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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
作者除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
和各地政协有关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广泛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
相关资料、著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
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约760万字。
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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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新：《中华民国史》总主编。
当代著名史学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
以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著称。

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内民国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内中华民国史研究，尤其是蒋介
石研究的知名专家。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学者。

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宗一：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韩信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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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卷 第三章二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对东北地方当局7月10日强行夺取中东路之举，苏联政府在此
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采取两手策略，一面争取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一面积极备战，向中方
施加军事压力，以恢复中东路事发前的原状。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手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断交前以“和”为主，断交后便转向以“战”促“
和”了。
至于中方，由于苏联宣布对华断交后，即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空气，张学良首当其冲，感到压力不小
。
他致电蒋介石、王正廷说：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
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
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
而蒋介石则继续坚信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
7月19日早8时，苏军开始在绥芬河一带向中国守军开枪开炮，并扣留行进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
他仍断言：“详察国际刑势，俄无开战可能，咋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部队
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就是绝不向苏方示弱，坚决不与苏联直接交涉。
他注意到《非战公约》7月24日将正式生效，其主倡者美国政府又对中苏冲突格外“关切”，认为可以
以此为契机，借助国际的力量，迫使苏方承诺不诉诸武力，承认中方所造成的既成事实。
对于蒋的这一主张，20日夜从青岛赶回南京的王正廷不大赞同。
他在次日凌晨见蒋时表示：俄国未加入国际联盟，故无要求联盟调停必要。
对非战公约组织，也只能限于将中国政府的态度通知签约各国而已。
毕竟外交全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
因此，他主张应当对苏联政府的绝交照会做出正式答复，以寻求直接交涉。
对此，蒋介石断然反对，严词道：“彼已决绝如此，余决不复，兄必欲复，请以兄私人名义复之可耳
。
”这时，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所谓“革命外交”，与列强各国紧张谈判改订新约的关键时期，
东北地方当局武力夺回中东路的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
蒋介石以为苏联宣布断交并在边境实施武力威胁，必将激起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正可利用这
一民气，提升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望，并彻底抑制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的权力挑战。
7月20日，蒋发表致全国将士电，声称：“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
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
”他一面坚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一面要求东北地方当局对苏方的军事挑衅力避冲突，其基本策略是
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推动英美等国主导下的非战公约组织和国际联盟出面调停，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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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国史(套装全36册)》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
分为十二卷，约760万字。
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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