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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日战争期间
,

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本来
,

抗战爆发后
,

中

苏关系一直较好
.

1 9 3 7年 8 月
,

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

苏联不仅从道义上
,

而且

从物资
、

技术和人力方面都给中国抗战以很大支援
。

中国对此也深表感谢
。

但是
,

到

l
_

e住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后
,

两国关系迅速逆转
,

日渐冷淡
,

甚至发生 武 装 冲 突

(在新疆地区 )
。

对于这种关系恶化的原因
,

史学界一直未进行专门研究
。

本文不揣谢

陋
,

试对此作一浅析
,

以为引玉之砖
。

一
、

两国关系恶化的因素

抗战期间
,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
,

因素较多
,

归结起来
,

主要如下
:

1
。

苏联停止援华
。

抗战全面爆发后
,

苏联曾积极援助中国
。

1 9 3 8至 1 9 3 9两年间
,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三笔低息贷款
,

计 2
.

5 亿美元¹
,

用于购买苏联军火
,

价格可低于国

际市场
。

苏联还派遣大批志愿飞行员
、

军事顾 问
、

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华
,

直

接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的军事指挥
、

训练
、

作战
,

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的

指导和具体工作º
。

此外
,

苏联从道义上对 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的谴责
,

对 中国抗战

的声援
,

也给予中国人 民以极大的鼓舞
。

但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对中国的人力
、

物

力援助逐渐停止 了
,

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也 日趋减少
。

国民党对此表示不满
。

2
.

中德关系的影响
。

国民政府在 19 41年 12 月 9 日对德宣战前
,

与德国保持良好的

关系
.

如十年内战时期
,

蒋介石聘请德国的赛克特等人作
“

剿共
”

顾问 ; 抗战爆发后
,

¹ 苏联援华贷款的实际动用总数为 1
.

73 亿美元
,

见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

火物资援助》
,

《近代史研究》19 8 8年第 3 期
。

º 杭战期间
,

苏联派遗各方而援华人员计 50 0 0余人
。

参见幻
.

B
.

丘多杰耶夫《在华苏联 顾 问

( 19 37一 194 2)》, 《远东l司题》(俄文版 ) 19 8 8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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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又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受调停中日关系
。

这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并未影响到中苏

关系
。

但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对中德关系就极为敏感了
。

尤其是国民党曾幻想德军

获胜及得到德国的援助
,

并为此在中德断交前夕进行了一系列亲德抑苏的外交活动
,

甚至在报刊上发表反苏言论
,

引起苏联的愤感
,

认为这是在破坏苏联的威望
,

援助苏

联的敌人
。

3
.

国民政府强求苏联对日参战
。

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全力以赴抗击德军
,

故极

力避免两线作战
,

卷入对 日战争
。

国民政府不为苏联着想
,

强人所难
,

三番五次要求

苏联参加对 日作战
,

使苏联感到这有挑拨 日苏战争之嫌
,

因而极为反感
,

拒绝了国民

政府的要求
。

而国民政府则认为
,

这是苏联疏远两国关系的不友好的表现
。

4
.

国共两党冲突的影响
。

1 9 3 8年10 月武汉
、

广州失陷后
,

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逐渐

变为消极抗战
,

积极反共
。

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三次挑起反共高潮
,

加剧了国内形势的危

机
,

苏联对此极不赞成
。

特别是1 9 4 1年国民党制造的大规模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

苏联是坚决反对的
。

苏联的这种正义立场却遭到国民党的反对
,

被看作是有损两国关

系的表现
。

后来台湾学者这样评论
: “

中苏关系自1 9 4 0年以来因政府部队和中共部队不

断增加的冲突而一直在恶化
”
¹

。

5
.

新疆问题
。

19 24年中苏建交后
,

苏联与中国新疆地区的关系也随之建立起来
。

在杨增新
、

金树仁主新期间
,

中苏在新疆的关系基本正常
,

即使在 19 29 年 中 苏断交

后
,

两国仍在这一地区保持经济贸易往来
。 19 33年 4 月

,

盛世才任新疆省主席
、

边防

督办
,

得到苏联的支持
。

苏联曾出兵支持盛世才平定马仲英部暴乱
; 盛世才也宣布反

帝亲苏的六大政策
,

因此
,

盛与苏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

抗战初期
,

新疆成为中国取得苏

联援助的重要交通线
,

新疆的形势也是稳定的
。

新疆问题的发生
,

据国民党方面讲
,

是始白 19 40 年 6 月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同年 11 月逼签新疆锡矿协定
。

继而
,

国民政府在19 42年 7 月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 良去新疆表示支持盛世才
。 9 月

,

又

派宋美龄去新疆祝贺统一
,

要求苏联撤退驻在乌鲁木齐的苏军第八团和飞机装备厂
,

苏与盛世才关系乃至中苏关系开始恶化º
。

苏联指责国民党
,

自 19 42 年春起在新疆掀

起反苏反共浪潮
,

迫害
、

驱逐苏联侨民
,

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

削减甚至中断新

疆同苏联的贸易
,

造成新疆地区形势紧张
。 19 43年底至 19 44年上半年

,

新疆地区的冲

突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

双方动用了军队
。

苏联撤回在新疆的顾问
、

专家和商办代表
,

停办新锡公司
,

运回矿山设备
。

与此同时
,

国民党中央军开进新疆
。

由此可见
,

新疆问

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

6 .

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

该条约是 19 41年 4月 13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
,

其主要内容是

¹ 程天放
: (( 中俄关系史 )} ( T ie n 一 f a n g c h . , ‘, A H i st o r y o f s i n o 一R u s s i o n R e la t i o n s ) 华盛

顿19 5 7年版
,

第220页
。

º 参见薛光前《八年抗战中之国民政府》
,

台湾19 了8年版
,

第魂0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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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

矛
、

丫
写流协

鳍护两国简的和平关者卜
‘

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
,

缔约

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 中立
” 。

苏联认为这一条约有效地维护了远东 和 平挤

便于后来集 中力量对付德国
。

但国民党对这一条约持否定态度
,

认为它实际上帮助了

日本
,

使 日本得以把关东军调往关内
,

增加 中国抗战的压力
。

特别是条约的附带声明

指出
,

苏联保证尊重
“

满洲国
”

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

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

这被认为是对 中国主权的侵犯
。

国民政府曾表示强烈抗议
,

宣布
“

中国政府和人 民不能承认第三方之间缔结的有损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 任 何

协定
”
¹

。

苏 日中立条约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

用签订这一条约的 日 本

外相松冈洋右的话说
,

该条约冷却了中苏关系
。

º

恩格斯指出
,

历史事变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来的一个总的结果
。

» 如果把

中苏关系从稳定走向破裂的过程看作是一种合力运动
,

国民党和苏联则是这种合力运

动中的两支基本分力
。

下面就试析这两方面的作用
。

二
、

国民党的作用

首先应当看到
,

国民党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因素
,

在它同苏联

关系的历史上
,

始终如此
。 19 2 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

,

继续保持了北洋政府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
,

但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亲帝反苏
。 19 27 年12 月 ,

国民政府以苏方人员参

与广州起义为借 口 ,

下令撤销各地苏联领事馆
。

勒令各地苏联商业机构停业
。 19 29年

7 月
,

国民党东北地方当局制造了中东路事件
,

驱逐逮捕苏方人员
。 8 月至 11 月 ,

东

北军又与苏军在中苏边境频频发生武装冲突
。

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断交
。

九 一八事

变后
,

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

此时
,

尽管中苏已经绝交
,

但苏联在外交上
、

道义上和行

动上都给 中国以同情和支持
,

认为 日本的侵略对 中苏两国都是严重威胁
,

中苏两国应

当联合起来
,

协力制敌
。 19 31年 9 月 24 日

,

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向日本提出口 头警告说
:

“

苏联在道义上
、

精神上
、

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
,

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
。 ”
¼ 苏 联 对

中国东北抗 日义勇军和中国民众也确实给予了一定的支援和保护
。

为使两国关系正常

化
,

苏联提议中苏应立即复交
。

国民党内以汪精卫
、

张群为代表的亲 日派反对复交
,

怕引起 日本不满
; 以宋子文

、

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主张复交
,

认为这样可以对

日本在华势力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

并由此引起苏 日之间的冲突
。

蒋介石正是从宋
、

程天放
: 《中俄关系史》

,

第220 页
。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下册 ) ,

商务印书馆1 9 8。年版
,

第6 62 页
。

参见《恩格斯致约
·

布洛赫》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

第47 8页
。

塔斯社电讯
,

见 1931年 9 月26 日上海 《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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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考虑出发
, 同时

一

也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
,

才同意国民政府于 f今32 年 1 2 月九日同苏

联复交
。

复交后
,

国民党极力想从苏联得到援助
,

因为英美这时尚不肯援华抗 日
。

1 9 3 5年

名月 8 日
,

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棋同苏联驻英大使曼伊斯基会晤时就谈到这一点
。

郭声棋说
: “

中国经常不断地寻找支持并指望西方国家 (这里指国联
,

特别是美国)的

廿功
。

中国特别对英国和美国寄以希望
,

因为它比其它国家更为关心远东事务
,

比其

它落;家更有能力帮助中国人民保卫 自己灼独立性
。

但遗憾的是
,

我们不能不认为
,

西

方实际上没为中国做什么事
。

国联只限于信号决议
,

可这决议并不能阻止 日本夺砍满

洲
。

通常所诏才中国很友好约关翻人
,

在过去三年内实际上对 中国也没石表示过任何

的友谊
。

他们发表了抗议书
,

日本外务省置之不理
,

美国再没有进一步采 取 什 么 行

动
。 ”

他还说
,

英国政府
“

不 比关国好
。

他同样用好活和决议安慰中国
。

但当事洽弄到

这祥绝步时
,

他又把 中国出卖给 日本
” 。 “

总之
,

现在中国的情绪是这 样 的
,

讨 厌 西

方
”
¹

。

英美幼冷淡使国民党只好求助于苏联
。

还在19 34年 6 月
,

蒋介石得知清华大学教

授称廷献将利用休假期沁赴欧洲考察
,

就嘱其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苏联
,

º 为尔 后 两

困井方正式接触作准舟
。

同年10 月 1 日
,

蒋廷徽 iuJ 苏软副外长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谈时

转j三 了将介石的意见
。

忆说
: “ 7 月 27 日

,

我从中国动身前
,

蒋介石召我到南京
,

他

妥我转达以下意见
:

蒋介石认为千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袄系着
。

他认为
,

如果苏

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打击或损失
,

这同样意味着对 中国的地位和利益的打击
。

他

很想弄清楚
,

苏联政府对涉及我们两国相互关系这些想法是否泡有同感
。 ”» 斯托头

一

尼

亚科夫即表示
,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对 中国怀着真挚友好的感情
。

蒋廷做又试探往妙询

问
,

中东路事件后 中苏关系破裂
, “

这不会影响今后 中苏关系的发展吗 ? ”斯托典尼花 件

夫困答
: “
我不愿在过去中苏关系中纠缠

。

大家都十分清楚
,

合作时期后被裂中办关系

的首先是中国政府
。

但过去是过去
,

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回忆和感情上
。

在决定我

们同中国今天的政治关系时
,

特别在决定同在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时
,

自然

我们决不会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
,

而是要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并真诚地希望

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
。

我们象对待其悠戒伐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对待他
,

也象尊敬其

他同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
。

任何个人的因素
,

任何成见都不能 给 我 们 这个

立场以不好的影狗
。 ”¼ 蒋廷献这才如释重负

,

连忙说
: “

我可 以使你们相信
,

势
、

联砍府

¹ 《苏联外交文件》第18 卷 ,

第 70 一71
、

72 页
,

本文所引 《苏联外交文件》均 转 引自季托夫

《1935一19 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
,

杨圣清译
,

载《党史研究》19 85年第 4 期
。

º 参见严君《蒋廷献生平事略》
,

载《民国档案》19 8 9年第 1期
。

» 《苏联外交文件》第17 卷 ,

第G 41 页
。

¼ 同上书
,

第 c tlZ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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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是蒋介石所不了解的
。

我将立即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他
,

并使他相信这对

未来的中苏两国关系具有巨大意义
。

气¹ 不久
,

蒋廷徽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写道
: “

目

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
,

然利害既相同
,

友谊亚宜培养
,

互信亚宜树

立
,

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
,

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
,

新孤问题可免复杂化
’ 。
À 蒋介

石看后甚喜
,

即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 “

蒋廷做与 中正有深密关系
,

极为信赖
,

嘱其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恰谈
”
À

。

蒋廷俄的这次莫斯科之行达到了蒋介

石的预期 目的
,

以后蒋介石便谨镇地通过官方途径改善两国关系
。 i勺35年初

,
国民政

府令尚滞留在渝的驻苏大使颜惠庆返回莫斯科
,

以示对苏政策的转变
。

同年10 月
,

中

苏文化友好协会成立
。

接着
,

国民政府又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 秘 密 军 事

协定的建议
,

并派陈果夫前往莫斯科商谈苏联援助事宜
。

与此同时
,

蒋介石
、

孔祥熙
、

分别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

提出要通过新获获取苏联军援¼
。 1.9 35 年11 月 15

IJ ,

斯托莫尼亚科夫电鲍格莫洛夫转告中国政府
:
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¾

。

12月2 4日
,

鲍格莫洛夫又受命通知蒋介石
:

苏联政府准备同中国方面就缔结双边协定

问题进行具体讨论¾
。 、

然而
,

当苏联答应国民政府的上述要求
,

为改善中苏关系而竭诚努力时
,

后者却

止步不前了
,

蓄意拖延关于缔结协定问题的谈判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国民党怕影响同

日本的关系
。

它既想同苏联结盟
,

以抗衡 日本 , 又不想立即正式结盟
,

以免导致日苏

关系紧张进而刺激 日本
,

加深中日矛盾
,

因而采取的策略是在 中
、

日
、

苏三角关系中

摘平衡
。

国民政府在同苏联改善关系时
,

又与 日本进行谈判
。 19 36年 8 月19 日 ,

国民

政府外长张群在向记者宣布他与 日本驻华大使有田的会谈情况时说
: “
回溯 此 四 次 谈

话
,

虽未获得任何具体结论
,

·

但双方有此机会
,

畅聆彼此见解
,

于将调整中日关系之

交涉
,

不无裨益
”
¿

。

蒋介石在同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也直言不讳地承认
: “ 日本要求谈

判
,

我们当该同他进行谈判
,

因为 日本是有力量的
。

但是如果我们同你们达成协议
,

我们同日本的全部谈判就会丧失意义
”
À

。 19 37 年 6 月 18 日
,

国民政府新任外长王宠

惠在南京答 日本记者问时再次表明了对 日本的亲善态度
。

他说
,

基于平等 互 惠 之 原

则
,

深信调整 中日邦交不难于短期内实现
,
中日经济合作如因政治问题悬而不决

,

恐

难有良好结果À
。

国民政府既然希望 中日和好
,

也就不打算中苏关系过于密切
,

以致

¹ 《苏联外交文件》第 17 卷
,

第 6 .13 页
。

勺 严君
: 《蒋廷欲生平事略》

, 《民国档案》1 9 8 9年第 1 期
。

À 《19 33 一1934年蒋介石来电》
,
原件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¼@ 易 《苏联外交文件》第18 卷 ,

第6 62 、 6 63、 590 页
。

¿ 张篷舟
: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 32一 lo aZ)) (第 2 卷 ) ,

四川人民出版社1, . 5年版
,

第 15‘页
-

À 《苏联外交文件》第 19 卷
,

第37 页
。

À 参见贾王才《苏中关系))( 俄文版〕
,

莫斯科19 58年版
,

第2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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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成为妨碍 中日邦交的
“

政治问题
。 ”

这种平衡外交策略
,

反映出国
.

民党对苏联 的 不

完全信任和对 日本改变其侵略政策的幻想
。

国民党不愿立即同苏联缔结协定的另一原因
,

是双方在中共和红军问 题 上 的 分

歧
。

苏联希望国民党与 中共领导的红军建立统一战线
,

共同打击 日本
。

但国民党要求

苏联充当国共关系的调解人
,

迫使中共和红军首先承认国民党的权威
。

苏联以不于涉

别国内政为由
,

拒绝了这一要求¹
。

1 9 36年下半年至 19 38 年春出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

的蒋廷做
,

在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 中曾谈到苏联的这种态度
。

蒋廷做对鲍格莫洛

夫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说
: “
你知道苏俄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

,

即不 信 共 产 主

义者亦有不少人士对苏俄怀有好感
。

至于用何种方法促进圆满解决
,

我无建议
。

我所

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
。 ”º 然而

,

苏联却表示无从帮助
。

这在国民党看来
,

苏联

并非真心支持 自己
,

因而也就不愿最后下决心接受苏援并同其缔约
。

正如苏联史学家

季托夫所评论
: “

蒋介石更多的是对调整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感到不安
,

因为没有这一

点他便不能希望签订对他极其需要的中苏互助协议
”»

。

国民党这种从一群一党私利出发的政策
,

不可能彻底改善中苏邦交
,

对国家和民

族也极为不利
。 19 4 0年

,

孙科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

回顾九
‘

一八这段不幸的历史
,

“

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
,

十六年 ( 19 27 年 ) 没有反共绝苏的事件
,

两国能维持友

好的革命外交关系
,

以苏联为与国
,

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发动浸略
。

因为敌人知道 已与

其革命过程 中的唯一与国断绝关系
,

乃胆敢肆其侵略野心
”¼

。

后来宋庆龄也就 此 事

谈到
: “

在七七事变前
,

苏联 曾建议和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

如果在那时候
,

我们接

受了这个建议
,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侵略我们
,

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可免遭牺牲
,

祖国

的大地可免遭蹂瞒
,

但是 中国反动派拒绝了这善意的建议
,

使我们遭受了十多年的流

血牺牲
,

阻碍了我们建设和进步
”½

。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

国民党的
“

平衡
”

策略破产
,

而英美这时又推行绥靖政策
,

它才不得已转向苏联
,

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

接受苏

联的援助
。

因此
,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
。

事实也证明

了这一点
。

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逐渐停止援华
,

这使依赖外援打
“

廉价战争
”

的国民

党必然寻求新的靠山
。

恰在此时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美国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蒋介石面

前
,

并陆续采取了一些使蒋介石颇感兴趣的政策
。

例如
,

中美租借法案
,

使国民党可

以得到大量美援
; 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

使蒋介石可以得到外交上的虚荣
。

这样
,

国

《苏联外交文件》第 19 卷
,

第37 页
。

《蒋廷献关于苏联概况
、

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
,

《民国档案》19 8 9年第

期
。

季托夫
: 《19 35一1 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

,

《党史研究》19 8 5年第 4 期
。

孙科
:
《中苏关 系》

,

中华书局 19 42年版
,

第12 页
。

《宋庆龄副主席谈话》
, 19 5 0年 4 月14 日上海《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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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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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党就 日益亲美
,

而对中苏关系合撇裂便无所顾忌了
。

苏联方面当时对此很有看法
,

说 中国现在有了美国这个靠山
,

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
。

国民政府外交官顾维钧则评

论
: “

此话不假
”
¹

。 19 42年 10 月 ,

蒋介石把
“

亲苏派
”

人物
、

驻苏大使邵力子召回
,

也说

明了这一点
。

时任驻苏陆军副武官李修业后来回忆说
,

自邵力子奉调回国
, “

中苏友好

关系 日益减退
”
º

。

国民党在 中苏关系 中的不稳定性
,

是 由其性质决定的
。

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政党
,

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帝国主义
,

特别是美 国帝国主义有着本质上的联

系
。

早在 19 36年 5 月19 日
,

斯托莫尼亚科夫就告诉鲍格莫洛夫
: “
最近

,

我们收到来 自

各方面关于蒋介石准备抗 日的消息
。

我想
,

他在任何条件下都认真地进行 着 这 个 准

备
。

但他的主要路线是继续力求赢得时间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得到外来的援助
,

首

先是英美和国联的帮助
”
»

。

斯托莫尼亚科夫对国民党外交政策重心的分析无 疑 是正

确的
。

很明显
,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

无论在社会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上与中国都是

根本对立的
,

这使国民党对它具有强烈的排拒性
。

国民党之所以同苏联 建 立 互 助关

系
,

完全 出于形势所迫
; 这种互助关系也不可能改变它敌视社会主义制 度 的根 本 立

场
。

苏德战争初期
,

国民党对苏联失利就持幸灾乐祸态度
,

对德军获胜深信不疑
。

在

德国外交人员撤离重庆时
,

何应钦特设宴欢送
。

席间
,

德国人称
,

当德军打到中亚细

亚时
,

将修建一条铁路通至甘肃
,

并要帮助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
。

何应钦 等 人 则 表

示
,

德国必胜
,

日本亦必胜
,

对德绝交实属错误
。

一些亲德人士扬言
:

中国要与英美

绝交
,

废止滇缅路修筑协定
,

以人力物力供应德 日两国
。

¼ 不仅如此
,

国民党 CC 派报

纸还刊登抑苏扬德的言论
,

攻击苏联的社会制度
,

把苏军的暂时失利看作是
“

社会主义

的失败
,

而社会主义得到群众支持要比资本主义得到的少
”

等等½
。

显而易见
,

站在这

种立场上对待德苏战争的国民党
,

绝不可能维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

在新疆问题上国

民党也如此
。

19 42年
,

盛世才在新疆制造反革命暴乱
,

断绝同苏联的关系
,

转而投靠

蒋介石
,

蒋即表示对他的支持
。 1 9 44年曾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后来这样评论新疆

事件
: “
盛世才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行动的

”
¾

。

不管盛世才在政变前是否与蒋介石有过

直接联系
,

但他们在反苏反共的本质上毫无二致
。

这也决定了国民党不会同苏联保持

长久而稳定的关系
。

既然国民党在对苏外交上具有这种不稳定性
,

一旦有外来因素的影响
,

就会加扁

¹ 《顾维钧回忆录》第 5 分册
,

中华书局19 8 7年版
,

第 43 。页
。

º 《和平老人邵力子》
,

文史资料出版社19 8 5年版
,

第154 页
。

» 《苏联外交文件》第19 卷
,

第27 0页
。

¼ 据新华社重庆1941年 7 月2魂日电
,

见《何应钦认敌为友》
, 19 41年 7 月26日《解放日报》

‘

½ 贾王才
: 《中苏关系》

,

第309 页
。

¾ 同上书
,

第3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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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稳定性
,

导致双方关系破裂
。

1 9 4 1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即是一种外来因素
,

它

不仅使国民党不能继续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
,

而且由于苏军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大大降

低了苏联的威望
,

促使国民党改变对苏政策
。

苏联拒绝国民政府对 日参战的要求
,

是

从客观实际出发的
,

应予以理解
,

但国民党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表现
。

苏联指责国民党制

造反共磨擦
,

义正辞严
,

同样引起国民党的不快
,

加深了同苏联的裂痕
。

至于苏联吞

并店努乌梁海
,

逼签锡矿条约协定和在苏日中立条约中侵犯中国主权的间题
,

当然也

是关系破裂的因素
,

国民政府为此提出抗议是有道理的
,

本文将在第三部 分 详 加 论

述
。

这里需要澄清的间题是
,

唐努乌梁海
、

锡矿协定和苏 日中立条约等问题 ;洲肛是破

裂中苏关系的主导因素
.

在国民党统治的22 年间
,

帝 国主义国家多次侵犯中国主权
。

九
·

一八事变后
,

东三省沦于日本铁蹄之下
, 1 9 3 3年的塘沽协定

, 1 9 3 5年的秦土协定

和何炸协定又使 日寇侵占了华北大片领土
,

国民政府并役有因此断绝同 日本的关系 :

1 9 4 6 年
,

国民党为打内战
,

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
、

中美海军协定和中美航空协定等

一系列卖国条约和协定
,

也没有表示丝毫的忏悔之心
。

就中苏关系而言
, 1 9 4 5年中苏

谈判时
,

苏联要求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失去的权益
,

国民政府也未因止御万不同苏联订

立条约
。

国民党有时虽也打着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旗号
,

甚至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

但这绝不是它对外政策的本质
。

它的本质是亲帝联帝 (主要是英美)
,

以帝国主义为靠

山
,

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
,

国家领土和主权则在其次
。

所以
,

唐努乌梁海
、

锡矿协定

和苏 日中立条约等问题虽然影响到国民党的对苏政策
,

但不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决

定因素
。

况且国民党对其中的某些事情还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

国民政府要员程天放所

著《中俄关系史》一书就锡矿协定等事这样披露道
: “

南京玫府很了解盛 (世才)同 苏 联

的关系
,

但容忍了他
,

因为害怕把盛的职务解除
,

他将公开叛变
,

并且南京政房忠没

有力量来镇压他
,

盛的手既可与 日本又可与共产党搀起来
。

后来
,

中日战争爆发
,

苏

联向重庆的军事供应经过新疆
,

国民党政府很少既想得罪苏联又得罪盛
”
¹

。

这一方面

揭示了国民党对盛世才的权谋策略
,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它的外交政策中
,

确有比国家

主权更为重要的问题
。

再如
,

国民党对苏 日中立条约也仅是在外交上提出抗议而已
,

并未采取破裂关系的行动
。

而关系破裂是在1 94 2年新疆事件以后
,

此间相隔一年之久
。

可见
,

国民党把中苏关系恶化之主因归咎于唐努乌梁海等问题
,

有违于客观事实
。

三
、

苏联的作用

19 32年中苏复交后
,

苏联在改善中苏邦交方面是比较积极的
。

复交第二年
,

苏联

¹ 程天故
: 《中俄关系史》

,

第1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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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李维诺夫即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席演说时指出
,

苏联 已接受中国政府毛于订

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

条约草案正由中国政府讨论
。

他还说
: “

我们粤守不干 涉 中
国内政之政策

,

同时对于中国为独立及 国家统一之奋斗表示最大的同 情
”
¹

。 19 35 年

8 月 19 日
,

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建议
,

在对等原则基础上成立苏中

航空公司
,

共同管理从苏联边界经乌鲁木齐
、

哈密
、

兰州
、

西安
、

南京至 上 海 的 航

线º
。

是年 8 月
,

苏联政府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中国居民捐赠了一 笔 款

项
。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
,

苏联便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

如前所述
,

从物

资
、

人力和道义上给中国以大力支援
。

对苏联的这一援华政策
,

即使后来
,

国民党也

不否认
。 19 4 4 年

,

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撰文说
: “
七七以后

,

直至 19 41 年苏德战争

前
,

整整四年间
,

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
,

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
。

苏联同时在革命精

神和人类道义上寄予我们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
·“一

”»
。

苏联的援华政策
,

有助 于 抗

战初期中苏关系的相对稳定与和睦友好
。

那末
,

苏联后来是否要恶化这种关 系呢 ? 我们可 以结合恶化因素作一分析
。

苏德

战争爆发后
,

苏联停止援华
,

这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的一种转变
,

但并不意味着苏联

要恶化两国关系
。

1 9 41年 7 月 3 日 ,

斯大林向全苏发表广播演说指出
,

苏德战争关系

到
“

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

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

是苏联各族 人 民

享受有 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
”
¼

。

因此
,

苏联集 中全力反击德国入侵是完全必要
、

刻

不容缓的
,

停止援华也无可非议
。

19遵4年 5 月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因病回国前夕谈

到 中苏关系时说
,

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未能给予中国援助
,

是由于苏联的注意力放

在事关 国家命运的欧洲
,

但很明显
,

许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
。

非但如此
,

国民党在

苏联停止援华后还蓄意进行报复
,

缩减中苏商品贸易额
,

使苏联不能得到 更 多 的 马

匹
、

毛皮
、

羊毛等必需品和原料
。

据统计
,

从 19 4 1至 19 45年
,

苏联从中国少得到价值

22 5 万美元 的商品¾
。

两相对照
,

苏联却表现出一定的宽宏大度
。

在它停止援华后 的

一段时间里
,

仍有相当一批军事顾问
,

象n
.

n
.

巴托夫
、 A

.

B
.

瓦西里耶夫
、

M
.

M
.

潘克维

奇
、 C

.

C
.

奥格涅夫
、 A

.

K
.

别列斯托夫
、

M
.

B
.

维诺格拉多夫
、

B
.

M
.

崔可夫等人继续在

中国工作¿
。

直至 19 42年 2 月
,

因蒋介石奉行亲美政策
,

美国顾问陆续来华
,

苏联顾

参见《苏联与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 19 37年 9 月 1 日《救国时报》

。

参见季托夫《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 19 35一1937 )》, 《文献与研究》

期
。

《中苏文化》19 44年第 7 期
。

斯大林
: 《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 俄文版 ) ,

莫斯科19 52年版
,

第13 页
。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44年 卷 6 中国 ))( 英文版 ) ,

华盛顿1 9 7 6年版
,

参见贾王才《中苏关系》
,

第30 9页
。

参见丘多杰耶夫《在华苏联顾问 ( 1937一19 42 )》
.

19 8 6 年第 6

¹º

第7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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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问才最后撤离
。

与援华问题相联系
,

是苏联拒绝国民政府要求它参加对 日作战
。

苏德 战争 爆 发

后
,

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苏联立即参加对 日作战
。

1 9 4 1年 7 月 15 日
,

国民政府外长郭

泰祺与苏联驻华大使播友新会晤
,

提议中苏就军事合作进行谈判
,

要求苏 联 对 日参

战¹
。

12月 8 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蒋介石当天即提议缔结中
、

美
、

英
、

苏
、

荷五国

军事协定
,

共同对 日本采取行动
,

并特别希望苏联对 日参战º
。

12 月 12 日 ,

国民党中

央社在发 自伦敦的一则消息中
,

以赞同的态度转述了英国政府的主张
,

说
“

英政论家主

张
,

苏联应对 日宣战
,

苏可不费气力袭击 日本
”» 。 12 月 20 日

,

《扫荡报》在《为苏联新胜

利欢呼》这篇评论中再次呼吁苏联参战
。

文中写道
: “

我们更愿指出这一点
,

苏联在苏

德协定下曾有 6 月22 日被袭的痛苦经验
; 日寇既是希特勒的一伙

,

苏联当不容许 日寇

在苏日中立协定下蹈袭希特勒的故智
。

因此
,

我们确信苏联将断然在远东采取必要措

置
,

以与其在西方的新胜利相配合
,

完成其在反侵略阵营中的任务
。 ”12 月31 日

,

国民

政府外交次长傅秉常又在《扫荡报》上发表声明
,

表示对日苏战争
“

感兴趣
” ,

相信这场

战争不可避免
,

等等
。

国民政府的这些要求根本没有考虑到苏联的实际情况
。

苏德战

争爆发后
,

苏德矛盾成为苏联的主要矛盾
,

两国军事实力又不相上下
,

甚 至 德 国 略

强
。 19 41 年 6 月

,

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力量即达460 万人
。

战争初期
,

苏 联 在 碎不

及防的情况下遭受很大损失
,

招架之功尚有
,

还手之力却无
,

根本谈不上 再 对 日 出

兵
。

因此国民政府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
。

从实际情况看
,

苏联为集中力量反击德

寇
,

在二次大战初期和中期都极力避免引起同 日本的矛盾
。 19 43年盟国召开会议时

,

首先是中
、

美
、

英在开罗会晤
,

而后是美
、

英
、

苏在德黑兰会晤
。 19 4 4年敦 巴 顿 橡

树园会议分为苏联阶段和中国阶段
,

也有这个因素
。

正如曾任莫洛托夫外长助理的别

列 日柯夫所说
,

当时苏联
“

一直对日本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
,

经常使 日本感到苏 联 决

不敌视 日本
” ,

因为在苏德战争之际
,

即使 日本
“

在边境地区进行一次一定 程 度 的 攻

击
,

收效也会不小
”
¼

。

尽管苏联当时囿于 自己的困境而拒绝了国民政府的 要 求
,

但

并没有改变对月参战的根本立场
。 19 4 1年12 月12 日

,

斯大林在复电蒋介石时说
,

在适

当的时机
, “

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
,

因为日本必将无条件的破坏中立条约
’,

¾
。

欧

洲战争结束后
,

苏联果然参加了对 日作战
,

从而加速了中国抗 日战争的胜利
。

这充分

说明
,

苏联是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可靠盟友
。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
,

苏联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
:
不干涉中国内政

,

但坚决反对国

¹º 参见杜宾斯基《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 俄文版 )
,

莫斯科19 8。年版
,

第1 63 页
。

1942年12月12日(( 扫荡报》(重庆版 )
。

瓦
·

米
·

别列日柯夫
: 《二战期间斯大林与苏联的对外政策》

, 《世界史研究动 态》 1 984 年

第12期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 (二 )}) ,

第391 一3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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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

共内战
,

主张团结抗 日
。

19 41 年 1 月
,

国民党制造了孩人听闻的皖南事变
,

大肆杀戮

新四军抗 日将士
。

这一反共暴行受到苏联的严厉谴责
。

1 月25 日
,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

就皖南事变发表声明
:

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力量
,

这有利于 日本侵

略者
,

并警告内战对抗战的危险性¹
。

同日
,

蒋介石在会见潘友新时
,

企图向新四军栽

赃违反
“

军纪
” 、 “

袭击
”

友军的罪名
,

潘友新当即反驳道
:

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
,

念么敢进攻邻近之大军 (指国民党军队)? º 蒋介石只得顾左右而言它
。

苏联驻华武官

在会晤何应钦时
,

曾问及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 ? 并指责
:

现在正和侵略者打仗
,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
,

人民应该团结一致
,

何以要打 自己人
,

要

屠杀 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 ? 何应钦支吾搪塞
,

闪烁其词»
。

19 4 3年底以后
,

苏联领导

人和苏联报刊陆续发表谈话和记录
,

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
、

积极反共的政策
。 19 44年

e 月1。日
,

斯大林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会晤时
,

就中国内政发表评论说
:

蒋介石应

该同中共在北方达成协议
,

以便大家能够在对 日战争中团结起来
,

停止相 互 间 的 仇

视
,

促使国内政治自由化
。

斯大林还说
,

蒋介石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拒绝利用共产党打

敌人
,

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
。

他不是利用他们对付 日本人
,

而是以思想体系为依据
,

继续同他们进行争论¼
。

著名远东问题评论家阿瓦林在 19 44年12 月的《战争与工人阶

级》上撰文指出
: “
从所有来 自中国的证据和这一 国家发生的事件判断

,

反动地主
、

投机

商和军阀近年来 明显地在国民党领导中增加了
。

决定军事战略的最后发言权让给了这

样一些将军
,

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招牌下隐蔽了他们的亲日情绪
,

象叛国者鼻祖汪精卫

那时干得一样
”
¾

。

这些情况表明
,

苏联是不 主张中国打内战的
,

对国民党消极抗战
、

积极反共的政策深为不满
。

因为国民党实行这种政策
,

显然要严重妨碍对 日作战 , 而

一旦 中国对 日作战不力
,

又会影响到苏联集中全力进行卫国战争
。

但国民党不肯接受

苏联的劝告
,

一意孤行
,

这 自然要影响到两国关系
。

同样
,

在中德关系问题上
,

苏联也有理 由指责国民党的不友好举动
,

因为国民党

的所作所为伤害了中苏两个盟国间的感情
,

不利于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

当然
,

苏联的对华政策也并非一贯正确
,

完全符合国际准则的
,

尤其是在新疆问

题和苏日中立条约间题上
。

在新疆问题上
,

主要是苏联强占唐努乌梁海
,

将其并入苏

联版图
。

唐努乌梁海自唐朝以后中国就在那里设置过行政机构
。

苏联出兵强占
,

不论

出 自何因
,

都系侵犯行为
,

这是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表

¹ 参见贾玉才《苏中关系》
,

第2 91 页
。

º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 (二 )》,

第 387

» 参见崔可夫《在华使命》
,

新华出版社1 98 。年版
,

第56 一58 页
。

¼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44年 卷 6 中国》
,

第799 页
。

¾ 弓}自查尔斯
·

B. 麦克莱恩《苏联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人 1931一1 9 46})( 英文版 ) ,

版
,

第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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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现
,

必然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后果
。

其次
,

是苏联与盛世才签订锡矿协定问题
。

1 9吐。

年11 月
,

斯大林派 巴库林到乌鲁木齐与盛世才密谈后签订了这一协定
。 ’

根据协定
,

苏

联在新疆有勘探和开采锡矿及其辅助矿物的专权
, 还可设立营业处

、

仓库
、

宿舍
、

医

院
、

学校
、

电站
、

铁路
、

公路等等
,

并规定用于这些设施的材料和装备在头十年内入

疆时免税
,

所开来的锡矿和辅助矿物出口亦免税
,

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新疆可

自由居住
。

这一使苏联享有极大权益的协定是苏联与盛世才背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签订

的
,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

盛世才由于从苏联得到不少好处
,

并慑于其压力
,

在协定

上签了字
。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
,

蒋介石召见潘友新大使时曾明确指 出
: “

贵国政 府 对

于凡关新疆之事应与敝国中央政府交涉
,

不 可 与盛督办径行谈判
。 ”
¹言辞中虽 含 有

对盛世才庇护之意
,

却也明显地强调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

’

苏 日中立条约问题同样反映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
。

苏联为了远东边境的安全和

应付紧张的欧洲局势
,

同日本订立中立条约的策略是正确的
,

条约的积极作用 已为历

史所证明
。

问题在于苏联不应用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
,

与 日本互相划 分 势 力 范

围
。

众所周知
, “

满洲国
”

是伪政权组织
,

中国政府从宋予以承认
, 外蒙古与中国厉史渊

源也是众所周知的
, 19 24年中苏协定对此已有明确条文

,

苏联同日本在条约中却以
“

满

洲国
”

和外蒙相互授受
,

显系侵犯中国主权
。

苏联并非不知道
,

日本制造
“

满洲国
”

的目

的是要使其脱离中国而
“

独立
” 。

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

苏联 于 10 月 19 日发表声明

说
: “

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 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
.

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

义者合作以损害其它国家的利益
,

苏联人民极盼从速用 自己巨大的力量制裁 日本在满

蒙的阴谋
”
º

。

苏联 《消息报》还就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评论说
: “该报告书表面承

认中国主权
,

实际建议使满洲脱离 中国
,
变为殖民地

,

凡外兵枪锋所及
,

即应使之立

于国际共管之下
。

被报告书承认 日本之特殊权益及利益
,

不限于满洲而远及内蒙
、

热河
。

”
·

…
”
» 由此可见

,

苏联对
“

满洲国
”

的实质和危害是十分清楚的
。

苏联当时谴责侵略
、

伸张正义的做法曾受到中国人民的赞赏和欢迎
。

但签订苏 日中立条约时
,

苏联的立场

和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这必然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

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
。

即使完全从策略意义上考虑
,

苏联承认
“

满洲国
”

也并非是缔约的必要条件
。 ,

战后
,
日

本史学界较权威的看法是
,

日苏中立条约
“

谈封的焦点是北库页岛利权问题
”¼

。

在 日

本当时拟定的调整日苏邦交的六项条件中
,

也没有 明 确提到要求苏联必须承认
“

满洲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 (二 )》,

第436 页
。

《东北 日祸反响录》
, 《国闻周报》第 8 卷第39 期

。

引自李新
、

彭明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 2 卷 ) ,
人民出版社 19 62 年版

,

第

1 54页
。

信夫清三郎
: 《日本外交史))( 下册 ) ,

第662 页
。

¹ºÀ

¼

.

62



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

国
”
¹

。

这六项条件最主要的是要苏联 出卖库 页 岛北半部
,

从而兼并整个库页岛
。

但

苏联拒绝接受这一条件
,

直至缔约当天
,

即 4 月 13 日 ,

日本才被迫作 出 让 步
。 “

满洲

国
”

问题是 日苏两国发表缔约声明时加上去的
,

并非缔约本身的必要条 汗
。

退一步说
,

如果苏联担心因条约不能缔给而影响远东局势
,

应 以日本所提 六项条件为基础
,

作出

让步
,

而不应以承认
“

满洲国
”

为交换条件
。 191 8年

,

列宁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

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

德国的条件很苛刻
,

要求大量割地赔款
。

列宁答应了
,

但割的是 自己国家的领土
,

其中包括乌克兰
、

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部分地区共 15

万平方公里º
。

后来取消赔款条件
,

割地面积增 加 到10 0 万平方公里»
。

列宁的这一

做丢已被视为国际共运史上讲究革命策略的范例
。

但签订苏 日中立条约时
,

斯大林只

极取了列宁的灵活性
,

即善于妥协
,

而违背了列宁的原则性
,

即不损害第三者利益
。

因而
,

这必然造成同第三者的矛盾
。

国民党抓住这一点抨击苏联
,

不无道理
。

需要说

明的是
,

中国东北确是苏联后来帮助解放的
,

但这不能掩盖苏联缔结 中立条约时在
“

满

洲国
”

问题上的错误
。

实际上
,

苏联正是在 19 45年 4 月废止了包括有承认
“

满洲国
”

条

文的中立条约
,

才有可能对 日出兵
。

介 会

二
通过上述分析

,

可知抗战期间 中苏关系恶化之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对苏政策的不稳

定性
。

孔祥熙曾坦率地承认
,

中国方面许多令人不快的行动是与莫斯科关系恶化 的 原

因
。

诸如支持新疆反动政变
,

中德关系问题
,

挑起国共冲突
,

抱怨苏联停止援华和苏联没

有对 日参战等
。

其 中
,

国民党对盛世才新疆政变的支持是更为主要的因素
,

中苏关系

的真正恶化正是在此以后
。

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
,

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诱因
,

这也

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

(责任编拜
:
徐思彦 )

〔作者王真
, 19 49年生

,

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讲师
。

〕

¹ 六项条件是
: 1

.

通过德国调停
,

促使苏联出卖库页岛北半部
。 2

.

帝国承认苏联在新疆
、

外蒙的地位
,

苏联承认帝国在华北
、

蒙疆的地位
。

新疆
、

外蒙和苏联的关系
,

由苏中双方商

定
。 3

.

使苏联放弃援蒋活动
。 4

.

在满
、

苏
、

外蒙之间迅速成立勘定国界与处理边界纠纷

委员会
。 5

.

渔业谈判可根据建川提案寻求妥协
。

不过
,

为了调整 日苏邦交
,

如有必要
,

不放
.

弃渔业权
。 6

.

为了日德通商
,

要使苏联同意提供运输相当数量货物所需的车辆
,

并 降 低

运费
。

见服部卓四邓 《大东亚战争全史)}( 第 1册 )
,

商务印书馆 19 8 ) 年版
,

第1叫页
。

º 参见萨姆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 2 卷
,

上册
,

三联书店1 9 7 6年版
,

第95 页
。

» 参见颜声毅等《国际关素史》
,

知识出版社19 8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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