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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综述》在对原始史料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平
等条约”这一词语在语义上的演变及其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论争中被运用的情况；同时试图阐释中
国各派政治势力在1840年到1943年这一历史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各种解读，是如何在争取和维护
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民族认同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
作者还把视野投向19世纪以来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特征——这一至关重要却乏人问津的课题。

　　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有关不平等条约的著述均注重于条约本身的研究，《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
耻与民族历史综述》则将“不平等条约”作为对外交、法律、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特
别的解析方式，从而催生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多重含义。
作者的论证缜密有力，显示出她对中西文资料的娴熟驾驭能力。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综述》英文版问世以来，广受中外历史学家的好评，普遍认为该
书对“不平等条约”这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有深刻的洞察，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相信
中文版的问世将会为读者提供一种看待“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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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928年5月，就在国民党北伐军抵达山东省后，日本新任首相兼外相田中义-（Tanaka Giichi）
借口保护日本平民，出兵·山东。
5月3日，日军向北伐军和平民开枪。
迫于自卫，北伐军有克制地予以反击，但并没有同日军进一步交火。
而后，日军发起报复性袭击，轰炸居民区并攻人国民党外交部公署，造成数千名军事、外交人员及平
民百姓的伤亡。
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军的行径作出回应，抗议“五三”惨案，称之为“奇耻大辱”，并且谴责田中军
阀蓄意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中国主权。
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在《五三惨案宣传纲领》中呼吁其支持者们隐忍克制，恪守秩序，以“防止共产
党借反日情绪闹事”。
国民党的宣传口号有：“我们要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来奋斗”和“我们要求北伐军早日占领北京，
统一中国，对日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共产党就“济南惨案”和国民党对此事件的反应发表看法。
共产党评论说，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沆瀣一气，“济南惨案”是他们“内部”的利益冲突。
在指责蒋介石沦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的同时，中共另一方面也承认，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所代表的
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阵营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挑衅性语言的使用——譬如，公开称对手为帝国主义的新爪牙、滋事叛匪——引发了本章节的第二个
论点。
“不平等条约”一语在共产党1927年后的公开宣传中的频繁出现，证明共产党无论在探索斗争策略抑
或界定敌人的方式上，仍继续坚守共产国际的世界观：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1928年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一份关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的决议书。
在决议书中，共产党强调与苏联和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抨击国民党是背叛中国革命的叛徒和汉奸。
共产党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视为一丘之貉，他们坚持认为，国民革命的外交政策里，必须包含立即废
除不平等条约，并让中国退出“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的内容。
在发表于1928年9月20日的那份措词激烈的《时局宣言》里，中共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新军阀，称他们“
都是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一样的吸血鬼，一样的卖国贼，一样的白色恐怖的刽子手”
。
《宣言》认为，“济案搁延至今，借所谓‘修约’来转移民众视线，实际进行其卖国的秘密外交”。
《宣言》最后喊出了一连串激荡人心的口号：“自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媚外卖国的修约
！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势单力薄的共产党扛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凭借阶级斗争和反帝理论进
行自我定位，并对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与美英日帝国主义等国内外敌人们展开全方位的攻击。
中共用这类鼓动对抗群敌，并且质疑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做对共产党本身有利
无弊：“南京政府成立以来，那一天不在卖国？
他们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完全是承认帝国主义的特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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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综述》为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24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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