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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作为“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之一，
是2006年6月19-20日在上海市举行的“复旦—胡佛近代中国论坛：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研
讨会的论文汇集。
该会议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共同主办，也是数十年
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关于宋子文的学术会议。
约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内地约40位专家学者与会，对宋子文以及战时
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问题，交流研讨。
目前收入《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的共有17篇文稿，其中3篇为英文，其余为中文。
大部分论文均为抗战时期的内容，少数几篇文稿是关于抗战前夕和战后初期的。
各篇论文叙事立论均根据档案史料做考据与研究，尤其是多篇论文使用了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庋藏宋子
文档案和其他特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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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景平，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评审专家、上海市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编著有《宋子文评传》、《中德关系（1861-1992）》、《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卜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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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判 王建朗宋子文、陈嘉庚与新马华侨战时捐款 马振犊“特券”：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货币
战的个案研究 林美莉宋子文与战后初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郑会欣论战后中国的贸易方案——兼论
宋子文的作用 西村成雄生于末世运偏消——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前后经纬之研究 汪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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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战后中国的贸易方案——兼论宋子文的作用　　五、结论：战后中国在经济上摆脱　　不了“
周边”地位　　众所周知，宋子文的政治资源给中国带来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影响是从1940年以来的
约8年时间，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国际舞台上将中国的政治共同体从不平等条约的地位提升为反法西
斯阵线上的“四强”之一，也可以说是受到了摆脱国际政治上的“半周边”这一动机和冲动的约束。
宋子文的“美国经验”促使他产生了此动机并促使他采取了此行动。
　　20世纪40年代的前半期，国民政府国家体系内的半周边地位与过去中国即世界中心之中华这一历
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迫使中国政治家产生了无论如何都要摆脱“半周边”之束缚的政治心态。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宋子文也处于同一历史空间。
正如前面所述，宋子文与美国谈判的核心可以分析为以下两点。
一是如何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以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二是为此如何保持与中国国内政治领导人蒋
介石的关系。
宋子文在中国政治空间的地位可以归结为依靠他的“美国经验”与美国谈判时发挥出的交涉能力和如
何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方面。
但宋子文本身却拥有三种认同意识：一是对美国友好的“美国经验”，这也是存在他内心的最深层次
的对美认同意识；二是与当前美国政府、美国舆论界进行交涉的国民政府负责人的认同意识；三是对
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当权者蒋介石的认同意识。
这些认同意识构成了他的精神实体，但这三种认同意识却具有相互矛盾的不同性质。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国际舞台上，这三种认同意识处于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战后的中国这一国内
舞台上，国民党政治空间內的反宋子文势力的抬头使宋子文的政治空间变得狭窄，且蒋介石对其也采
取默认的态度，由于这些原因，宋子文的第二种、第三种认同意识已经失去了独有的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