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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

[美国 ] 柯伟林
(哈佛大学 历史系 , 康桥 MA02138)

□朱 　适 , 陈红民 译

[摘 　要 ] 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 ,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史学界主流

所认可。事实上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 ,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自 1912 年中

华民国建立后 ,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 ,正如中国在

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 ,简直无法正确地理

解现代中国史。要研究那个时代中国国际化的历史 ,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 ,而是应该以同

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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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iz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William C. Kirby

( H istory De p artment of H arv ard U ni versi t y , Cambri d ge M A 02138 , U . S . A . )

Abstract :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odern China has been rather unfashionable in West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for much of t 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fact , in t he creation of t he modern

state , China has been it s incorporation into global systems. Since t 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 ublican China in 1912 , China has been shaped in of ten decisive ways by it s interactions wit h

t he wider world2just as China has helped to shape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s simply incomprehensible wit hout a st rongl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f we are

to study this era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history , we cannot separate t he internal f rom the

external ; rat her , we should aim to examine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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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对于中德关系的理解随着大量原始档案的开放而大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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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学者们从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馆 (尤其是前苏联 ,特别

是前民主德国档案馆)中发掘出许多新的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以拙著

《德国与中华民国》( Germ any an d Rep ubl ican Chi na) 为开端 ,目前关于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已经有

三十多本中文或德文的论著出版。

围绕民国时期中德关系这一主题发掘的大量新原始档案 ,产生了新的治史方法与成果 ,有助于

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德双边关系。但如果我们开阔眼界与思路 ,就会发现中德关系背后有着一

个更重要的、更为宏大的问题 ,即中国现代的国际化问题。《德国与中华民国》最初拟订的书名是

《外国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思路就是要以中德关系为例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外国因素 ,而不限于

弄清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笔者认为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 ,清朝和中华民国

(包括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向其他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经验的优势。因为现代化起步

较晚 ,当时中国的领导者面临着非常多的可供选择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时

以“主义”的形式出现 ,“主义”是指公认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或哲学概念。但这些主义 (包

括共和主义、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列宁主义等)当中 ,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脱离于其各自不同的国

家渊源。概念不是光有纯粹抽象的包装 ,而是同时包含于个体和国家的经验中。笔者认为 ,在国民

党的南京十年统治时期 ,虽然德国的影响很大 ,但对于当时中国而言 ,没有一个单独而孤立的“德国

模式”( German model) ,而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重要模式 ,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

态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并且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这些模式受到从被称为“民族布尔什维

克”的冒险家马克斯 ·鲍尔 (Max Bauer) 到其雇佣者 ———信奉墨守成规儒家学说的军阀蒋介石等

不同的人物和从中国研究学社到同济大学 ,再到国民党自身等机构这两方面的制约。

在《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里 ,包含着笔者一直试图明确表达清楚的观点 ,即现代中国一个本

质的 ,也许是最为本质的特征 ,就是它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

来考察 ,我们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1928 年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是一个中国现代化

政党 ,但是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 ,它又是极为国际化的 ,更不必说它的军备武器 (那些武器

早期基本上从国外进口) 。同样 ,国民党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 ,又是一个国际

化的革命党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 ,其言行也受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

笔者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到 20 世纪为止 ,国际的或全球的 ,又或者国外的事情和“中国”的事

情之间的界限 ,在很多领域已经不可能简单清晰地划分了。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际化历史 ,我

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 ,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这并非意味着那个时代国际化的影响是施加给中国的。笔者目前致力于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

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那段历史说明 ,国际共产主义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张

性 ,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者们自主制定出来的 ,而这些领导人的革命

生涯既是国际性的 ,又是民族性的。在中国国内 ,就这些政治活动、经济组织、法律和监狱系统或者

其他而言 ,我们都不该用“施加”这个词 ,而该用国际文化通称的“内卷化”(internalization) 。并且 ,

我们至少必须假定中国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国际影响这两者应该具有相等的作用力。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独特理解 ,充分说明了这种论点的正确性。

必须坦率地指出 ,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 ,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

史学界的主流所认可 ,尽管目前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笔者对中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 ,是有意

识地遵循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教授的多国、多档案的国际史研究传统来进行的 ,并试图从

多种角度和多个正式或非正式参与者的观点来理解国际关系。在费正清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 ,现

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处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那时 ,费正清的老师蒋廷黻

已经制定了现代国际史的撰写标准。然而 ,关于中国现代国际史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衰

71第 1 期 　　　　　[美国 ]柯伟林 :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落 ,当时中国和一些西方学者均批判费正清等学者所持的是一种从外部来看待中国的“帝国主义”

观点 ,它不能解释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内部动力机制 ,这种动力机制据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真正动

因。后来 ,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之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观在学术研究的发展上 ,尤其是在社会

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 ,过分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不仅阻碍了更加深刻地

理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化进程 ,还妨碍着我们领会这样一个事实 ,即被称之为“中国”的

这个地方既是一个伟大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 ,同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个崭新的国家 ,而且从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 ,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它的发展面貌 ,正如

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关于中国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获得了复苏 ,毫无疑问 ,这部分地要归功于中国在世界上持续迅

速提高的地位 ,以及更加迅速的国际化步伐 ,还有中国及海外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最近由中国北

京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的关于中国国际化的跨国研究课题就是一个例子。

当从事这个课题时 ,我们寻求在中国国际化的研究中设定两个新的议题 :第一个是上文所提到

的国际文化通称的“内卷化”。我们要问 ,如何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某些领域持久的生命力 ?

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起重要作用的列宁主义。当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

经济的时候 ,又能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中学到什么 ? 中国资本主义早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

就已在与外国的联系过程中成熟了 ,而后又在中国东南沿海外围地区繁荣壮大。中国 20 世纪的三

次法律改革浪潮在何种程度上“内卷化”了国际上的法律标准 ?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对于中国及

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目前及将来的影响是什么 ? 中国的自然环境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 ? 中国在

一个农业、工业和工程大规模国际合作的世纪中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的 ? 第二个宽广的目标 ,也是

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相对主要的目标 ,就是如何在世界和地区的背景下看待中国。在该背景下 ,中国

的国际成员资格已经重新定义了全球社会及其惯例。除去众多的非政府国际组织 (中国一些个人

也拥有这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外 ,中国作为共产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国联和联合国等众多组织的

主要参与者 ,其影响是什么 ? 笔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很显著的。尤其是民国时期 ,在中国国内知识界

主流看起来颇为显眼的文化国际主义 ,对于中外伙伴关系以及中外敌对状态性质的定义也起到了

促进作用。我们还需要解释 ,尽管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关于中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的历史论

述 ,但 20 世纪中国真正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的时期 ,实际上仅仅是从大约 1962 至 1970 年的几年

时间 ,而且这种孤立状态的例外情形正好可以证明中国国际化这一规律。

在看待中国现代历史的国际化维度时 ,笔者更愿意使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而非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原因很简单 ,因为国家和政府对于 20 世纪中外关系无论是从

私人还是公众的角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关系是在国家之间且跨越公认 (尽管有时存在争

议)国界的不可避免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且国家和政府对非政府个体参与者的许多活动还进行

调停斡旋 (以及监督) 。“全球化”这一概念的预设是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不断趋同 ,

它没有考虑如下事实 ,即文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及交通、通讯和贸易方面的革命所产生的变化

迅速 ,后者的变化促使人们相互联系 ,又往往使彼此间发生冲突。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描述中。笔者对这段历史着迷 ,是因

为这段国际关系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而且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 ,它还涉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诸多方面 ,比如合资企业、经济和

教育 ,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国界传播等。有时政府及领袖们对于这种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

种作用开始时至关重要 ,但到最后却是悲剧性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 :并不是什么非人力的因素 ,

而是人类自身往往由于不完整的信息、太多的目标 ,并且时常戴着无法改变的意识形态的眼罩 ,影

响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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