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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中國》

内容概要

在「中國崛起」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今天，一個日益受到關注的問題是：在同西方發生碰撞以後，中
國近代以來經過的國家和社會轉型，無論是以革命的、還是以改革的、或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究竟
給中國的觀念、行為乃至存在帶來了甚麼樣的變化。簡言之，今天的中國從何而來，如何而來？
為了回答這個宏大的問題，劉曉原教授通過梳理西藏、新疆、蒙古等中國邊疆和民族問題的典型個案
，重現了中國近現代疆域和民族構成形成的歷史過程。本書從中國近現代領土屬性轉型的大視角，來
觀察、認識中國近代以來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的發展脈絡，力圖還原特殊情境下國內政黨鬥爭、民族
關係、外交折衝，以及社會變動等極其豐富的歷史細節。作者指出，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開始的不僅
是向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衰變，更有在國家體制、國家疆域、國家觀念、族群關係各個方
面，從一個傳統東方帝國向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積極發展。這場始於晚清的中國領土屬性的近代轉
型，一直延續至今，並對中國現代化的各個層面發揮著千絲萬縷的影響。

劉曉原教授是目前國際上研究中國邊疆歷史問題並同時用中英文寫作的最優秀的學者。本書囊括西藏
、新疆、蒙古、遼東半島等主要邊疆區域；從時間跨度看，從辛亥革命到毛澤東時代，對所涉問題的
歷史脈絡有深度梳理；從書的結構講，既有提綱挈領的總論性文章，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從作者功
力看，可謂「古今中西」兼能，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中文古代文獻及現代檔案，也對西方理論框架和
學術源流駕輕就熟。以上種種，都使本書對民族邊疆的研究具獨到見解，可以說是一部從民族邊疆史
角度探討中國近現代轉型的厚積薄發之作。──徐國琦，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何為「中國」？邊疆問題在中國由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性轉變中何以如此重要、又何
以如此令人困惑？如何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學理乃至現實政治範疇的各種挑戰？作為國際學術界在冷戰
及中國邊疆史研究領域的一位最為傑出的學者，劉曉原在本書中奉獻給中文讀者的，是他近二十年間
研究成果的精華部分。他以貫通中西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視野為出發點，以極為紮實的史料甄別及發掘
為基礎，提出了一系列極富原創性的看法，頗引人深思。──陳兼，康奈爾大學胡適講座教授、上海
紐約大學全球體系傑出歷史學教授
劉曉原教授以精研中國邊疆問題而聞名於國際學界，其近年來的研究重心，為近代中國領土屬性轉型
，探究近代中國如何從「邊疆國家」走向「整合國家」，而本書可說是劉教授對此命題的一個重要成
果。本著作具有寬廣的視野與歷史的縱深，以堅實的文獻史料為基礎，同時兼具西方學術理論框架與
新觀點的建構。本書各章節所提出的諸多精闢論點，在極大程度上提升了吾人理解中國邊疆與少數民
族問題的視野。任何關心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邊疆與民族政治發展之士，都能從這部上等佳作中，
得到許多新的啟發。──林孝庭，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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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中國》

精彩短评

1、对清末到50年代民族与边疆演进的精彩历史分析
2、外行看热闹，大致围绕国际强权、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三种力量之间的角力展开。关键词有地
缘形体、领土属性、族群主权。论述中颇有重复（其实是论文集），常见到海棠叶和雄鸡说。写拉萨
事变一章有趣，可见到毛的外交策略是国内阶级斗争策略的逻辑延伸，于是闹出种种笑话。单看最后
一章总结亦可。
3、好书
4、写的真是好。文辞典雅，思路流畅，很久没看过这么不拖泥带水的作品了。
5、作者思路清晰 行文通顺  不错 
6、看了四五天，新年的第三本书。作者从古代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华民族的认同与解构，
二战后雅尔塔格局与中国民族冲突的角度来向读者阐释的“边疆”的概念与变迁，对理解与认识西北
西南民族冲突有一定的学习的意义，何况是我这样的门外汉，受到了不少启发。
7、讲的很清晰明白，不过奇怪为什么第二章讲中华民国对边疆领土的继承的历史来源没有讲到青帝
逊位诏书
8、非常具有启发性，解释了羁縻关系是怎么被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影响的。
9、引言就非常精彩。不一味否定传统，也不随意附庸时髦。深思之余不缺谨慎，而文笔、眼界和史
识在当代华裔史家中可谓翘楚！
10、对于边疆思维的变化有个很好的梳理
11、去边疆化，同质化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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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中國》

精彩书评

1、﹣讀完了還是確認自己念政治學時的‘興趣’點不在‘國際政治，雖然知道國際政治、地緣政治
的重要性，但讀來就是欠了點親切感。﹣不過這書其實不是那種地緣政治書，而是談歴史。談中國從
帝國往民族國家轉型中（還在過程中）的邊疆地區的歴史。插一句話，作者把港澳台的特殊情況視為
中國還沒完成民族國家轉型的的證明，但也看過一些作者如白永瑞或柄谷行人等，則視這種’核心現
場‘或帝國的遺留視為突破現有民族國家框架的可能。﹣書中收入的編章中，早一兩篇談的是清末開
始的思想演變，之後則是分析美國在民國到五六十年代的政策的為主，也有一兩篇談及蘇聯。從這意
義下，作者比較多是從國際政治格局、特別戰後的冷戰框架（及其不足處）來觀察中國在邊疆問題的
狀態。相對而言，日本、英國的影響談得較少；也可能是邊疆地區始終和地緣政治關係密切，那美蘇
在當時也確實是重要的勢力。﹣作者描述從清帝國的近代轉型為，外藩的失去以及內藩的內政化，導
致在過去本來是以朝貢體系差序結構所構築起的’世界觀‘（並在此下容許的鬆散、模糊的疆域）不
再有效，而中國（不管是清朝還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須要把邊疆內政化，變成體現主權，
壁壘分明的邊界。這樣的‘挑戰’，埋下了日後種種困難的前因，也是今天以繼承清朝國統／疆域的
中國仍要處理的問題。﹣書本也分析了共產黨在野（尤其是早期）到後來執政（或知道差不多要執政
）時，因著要繼承‘中華民族／復興中華’的論述，在邊疆政策上的轉變。也因為與蘇聯的關係，關
於外蒙獨立的妥協。﹣書本最後一章提及蒙古族在清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重要性，包括其作為民
族政策的試驗基地，以及最先‘內政化’的狀態，文革時的鬥爭特別殘酷等。加上書中略略提及日本
帝國擴張期間曾對蒙古一帶有實質影響（並導致外蒙獨立？），讓我有意想找相關的書籍來了解。﹣
關於西藏的歴史也是要好好讀的。這本書比較多是談49年後10年左右的時期，因為那時期正好是體現
了中國要‘實施主權’並在過程中的探索。記得港大有一本不錯的，日後要找來讀讀。﹣一國多制的
思路，本來在帝國中是有的；在集權的民族國家框架下，卻不易出現。如果現代國家的框架下，則看
來暫時只有邦聯、聯邦的制度有可能緩解這種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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