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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初版于1991年，距今已有19年。
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主题，查找资料，完成初稿，以及最后成书的整个过程中，无不得益
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它使我能够师从齐世荣先生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静心学术研究；它使我能够
获得英国、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等国家出版的原始档案文件和学术专著，以及一些尚
未正式出版但已经制成缩微胶卷的原始文档，从而使本课题的研究建立在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
它使我能够在书稿完成后获得当时极为珍贵的校长出版基金，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自那时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新人辈出，硕果累累。
具体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包括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过程中的英国、中国和日本之
间的关系的研究，也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
但本书的一些基本资料和观点，仍然得到学界的认可，认为值得再版。
经过认真考虑，作者决定接受一些学者、包括日本奈良大学教授明石岩雄先生的建议，保持了本书初
版时的内容，只对一些打印错误做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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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从不列颠帝国日趋没落这一总的历史背景，探究对日绥靖政策产生的根源，并把绥靖外交同
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清楚，藉以说明英国统治阶级如何在实力衰弱的情况下，
妄图用对日妥协退让的办法保住自己的一部分在华利益和远东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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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英国对汪伪政权的态度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英国希望蒋介石继续抵抗以牵制日本兵力，以免使之转向南方；另一方面，英国又不希望在
欧洲已燃起战火之时，亚洲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英国对汪伪政权的出现是既担心，而又抱有幻想
。
它主要有两个担心，其一是担心汪精卫会在日本的支持下在中国发动内战，这将对英国的利益造成更
大损失，并可能扩大苏联的在华影响。
早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巴特勒就曾在1939年9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尽管汪精卫“不是一个‘
胜利者”’，“但必须注意的是，日本人将给这个东部中国的政府以全力支持，而且在西部和东部中
国之间爆发内战的倾向将变得实际起来”。
为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他认为英国应该“预见到可能修改我们的对华政策。
我们应该把对华政策置于希望带来中日之间谈判和平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置于支持蒋介石的基础之上
”，他还认为英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进一步发现蒋对新政权的态度，并进一步发现是否存在着达成
一个和平协定的任何希望”。
这实际上是一个要求蒋汪合流的建议。
布伦南则认为，中国的局势可能发展成一场共产党人和反共产党人的内战，双方各自得到苏联和日本
的支持。
在那种情况下，英国“一定不应希望偏袒一方，或无论如何不站在反对日本一边。
我们支持重庆政府的政策将不得不做修改，以适应新的形势”。
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在内战中与共产党人一起站在苏联一边，英国将站在汪伪政权一边。
英国的第二种担心是，由于英国仍然支持蒋介石政权，所以害怕蒋介石对汪伪政权的强硬态度会激怒
日本，从而间接危及英日关系。
英国认为，如果它适当支持汪伪政权，便可以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
驻华大使卡尔曾在1939年10月5日致哈里法克斯的电报中说：“如果我们获允有广泛的自由去处理我们
同新政权和它的追随者的非官方关系，我们就能做许多事情去减轻官方不承认态度的影响。
”另外英国还对汪伪政权在改善英日关系中的作用心存幻想。
在上述提到的同一封电报中，卡尔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准备这种基础，其办法是同像褚民谊（
按后为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这样的人尽可能多地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并应向他们
说明，如果他们允许日本人在占领区摧毁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外国人的利益，他们将一无所得而蒙受一
切损失。
英国“期待他们使他们的朋友（按指日本人）煞车，并避免使我们处于敌对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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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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