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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岚博士是中国大陆研究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外交较早并有诸多成就的年轻学者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她就开始注意国联与中国抗日战争有
关问题的研究。
2000年，在中山大学开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时，洪岚又以“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联政策的
演变”作为研究方向，撰写了相关论文并获取历史学博士学位。
中山大学是一个讲究学术传统和具有很好学术气氛的名牌大学，洪岚在此环境中学习，深受学术环境
的影响和陶冶。
近年来，她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倍努力，搜集了很多新的材料，用新的视
角和思维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我是洪岚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我对于她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外交的过程及她所付出的精
力深有了解，对她研究问题的方法、视角和问题也有所知。
洪岚是个老实人，她研究问题的方法犹如其人，实属老实人做老实事。
她重视材料的搜集和运用，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有一分材料只说一分话绝不说十分话，她对问题绝
不会根据一种什么材料就天马行空去猜测去乱说一通，读完她的文章，你会觉得她的立论都建立在事
实基础之上，对事实作尽量合理的诠释和解读，没有空泛和言之无物的感觉。
这也许就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突出的特点。
洪岚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过程中，不仅注意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联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而
且也注意外交决策群体的作用，并且能深入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国民
党外交政策的态度，这在学术界是一种有意义的新尝试。
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的外交，过去几乎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来解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也是持批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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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内容简介：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一度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西方援助
的幻想和希望，但结果是合作了10余年，雷声大雨点小，派来的少数专家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
医疗、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与救济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提出过一些建议，做过一些事情，但由于资助
不到位，资助基金力度不大，合作成果相当有限。
所以，中国与国联的这种所谓合作，尽管其主流是积极和进步的，但是缺乏实际的意义和效果，对于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幻想依赖国联来振兴中华的举措不仅成效很小。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必须依赖西方列强振兴中国的误解，使中国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许多机
遇。
中国呼吁外国支持抗日战争的要求，叉未能得到国联的有力响应，使中国抗日战争失去了许多主动，
给中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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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岚，女，1965年2月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
杭州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7年度课题《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和2010年度
课题《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联盟政策研究》.主持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国联  的政策研究》，目前在《史学月刊》、《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十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为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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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142(一)日本政府／143(二)日本军部／144(三)日本外务省／144(四)
各政党、团体和舆论界／145三、中国方面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态度／146(一)蒋介石、汪精卫
的基本态度和南京中央政府的立场(二)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和外交官的意见／151(三)学者和社会名流
各抒己见／153四、国际方面的反应／157(一)国联内部／157(二)美国与苏联／159第五章 中国与国联的
技术合作一、“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161(一)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的萌发／162(
二)医疗卫生技术合作／165(三)水利建设的合作／167(四)文化及教育的合作／169(五)农业技术的合作
／171二、1933年以后的扩大合作／174(一)扩大合作的背景／174(二)扩大合作的性质、目的和经过
／177(三)技术合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184(四)中日两国对扩大合作的舆论反响／188第六章 全面抗
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一、1937年的布鲁塞尔会议／194(一)排除阻力向国联提出申诉／194(
二)会议前的国际形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方略／199二、为争取军事援助继续努力／208结语附录一附录
二附录三参考文献一、档案／234二、公报、报纸、期刊／234三、史料汇编／236四、专著、文集、词
典、日记、回忆录／239五、论文、文件、报告／243六、传记／245七、外文部分／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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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与国联技术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国联技术人员帮助下的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无一种是能触及问题之核心，“舍本逐末的办法，怎能挽救这个陷于危亡中的中国经济呢？
”从技术合作本身来说，它绝不能挽救中国国民经济的危机，从“利用外资”实行这些计划来说，却
又加强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统治，这种计划，如果让它实现下去，则中国国民经济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
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提高生产技术，固然必要，可是发展生产必有它的“先决条件”，必须配合着
适应这个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一个封建残余仍存在的社会，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管齐下的摧
毁之下，中国的农村经济一天天的破产；中国的民族资本一天天的衰落，在这两个摧毁国民经济的恶
势力未肃清以前，一切的一切，都是无从说起的。
”①在国联总部日内瓦，有外国专家专门研究中国与国联的早期技术合作问题。
威廉·马丁（willian Martin）曾经担任《日内瓦日报》记者，并且受聘于瑞士国立大学历史系。
首先，他揭示了现代国际社会在经济上已经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新特点，他指出：“自19世纪
工业革命以还，各国之生产量大为增加，致在原料之供给与商品之推销上，均不能不互相依赖，再无
一国可以自足，故今日之国家，虽各有其历史背景及以往环境所造成之疆界，但由经济上观之，实已
构成极密切之单位矣，此事实使世界各国有建立共同组织之必要，而国联即为此连带关系之表现。
”其次，马丁肯定了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他指出：“在经济的领域与国民生活上言之，今日之中国百端待举，实大有充实国家设备，并使之适
应于自选的技术文明之必要，惟此项努力，中国显然不能独立完成，因既无充分之才力，亦无敷用之
技术人员，更无行动上所必须之诸种凭籍也。
换言之，即中国为经济改造事业，利在能接受西方各国之援助，而西方国家之利益亦在能援助中国，
以发展其消费力与购买力，此种关系实不过为前述世界连带法则又一证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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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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