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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对外方略

左双文 1 　高文胜 2

(1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广州 510631; 2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 天津 300387)

　　摘 　要 : 1926年 7月 9日 ,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 ,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率师出

征。因北伐所经之地必然遇到的如何对待外侨、外国使节、外国公司、教堂、租界等问题 ,开始具体

地介入对外事务的处理 ,思考有关外交问题 ,对重大外交事务与外交交涉发表意见 ,并逐渐与武汉

国民党中央发生了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斗争。至四一二政变之前 ,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

反帝并非盲目排外 ,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及一切合法权益 ;二、专对英国 ,不牵动他国 ;三、取消不平

等条约及收回租界 ,绝不用武力及暴动 ;四、对日联络 ,有所期待 ;五、不满外交现状与争夺外交主

导权。蒋北伐期间的外交方略是其整个政治谋划和政治性格的一部分 ,为他带来了一定的成功 ,

但受其政治性格及整个政治环境影响 ,也构成了他最终无法跨越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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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7月 9日 ,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 ,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率师出征。7

月 27日离开广州 ,经韶关、郴州、衡阳等地 , 8月 11日进驻长沙 , 27日 ,离长沙入湖北 , 9月 19日 ,

又从湖南东进江西 , 11月 9日 ,始进入南昌 ,其后设总司令部于江西数月 ,在前线逐步形成了一个

新的中心。因北伐所经之地必然遇到的如何对待外侨、外国使节、外国公司、教堂、外国租界等问

题 ,开始具体地介入对外事务 ,思考有关外交问题 ,对重大外交事务与外交交涉发表意见。关于

蒋介石北伐期间与外交有关的问题 ,如与列强的关系、对日态度等 ,过去虽有一些论著涉及 , ①但

系统梳理的文章所见似还不多。这是笔者选取此题加以讨论的一个原因。

一、“打倒帝国主义 ,绝非仇视外人”

在 1926年 7月 9日的就职宣言等书告中 ,蒋介石宣称 ,革命战争的目的 ,是在造成独立自由

之国家 ,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② 这还是此时期流行的一般性的打倒列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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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的口号 ,看不出有何个性与特色 ,也缺乏具体的政策宣示。但随着北伐军事的推进 ,蒋的态

度和立场就开始明确起来 ,因在新占领的城市和区域 ,如何对待其中的外国人、外国公司、教堂、

外国舰船等 ,是一个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问题 ,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以便

各路官兵有章可循。8月 17日在长沙 ,蒋介石“晚 ,开外交委员会 ,至十一时散”①。此会还有那

些与会者 ? 所议何事 ? 年谱作者未录 ,但三天后的 8月 20日 ,蒋即在长沙发表了对外宣言与对

全体将士的训令 ,申述对外策略 ,估计便与这次外交委员会的讨论有关。该宣言表示 :“无论何国

人士 ,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 ,一切生命财产 ,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

平等条约 ,援助军阀 ,害我国民 ,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 ,中正纵欲保其友谊 ,亦恐碍于正义 ,此则不

得不于战前伸明 ,以求我友邦谅解者也。”一切均取舍于其对国民革命的立场 :“其扶持正义 ,赞助

我国民革命者 ,中正爱之敬之 ;如其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 ,中正攘之辟之。”②同日 ,蒋以国民革命

军总司令名义在长沙训令全体将士 ,申述对外策略 ,训令称 :“吾党起而打倒帝国主义 ,绝非仇视

外人。不但帝国主义国家中之多数痛苦民众 ,为吾国同胞吾党同志之好友 ,吾人应诚意待之 ;即

侨居吾国之教徒、商贩 ,凡非妨害中国国民革命之行动者 ,吾人亦应加以爱护 ,一视同仁。”③

8月 23日 ,蒋发表《告全国民众促实现必须条件书》,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其关于内政外交改

革的 33条基本主张 ,其中对外部分 7条 ,依次为 : (1)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 ,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

权之条约 ,求中国国际地位上之平等 ; (2)撤退外国驻在中国内地之海陆军 ; (3)撤销领事裁判

权 ; (4)收回租界 ; (5)收回关税自主权 ; (6)取缔教会学校 ,收回教育权 ; (7)严定外国非得中国政

府许可 ,不得在中国自由设置产业 ,创立银行 ,发行纸币。④ 这包含了近代以来中国要求摆脱帝国

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控制、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主张 ,也是孙中山去世前一直坚持的

内容。⑤

可能因为北伐出动后 ,引起一些外侨的骚动 ,并反映到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 , 8月 25日 ,外交

部长陈友仁打电报给蒋介石 ,提出保护外侨问题。9月 3日 ,蒋复电陈友仁称 :“万急。广州外交

部陈部长勋鉴 :有电敬悉。关于保护外侨一层 ,已经通令各军遵照 ,对于外人设立之教堂及学校

等 ,尤禁各军不得占住妨碍 ,请转达知照。”⑥陈虽是大革命时期“革命外交”的关键人物之一 ,但

其态度和手段还是理性而平和的 ,“革命外交”的重心还是“外交”,遵循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而

并非逸出常轨的自由行动。⑦

蒋介石对于外交部门从国际惯例出发提出的有关建议还是尊重的 ,一些维护在华外国人合

法权益、维持正常外交礼仪的命令 ,就是根据他们所请发出的。9月 23日 ,他致电虎门、黄埔守将

王萼、方鼎英告知 :“顷接外交部漾电称 :‘驻北京美国公使麦加利敬日乘省港轮抵粤 ,依国际惯例

外使有优待之礼文 ,所携各物 ,有免税之权利 ,其随行人员 ,亦一律加以礼貌 ;此次麦使进出虎门

等海口 ,对于该使以其随员与前往迎接之船只 ,务请免除一切检查 ,以重邦交。’等语。合亟电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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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财产。如 1927年 1月 6日对驻汉英领事、法领事的谈话 , 12日电各省军民长官 , 24日对各省政务会议的通令等。这实

际上成为国民革命政府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 (参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 ,第 553、557、5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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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办理。”①10月 12日 ,因在岳阳的北伐军屯驻教会事 ,引致美国领事抗议 ,蒋致电驻长沙的第

8军参谋长张翼鹏 ,令即查明并“转饬该部队迅即迁让为荷。”②

关于外国军舰驶入北伐军作战区域的问题 ,蒋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最初态度较为强硬 ,下

令以武力禁止 ,其后亦接受了外交部的建议 ,同意在查明国籍后放行。9月 9日 ,蒋电复岳州驻军

团长罗树甲称 :“现值戒严时期 ,对于汉口、岳州间水面交通 ,业经宣布封锁 ,无论何国军舰轮船 ,

一律禁止入口。比电罗交涉员转知各国领事在案。该军舰竟于深夜向岳冲驶 ,自应以武力制止 ,

藉策安全 ;以后仍仰严加警戒 ,毋稍疏忽为要。”但到 10月中 ,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蒋告知 ,美国

驻广州领事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 ,对北伐军限制外舰晚间不许在长江武汉战区航行 ,并须于白天

在指定地点接受检查提出异议。外交部认为 ,依现有中外条约 ,外舰出入 ,未便检查 ,似可让外舰

在指定范围停泊 ,待查明国籍后 ,即在晚间 ,也予放行 ;并已复函美领。“庶于防范之中 ,仍寓亲善

之意。”同时亦声明 ,美舰不宜于此时驶入 ,致受战事之累。接此电后 , 17日 ,蒋即致电北伐军武

汉方面的总指挥唐生智请其按外交部的意见查核办理。③ 其后 ,又将此作为统一处理办法通令

前方各部队遵照办理 ,并于 10月 27日电陈友仁让其就此规定“向外交团切实声明”。④

11月 19日 ,蒋在南昌接见外国记者时强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他说 ,除非中国收回

了各国租界 ,废除了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和各项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革命将永不停止。

蒋在谈话中还竭力反对北京政府所主张的逐步撤废治外法权的原则 ,认为不平等条约应立即废

止 ,所有外人监督管理下的海关、邮政、盐政等机关 ,均应交还中国主持 ,以完成中国革命的

目标。⑤

二、“专对英国 ,不牵动他国”

1926年 10月 17日 ,邵元冲、郭泰祺等到北伐江西前线见蒋介石 ,“复初对外交有所陈述”,邵

元冲也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关于外交 ,邵主张应集中反

英 ,对日可联络 :“外交上既弗克取一切帝国主义者而摧陷之 ,则当宜分别缓急 ,目下除英人为决

不能妥协外 ,日本则欲与英人竞长江商务 ,颇对我表示好意 ,宜与之有相当联络 ,若法若美皆与我

现在无利害冲突之点 ,故亦可予之表示联络 ,则英人之孤益孤 ,且有所惮而不敢肆 ,然后乃能渐就

我之范”。⑥ 这类建议 ,应当对蒋发生了影响。即使是单独对英 ,蒋也倾向谨慎从事。在公开场

合 ,他 11月中旬、12月底还在大谈将来与帝国主义作战 ,但对于具体涉外问题的处理 ,蒋却表现

得冷静、谨慎 ,这自然给外国人留下了温和、稳健的印象。1927年 1月 6日 ,得知武汉卫戍部队缴

英租界公安局枪械 ,其他重要机关概由政府派队守卫 ,英兵撤回军舰 ,蒋表示 :“此大事也 ,风潮已

4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700 - 701页。麦加利应是这期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 (John Van A. Mac2
Murray)的旧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727页。

《蒋总司令令罗树甲严禁外国军舰入口电》、《蒋总司令嘱唐生智照外交部函意对待外舰电》,罗家伦主编 :《革命文献》第十

三辑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 1984年 ,第 232、244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765页。

参见李恩涵 :《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 - 1931》,第 52页。关于 11月 19日的这次谈话 ,《蒋介石年谱初稿》只有“回总

部 ,接见自由西报记者”一笼统记载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799页 )。

《邵元冲日记》,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第 287页。据有关史料 ,当时冯玉祥甚至主张“亲日”。1926年 11月 4日 ,

冯致函黄郛称 :“现在先将以往无智识之过失 ,一笔勾去 ,而奋然不顾的努力革命 , ⋯⋯至对于时局 ,则唯有击吴、和阎、联

奉、亲日八字作根本。我兄对于国内外大局 ,知之极详 ,尤盼指示 ,盼帮助也。”(沈云龙编 :《黄膺白先生年谱》,台北 :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 , 1976年 ,第 257页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左双文　高文胜 　北 伐 出 师 后 蒋 介 石 的 对 外 方 略 民 国 研 究

起 ,应慎重处之。”①

1月 7日 ,英兵在九江残杀民众 ,蒋介石担心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应 ,急电驻军贺耀祖师长转

令各团体 ,未得政府命令以前 ,不得自由行动。旋派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前往处理。在当晚召开的

政治会议讨论“处置对外方针”时 ,蒋主张“以和平不辱国为主”②。

1月 8日 ,在南昌开政治会议 ,在“讨论应付汉口外交”时 ,蒋“主张专对英国 ,不牵动他国”,

并决定到武汉一趟。③ 这时武汉的反英气氛相当浓厚 ,左翼的《汉口民国日报 》几乎每天都有对

英斗争的文章和报道 ,而甚少触及其他列强。12日 ,蒋到达武昌 , 13日 ,到汉口。在汉口对民众

的演讲中 ,蒋委婉地强调了单独对英的必要性 ,这篇演讲发表在《汉口民国日报》上 ,其中关于外

交方面的要点为 :

一是单独对英 ,而不要仇视其他各国 :“我们此次的外交方略 ,应该是单独对付英帝国主义 ,

并且要结合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共同打倒英帝国主义。这是什么道理呢 ?

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中间的首领 ! 帝国主义的首领打倒了 ! 一切的不平等条约自然都可以废除

了 ! 所以我们此次外交应当采取这种方针 ! 对于法、日、意、美及其他各国 ,暂时不应仇视 ,而且

要联合他们共同来打倒英帝国主义。对付各国 ! 应当特别注意 ! 要有分别。”这种意见被公开刊

登在报纸上 ,日、美等国人士自然能够看到 ,当然也乐于看到 ,也必然影响到他们对蒋的态度。

二是要将帝国主义与一般外国人区别开来 ,不能盲目排外 :“要知道压迫我们的 ,是各国的帝

国主义 ,并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在他们本国之内也是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 ⋯⋯所以我们应

当联合他们各国国内的被压迫民众 ,来共同推翻帝国主义。”蒋号召“农工商学兵各界要团结起

来 ,受政府的指挥”,“严守秩序”,“在统一策略之下 ,去向帝国主义奋斗”。④

15日 ,蒋在武汉与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外交 , 17日 ,参加政治党务联席会议 ,议决外交宣言

案。⑤ 18日下午 ,出席武汉各界欢宴蒋总司令大会 ,蒋在演讲中再次强调农工商学兵联合的必要

性 ,蒋谓现在工潮已引起各界很大的恐慌 ,认为政府和商学界对农工的利益应特别给予照顾 ,但

也批评了工友对商界的幼稚行为 ,称农工商学兵是五个兄弟 ,“商学比较程度高明 ,生活优胜 ,就

象两个成年兄弟有独立生活 ,对于农工两个小兄弟要尽一份义务 ,相与提携 ,可是工友们举动不

免幼稚 ,就是没有知识 ,这并不是对农工看不起 ,如绑人戴绿帽等小孩子毛病 ,我们当他小兄弟时

代 ,要原谅 ,明白这一点商界许多恐慌 ,许多认为困难问题 ,都可以解决 ,一旦进而团结在一条战

线上 ,去打帝国主义。至于工友们也要晓得在国民革命时代 ,对革命不忠实的人 ,早已跑到上海

去了 ,留在此地都是最可怜的兄弟 ,都是革命民众 ,否则绝不会在武汉商界。”并说 ,“在中国国民

革命时代谈不到打倒资本主义 ,是要打倒外国资本主义。”⑥实际上 ,对于工农运动对内冲击一般

商人、对外冲击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一般外国人 ,蒋都既明确、又措辞谨慎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

要求民众服从政府 ,严守秩序。

1月 22日 ,蒋致电程潜、贺耀祖等整饬军纪 ,令程潜在九江、汉口间的日船上各派宪兵 4名 ,

防止在日船上肇事 ,“如有越轨行动之士兵 ,即依法严行拿办不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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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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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台北 :“国史馆”, 2003年 ,第 12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12 - 13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13页。

《蒋总司令在汉口欢迎大会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 1月 15日 ,第 3张第 2页 (此演讲对了解这期间蒋的外交、政

治主张相当重要 ,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似未见收入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19、20页。

《武汉各界欢宴蒋总司令纪盛 ,蒋总司令之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 1月 20日 ,第 3张第 1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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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外稳健的主张 ,应当与听取了黄郛、张群等人的意见有关。1927年 1月初黄郛到南

昌 ,据黄郛年谱称 :“先生在南昌时 ,与蒋总司令 ,张总参议群等研商克复京沪后财政金融之规划 ,

外交之部署 ,人员之支配 ,绅商之联系 ,以及浙省之策动等等 ,无不深思熟虑 ,预为筹谋。”黄郛且

受命到上海活动。因这时“武汉异心 ,奉军及残败之五省联军尚有力 ,经济中心之江浙 ,亦恐惧怀

疑 ,外交上英日利害最切己”,为了安抚江浙资产阶级和消除英日等列强对蒋介石过激的疑虑 ,

“非得中外深信其和平稳健而非过激危险如先生者 ,暗中居沪运筹 ,不易为功。”①黄郛是蒋介石

两次专函、并派张群出马从北方请来的拜把兄弟 ,这时颇得蒋之信赖。

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 ,绝不用武力及暴动”

在 1927年 3月 24日的南京事件后 , 3月 30日 ,蒋在上海接见外国记者。德国记者问其对于

收回租界拟取何种办法 ,蒋答 :“当用和平方法 ,政治手续 ,绝非用武力解决者。”31日 ,接见日本

新闻记者团 ,部分问答如下 :问 :“对于南京事件 ,总司令能负完全责任乎 ?”答 :“能。”问 :“既负责

任 ,将采如何方法 ?”答 :“须待调查之结果再定。”问 :“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之事 ,总司令能保

障乎 ?”答 :“能。”下午 ,又在总司令部邀请英美日法等国记者谈话。在谈话中 ,再次明确提出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外兵外舰撤出中国等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对外侨在南京事件中的损失完全负

责 ,待调查清楚后必给予满意之解决 ;另一方面 ,对英美未经任何交涉即实施炮击表示抗议 ,对某

些西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表示不满。蒋说 ,他在来上海途中 ,见到外国军舰及兵士甚多 ,尤其

是租界内 ,有如临大敌、紧张备战之势 ,很受刺激 ,租界本来是我国领土 ,租界当局这样做 ,势必加

剧紧张局势 ,故对租界当局不得不提出警告。“若各国仍用十九世纪之政策 ,采用军舰兵队之武

力对付中国 ,不但不能有益于租界及侨民之生命财产 ,而反有害。因现在之中国 ,与十九世纪时

之中国不同之故也。我国民革命军所过之地 ,各友邦均可不必派兵 ,因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生

命财产 ,负完全保护责任。⋯⋯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各种武力及示威行动 ,毫不恐惧。”并就外交问

题发表两点非正式声明 :一、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 ,绝不用武力及暴动 ,当由中央政府采用

外交正当手续办理 ,各国侨民不必恐惧 ;二、国民革命的目的 ,是求国际地位之平等 ,各国如能谅

解此点 ,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 ,归还租界 ,自当认为友邦。即以前以不平等待我者 ,只求其能变更

以前之主张 ,亦可和好亲善。租界当局现在的做法 ,及一些外资工厂拒绝工人复工 ,民众甚为愤

激 ,如不改变做法 ,将来发生暴动 ,应由租界当局负全部责任。国民革命军有责任保护租界中的

华人 ,但又不能通过租界 ,是不合情理的。“总之 ,外兵外舰一日不撤退 ,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之

生命财产 ,一日不担保。甚望各友邦从速改变方针 ,俾得彼此早日修好。”②不过 ,一个读者容易

发现的情况是 ,蒋介石发表这类反帝、爱国、维护主权的言论 ,一般是在公开演讲、宣言、公开会见

外国记者的情况下 ,而与私下会晤的言论有所不同 ,但就其一生的立场和言行看 ,应当还是反映

了其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

蒋承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不树敌过多 ,宣称不以暴力方式改变租界现状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做法 ,含有对列强妥协的成分 ,与国民革命阵营内激进派的主张和做法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

歧 ,尤其在后期 ,他在外交方面我行我素 ,对政府和党的权威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如果撇开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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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沈云龙编 :《黄膺白先生年谱》,第 268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151 - 163页。并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 1 - 6月份卷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7年 ,第 441 - 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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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的分歧 ,从单纯北伐作战的策略和利害而言 ,作为北伐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 ,这样处理 ,对于

顺利推进北伐军事 ,集中有限的力量打倒国内的北洋军阀 ,还是有利的、必要的。问题在于 ,这时

蒋以个人的意志支配国民革命、日益站到联俄联共政策的对立面、以血腥暴力方式对付左翼和工

农民众的行为与他在外交方面并非完全错误的做法交织在一起 ,他对外策略合理的成分与迎合

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防止中国“赤化”的一面纠缠重叠 ,而使人们很难将其合理的一面从中剥

离出来。

四、对日联络 ,有所期待

据 1927年 8月 17日日本首相田中的一份谈话 ,蒋介石别有怀抱 ,暗中与日联络的动作是比

较早的 ,谈话称 :“蒋于广东起事之际 ,即派使者前来致意声称 :不久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 ,尚祈

关照。”①

1926年 11月 ,日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 ,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

1926年 12月 ,币原外相派其亲信、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南下 ,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

地访问国民党要人 , 12月中 ,在武汉见陈友仁 ,经黄郛介绍 ,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 ,感到蒋是国民

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②

1926年底 ,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派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 ,黄郛通过张群安排铃木到

九江与蒋介石会见 ,宇垣交待铃木的使命是“中国如果和共产党携起手来进行赤化 ,日本将陷于

困境。你去游说蒋介石 ,让他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 ,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对铃木表示 :“为了保

全东亚 ,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我到南京后就正式表明态度 ,你等着瞧吧。”③

1927年 1月 20日 ,吴铁城代表蒋介石秘密赴日 ,交涉中日间政治问题 ,“向币原外相担保中

国人永不反日”④。

1月 25日 ,蒋在庐山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 ,会晤后 ,江户也电告外相说 ,蒋介石谈

话明确表示 ,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 ,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 ,并保证承认和如期偿还外国借

款 ,及充分保护外国投资的企业。⑤

1月 26、27日 ,蒋介石在庐山与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他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会见 ,

据日本学者臼井胜美的书中披露 ,谈话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 ,如对英、对苏俄、对收回租界的态度

等 ,最主要的是对日关系 ,包括对中国东北与朝鲜问题的态度。 (1)对英问题 ,蒋介石谴责了英国

以保护上海租界为由对上海的出兵 ,表示不会将汉口的英租界还给英国 ; (2)对苏俄 ,蒋强调 ,国

民政府采取委员制 ,对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提案 ,国民政府作自主的决定 ,国民政府不但没有

受苏联利用 ,更没有接受它的指导。这无疑向列强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即正在蓬勃崛起

的国民党政权并无意成为苏俄的附庸 ; (3)对租界问题 ,蒋表示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 ,待底定东

南后 ,才提出合理收回它的提议 ; (4)中日关系 ,小室问蒋 ,中国能否与日本合作 ,蒋答 :中国人很

难了解日本的真意 ,不过能照币原外相的演讲实行就很好。小室问蒋对“满洲问题看法如何”,蒋

答 :“根据我们的主义 ,满州 [洲 ]也应该收回。唯对日本来讲 ,在政治经济上 ,满州 [洲 ]问题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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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87年 ,第 144页。

杨天石主编 :《中华民国史》第 2编第 5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北京 :中华书局 , 1996年 ,第 311页。

参见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 :《日中友好の捨石 秘録 土肥原賢二》,东京 :芙蓉书房 , 1972年 ,第 196 - 198页。

述之 :《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向导》周报 ,第 190期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 ,第 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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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我们又了解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的感情问题。我们也知道孙文先生对满洲问题

有特殊的了解 ,因此我们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予以特别的考虑。”小室又问革命军是否在支持

朝鲜的独立运动 ,蒋答复的大意为主义上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实际上还没有给予任何援助。故

臼井胜美对此的评论是 ,“蒋氏对于日本认为最重要的满洲权益和朝鲜独立问题 ,非常慎

重。”①另有记载显示 ,蒋介石在小室面前对中日关系作了积极得多的表示 ,而对苏俄则表示疏

远 :“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 ,还是为了利用我们 ”;“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

国 ”;“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 ,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 ”。②

2月 15日 ,戴季陶受蒋的委派启程赴日。17日抵门司 ,对日本记者团称 ,此行“乃以国民

党同志资格求日本朝野谅解本党真意 ”。2月 26日 ,戴季陶访日外务省 ,与出渊次官、亚洲局

长木村等会晤。戴称中国革命决不采过激手段 ,俄人援助只为精神的 ,说国民党赤化者全属误

解 ,并力说中日必须提携 ,望日本朝野谅解与援助。③

3月 10日晚 ,蒋在南昌宴请日本最大在野党议员、后任满铁总裁的山本条太郎。11日 ,蒋

与山本谈中日关系 ,对山本所提“中日亲善 ”,蒋表示 ,“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 ,须从根本上着

手 ,即对高丽台湾 ,亦应去其羁绊。诚能扶助弱小民族 ,则岂特中华民国愿对日亲善而

已哉。”④

而蒋所期待的日本的“正确评价 ”在此前后似乎都有收获 , 1926年 12月中旬佐分利贞男

到汉口拜会陈友仁并到南昌见蒋后 ,向外相币原报告说 ,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并没有像所宣

传的那么偏激。⑤ 币原断定 ,能取代“无能的北京政府 ”统治“除满洲之外 ”的中国本土的 ,非

蒋介石莫属。⑥ 1927年 2月间 ,币原对英国大使说 ,在理论上蒋介石虽然很激进 ,但其行动却

是很稳健。

3月 24日 ,发生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 ,日本军舰未参与。蒋介石适在自安庆赴南京途

中 ,得讯后当即派参议林石民至日本领事馆 ,表明处理态度并请代为转达英美当局 :“刻由中

国军舰利通前来报告 ,云在南京之英美军舰向南军开炮 ,其原因未详。但我军对英美两国并无

敌意 ,蒋公拟亲赴南京 ,负完全责任 ,解决此事。故切望英美两当局 ,立即停止炮击。因目下通

信机关断绝 ,无法将此意传达英美当局 ,请由日本官宪代办此事云。”⑦27日 ,又派原南京交涉

员林赤民访问日总领事森冈 ,对南京事件表示遗憾。⑧

故在事件之后 ,“币原外相却坚持其不出兵的方针 ”。他认为这是欲使蒋介石垮台的国民

政府内部激进分子的政治阴谋 ,采取强硬措施“等于促进稳健派的蒋氏没落 ,帮助激进分子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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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井胜美 :《日本对中国不干涉政策的形成》,台北 :水牛出版社 , 1986年 ,第 35 - 37页 ,访谈原文载于《时事新报 》1927

年 2月 9日。币原外相演讲应即指 1927年 1月 18日币原在日本议会发表之外交政策演讲 ,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领

土 ,不干涉中国内政 (演讲内容原文可参见日本外务省编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下 ,东京 :原书房 , 2007年 , 88 -

92页 ;中文译文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 1 - 6月份卷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 1977年 ,第 93 - 9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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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政府和军队的实权 ,因而牵制英、美 ,极力拥护蒋氏立场 ”①。这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维夫

(CharlesMacVeagh) 3月 28日晚 8时向国务卿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实 :“今天下午同日本外相

会晤时 ,他宣称日本政府不因南京事件而改变对华政策 ,日本政府目前认为派军队去中国是不

必要或不明智的。外相相信 ,蒋介石强烈反对这些针对外国人的暴行 ,将竭尽全力予以镇压 ,

维护秩序 ;他认为南京暴行是广州派中企图使蒋介石丧失信誉的激进派挑起的 ;日本已劝告蒋

介石 ,他和广州政府的前途取决于维护秩序 ,镇压暴乱 ,如果维持不住秩序 ,便意味着蒋介石和

广州政府的完蛋。外相相信 ,蒋介石既愿意也能够维持秩序。他认为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压制

措施都是错误的 ,因为这只会帮助蒋介石的敌人 ,并使广州派中的激进派得以控制广州政府和

军队。”②这也是日本方面较为一致的意见。3月 28日 ,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向币原

外相提出应对南京事件的对策 :“如果革命当局至今仍不自觉深刻反省并迅速采取公正文明

的态度的话 ,那么帝国也不得不预告 :帝国不得不放弃从来之隐忍 ,与列国一致进而采取自卫

手段。关于南京事件的解决 ,基于致力于拥护蒋介石等南方派中的稳健分子而将责任归之于

该派中过激分子即共产派之旨趣 ,在英美各国与蒋介石之间进行调停斡旋 ,致力于和平解决的

手段。 (中略 )为达到上述目的 ,帝国政府根据非正式手段 ,让在中国南部各地驻在的文武官

员图谋南方稳健分子的团结特别是促进与国民党右派的提携 ,如果有必要 ,可提供其所需要的

援助。”③4月 7日 ,陆相宇垣对总理若槻建议 ,“压制并驱除长江上游及南方之共产派 ,主要由

列国协同承担以军费及武器供给南北两派的稳健分子。”④

五、不满外交现状与争夺外交主导权

对外交问题 ,率师北伐的蒋介石是否应当发言 ? 有多大的发言权 ? 是根据外交部的要求

具体予以配合 ,还是全权处置不受政府外交部门的约束 ? 北伐三个多月后 ,广州国民政府对于

主要是军人身份的蒋介石在外交方面表现出来的过于浓厚的兴趣似乎产生了警惕 ,“10月 30

日上午 11时。陈 (友仁 )氏宣布 :国民党会议最近通过一项关于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决议 ,外

交职权集中于正式委任的广州外交部长之手 ,政府不受蒋中正等军事将领未得陈氏部门同意

而订立的外交协定及盟约的约束。”⑤

但政府的这类决议似乎从来都不能对蒋介石发生作用 ,其后的几个月间 ,蒋介石的外交活

动反而日渐频繁 ,且对广州 —武汉政府的外交现状越来越感到不满 ,如 1926年 12月 27日 ,蒋

介石即表示 :“外交、财政亟须改进 ,党务来日大难 ,革命不患强敌 ,而患内讧 ,如何能消弭此衅

耶。”28日 ,又因“党事纠纷 ,外交无主 ,财政奇窘 ,孙传芳转猖狂 ,殷忧殊甚。”⑥

1926年 12月 31日 ,从广州出发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及

顾孟余、丁惟汾、何香凝等到达南昌 ,蒋介石将这批人留下 ,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

昌 ,而不是到武汉与此前设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会合 ,蒋介

石挟中央以令天下的意图开始彰显。1927年 1月 7日 ,蒋介石、张静江等指令在武昌组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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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井胜美 :《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時代―》,第 37 -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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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会议武昌分会 ,以取代临时联席会议 ,并明令归南昌政治会议领导。但 10日的武汉临时联

席会议却认为 ,武汉已有代表中央之机关 ,不必再成立政治分会。1月 9日 ,蒋介石从南昌抵

武昌 , 1月 18日离鄂返南昌。这次武汉之行 ,应该是促成蒋介石对武汉中央与鲍罗廷愈加不

满 ,决计走向破裂、公开反共的重要一环。谁代表正统的国民党中央 ? 武汉、南昌间展开了公

开的较量 ,双方互不买账 ,国民革命阵营实际上形成了武汉“激进派 ”与南昌“稳健派 ”对峙的

两个中心 ,这种抗争不仅涉及政治话语权 ,同时也涉及外交主导权。

1月 28日 ,中共在对时局宣言中 ,揭露了帝国主义诱惑国民革命阵营中的“稳健派 ”、“温

和派 ”,以分化国民革命的企图 ,说以温和的方法对付帝国主义的主张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 :

“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 ,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 ,而且还

用软的方法 ,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 ,和他们妥协 ,以打击所谓急进

派 , ⋯⋯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

得到的 , ⋯⋯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 ,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 ,

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①

2月上旬起 ,这种争执已完全公开。8日的《汉口民国日报 》发表题为《要求中央党部国民

政府立即迁鄂 》的社论 , 11日的社论明确喊出“扩大党的威权 ! 严肃党的纪律 ! 铲除一切封建

势力 ,完成民主统一的革命运动 !”等口号。13日 ,报纸对蒋介石的外交高参黄郛、王正廷厉声

斥责 ,说对这些混入革命阵营的北洋走卒要“慎守门户 ,谨防扒手 !”17、18日发表邓演达的代

社论 ,批评有人欲“包办革命 ”,“以拿破仑自居 ”。21日 ,武汉方面决定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

府名义在汉开始正式办公。22日 ,南昌方面开中央政治会议 ,议决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 ,武

汉不得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24日 ,武汉国民党员 15 000余人召开大会 ,要

求统一党的指挥机关 ,拥护革命政府的统一外交。3月 3日 ,南昌方面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

府于本月 6日全部迁鄂 ”,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此背景之下 , 3月 7日 ,蒋在南昌总司令部发表演讲 ,对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批

评他“联合日本放弃联俄 ”的内容 ,不予承认。他说 ,“这种话有没有 ,各位同志相信不相信 ,当

不待我言。我们总理为什么要联合苏俄 ,就是要求中国自由平等。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

神待我 ,我们哪有放弃联俄政策之理。至于日本 ,如果对我中国一天不放弃他的侵略政策 ,那

我们就没有一天能和他妥协的。我们外交政策的立足点 ,是求中国自由平等 ,无论哪一国能以

平等待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同他联合。对于苏俄也是抱定这个态度。”继之他对当前的外交

政策作了阐释 ,他说 :“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 ,是要使得各国谅解中国的国民革命 ,不与本党冲

突。所以在广东联席会议同政治会议就决定 ,各国如果没有来压迫我们、妨害我们革命的时

候 ,我们应该取一种和平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外交方针 ,同本党的政策 ,就是这样的。”②这个

话 ,也并非毫无根据 ,对日联络的主张 ,在一段时间内 ,是苏联、中共、国民革命政府一致的外交

策略 , ③但这时却成了蒋对付武汉的一种托词。

3月 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开预备会 ,但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未到。10日 ,会

议正式开始。会议期间 ,“提高党的权威 ”、“反对军事独裁 ”的口号引人注目。至 17日 ,二届

三中全会共召开七次会议 ,形成了所谓指导机关之统一、外交政策之统一、财政政策之统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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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向导》周报 ,第 186期。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108 - 112页。

参见于永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 3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左双文　高文胜 　北 伐 出 师 后 蒋 介 石 的 对 外 方 略 民 国 研 究

命势力之统一四大政策。《汉口民国日报 》在 3月中旬公开发表了《各级党部声讨老朽昏庸的

张静江 》、《长沙各界一致通电反蒋 》、《蒋介石竟反对恢复党权 》等文章 ,稍后又开始了对蒋介

石外交活动的公开声讨 ,特别是对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 ”、“与日本帝国主义谋妥协 ”的

指控 ,要蒋“不要上了日本人的当 ,去替帝国主义者压制反对帝国主义的空气 ,不要蹈北洋军

阀的覆辙 ,对于争外交的群众格杀勿论。”①但实际上对蒋介石已无任何约束力 ,倒是为蒋介石

在日、美方面作了义务宣传 ,使他们更清楚了在中国国民革命内部应当争取和利用谁 ,打击和

压制谁。② 同时 ,可能也促使蒋介石更少了痛下杀手的顾忌。

3月 26日 ,蒋介石到上海 ,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来送特别通行证的西探表示 ,“保证与租界

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 ,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27日 ,日本领事来见 ,“有质问宁

日侨死伤意 ”。蒋叹曰 :“奸党捣乱 ,使外交纷扰益甚 ,可痛可叹。”“晚商议外交事。”③30日 ,遵

外相币原之令 ,日驻沪总领事矢田会见蒋介石 ,要求“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刻的考

虑 ”,蒋表示“充分体察尊意 ,定当严加取缔 ”。④

武汉国民党中央一再强调外交统一 ,上海这边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却更见频密 ,包括前述的

接连会见各国驻上海记者 ,发表对外交的“非正式 ”谈话。4月 1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

会议决 ,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 ,须尊重二届三中全会议决之外交、财政、交通统一各案 ,违

者以反革命论。⑤ 2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蒋介石“克日离沪赴宁 ,专任筹划军

事 ”,“对于外交 ,未得中央明令以前 ,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 ,并切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

或文字之通牒 ,以强迫帝国主义直接与国民政府交涉 ”。同日 ,严电申斥蒋介石擅委郭泰祺为

上海交涉员 ,下令拿办郭泰祺并开除其党籍。⑥

3月 31日 ,日本外相币原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 ,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于管束共产党的

跋扈缺乏信心 ”,应促其迅速采取反共行动。⑦ 4月 1日晚 ,矢田向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转达了币

原的意旨 ,“促蒋深刻反省与注意。”⑧4月 2日 ,黄郛向矢田转达蒋介石的意见 ,对日方的意见

“表示谅解和衷心感谢 ”,并称“整顿国民党内部已下决心 ,现在正召集将领仔细讨论中 ,一俟

准备就绪 ,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黄透露蒋的具体计划首先是解除工人武装 ,然后由在沪的

国民党中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 ,夺取中央党部 ,排除共产党。”⑨3日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支持

汪精卫复职的通电 ,称“自汪归来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 ,本人

独司军令 ,俾专责成。”�λυ这完全是在虚与委蛇以麻痹对手了。

日本一方面在上海加紧与蒋介石的联络 ,另一方面则对其厌恶的武汉政府给了狠狠的一

1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λυ

《湖南救党运动之激进 ,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汉口民国日报》, 1927年 3月 20日 ,第 1张第 2页 ;《责难蒋介石》,《汉

口民国日报》, 1927年 3月 24日 ,第 2张第 2页 ;《莫把上海当南昌 》,《汉口民国日报 》, 1927年 3月 31日 ,第 1张第 1

页。

黄郛夫人沈亦云称 :“上海总领事矢田在宁汉对立时 ,与汉口总领事高尾都同情南京的。”(《亦云回忆 》下册 ,台北 :传记

文学出版社 , 1971年 ,第 350页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1,第 147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 ,第 589、590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86年 ,第 1009 -

1010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 908 - 911页。

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 ,第 532 - 533页。

参见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 ,第 547页。

参见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 ,第 548 - 549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 ,第 593 - 595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专 题 研 究 系 列

击 :也是在 4月 3日这天 ,因 2名水兵与人力车夫的争执 ,日舰水兵竟武装登陆 ,制造了汉口

“四三惨案”,很难说 ,这与上海的促蒋破裂的行动是毫无联系的。4日 ,汉口方面的唐生智亲

访日本总领事高尾表示歉意 ,并声明极力维持治安 ,请日本撤退登陆水兵 ,遭到日总领事的断

然拒绝 ,并对汉口实行经济封锁 ,所有在汉日人工厂、银行、会社、商店一律停业 ,日方的亲疏向

背已再明显不过。

接下来 ,在 4月 6日 ,蒋介石命令 ,从本日起 ,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 ,武汉各报“妨碍

革命 ”之记载及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 ”广告 ,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 ;如有违抗者 ,在戒严期

内 ,应按戒严条例惩办。① 12日 ,四一二政变发生。13日 ,蒋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 》,反

指是中共打乱了国民党的外交策略。其中提到 ,“国民政府外交政策 ,先从集中对付一国着

手 ,今各处事件发生 ,往往牵涉多国 ,投入国外特殊国家及特殊国体 (疑为“团体 ”———引者 )之

圈套 ,不顾利害 ,听人指挥 ,破坏统一外交之责 ,谁实负之。”此处应是指此前的“集中对英 ”政

策 ,所谓特殊国家和团体 ,当是影射苏俄和共产国际 ,因在 4月 18日的《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

书 》中 ,蒋说中国现在有三条路 ,一条是“跟着共产党走 ,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 ,以实行赤色

恐怖的专政 ”,再次提到“国外特殊团体 ”,意思十分明显。② 蒋攫夺国民革命的果实以为禁脔、

反苏反共、与日美亲善的意图 ,已不用再作任何遮掩了。

这一结局 ,在激进派看来 ,是蒋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左派 ,葬送国民革命 ;而在蒋看来 ,是

不想因为激进派的冒进而影响他的北伐大业。但蒋的亲日主张很快就遭遇到严重的挑战 ,

1927年 4月田中内阁上台 ,对华转取强硬政策 ,希望蒋的攻势局限在南方 ,而不触动日本有特

殊利益的东北和欲扩大势力的北方 ,与蒋北伐统一的民族主义诉求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遂有济

南事件及其后一系列针对蒋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中日冲突之发生 ,蒋对日本虽日益不满和怨恨 ,

但因国内问题的困扰而一忍再忍 ,最终在日本无休无止的紧逼之下 ,忍无可忍 ,终于走上对日

全面抵抗的道路。

蒋的目标是在他的掌控下的统一建国 ,为此不惜与一切在他看来是阻碍和干扰他此一目

标的力量宣战 ,而不会受意识形态的信仰所左右 ,也不会被传统道德或者革命的道德所约束 ,

蒋为此举起他的右手 ,毫不留情地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打翻在地 ,但不旋踵间 ,又举起他的另

一只手 ,将追随他反共但不赞同或不拥护他独裁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胡汉民等一个一个

打下去 ,而似乎没有片刻的犹豫和内疚。蒋的进攻北洋军阀、反帝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

国近代历史的潮流 ,但蒋强烈的帝王思想 ,只许我负人不许人负我的极端、褊狭的个性 ,骨子里

对下层民众的漠视 ,又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符合近代大多数中国人意愿、真正为中国人民认可和

接受的领袖。中国还没有成熟的生长近代民主政治的土壤 ,但中国人民也不喜欢一个不能改

善民生 ,又将民主践踏于脚下的领袖。

(作者附记 :本文为广州市黄埔军校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初稿提交 2007年 11月 3 -

4日在东京大学召开的“清末中华民国初期的日中关系史 ———协调与对立的时代 1840 -

1931”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上承陈三井、家近亮子“座长 ”及黄自进等先生点评和指教 ,会后与

日本中央大学客座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高文胜教授合作进行了修改 ,并蒙在日本樱美林大学

任教的张玉萍女士译成日文 ,将收入日方出版的论文集 ,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朱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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