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古代中外关系史》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22022028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古代中外关系史

History of Ancient Sino-Foreign Relation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有关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专题课程，由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七位老师讲解。内容包

括史前及汉唐西域绿洲农业史、汉唐北方民族与中原关系史、唐代陆海丝绸之路、元代中外关系史、

辽金时期陆海丝绸之路及其与中原关系，以及对欧亚草原的影响，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定界、勘

界问题，以及近代中日“间岛”领土纷争。通过本课程的讲解，使学生了解古代中国与周边民族、

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往关系，了解古代中外关系的制度框架，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

战的交往方式，特别是不同时期陆海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其运营状况。本课程的重点、难点是专业性

较强，学生应事先对相关背景知识有所了解，方可以对教师所讲内容有更好的理解和吸收。

本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制度框架和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

生分析当前国际复杂局势的能力，更好地践行习近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对中华文化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自觉充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睦邻友好的民间使者。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special 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ino-foreign relations, which is instructed by

seven teachers from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 content

includes pre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oasis agricul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prehistoric period

and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 peoples and

the Central China in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Liao and the Jin Dynas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uth

China, the influence on the steppe, the demarcation and survey issues under the suzerain-vassal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the "Jiandao"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modern

times.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neighboring nations and countries, understan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ncient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 way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northern

nomads and Central China,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course are highly professional. Students should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knowledge beforehand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absorb the content taught by the teachers.

*教材

（Textbooks）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余太山《古代内陆欧亚史纲》，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中华书局 2007 年。

李艳玲：《田作畜牧——公元前 2世纪至公元 7世纪前期西域绿洲农业研究》，兰州大

学出版社，2014 年。



黄时鉴：《中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008 年。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中西书局 2018 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

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

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李花子：《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9）。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陶晋生：《宋代外交史》联经出版社 2020 年。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9 年。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中亚文明史》（修订本），中译出版社 2017 年。

夏继果：《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一、李鸣飞参考文献：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7 年。

黄时鉴：《中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008 年。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中西书局 2018 年。

二、李艳玲参考文献：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中华书局 2007 年。

李艳玲：《田作畜牧——公元前 2世纪至公元 7世纪前期西域绿洲农业研究》，兰州大

学出版社，2014 年。

贾应逸：《新疆古代毛织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三、李锦绣参考文献：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 年。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年。

奥雷尔·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巫新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桑原骘藏著，杨鍊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 年。

李庆新：《滨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 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Tim Mackintosh-Smith, Two Arabic
Travel Book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四、李花子参考文献：

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

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 期，1971）。

张存武：《清韩陆防政策及其实施——清季中韩界务纠纷的再解释》（《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 期，1972）

筱田治策：《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 1938）

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

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李花子：《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9）。

五、孙昊参考文献：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陶晋生：《宋代外交史》联经出版社 2020 年。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9 年。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Michal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卢启铉著，紫荆、金荣国译《高丽外交史》，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中亚文明史》（修订本），中译出版社 2017 年。

余太山《古代内陆欧亚史纲》，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Benjamin Z. Kedar and Merry E. Wiesner-Hank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全四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杰里·H·本特利著，《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上海三联书

店 2015 年。

夏继果：《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历史系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历史系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李花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

研方向为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边界史及近代中日“间岛问题”研究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1. 李花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主研方向为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边界史及中日“间岛问题”研究。

2. 李锦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研究员，主研方向为

唐代制度史、唐与西域关系史。

3. 贾衣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副研究员，主研方向

为汉唐北方民族与中原关系史。

4. 聂静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副研究员，主研方向

为中西交通史、佛教东传史。

5. 李鸣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副研究员，主研方向

为元史、陆海丝绸之路史。

6. 李艳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副研究员，主研方向

为汉唐西域史、绿洲农业史。

7. 孙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外关系史室副研究员，主研方向为

辽金史、辽金时其中外关系史。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 了解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基本脉络，了解中国与东北、北方及西北地区的民族政权及国家之间关

系的演变脉络，以及古代中国边疆经略政策及思想，特别对汉唐、辽金及元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开拓、

发展及兴衰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对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宗藩关系，及其双方围绕定

界、勘界的纷争及近代日本利用中朝边界纷争，进行侵略扩张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2. 掌握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基本理论、制度框架，东亚地区特有的朝贡册封关系，及其与近代西方

条约体系的区别。

3. 通过掌握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基本知识，有助于了解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并自觉服务于这一

战略，开拓国际视野，提高对国际问题的洞察力，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核方式（Grading）
平时成绩：占 20%

期末成绩：撰写五千字的论文，占 8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教师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一讲：公元 1 世纪以前的西域绿洲经济

一 西域地理范围

二 西域的自然环境

三 公元前 2 世纪之前的西域绿洲经济

1. 农业、畜牧业

2. 手工业

3. 商业

四 西汉统治经营下的西域绿洲经济

1. 农业

2. 畜牧业

3. 手工业



4. 商业

2、主要内容：在明确研究的西域地理范围及大体了解当地自然地理

环境的基础上，依据考古资料概述史前时期西域绿洲的经济，突显

当地在上古时期即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进一步依据文献

和考古资料，以丝绸之路的视野探讨张骞凿空西域，西汉确立对西

域统治之后，当地绿洲经济的发展。

（授课教师：李艳玲）

第二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二讲 公元 1 至 7 世纪前期的西域绿洲经济

一 公元 1 至 4 世纪末西域政治格局概述

二 公元 1 至 4 世纪末西域绿洲经济

1. 农业

2. 畜牧业

3. 手工业

4. 商业

三 公元 5 世纪至 7 世纪前期西域政治形势概述

四 公元 5 世纪至 7 世纪前期西域绿洲经济

1. 农业

2. 畜牧业

3. 手工业

4. 商业

五 小结

1、主要内容：在了解西汉势力退出西域后，公元 1至 4世纪末受 2

周边势力影响，西域政治出现新格局的基础上，考察当时西域

绿洲经济的发展状况，注重其出现的新特点。然后概述公元 5

世纪至 7 世纪前期周边游牧势力在西域激烈角逐，及东西交通

的拓展深入，进而分析此背景下西域绿洲经济的发展状况。最

后总结在中外关系变化及丝绸之路变迁影响下，公元前 2 世纪

至公元 7 世纪前期以前西域绿洲经济总的发展趋势及阶段性特

征。

（授课教师：李艳玲）

第三周

2 2

1、章节名：第一讲：汉唐北方民族

一、戎、狄分布及其与诸夏关系

二、匈奴的崛起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三、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北魏王朝的建立

四、柔然的兴衰

五、铁勒诸部与突厥的兴起

六、回纥（鹘）与黠戛斯

七、北方游牧经济、社会和文化

2、主要内容：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说明汉

唐时期北方民族的兴衰更替及其对中原乃至欧亚地区历史发展

的影响。通过了解汉唐北方民族游牧经济、社会和文化，加深



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认识。

3、讨论题目：汉唐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授课教师贾衣肯）

第四周
2 2

1、章节名：第二讲：北方民族研究若干问题

一、匈奴与欧洲匈人的关系

二、北方民族研究中的“内亚”视角

2、主要内容：学术界关于匈奴与欧洲匈人关系问题的争议以及对北

方民族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3、讨论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授课教师贾衣肯）

第五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一讲：隋唐时期的西域

1. 主要内容：讲授隋唐时期西域形势，隋唐开拓丝绸之路的原因，

唐代西域经略的阶段性，唐代经略西域的方式，丝绸

之路上的丝绸

2. 讨论题目：汉唐治理西域比较；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

（授课教师：李锦绣）

第六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二讲：隋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1. 主要内容：草原丝绸之路、萨珊银币贸易圈、草原丝绸之路上的

绢马贸易

2. 讨论题目：古代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

（授课教师：李锦绣）

第七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一讲：“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上）

内容提要：

一、“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二、丝绸之路概念体系的缺陷。

讨论题目：“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授课教师：聂静洁）

第八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二讲：“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下）

内容提要：

一、“一带一路”视域下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视角的演进。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内容、新视角、新

方法的拓展。

讨论问题：“一带一路”视域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授课教师：聂静洁）

第九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一讲：辽宋金时期的中国与东亚

1. 主要内容：讲授辽宋金时期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辽宋金与周边

政权和部族的封贡关系，辽宋金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辽宋金与东



亚文化交流

2. 讨论题目：辽宋金的交聘制度对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影响；辽宋金

与周边政权和部族的封贡关系；辽宋金的海上贸易网络

（授课教师：孙昊）

第十周
2 2

章节名称：

第二讲：辽宋金与欧亚内陆地区的历史关系

1. 主要内容 讲授辽宋金时期与西域边疆政权、部族的历史关系，

并介绍这一时期中国多政权并立时代与中亚地区的历史关系，并讨

论 10－13 世纪古代中国对当时欧亚大陆的历史影响

2. 讨论题目 辽宋金并立的历史格局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中的独特地

位；辽宋金时期的陆上丝路网络

（授课教师：孙昊）

第十一周
2 2

章节名称

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理论意识与基本问题（一）

1. 中西交通史；2.国际关系史；3.全球史的理念及实践

讨论题目：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关注点发生了哪些变化

（授课教师：孙昊）

第十二周 2 2

章节名称：蒙古和元朝时期的中外关系史

第一讲：蒙古兀鲁思时期的中外关系史

1.内容提要：蒙古西征-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耶律楚材《西游录》-

《长春真人西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贵由汗书信-鲁布鲁克东行

纪-海屯行记-常德西使记

2.讨论题目：蒙古时期的中西交通道

蒙古时期的中外关系特点

（授课老师：李鸣飞）

第十三周 2 2

章节名称：蒙古和元朝时期的中外关系史

第二讲：元朝前期的中外关系史

1.内容提要：谦谦州益兰州五部风俗-爱薛与孛罗-列班扫马-阿尼哥

-札马鲁丁-马可·波罗行纪-杨庭璧-亦黑迷失-爪哇之战

2.讨论题目：忽必烈时期的中外关系特点

怎么读《马可·波罗行纪》

（授课老师：李鸣飞）

第十四周 2 2

章节名称：蒙古和元朝时期的中外关系史

第三讲：元朝后期的中外关系史

1 主要内容：孟高维诺-马黎诺里-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异境奇

观》-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杨枢-汪大渊《岛夷志略》

2 讨论题目：元朝后期海上交通的发展

元朝后期的中外关系特点

（授课老师：李鸣飞）

第十五周
2 2

章节名：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

第一讲：清代中朝定界、勘界

1. 主要内容：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长白山定界背景、经过及对中朝



两国宗藩关系的影响，光绪十一、十三年中朝两国共同勘界的背景、

经过及对 1907-1909 年中日“间岛问题”谈判的影响。

2. 讨论题目：宗藩关系下中朝两国边界、边界意识如何？

（授课教师：李花子）

第十六周
2 2

章节名：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

第二讲：中日“间岛问题”的谈判

1. 主要内容：日本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踏查，搞清楚“间岛”（今

天吉林省延边的部分地区）领土归属问题，制定谈判策略，中日“间

岛问题”谈判经过，以及 1909 年中日“间岛协约”的内容评价。

2. 讨论题目：“间岛”名称是由谁创制的，后来如何扩展？日本在

其中的作用？

（授课教师：李花子）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