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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

前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烈恢宏的历史篇章，无数爱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奉献了他们最珍贵的青春、智慧和生命。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他在抗战时期，不仅撰
写了多篇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的文章，还奋笔书下大量抗战形势分析文章，指出黑暗中黎明
的必然到来，倾抒心臆以振奋民心，他甚至还亲自参加组织像塘田战时讲学院这样的抗战干部学校，
直接为抗日前线培养和输送干部和军事指挥人才。而像这样的史学家、学术工作者、知识分子，环顾
当时的烽火大地，可歌可泣者，实在枚不胜举。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职业岗位
甚或不同的营垒。真正爱国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抗日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下聚集，倾尽心力奉
献他们的热血、智慧和才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事业的伟大胜利
，也是国共合作、全国民众共同浴血奋斗的胜利。诚然，研究这样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原因，可以考
虑的问题和因素还有许多，包括像抗战外交、抗战外交思想等这样十分具体的问题。抗战伊始，中国
人的外交观念、外交思想就一直持续着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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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内容简介：知识精英是在思想、组织上与政治
党派保持一定距离的民间文化人士。他们关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主张，呈现着国民或民间的
思想状态，不仅具有前瞻性，同样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
考察中心》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发展进程及
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考虑到知识精英的职业特点及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对公
众、国家层面的影响，笔者将研究的对象指向史学界、由学入政者(指进入外交界)的学政复合体人士
、职业报人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几个不同的层面。希望通过对不同层面诸个案外交主张的详
细研究，显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
成熟起来、走向世界的历程。借此彰显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的背景下，
他们所提出的外交主张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中国人外交观念因救亡而嬗变的情况；呈现知识
精英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谱写的抗日战争这
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诗篇。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思想，呈现抗战时期中
国人的思想特征、状态，总结其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亦同样具有现实价值
，对于当今国家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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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意义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四、相关的学术研究回
顾第一章 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与政论的大量涌现  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概念
之厘清  二、抗战时期“政论”大量涌现的政治因素    (一)动荡的政治环境    (二)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
外交政策  三、抗战时期政论大量出现的文化因素    (一)史书是学者评述时政的主要载体    (二)中外交
流的扩大，为知识分子的议政参政提供了一个“他者”的参照    (三)清末民初以来以报刊为载体的政
论对社会影响的激励第二章 20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活动及外交观  一、从被逼签城下之盟到愤而反
抗  二、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  三、以史论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四、中国史家外交史观解析  五、结论
第三章 1930年代中国史家的外交史观研究  一、“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外交观的影响  二、关注中国
命运的近代史研究  三、以史论政的若干思考  四、结论第四章 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以胡适、蒋廷黻为考察对象  一、胡适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一)胡适外交主张的提出    (二)胡适的外
交主张    (三)胡适的外交实践    (四)结论  二、蒋廷黻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一)蒋廷黻外交主张的提出    (
二)蒋廷黻的外交主张    (三)《中国近代史大纲》中的外交观    (四)蒋廷黻的外交实践    (五)结论第五章 
媒体人的外交思想——以《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为考察对象  一、张季鸾的外交思想    (一)张季
鸾外交主张的提出    (二)张季鸾的外交主张    (三)结论  二、王芸生的外交思想    (一)王芸生外交主张的
提出    (二)王芸生的外交主张    (三)结论第六章 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一、顾维钧外交主张的提出  二、顾
维钧的外交主张  三、结论第七章 对相关问题的诠释  一、为什么标榜独立、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选择
支持国民政府?  二、他们对国际关系情势嬗变的分析判断是否具有前瞻陛?  三、胡适等的“主和”主
张与汪精卫等“主和”主张的性质有何不同?  四、关于国民外交与外交公开问题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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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关于外
交问题的主张及变化给予具体、细致、系统的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非常有意义。不同集团、
阶层、职业的人因对世界认识了解的不同，所提出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主张也会不同，其间，可能
因为对世界政局及国内政局的不同分析与定性而形成差别，其外交主张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危机逼近
、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时，他们会因面临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达到目的，他们也
会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可以相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势力。
抗战后期，当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势力共同抗敌的目标达成后，他们又会考虑战后的集体安全问题。本
文要研究的就是知识精英不同层面的人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及主张的具体针对性或是否具有长远性的
战略性，他们对中日关系、国际政局发展嬗变的趋势的判断或预测准确性与否。通过对他们主张的外
交思想的具体、详细的研究，探寻他们外交主张的异同，从中揭示出他们主张最终趋于一致性的现象
。抗日战争，使中国人外交的首要目标由废约转变为结束中日战争；中国人因这一改变而逐渐地融入
世界。若缺少了对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的研究与评价，那么对中国抗战成功原因的评价及对近代以来中
国人外交观念嬗变的历程的评价将是欠缺或不完整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认真研究的课题
。本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精英不同层面人员的外交思想及嬗变情况予以具体的、
详细的个案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战时外交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的不足，丰富战时外交研究的内容
，深化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完善中国抗战成功原因的评价；另一方面，亦能完善中国走向世界历
程的评价。鉴于对抗战时期知识界外交思想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不仅需要技术层面上的技巧与进
步，更依赖于对原始文件的阅读。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精力的持续投入，笔者定会对此问题予以全
面的阐述，以进一步建构起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集团、党派、阶层人群的整体的外交思想交流与实
施的完整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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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因有教学、研究经历，确定了《历史学视野下
的中国知识界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这一选题。选题确定后，又考虑研究思路。
初拟从宏观、整体的视角研究抗战时期不同阶段中国知识界外交主张的提出及变化情况。但知识界的
范围很大，在有限的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这样又缩小了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锁定在现代史上的所
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待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后再进一步展开对知识分子中的其他群
体的外交主张的深入研究。研究目标确定后，预设论文若干专题，开始搜集资料。但很快发现，若对
所选定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考察研究有相当的困难。虽然他们的主张有相似性，但每一个案所提
出主张的时间或针对对象是不同的、少有重叠；即使针对同一个事件每一个体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
案也是不同的。所以，很难以一个个体的主张作为这一群体的整体主张提出。当然，这样的分析，并
不否定他们主张的旨趣及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但恰恰是因为我们以后见之明，预设了他们的宗旨是一
致性的框架，束缚了我们对个案具体主张的分析与认识。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很快改变先前的研究思
路，变为对不同个体外交主张予以具体的研究，因每一个体的具体主张，都可以作为研究专题展开。
通过对多个个案的外交主张的提出、分析，呈现出抗战时期中国人在外交主张上目标的一致性。确定
了这样的研究思路后，顺序展开，在答辩前夕完成文稿。2005年怀着忐忑的心情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朱
政惠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幸先生不弃，使我忝列师门，获机会在已过不惑之年有了继续研究学习的机
会。先生正倾全力于海外中国学——美国中国学的探索、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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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本研究得到上海教育教委会重点学科(第五
期)“近现中国社会文史化”(J50106)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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