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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阎玉田先生是我在河北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是我的老朋友。
他编著的《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一书杀青，嘱我作序，我虽然自知学力、资历都不足以做
好这件事情，但为不辜负老朋友的信任，还是决定勉为其难。
　　1981-1995年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阎玉田先生即为本科生教授“中国现代史”。
他授课认真，有自己的见解，颇受学生们的欢迎。
至1998年，开始为历史专业三、四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的选修课程，至今
已近十年，未曾间断。
他的这部著作，即是他在撰写与发表相关科研论文的基础上，对讲稿进行不断修改、补充完成的。
作为一部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本书着重考察国际政治关系演变对于中国抗战局势发展的影响，以
此为线索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分期和阐述。
其视角、体例都很新颖，在内容、观点方面也颇多创新。
这同阎先生始终一贯地坚持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这对于大学教师而言，一方面意味着要尽量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融人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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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关科研领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对中国抗战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外历史事件依旧存有分歧和争议的
问题，本书以史实为依据，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作者的见解。
比如对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斥了时任国民政府西亚司司长的卜道明（自始至终参加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追叙”中所持的“不得已而为之”、“利大于弊”等观点（至今在学术
界仍有不少赞成者）。
通过分析论证得出结论：卜道明在“追叙”中所持的上述观点，纯粹是站在国民党独裁统治集团的立
场，完全背离民族利益至上立场，为国民政府因屈服美苏压力而丧权辱国的行径开脱罪责的狡辩，充
分表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缺乏承担历史罪责的勇气。
就连时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宋子文都怕担当卖国贼骂名而遗臭万年，中途辞去外交部长和首席谈判
代表的职务。
因此，决不可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仅仅看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和“利大于弊”，更不可
归结为“国弱无外交”，而是地地道道丧权辱国的行径。
为进一步驳斥卜道明所持的观点，本书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与拒签“和约”的后果作为对比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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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玉田，195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7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学系。
现为河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编著和与人合著有《中国抗战与民族振兴》、《中国现代经济史》、《河北大学史》、《影响中
国文化的20大奇才怪杰》、《河北百科全书·历史卷》等书。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刊载于核心期刊或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等学术刊物全文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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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编著此书缘起    二、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    三、历史启示第一章 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国共
两党由对抗到联合对外（1931年9月～l937年7月）  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后的国内外政治形势    
一、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二、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的态
度与政策    四、苏联与共产国际对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    五、国共两党、中间党派对日本侵略采取的
方针政策  第二节 华北事变与国际政局    一、华北事变    二、“蒙古自治运动”与“华北自治运动”    
三、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    四、日本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加深  第三节 华北事变与国内政局    一、国民
党对目方针政策的变化    二、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章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第一节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国内外政治局势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英美对日本全面侵
华的策略方针  第二节 中国政府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    一、求助英美调停    二、争取国际联盟与《九国
公约》签字国的支持和援助    三、陶德曼的调停及德目对国民政府的诱降    四、国民政府反对英法对
日绥靖妥协与争取德意中立    的外交  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联苏外交    一、“南联英美，北结苏俄”    二
、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三、苏联成为中国抗战初期最大的援助国  第四节 抗战初期中日两国
的政治军事局势    一、日本对国民政府施行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双重策略  ⋯⋯第三章 国际政治局势
纷纭变幻，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
战场占据重要地位（1941年12月—1943年9月）第五章 抗战后期的国际政局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9月—1945年8月）综述主要参考和引证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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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形势1929-1933年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遍及整个资本主义
世界的各个经济领域。
从工业、农业、商业、贸易到财政金融，几乎全部陷于瘫痪。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工业产量下降44％，倒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
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
资本家转嫁危机的首要对象就是工人，主要手段是大量解雇工人、缩减工资，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与
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资本家转嫁危机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向其他国家特别是殖民地、附属国大量倾销剩余工业产品，拼
命压低价格，廉价收购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工业原料，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加凋敝，进一步加深了
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及附属国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市场，必然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
激化。
这些矛盾的突出表现就是进行关税战、货币战和市场战。
美国一向标榜贸易自由，关税平等。
但为了抑制外国商品流人，保护本国工业，在1930年首先宣布提高890种商品的关税，提高关税率31％
～34％，因此引起其他29个国家的严重抗议。
为了报复美国，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也竞相提高了商品进口税率。
1932年，德国实行“新税制”，对许多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1932年8月，为了对付德国和美国的关税壁垒，英国召集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
、南非等自治领和殖民地在渥太华缔结了“特惠协定”。
该协定规定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交纳进口税，税率比来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的商品税要低得多
，从而限制了美国商品进入英联邦国家，造成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而英国对这些国
家的贸易额却有了大幅度增长。
由日本外务省主持的、与“桐工作”同时进行的对华另一“谋和”渠道——“钱永铭工作”，在外相
松岗洋右操纵下，由日本“满铁”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穿针引线，通过中国交通银行总裁钱永铭，
在日本与重庆之间传递和平信息，也未取得实际结果。
同时，日蒋间“和谈”还有另外一条渠道，是经由司徒雷登进行的。
1939年7月、1940年2月和1941年4月中旬，司徒雷登先后受日本兴亚院联络部长喜多诚一、日本参谋本
部多田骏授意（周佛海出面）和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坂垣征四郎等人委托，数次到重庆会晤蒋介石、
孔祥熙、何应钦等政要。
司徒雷登发现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根本不感兴趣”，“和谈”未取得任何实际结果。
从日、将多种渠道和谈的经过与结果来看，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诚意抱有怀疑，但
对和谈采取了比较积极配合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一）出于外交战略考虑。
国民政府抓住英、美既想让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又想置身事外、不愿给中国实际援助的复杂心态，欲
以对日妥协议和作为筹码，迫使英美尽早与日本开战，至少加大援华力度。
（二）基于政治谋略考虑。
重庆政府通过特务渠道了解到日本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其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
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破坏或者推迟汪伪中央政府的建立，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
这一政治谋略曾成功地使日本数次推迟汪伪中央政府建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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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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