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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华政策，其重点在揭示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制定过程
、实施过程，及其对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本卷内容丰富多彩，较为生动地反映了英国如何从牺牲中国，执行对日绥靖政策，到援华抗日，最后
与中国结成盟国的对华政策的曲折变化。
本卷的研究表明，战时英国与中国是盟国，同中国在抗日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
总体上是支持中国的，同中国的合作是有一定成效的。
本卷特别肯定了英国对中英科学文化合作的政策。
　　但是，中英双方的合作却充满着矛盾与斗争。
英国坚持消极抗日的政策，以及在抗战中仍然坚持执行殖民主义的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引起了中国
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且激化了与中国的矛盾。
本卷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了英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英国对国
共斗争的“不干涉”政策。
本卷在肯定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贡献的同时，揭示了战时英国对华机会主义政策、实用主义政策以及
殖民主义政策。
　　本卷引用的档案资料，主要是英国政府的官方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外交部资料、国防部资料、内
阁会议资料、英国议会记录，丘吉尔个人档案、艾登档案以及战时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个人档案等档案
资料，还包括国内外最新解密档案资料和其他史料，成为本卷的一个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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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世安，1948年1月13日生。
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
1987年，获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
1989——1992年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做博士后，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担任美国杂
志《American Abstracts》的特约撰稿人。
199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美史研究中心主任等，现为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学术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欧美史、国际关系史、人权史。
社会兼职有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执行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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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英国对华政策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英国对华政策一、20世
纪20年代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二、“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政策第二节 英国对“七七”事变的反
应一、英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态度二、英国舆论对“七七”事变的看法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的
英国对华政策一、“七七”事变后的英国对华政策二、英国舆论对“七七”事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影
响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对华政策第一节 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援华抗
日政策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英国的政策二、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对华政策第二节 珍珠港
事变前英国援华抗日政策产生的原因一、美国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二、英国公众和民间组织对英国
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三、日本扩大侵略迫使英国改变了其对华政策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英国对
华政策第一节 珍珠港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战略一、“先欧后亚”战略指导下的对华政策二、英国政府利
用舆论宣传英国的对华政策三、英国对华宣传计划四、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先欧后亚”战略的斗
争第二节 英国对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否定一、英国对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否定二、丘吉尔贬低中
国抗日的贡献第三节 英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策略一、拖延缅甸战役二、在援华问题上制造障碍
第四章 战时英国的对华殖民主义政策及其失败第一节 英国对我国西藏、新疆和东三省的殖民主义政
策一、英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二、英国对我国新疆的反动政策三、英国对我国东三省的殖
民主义政策第二节 英国关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政策一、1942年10月9目前英国关于废除在华不平
等条约的政策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九龙问题三、1943年条约签订后的英国对香港政策第五章 
战时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第一节 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一、充满矛盾的英国政策二、蒋介石访问
印度与英国的对策三、英国与暗杀蒋介石的阴谋第二节 英国政府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政策一、英
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确立二、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反复三、英国援助重庆国
民政府抗日政策的结束第六章 战时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一节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一
、从传统到现实二、从敌视立场到中立的转变第二节 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一、英国错失与中
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时机二、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第七章 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的政策第一节
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的基本政策一、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对国共斗争的基本政策二、战时英国对国共
斗争前景的分析第二节 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的政策一、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的分析二、英国对战后国
共斗争“不干涉”政策的内容第三节 战后英国“不干涉”政策的实施一、战后初期英国“不干涉”政
策的实施二、从不干涉到承认新中国第八章 战时英国与中国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政策第一节 战时英
国对华科学技术合作政策的产生一、英国文化协会驻华办事处的设立二、英国对华文化政策的演变第
二节 李约瑟与中英科学合作馆一、李约瑟科学代表团访华二、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成立三、英国工商业
界与技术援华问题四、李约瑟对中华文明的宣传本卷综论参考文献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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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盛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英国的“联美制日”的目的。
华盛顿会议在客观上拆散了自1902年以来的英日同盟，这种联合美国抵制日本的战略部署，有利于英
国遏制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有利于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
然而，华盛顿会议同时也削弱了英国的势力，比如会议上签订的《限制五国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
、英、日、法、意五国的主力舰总吨位比例为5：5：3：1.75：1.75。
这样的规定，在无形中削弱了英国的军事势力，英国已经失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海军方面的绝对
优势。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
革命注入了新的因素。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革命高涨的起点。
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签订。
苏俄宣布，废除中、俄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租地和租界；放弃“庚款”
的俄国部分；取消帝俄时代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承认外蒙古是中
国的领土等。
这个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基本平等的新条约，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欢迎。
这个条约的签订，还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一切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
而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矛头，自然首先对准了最早侵略中国、在中国有着最大利益的英国这个老
牌帝国主义国家。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内各地发生了一连串的反英行动。
如6月11日的汉口事件、6月20日的九江事件、6月23日的沙基惨案，这些事件和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
国内的反英情绪不断走向高涨。
中国朝野普遍都认为，要打破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首先就必须排除英国在华势力、
废除英国在华特权等。
在全国反帝浪潮的推动下，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开始了北伐进军，矛头直指被英国视为最重要的在华
利益范围——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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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7年，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了战时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档案（Seymour Paper）
，这对研究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的解密档案资料。
从此，国内外学者对战时中英关系的研究进入高潮。
近年来，我国对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
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档案、重庆国民政府公报（1942-1944年）部分卷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
研究所“二战”史料以及英国“二战”时期部分已解密军政档案等，进行了研究，这些新的成果主要
反映在杨天石、王建朗、马振犊、林孝庭、王炳毅、李桂权、陈须隆、张建魁、路琰、许陈静等人发
表的文章之中。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研究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宝贵的材料。
本书的撰稿人之一陈淑荣在战时英国文化外交的研究上，也有独到之处。
上述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战时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卷是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
与世界研究”之子课题“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研究”。
本卷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
世界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的帮助，得到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帮助，还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
社的帮助，特别是黎晓方同志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作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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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7卷):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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