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
-一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

斯大林的谈判(1945 阳 1946)

李玉负

1945 年春季，中国抗战近 8 年，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有利于

盟国的形势。 中国一方面艰苦卓绝地支撑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

东方战场，另一方面因对联合国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从而大大

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然而在胜利将至时国民政府却面临着一

些棘手问题，第一，如何处理国共关系。 1945 年 1 月 26 日开始

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在重庆提出了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口

号，使国家民主化，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第二 ， 2 月 3

日至 12 日美英苏三大国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了远东和

世界政治格局①，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拿中国的主权

达成了一笔交易。本文旨在分析国民政府的使者宋子文 、 王世

杰和蒋经国阿斯大林的傅弈遇到什么情况，结果如何?中苏友

好条约是否仅仅具有单一性?半个多世纪后这场博弈给人什么

启示?

① 全民主件且[革]萨纳柯耶夫等罐《德鹏兰幢!J;培植茬坦全民主件jl!) ，三

联书店.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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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尔培会议上的不祥之兆

国民政府从 1937 年就期盼苏联对日作战①，但这个愿望直到

抗战的最后关头 1945 年的 8 月 8 日才得以实现。 这年初原子弹还

没有研究成功时，美国决定秋季对日发动总攻，而为此会有约 1∞

万兵员的牺牲，否则远东战争还要持续，有关国家势必还要付出

更大的代价，因此"使苏联能早日及时参加对日之战，便成了美

国政府当务之急。"<2' 这样才能就地把日本消灭在其占领的中国和

亚洲其他国家，而不使其调回日本。 为此.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培

会议上，英美苏三大国"替"中国付出了代价而换得了苏联出兵。

当时的苏联对于 1904 年日俄战争后失掉在远东的利益一直

耿耿于怀。 收复这块"失地"的思想浓淡不同地显现于中苏交

往的过程中。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盟国的英美也心知肚明，英国首

相丘吉尔最早在 1943 年 11 月的英美苏三国德黑兰会议上提出俄

国"理应可以使用不冻港"的建议，斯大林胸有成竹.这个问

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讨论"并相当矜持地表示"远东没有

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因为海参战只是个部分不冻港，而且

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明确提出可以把大连作为

一个自囱港。 斯大林知道中国人不会"喜欢"这个想法 。@他

在等待适当时机。中国政府得知后@，曾经试图改变局面.但力

① 军.垂员会参谋眈桂崎杰自奥斯科致再介石的电报 ( 1931 年 11 月 l 日) , 

事孝仪主蜻{中华民国重要史剧韧箱---时日抗战时期上 {战时外史}

( 二 ) (下同 ) ，自北， 1981 ， .334 页 。

<2' (芷膏逊为蝠. < 臼皮书〉 量址'门的情) (1归9 年 7 月 30 日 ) ， (中共党

虫'考贾料}第 11 册 ， ，再唱8 Jî o 

(3)方连庆等蝠《革耻国际荣革史责料击'‘}下册，北京大学出陋壮 I 1987 , 

.305 页 。

@ (战时外吏) ( 三 ) ，第 5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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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心。

雅尔塔会议讨论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时，斯大林采取了

以退为进的策略，先说因有 《苏日中立条约) .苏联不能同一个

与俄国"没有重大纠纷的"日本作战;接着说如果突出苏联的

"国家利益..那就师出有名了..人民就会理解..他也 "非常

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 他指的是，第一，接照沙皇的做法

"使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港的铁路线，

以及从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一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的铁

路线，在那里同哈巴罗夫斯克铁路线连续" 。 第二，苏联需要中

国的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作为出海口 。① 英美苏兰国签署的

{关于日本的协定) ( (雅尔塔协定) )中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

战争结束后两个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 。

为此苏联索要的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日俄战争前俄

国在远东的权益，即:库页岛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

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恢复对旅

顺海军基地的租用;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保证苏联的

优越权益，同时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这些条件要在日本

投降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

斯大林的巧妙设计，明知国民政府持反对立场，斯大林决定

暂时不告诉蒋介石，而做出了另外的设计:在苏联西线对德战事

结束后，必要时"调 25 个师到远东"，对中国造成兵临城下之

势..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

二国民政府准备应对

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从罗斯福总统处得知了会议内容，并向

① {挥联国际是~史责制选，1>下跚. J自 359 页.

(2) (革联国际是~史暨料遗属}下册.第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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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做了报告①。在雅尔培会议参加国正式把情况通报中国之

前，蒋介石曾经希望美国从中斡旋，但无结果。 1945 年 5 月 2

日苏联攻克柏林，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 中国也准备以

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 1945 年 6 月 3 日，蒋介石直接

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中国的主张 1924 年的中苏条约

应当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基础" 。 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

界是列强加予全中国人民的"耻辱.. "人民之心理与要求"是

必须尊重的，所以请苏联帮助我国"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

立..此后作为帮助我国收复失地的友邦，苏联可以为远东和平

在中国领土内建设海空军基地和使用东三省的铁路g 请苏联先于

其他国家坚定表态帮助中国独立行政与领土完整，这样一则可以

击攒国际上的反苏运动，二则 ， 此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

心理，必皆同情于苏联..届时全中国的人力和物资都可以为

"苏联与中国的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 。 6 月 12 日，蒋介石又向

彼得洛夫重申前意并为苏联的"国际信誉"考虑说不设置"租

借地"的做法"对苏联是有利的..并答应中苏"共同使用军

港..那是"友好合作" 。@

三天后 HP 6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奉总统杜鲁门之命履行雅

尔塔协议把会议内容告诉中国 。 6 月 26 日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彼

得洛夫，比较严厉地向他宣布中国政府的立场..中苏两国有

关的事情，应由中苏双方直接商议，美国同意与否 ， 没有关

系。"同时，他告诉彼得洛夫，宋子文将奉派@赴苏与斯大林谈

① {战时外吏) (二). 1Il 542 - S43 页 .

<lJ 电报再俄F斯单镜档靠帽，圭串 45. 目最 1. 靠鲁 326. 1Il 1∞- 101 页.

阳"曾回可T ,ltaJnoMero 8阳lOka PAH 市宫侃。- a:umø缸絮翩。刷刷凶刷刷 a XX tU:lCt 

1937 -1归'5 . (20 世纪俄中是矗 1937 - 1945) 1Il 4 膏. mOM. t 吨 2 ( 以下简称

CKO); n.M.".拙M M'"呻K'fecxoA MW四M ， 2000 , MockJ.a，电 2. 口l'茧 -36 0
<3l (战时外吏) (二 ). 1Il 549 町 552 、 559 页 ，

a> *当时正在旧盘山'国联合国会议。 (!l时外吏) (二 ). 1Il 5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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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① 宋子文奉有的指示是..‘租借'地名称…非设法除去不

可..中国仅仅在铁路、军港等"无损于我国行政与主权"的问

题上可以做出让步@。 宋本着这个原则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同杜鲁

门有过三次会谈。 不难理解.作为雅尔塔会议的参加者美国不可

能替苏联向中国做出任何保证。@

三 申国代表团受到高规格的蜜待

宋子文携带着蒋介石于 1945 年 6 月 26 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僧同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张福运、卡道明、刘泽荣，与

苏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一起动身赴苏. 30 日到达莫斯科。

蒋介石早在 1944 年就有派遣蒋经国赴苏的想法@，此时他

感觉该下"猛药"了 。 况且蒋经国在苏联眼里是"昔日的左

派"@。 为此，苏联"盘点"了他在这个国家度过的 12 年@。 蒋

经国的身份使代表团的规格大大提升。苏联党政军高宫，各国外

交代表都出现在莫斯科机场.其仪式的隆重达到了欢迎丘吉尔的

水平⑦。 宋子文热情答谢，称赞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元帅领导下

"表现的绝顶的英雄气概"18>。到达莫斯科当日下午宋子文等就同

① 《战时外吏) (二) ，第 558 页 。

<2> (战时外茸) (二) ，第 558 页 。

<3J 生模情况且{战时外吏) (二) ， 第 556 - 557 、 563 -564 页。

④ 矗由部联在华使晴 等梅书 H 费德林 1944 年 10 月 31 日同宋庆龄幢话时锺

露 ， CKO ， 电 2 ，口p.817-819 。

@ 罩由耳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日'德林 1944 年 10 月 31 日同宋庆龄谈话时披

露. CKO. 哩 2 ，呻 3 、 25 页 。

@ 俄罗斯霸世布的这件档事确切介绍他在苏醒期间活动的史料。 其中值得

注量的是蒋经国于 1936 年 2 月 9 日在《列宁幡勒真理报}盎疆《量母

肃的倩) , "撒烈批评芷章"一事尚待考证。 CKO ， 电 2 ，四p.341 -

342 0 

⑦ {战时外吏) (二) ，第 572 页 .

18> 1945 年 7 月 2 日《中央日报) (重庆版}， !II I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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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斯大林①进行了 15 分钟的礼节性会谈。 受到蒋介石"完全

信任"的宋子文转交了蒋的亲笔信，内称"宋院长……所陈述

之意见，均能代表"他蒋本人，故请斯大林"阁下开诚赐谈，

奠定中苏两国长久友谊合作之密切巩固基础"<%>。

四申国代表团出师不利

一一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谈判

7 月 2 日下午 8 时至 10 时 30 分，中苏进行第一次会谈@。

雅尔蟠协定中提到的和未提到的(如中共等)问题都或多或少

地被涉及。

会谈伊始的和谐气氛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立即改变，斯大林

拿出{雅尔珞协定) ，严厉地对宋子文说"只能拿这东西做根

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 中国代表团被逼坠入窘境..只好

忍耐" 。@而原拟据 1924 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进行谈判的

立场也被否定了 。

首先谈的是外蒙古问题。 雅尔培协定第一条所说维持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现状"原为一个模糊概念"现状"是指

一个独立的"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是如上述 1924 年中俄条约

所指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宋子文表示可把外蒙问题搁置

起来，斯大林"不能同意"，说"外蒙人民不愿受中国政府统

治，希望独立"CS>。更加重要的是斯大林表态"现为苏联国防关

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对于中国的领土完整，斯大林的话

① 还有真搞托夫、驻华大使植槽晤壳 、 外茸部副部1<幅佐夫斯基.

ø (战时外吏) (二)， !11 571 页.

@ 革方出庸人员为 . 斯大林、草幡托夫、植棉幅壳、描佐夫斯基.埠员巴甫晤

壳。 中方出席人员为，章于宜、懵章晴 、 胡世潭、蒋经国.

曲 事经国， (风雨中的宁静)，台北事明文化萌限公司， 1974 , !11 66 页 .

cs> (战时外吏) ( 二) ， !11 576 -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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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实较有利"有些费解。 最后他索性摊

牌..苏联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卫之法律权"否则"苏联将失去

整个远东" 。① 蒋经国据理力争，说把外蒙古割离中国，中国不

仅失却七八年"抗战的本意"而且国民党会因"出卖了国土"

而愧对中国人民。 但斯大林强硬反驳..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

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固有力量，可以自己打日本，

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 ， 还要讲这些话，

就等于废话! " <%> 

至 7 月 12 日，中苏共进行 6 次会谈，中国始终坚持先不讨

论外蒙古问题。 但被逼至无奈之际，宋子文只能"卧榻之旁，

任人'丰睡可也" 13>。 斯大林却以苏联历史上发生"放弃芬兰与波

兰" G> 为例说服中国代表:苏在旅顺问题上让步，交换条件是中

国在外蒙古问题上"亦应让步" 。 宋子文拒绝，担心西藏问题将

因此发生连锁反应。

斯大林把外蒙古问题与旅顺事连在一起，他基本同意对其不

用租借方式，而由中苏共管，期限 40 -45 年.交换条件是.中

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事，斯大林主张中苏共管，宋子文不同

意，认为应由中国主管。 中国认为中东铁路可双方共管，但以

20 年为限。@

讨论大连港问题时，斯大林把 1898 年沙皇俄国与中国订立

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依据，进而提出该港口国际化的要求 。 宋子文

① {战时外吏) ( 二 ) .第S79 页 。

@ 韩经国 {风雨中的宁静) .罩 67 页

<3> (战时外壳) ( 二 ) .第 579 页。

G> 1808 - 1809 年俄瑞战争后开兰且为世俄菌民地。 1917 年事俄外史人民垂员

部决定接曼其独立要求。 擅兰先后于 1772 、 1773 、 1775 年三世幢菁鲁士 、

奥地利和世傻瓜卦。 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迫于形'和各方压力 ， 直布

谊兰拥有自决但.

<s> (战时外茸) (二) .第 576 - 5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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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不客气地反驳.旧条约即无战事亦当满期，且为帝俄所为

之宣言，余思闲下不至以该条约为依据。"① 况且"即在帝俄时

代，大连亦为自由港。" 至于大连港所收关税，宋子文认为理所

当然应当归中国.而不能如斯大林主张中苏各半，宋说.如是

阁下将致大连于死地.因东三省尚有其他港口，吾人仅能得收入

之半。"t2l

外蒙古问题事实上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植，双方僵持.宋

子文甚至有中止谈判的意图@。

此时蒋经国以个人身份前去见斯大林，向其反复申明，

把外'自古割离中国既损伤中国主权又违背民愿 。 但斯大林再

次强硬地表示.他是"完全是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而要这块

地方" .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

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

可! ,. (j) 

国民政府定出"交换条件" 。 蒋介石充分体会到"俄对外

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

式所能厦其欲望 。 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各种行政之

完整元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

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

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

决其强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 、 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

件。" 15>

① 中文记晕{战时外吏) ( 二). !II 580 - 581 :ø;: . 此眈酶话的俄文记章中

(CKO. 上册. !11 75 页)世有"最且嗣下草草以擅矗约为幢蟹' 一段.

t2l (战时*吏) (二).!II 581 页.

G> (战时外吏) (二). !II 593 、 598 页 .

<J> (中华民国重要史斜韧罐-一对日抗战时期) !II七捕(/il后中国) (-). 
!II 700 - 701 页.

15> 这矗7 月 5 日再日记中的话. (且镜蒋公大事佳捕韧稿}曹五(下) . 1事?咽页.



国民政府同苏联的蟹后博弈者 1433 

处于僵局中的宋子文开始接到蒋介石一系列指示，基本思想

是"外蒙独立事可让步"①，将其搁置到"我国内真能统一时"

予以考虑<2l。中国允许外蒙古独立的条件是:保证中国东北领

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以及苏联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的反政府力

量Ql，并请斯大林做出答复④。 不言而喻，阻止中共发展，阻断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国民党决定向苏联让步的重要因素 。 7 月

9 日的会谈中宋子文向斯大林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并又一次申明

"倘我国政府此时承认外蒙之独立.将违反中国人民之本性，此

一问题实超越政府之安全与巩固，此实违反真正之舆论……实欲

史太林统帅了解蒋委员长在中苏两国之永久友好祭坛上，所作牺

牲之巨大"IS>。

至此，未来条约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1.满洲领土主

权及行政之完整.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

限均为 20 年 。 旅、大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 。 中东、南满铁路所

有权属中国，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益平均分配，期限

亦为 20 年。 2 新疆问题，苏联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叛乱，

恢复交通贸易 。 阿尔泰山脉仍为新疆之一部。 3. 苏联只对中央政

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 4. 外蒙，中国政府愿于击败

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

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外蒙之区域应以原疆界、中国

旧地图为准。 虽然斯大林让宋子文"将此电译文抄示为佳，，@事

① 这是 7 月 6 日午后蒋介石同孙科、罪' 、 醺季陶、于在任、 吴罹障、陈诚等

人商挠的结果。 {王世杰日记) (手搞本)事 5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 1叭"年编印，第 118 页 。

<z> (战时外吏) ( 二 ) .第 593 - 594 页。

Ql (战时外主) (二) .第 596 页.

Gl (战时外吏) ( 二) .第 597 页.

⑤ 事联公布T这封电报的英文和俄译文，经棋时与中文略有区别 • CKO ， 电 2.

四p. 100 - 104 0 

@ (战时外吏) (二) .第 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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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默认了上筒，但争论依然存在。① 无论如何外'自独立已经是

"既成事实"了 。 斯大林提议在击败日本之后公布外蒙强立协

定，而其他协定在 8 月底公布。 当国民政府代表问到关于外蒙应

拟订何种协定时，斯大林胸有成竹地回答..可说明外蒙经过公

民投票手续后，中国不反对其独立。"他甚至稳操胜券地表白

"余对公民投票并无所惧" 。@

五 难以逾跑的门植一-申国东北主仅问题

维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确定旅顺 、 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地

位，是中苏谈判的第二个棘手问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苏联对日

宣战后，中国政府军随同苏军进入东北和苏军撤出满洲的时间 。

仅仅这后一个"日期"问题，也是宋子文追问了多次才在 7 月

11 日获得斯大林的回答..倘无意外事件发生，无须三个月时

间 。 " 13> 中国代表团的窘境可想而知。

国民党十分担心东北落到中共手中. 7 月 2 日和 10 日的会

谈中都提及中国派政府代表随同苏军进入东北一事，宋子文说:

"此等代表将协助苏军总司令建立合作关系 。"

关于铁路问题，焦点是和平时期能否经铁路运送苏联军队。

斯大林曾提出"每次运兵不超过一师至二师..或"每次由双方

协议决定"运兵数量的要求，中国代表断然拒绝曲。

① 罪于xð!高草帽 . 他把承认外最擅立与日本矗迫中国革认满洲脱离中国相提

#桂，斯大林不同童.认为"满洲有中国人民，而外.则无Z\ 辈子x&

段说 "在外幢亦有中国人民.憧植占少量而已J 宋强调"精让'土为一

匾蕾帽之.0"但此时争艳的结果己没有意且. 后辈蛐们讨论的是外，自古与

中国的疆界等问踵o !l!. (战时外吏) ( 二) ，第 615 页。

<%> (战时外吏) (二) ，瞩目。页。

13> (史宜林镜"与宋于文院佳'自五在祖段话记录)， (战时外壳) ( 二 )，1Il 624-

625 页。

<þ (战时外吏) ( 二 )， 1Il 626 - 6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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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警问题。 中方坚持由中国保护铁路，路警为华人。 斯大林

稍作让步。① 但是苏方无论如何不同意宋关于理事会内中苏人员

各半的建议<%>此事只好搁置。

关于旅大。 宋子文申明，大连不在军事区域内 。 大连为满洲

主要港口，应由中国管理，可聘用苏联专家。 斯大林未表态，反

问"旅顺如何?"宋子文回答..蒋委员长希望旅顺亦由中国方

面管理，但余认为史太林统帅所提旅顺应布统一之军事指挥官，

实属合理.. ..但此区域范围不应包括大连，应在大连以商。旅顺

应有一中国军事指挥，其人选由中国征得贵国同意后任用。"

此时斯大林、莫洛托夫搬出 《雅尔塔协定> ，说"方案提及

苏联在大连之优越利益。"宋子文反驳道..优越利益非指苏方

将管理大连而言，余之了解为旅顺军港苏方应有指挥官，但在非

军用港与非军事机关无必要。"然而斯大林自有他的理论..余

等需要大连、旅顺为期三十年，倘日本恢复其力量，吾人可于此

地打击之，日本-如德国，必将再起.如将区域缩小，吾人将元

所能为，旅顺将无后地，吾人准备对区域范围稍加减缩，但不能

如阁下建议之甚。"说毕还用红笔在地图上划出其要求"旅顺军

港必须有一后地，并须辅之一民用港口

仍不肯答应 。 由于斯大林等须赴柏林..谈判暂告中止" 7 月

12 日晚上第一阶段谈判暂停。 不过双方依然称"谈判情形，极

为友好。"@宋子文于 14 日回国。

六 申苏谈判桌外的谈判

宋子文、蒋经国回国后，为对付后一轮谈判做着紧张的准

① {战时抖交> ( 二 ). 1自 628 页.

<%> (战时外直> (二 ) .第 628 句 629 页 .

@ (战时蚌吏> (二 ). lII 630 页。

@ 1945 年 7 月 IS 日 f中央目捆>. lII l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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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国民政府既要设法巩固自己独揽中国政权的地位，又要应对

雅尔精会议参加国苏、美、英在中国的利益，自 7 月 12 日至 8

月 7 日中苏谈判休会期间同有关国家进行着频繁交涉。

首先看美国政府。 7 月 13 日美国就明确了对几个有关问题

的基本立场:外蒙古"维持现状"指的是外蒙古乃中国领土。

但它又认为宋等对苏联的让步表明"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现状是

明智的"因这"不会影响任何真正的利益 。"①同时美国国务院

根据哈里曼的建议起草了一个文件，详细阐述苏方在谈判中提出

的条件哪些是中国町接受的@。

美国认为既然"由苏联实际控制东北地区的主要铁路，享

有大连的主要行政权利独占旅顺港的行政权'\那么再"承诺尊

重中国主权"就毫无意义。这将意味着苏联"倒退到帝国主

义"美国甚至打算或单独或与英国联手对苏联政府施加影响 。

但美国把遏制中共置入了对华政策中，认为苏联既然承诺不支持

中共，那中国必将"大受其益"。为此国民政府就"必须准备做

出合理的让步"而且这"无损于美国的利益或违反美国的政

策"于是向苏联"施加影响"就成泡影 。

所谓"无损于"指的是"美国在东北地区的贸易和交流"

中得到的利益。美国决定从中苏"两个政府那里获得明确的承

诺，使美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受歧视的原则受到尊重……美国

具有使用大连港口设备的同等权利，有权租赁和购买那里的土地

供商业租居住使用(在日据时期经常被拒绝使用的权利).以及

有权自由充分地使用铁路的交通设施。 " <3>

( Mcmorandum by thc Under Secn:lary o( Stalc (Grew) I。由e Secn:t&ry of StAle. 

JulJ 口. 1945 , FRUS. 1945 , Volume VII , pp.936 、 归8

<%) Memorandum hy the Uoder Secretary of Stale (Grew) 10 由e Secretary of SlrIte. 

July 13 , 1945 , FRUS. 1945. Volumc VU , pp. 938-941 

QJ M.翩翩dum by lbe Under sec陀t&JY o( Slale (G陀、11) 10 the Secreta巧。f St.'e , 

July 13 , 1945. FRUS. 1945 , Volume VII , pp. 938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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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陆军部长史汀生从波茨坦给杜鲁门发了一份备

忘录，表明美国严格按照传统的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和承认

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来解释这个协定，奉行的准则依然是"利

益均沾" 。 史汀生一方面竟代替中国承诺"向苏联提供它进入满

洲的港口..另一方面又要制约苏联"不能让俄国人控制大

连"在这个前提下，史汀生称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支持"宋子

文同苏联的谈判 。 对于旅顺，史汀生认为"将旅顺港出租为海

军基地，这一提议的意向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宋子文下一步同

苏联谈判时，对大连或满洲的"军事利益和支配权，都不应该

作进一步的转让" 。①

乍看起来文件中有"闪光点"对中国有利，然而美国不想

进一步制约苏联，它认为中国再向苏联做出让步也"并不影响

美国的利益，， ~。 宋子文关于允许苏联政府将部分港口地区作为

商业专用的建议"好像已经充分保证了这种利益"<3>。

不过美国还是不放心 。 蒋介石本希望杜鲁门在 7 月与斯大林

的柏林会晤中"立即采取行动来支持"中国@o 7 月 23 日杜鲁

门却因电"我请您执行雅尔培协定，但未请您做出超过那个协

定的让步"⑤。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在 7 月 28 日向国务卿贝尔纳斯

坦言，尽管宋子文同斯大林谈判中已经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权

益，但是中国"难以靠自力抵挡目前苏联的过大要求" 。 他预见

"宋将被迫做出让步" 。 他担心这让步会"损害"美国"国家利

( Memorandum by th e Under Secrelary of State (Grew) 10 thc Secretary of Slale , 

July 13. 1945. FRUS. 1945 , Volume VII , pp.938 -941 

(1l Memorandum by Ihe Under Secrelary of State (Crew) 10 the Secretary of 518te. 

July13 . 1945. FRUS. 1945 , VolumeVII , p. 944 

(3)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ctary of 51ωe ( Grew)ωthc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944 町 948

@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巧。f Stale (Grew) t。由. s甜"旭巧。，{ Slate. 

July 13 , 1945 , FRUS , 1945 , Volume Vll , pp.948-949 

Gl (战时外吏> ( 二 ) ，罩 640 -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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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那时美国将无法推卸"门户开放政策在那一地区失败的责

任" 。①

第二是外交人员的频繁接触。 7 月 29 日，美国驻华大使蘑

尔利在重庆会见了从莫斯科归来的宋子文，次日他致电贝尔纳

斯，报告.. [蒋]委员长迫切希望尽早与苏联达成公正友好的协

议……宋在莫斯科已经同意中国与苏联都承认外蒙人民共和国独

立"<2>。

7 月 31 日哈里曼也致电贝尔纳斯.要求授权他向斯大林提

出一个建议..创立一个有中、苏、美.也可能有英国政府代表

参加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大连作为自由港的管理。 " <lJ 8 月 5 日

哈里曼得到授权向斯大林转告:美相信宋已经满足了雅尔培协

定的要求，希望大元帅"不要再迫使中国作更多的让步..那会

"影响我们美国的利益..这在客观上似乎又有利于中国，他甚

至要求在中苏达成协定的同时，应立即达成并公布斯大林重申

尊重满洲"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 哈里曼还向斯大林表

示.美国"不反对成立一个由中、苏 、 美(可能还有英国)政

府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的经

营。 "Gl

另一方面，彼得洛夫和串串尔利也及时交换情报，以保证各自

的利益并牵制对方的过分要求 。 他们分析了中国代表团情况.并

为中苏顺利签约"做出设计..甚至有意干涉中国谈判代表团的

( FRUS , 1945. Vol\lme VU. 伸 950 -95\ 

(%) FRUS. J945. Volume VH. p. 9!53. 

@ 电宜11:， "\)在罩住幡 . lIJ斯幅且镜拒不同量原 III 斯大林提出的暨草植惜

大量酷的提议，井坚持使~描国际化成为自囱 11111 描; 2) 童们平同意把幢

幢置于事联军事E内噩用悻事联帽军基炮 . 之所以'成立罩告暨固舍，矗

因为斯大林可能不同章审英于撞撞量在咿国营辅下的自囱撞，其一部卦量商

业惯例租胃蜡事联作为过墙运输之用 • FR[店. 1945. V也....VU. 怦由3 -

9S4 (1 

<Il FRUS . 1945 , VoluPle Vll , pp.9SS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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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①。 为使中苏顺利签约，两位代表还商定"要把地图和条约

文本都准备好"以表明"这是一个好的，对中国有利的条

约……看起来不具有侮辱性，务必特别强调中国的主权神圣，务

必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可谓"用心良苦" ! 

第三，美国向苏联申明自己的观点 。 1945 年 8 月 s 日哈里

曼把美国立场告诉斯大林:

1. <雅尔塔协定} 规定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越权

益"美国总统也应当告诉本国人，这不会影响美国利益，因此

他建议把这一点应写入记录并公之于世。 斯大林同意。

如果说早在 1922 年孙中山就认为苏俄以"苏 7: 中 3" 的比

例组成一个委员会处理中东铁路的建议太不公正@从而予以拒

绝.如果说就连同情中国人民正义要求的越飞都据政府指示认为

苏俄给予中国的已经"够多了"中东铁路"不能再给了"<J)。

那么此时斯大林几乎用同样的语气说，苏联"对中国人相当慷

慨了，铁路和港口都是由俄国出资建造的"可现在俄国已"同

意与中国人共同使用并共同拥有了"。哈里曼一针见血地指出，

承认中国在自己领土上的全部主权、允许中国主宰自己的命运及

其经济自立是美国的一贯政策，不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杜鲁门总

统都不希望这一政策倒退。 斯大林口头表示赞同。

① 蜡!J; ~J 自诩"十分了解"中国代囊团.他告诉植棉描夫说罪于丈量强硬醒，

是 "反动分子气不赞成中国在外量古问画上让步，品"藏在尊介E背后幽

他出主童对抗苏联的革些重坦. 真正希望中耳模判成功的，是蒋介石和再是

国。若是宋幢然融题，不妨由蒋介石或蒋经国代替他. 恤直言不讳地说，来

除了害怕为肇事有粤中国的矗约承担罪责外，还有个人原因 z 身为行政院量，

宋于芷且以为自己是但但眈于蒋介币的角色 ， 可矗斯大林在谈判中明量地.

量精经国井为蒋氏虫子干杯，特别是把蒋经国林为篝介石的接应人.来由矗

十卦不快.这也是他平E童再去莫斯科的重要原因。 CKQ ， 电 2 ， crp.l.7 o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眈国共合作}，光明日掘出版社， 1989 ，第 ISI 、

172 页 。

<J) 李玉贞主缅{马林与第一眈国共合作上'自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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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连问题。 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是，让大连成为一个自由

港，划在军事区以外。 斯大林答应遵守门户开放政策，而且这一

原则适用于铁路。①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同苏联的谈判实际上孤军作战，美国

有时表现公正，但它的基本立场是中苏都应严格"实行雅尔培

协定-一不多也不少"<21。中国权益受到损害时，美国并没有

"拔刀相助" 。

第四，是蒋介石再做努力 。 7 句 8 月间蒋介石在重庆两次会

见彼得洛夫。

1945 年 7 月 19 日，蒋介石同彼得洛夫就外蒙古"保持现

状"争论许久。 蒋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牺牲很大"但政府

"可克服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交换条件是"必须苏

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

题"以及新疆问题。 鉴于斯大林等即将参加柏林会议，鉴于中

国已经吃了《雅尔培协定}的大亏，蒋介石郑重声明"这次柏

林会议，如果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而有所决定 ， 因为中国并未参

加会议，中国决不承认。"(3) 这是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姿态。

此次会见后，蒋介石又通过赫尔利大使电致美国.把 7 月

19 日致斯大林的信作为附件放在电文中。

蒋经国面临着前往莫斯科参加第二轮中苏谈判，所以也在 8

月 4 日随父亲会见彼得洛夫。 蒋介石强调中国的立场1.务必

顾及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与完整。 2 . 中国决不能接受苏联在

旅顺港以南一百公里半径内之岛屿设防非得苏方同意不可的建

议，中国决不能牺牲对这几个岛屿的主权。 蒋再次表示中苏两国

应当建立的是"像民国 13 年时代那一种的"关系。 待苏联对日

( FRUS.. Volu画e VII ， pp.960-9臼

<21 (中共章里'考责制)!II ll 册，第 458 页。

(3) (战时外交) (二) . !11 636 -639 页 。



国民政府罔苏联的最后博弈者 1441 

作战，中苏条约签订后他本人将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关于中国

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蒋介石特别介绍了熊式辉.还在北伐时期，

熊就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二人长期共事，现在熊是中央设计局主

任，他将代表国民政府担任东北行营主任。① 蒋介石的谈话基本

上确定了王世杰 、 蒋经国和宋子文下一轮谈判的基调和中苏条约

的内容。

t 申苏第二阶段谈判，中国被迫

萤霉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国谈判代表半途换马，宋子文 、 蒋经国再赴莫斯科。"丧

权辱国"，对于任何个体和群体都是永远的耻辱。 宋子文从莫斯

科沮丧地回国后，深恐按照苏联要求签订的条约"将在政治上

摧毁"其签署者@。 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因此经历了一次中途

换马的插曲 。

宋子文把同斯大林谈判的记录交给王世杰并建议他担任外交

部长，后者不胜惊奇，阅材料"至深夜始竣" 。 另 一方面宋向蒋

介石请辞。 蒋 7 月 25 日对王说，宋对"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繁

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但他又说服王"外蒙阜非我有，

故此事不值顾虑。"王知"拒绝，便为畏负责之表示。"值此

"中苏情势紧张 、 关系极大之时，本身之毁誉不宜再予考虑中

也，， @。 他只好同意担任外交部长，但他向蒋介石声明"订中苏

① 〈战时抖吏) ( 二 ) ， 章制。 -642 页 CKO ， 咱 2 ， 呵 ISI - IS2 所'此在幢

话记最内容革思相同，其中有两项内喜是中文文献幢少的. 一是蒋介石明确

告诉革方，柬于宜将到费国幢判战后费国擅助中国的问题，二矗介绍'属式"。

@ 他回国后甚至向..草利牵连过迫种心情。 FRUS ， 194$ , VoL VII , pp. 952-

953 0 

l3l (王世杰日记) (手稿本 ) 事五册，靠 130 页.

曲 {王世杰日记) ( 于稿本 ) 第五册，第 13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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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时，不可有任何秘密协定;外蒙问题，宜于批准前向立法院

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否则于国家及负折冲之责

者均不利。"① 王世杰可谓临危受命。 1945 年 8 月 5 日上午，宋子

文率领新任外长王世杰.以及蒋经国、熊式辉等一行 17 人，僧同

彼得洛夫和苏联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 A. M. J1e~oBcKH川等
四人同赴莫斯科。

中苏第二阶段谈判 。 s 月 7 日晚 10 时中苏开第一次会谈。

苏方出席人员为斯大林等 5 人，中方为王世杰 、 蒋经国等骨。 主

要议题为:旅顺、大连、中东和南满铁路 、 外蒙边界。

关于旅顺问题。 在 B 月 7 日的谈判中苏联已经基本同意在旅

顺区域划界。

宋子文提出大连与南满铁路必须在军事区之外，大连"由

中国管理，但聘用苏联技术专家若干，仓库楼房可长期租与苏方

使用·…期限可为 30 年" 。 斯大林只同意 30 年租用期限的建议，

但否定了最基本的内容。@ 这天的讨论不欢而散。

宋子文强调，中国行使主权任命旅顺、大连民政人员，勿须

经苏联同意④。 他并转达蒋介石关于成立一个中苏军事委员会商

讨共同使用旅顺港事宜的建议 ， 并允诺选用"对苏联友好的人

员" 。 斯大林基本同意"考虑" 。@

① 经国民党中央目前量高整凰舍.1剧院会议正式决定. (王世杰日记) (手

稿本)第五册， .136 页.

也 真描托夫、南佐夫斯基、植棉描圭.以且译凰巴甫描去. <\>方还有章于宜、

僧'晴 、 胡世薄计 5 人。 4战时抖茸) (二) ， .643 页.

@斯大林甚至反间来是蕾"切盼矗鱼模判中有决理ZIP.飞 4战时外茸}

(二) ，第 632 -633 页.经耐用，此次幢话的时间.中.理万公布的日糊不同.

俄万记最日期为 1 月 7 日'已是矗'二轮椅剖期间的.，而且向喜比被详细

[且 f中草草斯科舍世期间行政院桂柬于文与斯大林的'六次世话记最(I94S 年

8 月 7 日)) ， 阻0，‘ 2 ， "1' 1S6 -161). 但矗胃件的内睿有许多相同之处.

<J> Ul时外直) (二)， .633 页.

(5) CKO ， 电 2 ，凹1'. I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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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问题，宋于文明确表态:中国"坚持大连应为

完全由中国管理的自由港。"双方严重分歧，此问题成为悬

案。①

关于铁路问题，苏方表示尊重中国主权，接受由中方派员

担任两条铁路董事长及铁路局长 。 关于外蒙疆界，宋子文传达

蒋介石意图:请苏联派遣军方代表同一起来苏的熊式辉将军讨

论，他展示了此次携带的丁文江制作的标明"外蒙原疆界"的

中国地图.并建议参照苏联红军 1926 - 1927 年间印制的地图，

傅就此达成协议。 斯大林允予考虑。@ 宋子文锯蒋介石的命令提

出了东北战利品的问题曲，这次会谈未加讨论函。 斯大林同意以

① 真串托夫说，当年该酷罩囱俄国出贵重量。 束于文说，大量的租借早已经到

期。 斯大林说，"Ij;联未能使用该幢口 。 宋于主反唇相讥 "那不是中国的过

错\ 至于大量懂的噩世.中国自己完全膏能力完成.斯大林卫惜口苏联霄

要 30 年的时间来噩设这些晤口和候酶，这也是为了"中革商国的国革置

圭"与世皇俄国政'在有"天壤之别" 。 "当年旅顺、大连完全在沙皇俄国手

里.根本就世布什么租借可吉 o 30 年后细菌们既不需要中国的帽口，也平

需要中国的铁路那时幢，它们都是中国的。 言下之意是 挥联盐'掌曲曲，

在这 30 年且也还是"尊重中国主权\ 斯大林说"就是为了这个主权，就

幢为自己的主权一样，革耻才对日作战。 ~皇从来不告这样做的 o 革联

是把民护国当成平等国草 o t步皇则世有平等对待中国。革万坚持大革董事告

囱华人担任，事联人任港口管理局局佳 。 来于文世有让步o CKO ， 电 2 ，

口p. 158-1曲。

<2> CKO ， 电 2 ，盯p. 161 。卫见{战时外主) (二) ，第 643 页。

l3l (战时外吏) (二) ，第 643 页 。

@ 据Thc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10 the Sec酣町y of Sl&饵， 8 

AUp8t , 1945 , FRUS , 1945. Yolume VII , pp.958 - 959 记蝇，班眈舍幢后

辈子主把t童话情况告诉了咕里曼.后者电告贵国务圃，其中提于战利晶的说

量与中方的生慎记最有些出入 "斯大林然后提出了'战和l晶'问噩.他指

出，包括部分日本企业股骨在内的革些日本贵产，血幢幢作虹军占领区内$

7市的战利晶.宋追问斯大林有何具体考靡，斯大林量而不睿.将此事留在以

后讨桂J 睛里曼认为"这是斯大林抽高价码的卫一例证"因此噩ill.，~

们应班拒绝他对日本企业股份的要事，明确把战利晶限定在辅暨方面.与贵

国在植茨坦提出的限量悍持-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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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议。。

一个非同凡响的插曲出现于是日谈判后。 8 月 B 日晚，奠洛

托夫在苏联外交部官邸向王世杰及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宣布，苏

联遵守其在雅尔培会议时的承诺.决定自 8 月 9 日起与日本进入

战时状态，并读了对日宣战书 。 原来美国于 8 月 5 日在日本扔下

了原子弹，世界形势剧变 。 日本已经准备投降。 苏联要以东西方

战场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 中国各界热烈欢迎苏联决

定，传媒大造声势，预祝对日作战的胜利。

中国谈判代表感觉到"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乃电请

蒋介石，允许他们在谈判中对于苏联坚持参加大连管理一事上做

灵活处理@。 此后中苏双方均有所后退， 8 月 10 日的谈判在下列

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1.中国必须拥有大连管理的全板，坚请

斯大林放弃己见，中国不能任由苏联人组当大连行政长官，而使

该处成为"半个外国城市" 。 再说战后中国还要行使主权从英国

手中收回九龙和香港。@ 最后双方同意由苏方派遣一人管理港口

船务，发生战争时，该市始受旅顺军港之约束 2. 抗日战争胜

利后苏联最迟于三个月内撤兵东北; 3 苏联不干涉新疆内政和

尊重中国在新霉的主权。 中国代表团表态"对尚未解决事项，

决不作重要让步"。@

这天遗留问题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局长究竟由中国人还

是苏联人担任;第二，苏联不同意按中国提供的地图确定蒙古疆

① CI<O. 电 2. 凹p.161

<2l (1Il时外吏) ( 二 ). !11 643-644 页.

<3l CI<O. 电 2. 呵 1臼斗660 (战时外吏) (二) .第臼5 页所量《行踵院t是

章于宜 、 外吏部佳王世杰自真斯科呈再主席报告在革闯盎日本事障血与史迪

林幡诙关于解决大量市 、 外最疆界E矗顺口外岛屿等问题之董话结果电

(l94S 等 8 月 10 日均为阿-~垂见，但耳万记录破佯细，真中盖于国共提

罩、中国矗吾盘盘生内战，何以不能噩曼'"万韭于外'疆界划分的堕v(等内

事.可科克咿万记章中的革且.

曲 《战时外史) (二 ). !11 64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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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至此.外蒙边界问题再次搁置。①

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在这个始终有争议的关键性的外

蒙古问题上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中国从来没有予以承认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日即 s 月 10 日以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和

..小呼拉尔"的姿态发表声明，并恪守 1936 年苏蒙条约，站在

联合国一方对日宣布"圣战.. 0 8 月 1 1 日 {真理报} 揭载了这

个令世人瞩目的消息。 国民政府陷于窘境:外蒙古已经在国际上

摆出了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姿态。

国民党遇到了斯大林的杀手铜一一'中共问题。 为同国民党

..尽早"签约.斯大林从战后中国实行国家民主化的角度，语气

严厉地面对中方代表..如果国军打击中共，那国民政府就很难

得到我国支持。"虽然苏联"不会插手"国共问题，然而一旦国

共军队冲突起来，苏联就很难"从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丁" 。 王

世杰不想使属于中国内政的国共问题成为"国际条约协定的内

容，， (%) 很聪明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蒋介石曾想"背水一战 "0 8 月 11 至 13 日中苏代表又逐条

讨论了条约草案，双方各有进退13>， 但是直到 8 月 13 日还有一

些悬而未决的重要分歧，在最后关头蒋介石依然致电宋子文等命

其在外蒙疆界问题上"有一基准之图籍.以为将来勘界之依

据"曲。 另一封电报他又嘱宋子文等在承认外蒙"独立以前，勘

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

① 熊式酶主张在重庆认真研究这个问蝠，斯大样晴鹏同苏军，(l.#谋民萤草诺夫

( ^ . H. AHTOH。时撞措. 真串托夫甚至扬盲".古人应班#加"划界. 斯大

韩说。 "最古人会坚111&时边界的变更\所以对此问题"还是不提为好 o

CKO ， 咱 2 ，口p. 168 - 169 0 

(%) CKO ， 唱 2. CTp. 167 

13> (战时外吏) ( 二) ，第 646 - 6S1 页 CKO ， 电 2 ，第 112 - 187 页 FRUS.

1945 , VoJ. VII , M969-970 页.
@ (单统蒋公大事 t主编初稿) .五，下，鹏 7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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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

态度为耍。"① 但这时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

涉或生根本变化"。宋、蒋、傅只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

决定"不顾蒋先生电示，速与史达林解决" 。@

然而日本此时已决定投降， 8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以

巨大的民族牺牲得来了胜利。 战后的中国要在世界的重建中发挥

作用，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在莫斯科同苏联

折冲了。 蒋介石接电报后立即授权"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

准授权冗等权宣处置可也。"@就这样，中国被迫接受苏联划分的

外蒙古疆界。 其他如铁路、旅大等问题8 月 13 日基本谈妥。

8 月 14 日，中苏最后一次会谈，决定依中国意见把中东铁

路叫做"中国 t长t春铁路

子文认为"归根结底由日本承担\双方商定以后到重庆谈判④。

然而这一建议后来事实上使中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我代表

团人员昨晚及前晚均未睡，因为约文之整理甚为费力"曲。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 8 月 14 日夜 15 日凌晨 6 时在克里

姆林宫举行签字仪式。 但此前数小时，苏联的电台就播出了条约

已签字的消息。 王世杰看出苏联如此奇怪的举动乃是因为"日

本接受投降之答复是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 中苏两方有关

人员出席签约仪式⑦。王世杰和奠洛托夫代表中苏两国签字。 条

① {且统再告大事1<蜡韧稿}譬五，下，第 790 页 。

<l> (王世~日记}第五册，靠 149 页 。 只帝王世来菁所IUI . 他主幢幢理与斯

大林的谈判，同时咆晴蒋介石"担担子余E章于主扭宣扯理 . (王世~日

记}晴五册目第 150 直 。

@ (战时外吏) ( 二 )， 1自 649 页@

(J) CKO ， 电 2 ， 口p. 182 - 184 

<ID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 l自 153 页 。

~ (王世杰日记}罩五册.第 152 页 。

⑦ 革方为斯大林、真幅托夫 、 I!J外怔晤佐夫斯基、睦华大幢幢幢揭去阜外吏部

工作人固.中方辈子宜、王世杰 、 胡世萍 、 傅章晴 、 "式"、 再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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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囱其本身和一系列协定与附件组成①。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宋子文等又做会谈。 斯大林说 u帝

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 。 苏联政府则在

与中国为友，且希望中国军力强胜，使日本不能再起。 ，， (%> 斯大

林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尔后宾主共进早餐@。 蒋介石致电

斯大林，称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日本投降，坚信中苏友谊不断发

展，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因素④。 8 月 24 日国民党中央国防最

高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通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过

了 3 年多斯大林承认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⑤。

八 申国与苏联，萤约后的得与失

苏联从条约得到了什么?俄罗斯权威学者们 2∞0 年的观点

是，这个条约"的确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拿回了俄罗斯据 1896

年条约、同中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所享有的，但由于俄国在1904 -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和日本后来的其他侵略行动而失掉的

权利和优越权益。 苏联收回了利用旅顺、大连海军军事基地的权

利 。 这两个不冻港为苏联的军舰和商船驶入太平洋和世界广阔水

域开辟了一条无障碍通道 。 苏联得到了和中国共同利用当年由俄

罗斯出钱建造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这两条铁路保证苏

① it , (照舍》二件， ('"苏吴于中国最喜铁路之协定) ， (中革提于大连主协

)l), (盖子大量协定之议定书)， (中革提于醒..口之协定) ， (1归5 年 s 月

14 日在翼斯科所肇订盖子旅顺协直附件)， (盖于中革此次共同对 日作战革

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事联军单司令与中国行踵当局提罩之胁)l) . 且王

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罐}第三册， !Il l327 -1340 页.

(%> (王世杰日 记》第五册， !Il IS2 - IS3 页.

③ 是日上午宋于文.胡世泽嘻人蛙曼国 . 次日，王世杰哥回E庆 .

(j) CKO. "1. 2 ，第 199 页 .

~ A. M. J1c.ø.oackHA CCCP " Cm翩翩 • '1晶归JC Kllm剧， 曲KyM)'Hm副 " 

，，"ðnrrUbC'm阳 y咽cm刷刷 co6a.mllG (1937-1952) , M.. 1999 ，町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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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拥有一条从莫斯科到远东疆界的捷径。除了铁路，当年同样用

俄罗斯的钱建造的几十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为铁路服务的设施也成

了中苏共有的财产。此外，中国政府还同意共同利用当年为日本

关东军服务的满洲强大的军工和民用生产设施。 这一切不仅极大

限度地加强了苏联在远东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实力，而且从

战略上加强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防御地位。在经济方

面，满洲那时具有强大的工业潜力，并拥有丰厚的人力资源。 苏

中在满洲的合作可以成为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的强大基地和

极大的推动力。"

对于新疆问题，条约中载明苏联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

针。俄罗斯学者认为，第一.中国"不能用政治和强力手段"

解决这个多民族居住区的民族问题，第二，国民党应当感谢苏联

的立场，"哪怕苏联为支持当地民族自决的想法而对新疆事态稍

加干预.那就够中国政府应付的"①。从这些话里我们自然会产

生一种新的思觉:与其以苏联学者长时间坚持的苏联对中国抗日

战争的"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来形容战时的中苏关

系，莫如以丘吉尔的话"国家利益是永恒的"予以概括，这样

难道不是更加冷静、客观而实际吗。

国民政府从这场博弈中得到了什么呢?第一，苏联参战加速

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 第二，中国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东北领

土，尽管主权并不完整 。 第三，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国民党得到

了苏联不援助中共的保证，从而间接排除了苏联支持中共推翻国

民政府的"顾虑" 。

然而，条约也给中国留下了后遗症。

首先，关于战利品问题。 宋子文表明了中方主张"东北原

有各种工业及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

一部分" 。 他也确实锯蒋之命"在订约之前"与苏方"切商或

① CKO. 电 1. 白'P.23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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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①，但条约未对战利品问题做出任何规定，使后来国民政

府同苏联就东北问题的交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世界导

报》 说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的物资达 80 亿美元@。

第二.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之财政事项"蒋介石

在 B 月 7 日命令宋子文将战利品和财政等问题"择时讨论"曲 ，

但中苏签约前未及讨论，这一重大争议被搁置起来 。 后来仅苏联

在东北发行的 10 亿军用票一项，国民政府蒙受的损失至少 6 -7 

亿之多@。

第三，关于犯罪案件管辖权之划分，条约中仅规定中国之

"人民对苏联军队犯罪过之案件"若在军事行动地带内"应归

苏联军总司令管辖"@，而对于苏联军队对中国人民所犯罪过之

案件的处理却没有任何规定。 乃至对苏军进入东北后犯下的诸如

抢劫、侮辱妇女等案件的处理，中方无法可依，只能归"苏军

总司令管辖" 。

第四，国民党奉行的是同意外蒙独立，以此为让步来换取苏

联在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上让步的方针。苏联允诺对中共

"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图.对华援助只 "给予

蒋委员长之政府"认为"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

"希望共党之军队应并入政府之军队"@，在当时确实让蒋介石和

① 这是蒋介:0 8 月 7 日盎结束于宜的电报，见{战时外吏) (二) .第 642 页.

@ 孙科 {章费乎'辈革乎吵 . 1947 等 8 月 3 日{中央日报}。这是诸多统计

中数字最高的。其他还有{鲍噩调查京北工业报告( 1946 年 1 2 月 15 日吟，

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韧编}第 7 蝠.1 册，霸 263 - 267 、 274 - 275 页，

详见汪翩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童嗣后) .中华书局. 2000 . !目 440 页.

③ {战时外吏) (二) .第 642 页.

@ 直章平， (苏俄据京;t-.二~世界大战结束时事愤世据革北折冲纪暨) • 

量在云龙主蝇{近代中国虫料丛刊罐罐) !I! 865 册， 由北.立海出版社高

限公司. 1再 37 、 39 页.

@ 王铁凰编《中外旧剖章汇罐》第三册. .1339 页 .

$ (战时外吏) (二) .第 613 -6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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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领导人"放心"了 。 事实证明国民党以此为交换条件，

可最后的结果事与愿违"赔了夫人又折兵" 。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国共两党代表由徐永昌率

领在密苏里舰上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这是国民政府的鼎盛时刻 。

然而中国毕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后丧失了外蒙古，剩下

的仅仅是外交上的面子:以"外蒙公民投票"决定其是否独立 。

国民党被迫把旅顺大连的部分"优越权宜"让给苏联，蒋介石

"租借地不能再有"的追求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丸胜利果实无法盘点

一一蒋经国同苏联的交涉

战后蒋经国同苏联第一次交涉的背景与结果。 8 年抗战的消

能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世界大战硝烟甫散，中国内

战烧火再起。

原来就在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中共军队朱德总司令

于 8 月 10 、 1 1 日两天内发布了 7 道命令，中共东北军吕正操 、

张学思、万被分别率兵向察哈尔 、 热河 、 辽宁迸发，贺龙 、 叶剑

英部北调。 周保中为书记的东北抗日联军敏导旅，配合马林诺夫

斯基 (P. 1I. ManH日OBCKH幽)率领的苏联红军分东西北三踏进入

东北。① 8 月中旬曾克林的部队已经在平泉与苏联红军会师， 8 

月 30 日中共拿下山海关后扼住了出入东北的咽喉 。 9 月 6 日曾

克林部进入沈阳，组织了新政府，自任卫戍司令，焦若愚任市

长。 沈阳大批无人看管的武器弹药，苏军未占领的中小城市和

农村，都到了中共手中 。@ 至此 ， 中共掌握了东北丰富的矿产

① 关于此期间中共同耳耻的罪事，坯布恃挖掘档重量相.

@ 李霸、陈铁健主编 f中国断民主主立革命史佳编)， j由直凰主编(1'>草和平

民主}事.上海人民出腼社 . 199毡，第 208 -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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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源，特别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设施。一批苏联专家从

1945 年起就在这里同中共东北局合作，稳定局面，发展经济。

旅顺、大连成为具有"现代炮兵、空军、海军装备的军事基

地.. "辽东半岛成了中国人民民主力量展开胜利进军的重要基

地" 。① 1945 年刘少奇和高岗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一切赋

予该地区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中共代表周恩来从 9 月 l 日开始与

国民党在重庆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此时中共的政权要求已经有

了强劲的依靠:内有 200 万正规军， 120 万民兵， 一亿以上的

人口，外有苏联的支持个新政权正崛起，国民政府已风雨

飘链 。

蒋介石不仅担心东北落入中共手中，而且担心此后难保华

北。 国民政府设立的，囱熊式辉主持的中央设计局在抗战后期建

立了一个东北设计委员会.研究接收问题，训练干部，处理对苏

联和对中共的关系。熊等还苦心设计，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施政

方针，逐步实施平均地权，把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争取一

些中间派参政等民主改革的措施。这样既帮助国民党少受"独

裁"的指责.又能以不"赤化"也不反共的"中立色彩换取苏

联的支持，以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 。dP B 月 30 日国民政府

明令接收东北办法。 东北计 9 省，设立行营，在长春设外交部特

派员公署 。 次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九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

第 169 次常会通过了 《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 决定在长

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接收事宜。 9 月 1 日任

命熊式辉为主任，张家嗷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

特派员，莫德惠为东北宣慰使。

( Q. 6. 60p肘。B. B.T.Kon回kOB CO#JtmCXO - KumøÜCKue omHOWtHUJI , M , 1980. 

C叩 28 - 29 
<ll (熊式酶日 i己>， 1945 年 6 月 5 日 . 引自 E朝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直前

后> ，第 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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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同苏联的交涉出师不利。 中国要收回自己的领土，本

为"客卿"的苏联.却以"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

口"为由而在 10 月 5 日正式通知中国，苏"坚决反对"① 作为

主权国的中国登陆。 但熊式辉、奠德" 、 蒋经国依旧按原计划于

12 日到长春接收。 13 日熊式辉在长春会晤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

斯基，交涉未有结果。 蒋经国看出"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

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2) 熊式辉等无计可施，只好回到

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请示 。

中国方面的被动固然-定程度上受累于条约模糊的条文@，

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可能

阻止苏联和中共的密切协调与行动了 。

蒋介石于 10 月 18 日同彼得格夫会晤，重申熊式'草向马林诺

夫斯基元帅提出的"关于请苏联向中国提供运输工具以调兵赴

东北的要求\并"允许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 l0 月 23 日彼

得洛夫当面拒绝蒋介石，说"该港口纯属商港。 不能从违约开

始履行条约。"蒋介石强调"这里的土地和港口本身都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否则"中国主权就受到侵犯.自然也就违

背了中苏条约" 。 他再次要求"斯大林大元帅……妥善解决中国

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的要求 。"否则中国就"不能派军队到东北来

从苏联军队手中接收这片土地"。@ 然而，国民党不仅未能接收

大连，甚至在马林诺夫斯基说出"行蕾既为收复事而设\那么

① 4中华民国重要史H韧缅) .1 编1111 册，第 119 页 。

(2) (中华民国董事里剿韧编) .1 蝠.1 册. .122 - 123 页.

@ 矗的中规定 : 有提作战一切事务之量高扭力与责任"属于事阜草且司令\

.幢噩革联军且司令Z需要且E望 . 特于地万当局指示也It矗诅，中国

在这里的一切行踵鄙必须有"再睡草且司令"的首肯; (是于中挥此在共同

时日作战事罩军队进入革三省后革事军队与中国行政当局提矗之协定).酣

引王'在监， • 3 跚， .1339 页.

æ CKO ， 嘲 ， 2 ，町p. 21S .

⑤ CKO ，电 2 ，口p. 2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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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应该考虑"可否取消"之①的一番话后无奈地决定把东北

行营的 4∞余名人员迁移至山海关，自 17 日开始至 23 日用飞机

由长春接运军队。 熊式辉、蒋经国只好又一次退让。 25 日马、

熊谈妥，中国从葫芦岛登陆。

国民政府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关于战利品的交涉以及由此引

出的中苏经济合作@，却使它雪上加霜。 虽然 1945 年 8 月蒋介

石曾就东北战利品处理明确指示宋子文Gl 然而 1945 年\0月马

林诺夫斯基坚称，日本和伪满洲国经营的、日本与伪满洲国联合

经营的所有产业，均当视为苏联的"战利品"(j)。 熊式辉 、 张家

激等立即感到事态严重，若照苏方理解办理，中国会"丧失经

济独立"张家嗷坚持"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

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故应归中国没收"东

北工矿企业，苏联不得继续拆卸，否则"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

所迫，处于不利地位 。 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 。 "IS>

战利品成为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遇到的第二个障碍。 条约中对于

"战利品"没有明确的界定，遂成为国民政府对苏交涉中的又一

个难题。 中国实际上"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

苏军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 M. 11. Cna，l\KOBCKHH) 据苏

方对战利品的界定而于 11 月 14 日提出苏联拟以它"没收的敌

产"作为投资同中国合作。 事实上纳入所谓"合作"的企业几

① {命华民国重要史料韧编}蜻 7 编'曹 l 册，第1.26 吨 127 页 。

@ 详见汪朝先{战后东北经商合作研究). (近代史研究) 2002 年lII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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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囊括了东北所有的重要工业企业 : 本漠、阜新等煤矿，鞍山、

本溪钢铁厂 ， 主要的有色金属 、 本漠的化学工业，沈阳的机器制

造业.丰满电厂等①。 不仅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连美国也出而反

对，因苏联若独霸东北将违反美国"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

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机会之人民·…..置美国商业利益

于显著的不利地位.. (%)。 这样一来，在东北，国民党就处于以它

和美国为一方，以中共和苏联为另一方的国际对峙状态中 。 在莫

斯科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上(1945 年 12 月)这一角逐激烈表现出

来@。 虽然中国问题是中心议题之一，但英美苏都没有想请中国

参加，这是大国背着中国举行的另一次会议@。

蒋经国赴苏交涉。 中苏"经济合作"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

碍，前景如何，吉凶难卡 。 蒋介石再次派遣蒋经国等赴苏。 1945

年 12 月 3 日彼得洛夫告诉中国外长王世杰，苏联欢迎蒋介石的

私人代表到莫斯科<ID， 12 月 24 日蒋介石致函苏联，说蒋经国会

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转达一切@， 有趣的是，他没有说明蒋经国的

使命，而令莫斯科一头雾水。

不过 12 月 29 日苏联有关部门确定了接待蒋经国的方针:坚

持苏联已有的行动，如从东北拆卸工业设备，拒绝中国方面可能

提出的阻止苏联拆运或向苏联索偿的要求。 对于中长铁路，国民

政府无力保证中长路E常运转，苏联应提出组织本国武装护路队

的要求，直到中国据条约建立起护路军为止;一定要阻止美国势

① 茸茸辙 《草北撞收日记). 1945 等口月 11 、 13 日，前引汪明先. lI\ 433 

)1( 0 

(%) (中华民国置要史料韧罐) lI\ 7 缉'再 1 跚. lI\ 4S3 -4S4 ilí 0 

@ 罐罐IJ;篇协定，费 、 英 、 革三国外挂应当每隔三矗四个月合商-民. 于是有

旧盘山 、 撞在组鞠伦量会议。 盘上争璋的情况且 Byme6， S!'f!alting Fr(J础1， .

N. Y.H....... 剧ld Brothel'1l Publiabers , 1947. p. 227 .. 

@ 英费快为"中国军舍有嚣菌.. FRUS I /945. Vol. D. P. 831 .. 

<ID CKO . ..2 . 四p.311

@ CKO. 电 2 ，口p.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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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向东北渗透..我们摆脱了邻国日本，不能让满洲在经济和政

治上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 。 苏联要"坚持"已经搁泼

的中苏经济合作，与中国合力"开发"日满企业;对于大连，

苏联要做好组织工作，使大连(包括现有的大型船舶修理厂)

事实上由中苏共同开发;加速以整个满洲为服务对象的中苏联合

航空公司的建立;铁路运输税率的制定务必有利于中长路与西伯

利亚大铁路的联结。

有了苏联的充分准备，蒋经国使命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已经不

言自明了 。 不过苏联做出了相当友好的外交姿态，斯大林决定亲

赴机场迎接蒋经国①。

蒋经国同斯大林等人的第一次会晤。 退让 、 示好已经无济于

事 。 1945 年 12 月 30 日晚 9 时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与斯

大林会见。

会晤伊始，蒋经国把蒋介石的信面交斯大林，感谢苏联出兵

东北加速了日本投降，并说明此次前来，是谈判进一步促进中苏

关系，同父亲的 "好友"们商谈不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

这指的就是国共关系问题。 ..蒋介石承认国共两党共存的可能

性，国民党无意消灭共产党 。"况且"国共的和平共处还能使国

民党不致腐败，并迫使该党前进。"不过，必须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中共不得有消灭国民党的打算。"蒋经国说， 蒋介石同毛

泽东谈判的结果是，中共可以拥有 18 - 20 个师的兵力，但不能

利用武装分裂国家。 他有意探询斯大林的看法而特别指出，中共

宣传的是"既然外蒙古已经宣布独立..那么中共"也要争取内

蒙古的独立" 。 斯大林明确表态..这是愚蠢的，苏联政府不能

对中共的行动负责。"②

在这种情况下 ， 蒋经国转达父亲的要求，请斯大林"利用

① CKO ， 吗 2 ，口p. 323 - 325 

<%) CKO. "1 . 2 ， 口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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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威望. "对共产党施加影响" 并出面调停国共关系，斯大

林婉言相拒，说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知道苏联"不满意"他

们的行动 . 没有再找苏联出主意，未必欢迎苏联去调停。 不过如

果中共来谈.苏联会提出建议。①

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 斯大林说，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要在

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 。 苏联认为中国不能出现两个政府井存的局

面。 苏联的立场是明确的:国民党要建立一个吸纳共产党和各方

代表参加的政府。 在莫斯科三国会议期间已经明确了这个思想。

此外双方主要讨论了东北和新疆问题。

关于东北，蒋经国保证东北绝对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甚

至可以不在中苏边界驻军。 中国愿意把中苏边境安排得像美国 、

加拿大之间那样平和。 蒋介石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彼得洛

夫叭 东北应当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保持苏联的 "优越地位"，

中国可以把东北所有财产的一半给苏联，但这不是 " 战和利j 品

然而蒋经国的建议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认同，后者认为苏联有权从

东北拆卸设备 ， 还举了对待波兰的例子，意在证明苏联完全有权

处置当年德国在波兰建立的企业和设备 。

至于东北的开发，蒋经国说中国想开办的中苏合资企业绝不

止一个 ， 机械、冶金等部门都可以考虑合作开发 。 这样可免去仿

效日本株式会社做法的镰疑。

关于中美苏三国在东北的关系，蒋经国明显地示好苏联，

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苏是邻邦，中国愿意同苏联保持友

好关系 。 至于美国.官答应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中国也欢迎。

美国当初为帮助中国抗日，派海军 7 个师来中国，待处理完日

本军队后就肯定搬出 。 斯大林不仅不满意美国对侵华日军的处

理，而且说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存在对国民政府的威信也产生不

① CKO ， 电 2 ， ""_ 330. 
(2J CKO ,.. 2 ， 口p_ 3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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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① 接着，他语出惊人 "苏联政府不想让美军进入满洲 。

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军队到满洲，无论

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 ，， (%>

关于新疆，国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本

来中国政府军驻守新疆是行使主权，由于新疆的起义分子要求国

民党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出新疆，国民政府不得不答应，但要求

苏联为此居中斡旋，以达到延长中央军撤离新疆的时限，从而保

全国民政府的面子 。 此外，还讨论了日本战后处理等问题。@这

次谈判主要由蒋经国系统阐述国民政府的立场 。 双方没有达成重

要协议或共识。

父为子遥做配合。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为两国谈判制造良好

的气氛.他于 1945 年 12 月 30 日在公馆宴请马歇尔将军后，又

把苏联使馆的几 M. 米克洛舍夫斯基( MHKßO皿四CKHR) 、 罗申

( H. 6. POll\HH) 、 费德林 (H. T. 申eI\OpeHKO) 留下，品若叙谈.

并向彼得洛夫送上一个信息:国民党"不想消灭中共军队。 中

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有其特殊性，在中国不同政党和派系的

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 事实上我们允许素来以革命性著称的广

东军队、西北军存在，就可以作为这方面极具说服力的证明"。

"不过，各派军队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存在，这就是 : ‘所有

军队不管其归属和派系，都必须严格切实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

否则就不能达到国家的联合和统-'" 。@

蒋经国同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 1946 年 1 月 3 日，蒋经国

再次同斯大林讨论儿天前涉及的问题。 斯大林对中国不能把前述

东北境内的物资算作苏联的战利品"而感到气愤" 。 关于国共关

a:> CKO . '1 . 2 ，口~. 328 - 329 

(%> CKO. 唱 2. εTJ>. 338

<3l CKO. 电 2. CTp.339 

(J) CKO. 电 2. CTp. 339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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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不能达成协议.他认为尽管"毛

泽东是一个很各色的人，一个各色的共产党人。 他总在农村逛来

逛去，躲避大城市，对大城市也不感兴趣"，但苏联还是主张国

共和解。 也许是为了给国民党辑疑.他说共产党的力量并非很

大"毛泽东宣称中共拥有 150 万军队，美国人说，他只有 60

万" 。① 至于共产党人进入政府事，斯大林举了匈牙利为例，说

明中国可以允许反对派进入政府。 蒋经国显然感到中共对国民党

的威胁，便问斯大林"是否认为国共可以并存" 。 斯大林认为

"如果通过自由选举，国共都能存在下去"。他强硬地表第了对

国民党的不满，如该党"支使"一些人在东北散布反苏情绪和

传单等。 蒋经国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 。

关于政府结构和组成.蒋经国同斯大林讨论过波兰 、 法国的

政体，儿子显然比父亲更加"开明"主张启用抗日战争中涌现

的新人，改革政府。 斯大林予以认同，主张国民政府在干部使用

上"优胜劣汰" 。@至于中国是实行一党制还是两院制噜中共拥

有军队且不听蒋介石指挥等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回答

的。

关于中美苏关系，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同美国保持友好的

政策也是正确的

对于中苏经f济哥关系.蒋经国探询到的情况是，苏联可以购买

中国的农产品(如大豆 、 棉花等)和一些矿产如鸽，苏联则可

以向中国提供机床 、 机器和专家。 蒋经国则表示希望派遣中国经

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 。 斯大林表示欢迎 。

双方没有签订任何文件。 蒋经国的示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便于 5 日回国 。 历史没有再为国民政府提供同苏联合作的机会。

( CKO. "1_2 . 口p.354

<2> 再握国说直是一些胃克国民量的人干出的E革勾当，精酬情况直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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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宋子文、 王世杰和蒋经国是国民政府存续期间向苏联派遣的

最后两批使者。 如果说 1932 年两国复交. 1937 年 8 月中苏条约

签订后出现了蜜月，那么 1941 年 3 月 {苏日中立条约》 的签订

使蜜月中的两国开始貌合神离，但依然维持着外交..友好"的

音符越来越弱 。 1945 年 8 月的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并未开启

两国关系的友好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关系恶化的开始。由于复杂

的国际和国内原因特别是因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的国民党，在外

有苏联援助内有东北根据地和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 并具有强大

武装力量的中共面前，已经成了破屋漏舟。 宋子文 、 蒋经国 、 王

世杰等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使的 。 他们的外交没有获得国民

党意料中的成果:请苏联切实不要支持中共。 宋、蒋 、 王的博弈

没有达到保住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