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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国史（套装全16册）》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
作者除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
和各地政协有关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广泛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
相关资料、著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ldquo;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rdquo;、&ldquo;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rdquo;、&ldquo;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rdquo;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约760万
字。
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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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新：《中华民国史》总主编。
当代著名史学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
以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著称。
　　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内民国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内中华民国史研究，尤其是
蒋介石研究的知名专家。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学者。
　　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宗一：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韩信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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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与帝制取消第三卷（1916－1920）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第
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第六章  南北议
和第七章  五四运动第八章  直皖战争第四卷（1920－1924）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第二章  第一次直
奉战争及战后政治第三章  西南的&ldquo;联省自治&rdquo;与军阀混战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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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6）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临时执政府的终结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第六卷（1926－1928）第一章  北
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
联合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第七卷（1928－1931）第一章  国民政府统一局面
的初步形成第二章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内政与外交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战争第四章  反蒋派大
联合与中原大战第五章  发展中的国共矛盾及南京政府的&ldquo;剿共&rdquo;战争第六章  国民党内矛
盾的发展和各派联合统治的确立第八卷（1932－1937）第一章  &ldquo;一?二八&rdquo;淞沪抗战和伪满
洲国的成立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第四章  国民政
府对苏区的&ldquo;围剿&rdquo;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
涨第七章  西安事变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
济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第九卷（1937－1941）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二章  抗
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第五
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第六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正面战场第七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
的敌后战场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第九章  国统区的
经济第十章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第十卷（1941－1945）第一
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第三章  抗日后期的国统区第四章  抗日战
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第七章  豫湘桂战
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第十一卷（1945
－1947）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
点&mdash;&mdash;东北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
机第十二卷（1947－1949）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第五章  国民党
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
谈判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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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卷 第三章　　二  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　　对东北地方当局7月10日强行夺取中东路之举，
苏联政府在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采取两手策略，一面争取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一面积极
备战，向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以恢复中东路事发前的原状。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手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断交前以&ldquo;和&rdquo;为主，断交后便转向
以&ldquo;战&rdquo;促&ldquo;和&rdquo;了。
　　至于中方，由于苏联宣布对华断交后，即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空气，张学良首当其冲，感到压力
不小。
他致电蒋介石、王正廷说: 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
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
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
  而蒋介石则继续坚信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
7月19日早8时，苏军开始在绥芬河一带向中国守军开枪开炮，并扣留行进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
他仍断言: &ldquo;详察国际刑势，俄无开战可能，咋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
部队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
&rdquo;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就是绝不向苏方示弱，坚决不与苏联直接交涉。
他注意到《非战公约》7月24日将正式生效，其主倡者美国政府又对中苏冲突格外&ldquo;关切&rdquo;
，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借助国际的力量，迫使苏方承诺不诉诸武力，承认中方所造成的既成事实。
对于蒋的这一主张，20日夜从青岛赶回南京的王正廷不大赞同。
他在次日凌晨见蒋时表示：俄国未加入国际联盟，故无要求联盟调停必要。
对非战公约组织，也只能限于将中国政府的态度通知签约各国而已。
毕竟外交全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
  因此，他主张应当对苏联政府的绝交照会做出正式答复，以寻求直接交涉。
对此，蒋介石断然反对，严词道：&ldquo;彼已决绝如此，余决不复，兄必欲复，请以兄私人名义复之
可耳。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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