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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自蒋介石日记于 2006 年 3 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以

来，国际汉学界刮起了一股“蒋介石研究旋风”:海峡两岸的众多学者东渡太平洋，到胡佛研究院去

阅读、抄录蒋介石日记; 解读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杨天石撰写的《找寻真实的蒋介

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和陶涵( Jay Taylor) 撰写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 The Generalissi-

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轰动; 以蒋介石研究为

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和台北举行。因日记开放所引发的蒋介石研究热潮实际上意味着

以往对蒋介石研究所存在的局限。当然，客观地讲，当事人所撰写的日记，只能是一种参考资料，

档案和原始文献资料才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本栏目刊登的两篇论文都是利用新近公开的蒋介石

档案和日记等撰写的新作，均力图在新史料和新视角上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 ( 陈谦平)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陈谦平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摘 要: 1928 年 5 月 3 日发生的济南惨案，预示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

体系约束下的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胜利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统

一中国时，新任首相田中义一确立了“武力干涉”的政策;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中日双方

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士兵的仇日情绪为日本军队的攻击提供了口实，而日本企图借口济南事件扩

大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

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此举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 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

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义

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 1928 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

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关键词:蒋介石; 济南惨案; 对日交涉; 北伐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1928年 5月 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实际上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的前奏。在经历了
南京事件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反苏亲美英政策逐渐明显，日本田中内阁执政后对于中国采取了强
硬政策，并不认同蒋介石二次北伐、统一中国的举动，济南惨案正是这一系列政策变化过程中各
方势力博弈和碰撞的结果。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济南惨案的研究可谓成果卓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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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成果有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 《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鹿锡俊的《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
交涉》( 《史学月刊》1988年第 2期) 、杨天石的《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 《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罗志
田的《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臧运祜的《中日关于济案交涉及其解决》( 《历史研究》
2004年第 1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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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有成果在研究视角、史料利用以及对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后所采取政略评价等问题上皆有
不足。日本为什么要数次出兵山东，田中政府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济南惨案究竟是在怎样的情
况下发生的，日本侨民和军队有没有受到劫掠和攻击，蒋介石在济案交涉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
用等等，这些问题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台湾新近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
本》以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黄郛档案，试图从国际关系
的大背景来重新审视蒋介石在济案交涉中的决策。

一、从币原到田中:日本对华“武力干涉”政策的确立

自币原喜重郎 1924年 6月就任日本外相以后，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日本对华政策得以
确立。币原外交于 1927年 3月南京事件发生时受到考验。在北伐军士兵闯入日本领事署抢劫
财物，并伤及领事和日本侨民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有进行抗击，并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
城的行动。当英美打算采取强硬手段来对付蒋介石时，币原更是力排众议，认为:“解决当前危机
的首要关键，就是要同情中国的国民运动，使各国对国民革命军不致丧失信心，从而免使各国共
同出兵干涉。”他指出:“现谣传各国驻京公使商谈的协议内容中有主张对蒋发出最后通牒，而我
方认为这样只能徒然增加事态的纷争，最后各方采纳了日方的主旨，确立了各国协调的方针。总
之，对蒋而言，他很快就会博得内外的信任，平定时局大业可成。而决定其命运之关键即为其自
身之决心。”①币原认为最后通牒将把蒋介石逼入绝境。但日本国内反对币原外交的声浪更高，
政友会抨击币原外交“致发生南京事件，蒙受国辱”。② 日本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已代治利用枢密
院否决了紧急救令案，导致若槻内阁于 4月 7日总辞职。

继任首相的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是币原外交的激烈反对者，他亲自兼任外相，采取了积极的
对华干预政策。5月 28日，田中内阁命令乡田旅团 2 000余人前往青岛，继而于 7 月 8 日进抵济
南。尽管日本政府声明，出兵山东之目的，“纯属为求在华日人安全之自卫上不得已的紧急措
施”，“对南北两军的任何部队也绝不干涉其作战或妨碍其军事行动”，但参谋总长铃木庄六指示
乡田兼安旅团长除了保护日本居留民外，“为了保护国家及国军威信，或在完成任务方面遇有确
实不得已之情况时，可以使用武力”，这实际上是默许山东日军可以越权采取军事行动。③

与此同时，田中义一还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以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和武力干涉中
国内部事务为核心的《对华政策纲领》。田中义一强调，“凡尊重我在满蒙特殊地位”者，将给予
支持，而在动乱波及满洲，“对我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则不论来自何方”，均决心为防卫而
采取适当措施。④

下野后的蒋介石于 1927年 9月 29日访问日本。11 月 5 日下午，田中义一在其青山私宅与
蒋会谈约两小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
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⑤但田中再三劝告蒋介石:“当此之际，从大局着眼，应
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一俟基础巩团，方可着手北伐，这样部署，仍为最好的办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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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币原外务大臣致驻上海矢田总领事电( 1927年 3月 31日) ，编号 423，日本外务省编: 《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 1 部第 1
卷》( 1927年) ，东京:外务省，1989年，第 533页。
〔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外交史》( 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 517页。
参见〔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外交史》( 下册) ，第 521 －522页。
日本外务省编: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下) ，东京:日本国连协会，1955年，第 101 －102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2) ，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 109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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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
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①田中明确告诉蒋:“列强
里面，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的是日本，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
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

乃是最大的期望。”田中还明确告诉蒋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人们动不动就说日本援助张作
霖，这完全不合事实。日本绝对没有支援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质，就是替张说话等等也从来没
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②

田中义一向蒋介石传达了再明确不过的信息，就是南京政府应将势力范围限定在长江以南，
不应继续北伐，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故蒋断言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
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③。

二、中日官方对济南惨案原因的不同表述

1928年 1月 5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通电全国“矢志继续北伐”。4 月 7 日，南
京国民政府宣布继续北伐。从 10 日起，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对奉军展开全面攻
击。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向直鲁联军发起攻击，孙传芳和张宗昌部已无斗志，不断溃败。为了展示
日本政府的意志，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山东居留民为借口，于 4月 17日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干涉早有预料。“今日日本阁议，决派陆战队赴青岛，必要时且开入济南，
以保护侨民为藉口云。公( 即蒋介石) 早知日本阴谋，并业已一再声明负责保护外侨。今日国府
外交部又以公保护外侨本月江日电文，训令上海交涉署分送驻沪各国领事知照矣。”④蒋在 4 月
26日一面电令北伐军各部须遵守中央党部的应对措施⑤，严令“各军到达胶济铁路，须切实保护
外侨，并勿妄谈日本邦交，随地表示和平态度为要。”一面电令黄郛和张群“观察情形”，认为“田
中必助奉挣扎”。他计划让张群再度赴日，“与田中面说，以公私关系，只要其不妨碍北伐，不损失
中国国权与中日邦交，则其他如投资招商与汉冶萍等，当无问题。即其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如
常保护。总望与中日亲善一线之希望。由其旋转而实现之也。”⑥

4月 25日，日军第六师团 5 000余人在青岛登陆，一部继续沿胶济铁路西进，26日进入济南。

日军立即在济南城内设置警戒区，并构筑工事。4月 28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向蒋介石递交了声明
书，“谓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云。”日方还强
调，由于“日侨皆集济南商埠区内与正金银行及领馆、病院附近”，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商埠区。蒋
介石只得下令第一集团军所部“暂勿入商埠区，及保护外人银行、领馆、病院，对于胶济路亦毋庸
破坏，避免其藉词冲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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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李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近代史资料》总 45 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 218 －224页。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近代史资料》总 45号，第 218 －224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2) ，第 111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147页。
这些措施包括:甲、攻击田中个人，不涉及日本人民及其政党。乙、日本出兵，意在阻挠北伐，吾人应固后方。丙、应特别注
意共党之捣乱。丁、禁止罢工罢课。戊、任何党员对于此事，不能自由行动。己、此时应坚忍慎重。庚、保护外侨。辛、不必
开民众大会及游行等因，应即照办为要( 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09 －210页) 。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10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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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在山东的部署是:斋藤少将统率的第十一旅团分驻济南至青州间;岩仓少将指挥的
第三十六旅团分驻青州至青岛间;上村大队长统率的第十三联队二大队分驻博山及张店;日军铁
道队分驻济南、青岛、张店三处，保护胶济铁路;天津派来济南的三个中队担任普利门外胶东车站
及南部五马路一带防务;凡沿路线住有日侨之处，均有日兵驻守。①

第一集团军于 5月 1日进入济南。蒋介石则于次日清晨 6 时入城，“经过商埠口时，沿途见
日军警戒甚严，沙袋铁丝网依然张布，盖并未撤去也。且不许我军及人民在商埠通过。”此时济南
附近有陈调元第二军团、贺耀组第三军团、方振武第四军团约 5 万人，②“何难于顷刻之间剿灭倭
寇”，且北伐军内反日情绪高涨，“诸将多欲与战”，但蒋介石认为这样必然“有碍北伐”，因此抑制
了高级将领的战斗欲望。考虑到日军“如此高筑防御工事，实足引起我国军民之恶感，而益至纠
纷”，蒋介石遂派人请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来总司令部谈判，计划“令日军撤除一切防御工事”。福
田彦助“乃派一参谋与领事同来，对于公之要求乃阳为允诺焉”。③ 5月 2日夜，“日军即撤消铁丝
网、沙袋及警戒兵”④。

日本政府公布的文件也证实:“二日，到济之南军总司令蒋介石对日本师团长声明，南军可绝
对维持治安，要求日本军从速撤退及撤去防备设备。日本军乃于二日夜将该项防备撤去，以前避
赴安全地带之日本居留民中已有归宅者。”⑤

5月 3日上午 8时，日领事偕日宪兵司令谒见蒋介石，称赞“中国革命军到济南，军机风纪甚
好，而且严肃守秩序，故日军与日宪兵于今天撤回。此宪兵司令所以特来辞行也。”“日领事又极
言革命军如何如何好，张宗昌如何如何不好。又言日本如何如何帮助革命军，甘词媚语凡半小时
余……”⑥

然而，半小时后就发生了军队冲突事件。《事略稿本》这样描述了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

九时，忽闻有机关枪声，公曰:何为此时有此枪声哉? 夫逆军已远且军心已骇散，不
能复振，此时断断不致反攻也。此枪声得毋为日军寻衅呼? 遂派侍从副官外出调查，先
是日军司令福田见公约束革命军甚严，无从引起冲突，而彼出兵山东计划将完全失败，
故于昨日阳为撤去防御工事，外示修好，实则乃欲藉此混乱防区，俾得易于我军接近，制
造事件，以售其计。后又恐公立发其奸，故特于今晨派日领事与日宪兵司令来谒，以词
示好。福田狡谋既定，遂于日领事与日宪兵司令始退之项，即藉故寻衅，其衅端大略如
次:一、日兵藉口与我第四十军一士兵龃龉发生冲突。二、日兵故意阻拦我第四十军士
兵护送伤病至医院就诊。三、日兵故意不许我兵士以中央钞票在商埠市物。四、日兵不
准人民聚观标语，致有多人忿愤。五、日兵故意不许我士兵通过商埠。因此五端，日军
遂先以步枪击死我来往兵士数人，继以机关枪向我大部军队扫射。我军死伤至多，而空
前之济南惨案于以发生矣。

及公闻声，派侍从副官往查，时已枪弹密发，烟雾弥漫，遂路塞不可复通。侍从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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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51页。
日本方面估计在济南商埠及城内住屯之中国军队，“其数超过七万”( 参见《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
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50 －252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56页。
《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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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谓我军已与日本军队开火，并目见路上有我国两小孩被日军刺刀刺死，云云。①

日本外务省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关于济案之参考书”则是另外一种描述:

五月三日午前九时半，日本人吉房长平家被南军正规兵掠夺，一中尉率领之日本兵
约三十名急赴出事地点，该中国兵等遂逃入附近之中国兵营，即由营内开枪射击，致使
日本兵若干名负伤，日本兵乃还击。该冲突发生后，当时充塞济南市内之南军几同时到
处向日本军发炮，开始虐杀日本居留民，掠夺日本人家屋。

于是日本军努力于日本居留民之收容保护，一面驱南军于商埠地外及解除其武装，
而日本领事更屡冒危险，尽力于与中国方面取联络，协议停战。然蒋介石之威令不行，
中国兵依然继续发炮，直至五日午后始得停战。②

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济南事件之经过》则更为详细:

三日午前九时半，中国兵二三十人至麟祥门外《满洲日报》代理店吉房长平处，入
门掠夺，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制止之，反而被中国兵胁迫殴打。接急报派天津部队中久
米川中尉指挥之部队至该地时，暴兵退避至中国兵之宿舍，其步哨开始射击，逃亡之兵
转身加入枪击，而无掩护物之我部队不得已还击。③

关于蔡公时被害案，蔡公时的勤务兵张汉孺报告说:

昨日晨，日兵在领事馆一带布置防线，交通即断。九时许，我军一队移驻交涉署对
面之基督医院，日军瞥见即开枪射击，毙我兵士、伙夫各一名。我军乃登楼退让，日军即
向楼上轰射。当时交涉署门首枪弹更如雨下，因之有两日兵为流弹击毙。我外交特派
员蔡公时屡次命人出外探视，皆被日兵所阻，不得出。盖交涉署前后早被日兵包围，监
视，不准出入矣。直至夜分枪声未绝，包围未退。府中人正忧危符旦，乃忽闻日兵撞门，
势极凶猛，蔡主任乃谕令开门，日兵拥入二十余人，进门即剪断电灯线、电话线。日兵每
人各携一手电灯，纷向各室探照。其一操中国语言者曰:我们为搜查枪弹而来，因日间
有我们两日兵被枪击死，此必系你们署内人所为的，云云。蔡主任与之解释，并谓此地
是交涉署，我等皆是外交人员，贵军不应搜查。乃日兵不允，强行搜查，并将全署员役个
个捆缚，搜查甚久。迄不获一枪弹，乃攫取署中公牍五大包，不由分说，强夺而去。不半
时又来。蔡主任忠愤填胸，一再责彼不明外交手续，不识国家体统。日兵遂大哗，争持
刺刀割去蔡主任及诸人耳鼻，再将诸人分作三四组，拽出屋外枪决。而我蔡主任最先殉
难，所受宰割亦最惨。④

日本政府则对蔡案未置可否:

至中国方面极力宣传于世之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交涉署员之虐杀一事，当五月三
日事件勃发，当时中国兵及便衣队到处凭藉房屋向日本军民乱射，因交涉公署( 当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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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57 －259页。
《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日本陆军省: 《济南事件之经过》( 1928年 5月 13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64 －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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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之日本兵不知其为交涉公署) 内之射击，日兵二名即死。同日夕，日兵之一部因去
搜索，而潜伏在内部之十数名( 中国兵)即在天井内开始射击，日兵不得已遂与应战，因
此而有击毙者的系事实，究竟蔡是否亦在其内，不甚明了。无论如何，日本军并无杀害
无抵抗之市民之事实，况割耳、削鼻等事，日本人之性质习惯上断无此事。①

关于日军在济南的暴行，《事略稿本》记述道:“我军派往商埠附近看守枪弹之一排部队全部
被日军残害。又我军驻济南小纬路四路之第三十七军第一团亦被日军包围缴械。少顷，又报无
线电台之守兵皆被杀，而中国平民被杀者尤多。”②蒋介石后来向国民政府报告说:“此次肇事原
因，系我军士兵由日军自行划定之防区附近经过，日军即开枪将我兵击毙，旋派大部军队至交涉
公署，蠡拥冲入，即将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员蔡公时用麻绳捆绑，挖去目鼻，继将蔡枪毙。又杀属
员多人，并纵火焚烧交涉公署。事后又转往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幸黄部长郛闻耗避去，得免。

彼等穷搜不获，遂纵火又将外长办公处烧去。日军于此暴行之下，一面以有计划之行动，向我国
军民扫射，我国军民死者不计其数，一面派大部军队至我国军驻扎地点，勒令缴械，此三日上午
事。至晚，我国高级军事长官与日本高级军事长官会商救济办法，正磋商间，日军又向我军用炮
轰击，即将无线电台轰倒。炮声隆隆，猛射至发电时尚未停止。此次事变，在中国军队与日军驻
在地距离窎远，而日军竟施行此种凶顽至极之暴行。我国军队为正当防卫计，当然不得不还击抵
御。综计我国军民死伤人数，实在一千余名以上。”③

日本政府则辩解说:“当时济南城内尚存残留四千之中国军队，济南附近之中国军队，其数犹
在数万以上，于商埠地之四围装置堑壕，又有在附近高地向济南排布炮列者，如此阵容之下，万一
战斗再开，日本军及居留民居于极可危险之地位。有保护居留民任务之日本军，以此等武装中国
兵应由济南及山东铁道沿线立即撤退为绝对必要。”据日官方统计，“本事件中日本居留民之被
害，至五月十五日止，已判明者，杀害十四名，其多数( 包括妇女) 加以最惨虐之行为，殆有不忍见
者。其他负伤者十五名之外，更有在公众之面前受极端侮辱之男女被掠夺之户数达百卅
一户。”④

日本政府坚持认为济案责任在中方:

( 1)此案因南军兵士掠夺日人住宅，且对于驰往救护之日兵射击为发端。( 2)此案
因南军干部屡来声述自任维持治安之责，要求撤去日本各种防备，日军遂于事件发生之
前一夜撤去，又令已经退避安全地带之侨民复归自己住宅。( 3) 此案为撤去防备后直
即发生者，当与其发端之同时，各方面之中国兵齐向日军攻击，又对于日侨开始掠夺迫
害，此等迫害掠夺一似限于日人，徵诸此等事情，极少限度中国兵之下级者间，为有计划
之行动。( 4)日本方面屡次冒险与中国侧协议，取联络停战，但中国侧之命令不能彻底
行使，不得已继续战斗。( 5) 中国兵中杂有便衣队，随处以房屋为掩护，向日兵乱射，日
兵最为困难之状况下从事巷战。( 6)此案发生后，中国兵之蛮行加诸日本男女侨民，其
惨虐有难以言语形容之程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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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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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一
一
年
第
一
期

专
题
研
究
系
列

三、绕道北伐:忍辱负重的决策

济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各师长“约束队伍，不许出外，敬俟命令，力避与日军冲
突”。同时通知福田彦助，称“我军已下令约束，不许出外，希贵司令亦下令贵军，不令兵士外出，

免生冲突”;“至目前冲突情形，我正调查，俟调查结果，再决定办法。现在第一要务即为双方各自
撤回军队，不使冲突扩大”。同日中午，蒋介石又发布命令:“所有军队，除在城内者外，凡城外军
队一律于今日下午五时以前离开济南近郊，尽力让避日军，不许与之无谓冲突。”同时再派人通知
福田:“吾已严令我军，限于下午五时以前，城外军队一律离开济南近郊，同时望君亦约束队伍，不
可放枪开炮，伤我军民。”①

但日方态度逐渐强硬。冲突爆发时，正值外交部长黄郛抵达济南，他遂急速前往济南日本领
事署交涉，在那里，他被第六师团参谋河野派来的人请到日军司令部商议解决办法，却遭受日军
的粗暴对待。据黄郛后来报告:

吾至日军司令部后并不得会见福田，惟见河野，亦仅数语自去。使我坐一小室中，
不复见其高级人员。久之，一排长手持一纸来，迫我签字。纸上书者，为“今日冲突由
中国革命军抢日人东西，并打日人而起”云云。吾视之愤甚，拒不签字，继来一班长，以
手枪相协，吾誓死不签。后又一人持调查报告单来，单中有“目见一日兵被中国兵杀
死”等语。又强逼签字，形势更凶毒无人理。吾不得已乃提笔于此报告单上批写“此单
我已阅过”，至是始得放我回部，并叹恨此耻辱向未尝受。②

3日下午 2时，福田派人面见蒋介石，声称其意见“与蒋总司令相合，意欲先撤军队，再行调
查”。约定当天晚上各派代表开会协商解决办法，但一直等到夜里 12 时半，福田才派人回话，要
求蒋派人到日军司令部去谈判。最终双方议定“交涉署左近为议场，并派熊式辉为代表前往”。③

熊式辉在谈判过程中受到日军胁迫。会上，日方代表提出“凡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
过”、“胶济路与津浦路铁道不许中国运兵”、“中国军队一体全数退去二十里之外”等苛刻条件。

为了逼迫熊式辉签字，日军“每两分钟掷下一炸弹，发一声大炮，并已炸毁中国无线电台云”。但
熊“力与争辩坚持”，认为“此不惟有损两国国交，亦且有关两国国格、国体，卒拒不签字。”直到 4
日凌晨 5时才返回总司令部。④ 经此番交涉后，熊式辉向蒋建议，“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
与我们开战”，现在只有两条路，或是“对抗应战”，或是“忍辱一时，避免冲突”，将来再作计较。⑤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蒋介石决定暂令各军在黄河南岸待命，主力撤至济南之西南地区。“胶
济路线之残敌因此不能肃清，渡河计划亦不可不慎重。惟有力守济南黄河南岸”。⑥ 在权衡利弊
后，蒋介石决定:“我们现在还不能与日军开仗，亦不必与他在济南冲突。现时唯一目的，要在攻
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负重，仍旧要与他们设法缓和。”⑦于是，蒋介石于 5 月 4 日清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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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59 －260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62 －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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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仁编译: 《中日外交史( 北伐时代) 》，台北:水牛出版公司，1989年，第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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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第一集团军主力离开济南，绕道北伐的决策。上午 8 时，蒋离开济南城，前往党家庄与冯玉
祥见面，并派人送达致福田彦助函件一封:

本月三日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官兵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
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藉维持秩序。本总司令亦
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
动，藉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维东亚和平之大局。①

日本政府则于 4日作出了增兵的决定。日参谋总长电令福田彦助，“对中国军的停战，必须
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福田认为，济案只是取得暂时解决，“但目前南方中国军在
济南附近驻扎者至少有四万人，对我所怀恶意渐增”，认为“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进行断然惩处，
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② 5月 7日下午 3时，福田彦助向蒋介石提出条件:

与贵总司令屡次向中外声明之意见相反，今次由贵部下正规军实现不忍睹之不祥
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之至。对日帝国军队及居留民所加之一切损害，并关于国家名
誉损毁之赔偿，容俟他日由帝国政府交涉。本司令官暂对贵总司令要求下列各项:一、
严峻处罚有关系骚扰及其暴虐行为之高级武官。二、解除在日本军前抗争之军队武装。
三、在南军治下严禁一切反日之宣传。四、南军应离隔济南及胶济铁道两侧沿线二十华
里以外。五、为监右项实行起见，在十二小时以内开放张庄、辛庄之兵营，右诸项望在十
二点钟以内回答。昭和三年五月七日午时，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③

当晚 8时，蒋介石在界首车站同朱培德等协商，决定答复如下:“一、我军如有违令之官兵，可以处
罚，但肇事日兵亦应同样处罚。二、胶济路及济南附近二十里内准暂不驻兵，但不得阻碍我交通。
三、济南城内须留有相当部队维持秩序。”④商议完毕，即派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主任
罗家伦赴济南交涉。⑤

由于国民政府在 12小时内没有答应日方条件，加之“残留济南城内之中国军队结合便衣队
不时向日本军及山东铁道列车发炮，日本军于八日午后虽欲以和平手段解除武装，该军队不允，
因于九日拂晓以城内督军公署、道尹公署、城壁等中国兵根据地为目标，施以炮击，同时并用种种
手段诱其脱出。至十一日拂晓，中国兵之大部分已更换便服，由城内脱出……中国军队全被击攘
至济南及其周围二十华里以外。”⑥此次攻占济南城，日军共出动 9个步兵大队，3 个野炮兵中队，
共计 4 862人，26人战死，157人受伤。⑦ 但中国军民在济案中生命财产损失十分严重。⑧

5月 10日，蒋介石与从南京赶到的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兖州召开党政联席会议，
“决定对军事暂取不抵抗方针，先礼后兵，以观其后。而迅令各军全部渡河，继续北伐，集中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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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75页。
〔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外交史》( 下册) ，第 531页。
《蒋行营来电》( 1928年 5月 8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6盒。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91页。
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这种高压的要求，其真意决不是要同国民政府军达成和解”。福田彦助就向参谋总长建议:“日军
必须给南军以歼灭性打击，作为对以往中国侮蔑日本的总清算。”( 〔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外交史》( 下册) ，第 532页)
《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陈鹏仁编译: 《中日外交史( 北伐时代) 》，第 85页。
根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调查报告，济案中中国军民 3 608人死亡，1 455人受伤( 参见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
会宣传部编: 《济案特刊》，1928年 12月 20日，第 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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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革命为目前唯一方针。故对于日本，凡可忍辱，且暂忍之，必至最后忍无可忍之时，乃求最后
历史之光荣，与之决一死战。”①

四、国际关系视野下的几点分析

对于绕道北伐，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开端，一般持批评
的态度，②我个人则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蒋介石在处理济南惨案时的决策是正确和适当的。

第一，当时国民政府的首要目标为统一中国。对于不平等条约，中国当时还没有实力突破其
束缚。国民革命发源于珠江三角洲，国民革命军一路推进到长江三角洲，但这广袤的地域主要是
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当时在华盛顿体系的束缚下，加之币原协调外交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因此
乐于见到英国利益被国民革命的浪潮冲得支离破碎。但南京事件以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逐渐
高涨，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币原外相的不干涉政策日益不满。“三月廿四日南军之入南京，也有
共产系之军队直袭日本领事馆，对于领事以下馆员及日侨与以不可忍耐之侮辱而加伤害，且将领
事馆及其他侨民住宅掠夺一空。”“四月三日汉口日本租界因共产党分子之煽动，豫( 预) 为挑衅
之农民团将登岸之日本水兵侮辱殴打，又迫袭日人店铺，加害行人，至于不可收拾之状态。该租
界之日人二千五百名之中有大部分退避上海，及日本方面重庆、宜昌、沙市、长沙、芜湖、九江等处
日侨，亦鉴于南京事件，相率退避。”③

济南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媒体和坊间流言均充满激烈的反华情绪。据驻日特派员殷汝耕
报告:“此间关于济南消息日渐具体化。我军对日侨剥皮、割耳、挖眼、去势、活埋、下用火油烧杀、
妇女裸体游行当众轮奸等事，日人言之凿凿，其所转载京津、伦敦、纽约各外报亦均对日同情，归
咎于我。一般空气异常激昂，认为巴黎、华府会议以来，华○对日极轻蔑，从前如关税会议及不干
涉主义一类软和外交方针不特不能见好华人，而反遭辱。日人愤懣之情将因此次济案勃发，陆军
系更肆煽动，颇欲乘机攫夺。今日已决派名古屋第三师团照战时编制，约二万人立即占领济南，
管理胶济线，尤有大规模出兵占领宁沪之酝酿，一般主张积极政策，更欲于此解决一切悬案。”④

日本大民俱乐部 5月 4日致函田中义一，要求“直接占领山东铁路; 迅速集中驻青岛的第二
舰队主力，且将上海舰队之一部进行增援;占领济南，命驱逐艇之一队自小清河进入济南府;由天
津方向增派一旅团，将津浦铁路置于我军管理之下，将京奉线之北京、天津、太沽沿线全部收入日
本手中。满蒙两个师团兵力做好随时可以增援的态势。”⑤日本恢弘会于 5 月 5 日呼吁政府“为
保护侨民、维护国家权益，有必要派遣强大的独立兵团进驻山东”。该会认为“济南事件是南京事
件扩大化结果，是有计划的排日暴行。针对上无威信、下无节制的中国军队频发的暴行，我派遣
军之增减进退，完全由本国政府自由处断。为顺利完成任务，以速派一兵团独立进驻山东为
宜。”⑥日本对支大同会的大石良平、真锅理从等认为，“此次济南事件对中国诸悬案之解决、主导

0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305页。
杨天石在《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一文中指出，“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
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南交涉。”( 《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臧运祜在《中日关于济案交涉及其解决》一文中也认为，
“济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日外交的转折点”，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在外交上的妥协性格与屈辱结局，也恰恰是由此而始
的”( 《历史研究》2004年第 1期) 。
《日本外务省公布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案之参考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殷汝耕阳酉电》( 1928年 5月 7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大民俱乐部: 《对支紧急建议》( 1928年 5月 4日) ，A1． 1． 0． 2． 2 －1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恢弘会: 《有关中国时局的决议》( 1928年 5月 5日) ，A1． 1． 0． 2 －1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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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实现我国国力发展、达成我国长久之国策，实为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他们于 5 月 7
日向外务次官出渊胜次建言:“一、应将以往的外交手段改为武力手段才能彻底解决此次济南事
件。二、为解决济南以东或其他地方的未决悬案应占领必要之地点。三、此时我国应占据主导地
位，以彻底的手段稳定中国国内形势。四、作战的结果是不准南北军进入满蒙。五、借此机会采
取手段最有利地解决满蒙问题。”①

日本参谋本部在 5 月 7 日拟定的《对华方策》中表明了要武力解决济南事件的态度，决心
“示以震惊整个中国之威武，根除彼等藐视日本之观念，以此向中外显扬皇军威信，并为在整个中
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在《对华方策》指导下的日本陆军已经“完全超越保护居留民的范围而
开始了以全中国民众为敌的行动”。② 5月 8日，第六师团在济南展开了对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
5月 9日，第三师团接到开拔的命令，到 5月 11日，山东日军总数已达到 15 000人。

现在看来，如果蒋介石当时意气用事，对日开战，必将导致中国局面大乱，英、美和日、苏必然
介入纷乱的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前途必将平添变数。蒋介石深信，只要中日军队避免正面接触，
中日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华盛顿会议构建的东亚政治格局限制日本在山东采取无限制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充
分认识到，解决济南事件的方针“不在军事而在外交，不在此地而在有转移能力者”。蒋介石认
为，“只有英国有此转移能力”。因此他于 5月 9 日请李济深速派朱兆莘赴港“与港督密谈，征其
意见，谓中国之容忍亦有限度，如不得已破裂时，英国取何态度? 有何法补救? 藉察英日对此事
是否协调”。蒋介石为什么要通过港督出面协调呢? 因为他觉得“沪英领职微，必须有如港督之
能转移英内阁政策者为之，方易有效”。③

国民政府因此制定了联英美遏制日本的政策:

一、联英: (甲)照中央来电派兆莘赴香港与护督密谈，请将国民政府联英意旨转电
英政府。(乙)由兆莘用政府名义私交关系，电英外长。(丙)由兆莘密电英报界熟人，
鼓吹联华政策。(丁)由兆莘密电英国会各党熟人提质问案，并表示联华趋向。

二、联美: (甲)由兆莘密电驻美施公使向美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联美抗日方针。
(乙)由兆莘密电美国会熟人及舆论界鼓吹联华反日政策。(丙)设法引导美国舆论主
张美政府照前国务卿约翰黑( John Hay)保全满洲办法，仗义执言，戢日野心。(丁)如吾
国对日取断然态度时，可照欧战时法国乞援外兵办法，请美国加入战团。

三、求助国际联盟: (甲)用中央外长名义电国际联盟秘书长，请召集行政院临时会
议，令双方暂停兵事，听候行政院派员查办。派王宠惠出席陈述事实及意见，同时由兆
莘径电监会秘书长，请从中主持，因兆莘离日内瓦时曾有此种非正式预约也。(乙) 由
兆莘密托日内瓦国际报界，宣布日兵暴行及监会应照盟约调停息战理由。④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得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后，立即电令黄郛“将福田条件及今日报告抄交美领，
从中调停如何”。不久，美国国务卿即“训令驻济美领恳商中日官宪申请出任调停”。⑤ 美国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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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支大同会: 《建言书》( 1928年 5月 7日) ，A1． 1． 0． 2 －1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外交史》( 下册) ，第 532页。
《蒋介石致李济深电》( 1928年 5月 9日)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 ，第 299 －301页。
朱兆莘: 《对日意见书》( 1928年 5月 12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该建议书由李济深转交蒋
介石。
《黄郛致蒋介石电》( 1928年 5月 13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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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到 5月 23日有明确变化，国务院明确表示:“( 一) 美国认( 为) 进兵满洲系侵略中国领土; ( 二)
美国否认日本在满洲有任何特别权利与利益; ( 三) 美国认九国协定有束缚日本及其他签字各国
之责，日本大使与国务卿凯洛格氏会晤，否认日本有在满洲建设受护国之意。”①

英国对于中日冲突取中立态度，但英国使领官员对于中国略有同情，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告诫
李济深，“南方若许民众激烈挑日，使堕毂中。宜继续守镇定态度。经济绝交虽制日本死命，中日
若决裂，英必守中立，美领意见略同，初战美必不参加。宜宣布日兵横暴证据，以博世界舆论之同
情，最为上策”。②

第三，由于绕道北伐，避免了中日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加上英美等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
后来明确的警告，田中义一的态度有所转变。田中在 5 月 13 日会见殷汝耕时表明了以下态度:
( 1) 蒋介石“为收拾时局唯一中心人物，且时机已至”，他决心帮助蒋介石“完成中国革命并巩固
之”。( 2) “济案已明了，乃共党操纵一部分军队所计划，使钧座频困难，至为遗憾。但无论如何
艰困，务望勿中馁而萌退志，仍请毅力进行”。“济事虽难，然自大局言，乃一小事，万勿因小事牺
牲大局”。( 3) “已电命前方收束，且派人往授意旨，今后日军决无别项行动”。( 4) “为促进北伐
计，已嘱前方速使我军利用津浦线进兵，但须预关照日军，以免误会”。( 5) “渠派第三师赴华，除
护侨外，实另有深意，此节虽不便明言，然绝非对南军可断言”。( 6) “已命将济案归外交交涉，将
来双方形式上之解决自不可少，但决无苛求”。( 7) “昨各报所载内阁解决济案之方针: ( 甲) 决不
以利权为交换条件; ( 乙) 决不偏袒北方，妨碍革命; ( 丙) 对中国决不采武力压迫政策。乃渠所宣
布”。( 8) “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 9) “请猛
进勿踌躇，革命军下北京不过统一初步，望钧座早定收拾时局、裁兵建设之计划，日本当协力贯
彻”。( 10) “目前急务在使南军能利用津浦线及其他种种便宜，望钧座派岳军兄往济，渠亦派腹
心前往，为具体之接洽，俟派定即电知”。( 11) “渠拟另派腹心以视察为名驻宁沪联络”。③

从田中义一的上述表态来看，济南事件已经向着理性的解决方案迈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是田中义一向蒋介石传递的“张作霖不久必处决”的信息。学界一般认为，田中义一“企图保存
张作霖，以加强日本在满洲的统治”，④暗杀张作霖的元凶是关东军。但田中同殷汝耕谈话至少
从某个侧面证实，事实并非如此，田中本人已经知悉或参与了图谋杀害张作霖的计划。⑤

蒋介石对济案的冷静处理，作出忍辱负重绕道北伐的决策，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
先机，而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
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民族大义面前，张作霖等最终通电表明了“停战息争”的态度。在田
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 1928 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
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1929年 7月 2日，田中内阁最终倒台。

(本文引用的部分日文档案资料，由南京大学曹大臣副教授提供并翻译，在此谨致谢忱。)

(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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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纽约李锦纶参事来电》( 1928年 5月 24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李济深致蒋介石电》( 1928年 5月 14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殷汝耕致蒋介石电》( 1928年 5月 14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 2盒。
〔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外交史》( 下册) ，第 535页。
杨天石先生在其论文中也引用了田中义一的这段话。笔者在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所藏黄郛档案中发现了两份殷汝耕致蒋介
石同一电报的译文，由于密电译者不是同一个人，译文略有差异，但“张作霖不久必处决”却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没有电报
密码翻译上的错误。



from the criminal policies，economic policies，and rural policies to social policies，and the policy
issuers include corporate organizations，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and the CPC． The main legal
issues on the use of policy are whether the use of policy is within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what
effect the change of policy may have on the parties of a contract; and on what ground a policy may
back up a judgment． Most of the applied policies in judicial process are regulatory ones and the
like，and the use of a poli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with historical involvement or to some
particular phenomena of this fast-changing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that policies，major or basic，
should be wisely applied to prevent evasion of legal sanction under the excuse of general provisions．

Dream vs． Reality: An Analysis of Urban Young Adults’Housing Issues
FENG Xiao-tian

The housing issues of the urban youths and the like used to arouse great social concer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t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task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policy-makers to elaborate on these issues to find a solution． Surveys among unwed youths
find that 85% of them intend to live by their own after marriage，while，in reality，only 50%-60%
of newly-weds do live independently in their own hous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big gap be-
tween the reality and what is dreamt for． It is a tendency that more newly-weds live with their par-
ents in metropolises than in satellite cities as a result of the higher estate prices in bigger cities．
One third of the unmarried people make it clear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eek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s． Almost 50% of the newly-weds are now living in their own purchased houses．

On Dominance: Its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ZHANG Kang-zhi，ZHANG Qian-you

With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orthcoming of the civil society of a new kind，“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s”has become a common sense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However，the ever increasing
identity struggles marked by the“9 /11”had greatly blocke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s．
To realize 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 is to eliminate identity struggle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and，
fundamentally speaking，to remove the identifications stigmatized by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ctu-
ally，all identifications are legitimate，and to eliminate the identifications is to give up the pursuit of
legitimacy． And this pursui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ominance between people． Since the domina-
ting may be injustice，legitimacy is entailed to get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dominated． An institution-
alized dominance guarantees an institutionalized identification． Only when dominance is eliminated
can the foundation of identification be removed，thu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recog-
nition of differences．

JinanTragedy and Chiang Kai-shek’s Strategic Decisions of Northern Expedition Through Round-
about Route
CHEN Qian-ping

“5 /3”JinanTragedy ( 1928)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changing East-Asian relations． Under
the restraint of the Washington Treaty，Japan tolerated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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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southern area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
ernment decided to start on the second Northern Expedition to unite China，Tanaka Giichi，how-
ever，shifted to a Violent Interference Policy． Since very contradictory accounts of JinanTragedy
were given by China and Japan，Chiang’s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t aside the dispute，and take
a roundabout route to go north to fight against the warlords． Avoiding a large-scale conflict，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gained international support morally． Tanaka’s policy failed to separate
the three Northern provinces from China，but intensified Chinese people’s hatred and distrust of
Japan，instead． With the connivance of Tanaka，the Japanese army of Northeastern China blasted
Zhang Zuo-ling to death，which，quite contradictory to Japan’s expectation，led to the fact that
the warlords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changed their banner and submitted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leave Japan more isolated internationally．

Anthology and Its Literary Power: Focusing on Poem Titles Edited in Wenyuan Yinghua
CHENG Zhang-can

Although the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pas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at pres-
ent，the discursive power，in an imperceptible form，has permeated the making of a literary his-
tory: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s，the inheritance of literary concepts，the spread of the
literary knowledge，the distribu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the lik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er-
tion of this power，defined as“the literary power”，in the edit of the poem titles collected in
Wenyuan Yinghua． The categorization，simplification or assimilation of the poem titl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in compilingWenyuan Yinghua． The literary power is thus felt in the
spread，interpret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poems，as well as in the ownership，citation and pub-
lication，and interpolation of certain pieces．

Wigs and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WANG Tao

Small as it is，the wig exists long in the Western European history． Witnessing the vicissi-
tudes of the society，the unremarkable item plays a different role in its long history，and people
are swayed to wear wigs out of som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otiv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with the Renaissance，the Baroque period，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be-
tween，the wig-wearing is in the wake either of the religion or of the feudal monarchy． This fact
mirrors the social transitions of Europe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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