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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
赖于各国的本身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是带有通俗性质的读物。
可以全面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事件及各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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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件予以高度重视。
事件发生时，蒋介石等中央政要正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
7月8日，蒋介石闻讯后即预做应战准备。
他命令二十九军固守宛平城，并作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命令有关部队北上增援。
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天津市市长张自忠、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等分掌地方大权的第
二十九军将领，指出：“我军非有积极决战之充分准备，与示以必死之决心，则必不能和平了结。
”　　尽管中国政府在做应战准备，但对日本意欲何为，对卢沟桥事件这一地方冲突是否一定会引发
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此时尚未能作出明确的判断。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
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
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这表明，蒋介石此时对日本人意一在讹诈还是意在真刀实枪地大干尚未得出结论。
因此，南京政府确定了一个做两手准备的应变方针：“应战而不求战。
”南京政府给宋哲元的指示是“不挑战必抗战”，如其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
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
但仍需作全般之准备”。
同时，中国政府公开宣示其对卢事解决的最低立场。
7月1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卢沟桥事件有扩大可能，中央绝不
容再失寸土。
　　通过卢沟桥事件而确立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地位是日本处理这一事件的直接目标。
为此，日本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了活动。
其一，在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外交上，日本打出了所谓“现地交涉”的旗号，拒绝与南京方面交涉；其
二，在华北对中国地方当局威胁利诱，力图取得对华北的实际控制权。
7月8日，日本政府提出了处理卢沟桥事件的方针，内称：“不扩大事态，通过现地交涉迅速解决”。
7月11日，日本外务省训令其驻华使馆：“日本政府准备迅速在现地解决卢沟桥事件，所以希望南京政
府不要妨害对于时局的紧急处理。
”当日，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这一要求。
　　所谓“现地交涉”，其含义绝不止限于字面上所理解的在现场就地谈判解决这一冲突。
在这一特定场合下，它反映日本图谋在谈判中撇开中国中央政府，而由日本驻军与华北地方当局商讨
事件的解决办法，即以现地交涉排斥中央交涉。
日本此举目的有二：一是以此突出华北的特殊性，削弱中央政府对华北的控制；二是便于他们从对华
北地方当局的讹诈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日军驻兵华北，直接构成威胁，且华北当局一些负责人的
态度当时明显较中央政府软弱，日本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所难以给予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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