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点评

章百家

　　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的重要篇章, 有着十

分丰富的内容。由陶文钊、杨奎松和王建朗三位学者撰写的《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以下简称《中国对外关系》) 一书第一次

比较全面深入地对这一专题进行了研究。

　　笔者认为, 这部书有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第一, 该书对战时中外关系的论述比较全面。长期以来, 对战

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是相当不平衡的。比如, 对中美、中英、中日关系

研究比较充分, 比较深入, 而对中德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就很薄

弱, 近些年来虽有所进展, 但仍显不足。对一些薄弱环节, 这部书可

算是填补空白之作。例如, 抗战爆发之前, 德国是与中国关系十分

密切的西方国家。日、德两国虽然都侵略成性, 但在中国问题上有

所矛盾。如何利用日德矛盾, 拖延德国中立, 是抗战之初中国外交

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中德关系的演变, 该书作了饶有趣味的

叙述。关于中苏关系, 这部书首次披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的复杂过程。对于抗战后期中苏在新疆的矛盾和摩擦, 对于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等以往著作通常加以回避的问题,

此书也如实作了记述。

　　第二, 该书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及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在

以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 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仅把是否符合

中国的利益作为评价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标准, 而且把是否符合

中国利益作为评价外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标准。这其实是一种双重

标准, 它使外交史研究丧失了应有的价值。《中国对外关系》一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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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个共同的标准。作者认为,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以

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利益为转移, 外国与中国的关系或

亲或疏, 或敌或友, 无不以这些国家自身的民族利益为转移。这一

共同的标准为评价各国对华政策提供了比较客观的基础。

　　第三, 作者十分注意分析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相互影响, 并用两

章篇幅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抗战期间, 中国

事实上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 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中

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抗战后期, 美国介入国共矛盾又是外交影响

内政的典型事例。一般地说, 在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之后,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采取的有利于抗日的

对外政策和外交措施取赞成和支持的态度, 而对国民党消极抗战、

积极反共的政策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一斗争也反映在外交领

域, 抗战期间, 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和对外

政策, 并于抗战后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 中国

共产党的外交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深远的意义。

　　如何评价战时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 也是战时中外关系研

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地说, 外交是一种政府行为。由于抗日战

争时期复杂的政治历史情况, 在以往的论著中, 对国民政府外交政

策的消极面往往叙述得比较充分, 而对战时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

绩估价较低, 评价也流于简单化。陶文钊等人的新著基本克服了这

一缺陷。该书指出, 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 中国外交主要取得

了五项成就: 第一, 抗战之初, 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 迅速将中日

冲突诉诸国际社会, 争取各国的同情, 并通过艰苦的谈判, 先后促

使苏、美、英等国政府采取援华制日的政策和措施, 使中国得以独

自坚持四年半的抗战, 最终推动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了《联合

国家宣言》, 取得世界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第三, 从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 月, 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 废除了领事裁判权

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 以后又与其他一些国家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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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相关条约, 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

约体系终于崩溃。第四, 1943 年 10 月, 中国与有关国家签署的《关

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期, 中国又与美、英、苏一起参与筹建联合国, 并成为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

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第五, 1943 年 12 月, 中、美、英三国《开

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 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如东北、台湾、澎湖

群岛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 中国的领土完

整由此得到庄严的国际保证。

　　对于这五项成就的评估, 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 中国虽然取得了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但实际上还是一个

弱国, 实力无法与美英苏三大国相比, 而这三大国也并没有把中国

真正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不平等条约虽然废除了, 但此后美国又

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其他一些条约、协定, 重新取得了大量特权。

这个基本的事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使得不少学者认为不应对战

时中国外交的成就给予较高评价。

　　《中国对外关系》一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而是对有关历史过

程作了相当细致、准确的叙述, 并结合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了具

体分析。在此基础上, 三位作者认为, 中国当时的确是一个大而弱

的国家, 但正因为如此, 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易的。我们应

当充分肯定这些成就, 因为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 中国坚

持了全民族的抗战, 中华民族以坚韧顽强的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

进步人民的尊重。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 中国取得大国地位也是

百年来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

期斗争的结果。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 并愿进一步指出, 以长远的

眼光、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对中国在战时取得

大国地位及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应予以更高的评价。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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