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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第一期起，本欄改名為「百年中

國與世界」，因為我們覺得，應當力求不僅

是從中國內部，而更應由中國與世界整體的

眼光，來反思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本期兩篇

論文，都是以發掘考據大量被時間埋沒的

檔案材料為基礎。徐國琦的研究揭示第一次

世界大戰期間，剛剛建立的中國新政府積極

支援協約國，派出數以十萬計「以工代兵」華

工參戰的秘史；陳時偉則以1948年中美積石

山聯合科學考察為案例，重述國共內戰期間

為南京政府帶來極大外交困擾的離奇荒誕故

事。今天重溫這兩則中外關係史上幾乎乏人

問津的事件，當有助於恢復某種被忽略、被

壓制的歷史記憶。

似乎，「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是在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才成為中心詞語的。

然而，從這兩篇文章卻可以看到：在二十世

紀上半葉，無論在主動參與維護世界秩序抑

或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活動中，中國一直在

努力不懈，然後又不免民族自尊受到挫傷。

可見，這種參與國際事務的努力並不是「新

時期」的創意，而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條線

索。中國當前進入WTO的爭論，不正是這

一曲折綿延至今的線索之再次浮現嗎？重新

疏理這一線索，自將會對理解中國的現代化

以及民族意識問題帶來新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