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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建英编著的《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以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当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时
间为脉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英国从1840年到1911年间在中国新疆的活动情况，并对在此过程中衍
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填补了中外关系史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丰富了西
北边疆探察史、舆地学及新疆地方史的研究内容，对近代中英关系的研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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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建英(1963-)，200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新疆史、尤其是新疆与周边关系史研究。
主要著作：出版《民国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1912-1949)》《“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等专著多
部；《中亚佛教艺术》《犍陀罗佛教艺术》《斯基泰时期》和《戈壁沙漠之谜》等译著多部；主编《
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百年新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文章及调研报告70多篇，发表学术译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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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的缘起与特征
二、史料和文献评介
三、研究述评
第一章 英国和中国新疆的早期关系
第一节 1840年以前英国和新疆的关系
一、穆尔克罗夫特在拉达克的活动及其影响
二、英国对新疆的鸦片贸易及新疆的禁烟活动
第二节 贯通印新
一、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初步形成
二、地理考察和商业先驱
第三节 英国对新疆交往政策的确定
一、贸易诱惑与商人鼓吹
二、英国对俄国威胁的思考
三、从劳伦斯到梅奥：对新疆交往政策的确立
第二章 阿古柏入侵新疆和英国与阿古柏的政治、贸易关系
第一节 阿古柏入侵新疆及英俄对其争夺
一、阿古柏入侵新疆
二、英俄争夺阿古柏
第二节 英国和阿古柏的政治关系
一、英国对阿古柏的政策
二、英国与阿古柏政治关系的建立
三、英国与阿古柏政治关系的发展
四、英国与阿古柏政治关系的终结
第三节 英国和阿古柏的贸易关系
一、英属印度和新疆之间的贸易线路
二、英国改善道路、运输和后勤
三、英国和阿古柏贸易的商品及利润分析
四、英国和阿古柏贸易的大幅增长
第三章 新疆建省前后英国和中国新疆的关系
第一节 英国和中俄伊犁交涉
第二节 伊利亚斯新疆之行
一、伊利亚斯首次新疆之行
二、伊利亚斯第二次新疆之行
一三、伊利亚斯第三次新疆之行
第三节 英国对新疆的政策
第四章 英国势力在中国新疆的确立
第一节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建立
一、英俄在中亚角逐的白热化
二、英国强行揳入喀什噶尔
三、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建立
四、英国对新疆政策的分析
第二节 新疆英奴问题及其解决
一、新疆英奴的来源
二、新疆英奴问题的解决
第三节 英国在新疆获得阿克萨卡尔的任命权和治外法权
一、阿克萨卡尔及其任命权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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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外法权的获得
第四节 英国侨民及其管理
一、英国侨民的构成与分布
二、英国侨民的来源
三、英国侨民的管理
第五章 19世纪90年代后英国与中国新疆的贸易关系
第一节 19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英新贸易概况
第二节 英国加强对新疆贸易的措施
一、开通商路与整顿交通
二、整治高利贷
第三节 英国对新疆贸易免税特权的获得
第四节 英国对新疆贸易及商品统计分析
第六章 英国对中国新疆的探察
第一节 19世纪80年代的探察
一、凯里的探察活动
二、鲍尔文书
三、其他探察者
第二节 19世纪90年代后的探察
第三节 斯坦因的新疆考古探察
一、斯坦因的早期活动
二、斯坦因首次新疆考古探察(1900．5—1901．4)
三、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探察(1906．4—1908．11)
第四节 关于英国对新疆探察的评价
第七章 英国和中国西北的边界
第一节 英国与帕米尔
一、英俄在中亚的角逐和早期有关帕米尔的协议
二、帕米尔交涉及清政府的对策
三、英国伙同沙俄私分帕米尔的原因
四、英国侵占坎巨提及其影响
五、关于瓦罕走廊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英国与阿克赛钦
一、关于所谓的“1842年边界条约”
二、1846—1847年英国边界委员会的勘界
三、约翰逊的勘察及其所绘之线
四、李源□对喀喇昆山的勘测及中国的勘界主张
五、所谓的阿尔达线
六、所谓的马继业——窦讷乐线
结语
附录一 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史上有关的条约、协议
附录二 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附录三 英属印度总督(1840—1911年)
附录四 1863年至1932年英属印度和中国新疆贸易统计表
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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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观吗，当然还是老一套的民族主义。但是有些细节还是比较有趣的。清朝想在帕米尔玩以夷制
夷，结果玩脱了。
2、非常好的选题，分类叙述，让人一目了然。做新疆对外关系，关键要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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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19世纪初，英国逐渐在印度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北印度有了足够的地盘之后。英国人逐渐的对更北
边的中亚内陆有了兴趣，其中就有新疆。当时英国人还不能直接进入新疆，只是在新疆附近有一些探
查。同时，英国人也逐渐注意到俄国人开始在中亚扩张。英国人也知道俄国人历来扩张主义的热情，
所以担心英属印度的安全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40，50年代，开始有一些英国人真正的进入
新疆地区考察和收集情报。英国人当然想在新疆设置一些官方机构，并开展贸易。可是进行的并不顺
利。倒是英国当时的特殊商品，鸦片，大举的杀入了新疆。到了19世纪60年代，新疆出现了严重的混
乱局面， 在混乱中，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崛起。阿古柏政权为了争取支持，四处外交活动，拉拢盟友。
阿古柏出身浩罕，对俄国人的活动了解不少。所以相对来说，他对于争取英国支持更热心一些。而英
国也希望在新疆出现一个英俄之间的缓冲国。所以也决定支持阿古柏。给了一些武器，阿古柏也向英
国开放了一些贸易。中文历史著作里，尤其是早期，似乎都喜欢强调英国人这么做是为了分裂中国，
但在我看来，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未见得对于分裂一个老大帝国有啥兴趣，更主要的是针对俄国人
。因为如果阿古柏倒向俄国人，势必对英属印度构成压力。不过阿古柏没有蹦跶几年，就被我们的左
公给剿灭了。英国人在新疆的工作又要从头做起。他们曾经派出了一个叫伊利亚斯的官员三次到新疆
，寻求在新疆建立外交机构。但是大清的外交风格，大家似乎都很清楚。基本上伊利亚斯就没啥大的
成绩。而同时，俄国人却凭借跟清朝签订了条约，在新疆建立了外交机构，贸易开展的如火如荼。无
奈之下，英印官员在1890年只好派出了一位职员，以非正式的身份进入新疆。寻求在当地站住脚。这
位职员名叫马继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个传奇人物。也许看多了一点之后，我会写文章来谈谈
这个人。现在先略说一点。从生世上来说，他出身于大名鼎鼎的马嘎尔尼家族（当然不是那位的直系
亲属），他父亲早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救了一位太平天国王爷的女儿，并娶了她。马继业是他们的儿
子。但正因为这种混血关系，马继业在英属印度的官僚层级里一直升不上去。而当官方需要人去新疆
时，他便欣然领命了。应该说，他的工作是有相当难度，他在新疆并不是正是的如领事一类的外交职
务，职权有限，而交涉事务的对象，往往又是厌恶外事的满清官员。而讨厌英国人在当地出现的俄国
外交官员也时时掣肘。但是应该说，他的工作完成的非常成功，在这样的不利局势下，他成功的在新
疆站稳了脚跟。并妥善处理新疆的英奴问题(主要是印度人），扩展了英国在新疆的贸易，并最终在新
疆设立了领事馆。这一切，没有良好的能力和高超的人际周旋能力，以及良好的判断力是不太容易成
功的。毕竟他手边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也许，他的事迹侧面说明了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展时期的一个
代表，正是有一批如马继业这样的人存在，大英帝国才能维持其在全球的霸业。在晚清最后的二三十
年里，另一个英国和新疆关系的闪光点是探险家和学者们对于新疆和中国西部的考察。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斯坦因。他到新疆发现的大批的古城遗址和诸如莫高窟一类的古文化遗址。相信很多
人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说了。不过英国人慢慢发现，新疆这个地方似乎远不如早先设想的富饶，跟新
疆的贸易路线也比较崎岖，谈不上特别的商业贸易。所以对其商业上的兴趣慢慢削减了。在我看来，
英国人对新疆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到了地缘政治方面。另外一个值得多说的是帕米尔划界的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清政府又吃了大亏。它又试图玩那种以夷制夷的花招，然后对于当地局势缺乏清晰的认识
，也没有现代技术支持下的地理知识准备。结果又多了一笔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所谓国耻。这个详细
的另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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