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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

前言

勾勒民国外交人物的群像，首在理解民国。民国的确如此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
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似是而非之一：是第二次春
秋战国吗？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而这个景象却是
一种似是而非的比较。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是
中国人文文化的两次鼎盛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开了思、放开了想的年代，中国人
之思想开放，“哲学爆炸”，激荡寰宇，中国之学问跻身世界水平，此为其相同者一。春秋战国各国
邦交演绎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情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人，凭三寸之舌，游
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群星也属灿烂之至，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
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矣！此为其相同者二。春秋战
国时期，“得士者兴，失士者亡”，通六艺的“士”以积极入仕精神和无穷的创造力，以其为知己者
死的志趣，成为社会精英阶层。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
们前赴后继，是中国“士”之精神首尾遥相呼应之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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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

内容概要

《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选取民国时期（1911-1949）最有代表性的二十位外交人物，计有顾维钧、伍
廷芳、陆徵祥、王正廷、王宠惠、胡适、宋子文、陈友仁、施肇基、蒋廷黻等人，着墨于他们最典型
的外交事功、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深度刻画了他们与当时中国宏大变迁的历
史之间或合拍、或错位，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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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扬帆，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外交研究，在其朴实的文风下
，充满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冷静深刻的思想。在《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知识》、《南方都市报》等
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有《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等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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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

书籍目录

民国：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自序)共赴国难君子豹变：伍廷芳的善变人生大律师被李鸿章相中了伍廷
芳的外交：洋务时期“法家”伍廷芳成为民国开国元勋用一生去忏悔：民国(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
长陆徵祥身份的证明：从晚清遗民到民国外交总长赶走余厨子：外交体制现代化的开始个人的悲剧与
民族的耻辱：签订《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上的抗争忏悔，不忘祖国不会汉语的外长：陈友仁来自特
立尼达的太平天国后代辅佐孙中山“必须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冲动”真正的职业外交家：“雪耻图强
”的施肇基来自大清的中学生伊藤博文·鼠疫巴黎·华盛顿国联的申诉为四朝效力：颜惠庆传教士的
儿子只开了一次会的内阁：卷入政治旋涡为南京国民政府效力蒋介石离开上海最后拜访的人叫一声兄
弟好累：黄郛“丈夫团”首领归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最年轻的外长：好人王宠惠拿到了“钦
字第壹号”本科文凭的革命者年轻法学家成为最年轻的外长蹭饭吃的“好人”华盛顿会议上的交涉抗
日外长的抗日主张一个外交部长的被打：苦涩王正廷还我青岛支持蒋介石打!打!打!外交部长被学生暴
打将门虎子：伍朝枢的内政外交作为太子派的伍朝枢东北报聘：国内“外交”之练兵“革命外交”的
前奏：收复国权的努力“多难兴邦”：两次断交中的伍朝枢血性与理性：顾维钧的外交运交桃花：顾
维钧的情感世界初出茅庐：参与《二十一条》的交涉“中国之不能失去山东，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
冷!”：血性顾维钧弱国必须讲外交：理性顾维钧又一个被打的外交官：郭泰祺跟对人与跟错人虽被打
，然则真抗日命犯桃花尴尬的人生：新文化救国和演讲救国的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书生差点误国“
捞鱼摸虾，误了庄稼”替人受过抑或勇于任事：书生参政的王世杰学者王世杰：“武汉大学之父”政
客王世杰替人受过的外交部长毁谤与责任：作为外交家的宋子文不合作的“军需官”：宋子文的民族
立场⋯⋯乱世佳人帝国来使江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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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

章节摘录

插图：赶走余厨子：外交体制现代化的开始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改革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套
用时下流行的话，这叫“与世界接轨”。晚清称包括外交在内的所有涉外事务为“洋务”，自1861年
成立总理衙门至1901年7月24日（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明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宣告40年
的洋务运动在体制上终结。外务部成为单独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班列六部之首。袁世凯也曾任外务
部尚书。陆徵祥本不想就任外交总长，实在推脱不掉，他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了三个条件：外交次长
应精通英语；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
后，陆徵祥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徵祥任首任外交总长，6月10日才回国到任。期间由胡惟德
署理外交，胡的早年经历与陆徵祥极为相似，曾是陆徵祥在俄国使馆时的上司参赞。陆徵祥到任时，
他的外交次长是颜惠庆，一位老牌的外交专家，他帮助身体不太好的陆徵祥做了不少事情。此时，北
洋政府改外务部为外交部。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一上任，即开始着手中国外交体制的改革。陆徵祥的
改革使中国外交官成为一种职业，而他本人也可称为第一代职业外交家。新官上任三把火。陆徵祥先
做小事，从小人物抓起。说起这些小人物，因为外交部承袭的是原来晚清外务部的班底，即便是小人
物其实都是大有来头。两个比较典型的小人物被裁撤：一是袁世凯的侄儿，陆徵祥把他裁了。接着，
陆总长裁掉了部里的大厨师余某，此人大有来头，当年曾得慈禧恩宠，连李鸿章也不曾动他。余厨子
姓余名双盛，山西文水人。在总理衙门时期就是厨师，一次因恭亲王与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商谈公务后吃衙门便饭，余厨子掌勺，得到这些洋务大员的称赞，不久，余厨子就被提拔成了衙门的
掌厨。中国旧式官场注重联络感情，而请洋人吃饭是很重要的一道程序。余厨子投其所好，从中逐渐
中饱私囊。总理衙门（外务部）的厨房规模很大，厨役有好几十号。办公共食堂，掌厨是有极大的油
水的。因为这些进出账目，总是一笔糊涂账。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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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用简练的笔触勾画民国外交人物的人生、事功和性情，每个人物简练到万字左右，同时确保所有引用
资料的真实性，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民国外交本身错综复杂，资料也卷帙浩繁，在授课之余，我把所
有的时间都用在接近这些人物去了。所幸编辑陈光耀先生鼓励我并放手让我去写，经过一年的努力，
终于有了这本书。外交官们尽全力维系民族国家之命运，其间的甘苦，非常人所能轻易理解。冒着被
打的勇气，仍然向前，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具价值的东西了，因为写他们，也是一种勇气。限于体
例，并非所有引文都详细注明出处，仅在文后以文献资料名义注出。特此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包
括书中直接或间接地被引用了作品的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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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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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

精彩短评

1、寒假的时候看上的一本书，现在才想起来买。纸质很好，很有文人气息的一本书。推荐，非常！
暑假的时候细细读了一部分，现在有些后悔了，感觉不是我期待的内容。序写得很好，但是正文太平
淡了些，没有突出“恨”。让我觉得很无语的是，作者似乎很讨厌蒋介石，每次一些到蒋介石就忍不
住要嘲讽他几句，反倒在我觉得很气愤地情节里他的文笔还很客气。总之没有共鸣，不喜欢了。
2、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基本涉及到，但这么好的一个题材，写的却未免太肤浅。合格的史料，不合格
的评论。
3、帆哥出品，不仅仅是外交了
4、今天下午要大概看一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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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

精彩书评

1、二十位民国涉外人物的传奇，有点沉迷于，陈丹青所言的民国气质。最是惊叹陈友仁，太平天国
后裔，于地球另一端发家，为革命竟然毁家纾难。不会国语的外长，怕是当真要空前绝后了，世间也
许再难以找出这样的传奇了。孙中山有言，中国精通英文的人只有三个，辜鸿铭算一个，陈友仁算一
个，伍廷芳算一个。是想，大抵这类的称赞应该是至极的了。唐德刚亦有近似的话语，“近代中国只
有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算一个，周恩来算一个，顾维钧可以算半个。”思来着实几分道理，解放后
，中国外交官务必定期回国，无论官阶，大使亦如是，为的便是了解国内民生，才可在外交中知己知
彼。如此看来，李鸿章、周恩来在其多年从军、从政经验中，已然深深洞悉中国国情，只是时代变迁
，他们同样都鞠躬尽瘁，身后却得到了截然迥异的名声。或许，顾维钧所缺失的半个，便是对于适时
中国国情鞭辟入里的了解。看过顾氏的崛起之路，只慨叹，大丈夫成功，有三条天时足矣，一则才华
横溢，再则相貌堂堂，三则天假时机。一生叱咤风云、于国际间纵横捭阖，硬是为贫弱的中国挽回了
不少的尊严；个人生活，先后与四位夫人的结缘，98岁的高龄终老，总觉得，顾维钧做到了许多中国
人梦想的许多事情。伊藤博文遇刺，东北鼠疫，松花江航运主权的收回，这些已经被世人渐渐遗忘的
故事，都绕不开施肇基，如若没有他的处变不惊、全力周旋，当日的中国会落入何处的漩涡？看着那
些曾经惊心动魄的故事，有时候，自己也在想象着，如若没有这些今天已经被渐渐忘却的人们卓著却
又平凡的贡献，我们的共和国会在何方？看过之后，总是觉得，这一个个的外交官们，让民国行走世
界之上，犹如巧闯地雷阵，至少到抗战之前，总是有惊无险。外交家或许是那个日子里最最风光却又
最最屈辱的职业，一边要殚精竭虑，如何用最小的损失去填补列强的贪婪，另一边，又背负着国内的
千夫所指，王正廷、陆徵祥的苦楚说明了这一切。纵使前者曾经代表民国政府接受青岛，也难以逃脱
学生的暴打。最先翻阅的乃是那三位赫赫有名的大学校长，有些惋惜，外交的经历是不是毁掉了这几
位学者的前半生辛勤治学的一世英名？胡适、王世杰、司徒雷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
近代中国绕不开的几个名字。因为在学校的杰出成就，他们得以在跻身政界之后平步青云；因为在外
交上的奔波游走，他们一生倾注心血的故国，在1949年，对他们关上了大门。胡适逝世之时，覆盖北
大校旗，并瞩，捐献毕生所藏图书于北大；王世杰逝世之后，将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贵字画赠予武
汉大学，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司徒雷登遗嘱，迁葬
燕园未名湖畔，竟然终生未能如愿，其毕生心血之燕大，分崩离析。不得不说，中国大学的悲情，或
许从那个时刻就开始了，今天在做的，不过是去弥合那些被剜开的伤口。四大家族似乎是那个时代绕
不开的一个话题，“宋霭龄爱钱，宋庆龄爱国，宋美龄爱权”，三姐妹的故事多久都不会随时光散去
，为国？为家？为己？谁人知晓。宋子文出使美国，四处奔走、游说，几乎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拉
来了国人急需的巨额美援，顺便使近代中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灰飞烟灭，虽然这一切成就背后的基石
是那逝去的三千五百万英灵，但不得不承认宋的卓著。相比较之下，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功绩以
及聚敛钱财似乎不算的什么。有些汗颜，自己一直把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作为一个过客。民国时代的中
国，不可谓不积贫积弱，各家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运不昌，外交却让中国起死回生，两
次世界大战，孱弱的中国皆是战胜国，二战后，甚至跃入四大国之行列，不能不说外交家们纵横捭阖
的精巧功夫。民国外交家，他们的身后的时代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而他们，用自己的绝世
才华向我们证明了，“弱国更需要外交”。我们必须要敬佩邓小平收回香港的决心，“如果不收回，
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主权问题是容不得谈判的。”此时的中
国，可谓“乳虎啸谷百兽惧”；而1922年收回青岛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北京政府号令不出直隶，
这辉煌的成就，几乎完全仰赖五四时候学生们的一腔热血与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让我们记住这些为
国为民，甘愿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的人们，哪怕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是。民国之恨，及至
共和国，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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