当局的

纠葛之中，对华关系也进一步受到了中日矛盾的制约。因此，研究克兰直接参预的中德易货贸易

交涉，对于深入研究抗战前中德之间十分密切而不无龃龉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 真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近些年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仅就其中

的若干“热点”或“冷门”问题谈一点研究体会，请学术界同人指正。 
一、中共是否得到苏联的支持 
一般认为，抗战时期苏联只支持国民党政府，而没有支持中共。这种看法不尽符合历史实际。客

观地说，苏联对中共给予了支持，但只是一种有限的支持。所谓有限，就是说这种支持被限制在

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在支持程度上亦有一定限制。 
 
 
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向季云飞先生请教 
 
侯宜杰 
 
近年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季云飞先生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一文（见《学术月

刊》1989年第4期）除了对拙著《袁世凯一生》中的某些说法，如玩弄阴谋权术，不能堂堂正正

让清帝退位等等进行了批评外，同时阐述了对袁世凯的“再认识、再评价”，提出：“对于袁世

凯置身辛亥革命所起的客观积极作用，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关于批评拙

著中的某些具体说法，是非自有公论，我不想多作申辩。这里仅就季先生提出的主要观点，略抒

浅见，向季先生请教。 
 
 
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突破性尝试 
──《戊戌思潮纵横论》评价 
 
钟卓安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廷嘉同志的专著《戊戌思潮纵横论》（以下简称《纵横

论》），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过去这一研究领域的框架，颇有新意，特写此读后感，以与作者和

读者共勉。 
一、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研究者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作用和影响，要远

远超过政治、经济方面，因此纷纷主张把研究重心从过去的政治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这一史

学界的共识，在《纵横论》中首先获得比较完整和圆满的体现。 
 
 
介绍《黄克强先生之继母易太夫人行述》 
 
周 澍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黄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是对其家世的研究不仅还是一个薄弱

环节，而且众说纷纭，对其继母易夫人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新近从长沙县黄兴镇发现了一份《黄克强先生之继母易太夫人行述》。《行述》为“与克强先生

共同革命凡念年，又与一欧友善”的曾继梧应黄一欧之请所撰，对了解易夫人及黄兴早年生活颇

有史料价值，从一个侧面弥补了研究黄兴家世的不足。兹将其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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