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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篷舟先生等人编写《中曰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开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
作为王芸生先生的同事和助手，这一工作无疑是对王芸生先生的事业的继承。
编者依然以史家的视角，从尘封的史料中悉心爬梳，进一步将抗曰战争开始后的两国关系与战后的两
国关系联结起来，寻找从中日两国交恶到结束战争局面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因素。
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王芸生先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相比，《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
记1932—1982》还有不同的性质。
如果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主要目的是披露重大事件的真相，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
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
间，引起人们对中日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更深入的思考。
之所以这样说，是与战后，特别是当代国际社会的特点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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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篷舟，早年从事文学、新闻、摄影和教育工作，大革命时期抽笔从戎，参加东征。
1934年起就职《大公报》，抗战期间出生入死学入前线，写过52篇上海战场报道及拍摄大量照片，真
实反映了上海将士浴血抗日事迹，并以“杨纪”为笔名写出《上海之战》、《沪战实录》等书，名噪
一时。
1939年采访华南六省，写出《中国大势》、《中国要览》等书。
解放后，其主编的《人民手册》一书为当时颇具影响工具书。
离休后，协助王芸生老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迄芸老逝世已成七卷，所余第八卷由张篷
舟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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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一卷　序一　序二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日本昭和七
年)　　附录一：驻沪十九路军将领通电抗日　　　(1932年1月29日)　　附录二：日本政府关于上海事
件的声明　　　(1932年1月29日)　　附录三：植田谦吉致蔡廷锴最后通牒　　　(1932年2月18日)　　
附录四：蔡廷锴复植田谦吉函　　　(1932年2月19日)　　附录五：上海市长吴铁城复上海日总领事村
井仓松函　　　(1932年2月19日)　　附录六：外交部长罗文干对外宣言　　　(1932年2月20日)　　附
录七：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　　　(1932年3月12日·日本政府公布)　　附录八：上海停战及日方撤
军协定　　(简称《淞沪停战协定》)　　　(1932年5月5日·外交部公布)　　附录九：日满议定书　　
　(1932年9月15日)　　附录十：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曰本承认“满洲国”致日本抗议书　　　(1932年9
月16日)　　附录十一：日本外务省关于承认满洲国之宣言　　　(1932年9月16日)　　附录十二：国际
联合会调查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　　(节录)　　　(简称《李顿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外
交部发表)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日本昭和八年)　　附录一：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军侵占山海
关向日使提出照会　　　(1933年1月22日)　　附录二：停战协定　　(塘沽协定)　　　(1933年5月31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日本昭和九年)　　附录一：日本反对国际援
华　　　1．日本外务省非正式声明　　(天羽声明)(1934年4月17日)　　　2．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
声明　　(1934年4月19日)　　　3．天羽英二答记者问　　(1934年4月20日)　　　4．日外相广田弘毅
谈话　　(节录)　　(1934年4月23日)　　　5．日本政府声明　　(1934年4月24日)　　　6．国民政府
外交部发言人第二次声明(1934年4月26日)　　　7．日外相对英、关大使质问提交答复纲要　　
　(1934年4月26日)　　附录二：国联中日事件顾问委员会决议邮件通过满境之三原则　　　(1934年5
月17日)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日本昭和十年)　　附录一：何梅协定　　(1935年6_7月)　　　1
．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备忘录　　(1935年6月9日)　　　2．何应钦复梅津关治郎函　　(1935年7月6
日)　　附录二：秦土协定　　(察哈尔协定)　　　(1935年6月27日)　1936年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　1937年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日本昭和十二年)　　附录一：中共中央为日军进
攻卢沟桥通电　　　(1937年7月8日)　　附录二：曰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　　　(1937年7月11日)　
　附录三：蒋介石庐山谈话　　(1937年7月17日)　　附录四：日本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　　
　(1937年7月29日)　　附录五：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1937年8月14日)　　附录六：国民政
府移驻重庆宣言　　　(1937年11月20日)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二卷中日关系五十
年大事记——1932-1982：第三卷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
——1932-1982：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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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32年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日本昭和七年)    1月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略谓
：“日本军阀蔑视国联(即国际联合会，亦称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决议，造成东三省之惨酷战祸，实
与今日文明世界之公意作悍然之挑战。
”国民政府“已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
    辽宁省政府由锦州移驻河北省滦州，锦州驻军撤尽。
各国驻北平使馆派往锦州之视察员随返天津。
    我驻国联代表胡世泽会见国联主席白里安，请国联速采紧急措施，以防日军在东北更形扩大事态。
    日关东军指使汉奸张景惠，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组织伪省政府，张在哈尔滨就任伪黑龙江
省省长。
    1月2日  日关东军于下午2时侵占锦州(至此，我国东北地区全被日军侵占)。
    福州学生宣传抗日，与日领事及日轮北上丸船长发生冲突。
    国联主席白里安电各国政府，询问对于日军侵占锦州之态度。
    1月3日  东北军前线中下级军官发表宣言，谓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应以全国整个力量抵抗日军侵略
。
    国民党军将领何成浚、李鸣钟等电京，请速定大计，下全国总动员令。
    侵占锦州日军直趋山海关(即榆关，属河北省临榆县)。
    日军西进，侵占连山堡(在辽宁省锦西县东南60里，北宁铁路经此)。
    日陆相荒木贞夫电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回东京，向日政府汇报筹建伪满洲国具体设想。
    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占领锦州之日军下达命令：“(一)第二师团负责维持奉天(即沈阳)以南的治
安；(二)第二十师团负责警戒关内及热河方面，并迅速恢复辽西地方的治安；(三)独立守备队仍然负
责南满铁路巨流河(即辽宁省辽河)(不含)以东奉山铁路(即北宁铁路沈阳、山海关段)的守备外，要负责
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四)混成旅团及吉长警备队，仍然负责齐齐哈尔及长春、吉林一带警备；(五)
关东军飞行队要随时协助各部队的讨伐；(六)其他部队作为军的直属部队，驻在奉天；(七)解除临时
野战重炮兵大队的编制，返回旅顺。
’’    日驻天津之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对驻山海关日军守备队发出命令：“(一)为了不使
关外事态直接波及关内，山海关(含)以西，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处理。
山海关(不含)以东，由关东军负责处理。
(二)指导要项：(1)扫荡山海关(不含)以东的东北军及土匪，由关东军自行负责，进到山海关(不含)为
止；(2)中国驻屯军不向关外派兵直接协助关东军进行以上之扫荡。
对于因关东军以上之扫荡，面向关内退却的中国军队，不要加以任何阻碍。
但，对于危害巾国驻屯军守备队及居住在关内的侨民的中国军队，可发动自卫权；(3)对于驻在山海关
的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仍然要引导他以和平态度对待中国驻屯军及关东军。
随着关东军扫荡山海关以东的土匪和关东军扫荡土匪的行动取得进展时，适时地忠告何柱国，把他在
山海关以东的部队撤到关内来。
”    1月4日  东北义勇军耿继周部约500人，袭击新民县(在沈阳西北)日军。
    日军进攻绥中县、葫芦岛(均在锦西县西南)。
    福州日舰水兵登陆示威。
    中华民国驻国联代表胡世泽为锦州事件，要求国联采取紧急处置。
    驻沈阳日本领事通知美国领事，谓日政府负责清偿东三省以前债务。
    1月5日  日军沿锦州、朝阳线推进，窥伺热河省。
    日关东军命令伪奉天省政府接管奉山铁路。
    1月6日  日军逼近榆关(即山海关)。
    日军铁甲车、飞机在北票(在热河省朝阳县北90里，煤矿区)威胁我驻军及东北义勇军。
    日内阁根据板垣征四郎汇报，由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7条(
后经内阁会议决定，于3月12日发表，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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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驻日大使访日外务省，对满洲问题提请日方注意。
    美国务卿史汀生与驻美国英、法两国大使讨论满洲事件，谓三国应作进一步合作。
    胡世泽访国联秘书长德留蒙，请制止日军再向西进。
    1月7日  日在沈阳召集铁路运输会议，讨论南满至山海关间联运事。
    美国对满洲新事态，发表其“不承认主义”之声明。
    1月8日  黑龙江依兰镇守使兼二十二旅旅长李杜，率兵一团抵哈尔滨，成立东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
，李任总司令。
    进犯北票日军遭我驻军及东北义勇军抗击，双方在激战中。
    日皇裕仁在代代木练兵场阅兵后，乘车返宫途中，在樱门被朝鲜人李奉昌掷弹未中，李当场被捕。
    犬养毅内阁因李奉昌行刺事件，引咎提出总辞职，日皇敕令留任。
    1月9日  上海中学生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抗日。
    东北义勇军在锦西以西与日军交战，击毙日联队长以下14名，伤19名。
    日关东军决定以三师团兵力进攻热河。
    英国照会日本，要求满洲“门户开放”。
    1月10日  张学良表示拥护统一，安定北方。
    日军进犯锦西，我骑兵第四旅及东北义勇军与敌奋战，日军死伤甚重。
    东北义勇军在锦州、锦西之间，全歼日军古贺骑兵联队及松尾辎重队，古贺中佐被击毙。
    日舰八云号由旅顺开赴青岛。
    日外相芳泽谦吉在沈阳召开对华侵略会议。
    1月11日  张学良招待北平报界谈话：(一)辟九省联防说不确；(二)北方财政无问题；(三)欢迎吴佩孚
来平。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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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给人以启迪。
历史发人深思。
历史能使人振奋。
《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是一套研究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双边关系的大型学术专著，其
内容的时间跨度涉及19、20、21三个世纪，囊括了清政府中后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
史时代的100多年历史，充分展示了各个时期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记录了旧
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展示了中国边界的历史演变，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历
史事变与经历，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忠实地记录了冷战后，特别是进
入21世纪后中国与有关各国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
    本书以忠实于历史事实为宗旨，准确评述了主要历史事件，反映了作者们的学术观点。
该系列丛书是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大中专院校学生必备的参考书，也是
关心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读者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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