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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

李 嘉 谷

年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 使远东地区的

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
。

中苏两国各自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 , 开

始调整相互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
。

本文试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

两国关系调整的艰难曲折过程
。

一 中苏复交的曲折

年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与蒋介石反共反苏
,

中苏关 系 恶

化
。

及至 年中东路事件发生 , 中苏关系完全中断 , 两国又发生

武装冲突 , 中苏关系严重恶化
。

张学良在军事失败后派代表同苏

联进行和平谈判
。

年 月 日 , 中苏签订 《 伯力 会 议 议 定

书 》 , 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状况
。

根据伯力会议议定书 , 中苏应于

年 月 日举行莫斯科会议 , 讨论中东铁路问题 , 及中 苏 复

交
、

中苏通商问题
。

但实际上中苏会议拖到 年 月 日 才

正式开始 , 至 年 月 日 , 前后举行过 次会议 , 终因中国坚

持收回中东路主权 , 蒋介石指示谈判代表莫德惠 “ 坚持到底
, 不

辱使命 ” ① , 致使谈判未有结果
。

至于中苏复交等问题 , 则根本

没有触及
。

至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 中国东北迅速 为 日 本 占

领 , 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也就失去实际意义 ,
谈判便无

形中断
。

总之 , 当九 一 八事变发生时 , 中苏两国关系仍处于极不

正常的状态
。

这种情况 , 自然便利了 日本的侵略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
在中国东北保有权益的苏联对 日本的行

径极为关注
。

月 日晚
,

苏联副外交人 民委员加拉罕立 即召见 日

① 见秦孝仪主偏 《 中华民国工要 史料初编 —对 日抗 战时期 绪妇 》 二
,

台北
,

年 出版
,

第 页
。

·



本驻苏大使广田 , 表示对事变
“
严重不安 , ,

并要求 日本政府作出解

释
。 ① 日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又召见广田 ,
对事态的扩

大表示关切 ,

并希望 日本政府尽快作出解释 。 ② 日 , 中苏莫斯科

会谈的中方全权代表莫德惠约见苏方代表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
,

询间苏联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
。

加拉罕说
“

苏联对中

国表示同情
。 ” ⑧但鉴于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 苏联同中国又无

外交关系
,

因此
,

苏联政府在外交场合并未公开谴责 日本的侵略行

径
, 只是希望不要损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
日 , 李维诺夫会

见广田时
,

广田称 日本政府决定不扩大军事行动 , 关于日本军队

派往哈尔滨的传闻是荒谬的
。

李维诺夫对此表示感谢
,

并希望巩固

苏 日关系
。 ④第二天

,

莫德惠紧急求见加拉罕 , 以个人意见非正式

地提出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间题
。

加拉罕希望中国政府有正式的

提议
。 。显然

,

苏联希望改善苏中关系
。

但九一八事变后
,

蒋介石提

出 “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
,

即所谓 “侨寇深入 , 赤匪猖撅 ,

吾人攘外 , 必须安内” 。 ⑥国民党政府当时相信中日冲突依靠国

联与英美等大国的干预可 以解决 , 并未正式提出中苏复交间题
。

不久 , 日本违背诺言 , 很快侵入北满 , 损害了苏联在东北的

利益
。

鉴于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 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 , 由副

外文人 民委员加拉罕于 月 日发表声明 , 一方面表示苏联 “尊

重同中国缔结的条约 , 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 , 一方面宣

布对 中日冲突采取严格不干涉的政策
。 ⑦

中苏断交和武装冲突的直接原 因是 中东铁路问题 , 但当 日本

佼犯中东铁路苏方的权益时 , 苏联却采取 了忍让的态度 , 这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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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的原因
。

九一八事变后 , 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怂恿 日本法

西斯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之意 , 而苏联认为 , 必须 “ 保持谨慎态

度 , 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 把 我 们 卷 入 冲 突 中

去 ” 。 ①为此 , 年 月 日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

途经莫斯科的日本外相芳泽重新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问

题
。 ②但苏联的提议遭到日本的冷淡

。

苏联开始大力加强在远东地区的防御力量
。

年 月 日 ,

斯大林在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的报告中说 “ 因为邻国拒

绝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和远东方面发生了纠纷 , 我们为了加

强国防 , 不得不立刻改组一批工厂来制造现代化国防武器 ” , 使

苏联能够应付意外事件
。 ⑧苏联在远东哈 巴罗夫斯克和共青城迅

速建成了军事工业中心 , 并为加强远东防务 , 从其他军区抽调 了

新的兵团和部队编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 , 大大提高了该特别集

团军的作战能力
。

为保障军队的农副产品供应 , 苏联还成立了特

别农恳军 , 并在退伍军人倡议和参加下 , 在远东地区组织了数十

个集体农庄
。 ④ 年开始的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 , 对阿穆尔州

以东地区的投资 , 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亿卢布 , 增 加 到 亿 卢

布 , 以后又追加了 亿卢布
。

苏联并开始在沿远东边境线构筑碉

堡阵地
。 ⑧为对付 日本 , 苏联更加重视改善苏中关系

。

蒋介石依赖国联和英美等大国干预制止 日本侵略的愿望落了

空 , 日本迅速地占领中国东北地区 , 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

国民党政府感到 “ 靠国联是没有希望的 ” 。 ⑥在国内舆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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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为 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
,

年 月 日 ,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

治会议作出了与苏联复交的决定 , 并决定第一步先订立互不侵犯

条约 , 第二步实行复交
。 ① 年 月 日 ,

出席在 日内瓦召开的

国际军缩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颜惠庆奉命同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秘

密商谈中苏复交问题
。

颜惠庆提出 “ 中苏可缔结互 不 侵 犯 条

约 , 条约一经签署 , 也就意味着恢复外交关系 , 或为 此 创 造 条

件
。 ” ②这一提议违背国际惯例 , 李维诺夫表示反对 , 说 “我

们两国之间 , 非常遗憾
,

至今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

我认为实现两

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同样也是世界和平极为重要的部分 , 若没有

这样的关系 , 将会大大降低两国协议的重要作用
。 ” ⑧ 同时

,

中国

国内舆论也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这一提议
, “

犹之 向不知姓氏不通往

来之邻家 , 主张先订兰谱而后交朋友也 ” 。 ④

国民党政府所以提议先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 然后复交 , 并

不是不懂常理 , 而是有其用意 首先 , 是要苏联不妨碍国 民党政

府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进行 “ 围剿 ” , 以消除它

的 ,’, 白腹之患 ” 。

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 中苏在莫斯科谈判

中东铁路问题时 , 李维诺夫就 曾表示 , 中国共产党问题 “ 系中国

内政措施问题 , 苏联并无怂恿之事 ” 国 , 但蒋介石仍不放心
。

其

次 , 是要以条约约束苏联在中国新疆与外蒙干涉中国内 政 的 活

动
。

年 月 日 , 新疆金树仁与苏联私订 “新苏临 时 通 商 协

定 ” , 并签订购买飞机
、

军火与聘请苏联专家的合同
。

中国外交

部以该协定不平等 , 更未获中央授权 , 宣告无效
。

关于外蒙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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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签订的《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明确规定 “ 苏联政府

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 , 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

权
。 ” 但苏联一再背着中国国民政府与外蒙订立各种 条 约

、

协

定 , 显然违犯了原先协定的规定 , 国民党政府急于要以互不侵犯
协定约束苏联的行动

。

再次 , 更为直接的原因是 , 国民党政府想

以互不侵犯条约约束苏联对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
。

年 月伪

满洲国成立后 , 苏联为 了避免与日本 的冲突 , 承认 “满洲国 ” 任

命的中东路代理督办李绍庚 , 确认 “满洲国 ” 对中东 铁 路 的 主

权 , 同意与 “ 满洲国 ” 共同经营中东铁路
。

苏联还同 意 “ 满 洲

国 ” 在西伯利亚各地开设领事馆 , 甚至 同意它在莫斯科设领
。 ①

年 月 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 即发表讲话 , 认 为 苏

联 “有承认傀佩政府为事务接洽对方之意 , 凡此举动 , 均是为进

行复交之阻碍 ” 。 ②

日本获悉中苏密商复交后 , 立 即改变对苏冷淡态度 , 积极活

动 , 促进苏 日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
。

在形势的逼迫与舆论的压力

下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 年 月 日复议决定放弃前 议 ,

与苏联无条件复交
。

此举挫败了 日本破坏中苏关系调整的阴谋 ,

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在中苏复交前夕对记者所说 “松冈活

动 指 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事 , 当完全失败于我人之手里” ⑧

颜惠庆在 自传中叙述中苏复交事说 “ 嗣 我 国 政 府 于 十 二 月

初 , 断然训令我从速办妥复交手续
。

适李氏尚留日内瓦 , 我遂得

于二十四小时内 , 如命完成
。

此项新闻露布后 , 不挽震惊世界 ,

咸认为来得突然
。

惟此一行动 , 对我国 精 神 上 增 加 不 少 力

量
。 ” ④ 年 月 日 , 中苏双方达成了恢复外交 关 系 的 协

议
。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宣言说 中苏 “正式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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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使领关系
,

自为深可满意之事 ” ,

对促进远东的和平与繁荣 “ 有

特别之意义 ” 。 ① 日本得知中苏复交
,

内田外相即于 年 月

日向苏联全权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递交一份绝密口头照会 , 婉

拒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

称 “签约的条件尚未成熟 ” 。 ②这表

明 了 日本对中苏复交的不满
。

可见 , 中苏复交与进一步调整两国

关系 ,
对 日本确是一个打击

。

二 中苏两国复交后在签订互不侵

犯 条约问题上的分歧

中苏复交后 , 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又出现了困难
。

年

月 日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到达南京赴任时对记者发

表谈话说 “ 至中俄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 , 须候呈递国书后 , 始

能表示意见
。 ” ⑧ 月 日 , 鲍格莫洛夫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递交国书
。

同日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鉴于 中东路纠

纷的严重 , 为缓和同日本的关系 , 向日本驻苏大使太 田为吉正式

提出出售中东铁路的建议
。

月 日中国国 民 政 府 发 表 声 明
“ 关于中东铁路之一切事宜 , 应继续依照一九二四年中苏两国所

订之协定处理
,

由中
、

苏两国取决
,

而不容第三者干涉
,

自不待言
。

任何新订办法 , 未经中国同意者 , 自属违犯前项协定 , 应视为无

效 , 中国政府绝对不予承认
。 ” ④对此 , 月 日李维诺夫通过塔

斯社声称 “北京协定和奉天协定并未限制将中东铁路出售给在

满洲行使北京及奉天协定给中国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现政权 , 而

且南京政府事实上 已经放弃了共有中东铁路的立场
, 在 长达十八

个月的时间里 , 由于某种与苏联无关的情况 , 丧失了行使其权利

的能力
。

这就很明显 , 在法律上
、

道义上国 民政府没有权利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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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门

‘弓

这些 协定
。 ” ①这是强词夺理

。
月 日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就此

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 中国政府对于苏联当局所表示之意

见深觉非常惊异
。

良以该项意见 , 既表现苏联政府全然忽视条约

之义务 , 且表现苏联政府意欲与不合法之组织 , 缔结不合法之行

为
。 ” “是不音苏联当局承认一国际所宣告为不合法之组织 , 而

予侵略国家以援助
。 ” ② 月 日 ,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在国

府纪念周发表讲演说 “在中俄复交仅有数月 , 国联正在草拟不

承认伪组织的时候 , 苏俄为保持与日本不决裂的政策 , 竟把中俄

缔约所载 , 置之不顾 , 而有出卖中东路之举 , 这诚然不能不令我

们有所怀疑的
。 ” “然而照近 日传来的消息看来 , 苏俄竟不惜斯

破其 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面幕 , 行将与帝国主义者携手了
。

这事

的意义何等重大
。

各位同志 , 我们平时所信赖于外交上取得与国

者 , 是否错误
。

记得在中俄复交时外交上满心欢喜 , 以为孤立的

弱国获得同情的友邦的援助了 , 可是曾几何时 , 外交的欢欣 、 却

成为一个极可痛心的幻梦
。 ” ⑧然而 , 苏联对中国的反对置之不

理
。

月 日 , 苏联出售中东铁路给 日伪的谈判在东京正式举行
。

这显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

南京政府外交部针对上述情况 , 于 年 月 日向苏联提出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草案 条 , 并有缔结关于调解程序 的 单 独 协

议的规定
。

该草案规定了关于 中苏双方互不侵犯
、

放弃敌对行动
、

不援助侵略的第三国
、

不参加 旨在破坏另一方领土完整或政治独

立的协议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项义务
。

草案还规定 “如缔约双

方之一遭到来 自第三国或几个第三国的侵略时 , 缔约另一方有义

务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承认 山此侵略行动造成的任何态势
。 ” ④

查原 文如此 —本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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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联的答复是 , 基本同意就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 而不同意

以中国外交部提出的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
。 ① 年 月 日 ,

苏联方面也提出了一个苏中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草案 条
, 其中第

条规定 “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 , 不建立
、

不资助与不允许在 自

己领土上有旨在武力反对另一方或企图侵 犯 其 独 立 的 组 织 存

在
。 ” ②但其中没有互不干涉内政等条款

。

国民政府 自然不满苏

联提出的草案 , 长时间没有给予答复
。

除中苏两国的上述分歧外
, 国民党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 的

政策 , 继续 “ 围剿 ” 中共 , 应 该说 , 也是中苏关系进一步改善的

重要障碍
。

年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四届四 中全会 , 仍将反共
“ 剿共 ” 作为 中心 议题

。

国民政府不积极抗 日 , 苏联 自然也竭力

避免卷入对 日冲突
。

另外 , 年 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也 已形成 ,
苏联必须认真对付

西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威胁
。

因此在远东 , 苏联为了 本 身 的 安

全 , 对 日本采取了忍让的方针 , 不愿因苏中关系升温 而 刺 激 日

本
。

这也为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凋整增加了困难
。

在中苏关系调整仍存在障碍时 , 日本法西斯却进一步扩大对

华侵略
。

年 月 , 日军进攻长城各口 , 开始向华北进犯
。

为了

制止 日本扩大侵略和维持远东地 区的安定 , 年 月 ,
苏联政

府在苏美建交后 , 即向美国建议 , 缔结有苏联
、

美国
、

中国和 日

本参加 的太平洋地 区集体安全的区域性公约 , 但在当时远东国际

关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 , 苏联的建议 自然不会有结果
。

中苏互不

侵犯条约 也因双方意见分歧 , 未能签订
。

三 中苏互助 条约的商讨

国民党政府在 日本帝国主 义步步进逼面前 , 山于对国联与西

① 《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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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国的干涉已经失望 , 故不得不调整与苏联的关系 ,
采 取 主

动 , 企图同苏联建立抗 日的军事联盟
。

年 月 , 陆军大学校长

杨杰赴苏考察
。

这是两国复交后 中苏军方的首次接触
。

杨杰赴苏

考察其间 , 受到苏方的热情接待
。 ①同年 月 , 蒋廷做以蒋介石

私人代表身份访苏
, 正式寻求苏联的合作

。

此时
,

蒋介石希望同

苏联缔结的已不是互不侵犯条约 , 而是军事互助协定了
。

据苏联

外交文件记载
,

年 月 月
,

蒋廷做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

托莫尼亚科夫会谈时说 “ 现阶段 中国的对外政策 , 不能代表也

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族感情
, 不过 , 我们应该跨过这一阶 段 , 并

且我们大家都坚信它将不会持续太久
。 ” “ 蒋介石谋 求 接 近 苏

联 , 不是通过形式上的结盟或者公开的表态 , 他希望通过培养相

互间的理解与信任 , 来达到这个 目的
。

他向苏联政府保证 在任

何时候
, 在任何情况下 , 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方与苏联作对 ,

在一定的条件下 ,
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

。

为做

到这一点 , 要按步就班地认真做好准备
, 比如可 以通过外交合作

以外的途径
。

毫无疑义
,

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苏联都将是有益的
。 ’,

斯托莫尼亚科夫说 “ 我赞同您的意见 , 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接近

和形式上的表态
。

至于具体的建议 , 那应该认真地考虑 ” 。 ②

年
, 日本加快侵华步伐 , 发动了华北事变 , 中国国内抗

日救亡的浪潮进一步高涨
。

国民政府也感到生存受到威胁 , 于是

加紧联苏的步伐 , 对过去阻碍中苏关系调整的苏联出售中东铁路

等问题 已不再强调
。

但同时
, 日本也加强了对国民政 府 的 和 平

攻势 , 日本外相广 田提出了对华三原则 , 内容包括中 日共同防共

实即中日联合反苏
。

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和平攻 势 面 前
, 态

度一时不大明朗 , 这引起了苏联的怀疑
。

① 一 皿 ” 坦 “ 了一
江 班 , 一 。 一 。 《 苏中关系文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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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中国驻英公使郭泰棋在伦敦会见苏联驻英全

权代表马伊斯基时说 “ 中国驻苏大使颜 惠庆 博士将回莫斯

科 , 应将此事看作中国对苏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 ” 郭 泰 祺 还 表

示 , 希望欧洲真正平静 , 务必签署东方公约 ① , 这可以加强苏联

在远东的地位
。 ② 年 月 , 孔祥熙访晤苏联驻华全权代 表 鲍

格莫洛夫时 , 鲍格莫洛夫指出 , 苏联的政策旨在改善对华关系
。

孔祥熙问 “ 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定互助条约 ” 鲍格莫

洛夫回答说 “ 互助条约的签定应 以 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
, 即在

贸易条约
、

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签订的情况下才能 谈 及
。 ” ③

年 月 日 , 蒋介石亲 自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鲍 格 莫 洛

夫
。

蒋介石说 中国定将改善中苏关系
,

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
,

那么来源都是一个 ⋯ ⋯他相信苏联没有任何侵占新疆的打算
。

他

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 , 但他认为这些条约

都只是表面举动 , 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

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

鲍格莫洛夫在给苏联外交人民 委 员 部 的

电报中说 “ 我问 , 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协定
。

他回答说 , 我国与

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
‘非表面性 ’ 的协定

。

实际上他想就下列两

个间题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
、

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定一

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
。

谈话间他强调 , 他不是以中国政

府代表的身份 , 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提出这个建议的 ,

以此暗示他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
。 、

如果苏联政府给 予 肯 定 回

答 , 那么他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
。 ” 鲍格莫洛

夫在该电报中还说 “ 在会见蒋介石之前
,

我同孔谈话时
,

孔看起

来心绪极为不宁 , 他说他能秘密告知我一个情况 日本人提出了

②

③

法 国外长巴 都建 议的东方公约
,

包括苏联 捷克
、

波兰
、

拉脱维 亚
、

立内宛
、

爱沙尼 亚
、

芬兰
,

规定这些 国 家应承 担 当绪 约国之一 遭到攻击时
,

要 互相援

助的义务
。

但东 方公约未能签 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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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要求 , 坚持签订反苏军事协定
。

日本人说 , 不稳 住 中 国 战

场 , 他们就不能对苏开战 ,

所以日本必须在华北有一个可以信软

的政府 , 他们不相信蒋介石 , 如果蒋介石同意缔结军事同盟 , 那

么 日本人就不会反对南京对华北诸省的主权 , 否则他 们 扬 言 要
‘捣毁 ’ 南京政府 ⋯ ⋯接着 , 当谈到战争危险总的增长情况时

,

孔说 ‘
中国人民对 日本人恨之入骨 , 乃至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

做出什么允诺 , 一旦 日本与第三国开战时 , 不管同哪国 —苏联

还是美国 , 中国人民定将迫使那个政府抗 日 ’ 。 ” ①孔祥熙的一

席话 , 显然在激发苏联同中国联盟抗 日
。

而苏联也由于华北事变的发生 , 感受到日本威胁 , 特别是对

日本 年 月抛出的广田三原则及中国的态度感到不安
。

广田

三原则第三条说 “ 防止赤化 , 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
。

赤化
运动发源某国 , 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

要
。 ” ②中国对此条的答复是 “ 中国北边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

何防范赤化 ,
若日本完全实行中国所提中日亲善之三大原则 , 则

中国在不妨碍本国主权独立原则下 , 拟与 日 本 协 议 有 效 之 办
,

法
。 ’, ⑧

为防止中日妥协造成对苏联的不利 ,
苏联政府立即同意了蒋

介石提议的中苏谈判
。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
。

事 实 证

明 , 蒋介石并不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
, 而愿与苏联结 成 反 日 联

盟
。

这时 , 蒋介石又提出他想把 年 月的孙文
、

越飞宣言作为

中苏一般关系的基础
。

很显然 , 蒋介石要强调的是孙越宣言认定

共产组织
、

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这一点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鲍格莫洛夫表示 “ 苏联赞成中国的政治团结和经济稳定
, 因为

始格其洛夫致 苏联外交人民委 员部的电报 年 月 日 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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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 , 中国将是远东和平的最重要因素
。 ” ① 年 公

月 日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信鲍格莫洛夫说
“ 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 日本侵略的建议

。

对此事我

们的出发点是 , 应该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 , 如果中国确

实要投入抗 日解放战争 , 我们则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
。 ” 显

然 ,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尚有疑问 , 不能确定蒋介石是否会同 日本

妥协
。

斯托莫尼亚科夫在上述信件中说 “ 有鉴于此 , 我们认为在

着手办理互助条约之前 , 弄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适宜的
。 ” 又

说 “ 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
。

需要指出 , 我

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
,

是因为我们不明白 , 如果蒋介石的主要

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 军 , 那他怎么安排抗 日。

我们坚信 , 蒋

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 , 就不能真正有效

地进行抗击 日本侵略的斗争
。 ” 他希望促成国共两党进行直接谈

判
。 ②这时 ,

蒋介石在中国工农红军间题上向苏联表示了让步
,

他认为可以依据下述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 红军承认中央

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 , 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 日
。

与 这 一

让步对等
,

蒋介石说 “ 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应由苏联确定
,

中国

将很感激地接受苏联认为可能给予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品
。 ” 他

还表示 “ 中国政府并不强求苏联保卫那些 已被 日本占领的地区
,

例如察哈尔的六个县
。

但是他认为可以签署一个条约 , 一旦 日本

企图侵占蒙古
、

绥远或 山西 , 苏中两国政府根据条约承担互助的

义务
。 ” 孔祥熙对中苏之间谈判因通 讯方面的原因发生的拖延有

所不满 ⑧ , 表示国民政府希望加快联苏的步 伐
。

年 月

日 , 孔祥熙对鲍格莫洛夫说 , 他赞成签订中苏互助条约 , 这对中

苏双方都是需要的
,

并可能制止 日本的侵略
。

他相 信
, 其 他 大

① 鲍格其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年 月 日 见 《 苏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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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欢迎缔结制止 日本侵略的中苏条约
。

因为日本无力同时对中

国与苏联作战
。 ①

但苏联政府并未立即同意与中国签约 , 其根本的原因是国民

党政府并未放弃
“

剿共 ” 的方针
,

因为
,

在“
剿共 ” 的情况下 , 国民

党政府是难以进行有效的抗战的 , 更谈不上动员全中国人民进行

全民族杭战了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 分 析 说

近据各种线索获得几件情报 , 确证蒋介石甚至准备武装杭 日。

我

想 , 他的确在进行准备
, 以防万一

。

但他的主要方针仍然是力图燕

得时间
,

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取得外来援助
,

首先是英美和

国联的援助
。

当然 , 同时也希望维持与苏联的最密切的关系 , 希望

利用未来的苏日战争 , 后者当然是蒋介石和许多中国人的最大希

望所在
。 ” 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的 剿共 ” 政策
,

这就为中苏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排除了一大暗礁
。

年 月 日 ,

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

订了 “ 反共产国际协定 ” ,

并又有一个秘密补充协定 , 矛头直接对

准苏联
。

苏联情报部门立 即获悉了密约内容
。

这使苏联进一步感到

东西方法西斯的威胁迫在眉睫
, 因此对苏中关系的进一步调整采

取了积极态度
。

年 月 日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

科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蒋廷做说 德日协定 , “惟所谓 ‘能在国外采

必要行动
’ 属于 日本方面者系指中国 , 日本在运用上必联合公约

与秘约化为一约 , 日本能随时对德声明日本或满洲国已受侵犯威

胁 , 困之派兵进攻中国 , 苏俄现在虽感德国之不存好意过于 日本之

不存好意 , 然 日能助德 , 德亦能助 日 , 且此约系侵略国集团实现之

初步 , 意 日之互认满洲国与亚比西尼亚即其明证 , 余可预料 日
、

意
、

德必采共同行动
, 以达其侵占他国土地及势力范围之 目的

。 ” ①

① 《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 》 ,

第 卷
,

第 页 。

② 斯托典尼亚科夫致她格典洛夫的信
,

年 月 日
。 《 苏联对外政策 文件

集 , ,

第 卷
,

第 一 页

⑧ 《 蒋廷 与斯 多旅握 可夫谈话记录 , ” 年 月 。日
,

见 《 民 国档案 》

年第 期
,

第 页

·



他晓以共同利害 , 意在促成中苏联盟
。

四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

苏联对中国抗 日的支援

在中国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
,

中苏关系的调整
,

加快了步

伐
。

年 月 , 在中苏会谈中
,

苏联提议由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

公约
。

月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举行

会谈时 , 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 , 提出了三点建议
、

“ 建议 中国政府率先提议太平洋国家参加太平洋区域性公约的谈

判
。 ” 假如中国政府这么做 , 那苏联 “定将对这个建议作出肯定

的答复 ” , “定将全力促成中国政府办理此事 ” 。 、 “ 如果太平

洋公约不能签署 , 那我们准备以后重新考虑缔结苏中双边互助条

约可能性的问题
。 ” 但鲍格莫洛夫强调这要在做了严肃持续的工

作 , 确实不可能缔结太平洋公约之后
。 、 “ 建议立即开始苏中互

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 ” ①但在此关键时刻 , 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

犹豫的态度
。

年 月 日 , 王宠惠呈蒋介石意见书说 “ 惠意

此种提议 ,

关系我国存亡至深且巨 , 我国似不宜轻于拒绝 ,
亦不

宜仓卒赞成 , 故始终抵允慎重考虑 , 迄未有切实之答复
。 ” 当

苏联在中苏联盟抗 日问题上采取主动时
, 国民 政 府 又 犹 豫 起

来
, 以致丧失了重要的时机 , 否则历史的发展也许会出现另外的

情况
。

卢沟桥事变发生
,

中国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

蒋介石便立即召

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 , 令他们请苏联大使鲍格莫洛

夫致电苏联政府
,

从速订立中苏军事互助协定
。

中共中央也积极主

张 , “ 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 , 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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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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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 日的国家 ” 。 ①然而 , 苏联鉴于国际局势

的变化 , 此时仅同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 并借款给中国
。

年 月 日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致电鲍格莫洛夫说
“ 目前时机更加不宜签署互助条约 , 因为这样的条约意味着我们

立即对 日宣战 ” 。

他并坚持主张 , “提供军事物资务必以先签署

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 ” 。 ②很显然 , 苏联对蒋介石至此仍不

完全放心
。

鲍格莫洛夫对蒋介石解释说 “ 中国政府应该了解我

们的处境 我们如果没有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作为 起 码 的 保

证
,
使中国不用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 , 那我们是不能向中国提供

武器的
。 ” ⑧

年 月 日 , 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中 苏 双 方 签

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

条约规定 双方保证互不侵犯 , 一方遭

到第三国侵犯时 , 另一方对该第三国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

援助
。

这一条约的签订
, 对中国已经开始的抗日战争有着重要意

义
。

此后 ,

苏联给了中国重大援助
, 除支援大量的军火物资外

,

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间
、

军事技术专家与空军志愿飞行员来华帮助

抗击日本法西斯 , 为粉碎 日本妄图迅速灭亡中国的计 划 发 挥 了

重大作用
。

孙科后来说 “外援方面 , 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 ,

直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以前 , 整整四年间 , 我们作战所需

的物资
, 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

。

苏联同时更在革命精神和人类

道义上寄与我们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
。 ” ④中国抗 日战争前期也

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

综上所述 , 九一八事变后 ,

中苏关系调整的步履艰难
, 二

坟时

未能及早缔结中苏互助条约 , 制止 日本侵略的扩大
。

这既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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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府实行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的原因 , 也有苏联为 了自身的

安全不惜损害中国主权的原因
。

但在中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 ,

中苏两国终于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 苏联给了中国大量有效的援

助 , 使 日本帝国主义深深陷入中国抗 日战场而不能 自拔
。

中国军

民的抗战
,

对确保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

因此 ,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 , 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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