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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

内容概要

“革命外交”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来解决中外之间不平等的外交关系；
也就是要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惟在实际运作上，“革命外交”实有“激烈性”与“温和型”
的不同。本书第一章首就“革命外交”的理念与其发韧过程，予以评述；其次则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
，分就此两种形态的“革命外交”的实际运作，予以详细而深入的讨论。第八章结论中，则就1925—
—1931年历届国民政府所主张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废不平等条约方面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予以评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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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

作者简介

李恩涵，一九三零年生于山东诸城。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一九六三年赴
美深造，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后转入夏威夷大学攻读，一九六五年获夏威夷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七
一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修历史学。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五年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
代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任台湾大学政治系和政治研究所
教授。一九七三年来新，在新加坡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一九八三年晋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并曾兼任代系主任多年。主讲《现代中国》，《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和《海外华人
史》等课程。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现代中国》尤着重于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外交事务。
和《东南亚华人史》尤着重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代的英属马来亚华人社会。一九九零年返台后
，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等职。李教授在新任教期间，曾担
任新加坡职工总会刊物编辑顾问多年。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曾受委担任新加坡教育部中学历史课
程委员会顾问。一九七三年加入新加坡南洋学会，曾在南洋学报发表过《1942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
证]之役考实》和《新马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1941）》等论文。李教授通晓中文、英文、日文
和法文，一生致力于教学与学术研究，著作等身。著有《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曾纪泽
的外交》，《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文集》，《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
强运动》等数十种，并曾以中英文发表有关论文、通论、译作及书评等百多篇。他对新马华人参与辛
亥革命有深入的研究，曾发表多篇论文，主要有《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反满革命的贡献及其香港的联系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维新派在新马的思想论战》和《南洋方面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
等。他于一九八二年将颜清湟名著《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一书译成中文版。《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他是台湾研究华人史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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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

精彩短评

1、这个作者的其它作品也读过，史实比较详实，至于客观性已经不做期待了
2、有硬伤，补常识
3、外交史读的总是没劲。还好从这个坑里蹦出来了。但是不得不承认外交对于内政的影响力，适度
考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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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

精彩书评

1、前言中对革命外交的定义是：“‘革命外交’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
来解决中外之间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要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在不完全
估计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与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在必要时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
群众运动的强烈支持下，在威迫性与半威迫性的情况下，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逐项整体地
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的各项目，以改变外人在华优越地位的状态。”书中把革命外交分
为三种类型。其一为彻底型，即ccp的风格。其二为激烈型，即北伐前及武汉国府的风格（外长陈友仁
）。其三为温和型，即南京国府的风格（外长伍朝枢、黄郛、王正廷）。杨先生说过，一种政治势力
在野时调子总会唱入云霄，执政时则会谨慎妥协。国民党“革命外交”风格的变化反映了这样的规律
。（我比较感兴趣与蒋介石对立的冯阎桂粤诸各派系是如何在外交方面做文章的。）本书主要篇幅写
了围绕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进行的谈判。关税自主权成功收回了，领事裁判权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赛跑却未能走到终点。中英草签了条约，中美也谈得差不多，九一八事变忽然爆发，王儒堂先生两年
来折冲樽俎的辛劳因此流为空梦。虽然说弱国无外交，但不得不尽力去做一些不可为之事。那个年代
的外交家很值得尊敬。他们开展外交谈判，犹如在台式机上玩一个没法存盘的繁难游戏，而且永远不
知道楼长会在什么时候断电，就像不知道内乱和战争什么时候突然打响。顺带说，这本书是由作者此
前发表的若干论文整合成的。整合的痕迹比较明显，表现为有些论述在文中的不同地方被重复提到。
因此，写领事裁判权交涉的几章读起来较易入睡。此外，交涉镇江厦门租界的一章稍显过简。但这些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在革命外交的研究领域，这大概是国内唯一一本有分量的书。从图书馆的检索结
果来看，甚至是唯一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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