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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6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问，清政府被迫与英、美，

饿、德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允许外国势力进入长

江中游地区的条款．1861年3月，英国率先辟汉口为通商口

岸，在汉口设立租界，自此，湖北开始了近代外事交往． ．

继汉口后．宜昌、沙市又分别于1877和1896年开埠．西方

’资本主义涉足湖北后，在这里辟租界，设领馆，盖工厂，办洋

行、开银行，左右政局。控制经济命脉．列强凭借。领事裁判

淑’，恣意践踏中国主权，致使湖北流血惨案不断，华洋交涉迭

起．． ． ．

因经济凋敝，灾害频仍，湖北境内有民众相继赴俄国、欧洲

和东南亚诸国谋求生路．这些最早形成的湖北华侨在国外颠沛流

离，艰难创业，不时遭受所在国当局的迫害和驱赶．

湖北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反抗和斗

争．湖北地方当局亦就诸多中国主权受到侵害的事件与外国在鄂

·势力进行过交涉，但除有限的结果外，往往不了了之或以失败告

-终．可以说，从晚清至民国的近百年内，湖北的外交历程充分体

．现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状况．湖北省各级政府和各级外事部门，遵循我国外交

，政策，本着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发展与一切国家友好合作关系

的原则，广泛地进行了外事交往．毛泽东和其他党及政府的领导

人多次在湖北会见外宾；数十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团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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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访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使湖北

的外事侨务工作更加活跃．仅1979至1985年，即有各国约2D

万友好人士访问湖北，湖北亦派出各级各类代表团和考察团前往

一百多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先后

与美国、德国、日本的州、市缔结了友好关系．

定居在湖北境内的归侨和侨眷以及旅居海外的鄂籍华人和港

澳台鄂籍同胞，踊跃在湖北投资，参观、旅游，积极参与故乡的

经济文化建设．
‘

’

，

建国以来，湖北的外事侨务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增

进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湖北省志·外事侨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力求以翔实的资料、科学合理的编排，记述湖北近代开埠以来地

方外事侨务工作的基本面貌，并力求反映外事侨务工作与政治，

经济、社会的广泛联系．本志体例遵循。纪纲志类，详近略远，

。综述历史，分陈事项”的编纂原则，将外事卷分晚清，民国，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三部分，就1858年至1985年的对外交涉，外事

往来、外事机构及团体诸方面进行记述，其中部分内容适当下

延．为充分反映建国前的屈辱外交史和建国后湖北与外国的广泛

交往，对建国前的涉外事件和建国后的外事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

的记述．因建国前的侨务状况几乎未遗存史料，因而侨务志的记

述重点是建国后的归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侨务工作．关于华

侨的源起和形成仅能作粗线条的反映．又因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涉

外史料颇多亡侠，虽对现有资料反复考证。难免有疏漏和差误，

故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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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美国著名黑人学

者杜波依斯及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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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昌接见罗马尼亚部长会

基伏·斯托依卡(前右五)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王任重、

、刘惠农等参加了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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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口口l_年。月u只毛洋东在武昌东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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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94年2月3日，李铁映在湖北会见《国际先驱论坛报)总裁≥

克科林。



,A．1992年lO月2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知真在汉会舅

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_口m|4年_一月u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陪同董必武在武昌欢迎来访的阿富汗国

王查希尔和王后。

●一口口N年一¨月，省外办丰李学文到机场迎接来访的马单

和国总统科接雷。





◆汉口英国领事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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