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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旧秩序》

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以往北洋外交史研究侧重于政府外交层面，忽略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社会精英等非政府因
素之情况，在关注北洋政府对外交事务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将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
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重点探讨从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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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旧秩序》

作者简介

马建标，1979年生，安徽省利辛县人。2008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2010年回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担任讲师。代表论文：《谣言与外交：
华盛顿会议前“鲁案直接交涉”初探》（《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民族主义旗号下的多方政争
：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
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等。出版译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
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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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旧秩序》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第二章 中国对欧战的反应
第三章 民族主义的新力量
第四章 民族精英对主权的关注
第五章 民族运动的两面性
第六章 国际共管阴影下的挤兑风潮
第七章 走向世界的新国民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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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旧秩序》

编辑推荐

《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
系》编著者马建标。    1912年到1922年，是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走向崩溃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在政治
、外交、社会、思想等领域发生巨大裂变的十年。1919年五四运动、1920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
、1921年国民外交运动都是中国人勇于对帝国主义外交说“不”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运
动有两个趋向：一是促使国内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化：二是把帝国主义外交的“罪恶”与残暴的军阀
统治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旧秩序”整体一并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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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旧秩序》

精彩短评

1、为了活动不被⋯我是不是应该给个5星（雾）
2、标哥最近开始转内政了
3、很不错，虽然作者的功力还处于上升期。
4、翻阅了一遍，主要内容都有论文发表，早看过。书内作者照真心民国装逼范⋯⋯参考文献和注释
实在有不少问题，看不出来是哪家的标准⋯⋯而且第一页注释就有装逼导致的瑕疵。汪朝光的序言还
可以。作者本意挺好，实践实在⋯⋯不是黑，吐槽而已
5、仍旧是博士论文，博士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6、本文为认识20世纪初荆棘丛生的中国政坛开辟了一条道路，从民众运动的角度，详尽剖析了北洋政
府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背景。探讨了中国在1912年至1922年间如何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
主权的艰难历程，探寻中国其后参与创建远东国际新秩序的历史根源。非常值得一读！
7、1、外交事務→輿論→內政 三者的互動，寫得有聲有色，背後貫穿著對民族主義的思考2、汪朝光
的序言很好，對本書內容的提煉和含蓄的批評都很到位3、書中提及“理論”和西方“名人名言”的
時候，總是十分笨拙4、個別名詞實在需要詳細的解釋一番，比如作者一再提及的外交事務的“政治
化”，在俺看來，說了等于沒說
8、近代史的书读起来就是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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