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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
传统的传承与光大，可谓补阙拾遗、承前启后、鉴往昭来，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
历史谜团带来了惊喜与裨益。丛书是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搜集、编撰的120余
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访谈录中，精心筛选，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的。所辑图书均系首
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丛
书》之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物关键、史料价值极
高的大型系列读物。本书为《民国外交(亲历者口述实录)》，由李振广编著。

内容简介

     李振广编著的《民国外交》汇聚了众多民国时期外交名家的口述史资料，勾勒
出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脉络，资料翔实而珍贵。《民国外交》以丰富、鲜
活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在民穷国弱的历史时代，中国外交官竭尽全力与外国列强进行
抗争，捍卫民族尊严，努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艰辛历程。

作者简介

     李振广，河北内丘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
博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与中美
关系。主要作品有《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民国军阀》(编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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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民国初期外交
傅秉常
?一?关于伍廷芳
?余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即北上入京，由伍朝枢推荐进交通部任
主事，当时许世英任交通总长。在京居一月，未就交通部差事，旋南下，任沪杭甬、沪
宁两路局甲种学习员，为该铁路测量队队长。在杭州住至是年年底。第二年（一九一七
）移住上海，正月在伍廷芳公馆结婚。
?伍廷芳先生与余原为姻戚，每日下午三时许从铁路局下班无事，便往伍家陪伍先生下棋
消遣。伍先生原雇中英文秘书各一。某日英文女秘书出嫁，遂嘱余佐理。欣诺之余，请
准余借阅伍家之藏书、笔记等，以便于每日铁路上往返四小时之途中抽暇阅读，并请伍
先生加以指点，在此期间，得益匪浅。以后中文秘书请辞，余并兼佐中文函牍，每日下
班后即赴伍家，在彼处晚餐，至晚九时许始返家。伍先生对法律等方面之疑难问题，讲
解详尽，往往达两三小时之久，亦常被指定一书阅读，然后考问，犹一导师也。（编者
按：是年上半年，伍在北京任外交总长，六月中旬以反对解散国会，始出京去上海。）
?是年七月伍先生随海军南下，余亦同行。初未任职，在母校教书半年（一九一七至一九
一八年初），当时有几个杰出学生，一为现任驻加拿大大使刘锴，一为香港立法局议员
周锡年。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八月广州军政正式改组。伍廷芳先生任七总裁之一，军政府设在
广州农林试验场，实际政务由岑春煊与伍先生两人留穗主持。军政府内设秘书、总务两
厅，由章士钊、伍朝枢分任之。外交部长由伍先生兼任，财政部长初为唐绍仪，后亦由
伍兼，该二部与军政府在同一地点。伍朝枢任外次兼军政府总务厅长。本人当时担任总
务印铸科长，主管关防勋章等，同时兼任外交部秘书，中山先生则派徐谦（季龙）为驻
军政府代表。
?二?伍朝枢时期的南京政府外交部
?民国十五年夏，余离粤后，即暂居上海，于广州之政局，党军北伐，以致国共分裂，均
未参与。民国十六年蒋公清党后，即与胡展堂商量，拟在宁重组国民政府，展堂遂邀余
同往南京。旋展堂嘱余赴沪邀伍朝枢（梯云）入京主持外交部。梯云接受，但主张延揽
王宠惠（亮畴）参加国民政府。余即返京转告展堂，展堂与蒋公相商后，两人均表同意
，余乃再赴上海，告知梯云。以后蒋、胡、伍、王四人曾聚会于汤山，决定正式组织国
民政府。梯云主持外交，亮畴出长司法。

第二章中国与巴黎和会?一?傅秉常参加巴黎和会傅秉常?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十二月，
余随伍朝枢等一行自香港出发，赴欧参加翌年正月揭幕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系南北
政府联合组成，推定代表五人，依“南二北三”之比例。南方代表为王正廷与伍朝枢，
北方代表为陆徵祥、顾维钧与施肇基。但北方代表团借口伍朝枢迟到，竟先发表魏宸组



为代表，军政府因此对王正廷亦不谅解，因王不坚持原约定也。至于郭泰祺、陈友仁等
，均为南方代表之顾问。当时北方代表中顾维钧氏与南方通声气，故北方之秘密决定均
为南方所洞悉。而南方代表中亦由一人与北方相同，此即王正廷氏。全体代表团人员均
宿于巴黎之旅馆，系法国政府所指定。大家共处，气氛颇为民主化。顾维钧正受其未来
之夫人热烈追求，同仁间常引为笑料。
?和会中“山东问题”发生时，北方政府愿妥协，南方主强硬。伍廷芳、孙中山致电出席
和会代表，主张拒绝签字。当时唯恐陆徵祥等潜往签字，南方人士遂促使若干粤籍华侨
团聚代表团寓所，胁阻北方代表。此时旅法之中国工人与学生为数不少，态度坚强。梁
启超以考察名义抵法演讲，尚且被辱。在和会期间中国赴法人士颇多，梁任公外，叶恭
绰（誉虎）即于此时往访巴黎，旋赴伦敦。王世杰（雪艇）亦曾以留英学生代表身份来
法国请愿，呼吁拒绝签字。和会结束后吾等即于七月间离去，经英美返国，约于九、十
月间还抵广州。
?当时尚有其他人士任职中国代表团，彼等较余年长，责任亦较重要，故余对巴黎和会，
不必在此详述。
?数年前胡适与刘锴两氏游纽约书肆，曾发现一本巴黎和会资料，其中尚有余签字笔迹。
胡适购得后请刘锴寄赠于余。?二?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编者按：本节内容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郭有守先生偕专员傅维新先生，专赴海牙
，访问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先生的谈话。
?顾维钧?郭先生，你说鄙人在一九一七年巴黎和会的贡献极大，你太客气了，是不敢当
。在鄙人当时不过激于爱国情深，聊尽代表之任务，国民之天职而已，万不敢居功。承
询各节，姑且勉为答复。
?（1）说到中国在当时内政动荡中所处国际形势，实属不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受
美国之劝驾，英法之耸动，而一致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事前事后，经过许多
困难。其时北方主战，南方反对。国会连日开会，形势紧张，不能决定。引起社会与舆
论之纷乱。加入之后，亦不能积极参战。旋大战忽而停战，召集和会与巴黎。我欲参加
，而困难重重。论内政，南北对峙，国家呈分裂气象。论外交，则举国对日本，仍痛恨
其“二十一条”之刻薄。切望在和会求得公道。何如当北方安福系操政权，对所订参战
金矿森林各种借款密约，条件刻薄，束缚我国主权不少。而实际内容且未公布，日本据
以要挟我国在和会上与日本合作。我国人民愤激，而政府不敢采取正大光明之政策。对
日而反采取暧昧态度，一致和会当道，卒以对三等国之待遇对待我国。如我国再三要求
代表五席一点，只允予我二席。
?（2）巴黎和会代表团的组织和工作一层。我代表团内部困难重重，和会既只许我代表
二席，而我政府，或为对国内人民顾全体面，或为实际工作之需要起见，竟命令派出代
表五人。以望五代表可轮流出席。然在我代表团内部，则因此发生某二代表与首席代表
外交部陆总长徵祥不可思议之争执与冲突。致陆总长一再辞职。代表团中重要职务，因
之延搁停顿。甚至某日陆外长愤而突然秘密离法，不知去向。使全代表团，更形恐慌。
?（3）至于巴黎和会气氛，尤其对我国问题的趋向。说到此层，鄙人现在尚觉不寒而栗
。一九一九年二月下旬数日间，五强国十人会议（即包括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
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本西原寺亲王与代表）。对讨论分配战时所占
有之德国海外属地问题，争辩甚烈，一时未能解决。遂提议讨论日本对山东问题之要求
。经日本根据中日所订“二十一条”条约及战期中英日、法日、意日所订密约，承认日
本在山东所占之辽清路及所得之各种特权，坚持和会加以追认。当时惟美国对日，并无



密约之束缚。故提议日本之要求，须先听取中国之意见，方能从长讨论决议。是日十人
会议之议程，据各报所载，仅为讨论德之属地分配问题，并未提及日本对华之要求。讨
论山东问题，既属临时发生，会外竟无所闻。但于午后一时许，十人会议散会后，美代
表团顾问，即美国务院东方司司长维廉先生，为鄙人在美京不时相见谈衷之友人。忽来
电话告鄙人。谓十人会议方暂决定，邀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三时之十人会议，陈述中国对
山东问题之意见。又谓：彼并未奉任何方面之嘱来告，惟以此事关系我国十分重要，特
预为密告。盼我及时准备出席。末又谓：和会秘书长不久当有正式通知邀请我代表出席
云云。其时鄙人与王儒堂、施植之、魏宸组三位代表正在旅馆饭厅午餐，立即将所得美
国代表团之预告消息，告知诸位。同时我代表团岳菊如秘书长亦急来报告，谓接和会秘
书长公函，请我代表下午三时出席十人会议，陈述山东问题之意见云。各位默然，不发
一言。鄙人一看手表，时已近下午二时。鄙人即谓此事关系我国重大，应当即复允照办
。但应先报告陆总长。岳秘书长称陆总长病在卧房，不能下楼，参加讨论。请诸位代表
商议决定云。鄙人乃请王、施二代表，赶速预备前往到会。施代表言，应由陆总长亲自
出席。彼本人对我与日本最近之交涉山东问题，并不接洽。王代表则谓彼对山东问题，
并无预备。坚称鄙人早有研究，应去出席。鄙人称照国际惯例，如此重要问题，我通知
和会之代表名单上，首席代表既因病不能去，自应由第二代表列席。为时紧迫，大家不
可谦让。王代表乃谓情势紧迫，彼可前往。惟有一条件，即鄙人须同往。并应由鄙人为
我国唯一之发言人。鄙人谓此点可照办，但请王代表届时在会中以代理我首席资格先起
立发言，声明中国方面由鄙人代表陈说，鄙人当即照办发言。旋即登楼访陆总长于其卧
室，报告一切。陆总长亦谓自己卧病势难分劳，嘱鄙人为国家计，偏劳前往，代陈中国
之意见云。
?（4）鄙人与王代表到十人会议议场，时已略过三时，五国诸代表均已入座顿候。法总
理为主席，座居中位。美总统与国务卿及英、意首相与法、意外长，均在主席右边。日
本西园寺亲王与木野代表，对主席而坐。鄙人与王代表，坐在主席之左边。我二人一入
座，主席即声请中国代表陈述意见。由王代表起言，中国之意见，由顾代表说明。当时
鄙人虽对山东问题，自参与“二十一条”之交涉到巴黎和会，数年期间，时时留意研究
应付办法。并将意见随时报告政府。然因同时研究我国应在和会提出之其他问题，故对
提请和会秉公处理山东问题之说帖，尚未落笔起稿。所以是日到十人会议时，真是赤手
空拳，无片纸只字之准备。但因为时势所迫，不得不放大胆子，凭口直言，将日本对中
国传统侵略之政策，及所提“二十一条”最后用哀的美顿书，迫我签订条约之经过，对
于山东问题之种种侵略行为，不特违反公道与国际公法，且必将危害他日远东世界之和
平。按照和会主要目的，不特解决因大战而发生之各项具体问题，并应树立保障今后世
界之永久和平。山东问题，如不设法予以公平解决，必将造成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
根云云。那天鄙人虽无片纸底稿，或因鄙人激于愤慨，一本国民爱国天良，随口畅言，
意思如泉水之涌涌而起，不及顾到辞令，但求说之明晰而已。不料说罢之后，首由美国
威尔逊总统兰莘国务卿自会堂对面走进前来，与鄙人握手道贺。英首相外长继之而来。
最后法主席克来孟梭亦声言道贺。当时情形，实是意想不到者。亦为国际会议所罕见。
日本代表颇形窘迫。散会后，会场门外，全世界各报访员群集，速向美英等代表，探寻
会中情形。鄙人不知其所答何言，但是日各晚报及次日之通讯社所报，海外各国议论，
对中国所陈山东问题之理由，多表示同情云。因此引起我国内朝野之特殊希望。而实际
上和会之最后解决如何，全视各大国对和会其他许多棘手问题，能否迎刃而解决之为定
。



?（5）当时和会内外，发现十分同情我国之情状，不特出之意外，且是昙花一现而已。
因实际上英、法、意三列强均已受与日本订有密约，允在和会中支持其要求之束缚，彼
等因此遂束手旁观。其对我国之向彼接洽，商情援助，彼等亦即托词条约上之束缚，婉
为拒绝。只有美国一国，单独与日本抗衡。后来又因意大利要求费乌米海口未成，退出
和会。法国要求国际联盟宪章应规定设立国际空军以防侵略不成，对美同情于我之主张
，冷眼视之，不予合作。英则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非三个自治领要求分配所占之德
国各处属地，为美总统坚拒，故亦感不快。日本则以要求种族平等原则加入国联宪章要
挟之，使威尔逊总统不免孤立，难能贯彻其对我公道之主张。且其美国本国参议院，为
反对国际联盟宪章，攻击美总统，谓为外交失败，更使其在和会之威望顿受挫折，使和
会一时竟呈瓦解之危险。故美总统于是年四月中回巴黎后，不得不转变风舵，速求和会
之结束，以免瓦解，而遭国内政治上之大失败。结果卒使我国对山东问题，不能得公平
之解决。最后我国拒签和约，亦为此缘故。
?（6）至于巴黎和会，对我国运发生的影响，只是全凭各人主观之看法。当时在和会方
面，我毅然拒绝签字。事前虽经各友邦代表团之敦劝，不为过甚，我仍以本国家立场，
个人良心，始终不为所动。事后各友邦，均为我担心。因照他们之看法，我不签字，则
和约上予我收回德国在华之租界，与德民财产及各种特权，我即不能收回。而对山东问
题之将来，仍毫无把握。但自我观之，与其签字而设茧自缚，不如保留自由，设法谋补
救之方。且山东问题经过巴黎和会之一番辩论，全世界皆知其曲直所在。在我徐图补救
之方，实属有利。同时我国内全国人民，对此问题均抱一致看法：认为国际上对我太无
公道，亦不得不追想到“天不侮人，人自侮之”的真言而奋发，感到全国有团结图强之
必要。此种感想，我国青年爱国分子，抱之更为深刻。五四运动，即其一端。其于我国
前途影响所及，至今西方研究中国问题者，均认为十分重大，而有利我国民意之发展无
穷。嗣后一九二一年美国发起之九国会议，在华府开会，不但对于山东问题，其将一切
有害我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各问题，即如各国在华之种种特殊权利，如租借地、租
界、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分别统盘讨论。卒订立九国条约，保障我国主权与
领土完整等等。此亦是我国拒签《凡尔赛和约》结果之一，其影响我国国运，十分重要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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