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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维钧从袁世凯时期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在政界外交界任要职，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后
又长期出使法、英、美等国。
他的这部回忆录是巨变频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许多重大情节的权威记录
，内容十分细致。
而且，因为顾氏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非党人士的职业外交家身份，使得他的描述更有
一种特殊的意义。
认真读读这套书，对于我们真实而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避免片面和偏狭的历史观点，会有很大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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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
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
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
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
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
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
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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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四卷出使法国(193210-1941．7．2)·中
第六章 欧战爆发前的外交活动 1937年11月末-1939年8月中
第一节 布鲁塞尔会议的余波 1937年11月末-1938年5月中
（1）谋求停战和列强间的协同行动 1937年11月末-1938年1月
（2）中国继续在海外谋求列强和国联的支援
（甲）1938年1月末-3月末
（乙）1938年3月末-5月中
第二节 国内军事形势恶化，欧战迫在眉睫，中国需要援助日益迫切，获得外援更加不易 1938年5月
末-8月
第三节 中国再次向国联申诉，因欧洲危机而告失败 1938年9月
第四节 在日本开始南进，而西方列强又缺乏单独行动积极性的情况下，我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1938年10
月-11月中
第五节 在当时欧洲的形势下，西方国家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38年11月中-1939年2月初
第六节 在日本企图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并在太平洋地区实行军事扩张之际，西方各民主国家在远东
采取联合行动的幻想 1938年12月末-1939年2月
第七节 轴心国在欧洲和远东的猖狂活动对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所起的作用 1939年2月末-4月初
第八节 促进中、英、法之间的合作 1939年4月初-6月初
第九节 日本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猛烈冲击所引起的反应 1939年7月-8月中
附录一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声明
附录二 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的广播讲话
附录三 法国向中国提供货币稳定贷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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