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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带进中国》

内容概要

《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地方百姓的生活经验、华南地区的社会转型、教育
机会与个人升迁、近代报业与政治舆论、香山人的商业网络与居住形态等几个方面，探讨16-20世纪初
数百年间，在全球海洋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对周边地区以至中国整体发挥的示范作用与
辐射效应，并尝试从澳门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中国19、20世纪之交发生的巨变，提出长时段和结构性
的解释。
程美宝等编写的《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16～20世
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从外部世界把那些新事物新思潮带进中国，
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中国历史。
在中西接触的过程中,澳门发挥着向周边地区示范与辐射的作用,中国最早就是通过澳门而接触西方的.
本课题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平民百姓如船民、仆工等,如何通过掌握一些外国语言和技术,而无声地
改变了物质文化.第二部分讨论澳门的一些教会学校,如何让周边华人接受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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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带进中国》

作者简介

作者包括：程美宝 / 何文平 / 胡雪莲 / 黄健敏 / 赵立彬
程美宝，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
大学博雅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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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带进中国》

书籍目录

导　言　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
第一章　当澳门碰上世界
带领洋船的引水人
自成天地的水上人
蹩脚亦能通的通事
融合中西的艺匠
见多识广的“沙文”
小结
第二章　澳门西洋火器与近代中国社会秩序
明末清初由澳门传入的西洋火器
清末民初澳门军火在华南的扩散
清廷应付澳门军火走私的对策
华南地方军事化与辛亥革命
民国初年广东的地方权势
小结
第三章　从澳门走向世界
澳门对邻近地区华人的引力
宗教传播与教会学校
域外求学与新知识人才
女子教育与女性政治参与
维新思想与共和革命
小结
第四章　澳门与香山人的世界
总理之家的澳门元素
乡村里的“西装屋”
走出澳门的香山买办
冠盖云集的沪上寄庐
光宗耀祖的香山故宅
隐退静养的澳门别墅
经销环球商品的“四大百货”
小结
第五章　澳门与中国近代报业
居澳葡人的政论报刊
联结中西的英文报章
旅澳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
华洋合璧的本埠报刊
辐射全球华人的《知新报》
澳门华商与政治喉舌
小结
结　论　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
后　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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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带进中国》

编辑推荐

程美宝等编写的《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16～20世
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从外部世界把那些新事物新思潮带进中国，
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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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带进中国》

精彩短评

1、真正着墨澳门的太少，借题发挥的太多
2、熟悉的治学套路与对象，现在读来十分亲切
3、“从大陆的角度看，她是边缘，但在海洋世界中，她与其他许多港口城市并驾齐驱，是全球海洋
贸易时期物资与人员流通的众多节点之一。”作者并没有从时间出发而是从各个人群的角度来看澳门
，来看中国与世界。
4、历史分期往往是历史议题筛选的结果，是史观的表达。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一定要以某年某事为
重要的分水岭。本书以引水人、通事等传统中国的“边缘群体”说开，渐及乡村士绅等“中间群体”
和知识分子、革命家。澳门人通过人员的地域流动、社会流动，实现了西方思想的输入传播和在更高
阶层的影响。可以说，早期的澳门人大部分是胼手砥足的普罗大众，澳门的历史，正是他们的奋斗史
。只有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地和从中孕育的人群。颇为有趣的是，作者通过分析中山
南北风格迥异的建筑，探索西潮在中国乡村的传播。建筑是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历史记忆的重要表
现形式，是地方精英表达认同的形式之一。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帝国渊源，中山北部建筑上表现更
为传统；中山南部由于受澳门影响较大以及帝国触角尚浅，则呈现较多中西结合的西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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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带进中国》

章节试读

1、《把世界带进中国》的笔记-第49页

        1851年，两名法国商人和一名澳门商人用葡萄牙轮船运送250名华工由澳门前往秘鲁利马的卡亚俄
，据说是鸦片战争后澳门大规模向外贩运华工之始。从此，澳门去到厦门成为中国劳工向外输出的中
心。为什么澳门及邻近地区的低下阶层的华人，会具备这种冒险精神和渠道出洋谋生？这就不是鸦片
战争后的历史事实可以解释，而要回溯到自16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跟外部世界接触的一段漫长的历史。

2、《把世界带进中国》的笔记-6导言

        18世纪，也就是乾嘉年间，靠中西贸易发家的澳门华人逐渐冒起，他们按照传统中国的渠道取得
更高的社会身份—参加科举，卖官鬻爵，兴修庙宇祠堂，周旋于中国和葡国统治者之间。

3、《把世界带进中国》的笔记-第257页

        较诸19世纪中叶才开埠的上海和香港，澳门与广州并肩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早了至少300年，能
够为许多晚近的事件或现象，提供长时段的解释。

按：从澳门底层华人出发即是从澳门出发？

p258
从本书的各章可见，我们从所谓的“边缘群体”说开去，谈到“中间阶层”，再论及知识分子和革命
领袖；我们描述了许多生活细节，但也论及革命和战争，更谈到西学东渐和物质与思想的现代化。我
们还是要问，革命史范式下的历史主题，即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生许多重大变革，为何不少是
由华南地区开始？现代化范式下被视为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上海和香港，其早期的华人精英为何很多出
生在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后现代范式下闪烁着的历史魅影，为何很多都离不开由澳门辐射出来的光束
？我们并不满足于用诸如“文明冲突”“文化融合”“社会性质”“社会进步”等套话去说明历史现
象。本书有限的研究，多少体现了从澳门独特的历史出发，能帮助我们重现漫长的历史过程，理解社
会各阶层的经历，体会地方社会所受的影星，对日后发生的战争、变革和革命提出更具历史感的、长
时段的、结构性的解释。明白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些时间或现象是横空出世，是突然“爆
发”，或是由少数先锋领导所致。
就研究方法来说，用“辐射”这个意象，有助于我们把发生在澳门的现象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联系
起来，解释了许多不可能为何终究成为可能。我们不会简单地将所有功劳归给澳门，因此我们采用“
从澳门出发”这个说法，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习惯的历史分期和议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近代”史。

4、《把世界带进中国》的笔记-8当澳门碰上世界

                        

Page 7



《把世界带进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