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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海峡两岸研究民国外交史的学者，主要是着力于外交当局和外交官员的研究，其重点主要
在“上层”，《民众、公众舆论与民国政府外交研究（1927-1949）》则是着力对民众、公众舆论这些
与“上层”既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下层”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作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
从多达60多种民国时期的报刊中，梳理舆论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和影响；从大量公私文书的比对中，观
察外交事务中民众与政府互动的情形。
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民国时期民众、公众舆论与中国外交关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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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同时，国内民众纷纷发表对协定的看法。
《独立评论》上有文章声称：“什么'长期抵抗'，现在总算不谈了”，“现在还有人说停战不是屈服
！
其实屈服并不一定是失策。
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
”该文章还进一步指出，“设使（民国）二十年冬天中国允许划锦州为中立区，以免武力冲突，一面
开始交涉，那时满洲国还没有成立，无论交涉结果如何，中国的损失，不至有现在损失这么大。
”①这显然是指责南京政府妥协的太晚了。
《益世报》有评论说，《独立评论》今日妥协的主张，只不过是40年前李鸿章赞成妥协，几十年前袁
世凯赞成妥协的议论而已。
蒋廷黻坦言：“如果中国的近代史能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
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除了这妥协一路而外，还有别的可走吗？
我看不出别的路来”。
②胡适因赴美讲演和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途经上海，发表赞成华北停战协定时说：“此举虽略似于
无形中默认伪国之嫌，然在另一方面言之，实系使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尽战事停止后，则日本之文
治派及和平派得以抬头，同时世界上和平运动，亦得与日本相接触，否则，日本之和平派与文治派，
亦只可听命于军部⋯⋯”他还认为.“须知华北停战后，最低限度，可减少吾人之损失⋯⋯”邹韬奋对
胡适的高论，“实无法'佩服'，只觉得汗毛站班”！
“也不得不感到这位'思想界之泰斗'的'思想'实在有不可思议的奇异”！
邹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贯政策是'征服支那，先征服满蒙'，我们很有充分时间'等候'、'抬头'
和'接触'的实现！
怪不得现在不是对外而是尽量对内的时代了！
”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众、公众舆论与国民政府外交研>>

编辑推荐

左双文等编著的《民众公众舆论与国民政府外交研究（1927-1949）》从民国外交史的角度，着重研究
民众（公众舆论）在民国外交中的角色、活动、作用，以及这些活动对外交进程的影响以及对涉外事
件处理结果的影响，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对政府外交方针、外交决策、对外态度、外事处理方式的影
响。
同时，将与民众运动对应的政府的反应和决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分析。
    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民国时期民众参与外交事务概况；（二）民国时期公众舆论对外交
事务的干预和评论；（三）政府对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态度和对策；（四）政府外交受民众（公众舆
论）参与的影响；（五）英、美、日、苏等国对中国民众介入外交事务的态度和反应；（六）民众参
与的作用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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