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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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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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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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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言

本卷阐述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前后 15 年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早在 19 世纪末，针对列强争夺中国的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
围的狂潮，美国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指望把自由主义的原
则引进到各国对华关系之中，进而拓展美国在华势力。但实际
上，美国在东亚的力量当时远远不如别国，尤其是日本咄咄逼人
地在亚洲大陆扩张势力，美国没有打算也没有可能用武力保卫门
户开放政策，因此在 20 世纪的头 20 年中，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日本步步紧逼，美国节节退让，1905 年的 《塔夫
特—桂太郎协定》、1908 年的 《罗脱—高平协定》、1917 年的
《蓝辛—石井协定》以及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在中国山东
权益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就是这 20 年中日、美在东亚地区争夺
的几个重大事件的见证。

但日本的扩张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了列强各国的
利益。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各国就在美国的倡议下于
1922 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并达成了 《九国间关于中
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简称 《九国公约》) ，门户
开放原则第一次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具体化为一项国际条
约。这是东亚国际局势的重要发展。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即所谓
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破的列强之间的均势
得到恢复，列强制订了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常常
受到局部破坏，但毕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然废弃它; 在对华关
系方面，列强恢复了协调一致的政策，中国又回到受列强共同支
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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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体系维持了将近十年。在这个时期，日本隐忍待时，但
它独霸东亚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及至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衰退发
生，西方各国自顾不暇，日本便发动 “九一八”事变，对这个体
系提出公然挑战。正如日本可以预料的那样，处在经济危机中的西
方各国以及国联对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的反应是软弱的，
各国不能联合起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在各国中，最强硬的要算
美国 1932 年 1 月 7 日发表的 “不承认主义”声明了。这个声明表
达了美国不承认因为 “九一八”事变所改变的现状，为美国预留
了日后采取行动的可能。

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分界，从 1931 年到 1945 年的 15 年自然
地分做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美国政府，主要是罗斯福政府的政
策在艰难地实现从所谓的 “中立”到制日援华的转变; 后一个时
期，中美关系是共同抗击法西斯的盟国关系。

前一时期的美国政策转变是很艰难的。罗斯福政府的外交政
策，包括对华政策，受到国内和国际的多重制约。首先是国内的大
衰退，国民经济面临着整体崩溃的危险，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种
族矛盾空前激化，国家被前所未有的悲观情绪所笼罩。罗斯福政府
的主要精力和资源毫无疑问只能用在挽救国家经济上。其次是国内
的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既是向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回归，又由
于经济危机而变得愈发严重。罗斯福在坚定地，但也是小心翼翼地
与孤立主义作斗争，然而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孤立主义才被最后
扔进了太平洋里。再次，苏联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和竞争压力。苏
联在对抗资本主义的联合干涉中站稳了脚跟，苏联的发展对资本主
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最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经济危机所吞
没，华盛顿体系、各国之间的协调一致的努力处于最软弱的时期，
尤其是英国张伯伦内阁对德国法西斯完全采取了绥靖政策。在列强
各国中，美国对中日冲突的政策比较起来算是最强硬的。美国总的
政策趋向是在逐渐向着制日援华的方向转变，尽管其中有曲折，有
反复。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两国是盟国关系，但中美关系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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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无间，实际上有的学者形容两国是 “争吵不休的伙伴”①。但
这主要是指军事层面。在政治上，通过这种盟国关系，两国建立了
特殊关系。② 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罗斯福从他关于
战后国际格局的设想出发，需要中国继续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亚太
地区发挥主要的稳定作用，而蒋介石则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认
定要唯美国马首是瞻，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战后，都要依从美国
的领导。这种特殊关系主要表现在: 美国不顾苏联和英国的反对，
极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蒋介石本人的地位，并在战后东亚
事务中倚重中国的意见; 国民政府对美国作出了关于战后关系的承
诺; 美国在战争末期在中国内政中的介入之深是中国近代史上任何
外国都没有过的。

关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和中国两国历史学界长
期研究的课题，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美国方面，已故前辈
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多罗西·博格的 《美国与 1933—1938 年远东
危机》③是关于从 《塘沽协定》到 1938 年初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
著作。作者指出，在 1933 年 5 月 《塘沽协定》签订以前美国的
政策重点是要维护国际体系，即华盛顿体系，美国支持国联采取
行动; 在该协定订立后，美国政策的主调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
突，如果国际社会要干预事态，美国应让别的国家或组织采取主
动，对美国利益来说最好是不采取行动，《天羽声明》也不能使
美国政策发生改变。该书分析了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分
析了国务院和财政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并指出，在 1935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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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见任东来: 《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历来是特殊关系，如见韩德著、项立岭
等译: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前的美国与中国》，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3 年版。但笔者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美两国关系未必
有多少特殊性，真正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在两国结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
nese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936 年，美国政策依然是，美国要尽量避免采取可能被解释为
进行干预的行动，甚至避免作出这样的表态，美国仍然非常不情
愿卷入当时中国的危机。“七七”事变使美国再次面临选择: 是
继续孤立主义，还是采取国际主义路线。国务卿赫尔的战略是道
德说教，表示反对侵略，但不指明谁是侵略者，同时避免采取对
日本的强硬行动。1937 年 10 月初罗斯福发表了 “防疫隔离”演
说后，罗斯福本人就成了美国政策的主导者。对此后罗斯福的政
策，美国学者间也有意见分歧。该书作者认为，罗斯福仍然在寻
求一种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以制止战争，而不要进行军事制裁。
华盛顿的基本政策仍然是不采取行动。

菲斯的姐妹篇 《通向珍珠港之路》与 《中国的纠葛》是研
究这一时期美中日三边关系的代表作。①本书作者是国际经济学
家和历史学家，并且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和陆军部的顾问，参加过
多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因此比一般学者更了解决策过程。在他离
开国务院后，又由于是前官员的原因，得以使用当时尚未解密的
国务院档案，以及大量当事人的笔记、记录、日记等原始材料。
除了与政界高层的接触，菲斯还得以采访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
如杜鲁门、哈里曼、高斯、格鲁、宋子文等，因此在同类著作
中，菲斯著作的资料格外翔实。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美国政
界中一直存在着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白皮书》的公布也不能
平息这场辩论。国务卿艾奇逊鼓励菲斯写作此书，这本书也基本
上反映了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或者说美国历史学界主流或曰传统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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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 该书的
中译本是菲斯著，周颖如、李家善译: 《通向珍珠港之路》，北京: 商务印书
馆，1983 年版。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1953. 该书的中译本是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 《中国
的纠葛》，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 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主
书名及作者、页码)



沙勒的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 1938—1945 ) 》①概括了更长的
历史时期。本书的观点是挑战传统的。作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美国制订了一项不幸的对华政策，美国决策者未能吸取史迪
威、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意见，一味偏袒国民党，排斥共产党。
这项政策不仅影响了战时的两国关系，而且在战后美国对待中国共
产党的胜利和亚洲的革命运动上仍然受到原来政策的影响，直至最
后丢失中国。作者探讨了是什么因素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偏
见、为什么美国各派力量会卷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美关系有没有
别的可能性等问题。

有相当多的学者研究了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延安与大国》② 是其中之一。后来的研究者像当初美国军事人员
对延安感兴趣一样对当时美军人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颇感兴趣，
因为这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生正式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
的是埃谢里克编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③。编者把谢伟思作为延
安观察组成员时期发出的报告进行了编撰，予以出版，使我们今天
仍能充分利用这些材料，领略谢伟思的睿智。

还有一些著作不是专门研究美中关系的，但美国对华政策在其中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 1932—1945)》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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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 C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该书的中译本是: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 1938—1945)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John Service. Lost Chances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4.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该书的中译本是: 罗伯特·达
莱克著，伊伟等译，白自然校: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 1932—1945) 》，北
京: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①。前者将对华
政策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全局中，对许多问题，如两国特殊关系的
构建有相当精当的论述。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
问，参与了罗斯福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决策的起
草和制订。这两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不可
或缺的。

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中有两位至关重要的美国人史迪威和赫尔
利。关于他们的研究不少。中缅印战区历史学家罗曼纳斯和桑德兰
所著的三卷本②对战时两国的军事关系、对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
都作了详细研究。由于作者的身份，书中的资料特别丰富。作者的
观点基本反映了美国官方的看法。著名史学家塔奇曼的 《史迪威
与美国在华经验 ( 1911—1945) 》③ 是一本功力很深的著作。本书
从 1911 年刚刚发生辛亥革命时年仅 28 岁的史迪威来到中国写起，
一直写到 1946 年 10 月史迪威病逝。作者不仅展现了当时错综复杂
的历史画面，而且对史迪威的个人性格、对他与美国和中国重要历
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生动的描述。关于赫尔利的著作有两部: 洛
贝克的《帕特里克·赫尔利》④ 与布哈特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
与美国外交政策》⑤。这两部著作都把赫尔利 1944—1945 年间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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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948. 该书的中译本是: 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
外语系编译室译: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Charles F. Romanus，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3; Stilwell's Command Prob-
lem，1956; Time Runs out in CBI，1959．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70. 该书的中译本是: 巴巴
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 1911—1945) 》，北
京: 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Don 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1956.
Russel Buhite．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中国作为主要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决策者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为研究这一段

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包括摩根索①、赫尔②、史汀生③、哈里
曼④、史迪威⑤、魏德迈⑥的回忆录、日记等。

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
和论文都相当丰富 ⑦，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抗日战争史
研究和中美关系史⑧研究的三部分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许多年轻学子以此作为他们博士和硕士论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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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Henry Morgenthau． Morgenthau Diary，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4; John M. Blum. From the Mo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1928-193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9.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
ny，1948.

Henry L. Stimson．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
per and Brothers，1947.

W. Averell Harriman，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5. 该书的中译本是: 艾夫里尔·哈
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 《特使———
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北京: 三联书店，1978 年版。

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
ciates，Inc.，1948. 该书的中译本是: 约瑟夫·史迪威著，黄加林等译: 《史
迪威日记》，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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