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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
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
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
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
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
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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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广东政府主张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正当、正统政府，必然发生第
一层的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行为。
为了开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外交活动，广东政府一方面设定了本书第一部所述的与北京政府基
本相同的外交制度，另一方面对外谋求政府承认，就涉及整个中华民国的事件发表声明。
涉及整个国家的事件，有本书第二部中所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国际联盟、山东问题的应对等
。
广东政府在这些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行为中，经常伴随着对北京政府外交的否定。
不过从结果上看，在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具体方向尤其是政策内容方面，广东政府多与北
京政府一致。
在贷款等问题上，广东政府不承认北京政府的贷款，试图以此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正统性，但并未否定
以国内资源为担保获得贷款的做法，只是抗议北京政府并无这种行为的资格。
另一方面，广东政府主张自己是中央政府，使得当时南方各省出现了地方官对北京和广东的双重归属
状态。
南北议和失败后，广东政府要求南方各省与北京断交，在交涉员人事安排上也不再追认北京的任命，
而是在广东单独任命，逐渐强化了其代表南方各省的色彩。
由于广东政府在广州开展了这种外交，从一个侧面来说，广东被糅合进了中华民国或中国的形象之中
。
前面提到，广东政府在政策方面与北京政府多有一致，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1920年代，广东政府作
为中央政府试图表现出区别于北京政府的特征，也可以认为这种意图是广东政府拼命摄取革命和民族
主义等1920年代国际政治产物的一种动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是博雅史学论丛书，海外中国史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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