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0卷 第 1期 

2007年 1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科 学 版 ) 
W 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1．60．NOol 

Jan．2007．084~089 

史、蒋矛盾冲突与美中战时利益分歧 

陈 国 清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陈国"~(1951一)，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 

教授，主要从事民主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摘 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蒋介石 

总司令的参谋长，来华工作两年半时间。此间，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三次矛盾冲突，三次冲突 

的直接原因皆与军队指挥、控制权和租借物资统制权相关，深刻原因则是中美两国政府战时利 

益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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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 ·史迪威在美国部队里以“尖酸的家伙”这一诨名著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 3月来 

华，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参谋长，在华服役两年半 此间，史迪 

威与蒋介石自始至终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乃至冲突，蒋介石不仅充分地领受了史迪威的“尖酸”，而 

且有时甚至近似侮辱。为此，蒋介石曾多次想赶走史迪威，1944年 9月的“指挥危机”终于迫使罗斯福 

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史蒋矛盾冲突在抗 日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蒋冲突的发端、形 

成及其原因，是研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自1944年 1O月史迪威离华至 

今，对于史蒋矛盾冲突的解释，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评论，一说是史蒋个人气质缘故；一说是史迪威越权而 

致；还有的说是因“容共”与“反共”分歧而起；也有争权说和多因素说。总之，各执一端，不一而足。据笔 

者看来，史蒋冲突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表现是因权力而起，因权力而终，而间接的也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原 

因则是战时中美统治集团利益分歧所致。 

一

、史迪威赴华使命上的分歧 

1941年 12月 7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基地，宣告美 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下 

旬，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华盛顿召开“阿卡迪亚”会议，确定了英美联合作战的大致规划。在 

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该会的情况下，美英领导人决定成立中缅印战区，事后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这项决 

定，并接受所派遣的一位美国司令官监督该战区的美军组成部分。1942年 1月 5日，蒋介石接受了这 

个建议，但条件是他本人仍然要担任中国本部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和当时驻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宋子 

文希望能派一位“恰当的美国人”，这位官员“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体制知道得越 

少越好，他的任务是接受别人的授意加盖橡皮图章，只帮助催促美援而不过问中国的政治、军事Ⅲ(第95 

页)。然而，美国陆军部却遴选了史迪威这位中国通，而不是一位中国问题的“生手”。史迪威曾长期在 

中国生活过，从 1911年来华到 1939年返美，其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美国军界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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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属于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这-7蒋介石所期待、所要求的人选条件显然不合。这表明史迪威出使中 

国主要是美国方面“塞”给蒋介石的。这就为日后史蒋的共事投下了阴影。 

史迪威赴华的使命问题，中美双方看法也不尽一致。美国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给史迪威交代的任 

务是“协调、消除障碍，使(滇缅)公路畅通，将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将任务交给他们。钱不成问 

题’’。z (第11页)。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改进 

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 E (第12页)。而中国方面对史迪威使命的理解是“为中国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防 

务援助事务；在大元帅(蒋介石)之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国部队和可能指定给他的中国部队；在任何在中国 

举行的国际战争会议上代表美国，并担任大元帅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和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第 12页) 

上述美中关于史迪威来华使命的措辞，显然不尽一致。美国方面赋予史迪威来华的任务是为战时 

美国利益而争控军事指挥权，蒋介石方面则将史迪威在华的工作定位为“委员长的参谋长”，这是一个权 

力不大明确的职务，并且前提是“为中国”、“在大元帅(蒋介石)之下”。在中美这种各有所求、各有所图 

的前提下使华的史迪威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开始就陷入了中美矛盾之中。而史迪威本人则 

是一位美国利益至上的代表人物，一旦中美利益发生冲突时，当然要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同时，美国 

统治阶级本来就视史迪威为美中关系这盘棋上的一颗棋子，史迪威 日后的进退，自然由不得他自己了， 

他在华的成功与失败，也不是他个人能掌控得了的。 

二、史、蒋三次冲突及矛盾焦点 

从 1942年 3月史迪威来华到 1944年 1O月离华，其间两年半的时间里，史迪威与蒋介石在一系列 

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由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时而激化时而缓和，故而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妥协总是交织进 

行，他们的冲突规律主要是随着史迪威对蒋介石逼迫、控制的轻重缓急而变化，每当这种逼迫和控制超 

过了蒋介石忍受的限度，威胁到蒋介石的生存时，蒋介石就发出驱史信号，一旦对方退让，或给予补偿， 

蒋介石就适可而止。蒋介石在 1942年、1943年、1944年的秋季连续三次要求史迪威离开中国。史迪威 

可谓是深深地领教中国秋天的“肃杀之气”。 

第一次驱赶史迪威基本上是被美国方面强硬态度所遏止，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次驱赶史 

迪威以宣传舆论为主，最后因蒋介石政权内部纷争，结果是虎头蛇尾收场。第三次驱赶史迪威，以蒋胜 

史去而告结束。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三次冲突较量的成因及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次冲突较量是因中 

国援缅远征军缅甸作战失败，史迪威要求改革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不能忍受史迪威对其军权的挑战。 

1942年 3月史迪威来华，史蒋会谈后，史迪威入缅指挥中国第 5军和第 6军。可是，史迪威在缅甸战场 

上指挥不动这两个军，部队的进退皆以蒋介石的密令行事，史迪威的指挥权有名无实，成为一个光杆司 

令。为此，他强烈要求指挥实权。蒋介石对他先是I：1头保证，继而答应给予关防以确定史迪威的权力， 

“当一个星期后关防送到时，它与原来许诺的名义大有出入，有了重要的变更。上面所刻的文字是‘同盟 

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也没有送来给予赏罚之权的信件。第 38师的官员，在战后说不 

论蒋介石在眉苗口头上是如何说的，关防上的‘参谋’两字指明史迪威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而他们就 

是这样看待他的” (第23页)。 

史迪威从缅甸脱险后，几乎刚一到印度，就满腔怒火地写了一份 5O页的缅甸作战报告。报告中一 

方面抨击英国人只关心印度殖民地，与中国人不合作；另一方面严厉指责蒋介石阻扰了他指挥中国军队 

的工作，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必须重新对中国军 

队加以整训、装备。史迪威在 5月 26日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谈到中国军队的虚弱，部分是由于缺乏装 

备。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师和军的司令官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去前线，对前线送来的夸大的、错误的 

报告不加核实地予以接受。史迪威提议对无效率的高级司令官要严格清除，部队要统一指挥，不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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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预嘲(第29—30页)。20天后，宋美龄在一次会议上说，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必须 

“现实”。并说“头不能砍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第39页)。这是对史迪威 5月 26日备 

忘录的惟一反映。其问，史迪威与蒋介石曾有过几次会晤，主要谈论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的问题和美援 

问题，避而未谈整顿中国陆军之事。蒋介石为了不使史迪威再纠缠这个问题，转而以守为攻，6月 26日 

召见史迪威，要他引咎自责，指出他的职责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其任务是全心全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争 

取更多的美援，不必把精力花在徒劳无益的军事作战上。几天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 

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 ：(1)调遣美军三个作战师来华；(2)立即建立一支拥有 5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 

可以由陈纳德指挥}(3)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 5 000吨物资。蒋介石认为这三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 

足，“中国不能毫无援助地再打下去”，将“作出其他安排” (第33页)。对此，史迪威一方面去信华盛顿 

要求不要理睬蒋介石的威胁，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答复蒋介石：(1)中国的成败既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 

尖端武器，战胜日本的关键在于军事改组；(2)他本身主要是中缅印战区全部美军的指挥官，从而也是 

“租借法案”的执行官}(3)也是最次要的，他的一个头衔是蒋介石的助手，并且后者必须服从前者啪(第 

34页)。这当然深深地刺痛了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美方在干涉中国内政，通知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 

他促使白宫召回史迪威，另换他人，并争取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但是，马歇尔回答宋子文说，他们不会召 

回史迪威；即使可以召回史迪威，他的继任者仍将担负与史迪威同样的任务，对“租借法案”武器行使同 

样的控制权 (第35页)。此后，史蒋关系日趋紧张，8月份美国总统的特使柯里访华时，蒋介石仍坚持 

要撤换史迪威。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极力阻止，罗斯福对中方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就采取不加理睬的 

态度。而蒋介石则因为罗斯福 1O月 12日答复了他的三项要求中的后两项，自己的权力基础和自尊心 

都得到了保全，也就不再提驱史了。这样，第一次史蒋冲突化解。 

第一次史蒋冲突，虽然蒋介石未能撵走史迪威，但蒋介石以“最后通牒”的方式从罗斯福那里获取了 

500架飞机和一批物资。这种物资上的补偿，填补了蒋介石精神上的损失，史蒋之间的较量打成了一个 

平手。同时，这却为史蒋第二次冲突留下了伏笔。第二次史蒋之间的冲突、较量本质上还是第一次冲突 

的继续和发展。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并没有展开正面冲突，主要是通过双方的代表相互 

宣传、攻击，史蒋之间矛盾的焦点不像第一次那样集中和突出，史蒋二人也未分出高低输赢，牺牲的只是 

第三者 。 

自10月 14日美方答复了蒋介石的三项要求后，史蒋矛盾暂告平息。史迪威开始着手准备 1943年 

春在缅甸发动的军事攻势。但是，这一计划刚一订出，立即遭到英国的反对，英方坚持要推迟到 1943年 

11月发动攻缅作战。接着，蒋介石于 1943年 1月 8日也正式向罗斯福表示不同意渡过萨尔温江发动 

缅甸战役，理由是收复缅甸必须海陆联合作战，没有这个条件，最好推迟到秋季。为此，史迪威很恼火， 

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佬真损。这种局面正中他们的心意。如今他们要溜了，中国人也要溜了”_l (第121 

页)。“现在除非我们态度强硬，逼着委员长遵守诺言，否则他就会永远从我们手中溜掉。”_l (第121页)史 

迪威认为，如果马歇尔同意的话，就以华盛顿的名义发出通牒，而不提及罗斯福，这样才能“使这个刁徒 

老实起来 (第121页)。但是，在 1943年 1月中旬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史迪 

威的缅甸作战计划被否定，并且罗斯福此时开始重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指示陆军部和马歇尔增加陈纳 

德而不是史迪威的物资支援数量。这样史迪威继改组中国军队失败后，开辟滇缅公路的计划也成泡影。 

而蒋介石则在策略上施行“以夷制夷”，在 1943年里，使空中战略鼓吹者陈纳德与地面战略鼓吹者史迪 

威展开了一场竞争。史迪威与陈纳德双方施展了各种手段争权邀宠，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他们不仅谋 

求华盛顿方面的支持，而且也注意与中国的权势人物勾结。陈纳德在中国占上风，在美国陆军部虽然没 

有什么影响。但罗斯福却不主张史迪威和马歇尔的“强硬政策”，同意逐步增加通过喜马拉雅山航线运送 

物资援助中国。这不能说不是对陈纳德的一种支持。故此，史陈二人势均力敌。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斗 

争开始由公开变为隐蔽，合法变成“非法”。1943年的头几个月，史迪威制定了一些“排除蒋介石”、“渗 

入和控制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认为，干涉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驻华的使命并不是使国民党永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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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是要使军队成为一部得心应手的机器”叫(第131页)。但是，这些密谋都未贯彻。不是史迪威不想 

付诸实施，主要是他考虑到中国军政集团内没有比蒋介石更有能力领导中国的人。对于蒋介石来说，为 

了防备不测和争夺美国战时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权，他派遣宋子文赴美，努力在美国人中消除由史迪威 

所引起的不良影响。这样，1943年整个夏季，史迪威在重庆和白宫均遭遇冷落，他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多 

余的人。直到 9月份以后，史迪威的活动才频繁起来。因为，陈纳德击败日本的空中战略已经叫得不响 

了，日本侵略军突袭了陈纳德基地以回敬陈纳德的空袭。9月1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转移西北的兵 

力来阻止日军对陈纳德计划的反应，同时也拨一些武器给共产党部队，作为对其抗 日行动的鼓励。与此 

同时，史迪威又开始插手蒋政权内部的权力之争，企图以宋子文和陈诚取代蒋介石、何应钦。建议援共 

和插手内政，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于是史蒋再起冲突。由于新任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上将出于自身利 

益，不愿有人把他的副手、最精通中国问题的史迪威从其身边弄走，认为“如果把指挥中国军队近两年时 

问的史迪威撤换掉，他无法实施运用中国军队作战的计划”_3 (第568页)。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 

统特使萨默维尔施展了他全部的圆滑手腕和劝说本领，宋氏姐妹宋蔼龄、宋美龄又从中活动。这才使蒋 

介石撤回了向萨默维尔提出的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这次冲突中，史蒋双方未正面交锋，史迪威图谋“排 

除蒋介石”，谋而未践，蒋介石驱赶史迪威虎头蛇尾，双方都有些投鼠忌器的意思。而宋子文则受牵连， 

以后被蒋介石冷落，离开权力舞台一年。 

第三次史蒋冲突，双方都是孤注一掷。1943年 12月，美、英、苏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在“扶蒋”还 

是“去蒋”问题上一度产生过动摇，曾口头表示史迪威可以考虑去蒋，“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把他 

换掉，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_1 (第153页)。史迪威自恃有罗斯福的支持，再次请求罗斯福逼迫 

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罗斯福于 1944年 7月 6日致电蒋介石要求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 

7月 8日蒋介石复电，表示原则上同意，但要求“必须有一个准备阶段以便史迪威得以对中国部队行使 

绝对指挥权，而不致有任何障碍”_2 (第108页)。7月 23日，蒋介石提出三项条件：(1)共产党军队不得接 

受史迪威指挥，除非他们同意接收中央政府的命令；(2)对于史迪威和他的关系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 

限；(3)租借法案援助要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 (第112页)。8月 2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的 

回答，语气傲慢，基本上否定了蒋介石的三项要求。蒋介石则对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拖而不办。史迪威 

为了攫取指挥权，频频去函华盛顿要求白宫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压。9月 16日，终于盼来了罗斯福给蒋 

介石的最后通牒，史迪威看到电文中有“让史迪威将军能够毫无约束地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这样命令 

式的字句，兴奋不能自抑。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快感，亲自将电文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表情地看了 
一 下电报译文，“除了脸色变得苍白和丧失说话的能力外，他没眨一下眼睛，他只对我(史迪威)说：我明 

白了”口 (第127页)。9月 24日，蒋介石由赫尔利向罗斯福转交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保证“支持任何一 

名适于被派来中国担任野战军司令官的美国官员”。但是，“史迪威将军不适合于新的指挥权所给予的 

重大、复杂、需要审慎的职责”_2 (第130页)。这样罗斯福面临着是抛弃中国还是抛弃美国将军的选择。 

罗斯福尽管对蒋介石有过不满，甚至考虑“去蒋”，但那只是短时间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支持蒋介石仍然 

是他对华政策的实质。故此，在要中国还是召回史迪威的问题上，他当然是选择前者。于是 1O月 19日 

史迪威被召回美国。 

三、史、蒋矛盾的根本症结 

自1942年 3月史迪威来华到 1944年 1O月离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发生过矛盾冲突， 

有些问题甚至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史蒋冲突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权”字。具体表现在：(1)对中国军 

队的指挥权；(2)租借物资的管理权；(3)对中共问题的处置权。这三者中，指挥权则是最突出、最根本的 

问题，自始至终是史蒋矛盾的主线。史迪威先是争取局部的指挥权，继而是争取全面的指挥权。而蒋介 

石在军队指挥权上始终不作重大让步，他认为史迪威的作用主要在于催请美援。当史迪威催逼太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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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压力过大时，蒋介石便有限度的让步，但整个中国战场军队的指挥权是坚决不交出的。为此，史迪威 

也用尽心机，一是亲自组织训练新军，二是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试图以裁汰旧将校，任命新人，进而取 

得国民党军队事实上的指挥权。当他的计划不能如愿时，就利用租借物资的统制权，卡蒋介石的脖子， 

甚至扬言要武装共产党，以此来要挟蒋介石。 

史迪威虽然在二次大战后期也步入美国四星将军之列，其地位与影响实际上并不及军界同仁 

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等，何以敢在当时号称四巨头之一、集中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面前 

咄咄逼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史迪威身后有美国统治集团做后盾，史蒋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中美两国统 

治集团战时的矛盾冲突的反映或折射，是战时中美关系折冲的一个缩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国的抗战，基本上是持观望态度，奉行孤立主义，为了避免与日本作 

战，甚至想牺牲中国。珍珠港事件后，尽管美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但此时美英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 

方针是“先欧后亚”。美国当局为了减轻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最近政策是利 

用中国拖住日本，其办法是加紧对蒋介石的援助，并努力“使中国成为大国”，以此满足蒋介石的虚荣心， 

不让中国崩溃，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忠实伙伴和支持者。史迪威是美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他的许多做法 

是为了尽快打败 日本，这是符合美国当前的根本利益，所以得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支持。后来既然日本 

战败的趋势已定，从将来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计，当然不能失去中国，因为利用中国可以遏止苏联， 

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和发展。因此，不难看出，史迪威的得势与失势皆反映着美国在当前利益与未 

来利益问题上的态度。一旦史迪威完成了美国最近而迫切的使命，其进一步的行动有碍美国将来在亚 

洲的利益，当然他必须从中国离去。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抗战初期呼吁美方援助，但收效甚微。当初战受挫时，转而消 

极避战，保存实力，静观时局发展，希望日美开战。由于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蒋介石集团极为兴奋，认为 

美国参战对于战事好转有利，从相信美国的力量转向一味依赖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援助。不愿付出更 

大的代价、作出更大的牺牲。更多的是考虑到未来自身的利益，即国共之间的较量。为最近的利益计是 

拖住美国，向美国当局漫天要价；为将来的利益计，则尽可能保存实力。这就与美国当局的最近目标和 

利益发生了冲突。这即是史蒋矛盾的症结。蒋介石集团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取美援，最小代价的付出牺 

牲，这与美国方面提供援助的初衷相悖，故而美国当局就运用“胡萝 卜加大棒”的手段，驱使蒋介石抗击 

日军。而史迪威这个美国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代表，往往使用美国对付小国领导人的态度来对待蒋 

介石，这不仅蒋介石本人受不了，连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也甚感屈辱。如何应钦抱怨说：“我们所 

需要的物资都要由美国人决定。作为运交这些物资的条件，他们要训练我们的部队。甚至应当训练哪 

种部队，也要事先由他们决定。训练以后，他们要通过联络官保持对部队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都是与美 

援有关的相当麻烦的问题。-[13(第132页)可见，蒋介石多次驱赶史迪威，实际上是两种利益的冲突，蒋介 

石反对史迪威其实是变相地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钳制。蒋介石从表面上还竭力装出这是在维护民族独 

立和尊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从本质上讲他是在为自己的统治着想。蒋介石明白一旦失去军队的 

控制权，美国当局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随时有换马的可能。他也明白，他的军队若是让史迪威全 

部拿去与日本人作战，即使不被消灭，也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他已预感到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力量 

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国民党政权的生存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无论从自己的统治权，还是本 

阶级的利益，蒋介石当然不愿轻易地放弃对军队的控制，不愿他的军队在美国人的指挥下与日本人作拼 

死的决战。此外，从面子上看，堂堂一位中国战区统帅听命于一位普通美国将军，这也是蒋介石所不能 

忍受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史蒋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当时中美两国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美 

方在一系列权力上紧逼不舍，主要出于为自己的最近利益着想；蒋介石丝毫不放松军队的控制权，主要 

是着眼于自己的统治权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未来的生存。尽管美方没有最终争得中国军队的全面指 

挥权，但始终处在矛盾的主导地位，并保持对租借物资的统制权和部分地控制着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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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参与了中国军官的任免决策。蒋介石虽然保住了军队的控制权，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处于防守被动 

地位，始终只把斗争矛头局限在史迪威一人身上，不敢扩大到美国统治集团，充满了妥协和屈辱，总是有 

意和无意地把自己置于仆从位置，这充分地反映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对美政策的妥协和依赖的 

真实面目。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中美统治集团在短期和长期内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即日本侵略者和 

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可以调和的，在一定的时候对于某些问题可以相互妥协、相互退 

让，不计前嫌而达成新的妥协和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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