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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

顧維鈞，江蘇嘉定人。清末1888年出生於上海；1985年於紐
約逝世，享年98歲

▪字少川，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

▪他的家境殷實，父親顧溶（字晴川）曾任大清銀行總裁

▪ 1904年留美，1912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

▪ 1912年回國後，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外務部顧問等，後
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處理中國外交事務等

▪ 1919年，被派往巴黎出席戰後和會，其雄辯滔滔、據理力爭，
最後代表拒簽對中國不平等之和約

近現代外交家，享有「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美譽，

➔五四運動關鍵人物，站在巴黎和會前線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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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唐德剛認為：「中國自有外交以來，出現過
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和李鴻章各算一個，顧維
鈞因未有決策權，顧維鈞只能算半個外交家。」



顧維鈞與「五四運動」

▪巴黎和會上力戰群雄

▪戰後召開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更發表了以和平為原則的十四條
宣言

➔人們對此抱以極大期望，包括顧維鈞，他在回憶錄中
當時對和會的期望：

「即將召開的和會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機會，中國可以借
此謀求某種程度的公平待遇，並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
遭到的慘痛後果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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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卻並非如此

▪中國派出五名代表，最後只得兩位輪流出席(通常是陸徵祥、顧維鈞)

▪中國代表向於會上提出了兩項提案：

1. 廢棄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駐華軍隊、取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等七
項希望條件

2. 取消《二十一條》，歸還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

➔無一獲得通過，甚至會議決定把山東權益全轉讓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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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各國代表名額分三種情況：

1) 英、美、法等幾個主要協約國，每國五個席位；

2) 戰爭中提供過某些有效協助的國家，每國三個席位；

3) 協約國陣營中的其他成員國，每國二個席位

➔中國只取得第3種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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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上力戰群雄

▪ 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代表中國在
「十人委員會」上發言，從不同層次，
環環相扣，舌戰日本以維護中國利益，
一戰成名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剛一講完，中
國代表團就鼓起掌來。威爾遜總統走過
來向我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貝
爾福、藍辛也都跑來向我祝賀……整個氣
氛與前一天日本代表講話之後出現的冷
場對比鮮明。」

十人委員會：
美、英、法、意四國首腦和
外長，加上日本組成了巴黎
和會初期的最高決策機構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
右六為威爾遜，前排左一、左二為日本
代表日本駐英大使珍田捨己、牧野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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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中國代表缺席簽約典禮，對和約說「不」

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心情：「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
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天必將被視
為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

➔他雖沒有親身參與五四運動，但他站在關鍵點的最前線，其外交表現極
大維護國家、人民尊嚴

➔巴黎和會成了五四事件的導火線，而其對拒簽和約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回憶錄中記載：「由於五四運動爆發，在巴黎的中國政治領袖、中國學生
各組織、華僑代表等，每日必往中國代表團總部，不斷要求代表團明確保
證，不允保留即予拒簽。他們還威脅道，如果代表團簽字，他們將不擇手
段，加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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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演繹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演講
來自電影《我的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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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1952年真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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