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的提出

史迪威是二战期间罗 斯 福 派 到

蒋介石身边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

美国将军。 最早提出史迪威曾策划

暗杀蒋介石的是梁敬钅享 先生。 他在

《史迪威事件》 一书中写道：
据 迪 威 助 手 多 恩 ( Frank

Dorn） 上 校 述 称 ， 迪 威 自 开 罗

会议归过昆明， 曾召密语， 谓伊

曾奉上官口头密令， 欲以暗杀手

段谋害蒋委员长， 命其于一周内

拟具暗杀方案数种密呈候择， 伊

虽惊诧失常， 但仍如期拟具三种

方 法 ， 一 、 用 毒 ， 二 、 兵 变 ，
三、 堕机， 呈经迪威选择坠机一

种， 令其准备， 候令施行， 其后

令终不至， 案遂搁置云云。 信如

此说， 迪威谋害长官未遂之罪，
固堪发指， 然伊究奉何人命令而

竟出此， 则尤耐人寻味也。

梁 氏 此 书 ， 初 版 于1971年7月 ，
增 订 于 1982年 9月 。 他 比 较 谨 慎 ，
“信 如 此 说 ” 云 云 ， 语 气 有 某 种 保

留。 “究奉何人命令而竟出此， 则

尤耐人寻味也。” 梁先生并没有明确

指出 “指使者”。 但是， 近年来， 某

些网络写手为了吸引读者眼球， 胡

编乱造， 除了沿袭史迪威的谎言之

外， 甚至将丘吉尔及英国特务机关

牵连在内， 这就迫使人们不可不将

有关过程考察清楚。

史 迪 威 向 助 手 多 恩 宣 称，
暗 杀 蒋 介 石 的 命 令 来 自 “最

高”， 暗指罗斯福

梁先生关于史迪威策 划 谋 杀 蒋

介石之说出于多恩本人的回忆 《和

史迪威一起走出缅甸》， 查该书， 多

恩是这样写的：
史迪威回到中缅印战区之后

不久， 他访问了我在昆明的司令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
策划暗杀蒋介石

———开罗会议前后侧记

笕杨天石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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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在 仅 有 我 们 两 人 的 私 人 会

谈 中， 他 告 诉 我， 他 在 开 罗 接

到 使 他 震 撼 的 一 条 口 头 命 令 。
有一阵子， 他似乎不愿继续说，
注 视 我， 黑 眼 睛 中 闪 耀 着 不 寻

常 的 穿 透 力。 然 后 他 耸 了 耸 肩

头， 叹息说：
“命令就是命令， 除了传达

它， 我 没 有 别 的 选 择。 你 会 大

吃一惊吗？”
“我想我能承受得起。” 我

回答， “无论它是什么命令。”
“好。 那就接着说。 我被

命 令 准 备 一 份 暗 杀 蒋 介 石 的 计

划。”
“暗杀他？” 我怀疑地问。
“命令没有说杀死他。” 史

迪 威 断 然 说， “命 令 说 准 备 一

份 计 划， 这 意 味 着 仅 仅 是 一 份

计 划。 永 远 不 能 根 据 它 指 责 美

国 政 府， 或 者 包 括 你 在 内 的 任

何美国人。”
“那是一个重大的命令。”
“我非 常 清 楚 这 一 点。 仔 细

想想。 记住： 绝对不能留下任

何 记 录。 不 需 要 我 告 诉 你 ， 整

件 事 必 须 高 度 保 密。 战 争 正 在

进 行， 如 有 任 何 泄 露， 我 们 将

陷入混乱的地狱。”
“为什么选择我？”
“从我 离 开 开 罗， 我 就 一 直

在 想。 我 决 定 将 此 事 交 给 你 有

两 个 理 由： 你 了 解 中 国 机 构 以

及 任 何 一 个 人， 知 道 在 中 国 什

么不能做， 在现在的情况下， 这

与 知 道 什 么 能 做 几 乎 一 样 重

要。”
“如果 我 制 订 了 一 份 可 行 的

计划， 我是否必须去执行？”
“我们 要 过 桥， 就 必 须 走 上

去。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被指

令 执 行 任 何 这 样 一 份 的 计 划 ，
最 好 预 见 它 成 功。 执 行 命 令 的

计 划 将 自 上 头 下 达 到 我 ， 我 将

转达到你个人。 不通过消息。 记

住： 在这件事上， 除了我， 你将

不 接 受 来 自 其 他 人 的 命 令 。 直

到 我 接 到 这 样 一 道 命 令 前 ， 我

都 将 怀 疑 它 是 否 会 下 达 。 我 将

什 么 都 不 做， 你 除 了 制 订 这 份

计划外， 也什么都不必做。”
关 于 这 位 给 史 迪 威 下 令 制 订 暗

杀蒋介石的人， 史迪威只说是一位

“大人物”， 但是， 当多恩询问， 是

谁 指 令 制 订 这 样 一 份 暗 杀 计 划 时 ，
史迪威回答说： “这不是我的主意，
它来自最高。” 显然， 这个处于 “最

高” 的 “大人物”， 只能是参加开罗

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据多恩回忆， 史迪威要求他挑

选一或两位官员一起仔细研究， 在

史下一次路过昆明的时候， 提出自

己的计划。 史告诉多恩： 今天上午，
自己就将回重庆去处理一些经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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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争论： “当我和蒋一起喝完一

杯茶的时候， 就会感到极端恶心。”
多恩接受任务后， 否定了一个又

一个方案， 看上去似乎不可能， 几

乎要放弃了。 经过和两个最可信赖

的同事反复研究， 他们提出了几个

方案。
枪 杀 。 将 会 卷 入 一 个 美 国 人 。

如果蒋被卫兵所杀， 责备可能指向

美国政府。
下毒。 没有办法改变蒋的食物。
爆炸。 秘密警察可能发现炸弹并

且循迹追踪。
“宫廷政变”。 需要许多参加者严

格保密， 而且蒋经常有许多受过高

级训练、 可靠的武装卫兵保护。
最后， 官员之一提出： 可以劝蒋

视察在印度蓝姆伽训练中心的中国

部队。 当飞 机 飞 越 驼

峰的时候制造撞 山 事

件， 在蒋使用 的 降 落

伞上做手脚……
在 多 恩 等 商 定 之

后两周， 史迪 威 来 到

昆明， 多恩向 史 报 告

了计划大要。 史 表 示

计划可行， 并 且 提 醒

多恩， 他将 是 在 这 架

飞机上向驾驶员下 达

命令的人， 他 要 多 恩

等待消息， 此 前 什 么

也 不 说 ， 什 么 也 别

做。 史说： “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

必须等待来自高层的命令。”
此后， 史迪威再也没有提起这件

事。
多恩的回忆梗概如上。
开罗会议召开于1943年11月22日

至26日。 史迪威自开罗到昆明， 时

在12月11日晚6点30分。 12月12日，
史迪威日记载： “见到格伦。 同多

恩谈话。 11点30分起飞。 2点到达重

庆。” 因此， 史迪威要求多恩制订暗

杀 蒋 介 石 的 计 划 ， 应 在12月12日 。
多恩是史迪威的部属， 他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编造关于他的老长官的谣

言， 其有关回忆应是真实的。
是罗斯福在开罗指示史迪威制订

暗 杀 蒋 介 石 的 计 划 吗 ？ 绝 对 不 是 。
中、 英文史料都可以强有力地证明，

1943 年，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开赴前线，空中有美军

飞机提供援助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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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在假传 “圣旨”。

在开罗会议上， 蒋介石与

罗斯福关系密切， 互动良好

开罗 会 议 早 有 酝 酿。 1942年11
月， 宋美龄访美， 蒋介石交给宋一

份与罗斯福的 《谈话要点》， 其内容

共8条：
东三省、 旅顺、 大连、 台湾、 琉

球归还中国， 当地之海空军根据地

准许美国共同使用。
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 15年

以内独立。
朝鲜应即独立。
泰国保持其独立。
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 为使

英国不丧失体面， 可以有过渡时期

与过渡办法， 缅甸亦然。
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

20年内扶助其独立。
外蒙古归还中国， 是否自治， 由

中国自定。
中 俄 问 题 与 中 共 问 题 立 场 之 说

明。
宋美龄抵达美国后， 受 到 罗 斯

福夫妇的热情接待。 可能蒋介石交

给宋的 《谈话要点》 符合罗斯福的

战后理想， 因此开罗会议之前， 罗

斯 福 即 提 议 先 与 蒋 介 石 “畅 谈 ” 。
1943年7月4日，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表示与蒋的相见 “殊为重要”， 建议

选 择 重 庆 与 华 盛 顿 的 中 途 地 点 晤

面。 10月28日， 罗斯福再次致电蒋

介 石 ， 表 示 自 己 正 在 促 成 中 、 英 、
苏 、 美 同 盟 之 团 结 ， 有 许 多 问 题 ，
只有与蒋见面， 才能得到 “圆满之

解 决”。 会 议 期 间， 蒋、 罗 互 动 良

好。 根据蒋介石日记， 二人见面及

会谈中涉及罗斯福的记载如下：
11月22日， 罗 斯 福 到 开 罗。 正

午， 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约蒋于

下午5时与罗见面。 届时， 二人 “一

见如故”。 蒋感觉罗是 “阴沉深刻之

政治家”， “自有一种风度”。 当晚，
蒋介石等待关于次日会议程序的通

告， 未到。 此前， 蒋从丘吉尔处 得

知 ， 会 议 程 序 由 英 美 参 谋 团 安 排 ，
未考虑中国地位及提案。 蒋介石特

命间接通知罗斯福注意此点。 当日

深夜， 罗斯福指示， 会议为中、 美、
英共同会议， 重新安排程序。

11月23日11时， 三国首长会议，
罗斯福主持。 讨论蒙巴顿北缅作战

方案。 蒋介石提出， 盟军进攻缅甸，
海军应与陆军同时发动。 丘吉尔表

示不能同意， 但会中全体人员均默

认蒋的意见是 “不二之理”， “无不

为之动容”。
当晚7时半， 蒋介石应罗斯福之

宴， 二人直谈到深夜11时， 蒋介石

告辞， 相约明日续谈。 当晚所谈问

题共10 点： 一、 日本未来国体。 二、
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 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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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罗斯福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政策，
祝贺其已取得初步效果， 希望罗对

“英帝国主义之政策亦能运用成功，
以解放世界被压迫之人类”。 三、 领

土问题， 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群

岛皆应归还中国， 琉球由国际机构

委托中、 美共管。 四、 日本对华赔

偿 问 题 。 五 、 新 疆 及 其 投 资 问 题 。
六、 俄国对日参战问题。 七、 朝鲜

独立问题。 蒋特别要求罗赞助这一

主张。 八、 中美联合参谋会议。 九、
安南问题。 蒋介石强烈主张战后由

中、 美扶持其独立， 并要求英国赞

成。 十、 日本投降后其三岛驻兵监

视问题。 蒋首先提出， 此事应由美

国主持， 如需中国协助亦可， 但罗

则坚决主张， 以中国为主体， 蒋认

为 罗 “有 深 意 ”， 没 有 明 白 表 示 可

否。
11月24日傍晚， 霍普金斯将罗

斯 福 所 拟 会 议 公 报 草 案 交 宋 美 龄 ，
征求蒋的意见。 蒋阅后， 觉得罗稿

完全依照昨晚自己所提 “要旨”， 对

罗更为敬佩， “甚觉其对华之诚挚

精神， 决非泛泛政治家所能及也”。
当晚， 蒋介石赴丘吉尔寓所参加晚

宴 ， 宴 前 ， 丘 吉 尔 引 蒋 至 地 图 室 ，
讨论进攻缅甸日军问题。 蒋的感觉

是丘吉尔的思想、 精神、 气魄、 人

格 ， 绝 不 能 与 罗 斯 福 同 日 而 语 ，
“狭隘浮滑， 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

11月25日， 往罗斯福寓所照相。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罗斯福(前排左二）、丘吉尔（前排右二）等人合影，后排左三为史迪威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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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一再要蒋坐于中位， 蒋坚持不就，
自动坐于罗的右侧， 丘吉尔坐于罗

的左侧。 最后， 约宋美龄同坐。 照

相完毕后， 蒋留在罗寓所续谈， 蒋

称， 前晚所提政治方案乃是个人意

见， 仅供参考， 罗 “神态诚挚”。
下午4时， 蒋介石再次与罗斯福

谈话， 共提出中、 美联合参谋会议、
中美政治委员会、 发表公报之手续、
第三个30师武器之供给等问题。 讨

论完毕， 罗斯福叹息说： “令人痛

苦者亦是丘的问题”， “英国总不愿

中国成为强国”。 蒋介石察觉， 当时

罗 “颇有忧色”， “其情态比上次谈

话时更增亲切也”。 一小时半之后，
蒋回寓所， 与宋美龄商量， 如何向

罗斯福提出贷款及经济援助的方式，
研究再三， 决定由宋于明晨单独见

罗试谈， 观察其态度， 再定进退多

寡方案。
11月26日晨， 蒋介石在别墅召集

中美空运会议。 蒋发现美方主管人

员 “较前恭顺”。 蒋听说， 其故在于

罗昨晚召见部属时， 曾称道蒋 “伟

大”。
上午， 宋美龄会见罗斯福， 提出

美国给中国经济援助的大纲， 罗表

示同意。
正午， 蒋介石设宴招待美国海军

金 上 将 ， 密 交 日 本 今 年 造 船 计 划 ，
与金上将讨论太平洋今后作战方略。
金称， 以先接近中国海口为唯一要

务， 蒋颇感安慰， 称： 此来所见 者

除罗之精诚可佩以外， 唯金对余为

最诚实、 最有益之一人。
下 午3时， 蒋 介 石 访 问 罗 斯 福，

谈： 一、 对罗斯福应允给中国经济

援 助 及 贷 款 的 好 意 表 示 感 谢 。 二 、
外 蒙 古 。 三 、 西 藏 。 四 、 （英 国 ）
海军登陆 （缅甸） 日期。 罗保证提

前， 声称， 仅丘吉尔一人尚未同意。
4时半， 丘吉尔、 艾登、 王宠惠等到

会， 讨论公报。 罗、 丘、 蒋三 人 均

同意， 待德黑兰会议与斯大林会谈

后再行公布。 蒋向罗斯福恳辞、 告

别。
晚8时， 蒋介石约霍普金斯晚餐，

谈 至9点 半 。 蒋 称 ： “此 次 世 界 大

战， 如非罗 （斯福） 之政策与精神，
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 英与俄皆无

法 挽 救 ， 故 余 唯 佩 其 人 格 之 伟 大

也。”
开罗会议期间， 蒋介石与罗斯福

的互动情况如上。 可见二人意见一

致 ， 关 系 良 好 。 蒋 对 罗 恭 敬 有 加 ，
罗对蒋诚挚亲切。 特别值得提出的

是： 美、 英关系虽密切， 但罗斯福

却 看 重 蒋 介 石 ， 而 不 喜 欢 丘 吉 尔 。
上引罗斯福 “令人痛苦者亦是丘的

问 题 ”， “英 国 总 不 愿 中 国 成 为 强

国” 等语， 虽系实话， 但有 “挑拨”
中、 英及蒋与丘吉尔关系之嫌。 如

果罗不看好蒋介石， 他是不会在蒋

的面前掏出这种 “心窝” 里的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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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话” 的。
在印度问题上， 罗斯福向蒋讲的

也是这种 “私房话”。 蒋介石一贯支

持印度独立。 开罗会议期间， 蒋曾

向罗表示， 拟在会上提出印度独立

问题， 但罗斯福却直言不讳地告诉

蒋： “现在不要提， 等战后再来提。
因为现在的丘吉尔是一个守旧的人，
同他商量， 不会有结果的。 到了战

后， 英国换过一个新的政府， 一定

可以解决的。” 在蒋介石面前直斥丘

吉尔是 “守旧的人”， 说明罗此时对

蒋， 是信任而亲昵的。
开罗会议期间， 蒋、 罗关系既如

此； 蒋也并无任何触犯美国利益的

言行。 罗斯福怎么会起意杀蒋呢？

%从美方资料看， 罗斯福认

为， 蒋介石虽有 “短处”， 但只

能依靠他

罗斯福没有留下日记， 但是， 开

罗会议期间， 他的儿子小罗斯福随

从在侧。 从他们父子的私下谈话中，
人们不难看出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真

实态度。
罗斯福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在开罗会议之

前， 他就对小罗斯福指出： 假如没

有中国， 假如中国被打垮了， 将会

有 大 量 日 军 调 到 其 他 战 场 作 战 。
“他 们 可 以 马 上 打 下 欧 洲 ， 打 下 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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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并 且 可 以 一 直 冲 向 中 东 ”，
“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

规模的夹攻， 在近东会师， 把俄国

完全隔离起来， 割吞埃及， 斩断通

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正因为罗

斯福如此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 因

此， 他也就特别重视支援中国坚持

抗战， 特别重视作为当时中国抗战

领袖的蒋介石。
罗斯福知道中国的情况， 知道中

国的战争 “陷于停滞状态”， 知道蒋

介石将 “大部最精锐的部队屯在西

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 他也知

道， 中缅印战区的困难和史迪威工

作的不易， 他对小罗斯福说： “事

实上，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
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 以

牵制日本的军队。” 11月 24 日下午，
蒋介石夫妇举行鸡尾酒会， 小罗斯

福代表父亲参加。 会后， 罗斯福向

儿子了解对蒋氏夫妇的印象， 当小

罗斯福对宋美龄 “恭维与魅惑的功

夫 之 熟 练 到 家 ” 表 示 强 烈 不 满 时 ，
罗斯福 “皱着眉头， 带着思索的神

情” 听儿子讲完， 然后委婉地表达

了不同看法。 他说： “可是目前在

中国有谁能代替蒋的地位呢？ 根本

就没有其他的领袖。 蒋氏夫妇固然

有很多短处，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

靠 他 们。” 罗 斯 福 和 儿 子 的 谈 话 属

于 “私房话”， 应是其内心真实思想

的表现。

11月25 日下午， 蒋 介 石 夫 妇 到

罗斯福处茶叙。 宋美龄 “很动听地

说她预备在战后扫除中国文盲的计

划”， “同时还讲到其他改革中国的

将来的计划”， 小罗斯福发现当宋滔

滔 不 绝 地 一 个 人 在 说 话 时 ， 父 亲

“很热心地听着”。 他写道： “父亲

一 向 对 中 国 的 人 民 有 崇 高 的 敬 意 ，
并且对他们的问题以及开发他们的

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 “想

到昨天他所说的中国目前没有其他

足以使中国抗战的领袖， 我怀疑他

是不是也在考虑蒋夫人所描绘的这

些改革， 似乎不一定要等待旁人来

替代蒋氏以后才能进行。”
罗斯福关心国、 共两党之间的关

系。 他坦率地向蒋表示， 对他的政

府的性质表示不满。 罗称： 这种政

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 必须在

战 争 还 在 进 行 时 与 延 安 方 面 握 手 ，
组 织 联 合 政 府 。 蒋 介 石 当 时 答 应 ，
只要美国保证苏联应允尊重中国的

满 洲 边 境 ， 他 同 意 成 立 “民 主 政

府”。 这天下午， 继续谈到国、 共关

系， 小罗斯福写道： “蒋夫人为她

的丈夫翻译， 提到他与我父亲已经

双方同意的关于增强国内团结的初

步协定， 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这

一点。 我尖起我的耳朵， 可是他们

并 没 有 对 这 个 话 题 加 以 任 何 讨 论 ，
显然他们早就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

个问题。 蒋与我父亲似乎对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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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完全协调的。”
开罗会议期间， 罗斯福曾在参谋

长会议上见到史迪威， 约他留出时

间， 私下谈一谈。 感恩节的当天晚

上， 罗斯福与史迪威作了开罗会议

期间唯一的一次单独谈话， 在场的

有 小 罗 斯 福 、 鲍 梯 格 和 霍 普 金 斯 。
据记载：

史迪威将军很流畅地、 直率

地、 安静地谈着。 他从不提高声

浪， 而且也很少发什么牢骚， 虽

然我们不难想像他是的确有理由

可 以 那 样 做， 从 头 到 底 都 是 困

难， 这似乎是他的命运。 他叙述

他与蒋及蒋的总长何应钦将军之

间 的 困 难； 而 回 答 我 父 亲 的 询

问， 他很干脆地判断他是有办法

来处理与对付这些困难的。
当晚， 史迪威向罗斯福汇报的问

题很多， 如租借物资分配、 列多公

路、 中国军队训练等。 小罗斯福记

载说： “很明显地， 父亲对史迪威

有很大的好感， 他留他坐在他的旁

边谈了一个多钟头， 最后当他辞去

的时候， 父亲对他在远东方面所面

临的荆棘的道路表示深切的同情。”
当罗斯福参加德黑兰会议完毕，

重新回到开罗， 史迪威曾于一天中

午来看罗斯福， 这是史、 罗二人在

开罗的最后一面， 小罗斯福仍然在

场。 他记载说： “他们在一起谈了

20多分钟。 在这时期内， 史迪威对

蒋委员长的政策表示不满， 并且说

蒋是在养精蓄锐， 预备在战后以全

力对付共产党。 父亲因为心中在想

他与蒋的协定， 以及后来与斯大林

的协定， 很少说话， 只劝史迪威尽

他的力量把事情对付过去。 很明显，
父亲在与史迪威谈话的时候， 心中

是在想着些旁的事情； 我个人的想

法是他在心里盘算着先行粉碎纳粹

的 必 要 ， 而 唯 有 在 纳 粹 消 灭 之 后 ，
他才能容许他自己考虑怎么样去解

决美国统帅部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

问题。” 很明显， 罗斯福和史迪威的

这两次谈话， 并无任何谋杀蒋介石

的指示。
罗斯福回到美国以后， 于12月24

日发表谈话， 介绍开罗会议与德黑

兰会议。 在谈到蒋介石和斯大林时，
罗 称 ： “我 们 原 本 打 算 隔 桌 交 谈 ，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坐到了同一

边。 怀着对彼此的信任， 我们来参

加这场会议。 但我们需要个人之间

的接触。 如今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

日 渐 加 深 。 ” 他 特 别 赞 扬 蒋 介 石 ，
“我看出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英勇

无畏精神的人， 他对眼前及将来的

诸多问题见解独到。” 这虽是向公众

谈话， 但所述并非违心之言。
显然， 从小罗斯福和罗斯福本人

的 资 料 考 察 ， 他 在 开 罗 会 议 前 后 ，
都不会起意谋杀蒋介石。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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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 烦 ” 蒋 介 石 及 其 “脾

气” 的不是罗斯福， 而是史迪

威本人， 伪造 “最高” 口头命

令的也是史迪威本人

根据史迪威本人日记， 开罗会

议期间， 史迪威共见过罗斯福两次。
第一次在1943年11月25日4时30分，
和马歇尔同去， 听罗斯福谈法属印

度支那 （越南） 问题。 当日， 史 迪

威准备了一份谈话资料， 但是， 没

有得到进言的机会。 第二次在12月6
日， 在座者除罗斯福、 史迪威， 还

有霍普金斯等共四人。 这应该就是

上文提到的罗斯福从德黑兰回到开

罗以后的那次见面。 其中有一段谈

话， 涉及蒋介石：
罗： 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
史： 局 势 很 严 重， 日 本 人 再 来

一 次5月 份 的 那 种 进 攻 就 会 把 他 推

翻。
罗： 好 吧。 那 么 我 们 就 该 找 另

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史： 他们也许正在找我们。
罗： 是的。 他们会来找我们的。

他们确实喜欢我们。 这话只限于我

们 几 人 之 间， 他 们 不 喜 欢 英 国 人。
你 看， 英 国 人 在 那 里 的 目 的 不 同 。
譬如说， 香港， 我倒是有个让香港

成为自由港的打算： 向所有国家贸

易开放———对全世界。 但先让我们

在那儿升起中国旗。 蒋紧接着就会

作出一个友好的姿态， 让它成为自

由 港 。 这 就 是 处 理 这 件 事 的 方 法 ！
和大连一样， 我确信蒋乐于使他成

为自由港， 货物也就可以不经海关

检查， 未经完税就通过西伯利亚。
1942年5月 ， 日 军 以10万 兵 力 ，

战机100余架， 向守卫鄂西的中国军

队进攻， 企图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

牌要塞， 威逼重庆， 中国军队奋起

还击， 歼敌2.5万余人， 粉碎了日军

的进攻。 谈话中史迪威所称 “5月份

的那种进攻”， 指此。 谈话可见， 史

迪威完全无视中国军队在鄂西战役

中所取得的胜利， 认为日本人再举

行一次 “那种进攻”， 蒋介石及其政

府即将被 “推翻”。 罗斯福只是接着

中国军队在鄂西会战中扼守江边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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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的话说， 表示在蒋及其政府

被日本人 “推翻” 之后， 美国仍应

和中国的 “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

续 干 下 去 ”， 并 无 指 示 史 迪 威 “暗

杀” 蒋介石之意。 所以罗斯福接着

就表示， 要和蒋继续合作， 让香港

升 起 中 国 旗 帜 ， 以 便 蒋 对 美 作 出

“友好姿态”， 将香港和大连都辟为

“自由港”。 倘使罗当时即指示史设

法暗杀蒋介石， 就不会有上述关于

“自由港” 的谈话。
多恩在回忆录中记述史迪威指示

他制订暗杀计划时还有一段话：
将军注视窗外云南清澈的天

空片刻， 转身对我说， “我很担

心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 大人物

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 并且

说， 事实上， 他用他一贯的奥林

匹克的方式说， ‘如果你不能和

蒋相处， 又不能将他撤换， 那就

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 你知道我

的意思。 将这件事交给您管得住

的人。’”
这段记述值得注意， 特别是 “大

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 这

句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 起意

暗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本人， 而不

是罗斯福。
众所周知， 在开罗会议之前， 罗

斯福和蒋介石素未谋面， 双方只有

电报往来。 这些电报， 由于是外交

文书， 礼尚往来， 从无半句任情使

性、 粗暴无礼的语言。 如前文所述，
开罗会议期间， 蒋介石对罗斯福崇

敬 备 至 、 彬 彬 有 礼 ， “ 大 人 物 ”
（罗斯福） 何从对 “蒋和他的脾气”
感到 “厌烦”？

其实， 这是史迪威本人的感受 。
史迪威受命到中国不久， 即主张

乘日军 “集结起来之前就动手”， 迅

速指挥中国远征军南下， 进攻缅甸

南方海口城市仰光， 而蒋介石则主

张 “等待”， 在日军不再增援时再进

攻。 他认为， 仰光濒海， 日军拥有

海陆空立体作战的优势， 中国军队

只有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 才有取

胜可能。 二人之间因此发生激烈争

辩 。 史 迪 威 即 在 日 记 中 辱 骂 蒋 为

“顽固的家伙”。 此后， 史迪威对蒋

介石的恶感日深。 如： 6月18日日记

称 “蒋仍同以前一样”， 是 “一条贪

婪、 偏执、 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
7月12日日记指责蒋 “如此顽固、 无

知和极度忘恩负义”。 7月13日日记

指责蒋 “顽固、 愚蠢、 无知、 不 容

他人， 专横、 不讲道理， 无法说通

而 又 贪 婪 无 比 。 ” 9月 2日 日 记 称 ：
“很 难 想 像 一 名 军 人 会 蠢 到 这 种 程

度。” 9月25日日记称： “‘花生米’
要 比 我 所 想 的 更 加 反 复 无 常 和 怪

诞。” 史迪威因为藐视蒋， 所以在日

记中通称蒋为 “花生米”。
至于蒋的所谓脾气， 据史迪威日

记 载 ， 9月28日 ， 宋 美 龄 曾 向 他 透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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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与 ‘花生米’ 过日子十分 痛

苦： 没有别人对他讲真话， 于是她

只得不断地向他讲述不合意的消息。
和这个爱发脾气的小畜生一起生活，
眼见一切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不可

能是件轻松的事。” 很难想像， 宋美

龄会在一个外国将军面前辱骂自己

的丈夫是 “爱发脾气的小畜生”， 显

然， 这是经过史迪威扭曲、 改制的。
至于对蒋的所谓厌烦感， 则完全

来源于史迪威本 人 的 感 受。 1943年

11月26日， 史迪威日记称： “路 易

斯11点来， 谈了计划。 他对 ‘花 生

米’ 产生了厌烦感， 谁又不是呢？”
以上资料可以证明， 史迪威对多恩

所称 “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

厌烦”， 实际上是史迪威在阐述自己

的感受， 只不过假借 “大人物” 罗

斯福的名义罢了。 至于史迪威所称

“大人物” 指示： “如果你不能和蒋

相处， 又不能将他撤换， 那就一劳

永逸地将他除掉。” 云云， 既不符合

罗 斯 福 开 罗 会 议 前 后 的 思 想 感 情 ，
也在小罗斯福的会议记载及史迪威

本人的日记中找不到相关影子， 只

能认为， 这是史迪威的有意编造。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企图暗

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 而不是罗斯

福， 史迪威向多恩所说， 完全是假

传 “圣旨”。

早 在 开 罗 会 议 之 前 ， 史 迪

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与罗

斯福根本无关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 史迪威即

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根据美国战略情报局资深官员

艾 夫 勒 上 校 本 人 参 加 写 作 的 《The
Deadliest Colonel 》 一书 记 载， 1943
年8月初至10月末期间， 他在中缅印

战区工作期间， 曾被史迪威召到新

德里。 要求他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

的计划， 过程如下：
史迪威直截了当地对艾夫勒说，

如果美国想要按照逻辑顺序有条不

紊地推进战争， 那么就必须除掉蒋

介石。 摆在史迪威面前最大的问题

是 ： 艾 夫 勒 是 否 同 意 承 担 此 重 任 ？
他能否神鬼不知地完成使命？

对于这个要求， 艾夫勒既不感到

震惊， 也未感到受宠若惊或不知所

措。
他点了点头回答说， 他能找到除

掉蒋介石的办法。 随后， 史迪威又

强调说， 整个暗杀事件不能使人怀

疑到艾夫勒本人及他的随从的头上

来。 艾夫勒起身， 向史迪威行过军

礼后， 与其握手告别， 便匆忙离开

了。
艾夫勒没有提供他被召到新德里

的时间， 但其时在开罗会议之前则

是确定无疑的。 在史迪威向他布置

任务时， 并没有说明此令来自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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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或 “最高”， 可见谋杀蒋介石

的起意出自史迪威本人。
艾夫勒接受任务之后， 最初考虑

派 狙 击 手 暗 杀 ， 他 自 己 或 其 随 从

“都可以成为扣动扳机实施暗杀的人

选”。 但是， 该办法不能确保狙击手

不被擒获。 后来， 他决定实施投毒，
并且在回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省纳

济拉之后， 初步勾勒出一个暗杀计

划。 这个计划需要包括他自己在内

的4个人来实施。 艾夫勒分别将其他

3人找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 开门见

山地说： “我需要你执行一项任务，
该任务还没有名字， 我想就称它为

‘无名’ 任务吧。 不到我们开始行动

的时候， 我不能向你透露计划的内

容。 此时， 我需要你绝对保密， 并

心甘情愿地服从我的命令。 这个任

务 不 但 令 人 反 感 ， 而 且 极 为 危 险 ，
但 是 却 必 须 执 行 。 如 果 你 想 回 答

‘不’， 那么就赶紧说， 我不会耿耿

于怀的。” 3个人都很快回答说， 自

己将始终与艾夫勒站在一起共进退。
此后的近两个月内， 并没有进一步

的行动指示。
后来， 艾夫勒到华盛顿， 访问美

国战略情报局实验室的间谍用品发

明专家斯坦利·拉维尔后， 确定使用

“肉毒菌毒素”。 它能麻痹并损害中

毒者的肺功能， 使之迅速衰竭并最

终致人死亡。 死后的尸体剖检也不

会发现任何中毒的痕迹。

据艾夫勒回忆， 此后史迪威没有

再催问此事。 直到1944年5月， 艾夫

勒在史迪威的缅甸司令部与史相见，
艾告诉史， 已经找到一种方法， 可

以执行暗杀计划， 但史摇头说， 他

对此已另有想法， 并且决定， 在目

前反对这样做。
史迪威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呢？ 这

可以从后来的形势发展考察。

史迪威利用中国战场失败，
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

1944年4月， 日军发动1号作战，
首先进攻河南， 中国军队大败。 接

着， 日军进攻粤汉路。 蒋介石急命

史迪威将成都所存汽油、 配件及全

部飞机交给陈纳德的航空队， 供粤

汉 路 空 战 之 用 。 他 召 史 回 渝 商 量 ，
史置而不答。 6月5日， 史迪威到重

庆， 蒋介石当面要求史迪威增加对

陈纳德航空队的汽油供应， 史内心

不屑， 但表面应允。 此后， 中国 守

军在衡阳与日军苦战， 陈纳德航空

队的最大困难是缺油， 陈本人多次

要求史迪威增加空运吨位， 多给军

火 ， 支 援 衡 阳 守 军 ， 史 均 不 答 应 。
史迪威和陈纳德在支援中国抗日的

战略上有分歧， 陈强调空军的作用，
史 认 为 必 须 首 先 充 实 陆 军 力 量 。
1943年5月， 美方在华盛顿召开参谋

本部会议， 陈、 史二人之间为此发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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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争论。 对于史迪威拒不加拨 汽 油

的行为， 史的另一个助手贺恩透 露

说： “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
以 证 明 其 在 华 府 会 议 中 预 测 之 正

确。” 陈纳德则认为， 史迪威是在故

意 扣 留 军 用 物 资 ， 以 待 局 势 恶 化 ，
迫使蒋介石让出最高统帅之指挥权。
此际， 马歇尔正因史迪威与英国 统

帅 蒙 巴 顿 不 和 ， 准 备 应 英 方 要 求 ，
将史调离东南亚战区， 授以上将衔，
改调中国国内， 使之统帅中国全 国

军队。 7月1日， 马歇尔电询史迪威

本人意见， 正中史的下怀。 7月2日，
史迪威在致夫人函中透露， 他的 希

望是 “摆脱掉 ‘花生米’ 而 又 不 致

毁了整艘船。” 同时， 他明确写道：
“中 国 问 题 的 药 方 是 除 掉 蒋 介 石 。”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 我们的

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 中 国 也

将 无 助 于 我 们 的 抗 日 努

力， 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

乱 的 种 子。” 他 觉 得， 采

取行动的机会来了。
7月3日， 史迪威致电

马歇尔， 要求罗斯福致电

蒋介石， 指出蒋过去轻视

陆军倚重空军的错误， 告

以 “剧变情势应采剧烈手

段”。 史 称， 在 此 情 况 下

蒋介石有可能将中国军队

交给自己指挥。 他向马歇

尔明确表示： “如我无实

权， 则不能担任。” 6日， 马歇尔备

妥电稿及签呈， 上呈罗斯 福， 声 称

中国战局已经到了 “须将中国军 权

交 与 一 个 人 物 指 挥 抗 日 ” 的 时 候 ，
而此人， 则非史迪威莫属。 在 马 歇

尔等人的 “压力” 下， 罗 斯 福 第 二

天即照马所拟电稿签发， 宣称已 升

史为四星上将， 要蒋从缅甸战 场 召

回 史 ， 让 他 “统 率 全 部 华 军 与 美

军”， 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
掌握中国军权是美国军方的长期

目 标 ， 也 是 交 给 史 迪 威 的 任 务 。
1943年6月 ， 宋 子 文 向 蒋 介 石 报 告

说， 美国国务院派到史迪威处 担 任

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曾向友人透

露： “美军方曾令史迪威， 应 利 用

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 同年开罗

会议期间， 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

斯福的谈话资料， 直言不讳地表示，

衡阳会战前，中国守军通过铁路将居民撤往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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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中国军队之权”。该资料云：
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 我们如不

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 早获明文规

定， 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 纸……统

率 之 权 ， 如 不 能 扩 及 华 军 之 全 部 ，
亦必须包括于中美之联军。 我们如

缺控制蒋介石之权力， 则伊将使其

干部跟我们作梗。 我以为中国军政

部应改组， 何应钦应去职， 第一批

30师应由美军官统率之。
可见史迪威不仅要求实际上掌控

中国军权， 而且要有 “明文规定”。
罗斯福将马歇尔所拟致蒋介石电

稿一字不改地照样发出， 至此， 史

迪威掌控中国军权的任务接近完成

了 。 然 而 ， 史 迪 威 没 有 想 到 的 是 ，
蒋介石不仅拒不接受， 而且绝地反

击 ， 坚 决 要 求 罗 斯 福 召 回 史 迪 威 ，
其结果不是蒋介石屈服， 而是罗斯

福 屈 服 。 史 迪 威 当 然 更 不 会 想 到 ，
1945年初，西起印度东北，经过缅北、
滇西， 东至云南昆明的中印公路通

车，蒋介石为了纪念史迪威对此路修

建及中国抗战的功绩，居然将这条公

路命名为 “史迪威公路”，“以志其劳

绩”，“决不以过掩其功也”。

[杨天 石， 著 名 历 史 学 家。 1960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常务副会长。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

与中国近代史， 尤长于中华民国史、
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 主

要 著 作 有 《 杨 天 石 近 代 史 文 存 》
（五卷本）、 《杨天石文集》、 《找寻

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等]

讲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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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 时 代， 一 大

批思想灿烂、 人格独立的大家学者成

群而来又成群而去， 却为何没能改变

中国近百年来的循环往复？ 历史的走

势究竟遵循何种轨迹， 知识分子在其

中 的 价 值 又 何 以 体 现 ？ 为 何 “文 革 ”
中会出现群体性的疯狂？ 随着时代的

发展， 传播手段越来越多样化， 互联

网能否给民众带来真正的言论自由？ 请看资深媒体人陈远与著名学者章

立凡的解读。

“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 又不能将他撤换，
那么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 二战期间， 中国

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召见助手， 暗示受 “最高”
密令， 暗杀蒋介石。 然蒋介石日记及美方资料

都一致显示： 开罗会议期间， 蒋与罗斯福关系

密切， 互动良好。 为何罗斯福会突起杀意？ 这

究竟是罗斯福的指示， 还 是 史 迪 威 假 传 圣 旨？
暗杀计划确定后， 史迪威为何没有进一步行动？
……数十年来迷雾重重， 今日著名历史学家杨

天石为您还原历史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 展开了艰苦卓绝的

全民族抗战， 牵制和抗击着日军主要

兵 力， 直 接 影 响 着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局

势， 全球为之瞩目。 一大批支持中国

抗战的外国友人和军人， 怀着崇高的

国 际 主 义 理 想， 踏 上 了 中 国 这 块 热

土。 其中， 在安徽的美军和韩国独立

武装与江淮军民并肩战斗， 积极推动

着安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导 读

章立凡（左）对话陈远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史迪威

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杜立特尔机

组成员和中国营救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