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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
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
1919年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6月28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9
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11月27日），1920年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6月2日
）。
但是直到1923年7月23日，才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随着该条约于1924年8月6日生效
，和平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
与此同时，1921-1922年冬天，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旨
在将维持远东的现状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
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
。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
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有必要从4简洁概述这一和平安排的最重要的内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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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11年的革命使中国成为国内冲突的牺牲品；到1919年，广州地区已经完全独立于北京政府，
该政府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实行有名无实的统治。
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几个月中，内战爆发并蔓延到中国的整个北部和中部，这些地区分别属于
相互对抗的督军或各省总督的权力范围，在最北方，满洲在精力旺盛的张作霖的统治之下实际成为独
立的地区。
在中部，吴佩孚是几个督军中最有实力的，但从未能够成功地统一这个国家。
在南部，广州是国民党，换句话说就是民族主义党的大本营，它由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领导，他们
曾在西欧或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人办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并吸收了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思想。
国民党的主席孙中山在中国是最杰出的人物，他集幻想家和先知以及一个机敏的政治家的性格于一身
。
1923年孙中山成为广州政府的首脑，他任用一个名叫鲍罗廷的俄国人作为他的主要顾问，后者很快在
苏联的国际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盟。
这些国内纷争和中国政治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反对外国控制——有极密切的关系。
在19世纪，列强强加给中国一系列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中国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
领土上生活和进行贸易的那些国家的国民享有许多特权。
在这些特权当中，有两项是最重要的。
第一，中国的进出口关税被协定限制在最高5％的水平上。
第二，列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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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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