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反法西斯战争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九卷>>

13位ISBN编号：9787307074088

10位ISBN编号：7307074087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振犊

页数：4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反法西斯战争时>>

内容概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外关系中，德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是重要而秘密的一章。
为了迅速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的屈辱地位，德国共和政府以及后来的纳粹政权，出于战略原
料的贸易需求，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友好的外交政策，而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人出自对德国人和德国精
神的崇拜，一向持着“联德”方针，希望得到德方对其统一和建军的帮助。
于是，围绕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原料和军备的易货贸易及经济建设等多方面，中德开展了实质性的外
交，取得了重要成就。
德国人参与了中国的内战及后来的全面抗战，其中许多内幕鲜为人知。
德国的对华外交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纳粹德国因全球战略的需要，逐渐弃华联日，而中国则最终加入了世界反法
西斯同盟，德中被迫决裂。
一段外交隐密归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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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蒋介石为什么选定德国人来继任军事顾问呢？
第一，蒋本人对于日耳曼民族精神十分景仰，对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能够迅速重整军备非常倾
慕，蒋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此曾有所流露，学界论述已多，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蒋身边存在一批对德国和德国民族颇有好感的官员（如朱家骅、李鼐等人），这些人的大力推
荐，促使蒋下决心聘请德国人为自己的顾问。
第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沦为战败国，被迫放弃了在华的一切殖民利益，在国际上也被逐出
列强行列，表面上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平等，与德国人合作，既可得到实际帮助，又可避免顾问受
祖国操纵，成为“太上机构”，产生无谓的外交纠纷。
当然，德国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对自己民族优秀品质的宣传，后来曾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顾问的德国
人史太邱（streccius）大尉就曾以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神态生动地描述说，“法国人太倨傲，太浮
躁，做中国军事顾问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
他们把中国要做的事情告诉了中国当局，如果中国不照他的指示去办，他只是耸耸肩便完事；英国人
呢？
太懒惰，所以也不行”；苏联人则“不坏，可是他们的心理，跟中国人的心理却是差不多的，他们说
‘尼契伏’，中国人‘没有法子’，这语调是极相像的。
其次他们的顾问也太专门化，每个顾问只懂得一桩工作，别的便不知道了。
举例来说，他们的技术顾问，唯一所懂得的只是大炮的特殊构造，而这对于中国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因为中国的军备大都来自世界各国，所以非懂得各种炮不可”。
①这样看来，唯一适合中国人需要的外国顾问，也许只有德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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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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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之第九卷，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人员为主撰著而成，具体分工如下：马振犊
：全书大纲及统稿、第一章、第三章、本卷综述；戚如高：参与大纲及统稿、第四章、引言；何兰：
第二章；杨智友：第五章第一节；蒋耘：第五章第二节；邢烨：第六章。
值此成书付梓之际，我们对以胡德坤教授为首的本课题组各位专家对本书稿所提的各种宝贵建议致以
诚挚谢意！
并向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杨云、林建英、徐康等同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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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9卷):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反法西斯战争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