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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  

获第六届安徽省图书奖  

    专题学术资料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黄纪莲
编，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2003年第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作品，2004年获第六届安徽
省图书奖。  

    该书参加了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招标会，投标者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等，最后确定
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58万6千字。全书由329件文件组成，分八大部分，涉及了这一专题的多个方面。较
全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对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序  

    二十世纪的中外关系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重要并关涉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日本于1915年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
要求以及有关的中日交涉就是其中之一。  

    波及欧、亚、非30多个国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半年后的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见中国政府首脑──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时提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日本对华要求,共计21条。“二十一条”分为五大部分即五号：第一号 关于山东问题，共4条；第二号关于东北
问题，共7条；第三号 关于汉冶萍问题，共2条；第四号 1条,要求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第五号 关于对中国全境的要
求，共7条。在日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胁迫下,中日谈判代表在2月2日至4月26日共84天的时间里连续进行了25次正式会议。在日本决定删去第
五号要求并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后，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当权的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
古之条约》，互换了13件照会，总称“民四条约”。中国人民始终反对这项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及其蓝本──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北京
政府在1915年当年5月的一份对外声明中，说明了有关“二十一条”的中日交涉过程以及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192
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中国在1915年签订中日条约是被迫的，要求解决山东问题，收回国权，废除由“二十一条”产生的“民
四条约”。1923年3月,在旅大租借地25年租借期即将到期之际，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明确提出，应立即全部废止“民四条约”。并要求与
日方择日商酌废约后的各项问题。  

    这段史实，在几十年来的史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各种通史类论著及相关专著专论史料集都侧重面不同、篇幅不等地涉及
到了。但，如果能将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酝酿、提出、中日谈判、签约、公布、善后筹策、中方废约的屡次要求与国际社会的态度、直
到条约的变迁、结果，以及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各届中华民国政府的对策和朝野的反应，海内外中华同胞的强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种种反应
与动作等这一重大事件的纵横概况，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来，相信是更有意义的。  

    笔者在若干年前撰写有关文章（《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时，有幸集中接触了相关资料，尔后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中又陆续搜集到散见于海内外的各种文献资料，现将有关文献资料汇编成《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一书。  

    本书共分八大部分：㈠日本对华要求的酝酿；㈡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与交涉；㈢“民四条约”──中日山东条约和中日满蒙条约的
签订；㈣袁世凯政府的有关文令；㈤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活动；㈥西方列强与“二十一条”；㈦满蒙条约善后会议及山东问题换
文；㈧关于废止“民四条约”的要求与交涉。  

    本书旨在用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这一二十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系统全面地反映出来。所以，在编
排上力求每一个专题都比较详细，根据每一个专题的实际内容多少设定子标题及层次，并注意到各不相同的特点，尽可能因题制宜。如：①“二
十一条”的提出与交涉包括了4个部分，其中中日会谈记录，还收入了整个25次正式会议的日期、地点、时间、出席人员情况表。②条约签订一
项包括了签约换文的程序。③袁世凯政府的有关文令一项共收入了1915年2月12日至7月8日的17件公文，包括了谈判开始至条约批准公布后的有
关令、电、函、呈和密谕。④国际反应，包括了俄、美、英、法、荷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等8个国家。⑤国内民众的反响，京津、东北、
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各地的活动情况都选有材料，涉及面也较广：农、工、商、学、绅、教育、新闻和进步团体。⑥关于中方废约
的要求与交涉,从1919年巴黎和会、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直到1923年春旅大租借地期满之际与日本直接交涉，一条纵线贯穿下来，最后并
有“二十一条”变迁情况表。  

    本书所收材料为：历次提案、会谈记录、往来照会、条约、令、电、呈、宣言、声明、说帖、条陈、建议、“劝告”、密电、会议录、议决
案、统计表等共计320多件。这些材料取自于外交文书、政府公报、外交公报、已公布的外交档案、条约集、文件集、文集以及少量的报刊资
料，共计20余种。  

    希望《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能给读者以该历史事件一个全貌，同时也为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帮
助。  



                                                                      

                                                    黄纪莲  

                                               2000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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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收浙江杭州商务、教育等会电 1915年2月20日  

       外交部收浙江绅民电 1915年2月22日  

       外交部收浙江宁波商务总会等电 1915年2月28日  

       外交部收南昌商务总会电 1915年3月3日  

       外交部收湖南商务总会电 1915年3月21日  

       外交部收政事堂交成都商会等来电 1915年2月24日  

       外交部收广东土货维持会邓琦等来电 1915年2月6日  

       外交部收广州商务总会等电 1915年2月6日  

       外交部收广东报界公会电 1915年2月24日  

       外交部收广东梅县教育会电 1915年3月23日  

       外交部收广西进步党支部电 1915年2月27日  

       外交部收广西商会联合会电 1915年3月16日  

       外交部收梧州商民吴高棣等电 1915年3月29日  

       外交部收梧州商务总会李兰芬等电 1915年4月2日  

       救国储金活动遍布各省 1915年4月─6月  

   （二）海外………………………………………………………………………（275）  

       李大钊：留日学生总会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5年  

       孙中山复北京学生书 1915年5月  



       中国外交部收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电 1915年2月13日  

       中国外交部收大阪中华商会电 1915年2月14日  

       中国外交部收神户中华总商会电 1915年2月18日  

       中国外交部收横滨华侨亲仁会电 1915年2月25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印尼把东领事余祐蕃电 1915年4月2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把东领事馆详送把东埠华侨绅董电文 1915年4月27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爪哇总领事欧阳庚详送峇厘华商总会电文 1915年5月7日  

       中国外交部收泗水商务总会电 1915年5月11日  

       中国外交部收政事堂抄交爪哇巴邻傍埠商会电 1915年5月31日  

       中国外交部收小吕宋华侨救亡团电 1915年3月12日  

       中国外交部收怡朗中华总商会暨三千华侨电 1915年3月17日  

       中国外交部收留英学会电 1915年2月20日  

       中国外交部收墨国磨诗耀埠全侨电 1915年3月24日  

       中国外交部收农商部转旧金山商会来电 1915年2月24日  

       中国外交部收钵崙（今波特兰）中华会馆电 1915年3月1日  

       中国外交部收旧金山中华会馆电 1915年3月6日  

       中国外交部收檀香山少年演说社电 1915年3月12日  

       中国外交部收檀香山义兴总会电 1915年3月13日  

       中国外交部收温哥佛华侨救亡会陈道之等电 1915年2月28日  

       中国外交部收域多利中华会馆华商总会电 1915年3月9日  

       中国外交部收温尼浦华侨电 1915年3月18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温哥华领事林轼垣电 1915年4月29日  

 六、西方列强与“二十一条” …………………………………………………（308）  

   （一）沙俄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308）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1月24日（俄历11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1915年1月27日（俄历14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1月29日（俄历16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电 1915年1月31日（俄历18日）  

       俄国驻伦敦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5日（俄历1月23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5日（俄历1月23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绝密） 1915年2月5日（俄历1月23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6日（俄历1月24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1915年2月7日（俄历1月25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绝密） 1915年2月8日（俄历1月26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16日（俄历3日）  

日本驻伦敦大使井上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  

1915年2月18日（俄历5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18日（俄历5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机密） 1915年2月20日（俄历7日）  

俄国外交部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备忘录（绝密）  

1915年2月22日（俄历9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机密）  

1915年2月24日（俄历11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巴黎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和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电  

                       1915年2月25日（俄历12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机密）  

1915年2月26日（俄历13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3月3日（俄历2月18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3月11日（俄历2月26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3月13日（俄历2月28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和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函  

                       1915年3月15日（俄历2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3月17日（俄历4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3月24日（俄历11日）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  

1915年3月27日（俄历14日）  

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馆致俄国外交部备忘录（机密）  

1915年5月1日（俄历4月18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5月4日（俄历4月21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5月5日（俄历4月22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函  

         附件  日本参谋本部关于日中谈判致日本驻华使馆陆海军武官信  

                       1915年4月3日（俄历3月21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5月6日（俄历4月23日）  

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口头照会  

1915年5月8日（俄历4月25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 1915年5月8日（俄历4月25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5月9日（俄历4月26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1915年5月10日（俄历4月27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5月12日（俄历4月29日）  

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馆致俄国外交大臣口头照会  

1915年5月13日（俄历4月30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5月13日（俄历4月30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 1915年5月14日（俄历1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5月14日（俄历1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机密）  

1915年5月18日（俄历5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机密）  

1915年6月3日（俄历5月21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6月19日（俄历6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7月2日（俄历6月19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机密）  

1915年7月12日（俄历6月29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机密）  

1915年7月15日（俄历2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函（机密） 1915年8月11日（俄历7月29日）  

       俄国财政大臣致外交大臣函 1915年8月17日（俄历4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 1915年8月21日（俄历8日）  

       俄国驻北京公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8月29日（俄历16日）  

       俄国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帕尔克函（机密） 1915年9月6日（俄历8月24日）  

   （二）欧美列强的反应…………………………………………………………（381）  

      1.美、英、法三国的态度…………………………………………………… （381）  

        美国 ………………………………………………………………………（381）  

        美国白皮书：“二十一条”·1915年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2月21日  



        美国国务卿布赖恩致日本驻美大使珍田子爵照会 1915年3月13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3月23日（俄历10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美公使夏偕复电 1915年3月27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紧急报告 1915年4月22日（俄历9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美公使夏偕复电 1915年5月7日  

        俄国驻东京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5月8日（俄历4月25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俄公使刘镜人电 1915年5月10日  

        美国国务卿布赖恩致驻日大使训令 1915年5月11日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致中国外交部节略 1915年5月13日  

        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驻华公使驻日大使的训电 1915年5月15日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1915年5月17日  

        中国外交部发驻美公使夏偕复电 1915年6月8日  

        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晤美国公使芮恩施问答 1915年6月9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美公使夏偕复电 1915年6月11日  

        英国………………………………………………………………………（409）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2月19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2月19日  

        俄国驻伦敦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25日（俄历12日）  

        俄国驻伦敦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电 1915年2月27日（俄历14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3月5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3月5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俄公使刘镜人电 1915年3月12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3月13日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致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电  

1915年3月13日（俄历2月28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4月23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电 1915年4月27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美公使夏偕复电 1915年5月8日  

        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问答 1915年5月13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5月14日  

        中国外交部发驻英公使施肇基电 1915年6月8日  

        法国………………………………………………………………………（424）  



        日本驻彼得格勒大使本野致日本外务大臣加藤电  

1915年2月23日（俄历10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法公使胡惟德电 1915年5月13日  

      2.荷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反应…………………………………（426）  

        荷兰………………………………………………………………………（426）  

        中国外交部收驻荷公使唐在复电 1915年5月9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荷公使唐在复电 1915年5月12日  

        中国外交部收驻荷公使唐在复电 1915年5月16日  

        瑞典………………………………………………………………………（429）  

        中国外交部收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电 1915年1月25日  

        奥地利……………………………………………………………………（430）  

        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晤奥地利使馆参赞文采德、翻译巴尔问答  

                        1915年4月15日  

        西班牙……………………………………………………………………（431）  

        中国外交部收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函 1915年7月16日  

 七、满蒙条约善后会议及山东问题换文…………………………………（432）  

   （一）满蒙条约善后会议 ………………………………………………………（432）  

      1.善后会议的筹备…………………………………………………………（432）  

                奉  天  

        外交部发吉  林将军、巡按使咨 1915年5月11日  

                黑龙江  

                内务  司法  

        外交部发财政  农商部函 1915年6月19日  

                交通  教育  

        外交部发特派吉林交涉员傅强电 1915年6月19日  

                内务  司法  

        外交部发财政  农商部函 1915年6月19日  

                交通  教育  

        外交部收司法部公函 1915年6月21日  

        外交部收教育部函 1915年6月22日  

        外交部收交通部咨 1915年6月23日  



        外交部收奉天巡按使张元奇咨陈 1915年6月26日  

          附件  记拟定接洽办法清单  

        外交部发奉天巡按使张元奇、吉林巡按使孟宪彝电 1915年6月30日  

        外交部收财政部函 1915年7月1日  

        外交部收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咨陈 1915年7月12日  

        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晤日本公使日置益问答 1915年7月14日  

        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会晤日本公使日置益问答 1915年7月26日  

        外交部发奉天巡按使张元奇、吉林巡按使王揖唐电 1915年8月31日  

      2.奉天条陈和吉林条议……………………………………………………（447）  

        外交部收政事堂交奉天省政务厅长史纪常呈 1915年5月27日  

          附件一：奉省政务应办理事项  

          附件二：南满东蒙应商榷之件  

          附件三：南满东蒙界限说略  

        外交部收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呈 1915年6月7日  

          附件一：抄原呈  

          附件二：中日条约吉林善后条议  

       3.善后会议历次会议录及议决案…………………………………………（481）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一次会议录 1915年6月24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一次议决案 1915年6月24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二次会议录 1915年6月26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二次议决案 1915年6月26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三次会议录 1915年6月29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三次议决案 1915年6月29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四次会议录 1915年7月1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四次议决案 1915年7月1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五次会议录 1915年7月3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六次会议录 1915年7月6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六次议决案 1915年7月6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七次会议录 1915年7月8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七次议决案 1915年7月8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八次会议录 1915年7月13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八次议决案 1915年7月13日  



           附件  核办日本臣民在满洲办矿案须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九次会议录 1915年7月15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九次议决案 1915年7月15日  

           附件  护照注册章程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次会议录 1915年7月17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次议决案 1915年7月17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录 1915年7月27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一次议决案 1915年7月27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录 1915年7月29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二次议决案 1915年7月29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录 1915年7月31日  

         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第十三次议决案 1915年7月31日  

   （二）山东问题之换文…………………………………………………………（568）  

       恢复青岛海关办法 1915年8月6日  

       日本外相后藤新平致中国公使章宗祥照会 1918年9月24日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复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照会 1918年9月24日  

 八、关于废止“民四条约”的要求与交涉 …………………………………（571）  

   （一）巴黎和会上的交涉………………………………………………………（571）  

       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的有关说帖 1919年2月─4月  

         1）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  

            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  

         2）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  

       “三人会”（英、美、法三国首脑及中国列席代表）会议记录（摘译）  

                       1919年4月22日  

       英、美、法“三人会”会议记录（摘译） 1919年4月28日  

       美、英、法三国关于凡尔赛和约中山东条款的决议 1919年4月30日  

       中国代表团向三国会议提交的正式抗议书 1919年5月4日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 1919年5月7日  

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复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函  

1919年5月14日  

       美国国务卿蓝辛关于巴黎和会议决山东问题情况的纪录  

   （二）华盛顿会议上的交涉……………………………………………………（617）  



       中国外交部关于胶澳问题的宣言 1921年12月11日  

       中国代表团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致中国外交部电 1921年12月14日  

       中国外交部致中国代表团电 1921年12月14日  

       中国外交部致中国代表团电 1921年12月16日  

       中国代表团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致中国外交部电 1921年12月18日  

       中国外交部致中国代表团电 1921年12月24日  

       中国外交部致中国代表团电 1921年12月25日  

       中国外交部致中国代表团电 1921年12月25日  

       中国外交部致中国代表团电 1921年12月29日  

       日中美三国代表声明书 1922年2月2日─4日  

         1）币原男爵声明书  

         2）王宠惠声明书  

         3）许士国务卿声明书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 1922年2月4日  

       中国代表团致大总统呈电 1922年2月28日  

   （三）收回旅大与废止“民四条约”……………………………………………（645）  

       众议院提议宣布“二十一条”无效 1922年11月1日  

         1）张树森等议员之提案  

         2）刘彦等议员之提案  

       众议院咨参议院文 1922年11月1日  

       参议院通过“二十一条”无效案 1923年1月19日  

       七人审查委员会报告 1923年1月19日  

       收回旅大问题 1923年2月  

       取消中日协约及收回旅大管见 1923年3月9日  

       中国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公使照会 1923年3月10日  

       中国驻日本代办廖恩焘致中国外交部电 1923年3月10日  

       外交部复国务院函 1923年3月14日  

       日本驻华公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1923年3月14日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复中国驻日本代办廖恩焘照会 1923年3月14日  

       胶澳行政接收最后协定 1923年3月13日  

       胶济铁路交收之协定 1923年3月29日  



       废止“二十一条”的中国国民外交 1923年春  

   （四）“二十一条”变迁情况……………………………………………………（670）  

       “二十一条”情况变迁表  

       “二十一条”的结束  

 附录一  大事年表 1915─1923……………………………………………（680）  

 附录二  职官表 ………………………………………………………………（685）  

      中国外交总长 1915─1923  

      日本外务大臣 1915─1923  

      中国驻日公使 1915─1923  

      日本驻华公使 1915─1923  

      中国驻美、英、法、俄公使 1915  

      美、英、法、俄驻华公使 1915  

      巴黎和会 1919.1.18─1919.6.28  

      华盛顿会议 1921.11.12─1922.2.6  

附录三  人名索引………………………………………………………………（689）  

      三画  大隈重信、小幡酉吉、马列夫斯基  

      四画  王宠惠、日本天皇、日置益、贝尔福（白尔福）、币原喜重郎  

      五画  布赖恩（蒲莱安、勃赖恩）、加藤高明  

      六画  朱尔典（朱迩典）、刘镜人、许士（许斯）、孙中山、孙宝琦  

      七画  芮恩施、劳合·乔治（路易佐治）、克列孟梭（克里孟梭、克勒蒙梭）、李大钊、库朋斯齐（克洛本思）、沙查诺夫、陆宗舆、陆
徵祥  

      八画  牧野伸显  

      九画  威尔逊、哈定、施肇基、施履本  

      十画  袁世凯、格林、格思里、格雷、夏偕复、顾维钧、徐世昌、高尾亨  

      十一画  曹汝霖、章宗祥  

      十三画  蓝辛  

      十五画  黎元洪  

 附录四  引用文献……………………………………………………………（692）  

 后    记…………………………………………………………………………（694）  

 有关书评：  

      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国史专题资料集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评介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因档案资料的发掘而精彩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出版价值点津  

                        《中国档案报》，2002年12月30日  

      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回望  

        ──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  

                        《党史纵览》，2003年第5期  

完整、全面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概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1月3日第2版·读书·学者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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