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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叶，司徒雷登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在华的其他外国人⋯⋯
　　他的一生是复杂而多面的。
他既是一位传教士、神学教师，又是第一位见过孙中山并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独立战争”系统介
绍到美国的人⋯⋯
　　他既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关系甚笃，又曾是毛泽东和
周恩来的座上客⋯⋯
　　抗战时期，他因支持燕大师生的抗日活动而被日本宪兵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其声望如日中天⋯
⋯
　　年逾古稀之际，他在中美两国舆论的一片赞誉声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但由于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扶
蒋反共政策而受到毛泽东的谴责⋯⋯
　　1949年，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其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
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使中美国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他不得不带着遗憾
无奈地离开生活了五十年的中国⋯⋯
　　之后，他严词批驳.“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旨在分裂中国的言论⋯⋯
　　当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之时，他留下遗嘱.希望死后能够把骨灰葬回中国，与早逝的妻子相依相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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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平，1959年9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亚太研究院执行院长、北大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北大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等职务。
现任教育部副部长，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美关系史、中国高等教育史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曾撰
写出版《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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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决定来华传教(1876-1908)
一、传教士的家世背景及与中国的渊源
二、加入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
三、重回中国
第二章 在辛亥革命的硝烟中徘徊(1908-1918)
一、传教理念的转变
二、司徒雷登的宗教教育观
三、美联社的特邀记者
四、为美国对华政策进言
第三章 出任燕京大学校长(1919一1921)
一、组建燕京大学的背景与经过
二、为燕大筹款与选址
三、追求卓越的办学目标
第四章 传教中的持不同政见者(1922-1926)
一、燕大的宗教生活
二、非基督教运动对燕大的影响
三、美国对司徒雷登宗教思想的批判
第五章 加入一流大学的行列(1927-1937)
一、“中国化”和“国际化”问题的提出
二、燕大的院系与学科设置
三、跻身一流大学的行列
第六章 司徒雷登与燕大师生(1919-1941)
一、支持燕大的学生运动
二、支持和协助燕大师生奔赴抗日根据地
三、燕大人眼中的司徒雷登
第七章 涉足中国政坛(1920-1937)
一、广泛结交政府权贵和各界要人
二、卷入中国政治
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第八章 从调停人到阶下囚(1937-1945)
一、充当蒋介石与侵华日军的调停人
二、为保护燕大与日伪政权周旋
三、日本宪兵队的阶下囚
第九章 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5-1946)
一、蒋介石的全面内战与马歇尔使华
二、马歇尔看中的大使人选
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第十章 劳心伤神的外交官(1946-1947)
一、参与国共谈判
二、马歇尔使命的终结与司徒雷登角色的转换
三、魏德迈使华与司徒雷登的尴尬
第十一章 无法挽回的败局(1948一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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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促美国政府救蒋的最后努力
二、美国援华政策的转变
三、稍纵即逝的中共与美高层接触
第十二章 大使生涯的终结(1949-1962)
一、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二、最后的心愿
附录1司徒雷登大事年表
附录2燕大名人
附录3参考书目
附录4照片资料来源
一版后记
再版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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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正式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该约所列之物资
船舶等全部冻结。
①为表示对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强烈抗议和对马歇尔一味迁就蒋介石的不满，周恩来愤然
离开南京，回到了上海。
次日，周恩来再次致电马歇尔，继续对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提供外援，致使中国内战持续升温提出谴责
。
周恩来要求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尽快制止中国的内战。
但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在张家口战役中已稳操胜券，先是拒绝召开三人会议，后又提出种种
明知共产党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故意拖延时间。
1946年9月30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人联名，再次向蒋介
石和马歇尔发出备忘录，对国民党政府自当年6月撕毁停战协议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解放区，
并派出重兵大举进攻张家口提出强烈抗议。
备忘录最后说：⋯⋯事实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
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
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
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②中共备忘录的看法使几个月来为制止中国内战而九上庐山的马歇尔感同身受。
他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客们正尽力使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成为‘傀儡”’，蒋介石的做法“已把美国
置于无法接受的、站不住脚的地位，因此考虑退出目前的谈判”③。
马歇尔向司徒雷登讲明了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得到司徒雷登的认同。
当天，司徒雷登向国民党谈判代表表达了他和马歇尔的意见，强调局势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
程度，并明确表示如果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他和马歇尔“将有可能退出调停，并继而撤销美国对中
国的其他支援”④。
两个半月直接参与国共谈判的经历，以及脱离了学校的文化氛围后耳闻目睹社会的现状，使司徒雷登
对国民党政权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说从前他曾把中国的希望放在国民政府身上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对这个政府的态度已经由希
望变成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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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2版)》：司徒雷登是位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对中国教育界、知识
界和中美关系有过很大影响的美国人。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史学界对于他的研究在规模、影响和深度上、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2版)》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为了能够真实地、历史地反映司徒雷登的一生，作者搜集了大量国内外与其有关的资料，并对这些资
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考证，希望能对司徒雷登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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