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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中國在抗戰期間（1937-1945），由於
必須爭取外援，因此對於外交關係特別重
視，當時的外交對象主要為英、美兩國，
英國當時雖已不復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執
世界外交之牛耳，但她的動向仍對世界外
交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本次研究因限於時
間及力量，因此採專題研究方式，不以整
體背景為主軸，而僅以若干重要子題為重
點，進行研究，例如中日戰爭爆發以前英
國對中日關係的看法、七七事變以後中國
對英國軍經源助的爭取、抗戰期間英美對
華外交的不同態度、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中英國的態度、開闢緬甸戰場前後的中英
交涉，以及歐洲戰爭結束後英國對世局的
看法等。

在研究中還特別重視一位在中英外交
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交家－顧維鈞，他是
中國近代重要的外交家，他的一生橫跨十
九世紀（1888-1985），他的外交奮鬥遍及
世界各國，顧維鈞出身世宦之家，遍覽人
情事故，他的外交修為極高，語文能力極
佳，再加上對中國官場和英美外交界相同
的瞭解，使他在中英外交工作上事半而功
倍，許多吃力不討好的外交交涉，在他的
手中雖不能完全迎刃而解，但每能夠從一
團亂絮中抽絲撥繭，給予為政者或同僚一
個發揮的立足點，這一點是本人在此次研
究中深感興趣之處，因此雖然主題為「抗
戰時期中英外交關係研究」，但有相當份
量是著重在顧維鈞與中英戰時外交上。

抗戰時期的中英外交關係複雜而多
變，中國在軍馬倥傯之際努力於爭取英國
對中國抗日努力的認同，但英國基於重歐
輕亞的世界戰略，囿於本身世界老大哥的
身忿，更出於對中國的不信任與輕視，在
對華外交上採取冷漠而疏離的態度，增加
了中國外交努力上相當的困難，回顧此段
歷史，充份可見弱國外交的無力感，但也
處處可見中國在戰時外交上的艱苦奮鬥與
外交人員的努力不懈。

關鍵詞：抗戰時期、顧維鈞

二、英文摘要（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studies about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UK and China 
during the Wartime. About this article 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and analyses, but we 
try to find more files and studies during our 
plane. Just like the entry and the withdrawal 
of the Chinese troops fighting in the Burma, 
or the analysis of the UK diplomatic policies 
to Chinese, or Willington Koo’s efforts to 
these periods.  

The studies use many documents and 
files, we hope those will useful to scholars 
who are interesting this projec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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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由與目的

本人自碩士生時期即以戰時外交關係
為研究方向，但主要研究範圍在中美與中
蘇外交，尤以宋子文為主要研究對象。在
研究中多次觸及中英外交，每感於英國對
華態度的疏離，難免好奇為何同為世界外
交大國，英美之間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因
此對於中英戰時外交關係有相當興趣，尤
其對顧維鈞穿插其間的重要參與特有興
趣，因此在完成本人上一階段對中國東北
問題的研究後，決定重返外交史研究行
列，遂向國科會提出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本人深知此一主題極為龐大，絕非一
人一年的努力可以涵括，因此決定採取專
題研究方式，與參與計劃的研究生選取大
家共同有興趣的子題，結合三人的力量共
同蒐集資料，然後各別撰寫研究論文，以
期有所成就。雖然本人也深知這一研究很
難有太多突破，但基於對此一專題的興
趣，以及培養新一代研究同好的心願，相
信這一年的努力仍有值得肯定的成果。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於九十年度提出，由於時間僅
為一年，實際上有相當限制，因此在計劃
提出之時就以蒐集資料為主要目標，撰寫
論文為次要目的。

在本年度中計劃中三位成員（包括本
人及兩位博士班同學）以前面八個多月（九
十年八月至九十一年四月）專志於蒐集資
料，在九十年八月時本人與劉傳暘同學曾
分別赴南京第二檔案館、上海檔案館查尋
資料，由於計劃提出時並未申請易地研究
經費，因此全程皆為自費，此行成果極豐，
尤其在上海檔案館中查得相當多戰時檔案
資料以及報章雜誌的剪報資料，雖然不是
外交方面的專檔，但頗有值得參考之處，
尤其對於瞭解英國對華的看法與前後態度
轉變的由來，更有相當價值。其後則加入
林雅青同學，以三人之力分別赴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歐美研究所參閱英國外
交檔案微捲及相關資料，赴國史館調閱蔣
中正檔案、國民政府檔案，赴外交部調閱
戰時各專題之外交史料，赴中國國民檔文

傳會黨史館調閱外交委員會檔案、國防最
高委員會檔案、特別檔案等原件，赴國防
部史政局參閱戰時作戰有關資料，尤其以
開闢緬甸戰役為主，赴國家圖書館及孫逸
仙博士圖書館參閱抗戰時期報紙期刊以及
時人相關撰述，此段時間共蒐集資料達三
萬餘頁，基於時間因素，自不可能完成地
毯式的細步搜尋，但相信已達到相當層面
的概括性與完整性。

此外要感謝中興大學的唐啟華教授，
他提供本計劃相當多建議與資訊，尤其是
英國外交檔案部份，由於計劃中並未列出
赴英國實地參閱檔案的要求，而且實際上
也沒有成行的時間與空間，因此在整個計
劃上確有相當不足，唐教授將他個人研究
時所做英國外交檔案的索引慨然贈予，使
本計劃在執行時能對此部份有較深入的瞭
解。

在搜集資料的同時，本計劃小組成員
即分別就各人有興趣的主題整理所得資
料，化整為零後再從新組合，本人研究重
點在顧維鈞與廢除中英不平等條約（在上
海复旦大學舉辦紀念顧維鈞學術會議提出
論文）劉傳暘同學研究重點在開闢緬甸戰
場與抗戰後期之中英關係，林雅青同學研
究抗戰前期英國對華態度的轉變，均成為
各人論文的重要子題，並在兩岸三地研究
生史學論文發表會上提出相關報告。由於
參加會議之論文集尚未出版，各人的博士
論文也尚未提出博審會，因此目前尚無法
提供為附件，但在一兩年內均將出版或提
出口試，屆時自可提報。

根據以上檢討，個人認為本計劃之實
行已盡了小組成員的全力，雖然未能有具
體的突破或全面的成就，但對於個人興趣
的充實、對於研究生的訓練、對於相關資
料的蒐集整理都已有相當成就，因此自評
部份，大體上本人對此一計劃的執行可說
相當滿意，謹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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