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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中國的亞細亞主義（1924-1937年）與日本在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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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次大戰之間，跨國合作的熱潮對全球有深刻的影響。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

來的震撼，知識分子考慮以跨國方法來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在這種國際精神之中，孫

中山於 1924 年以〈大亞洲主義〉為題演講。在此演講中，他主張亞洲民族在「王

道」的原則下聯合，並且也批評了日本的「霸道」。從 20年代到 40 年代，許多知識

分子討論孫中山的亞洲主義，組織跨國性團體，包括北京的亞細亞民族大同盟與上海

的亞細亞民族協會，亦出現了很多亞洲合作的期刊如《大亞雜誌》與《新亞細亞》

等。本場演講嘗試把這些團體與期刊放在這個歷史脈絡中，考察中國亞洲主義的發

展，也探討大戰之間的亞洲主義與汪精衛政權亞洲主義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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