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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

内容概要

梁启超对战后和平会议的深切关注同样引起了中国外交政策群体的许多成员以及中国政府的共鸣。实
际上，早在1915年初，中国政府以及外交政策群体已经把争取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列为参战的首要目标
。然而，中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动议最初提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根据史料显示，我们可
以断定最初提议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是法国驻华公使亚历山德拉·R·康悌（Alexandre R.Conty）。早
在1914年8月17日，北京外交部秘书刘符诚访问康悌时，两人曾谈论了欧战与青岛的归属问题。康悌认
为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是必然之事。康悌还建议说，为中国计，将来战事平定，各国必有一大会
议，届时中国当设法加入。中国政府代表只有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才能使中国问题可以不由各国随意
解决。如在1914年和1915年之初，甚至在“二十一条”问题发生之前，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动议
已经引起了许多中国精英人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问题将能在战后和会上得到应有的解决。许多中
国职业外交官也强烈主张中国应该为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早作筹备。早在1914年11月10日，伍廷芳的公
子、在北京外交部任职的伍朝枢（1886—1934）就建议中国政府最好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他建议说
：“最好俟战局既终，付之国际公会，则尚或有主持公道之国，而我之丧失，或可挽回之一二。”中
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在1914年底建议说，欧洲战事将对中国造成有利之影响，中国政府要利用欧战之机
缘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因此中国应该为出席战后和会早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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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徐国琦 译者：马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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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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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
第四章 中国的替代战略：“以工代兵”计划
第五章 中国正式参战
第六章 内战
第七章 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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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

编辑推荐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系作者(徐国琦)本人用国际史方法、多元视角研究
中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题目：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这是作者近几年所做的
中国与国际化、国家认同问题系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
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
新秩序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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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

精彩短评

1、这本书给我们研究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书中有不少全新的观点让人受
益匪浅。
2、速度很快，书品不错！
3、国际视野下运用比较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揭示出一战前后中国社会分野时不曾重视的深层原因，
观点新颖、视野恢宏、论证有力，难得的好书。
4、那几乎是一个被遗忘、被误读的时代。作者提供的材料，应该能够让我们明白：那个时代是不能
用“腐败无能”来评价的，其时也有能人，最终的悲剧结局，是时势使然而已。今人为之，可能更差
。能够如毛润之先生一般硬逆时局、扭转乾坤者，实在不世出的。凡人于逆境，只能如此尔。
5、很不错，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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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大战》

章节试读

1、《中国与大战》的笔记-第1页

        作者的写作主旨十分明确，即描绘20世纪初的中国利用一战积极地追求国际化，努力试图以一个
平等民族国家的身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样的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本书挑战了传统观点所给出
的结论，一战与中国没有多少的关联，中国参战完全是列强压迫而做出的被动之举；巴黎和会前后乃
至整个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惨遭失败。相反，在作者看来，这一代中国外交政策群体
怀有使中国融入世纪的美好理想，对于一战也有着明确的参战目标（即使几乎未能实现，但作者将责
任归于了协约国的阻碍）。
【第一、二章】这种理想和新一代的国民在甲午战争前后便开始孕育，留学热潮与大批的归国留学生
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活力、报刊和公共舆论领域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外交政策群体与新式外交
，这些因素，还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都为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提供了历史舞台。
【第三、四章】欧战爆发后，身处大陆东端的中国也正密切关注着这场大战，作者认为，中国内部的
主战派力量才是促使中国参战的主导因素，但是由于主战派过于分散和隐匿，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图景
一直很模糊。主战派希望中国尽早参加战争，这样能够收回德国在华权益，并在战后会议中以战胜国
的身份争取解决山东问题。
【第五、六章】即使面对列强的阻挠，中国政府也设法在1915年制订了一个创造性的“以工代兵”计
划，派遣华工前往英法等国。自始至终，阻碍中国参战和争取实现参战目标的最大因素是日本，而协
约国为了各自利益也都背叛、牺牲了中国，选择向日本妥协，最终导致中国没能如愿收回主权和山东
半岛，并引发了国内政治斗争和五四运动。（重新理解和评价“军阀主义”和袁、孙、黎、段等人行
为的矛盾之处；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的不成熟）
【第七章】和美国一样，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也希望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作者反对艾尔曼对中
国外交失败是因为好面子的解释，他没能理解中国一直拥有国际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外交目标和强烈愿
望。这一目标愿望即使在和会外交失败后也延续了下来，中国人依旧紧跟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只不
过对象换成了苏俄和社会主义。

Page 7



《中国与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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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