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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积极推动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建立，并派遣远征军出国作战。
中国还积极扶助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
第一次缅甸作战失败后，又努力推动缅甸反攻战。
缅北作战揭开了亚洲地区盟军对日反攻战的序幕。
中国顺应形势变化，适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一举废除旧约，订立新约，取得平等地位。
此后，历经签署莫斯科宣言、参加开罗峰会、创建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动，中国进人四强之列，并最
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通过抗战，中国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进入到中心区域，逐步成为政治大国。
抗战后期，美国积极扶植中国进入四强，但在若干问题上与国民政府也发生了冲突。
美国对中国的介入由军事而政治，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国内政中。
中苏关系则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正式成型，中共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美国最终仍选择了扶蒋政策
，错失了机会。
战争结束后，盟国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受降权之争，便反映了盟国在战后远东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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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国临时政府积极争取中国承认并期望通过中国推动国际社会的承认。
金九于1942年1月致书国民政府，称早年孙中山先生曾有协助韩国独立之诺，“目前中国已为世界四强
之一，为世所公认，倘以领导东方各民族革命者之资格，重践前言，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提请
同盟各国一致承认，提高其国际地位，俾达成光复旧疆之目的，则不仅全韩民众，欢欣鼓舞，即世界
友邦，亦必更为赞佩”。
①对于扶助像朝鲜这样的历史上曾经与中国有过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舆论界表现出相当的热情。
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的责任：“兴灭继绝，济弱扶倾，是数千年来我国对外政策上的传统精神。
为了救助邻邦，中国人在朝鲜、越南、暹缅，且曾兴过仁义之师，流过光荣之血！
”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对这些周边国家再次负起责任，是理所当然之事，“我正已踏上复兴之路，
宛如旭日东升的中国，起而负救护的责任，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任何人无怀疑或反对的余地”
！
②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高级别的朝鲜问题专案小组，以戴季陶、何应钦、王宠惠
、陈果夫、朱家骅、吴铁城、王世杰等7人为委员，王宠惠、吴铁城为召集人。
③同月，军事委员会初步拟定《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
该方案提出，今后国民政府的对韩工作应“为多党之运用，不必固执一党，并须使其能协同工作”，
“对韩国临时政府，须使其能领导各党派力量，实行民主政治，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
关于承认问题，“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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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中想说的，看来永远是遗憾。
本书是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时期的中国与世
界研究”之子课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研究成果。
与起初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相比，本书在一些原来曾想着力探讨的问题上未及铺开和深入。
尽管课题立项的时间并不算短，但由于杂务缠身，真正集中精力动笔写作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由于时间的急迫，一些已经搜集在手边的资料，甚至是一些已经读过的资料，也未能去消化与使用。
因为，当我在赶稿之时，我的课题组的同行们的书稿已经进入三校。
我要对课题组的同行们说声抱歉，道声感谢，因为这本书，大大地拖了整个项目的后腿。
我要谢谢他们的宽容，也要谢谢课题组所有成员的畅所欲言的讨论，我从中获益良多。
这是一个令人深感愉快的学术合作团体。
这里，尤其要对课题主持人胡德坤先生深表谢意，感谢他对我的宽容，也要感谢他的催促，使我终于
捧出了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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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5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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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