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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明
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将人类从法西斯侵略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正
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
转折点，既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也决定着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
向，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过去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比拟
的。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最先站起来同法西斯战斗
的国家，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也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
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世界历史从动荡与战
争的旧时期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历
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道路，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的起点与开
端。

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密不
可分的整体。但在国际学术界，战后由于西方冷战思维和中苏关系
破裂的影响，更有个别战争发起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使得美、
英、苏、日等国的大多数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对中国
战场很少提及，对中国战场的作用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加以贬
低、歪曲。因此，研究与探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
用，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便成为中国
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组设计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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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课题: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课题力图
对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成
果为一部九卷本的著作，书名为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
界研究》。本书按内容分为九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主要从中国
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中国抗
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第四、
第五卷主要探讨战时中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第六、第七、第
八、第九卷主要探讨战时美、英、苏、德等大国的对华政策。本书
的九卷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同一般的研究丛书是不同的。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和辛劳的成果。本课题组由武汉大学校
内外同行 20 余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著作等身的专家，已有丰富
的学术积累，为完成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主编确定编
写指导思想、编写要求、编写大纲的基础上，各分卷分头执笔撰
写。成稿后先由各分卷作者审稿，再经主编审稿、集体审稿修改、
主编终审，最后交付出版社。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齐世荣先生。齐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领
军人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齐先生发表的论文《论中国抗日战
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 《世界历史》，1987 年第 4 期) ，
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国际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代表了我
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这一
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本课题得到了齐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本书成
稿之际，齐先生又欣然应允将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为本书代序，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学术
价值。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的工作已在各卷出版后记中说明。此外，在
本课题早期阶段，罗志刚教授、熊伟民教授分别承担了第八卷、第
六卷的大纲编写和部分资料准备工作;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向荣
教授、严双伍教授、杨泽伟教授、潘迎春副教授等，参加了课题的

2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五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申报论证、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提供资料等工作，特此致谢。
本课题于 2006 年 3 月正式启动，历时三年有余。课题组成员大多
是各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肩负重担，但大家都能克服困难，
完成书稿，实属不易。作为项目主持人，我由衷地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深深的谢意。

本课题从申报、开题、编写、定稿到出版，得到了教育部社会
科学司，武汉大学校党委和校行政，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
院、世界史所、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出版
社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 陈庆辉社长，刘爱松副社长，陶佳珞分社
长，责任编辑王军风、杨华、朱凌云、黎晓方、李琼为本书的出版
付出了辛勤劳动; 课题组各成员的家人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
我代表课题组一并致谢!

从主观愿望来看，作者力图完整收集和运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中文资料以及英、日、俄、德等外文资料，写出一部能代表当代中
国学术界水平的专著。但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精心打磨，书稿错
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加之书稿是以问题展开的，有些地方内容有
重复与交叉现象，很难完全达到预定目标，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
正。

胡德坤
2009 年 10 月 3 日中秋节于珞珈山

3

出 版 说 明



书书书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9…………………………………
第一节 联盟的建立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9………………………
一、中国积极推动军事合作 9……………………………………
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 16………………………………………
三、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与中国战区的成立 20………………
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24……………………………………

第二节 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 27……………………………
一、扶助朝鲜抗日力量 27………………………………………
二、支持越南独立运动 33………………………………………
三、调解英印纠纷 36……………………………………………

第三节 争取战略优先与争取经济援助 43………………………
一、力劝盟国改变欧洲第一战略 43……………………………
二、美国提供 5 亿美元借款 48…………………………………
三、英国借款姗姗来迟 55………………………………………

第二章 中国争取国家平等地位 58…………………………………
第一节 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重新提出 58……………………
一、重新考虑废约问题 58………………………………………
二、决定提前废约 64……………………………………………

第二节 平等新约的订立 72………………………………………
一、中美谈判率先达成共识 72…………………………………

1



二、中英谈判进展缓慢 77………………………………………
三、订立平等新约 85……………………………………………

第三节 九龙租借地问题 91………………………………………
一、英国不同意谈判九龙问题 91………………………………
二、中方决定留待战后解决 94…………………………………

第三章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101……………………………………
第一节 签署莫斯科宣言 101………………………………………
一、中国“四强”意识的出现 101……………………………
二、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 103……………………………………

第二节 开罗会议决定战时方略及战后处置 109…………………
一、蒋介石对首脑会晤的复杂心态 109…………………………
二、中国关于战后处置计划的设想 112…………………………
三、开罗会议有关中国及远东问题的讨论 118…………………

第三节 筹建联合国 126……………………………………………
一、中国对战后组织的构想 126…………………………………
二、参与创建联合国 130…………………………………………

第四章 中美英盟国关系下的暗流涌动 138…………………………
第一节 缅甸反攻作战方案的变迁 138……………………………
一、缅甸反攻作战方案的提出 138………………………………
二、缅甸作战方案被一再改变 142………………………………
三、缅北反攻作战 148……………………………………………

第二节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150……………………………………
一、史蒋关系的恶化与中美间的猜忌 150………………………
二、美国提出指挥权要求 159……………………………………
三、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168……………………………
四、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 174………………………………

第三节 中英关系在低位运行 179…………………………………
一、英国不欢迎中国进入大国行列 179…………………………

2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五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二、国民政府对中英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 185………………
三、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 189………………………………

第五章 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197……………………………
第一节 中共对美英政策的调整 197………………………………
一、确定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197…………………………
二、争取美英牵制国民党 200……………………………………

第二节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206…………………………………
一、中共积极争取美国派出观察组 206…………………………
二、美军观察组的活动与报告 214………………………………

第三节 赫尔利介入国共问题 219…………………………………
一、美国与民主宪政运动 219……………………………………
二、赫尔利与延安协定草案 227…………………………………
三、赫尔利公开宣布扶蒋政策 236………………………………

第六章 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 242……………………………………
第一节 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 242…………………………………
一、中国新疆当局与苏联关系发生突变 242……………………
二、国民政府确定扶盛方针 247…………………………………
三、苏联势力撤出中国新疆 252…………………………………
四、盛世才调离新疆 258…………………………………………

第二节 改进中苏关系的设想与挫折 261…………………………
一、中方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讨论 261…………………………
二、苏联的中国观与对中国权益的索求 265……………………
三、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反应 269………………………………

第三节 中苏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出兵东北 274……………
一、中苏第一阶段的谈判 274……………………………………
二、中苏第二阶段的谈判 281……………………………………
三、苏联出兵东北 296……………………………………………

3

目 录



第七章 接受日本投降 299……………………………………………
第一节 日本宣布受降 299…………………………………………
一、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299………………………………
二、日本决定投降 301……………………………………………

第二节 受降权之争 303……………………………………………
一、中英香港受降权之争 303……………………………………
二、中国军队在越南受降 313……………………………………

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置 316………………………………………
一、中国提出“以德报怨”政策 316…………………………
二、遣返日俘日侨与审判战犯 317………………………………

本卷综论 320……………………………………………………………

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31………………………………………………………………

4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五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引 言

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中国的国
际地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由一个不断遭受外国欺凌的
并被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的弱国跃升为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在这八年中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与中国兵戎相见，
最后签呈降书; 长期以来扮演在华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对中国
的影响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以往并未受特别重视的苏联和美国
先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外援，而成为战时及战后数十年
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救亡
图存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国从美英盟国那里获得平等地
位的具有另种解放意义的战争。

与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丰富而复杂的内容相适应，人们对它的研
究成果也异常地丰富。人们对战时中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各重要
的双边关系以及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有关战时中外关
系的专著之多，实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匹。可以确定无疑地
说，在近代各个历史阶段中，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是进
展最为深入、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是苦撑待变，千方百计地
争取各国援助，争取各国以不同形式介入中日战事的话，抗战后
期，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则是为争取中国的平等地位，进而争取中
国的大国地位而努力。有关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的研究，除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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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近代通史著作与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必然有所反映外，主要包含
在以下三方面的著作中。

( 一) 外交通史类著作

这些著作长跨度地研究了近代中国的外交，起讫时间不一，
或起于鸦片战争，或起于民国建立，或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立，或迄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亦有以整个 20 世纪为其
研究单元者。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或为中国对外关系史，或为某
一双边关系史。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在这些著作中都有篇幅不同
的叙述。

综合性外交通史著作主要有: 吴东之主编 《中国外交史 ( 中
华民国时期，1911—1949) 》( 河南人民出版，1990 年) ，宗成康主
编《百年中国对外关系 ( 1840—1949 )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唐培吉主编 《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石源华著 《中华民国外交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 ，等
等。

双边关系的外交通史著作主要有: 陶文钊著 《中美关系史
( 1911—1950) 》( 重庆出版社，1993 年) ，项立岭著 《中美关系史
全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熊志勇著 《百年中美关
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 ，黄鸿钊著 《中英关系史》( 香港
开明书店，1994 年) ，萨本仁、潘兴明著 《20 世纪的中英关系》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王为民主编 《百年中英关系》( 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2 年)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 《苏联与中国
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年) 、刘志青著 《恩怨历尽后的反
思———中苏关系七十年》( 黄河出版社，1998 年) ，杨奎松著 《毛
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田保国著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 ( 1917—1949 ) 》( 济南出版社，1999 年) ，杨
闯、高飞、冯玉军著 《百年中俄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 新华出版社，2007)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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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抗战时期的多边或双边外交史著作

这类著作中，对抗战后期的外交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至少占
据了 1 /2 左右的篇幅。其中，多边关系史著作主要有: 陶文钊、杨
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唐培吉主编 《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 燕山出版社，
1997 年) ，王真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3 年) ，胡德坤、韩永利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等等。

双边关系史著作主要有: 王淇主编 《从中立到结盟———抗日
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韩永利
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李嘉谷著 《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罗志刚著 《中
苏外交关系史研究，1931—1945》(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李
世安著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等等。

( 三) 专题性的研究著作

这类著作对战时外交的某一侧面、某一连续性事件或某一人物
展开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主要有: 徐万民著 《战争生命线———国
际交通与八年抗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任东来著
《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 年) ，沈庆林著 《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 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0 年) ，陈永祥著 《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项立岭著 《转折的一年———赫尔利
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 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 ，牛军著 《从赫
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福
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王真著《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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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外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陈谦平著 《抗战
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 ( 1935—1947) 》( 三联书店，2003 年) ，岳谦
厚著《顾维钧与抗日外交》(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陈雁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等等。

在对抗战后期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中，更为大量的是学术论
文。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研究内容也更为精细。那些在
篇幅上难以构成专题著作的个案研究或尚未形成体系性研究的见解
首先在这些学术论文中体现出来。可以说，这些论文构成了创新性
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出对战时外交的最前沿的研究
状况。这些论文数量庞大，难以尽数，这里恕不一一列出。

已有的研究著作中，虽然还没有专门以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为
论述专题的著作，但在众多的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叙述中，抗战后期
外交的主要内容已经得到了清楚的阐述。

这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
美国的援助方面继续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尽管充满艰辛，不断发生
摩擦与争吵，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毕竟为中国坚持抗战争取到了
比以往更为良好的条件。研究者还注意到，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
努力争取外援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大国地位上来。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战后期有极大的提升，这其中既有战争形势的
因素，也有中国政府的努力。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
成，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与美英商讨废除不平等条约，参加盟国
间重要协商，参与创建联合国，所言所行都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积
极姿态。对于中国政府的努力，人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给予
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以往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尽管中国已名列 “四强”，但中国的
国际地位未能名副其实。抗战结束前后中国被迫订立的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盟国其他三强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
达成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而中国最后只得在雅尔塔协定
的框架内与苏联订立了条约，中国在四强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抗战时期是中共初次登上外交舞台的时期，也是中共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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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成熟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也比较深入。
人们注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美政策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
化。中共努力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并多次表示愿意与美军合作。
美军观察组派赴延安，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改善了中
共的外交处境。但随着国共矛盾的加剧，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
明确，战争结束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又趋于恶化，中共放弃了一度
奉行的积极的对美政策。

二

最近数十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这样的基础上再
往前推进，无疑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可以开垦
的余地。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仍有若干人们不曾予以充分注
意的方面，或虽有注意但探究仍不充分的课题。本书力图在以往研
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探讨抗战后期中国外交的一些主要问题，
以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面相。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初一段时期内
中国的反应。这一时期，中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都主动出
击。本章探讨中国是如何面对新的变局，是怎样去积极推动世界反
法西斯联盟形成的; 中国在什么样的背景和考虑下出兵远征缅甸;
如何大力扶助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及独立运动; 中国曾希望珍珠港
事件将使美国集中军力于东方战场，它是如何力图改变英美欧洲优
先的战略的，结果如何?

第二章探讨中国取得平等地位的过程。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将中
国与美英盟国置于不对等的地位。尽管抗战前期已有战后讨论废约
的共识，但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是如何考虑提前实现废约的，美
英政府对此又有何考虑?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英国
之间围绕哪些问题展开了争论，而美英之间又有哪些协调与分歧?
香港问题是中英谈判间最大的难点，中方是如何争取收回新界的?
在英国的坚决抵制面前，最后又如何作出妥协?

第三章探讨中国走向大国过程中的种种外交努力。26 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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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后，中国便萌生了 “四强”意识。中国是如何努力巩固其四
强之一的地位的? 1942 年中，中国便已开始考虑战后的若干问题，
尤其是战后收复领土问题，中国有哪些计划，开罗会议上，中国取
得了哪些成功，又有哪些有待评议之处?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
中国有何作为，为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哪些有益的贡献?

第四章探讨中国与美英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尽管中国与美
英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成为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但彼此
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盟国之间有关缅甸反攻作战的讨论便是一例
证。缅甸作战是如何从全缅反攻演变成缅北作战的? 英国为何对此
一再反对? 中英在西藏问题上又有哪些分歧和冲突? 中美关系也经
历了严峻的局面，史、蒋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演变成指挥权
危机，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蒋介石对这一危机的处理?

第五章探讨中共外交政策的发展。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经
历了重大转变，从一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转变到联合美英的政
策上来。这一政策是如何发展的，中共如何努力与美国建立半官方
的联系并试图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 美国方面又作出了何种反应?
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国内政，卷入国共之争，中美之间的政
治分歧终于突显出来，在赫尔利使华期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又如
何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的变化?

第六章探讨中苏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新疆地区长期以来处
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对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抗战后期，盛世
才突发异动。国民政府如何利用这一机会，驱除苏联势力，将中央
军政力量逐步渗透到新疆，完成了新疆的中央化? 此后，中国政府
曾试图调整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如愿。雅尔塔协定严重损害了中
国的主权，中国是如何面对的? 在中苏谈判中，中国与苏联围绕哪
些问题展开艰苦的交涉，中国最终作出了哪些让步?

第七章探讨战争末期的中国外交。国民政府在订立中英新约时
曾有战后以武力收回香港的想法，但却未作认真准备。战争结束
时，国民政府的想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围绕着香港的受降权，
中英之间发生了哪些争论? 中法之间围绕着越南的受降问题，又发
生了哪些纠葛? 在对日本的战后处理上，国民政府实行了 “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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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怨”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如何实施的?
在对抗战后期中国外交的通盘检讨中，本书作者对抗战后期外

交的总体认识及其中若干个案的看法，又有了一些较以往不同的新
的收获。

本书认为，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只是一个被动
的受提携的角色，而是有着自己的积极思考和筹划，这一思考从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开始。无论是对周边国家抗日活动的支
持，还是对设立战后国际组织的讨论，中国都有较早的筹划，并以
一个大国的身份要求自己，规范自己。对于四强概念的确定与维
持，对联合国组织若干原则的确立，中国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
不仅仅是一个美国政策的追随者。

中国西南与西北的边疆问题，是长期困扰着国民政府的难题，
新疆与西藏当局长期与国民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的背后都有着其他
大国的身影。利用大战之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是国民政府
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往的研究对国民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动谋划
注意不够。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抓住时机，积极、果断又谨慎地采
取措施，终于促使新疆内向，结束了新疆数十年的半独立状态。国
民政府对西藏政策惜未成功。

本书还指出，战时中国与盟国的关系，远比人们所了解的要复
杂得多。众所周知，英国与苏联对中国成为大国持怀疑与排斥态
度。实际上，国民政府对于发展中英关系，也是兴趣平平，两国关
系始终未因成为盟国而有多大好转。而对于中苏关系，国民政府曾
想进行调整改善，但中苏条约订立后中苏关系仍无改善之机。国民
政府最为倚重的中美关系，其发展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
双方的不信任与猜疑在 1942 年中便已产生并逐渐发展，以至于蒋
介石曾对出席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也缺少兴趣。1944 年的史
迪威指挥权冲突只是双方矛盾发展的一个爆发点。本书还指出，在
史迪威指挥权事件中，蒋介石担心美国扶孙倒蒋是影响其决策的一
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疑忌颇重，其基础其实是相当脆弱的。

中共的外交政策亦有若干可深入探讨之处。中共对美英政策的
转变，不只是基于现实的策略转变，还曾企图在理论上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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