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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3卷）：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全方位剖析了“
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段内，中国积极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联盟建立后
为巩固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并较好地兼顾本国利益，与反法西斯联盟其他三大盟国之间的密切合
作与利益纷争并存的复杂关系。
本卷特别对“七七”事变前中国政府和民众有关建立国际反日同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以及中国民众
关于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理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弥补了目前国内学界有关中国在世界反法
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之作用的研究的不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反法西>>

作者简介

关培凤，1980年2月生于山西省五台县。
200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2004年、2007年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取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
现任职于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主要从事外国边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并对新中国的边界政策和边
界谈判史也有涉猎。
迄今已经在《世界历史》、《民国档案》、《兰州学刊》、《武汉大学学报》、《理论月刊》、《法
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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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学术前史介绍二、本卷的研究意义三、基本思路和研究计划第一章 中国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
斯联盟的建立第一节 建立反日国际同盟思想的发端一、“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
测二、民众对中国应战方针的讨论三、国民政府的反应和对策第二节 建立反日国际同盟思想的确立一
、建立反日同盟思想的确立二、早期的外交努力第三节 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一、抵制西
方国家对日本的妥协二、谋求并推动联盟的建立第二章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第一节 中国
对盟国的军事配合一、具体的军事作战二、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大战略第二节 加强与盟国的外交合作一
、蒋介石调解英印关系二、宋美龄访美与中关合作的加强第三节 中国赢得大国地位一、中美、中英平
等新约的签订二、参加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三、出席开罗会议第三章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维
护第一节 中苏分歧及其处理一、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转冷二、中苏关系跌入低谷三、中苏分歧的处理
第二节 中英分歧及其处理一、中英两国间的主要分歧二、中国努力化解中英分歧第三节 中美分歧及
中国的应对一、分歧初现与中国的对策二、纷争再起与中国的反应三、史迪威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调整
第四节 中国与联合国的成立一、中国民众关于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讨论二、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战
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与实践三、中国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所作的贡献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
西斯联盟第一节 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一、大力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二、揭露和抵
制远东慕尼黑危险三、西方远东绥靖政策对中国共产党联盟思想的冲击四、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
盟的建立第二节 努力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一、加强与美、英、苏等国的联系二、全力支持盟国先德
后日战略第三节 努力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一、建立与美国官方的联系二、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三、密切
与苏联的关系本卷综论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二、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建立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三、历史的启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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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以人物为切入点展现外交关系的著作：如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
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
民出版社，1988年版）、史迪威研究中心编的《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岳
谦厚著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永祥著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等。
除了学术专著外，国内学者就战时中国同各主要盟国关系的研究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研究
层次也比较多样化，既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研究，也有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总体研究，还有关
于外交人物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有关反法西斯联盟问题的论文，如张齐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
法西斯联盟中的作用》（《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3期）、赖悦的《英美苏三国联盟
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惠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余龙生的《关于反法西斯联盟关
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反思》（《上饶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第4期）、杨宝康的《国际反法西
斯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杨竹芬《论中国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结合》（《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祝中
侠《关于二战期间苏美英结盟的几点思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等。
尽管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毕竟是对外交关系研究
中的一个新领域的开辟，也属难能可贵。
从上述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介绍可以看出，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和论文相当多。
这些著作和论文涉及战时中国外交的许多方面，此处不能一一罗列，只就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一
些重要问题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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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卷书稿是“命题作文”。
2004年9月，作者进入武汉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导师胡德坤教授正在筹划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基于项目组课题设计的需要，作者的博士论文选题就被胡老师确定为“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关
系研究”，并较早地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2005年年底，该项目正式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立项，作者的博士论文也就此成为该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
在胡老师的指导下，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拓展研究，几经修改，才成为现在的书稿。
从博士论文到书稿，胡老师审读和修改了多遍，在此特致谢意。
从搜集资料到论文脱稿再到书稿修改，本卷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众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德明老师、韩永利老师、彭敦文老师、徐友珍老师和潘迎春老师，在本卷的大
纲设计、课题论证及写作思路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使作者受益良多，谨致以诚挚的感谢。
感谢作者的博士论文评阅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给予的帮助和勉励，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重
南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邢来顺教授及武汉大学法学院杨泽伟
教授。
感谢书稿审稿会上不吝赐教的各位专家，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陶文钊研究员、王建朗研究员，中
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研究员、戚如高研究员，兰州大学汪金国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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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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卷):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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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