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战争前夕蒋介石政府

对美日秘密谈判的反应

周幸t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进行了长达 B

个月的秘密谈判。 美国试图通过谈判来缓和与日本的尖锐矛盾，

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 蒋介石政府是如何看待美日谈判的?它做

出怎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对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和远东国际关系

带来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学者缺乏全面论述①.甚至

回避蒋介石政府在美日谈判期间所做出的外交努力@。 本文试图

通过全面回顾和分析蒋介石政府对 1941 年美日华盛顿谈判的态

度和策略的发展和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

- 美曰谈判的酋囊与起因

1940 年 6 月，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度时，德

① 陶立 .. 1等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I99S. 第 24 1 -2.52 页 .陶主钊， (中吏荣革史. 1911 - 19S0) . 重庄出腼吐 .

1 993. 第 227 - 234 页，明立峙， (中景是革史圭蝇) .上海，华*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2. 第 164 - 166 页 。

~ !i'蛐平等事{第二在世界大战) .兰州 ， 甘'人民出版柱， 1984. 事 29S -

3归页;谭一青 〈蒋介石与量国) .中国青年出版性. 2∞3. !II S4 -S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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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击败法国，完成了对西欧大陆的位制。 英国被迫退守孤岛，成

为唯一仍在抵抗德国的国家。 此时，美国开始感受到德国的巨大

威胁，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开始消退。罗斯福总统抓住这个时机，

采取行动援助英国 。

日本利用欧洲战局的变化，加强对中国的封锁。 6 月 19 日，

日本要求法国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并禁止"任何可能

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 法国屈从日本的要求.关闭

了滇越铁路。 6 月 24 日，日本同样要求英国停止通过滇缅公路

把战争物资运到中国。日本并做出进攻香港的军事部署@。 在一

番犹豫和拖延后. 7 月 18 日，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

并向日本秘密承诺，"在这个时期结束时，英国将根据当时条件

自由决定是否延长这种关闭"<3)。西方国家的软弱，被舞日本进

行更为严重的武力扩张 。 9 月 23 日，日本出兵占领印度支那北

部。

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反对. 9 月 27 日，日本与德国、意大

利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上三国决定以美国为假想敌，共同

对付美国 。

对于日本的挑战. 9 月 12 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电华盛

顿.建议"美国应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直到

欧洲战争结束…·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坚定的政策，而不能

光靠反对。 如果能够将日本制止住，直到形势表明，德国不可能

在欧洲取胜，到那时.也许可能按照美国所定的方针，用外交手

段来解决远东的争端。"@格鲁的这份电报对美国日后的对日政

① [英]托因比主编《袖.(..国韧朔的胜利}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II 
归2 页.

~(英〕托因比主编〈轴心国韧期的胜利}下酷，第 931 J[ . 

<3) W例)(fwud. Sir Uewellyn. Briti.sh Foreip Policy ua 战.e &conJ 1f0l'1d 1V4肘. Vo12 , 
London. 1971 , pp. 99-100 

@ (轴心国韧朔的胜利〉下跚. !II 8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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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产生重要影响 。

9 月 30 日，美国宣布停止对日本出口废钢铁，但罗斯福拒

绝实行史汀生等人建议的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的更严厉措施，他

担心这可能使日本健而走险①。 罗斯福强调..我们不打算切断

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以免迫使它因此派远征军进攻荷属东印

度 。"他还拒绝了丘吉尔向新加坡派遣美国舰队和史汀生向荷属

东印度派遣美国海军的建议，以免刺激日本。@

在纳粹在欧洲取得胜利后，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方面同时

面临严重威胁。 是同时应付德国和日本的挑战，还是首先对付其

中一个敌人?美国必须作出抉择。 11 月 12 日，美国海军上将斯

塔克就美国的防卫战略提出四项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并建议采

取第四种行动方针(即 D 计划) ， D 计划建议美国采取积极措

施，包括必要时的军事行动，使英国避免战败。 美国一旦进入交

战状态，就应在大西洋方向对德国采取攻击行动，在太平洋方向

则应对日本采取守势。 这一主张得到罗斯福的认可。(3) 11 月 22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表示"斯塔克海军上将的意见是对的，

D 计划从战略上说是正确的，同时也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 . 

在远东严格采取守势，并甘愿承担其后果，也是我们的策略。 "@l

1941 年 1 月，美英在华盛顿举行战略研讨会议，决定以 "D

计划"为美英共同战略的基础。会议认为，德国是轴心国主要成

员，大西洋和欧洲地区是"决定性的战场"美国应在太平洋地区

采取守势，以主要力量对付德国，即使日本决定介入战争@。 这一

① 〈轴心国初期的胜利}下册. l!I lOO4页 。

<2> ( 莞]这辈克 ， (!!'斯幅与费国对外政章}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4. 第 352

页 。

③ {轴心国初期的胜利}下册，第四7 页.

④ [ 英 〕 丘吉如 ， (第二在世界大战圄忆最) l!I三替中酣.l<馨，时代文艺出

版社 .2000. l!I 421 页.

⑤ 《轴心国初期的胜利〉下111. l!I 835 - 8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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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标志着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初步形成。在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这一战略强调:美国仅仅准备从事欧洲战争。在对德战争

结束或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美国应与日本妥协，避免与日本发

生战争 。 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赫尔所指出 u美国的远东政策应当

是 1 避免在太平洋上的公开冲突，以便集中一切力量蟹助英

国和加强我们自己， 2 尽量不与日本争吵，并让谈判和达成妥

协之门洞开，以符合我们的原则 。"①

2 月 14 日，罗斯福会见日本新任大使野树，让他转告日本

政府，"这里(美国)每一个人都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使事态平

息下来'吻。 日本同样不愿与美国发生冲突，它担心无法对抗美

国的巨大工业力量和军事潜力，并相信"美国并不真想以武装

干涉的形式来帮助英国或中国，而只要美国不站在这两个国家一

边进行干预，它们是注定要战败的。"Q)

4 月中旬，美日开始在华盛顿秘密谈判。 美国准备接受日本

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现状，以换取日本放弃

向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新的武力扩张。在中国继续与日本浴血奋战

的时候，美国和日本举行谈判，本身就是对中国的背信行为，而

它奉行的致力于在远东与日本妥协的政策，更是为日后以牺牲中

国实现对日妥协的计划埋下伏笔。

二美曰谈判初期申国的态度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本与苏联签订 《中立条约 ) ，这意味

着苏联对华援助即将结束。 15 日，宋子文和胡适拜访罗斯福.

( Cordell Hu lJ. TM Memoirs 01 CordeU HuU. Vol 1, New Y。也. Macmillan. 

1948 , pp.9口 -913

<2> (罗斯帽与费国时外政髓}上册，第 398 页。

Q) (轴心国韧朔的胜利》下册.第 10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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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 ( ( 苏日中立条约))出乎意料，影响我军心民心及物质

殊巨 。"他们要求罗斯福迅速批准总数约 5 亿美元的援华计划。①

蒋介石并不知道，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华盛顿与日本大使野村谈

判，寻求达成美日妥协。

在美日举行正式谈判前，双方已达成非官方协议，即 《 日

美谅解案>.其主要内容为:日本在德国受到未参战国攻击时，

才履行三国同盟的军事义务;在日本承认中国独立，从中国撤军

等条件下，美国承认"满洲国"，并愿意劝告蒋政权与日本娟和

及与汪政权合并;美日维护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政治现状，

在日本保证不以武力谋求在南太平祥发展的前提下，美国支持日

本在该地区取得战略物资;恢复日美经济关系，美国并为日本提

供信贷叭

4 月 16 日，美日谈判在华盛顿举行。 赫尔提出解决中国问

题的四项原则，作为谈判基础，包括: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他

国内政，尤其是中国内政;维护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反对以

武力政变太平洋地区的现状@。 但遭到日本拒绝。

从 《 日美谅解案} 和"赫尔四原则"的有关内容来看，美

国在谈判一开始，曾准备部分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维持太

平洋地区现状的协议。对于美国的这一立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

陷入分歧 。 近卫首相主张接受美国方案，强调"当前解决中国

事变是根本问题，美国提案也是以解决中国事变为首要条件，必

须断然抓住这一机会" 。 而军部则要求获得更大利益。 在军部的

① 章孝 il 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剧韧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三蝠lfI l 堪，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 章制7 页 .

<2> (日] 腹部阜四郎 《大革亚战争圭虫》靠一册.商务印书馆. 1984. 第

111-114 页 。

@ U. S. Departmenl of State. Fort.向gn Rt.latwnJ 0/ th.t. Uni伽d Swlt..1. Diplomalic 

Papers , 1941. Vo1. 4 , W..bin<<tOR , D. C.. Govem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53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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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下，日本对{日美谅解案}提出了修正案，删去美国关于

日本应当承认中国独立及领土完整等基本条件，反而要求美国接

受 1938 年近卫提出的"近卫三原则" (即"善邻友好"、"共同

防共"和 "经济提携勺 。① 美国断然拒绝日本的要求，日美谈

判陷入僵局。

中国何时获得美日华盛顿谈判的确切消息?中国学者陶文钊

认为: " (1941 年) 8 月下旬，美日非正式秘密会谈的消息被泄

自E出去，国民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注。 " <2) 但根据有关资料，实

际上中国获得这一消息的时间要早得多。

蒋介石透过种种迹象，觉察到美国正寻求与日本妥协。 5 月

10 日.他接见美国大使詹森时指出"日本军阀，已将太平洋之

和平秩序完全破坏……无论何国，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他强

调，日本"采取一种买空卖空之卑劣手段，来挑拨离间太平洋

上之各国人民关系与感情，而以种种威胁利诱之行动，间接的仍

想这其各个击破依次侵略之目的" 。 他告诫美国"太平洋各友

邦如果稍一不慎或互相推语，忽视日本之阴谋与野心，而为其所

欺骗与威胁，不仅不能避免西太平洋上之战争，而且其为祸之烈

亦将不可想象矣 。 "(3)

5 月 23 日. <申报}就日前赫尔国务卿否定苏联传出的美国

正出面帮助促使中日和解的消息发表社评，强调"假使美政府对

中日两国真是发动排解，贝~中国国民政府虽未必邃尔动撼了作战到

日军全撇的信念，然美政府意态自必为世人刮目相看。 故赫尔氏所

否定者，正是世人所欲阁。"同时又指出.日本"希望对美国获得妥

协与所谓谅解，这→态度，在日本过去未远，或者还未过去" 。@ 明

① 陶宜制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时外先罩上'院 242 页。

@ 陶芷和'1 ， (中费吴矗史 .1911-1950).1再 230 页 .

l3l (中华民国置lI'史剌韧蝇一一时日抗战时期}第三罐 1111 警.踊 136 - 140 

页-
@ 1941 年 5 月 23 日{华报) . !11 4 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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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达了中国反对美日妥协的立场。 25 日， (大公报》 发表题为

《美国战略应当先解决日本》 的社评，指出:如果"美国对欧参

战，置日本不问……就等于美国将主动的地位给了日本，使日本

可以自由选择时机攻打美国"①。

中国政府和舆论反对美日妥协的强烈态度，引起美国政府关

注。 5 月 23 日，赫尔约见胡适，明确向胡适表明..美日交涉没

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

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讨论之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

涉 '"qpo 这是中国首次接到美国有关美日谈判情况的通报，但这

并没有消除蒋介石对美日谈判的疑虑和反对。

5 月 27 日，鉴于日益严重的纳粹德国威胁，罗斯福发表广

播讲话，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告诫美国人民"除非希特勒

主义的前进现在被强行制止，西半球就会处于纳粹毁灭性武器的

射程之内" 。 他强调"我们援助民主国家的整个计划，是出于

实际关切我们自身安全和我们希望生活的那种平安和文明的世界

的。 我们提供的每一美元的物资，都有助于防止烛裁者出现于我

们这个半球 。 " @

次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就罗斯福的这篇讲演发表评论，

称"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所于世界之贡献，美国方面已有充分认

识"中国对美国对华"道义和物资之援助"表示感谢。 他并认

为..美总统宣布美国人于全面的国家紧急状态以后，不仅足以

增强美国之国防，且可加紧援助一切为独立而战之国家。"@

但是，中国的 {大公报》却表示了不同看法。 5 月 29 日，

① 1941 年 5 月 25 日{大公报)，第 2 陋 .

~ (日}古噩噩二 〈再且统秘最}第 12 册，台北，中央日报社坪印. 1977 , 

第 t5S - 156 页 。

@ ('!1斯福选靠) ，商务印书帽， 1982 , !但 254 页 。

@ 陈志奇辑捕〈中华民国外吏史料汇编}第 10 跚.台北.渤海童文化公司，

1996 ， 第 47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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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罗斯捆在演说中仅仅抨击希特勒主

义..同时却无特别道及日本之处……演说中既较少提及太平

洋，便难免被日本误认为是有意规避 。 尽管罗斯福总统本意不如

此，而却难免因此误会而更鼓励日本军阀的野心 。"社评指出 :

"美国如要放手援英，首先须解除背后的羁绊……解决了日本，

粉碎了轴心一角，太平洋安全，英帝国得到大部安定，然后再

与纳粹作持久战，轴心征服世界的玄想才真正遭逢沉重的打击 。

德意日譬如一个三角阵，捡较弱的一角，有把握的将它击碎，

也正是最合适的战略。"①这篇社评表达了蒋介石政府的真实看

法。

6 月 24 日，在苏德战争爆发两天后，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

高斯，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倘美国不即于最短期中声明，决

心积极援助苏联抵抗侵略.苏俄恐将与日本达成谅解... ...欲使美

国避免卷入太平洋战祸.最好办法惟有援助苏联，侮日本于太平

洋多事之秋，不得不自动放弃其商进政策，美日之当面冲突可以

从而避免矣。"<1J这里蒋介石是想告诉美国政府，只有加强在远

东对日本的威慑，才是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张和防止美日战争的正

确途径。

7 月 7 日为中国抗战四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借此发表{告友

邦书) ，指出..时至今日，远东之烽火，已不复为中日两国间

之战争.而欧洲与亚洲战事，亦相互连接，而形成极密切之关

系。 纵观全球形势，殆元一国能自处战争之外.....一切国家，诚

欲避免战祸，惟有扑灭战火;诚欲减轻战祸，惟有制敌机先。"

他进而指出..是以今日太平洋有关各友邦，必当改变观念，转

移视线，确认太平洋之重要，决不下于大西洋。 而亚洲今日之

地位，更重于欧洲，并须认定欧局愈严重，日本侵略势力之摧

① 1941 年 5 月 29 日〈大公报) ，第 2 版 .

<1J (中华民国外虫史料汇编}第 10 册.第 4783 -47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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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愈不可缓……如果尚冀日寇有万一之觉悟，因而宽纵日本，

则必重蹈各友邦在欧洲对德之覆辙，又若误认今日之日人与德

意尚可区别而论，以为可先敌视其一而缓和其他，则后果之严

重，更不堪设想。"①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再次告诉美国:日本绝

不可能放弃它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对日妥协只能招

致严重后果，强调美国应该积极援助中国，采取更严厉措施遏

制日本。

由于中国政府和舆论明确反对美日妥协，同时美国也担心如

对日本的让步过大可能会危害中国抗战，而一旦日本征服中国，

西方国家就会面临日本更大的压力 。 因此，美国在决定对日本让

步问题上不得不十分谨慎。

美曰矛盾激化对谈判的

影响与申国的反应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 日本认为，苏德战争的

爆发使自己解除北面的苏联牵制。 7 月 25 日，日本不顾美国的

一再警告，派军队强行进入印度支那南部。 日本的这一举动对东

南亚地区的英美殖民地构成极大威胁。 美国立即冻结日本在美资

产，并联合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 它同时采取增加对

华援助、派遣军事专家团访华、中断与日本谈判等措施，对付日

本的挑战 。 美日矛盾全面激化。

然而，罗斯福仍然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南进。 就在日军开入印

度支那南部的前一天，罗斯福会见野村，指出..如果日本政府

不派陆海军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即使占领行动实际上已经开始

而日本政府能撤出这些军队的话，总统可以向日本保证，他将尽

一切努力争取让中国、英国、荷兰以及美国政府发表一项联合声

① 《中华民国外吏史料汇编}第 10 册.第 4199 - 47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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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把印度支那视为中立国家。"①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

美国也没有关闭美日谈判大门，仍未将日本作为敌国对待。

8 月 9 日.正在出席大西洋会议的罗斯福告诉丘吉尔，他仍

准备与日本谈判，只要它不再进行新的侵略。 他希望赢得时间，

即使一个月也好。@ 丘吉尔认为，对日本让步并不能阻止日本侵
略，他建议立即警告日本"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任何进一步

的进犯行为，将会造成一种局势.使美国不得不采取反抗措施，

即使由此导致美日之间的战争也在所不计"叭 罗斯福担心这种

生硬的措词或许会促使日本链而走险，因此将警告日本的文本修

改为"如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来推行以武力或以武力

威胁手段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将不得不

立即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或一切措施，以维护美国和美国

国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确保美国的安全。 ，， @ 随后，美国发表

了修改后的对日警告文本，结果日本完全置之不理。

8 月 14 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 {大西洋宪章) ，阐述反法

西斯国家的战争目标和政治原则，并将摧毁"纳粹暴政"写入

宪章。 但他们并未涉及日本，更没有将法西斯日本列为这场战争

必须摧毁的暴虐政权。@

8 月 6 日，野村拜会赫尔，要求恢复谈判，并提交日本新建

议.准备以部分撤出进入印度支那军队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石

油禁运$0 8 日，野衬向赫尔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议，以打藏谈

① 费国国务院蛐{贵国外吏宜件，日本. 1931 町 1归 1) .中国社会再学出版

社. 1拥8. l事 591 页.

~ (袖0(..国韧朔的胜利}下册.第 1059 - 1060 页.

<3> (lII 二!I:世界大战回忆景}第三喜中册 . 第 421 :Ii: 0 

@ (轴心国韧朔的胜利) l'册，第 1061 页 .

@ 方连庆等编{理代国际荣革史贯制埠'‘}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III 243 - 244 页。

$ (费]菲斯 {矗桂睡睡醒之路i 商务印书馆. 1983. 捆 2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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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j僵局。 16 日，野衬再次提出这一建议。 8 月 28 日，日本首相

近卫亲自致函罗斯福，请求尽早举行日美首脑会议。①

8 月 19 日，格鲁在一份电报中表示支持日本的建议.极力

劝说华盛顿，"为了避免战争，美国对日本的这次建议不要·未

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同日，他又提出..日本准备脱离

轴心国，还准备在中国和印度支那承担‘广泛的义务…..要

是不能举行拟议中的会谈，日本别元选择，要么改组现在的政

府，要么组织一个新政府，以把日本未来的命运交给武装部队，

为确立日本在整个大东亚的霸权而进行一次殊死战斗，在这种情

况下.日本势必要同美国开战。"(%> 格鲁的主张对罗斯福产生了

影响。 8 月 28 日，罗斯福在接见野村时表示"他本人对同近卫

举行一次‘ 三至四天的会谈很感兴趣. " (3)。 次日，罗斯福在内阁

会议上，表示他准备同意出席日美首脑会议 。

会后，副总统华莱士写信给罗斯桶，表示自己的担忧..据

我看来，姑息或部分姑息的立场，肯定会带来恶果，这不仅看来

对日本是这样，就是对欧洲局势也是一样…·任何软弱 、 退让或

姑息的表示，都将为日本和整个轴心国家所误解，都将使我们直

接或间接地付出千百万个小时的劳力，忍受巨大的痛苦。 ，， @ 赫

尔也担心举行日美首脑会议可能会产生"远东慕尼黑事件"，强

调只有美日在引起美日争端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才能同

意举行日美首脑会议<3} 0 副总统担忧和国务卿的谨慎立场迫使罗

斯福重新考虑美日首脑会议。

9 月 3 日，罗斯福复函近卫，指出..为了拟议中的高峰会

谈获得成功，我们应该采取预备措施，立即就我们正在寻求一致

① {罗斯幅与费国对外政章}上册，第 435 页。

(%> (轴心国韧期的胜利} 下册. l在 1064 页。

(3) (jlI斯幅与量国对外政章}上册，第 435 页 .

@ ( 黄}舍伍檀 (jlI斯福与瞿蕾盘斯}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0 , lI! 481 页 .

ISI (轴心国韧期的胜利》下脚，第 1幅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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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那些基本问题举行预备谈判。我认为，应该进行预备谈判

的问题涉及赖以获得和平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①这表

明罗斯福放弃了无条件举行日美首脑会议的主张。 由于日本不可

能接受美国制定的谈判原则，日本倡议的日美首脑会议遂成泡

影。

在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时，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8 月 26

日，罗斯福接见胡适，告诉他美国己提议"日本退出安商，由

美、英商得中、日、法、泰、越之同意.宣布泰、越为完全中立

区域。"他强调此举"既可以避免冲突，又可使日本得到南洋物

资之供应，又可巩固中国之南疆" 。 胡适对美国的妥协汁划表示

担忧，故询问"日本是否提出交换条件，例如要求英、美放弃

援华政策，或请总统调解中日战争之类。"对此，罗斯福称日本

并未要求美英放弃援华政策，日本在数月前确要求美国出面调解

中日战争，但已遭美国拒绝。@

美国的保证和承诺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心 。 9 月 4 日，胡适

奉命拜访赫尔"探询所传美日对话一事" 。 赫尔介绍了美日华

盛顿谈判的基本情况，并保证"本政府不会考虑在未召见中

国大使并与他和他的政府就事情的全部进行商讨之前，进行影

响中国局势的谈判

政府所一直鼓吹和奉行的和平和正常国际关系的所有基本原则

的可能性"\。 对此，胡适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并不准备与日本

和谈。@

9 月 5 日，宋子文政电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所关心的近E信

件内容"从可靠方面探得其内容如下:一、日本应允于欧战期

内不再作军事发展。二、撤退越南驻军，只留 1 万人，并不建筑

① 《费国排史文件.日本. 1931 -1941). 第 613 页 。

<ll (中华民国置'直属韧蜻-一时日抗战时期}霸主编lII l # . 第 14S - 146 页。

Q) FOTl!喀n Rt14.ω旧。if ,Iu UnÎUd S阳阳. J94J. VoL4 , pp.421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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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港。 三、中国本部及满洲之现状维持，望美国劝告中国停战 。

四、希望恢复日美经济商业关系。"① 7 日，蒋介石在征求幕僚对

美日交涉意见时，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对近卫致罗

总统函内容，主张暂缓以任何方式揭表，恐美国探悉对我发生不

快之感也" 。 他认为美国并非准备与日本妥协"惟为便利英国

抗德计……借日美谈判以延缓日美日英之破裂" 。@ 但蒋介石仍

决定正式对美交涉，以表示中国的严重关注。

9 月 10 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约见美国大使高斯时，

"提到最近有关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谈判的一些声明 。 他说这些

报道以及总统未能在他最近几次演讲和声明中具体提及日本，已

在中国一般民众中引起相当大不安……中国相信，任何与日本谈

判而求和平的安排都不会对中国有利，从长远观点看，也不会对

美国有利，因为日本是远东所有其他各国的敌人。"他担心如果

美国恢复对日本石油供应"将给日本喘息时间"并使日本

"将大部分力量和资源用于对中国进一步压榨和征服" 。 他明确

表示"中国不会欢迎那种将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对中国产生

不利影响的安排 。 " <3> 郭泰祺的这篇讲话，全面地向美国表示了

中国政府对美日谈判的不满和批评，强调中国反对一切牺牲中国

为代价与日本妥协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盟国在欧洲大西洋全力

抗德而同时在远东消极避战的策略，不能接受以维护太平洋现状

为前提的美日妥协，因为这必然将日本侵略力量的主要压力集中

在中国身上。

中国对美日谈判和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表示严重关注和强烈

反对，迫使美国作出回应。 9 月 12 日，赫尔电告美国驻华大使

高斯，要他转告中国政府， .. (美日)非正式或探索性的会谈正

① {王世杰日记) (于稿本)第 3 册.自北.近代史所出版。第，.，页。

<%> (王世杰日记) (手稿本)第 3 册，第 l咽页.

(3) For~啄n Rela阳'" 01山 UnuedSraks ， /941 , VoL4 , pp.43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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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尚未表明有任何共同的谈判基础，本政府准备在进行任

何影响中国局势的谈判之前，就会与中国政府及大使对整个问题

进行商谈….. (美国)对于允许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安排绝

未给任何考虑。 " ① 随后，高斯拜访郭泰祺，将赫尔电报的内容

转告中国政府，同时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目前对日本的政策。 只

要中国继续抵抗日本侵略，中国政府就"可望继续尽量得到美

国物资上精神上暨政治上援助。..~ 10 月 1 日，赫尔约见中国大

使胡适，再次表示美日谈判并无进展，承诺美国不会抛弃"向

来所持原则"Q)。 美国的这些表态暂时缓解了蒋介石政府对美日

谈判的不满和对美日妥协的担忧。

四 申国反对并田庄美国对曰量协的实现

在日美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后，近E首相宣布辞职。 10 月 18

日，日本陆军大将东条组成新内阁。 11 月 5 日，日本政府制定

甲 、 乙两套方案，作为日本在日美谈判中的最后方案 ， 并加派来

桶赴美，协助野村谈判 。

11 月 15 日，来桶抵达美国 。 17 日，来栖与野村拜访赫尔，

向美国递交甲案。 甲案规定:在日中和平实现后，日本逐步从中

国撤军，但仍保留在华北 、 蒙疆和海南岛驻军 25 年 5 日本从印

度支那撤军;在门户开放原则适用于全世界的情况下，日本同意

在中国也实现本原则;日本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执行三国条

约@。 甲案表明日本根本不准备对美国做出任何真正让步。 18

<D Foreign Rtl41ω"' ./矶~ UnÙt:d 51饱阳. J94J . Vol4 , pp.444 -44 .5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 . 三编第 1 誓. .,46 - 147 
页 .

@ 中国社告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任E姜文使期间在辈电摘}中华书局，

1978. 第 101 页.

<l> (大革置战争圭史) !I! 1 册， • 2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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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国拒绝甲案 。

20 日，日本向美国提交乙案 。 乙案规定，日美两国均不向

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与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扩张，保证日本

从荷属东印度获得战略物资，美国恢复供应日本石油①。 赫尔国

务卿在看了这个方案后，斥之为"荒谬绝伦"<2>。 但是.美国通

过破译日本密码早已获悉，乙案为日本最后方案，如果拒绝乙

案，日本将发动对美国的攻击。 美国军方领导人告诫罗斯福， 一

旦美日战争爆发..将大大削弱我们共同在大西洋反击最危险的

敌人-一德国人一-的力量，建议暂时缓和对日立场。@ 罗斯

福一时犹豫未决。

在日美谈判的最后时刻，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对日本妥协，并

希望美国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10 月 31 日，蒋介石在会见美国军

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特时，有意提出..日前英大使卡尔告予

称，倘美国能参加作战，英国实欢迎对日开战 。"对此，马格鲁

特指出"美国今方设法寻求解决美日纠纷之和平途径，倘寻求

不得结果，战争自为最后手段"。蒋介石表臼说"予之抗战政

策，希望英、美运用政治 、 经济压力以制裁日本，并无英、美对

日作战之愿望。 ，，@

11 月 2 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请求在日军进攻云南时，

美国派遣空军和英国驻新加坡空军-起，打击人侵日军，并强

调 "如此必可以根本粉碎日本南进之力量，于远东大局.禅益

更大。 时机重要，稍纵即逝。 阁下主持正义，为反侵略阵线之领

导，深信必能筹策机先，勿使欧洲覆辙重演于远东，而令日本得

为纵横驰骋之纳粹第二也。 "(5)

① 〈通往事璋晤之路上，自 325 - 326 页 。

(1) The Mem.oin 01 Cordell HuU. Vol. 2. pp. 1069 - 1070 

l3l {!!i'斯福与曼国时外政置》上册，第 439 页。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II I ~量，第 476 页.

(5) {中华民国重要史剧韧蜻-一时日抗战时期}第三蝠'自 q罢. !11 4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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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宋美龄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不要以

牺牲中国为代价来与日本妥协。 她指出..我觉得美国这一个国

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会像法

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 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

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四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

的友谊是建于一致的理想上。 "①

11 月 14 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美国于考虑每一

个动作与致力每一个事项，均负有非常之责任，对于传播已广之

政治风云(无论有长期或短期可能性者) ，对于各种可能与或有

的利益之分量与其他各种可能与或有的不利之分量之比较，必须

予以精密之审度。" <%> 这份电报表明，罗斯福已经深深感受来自

国内外反对美日妥协的巨大压力 。

1\月 19 日，在获悉日本特使来栖在美国拜会罗斯福后，中

国舆论界一片哗然。《大公报》 发表社评 {罗斯福可与来栖握手

吗?) ，一面表示"当然，美国的立场是坚定的美国的政策是不

动娼的 ， 尤其是罗斯福的政治人格是卓越的"但同时又指出:

"以来栖这样一个纳粹走狗，居然会走入白宫，与主持反侵略的

罗斯福总统握手，实在难免使世界正义人士发生一些异感，与一

些疑虑。 " 13)

但是，罗斯福还在寻求与日本妥协。 11 月 7 日，罗斯福在

内阁会议上告诫赫尔， 不要让谈判"恶化或破裂，如果你能助

一臂之力的话。 让我们别采取恶意的行动。 让我们别做加速危机

的事情。"事实上，罗斯福己酝酿了一项临时性妥协方案，其主

要内容为..建议休战六个月，在此期间，不摘军事调动和军

备，然后，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这一期间不能达成协议，我们

① {再且统斟录}第 12 册 ， 第 191 页。

<%> (中华民国噩噩史料韧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事三蝠，自 1 嚼，第 488 页.

13) 1941 年 11 月 19 8 (大公报) .第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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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以同样的理由干下去"。①

11 月 17 日，罗斯福指示串串尔设法同日本达成一个为期 6 个

月的协定，其内容包括"1.美国将恢复(同日本)经济关

系……2. 日本不再派兵去印度支那、满洲边界或其南方的任何

地区派遣更多军队 。 3 日本同意不援引三国条约.即使美国参

加欧洲战争也不援引该条约。 4. 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商谈，但

美国不参加它们的会谈。n~ 随后，美国国务院根据罗斯福的指

示精神，拟定了暂行解决办法草案，但是将协定有效期从 6 个月

缩短为 3 个月@。

门月 22 日，赫尔国务卿召见中国大使胡适，向中国通报这

一方案。 胡适当即表示，日本不向北或商扩张及美国放松对日本

的经济封锁"此两点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 一、敌不能南进或

北进，贝u必然全力攻华，是我独被牺牲，危险甚大……二、经济

封锁是美国最有效之武器，实行至今，只有四个月，尚未达到其

主要目的，必不可轻易放弃……我国盼英、美助我抵抗，而不愿

英、美因此松懈其最有效之经济武器。..~

24 日，赫尔再次召见中、英、荷 、 澳四国大使.将所拟

"暂时解决建议"副本提交各盟国 。 在会见中，胡适要求将原建

议中准许日本在印度支那留驻 250∞入军队减为 5000 人 。 赫尔

却表示，在印度支那的 25000 人日军不会造成真正威胁，美国并

不承认日本有在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与日本决裂，以便做出"更为充分的准备来有效应付太平洋地

区的局势" 。 他并强调"就我们五国而言，使日本承诺在三个

月间采取和平方针是有很大好处的，并列举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作

① (y斯桶与量国对外踵'在} 上册，第 439 -440 页。

(2) Foreign Rrlat i.o旧。If tM UnUtd SIa阳 .1941 ， Vol. 4 , p.426 

(3) (轴心国初期的胜利}下册，第 1093 - 1094 页 。

~ ('1'华民国重要史料韧娼一一时日抗战时期} 捕三缩'再 1 ~章，事 149 - 15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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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准备等等对每一个国家的好处。"他最后表示，在得知回

国政府的看法和态度之前，不会把这个建议提交日本。①

此时，胡适已将美国所拟"暂时解决建议"的内容电告外

交部长郭泰棋。 24 日，郭泰棋向蒋介石建议"我方应明自告知

串串尔先生，无论如何，若此项暂时过渡办法之结果，足以使我抗

战地位增加困难，或是我抗战力量减弱，吾人势难接受。"<%)

蒋介石全盘接受郭泰棋的建议，立即以明确和严厉的措辞致

电胡适，要他转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认为"此次美日谈话，

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

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

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

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

矣"③。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也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发出

同样的呼吁，说任何容许日本军队留驻中国的暂行解决办法必然

瓦解中国抗战@。

美国可能与日本妥协也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愤怒。 11 月 26

日.中国著名文人林语堂公开发表{美日谈话与中国民意}一

文，以巴黎和会上美国对日本妥协的历史教训告诫罗斯福总统.

指出"威尔逊总统不大明白中国的民意，所以他在凡尔赛和议

席上，关于山东问题，对日本让步.结果引起了中国的五四运

动。主要的因为山东问题.所以凡尔费租约没有能够得到参议院

的通过。"他明确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在经过四年的重大

牺牲之后.中国的领土主权若不能完全恢复，决不能使中国人民

满意。"$

① For~ign Rtl41io旧 of rM Un ÌluJ SI阳阳. J94J , Vol4. pp. 646 - 641 

<%) (中华民国董事史料韧蝇一一对日抗战时期) !II三罐!II 1 ~害，第 1盯页。

(3) (中华民国董事史斟韧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三蝠!II I 瞥，第 1崎页。

(j) TM Mt1Min 0/ CørtkU Hu1J. VoL 2 , p. 1077 

$ 1归 1 年 H 月 26 日《大公报)，第二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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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致电罗斯福助手居里，

请他立即转告罗斯福总统..委员长对此有极强烈之反应，其激

动之状，实前所未有" 。 拉铁摩尔并指出..美国压力之松弛，

不论其为实质的或表面的，皆将使中国趋于崩溃;即使有关于妥

协之最微弱之传闻，亦将动摇中国对美国之信心……如果中国对

美之信心，因闯于日本之外交胜利以逃避其军事失败，则以后之

局势，虽委员长亦不能掌握矣 。 " 由

两天后，居里致电拉铁摩尔，请他向中国政府保证..总统

根本态度 ， 迄未改变" 。 居里称..提案无关紧要，不必重视，

若获成立，其条件自将公布，如能以适当方式发表，则中、美二

国民众，对于此事当亦能了解 。 空军燃料并未包括在内，协定之

成立，当能解除滇缅路之严重威胁。"他还强调美国不仅不会停

止援助中国，还将加强对华援助..在三个月内，中国将可获得

澳洲中部之强力空军、大炮 、 坦克、弹药及兵工厂材料等。 里个

人观察，以为中因为获得自由计，则其长远利益，至少某一方

面，军事当较外交重要。 " C/> 显然，居里希望以美国增加对华军

事援助为诱饵，说服中国停止反对美国的妥协方案。

同日，拉铁摩尔在回电中指出，蒋介石对美方 "不以如此协

定较英封闭滇缅路为恶劣，殊为惊讶" 。 他希望居里使罗斯福总统

明白..基本问题不在条件之文字，而在离开原则以牺牲中国"。他

强调"美国建议之让步，将立即使日本复形更生。 美日谈话之拖密

不决， 业已普遍引起严重之惊骇……若美不即公开宣明日本一日不

撤退在华军队及接受推翻侵略之基本解决，美国亦一日不放松资金

之冻结与其他之限制，则中国之失败论调势必猖狂，资金既经冻结，

泊类既已禁运，如再予以放松，则其影响所至，为害无穷。"(3)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编-一时日抗战时期}第三罐第 1 嚼. .734 页

iIl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蝠 时日抗战时期) .三·第 1 曙. .736 页 。

(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编一一时日抗战时跚》第三..1 蝠，第 7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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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激烈的批评完全出乎美国意料。 篇尔在会见胡适时抱

怨说，美国的做法其实是维护中国，使澳缅公路不受威胁，而且

也使整个南太平洋在三个月内不受日本威胁， 虽然日本可以获得

石油.但是对于增强它的军事力量完全无济于事。如果这→妥协

方案放弃，日本向南方进军，中国就不要责怪美国届时不可能向

印度支那附近海城派遣舰队。①

最终，罗斯福意识到，如果坚持与日本妥协.不仅极大地危

害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对中美关系和奉行亲美政策的蒋介石政

府都是致命的打击。 如果中国战场崩溃.没有中国战场对日本的

牵制，即使美日达成妥协，也不能保证日本能够遵守约定而放弃

甚至延缓向西南太平洋武力扩张计划 。 这样，美国在最终决定与

日本妥协之前不得不慎重考虑。

11 月 26 日，罗斯福收到丘吉尔来电 。 丘吉尔对美国决定和

日本妥协是否明智同样表示怀疑，他在电报中称"我们的确不

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 只是-点使我们不安。 蒋介石怎样呢?他

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担忧的就是中国 。 如果中国

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 。"(%l 丘吉尔的电报进一步增

加了美国担忧。

鉴于这一形势.赫尔向罗斯福指出:由于"中国人激烈地

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不是不赞同，就是玲淡…..因此，日

本会同意这个暂定条约的一点希望，并不足以保证有理由去承担

包含在其中的危险，特别是中国土气和抵抗的崩溃和甚至瓦解的

危险"。他建议放弃暂行解决办法。 罗斯桶同意越尔的建议。@

随后美国迅速拟定了-项立场空前强硬的全面解决美日矛盾十点

方案，并立即提交日本大使。

( T1u MeMOin of COI'由U HuU, VoL 2. pp. 1071 - 1078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最) !II三替中册. !II 517 页.

(1lr MrmoÎn of Co，由U Hull , VoL 2. pp. 1081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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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赫尔将美国拟定的 《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

交给日本代表。 纲要要点为 : 以赫尔四原则为美日关系基础;

美 、 日 、 英 、 中 、 荷 、 泰共同签署多边互不侵犯条约 5 日本从中

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不承认伪满洲国和

汪伪政权;日本不得与他国签订违背本协定的协议①。 在这个纲

要中，美国自美日谈判以来首次要求日本必须放弃自发动侵略战

争以来所获得的几乎一切侵略成果 。 来锢在看了这个纲要后，沮

丧地说"美方对日本 11 月 20 日的建议作出这样的反应，无异

于要完全中断谈判 。 "②

11 月 27 日，赫尔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了美国的十点方

案@。 在美日谈判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美国在谈判中的各

种提案，甚至对谈判本身都守口如瓶，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大张旗

鼓地宣传这个最后协议?英国学者琼斯认为，美国此举的"真

实的动机似乎是决心驳斥这样的指责，非难美国在姑息日本和准

备制造一个‘远东慕尼黑事件\ 由于中国人大喊大叫 ， 这种谣

言在华盛顿正甚据尘上。 " CÐ 几天后.赫尔在会见英国大使哈利

法克斯时，向他抱怨"蒋介石对事实情况还未完全了解.就向

一些与国务院无关的美国内阁成员发了许多歇斯底里的电报"<5)。

这证明，中国政府为反对美日妥协的坚决立场，不仅在美国民众

和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也对在美国高级官员产生了积饭影

响 。

蒋介石对最后能阻止美日妥协感触颇多，在日记中写到:

"倭派专使来牺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之战迁就列强.惟

独胁迫中国之故智，以售其狡计…..果尔， 美国国务院几乎为其

① {曼国外史文件，日本 .1931-1941) ，串 567 - 568 页 

<2l (费国外史文件 ， 日本 . 1931-1941). 晴 568 页。

( Th.1! Memoi" 01 CoukLL Hull , Vol. 2 . pp. 1086 - 1087 

CÐ (轴心国韧朔的胜利) r册，第 1101 Ji o 

!S> TIu MemoifJ ofCordeJJ Hull. Vol. 2 , pp. 1088 -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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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牺而

已…·幸赖上帝眷佑.得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五分钟当千钧一

发之际，转败为胜。"①

11 月 30 日，美国正式将美国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

要}的内容转告中国 。 蒋介石下令将纲要内容秘密通告各战区

司令长官、各省政府主席<%>暗示中国的外交努力已取得胜利，

美国不再寻求对日妥协，以此来鼓舞部属的士气。

在美国提出{美日协定基础条件纲要}仅仅 11 天后，日本

在未宣布中断华盛顿谈判的情况下，就对珍珠港发起突然袭击 。

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 太平洋战争爆发。

根据本文所述，在为期 8 个月美日谈判中，蒋介石政府几乎

在谈判刚开始就得到谈判的消息，随后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牺牲中

国利益与日本妥协的原则立场。 这一立场在美日谈判的全过程中

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日益加强。 中国的这一立场，给美国在与日

本商讨妥协条件时造成严重困难，迫使美国政府在决定对日妥协

时不得不慎重考虑。 罗斯福十分清楚.没有中国的同意和支持，

任何美日的妥协和让步都难以实现。 他也知道，不是中国人民坚

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的手脚，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

力，日本不可能与美国谈判，它早已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发

动更大规模的武力扩张。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为反法西斯国家，其国家利益和安全与

反法西斯国家息息相关，这就决定美国寻求与日本的妥协并不是

与日本分享侵略利益，而是为了集中全力援助英国与纳粹德国的

战斗，同时它也在不断加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

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致的，相反它与日本却存在着

① {再单统兽最) !II 12 跚. !II 190 页。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捕一一对日抗战时期) !II三捕!II I 啻 . 第 l !i 2 - I日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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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只不过美国试图将对和日本的冲突尽可能

地推迟。 这就决定了美国最后能够权衡利弊，接纳中国的反对意

见，中断与日本的谈判.放弃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计划。

中国政府不懈地反对美日妥协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对美国的重要价值，英国等盟国最后表明并不支持美日妥协的

态度，及美国政府内许多重要人物对美日妥协的反对，这些因素

共同发生作用，最终阻止了美日妥协的实现。 在以上因素中.中

国政府反对美日妥协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 没

有中国政府的明确和坚定反对，其他因素将难以显现或根本不可

能被重视。 蒋介石政府最后能够阻止美日妥协，这并不能完全归

功于其外交努力和策略。 没有中国千百万军民的浴血奋战和中华

民族誓死与敌人战斗到底的牺牲精神，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是不

可能重视中国因素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支撑和加强了蒋介石在

与美国交涉中的地位。

蒋介石政府的这些努力不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

力地支持了抗 H 战争，同时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带来深远影

响 。 它直接导致太平洋战争发生，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迫投入与日

本的战斗 。 这就宣告丁美国在远东采取消极避战，试图对日本妥

协，以实现只打一场战争，即欧洲战争的战略是不现实的 。 美国

不得不立即重新进行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部署，全面加强在远东

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重新审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体战

略，并对这一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

(安徽大学历史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