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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

“恢复卢沟桥

事变前原状 ”

晚年的蒋介石
杨天石

抗战时期
,

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 日方的秘密谈

判中
,

曾以
“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

作为条件
。

部

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
,

蒋准备放弃
、

出卖东三省
,

因

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
。

但

是
,

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

来龙去脉
,

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
,

对之加以解读
、

引

申
,

因此
,

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
。

人们对某一个历

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
,

但是历史科学

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
,

并给予正确解释
,

不离开历

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
,

要做到爱之不增其

善
,

憎之不益其恶
,

是其所是
,

非其所非
。 “

恢复卢沟

桥事变前原状
”

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 日抗

战的大问题
,

要重建科学的
、

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

必须研究清楚
。

为九 公约会议准备的预案

年 月
,

日军制造
“

卢沟桥事件
” ,

中国军

队奋起抗战
。

此后
,

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 日本的军

事进攻
,

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
。

月 日
,

蒋

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
,

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

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
,

求得卢

事的解决
。

但是
,

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 一 任

何解决
,

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

二 冀察行

政组织
,

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

三 中央政府所派

地方官吏
,

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

不能要求任人

撤换
。

四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
,

不能受任何约

束
。

蒋称 这四点立场
,

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

蒋

的这些主张
,

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
,

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
,

成为后来提

出
肠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

的思想基础
。

卢沟桥事件后
,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
,

将

问题提交国联
,

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
。

月 日
,

国联在日内瓦开会
。

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

员会
。

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
“

诉诸武力
”

的行为
,

但拒绝宜布 日本为侵略者
,

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召开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
。

当时
,

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 日本已经占领了中

国东北广大土地
,

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满洲

国
。

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 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

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
,

智囊人士认为
,

收回东北三

省及其他一切失地
,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

斗目标
,

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
,

《九

国公约 》会议作用有限
,

因此
,

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

无法解决的问题
。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

肯定
。

月 日
,

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
。

月 日
,

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

国首席代表戴维斯
。

此前
,

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

大使狄克逊提出
,

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
,

因此
。

戴

维斯询问程天放 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

停
,

中国是否接受调停 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

接受 程天放当即回答
“

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
,

即

须恢复 月 日以前之状态
。 ”

根据以上叙述
,

在提出
“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

匹坚巴血亘毯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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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同时
,

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

北
,

而是准备将这一
“

老大难
”

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
,

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
。

此后
,

蒋介石和

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

中苏两国政府的共同意见

年 月 日
,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

介石及孔样熙
,

转告 日本条件
,

再次警告蒋
“

千万不

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
” 。

蒋介石当即提出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
。

他说 只要 日本不恢复

原状
,

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
。

至于具体条件当

然可以讨论
,

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
。 ”

可见
,

蒋提出这

一问题
,

目的仍在剥夺 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
“

战

果
” ,

抵制 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

略要求
。

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
,

在当日日记中自

述云
“

敌托德使传达烤和条件
,

来作试探
,

仍以防共

协定为主
,

余乃严词拒绝之
。 ”

月 日
,

蒋介石在

会见陶德曼时重申
“

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

不变
,

并须保持其完整
。 ”

当时
,

中国和苏联在反对 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

益
。

月 日
,

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

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
,

命其向苏方询问
,

如 《九国公

约 》会议失败
,

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
,

苏俄
“

是否有

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
” 。

月
,

伏罗希洛夫
、

斯大林

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
,

在紧急关头
,

苏联将参

战
。

但是
,

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
。

因此
,

当南

京危急
,

蒋介石要苏联
“

仗义兴师
”

时
,

苏联却借词

推脱了
。

月 日
,

斯大林
、

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
,

声称
“

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 日出兵
,

恐将

被认为是侵略行动
,

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

善
。 ”

斯大林等开出的
“

参战
”

条件是 《九国公约 》签

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

批准
。

电中
,

斯大林等表示
,

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
,

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
,

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

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
,

同时
,

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

谈判中的立场
。

电称
“

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

军队
,

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
,

中国为和平

利益计
,

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
。 ”

这样
,

将
“

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
”

作为中日

谈判的前提
,

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
,

而

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

“

抗故到底
”

之
“

底
”

在何处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
,

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

摆
、

矛盾
、

反复的过程
。

日本侵占东北
,

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

后
,

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
,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

问题
,

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
。

其原因
,

在于蒋认为

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
“

丧权辱国
” ,

不如不谈 即使谈

判成功了
,

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
、

约束其军方的能力
,

谈了也等于白谈
。

年 月
,

卢沟桥事变爆发
,

蒋

介石认为
“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 ,

决心应战
。

他预估

再有两年时间
,

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年

后
,

不只收复东北全境
,

而且可以
“

收回台湾
,

扶助

朝鲜独立
” , “

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

月 日
,

胡适

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
,

主张放弃东三省
,

承认
“

满洲国
” ,

以此换得日本让步
,

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

系
。

蒋介石即表示 日本没有信义
, “

以为局部的解决
,

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
,

是绝不可能
,

绝对做不到的
” 。

次年 月 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
,

蒋介石 日记

云
“

收复失土
,

痛雪国耻
,

全在一身
,

能不自强乎
”

蒋介石早就认为
,

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
,

它的解

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

年 月 日 日记

云
“

如不能引起世界大战
,

恐不易使楼国失败也
。 ”

月 日日记云
“

中楼战事问题
,

实为国际问题
,

非

有国际干涉
,

共同解决
,

则决不能了结
。

否则
,

直接

讲和
,

则中国危矣
。 ”

当时
,

蒋介石已在研究
,

如欧洲

战争爆发
,

则中国将与英
、

法
、

俄共同作战
,

并借机

解决东北问题
。

日记云
“

速谋与英
、

法
、

俄进行共同

作战之计划
,

以期中楼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 ”

年

月 日
,

德军进攻波兰
。

同月 日
,

英
、

法对德宣战
,

第 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

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
,

使他敢于公开昌言
,

中国
“

抗

战到底
”

之
“

底
”

与世界战争之
“

底
”

同步
。

月

日
,

蒋介石发表 《
“

九一八
”

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

书 》
,

文称
“

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
,

三年来奋勇抗战

的目的
,

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
,

要解救

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
。 ”

同年 月 日
,

蒋介石

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
,

批判国民党内要

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
,

及早结束对 日战争的错误思

想
。

他说
“

我们抗战的目的
,

率而言之
,

就是要与欧

洲战争 一 世界战争同时结束
,

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

界问题同时解决
。

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
,

要恢

复
一

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
,

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

法
。

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
,

就一

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
,

乃有真正的解决
。 ”

这

样
,

中国抗战的目标就大为提升了
。

批评苏
、

英
、

美三国对中国东北的错误主张

年 月
,

德军进攻苏联在即
,

苏联为全力对

道卫翅望主县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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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两面作战
,

力图稳住在东方的 日本
。

苏联与

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了《中立条约 》
。

苏联保证尊重
“

满

洲国
”

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

日本保证尊重
“

蒙

古人民共和国
”

之领土完整
。

日
,

蒋介石自我检讨

云
“

余竟未想到其必互认满蒙伪国之领土也
,

此乃余

对事理未能究乎其极之过也
。

此过不改
,

必致误国
。 ”

巧 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
“

东北四

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
,

而为中华民国之领

土
,

无待言赘
。

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

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
,

决不能承认
。 ”

日
,

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
、

省政府称
“

只要我能独立 自强
,

战胜暴敌
,

则收回失土
,

恢复主

权
,

势所必至
,

理亦当然
。

区区苏
、

日一纸不法之声

明
,

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
”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
。

月 日
,

蒋介石得悉英国有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与日本妥协的意

见
,

日记云
“

英国 不仅明示 日本在东三省保有其

经济权
,

且称以邻国二字
,

使俄国对我东三省尚有同

等权利
。

呜呼 其用心之险恶
,

可谓极矣
”

月

日
,

蒋介石得到情报
,

美 日达成妥协
,

美国已同意 日

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
。

蒋介石日记云
“

今日问

题
,

权操在我
,

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
。

今 日中国政府

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
,

在此不惟美国之 自杀政

策
,

乃为美国之不利
,

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
,

顾无损也
。 ”

日
,

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
,

发表

《告全国军民书 》
,

文称
“

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

生命是整个的
,

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
,

也是

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
。

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

土
,

是存则俱存
,

亡则俱亡
,

生则同生
,

死则同死
,

这

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
。 ”

蒋介石的这篇文章
,

明为
“

告全国军民
” ,

实为对国际的宣告
。

同年 月 日
,

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
,

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
“

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
,

否则新疆
、

西藏皆将不保
,

外

蒙亦难收复
。 ”

年 月
,

日本偷袭珍珠港
,

太平洋战争爆

发
,

英
、

美对日宣战
,

中国由单独抗战进人与同盟国

联合作战阶段
,

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

蒋介石

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
,

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

条约
,

确定对英
、

对俄
、

对各国要求
“

东四省
、

旅顺
、

大连
、

南满
,

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 ”

年 月
,

蒋介石设想
, ,

在日本
“

北进
” ,

进攻苏

联之时
,

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
, “

收回失地
,

恢复
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

,

掀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

本
。 ”

巧 日
,

他甚至乐观地设想
,

将于 年之前完

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
。

同年

月 日
,

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
,

得知美

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
,

作为日本与苏联之

间的
“

缓冲国
” 。

这对蒋介石说来
,

宛如
“

育天霹雳
” ,

“

益觉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
,

令人寒心
” ,

但他立

即声明
“

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

绝无讨论之

余地
。

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
。

盖我抗战若非为

收复东北失地
,

早可结束矣
。 ”

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

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
,

让他们

明白
,

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

苦
,

支持抗战
,

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
。

他并进一

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 日本曾表示
,

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
,

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

件 又曾提出
,

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
。

蒋称 这些
,

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
。

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
,

蒋用三句话概括说 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 日本侵

略
,

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
。

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

战
,

因尚未收复东北
。

东北四省就历史
、

法律
、

人

种
、

事实各方面言
,

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
。

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
,

重申东北是中国的

一部分
。

蒋强硬表示 倘此问题不解决
,

则平等
、

自

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
,

皆无意义可言
。 ”

在蒋介

石的一再坚持下
,

美国政府于 月 日发表声明
,

承

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
,

蒋介石感到欣慰
,

日记云
“

此

乃余对居里提议之一
,

已见效矣
。 ”

中一政府为收回东北所作的巨大摘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形势急转直下
。

年

月
,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
,

英
、

美军队在

北非登陆
。

年 月
,

意大利投降
,

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

月 日一 日
,

美
、

英
、

中

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
,

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

如何处置 日本等问题
。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
,

蒋介石于 年 月起

草拟各项文件
。

当月 日
,

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

后的共同宣言要旨
,

提出
“

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
” ,

这就将中国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

月 日
,

蒋研究与罗斯福

谈话要点
,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
“

东北问题
” 。

月

日
,

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
、

邱吉尔谈话要点
,

问题

之一仍为
“

东北
” 。

在开罗会议中
,

中国政府代表通

过和英国的斗争
,

在《开罗宜言 》中明确宣布
,

将东

北
、

台湾
、

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

重大胜利
。

但是
,

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

容易的事
。

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

三坚巴宝直卫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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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一 流品燕扁艺

力量
。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 年 月至 年

月
,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

中取得胜利
,

挫败 日军精锐师团
,

但是
,

却在豫湘桂

战役中溃败
。

自 科年 月 日军渡过黄河
,

进攻河南

始
,

至当年 月
,

占领贵州独山止
,

个月之内
,

日

军长驱两千余千米
,

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千米土

地
。

这一切
,

使罗斯福感到
,

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

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
。

倚靠美国人吗 在太平洋战争

中
,

美国军队和 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
,

已经

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

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
。

为

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

罗斯福企图利

用苏联红军的力量
。

年 月
,

罗斯福
、

邱吉尔
、

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决定
,

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

事结束时
,

协助中国对 日宣战
。

但是斯大林提出
,

必

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

加以保存 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
,

此

权利因 年 日本之诡诵攻击而受破坏者 南库

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
。

大连商港应辟为

国际港
,

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
,

旅顺仍复

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
。

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

连之南满铁路
,

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
,

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
,

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

权
。

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
。

以上各条
,

除南库页岛

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
,

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

权
。

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
,

对于与斯大

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

蒋介石也指斥其
“

卖

华
” 、 “

侮华
” , “

畏强欺弱
,

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
,

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
” 。

他担心罗逝世后
, “

美

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
” 。

月 日
,

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
,

会见斯大林
,

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
“

租借方式
” ,

但坚持中国必须

承认
“

外蒙独立
” 。

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
,

企图将

这一问题
“

搁置
” 。

但是
,

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
,

毫

不让步
。

月 日
,

蒋介石指示宋子文
“

若苏联能协

助我对日抗战胜利
,

对内切实统一
,

则为苏联与外蒙

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
,

我政府或可忍此

牺牲
。 ”

月 日
,

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
,

在苏联保

证中国东三省领土
、

主权及行政之完整
,

今后不再支

持中共与新疆
“

匪乱
”

的条件下
,

可以同意苏联要求
。

月 日
,

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

连
、

旅顺
、

中东铁路
、

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
,

认为比

年 光绪二十二年 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
“

苛刻
” ,

日记云
“

明知其为讨价
,

而寸衷刺激不堪
,

所受侮辱
,

亦云极矣
。 ”

月 日
,

蒋介石接见苏联

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再次强调
“

外蒙独立
,

则于我国牺

牲极大
” ,

苏联必须同时
“

协助我东三省领土
、

主权与

行政权的完整
,

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
,

和新疆变

乱的解决
。

必须这三点做到
,

我才可排除一切
,

解决

外蒙问题
。 ”

他坚持
“

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

权
,

一定要完整的
。 ”

月 日
,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

第一颗原子弹
、

月 日
,

苏联对日宣战
,

数十万苏

军攻入中国东北
。

月 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

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决 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

中东铁路及南

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
,

主权属于中国
,

由中苏

两国共同经营 大连辟为自由港
,

行政权属于中国

旅顺口 由
“

两国共同使用
” ,

民事
、

行政权属于中国旅

顺政府
。

在 《条约 》所附照会中
,

苏联政府承认
“

东

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
,

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

申尊重
,

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 ”

同 日
,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
,

中国的抗 日战争必须首先建

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
。

年 月 巧 日
,

他就表示

过
“

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
。 ”

但是
,

蒋介石在事实

上无法做到
,

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
。

当蒋

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
,

中国虽 已跻身
“

四

强
” ,

但是
,

名强而实不强
,

外强而内不强
。

国民政府

自身无力全部歼灭 日寇
,

收回东北
,

争取抗 日战争的

彻底胜利
,

不得不仰仗外力
,

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

代价
。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
,

蒋介石兑现了自己
“

抗战

到底
”

的诺言
,

他为此确定的
“

底
”

也逐渐变化
,

从
“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 ,

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
、

台

湾在内的所有失地
,

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
,

再

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
,

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

无条件之胜利
” 。

这种情况
,

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

内
。

对于这种作用
,

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
,

但

是
,

我们又要看到
,

这种情况的发生
,

主要是中国抗

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

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形势 日益明朗的结果
。

令
【责任编辑 】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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