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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崩溃: 1930 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跨国史论坛综述

马建标 陆祯严

2022 年 9 月 17 日，秩序的崩溃: 1930 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跨国史论坛在线上召开。本次论坛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 20 余所高等院校

及科研机构的近 60 位学者参会。本次论坛的主题设置旨在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边界，与会

学者立足跨国史视角，探讨中外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医疗卫生、军事活动等不同层面

的交往互动。
1930 年代，在德、日为首的法西斯国家的冲击下，英、美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趋于崩溃。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东亚和平首先陷入危机。鉴于此，本次论坛立

足跨国史视角，一方面将中国历史置于东亚区域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从中国历

史出发，考察东亚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内在联动，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重新审视 1930 年

代的中国与世界。作为本次论坛的主要研究对象，抗日战争史研究要立足中国、站稳中国立场，同

时应具备东亚史、亚洲史、亚太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视野，在方法上应借鉴和采用比较研究、跨学

科研究、跨国史研究等。本次跨国史论坛正是这一导向的良好开端和有益尝试。

一、国际视域下 1930 年代的中外关系

1930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发起和全面展开，对东亚和世界都造成了深刻影响。本次论坛有多

篇论文在立足中国视角的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展现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互动联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九一八事变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着眼东亚国际

关系演变的长时段历史，指出美国政府捍卫的门户开放原则和以自由国际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华盛

顿体系与日本政府奉行的大陆扩张政策在思想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造成美日两国围绕中国东北

秩序的构建产生持续性的冲突，而九一八事变就是美日亚太战略冲突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南开大

学历史学院贺江枫《挑战条约体制: 1930 年津海关事件与中外关系之变动》利用中、日、英、美等多

国档案，从晋系强行接收津海关事件出发，刻画出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阎锡山之间的政治斗争和

财税争夺，华盛顿体系下在华列强的利益纠葛，总税务司围绕海关控制权的博弈等多元面相。从中

既可发现列强对中国国家利权和政治运行的破坏，又不难窥见九国公约体制在维护东亚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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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软弱性和矛盾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郝江东《苏联远东战略视角下两次伯力会议再

探》运用中、俄文档案，深入探讨苏联对两次伯力会议的召开、进程和影响发挥的关键作用，认为其

目的是整合、掌控和利用东北抗联，使其服务于自身的远东战略。这一个案表明，研究东北抗战历

史，有必要立足远东地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框架，不仅要看到苏联对华友好和国际主义的一面，

还要认清其行为逻辑中务实功利的一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泓璇《太平洋之“九一八”: 英美对

1939 年日本侵占海南岛的反响》通过对英、美外交档案的爬梳，认为英美对于德、意、日三国势力的

结合，实际上存在战略警戒和隐蔽备战，但因需要优先考量欧洲事务，备战仅处于非正式设想阶段，

故对日本侵占海南岛只能采取绥靖政策。这一研究探讨了超越日本视角和中日战争框架，将海南

岛沦陷置于二战起源的谱系进行考察的可能性。
英国作为近代以来在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主要力量，在中外关系和国际秩序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本次论坛也有若干论文关注 1930 年代的中英关系，与会学者并未拘泥于传统中英关系史

的解释框架，而是着眼于英苏、英日、英美等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以及欧亚东西战场之间的联动关

系，从个案出发管窥中外关系和国际局势的重要变化，结论多有别开生面之处。浙江大学历史学

院肖如平《抗战时期英国在新疆私设无线电台案的交涉》利用中、英外交档案，聚焦于 1938—
1943 年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和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围绕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私设电台问

题展开的交涉。文章指出，此案不仅涉及战时中英关系的微妙变化，更反映出国民政府和新疆省

政府之间逐渐密切的央地关系，同时也是英、苏两国在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力量博弈的结果。南京

大学历史学院孙扬、于增凤《太平洋战争前英国对日本侵夺九龙关之因应( 1937—1941 ) 》分析英

国政府、港英政府、中国海关等各方力量面对日本侵夺九龙关的因应，特别关注英日两国间的利

益分歧和矛盾纷争。该文认为，随着英日两国在华南和香港的利益冲突趋于激烈，海关无法因其

国际性而独善其身，双方在此过程中嫌隙日深，成为中日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原因。华东

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蔡梓《病笃乱投医: 英国“南沙基地建设”构想的形成与幻灭 ( 1935—1938
年) 》从大国博弈形势和防务战略视角，审视英国“南沙基地建设”构想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的国

际因素。尽管这一构想是在英国对德、对日战争均未爆发，亟欲利用窗口期巩固东部防务体系背

景下做出的仓促决策，但也反映出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色彩和强权政治思维。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陆昆《1938 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探析》指出，中国推动国联援用《国联盟约》第十六

条及日本提出“东亚新秩序”是促成 1938 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基础性诱因，英国议会的监督和

美国的引导示范作用，则是推动这一诱因成长发展的重要力量。该文将其归纳为“引子与合力”
机制，为沟通具体事件与宏观政策间的联系、探究外交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做出了有益尝试。

二、跨国史取向的区域史及其他问题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中日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次论坛有四篇论文分别涉及日伪当局在东北的殖民卫生体系、“国民精神动员”、兽疫科研活动

以及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建构。这些论文视角独特，注意到日本国内制度对东北殖民体制的根本影

响、日本总体侵略政策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伪满洲国内部中日双方的矛盾分歧，在整

体关怀和研究深度上都有可取之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珠海) 杜丽红、刘嘉《九一八事变前日本

在东北的殖民卫生体系研究》详细考察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和日本居留民区

分别建立的以行政为主、受企业主导和由居留民自治的殖民卫生体制。这一多元体系不仅受日本

国内卫生制度的影响，更受制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体制，特别是军部、外务省和满铁相互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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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头政治”权力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季泓旭《“总体战”背景下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的

控制与利用》以日文资料为主，分析侵华战争时期日伪当局在组织、人事、宣传等方面对伪满道德

会的改造利用，指出伪满道德会是日本“总体战”政策背景下实施“国民精神动员”、促进战时经济

动员的工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敏钊《“实惠之国”与“理想之国”: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合法

性建构及其影响( 1931—1937 年) 》选取《盛京时报》《满洲日日新闻》等中、日文报刊，运用“民族—
国家”建构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研讨日伪当局面向中日社群，分别将伪满洲国塑造成所谓“增进

人民福祉”的“实惠之国”和带有“王道主义”色彩的“理想之国”的过程。文中强调，这一叙事差异

是造成中日两国战争记忆严重分歧的重要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敬瑞《日本帝国主

义在东北的兽疫科研活动———以满铁兽疫研究所为中心的考察( 1925—1945) 》借助中、日文档案，

揭示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兽疫科研活动与日本殖民侵略政策的密切联系。该文认为，日本的兽疫科

研活动早期以经济性、科学性为主，但九一八事变后其政治性、军事性目的凸显，逐渐沦为日本开展

军事掠夺、储备战争资源的工具。
1930 年代中外关系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大国间的双边关系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议题。

本次论坛即不乏讨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苏、中日、中英关系的专题研究，所涉领域包括政治外交、
金融借款、党际互动等，在研究视角、时段、思路等方面多能补足既有研究。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

院齐春风《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对华外交目标的判断与偏差》认为，全面抗战前期苏联已形

成将中国北方纳入自身势力范围、援华制日、不愿轻易出兵中国的对华外交战略，而蒋介石徒然请

求苏联出兵，忽视美国对苏妥协的可能性，对苏谈判时又所托非人、让步过多。蒋介石的误判表明，

外交决策有赖于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深刻认知，而发达的国力是对外交涉的基础。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王春林《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调整》检讨西安事变后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

政府对日外交的调整过程以及中日双方的互动联系。国民政府一方面秉持对日强硬方针，另一方

面延续联络欧美大国以制衡日本的既有策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策略已趋于清晰，回旋余

地逐渐缩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钊《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
1937) 》指出，中国自法币改革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积极寻求对英借款以缓解财政困难，有别于同

一时期政治领域相对保守的远东政策，英国在经济领域对华援助更加积极，但也延续了对华借款的

附加条件。该文强调，这与英国依靠经济手段维持远东局势平衡的战略考量有直接关系。复旦大

学历史学系卢宇扬《殊途同归———试论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的交往互通》结合中、
英外交文件和领导人档案，通过回顾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反思

战时和战后英国对华决策过程。文中指出，尽管英国工党参与推动英国对华援助，但本质上是作为

反对党的政治策略。这一思路弥补了中英关系史研究中忽视英国政党政治特征，进而将英国决策

过程简单化的不足。

三、跨国史研究的微观个案及创新启示

既往关于 1930 年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大多围绕政治、外交、经济诸层面展开。此次论坛上，

不少学者将视角转向文化、教育、社会舆论等方面，在立足历史演进整体图景的同时，通过深入精彩

的个案研究，挖掘出这一时期中外互动的多元格局和丰富面相。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陈红民、陈怡

《1937 年中意两国关于上海大戏院案的交涉》通过对台北“国史馆”档案的钩沉，完整还原中国、意
大利、苏联等国围绕意大利水兵破坏上海大戏院播映影片《阿比西尼亚》一案的复杂交涉，展现了

苏联对华强硬施压、意大利对华搪塞敷衍、中国对意委曲求全等多重面相。这一典型案例折射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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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外关系、中国国际地位乃至外国电影审查制度之一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宝麟

《抗战初期金陵大学内迁过程与争议中的美国因素》着眼于全面抗战时期教会大学“部分迁、部分

不迁”的特殊现象，分析教会大学校产的属性、全面抗战开始阶段美国对华立场、美日关系等因素

对金陵大学内迁过程及回迁可能性争论的影响。从金陵大学“部分不迁”赖以成立，直至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难以为继，美国因素和国际局势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睿恒《第二

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起源》围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院所设对华文化关系项

目，分析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特性。该文认为，虽然项目设计不免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印记，但其

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文化国际主义的效果。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夏静《全面抗战爆发前的

舆论、谣言与内政外交———以关于“抗日容共联俄”的讨论为中心》依托有关“安内”与“攘外”的先

后、抗日与“容共”的关联、“容共”与“联俄”的关系等方面舆论的细致梳理，勾勒出全面抗战爆发

前国民党、知识分子、外国记者等主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从侧面展现其时中国的社会心态和内政外

交的一般状况。
此外，许多学者还注意到殖民地、弱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团体与 1930 年代中国革命、抗战和

外交的种种联系，举凡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海军外交等议题都在考察范围

之内。这些锐意拓展问题领域的创新之作，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主流历史叙述的空白。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庆龙《抗日战争时期中印之间的相互支持》爬梳抗战时期中印两国的友

好交往史，指出中国抗战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动力，战时中国各方力量在政治、外交、军事

等领域为印度提供了重要国际援助，印度也在道义、物质、医疗等方面为中国慷慨解囊。文章高度

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认为应更多关注中国抗战与其他国家独立解放运动的联系。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陈默《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〇年代中国舆论视野中的乌

克兰》注意到 1930 年代随着乌克兰从追求独立的弱小民族、引发大战的热点地区，到成为苏联的势

力范围，国内舆论出现对独立运动由同情到反感，“阵营”意识超越民族和国家，渐趋认同苏联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等明显变化。该文认为，这既源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解后国际社会以阵营

区分敌我的普遍取向，也表明国内各界对苏联国际主义的日益接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

牧云、王叶伟《红色工会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析》运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从对华策略与对

华组织、人员交往与跨国流动、道义声援与物质援助等角度，梳理红色工会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整体

关系。该文认为，红色工会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的同时，也存在以欧洲经验教条指

挥中国革命、未能深入工人群众和革命运动等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迪《英国遣

华海军顾问团( 1928—1933) 》探讨英国对华海军外交问题，指出这既是因为不断增强的中国民族

主义促使英国改变对华态度，又是英、美、日等多国海军势力在华角逐的直接结果。该文不仅剖析

英国顾问团所具有的外交官、情报员、推销者等多重属性，还认识到中国海军派系纷争、日本强势地

位、英美紧张关系等因素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四、跨国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从跨国史视角研究中国抗战史，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在本次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王

建朗、汪朝光、韩东育、桑兵、吴景平、陈谦平、江沛、王立新、李金铮、臧运祜、张生等资深学者先后发

表真知灼见。他们针对与会论文提出诸多中肯批评，同时展望跨国史视角下抗日战争研究的未来

走向，进行了热烈讨论。结合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要推动跨国史与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度融合，学

界同人在拓宽研究视野、深化问题意识、挖掘新材料等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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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有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视野，努力实现从双边关系到多国关系的拓展。本次论坛的论文

议题多样，对于中美、中英、中日、中苏关系均有所涉及。不过，严格地说，许多研究仍采用传统中外

双边关系的解释框架。事实上，国际关系往往纵横交错、倏忽不定，国家之间亦敌亦友、时敌时友总

是常态，仅仅通过双边关系很难揭示中外互动的全貌。此外，尽管与会学者注意到大国博弈和国际

格局对中外关系的深刻影响，但主要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未来应更多关注大国关系和多

边互动，不仅要将中国历史置于东亚区域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更要从中国出发考察东亚

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相互联动。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同时，具备东亚史、亚洲史、亚太

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视野。
第二，要不断深化问题意识，注重对国际秩序本身的深入研讨和深刻反思。在此次论坛上，

“以小见大”式的个案研究成为主流。与会学者立足中外关系的具体问题，通过抽丝剥茧般的细致

分析，挖掘出新旧秩序交替之间的诸多面相。然而，从侧面反映国际秩序的研究倾向，毕竟不能等

同于国际秩序的宏观考察。国际秩序本身反而成为既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不乏有待探讨的重

要问题。例如，由英美主导的旧秩序轰然崩塌的同时，又有德意日构筑的“国际新秩序”、苏联创立

的共产主义国际秩序等新秩序拔地而起。各国有关重建新的国际组织、树立国际新秩序的思考和

讨论也不绝于耳。这些建构国际秩序的努力，对于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世界格

局都有深远影响。又如，从表面上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规定的国际秩序已不存在，但国际社会

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原则和行为规范并未烟消云散，反而制约和左右着崛起中的大国。再如，借

助长时段的宏观考察，还可以检讨此一阶段秩序变迁的历史意义。由于国际秩序的崩溃，世界再度

进入以征服领土为目的的传统战争模式。可是，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集体安全机制开始发挥影响，

虽然其实际作用尚不尽如人意，但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反对以武力解决重大冲突逐渐成为

历史的趋势。
第三，未来应发挥多语种和学科交叉的“整合”研究优势。首先，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深

入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多语种文献阅读的能力。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要深入理解抗战史的国

际面向，必须重视多国文献的收集利用。只有具备中、英、日、俄、法、德等国语言的阅读能力，才能

更好地与二战史领域的国际学者对话，实现中国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揆诸本次论坛

的各篇论文，中、英文史料的对照互证已成为普遍现象，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利用日、俄等国文献，但

综合运用多语种资料、处理重大复杂问题的研究仍属少见。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近代中国始终

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诸如全球产业链的形成、跨国资本的流动、国际贸易、移民、文化传播乃至气

候影响，都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仅仅依靠历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难以胜任。因此，既要打破中国史

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更要努力实现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

叉融合，互通有无，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研究。再次，跨国史视角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丰富我国的

抗战史研究内容。
正如同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样，不是一人一国所能为，未来的跨国史研究需要更多

地依靠团队协作，才能真正提升整体水平，做出骄人的学术成绩。

〔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陆祯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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