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艰难的起步  ! ∀年美国对华

政策透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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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 ∃年∃月卢沟桥事变到  % 年& 月珍珠港事件的爆 发

,

美国对华政策经历 了一个从中立到援华的发展过程
。

在这四年半

中
,
美国对中国有同情

,
也有冷漠 ∋ 对 日本有斗争

, 也有妥协
,

但其总的趋势是一步步朝着援华制 日的方向发展的
。

在美国对华

政策的发展过程中
,

 ! ∀年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
。

这一年中
,

美国对于 日本的称霸野心
、

中国的战略地位及美国的远东战略的

思考
,

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

后来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基

本观点和看法在这一年中均 已提出
。

正是在这种战略思考的垫础

上
,
美国政府迈开 了援华第一步

。

美国史学家沙勒()
∗

+ , −./ /0 1
2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

曾这样描绘过当时的中国的形象
“
在三十年代

,

一般美国人心 目

中的中国仍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
、

异国情调的餐馆或赛珍珠

的畅销书《大地》中描写的淡泊寡欲的农民
” ,

中国人和大多数亚洲

人一样
,

在美国人眼中只不过是些
“
无足轻重的人们

”。

从贸易数字

上来看
,

似乎也是如此
,

当时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尚未超过美国全部

出 口额的百分之三
。

毋须解释
,
对于自由经济国家来说

, 这一

比例通常是与国民的关注程度成正比的
。

总之
,
这时无论是在政

治上还是在经济上
,
中国尚未在美国的战略考虑中具有重要意义

。

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
, 可以说

,
直到  !∀年中

,
关国尚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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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明智的稳定的对华政策
。

对于卢沟桥事变和中 日 间 全 面

战争的爆发
,
美国政府缺乏充分的准备

,
仓促之间

,
它 难 以 提

出深思熟虑的对策
,
形成一个适应新形势的远东外交新方 针

。

因

此
,

美国对远东战争采取了一种传统的中立国的谨 慎 姿 态 中

立
,
敦促双方和解

,
尽可能地保持其在华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

。

在舆论上
,
美国也对 日本作了一些批评

,
但其基本立场仍是中立

的
。

正象国务院远东司长亨培克 (+
∗

3 4 1 5 6 0 ,7 2所建议的那样
,

美国
“
竭力注意只发那些有助于缓和之言

,
避免说可能触怒冲突

中任何一方之话
” 。

在物资援华或制裁 日本等实际行动方面美

国均未采取任何措施
。

同时
, 它对 日本侵犯其在华权益的行为也

力持妥 协态度
, 不愿扩大事态

。

甚至当发生 了日机炸沉美舰
“
帕

奈
一

号”
这样严重的事件后

,
美国仍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

,
拒绝了

英国主张联合采取 海军行动的建议
,
满足于以日本的道歉和赔偿

了结此事
。

而在美国历史上
,

证据并不如
“

帕奈号
”

事件确凿的
“

缅

因号 ” 军舰炸沉事件曾经引发过一场美西战争
。

一般说来
,
在战争之初对交战双方持中立政策是一种留有余

地的弹性政策
。

然而
,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在远东拥有重大战略利

益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来说
, 听任局势自行发展的中立政策却并

非善策
。

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
美国人开始 对 本 国 的

远东政策重新进行仔细的考虑
,
而寻求一种更为明智的对策

。

这一

进程首先是由身在远东现场的美国外交官和军界人士所推动的
。

他们在  !∀年底对日本在中国行动的最终 目的及其恶果提 出了令

人震惊的警告
,
并由此对中国的战略作用开始进行重新估价

。

“

帕奈号” 事件后
,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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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日本袭击美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目的与它要在 中国获胜的目

标完全是两码事
。

他认为日本的目的在于消灭
“

西方在 中国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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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月
一自她

的一切影响” 。

他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坚决的对策
,
否则

,
将会有

更多的麻烦
。

他指出  “
如果我们要得到尊重

, 我们就必须准备

战斗
。 ”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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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出
,
中国的命运事关亚洲的未来

,
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

,

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
,
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

。

他认为中国是

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堡垒
,
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

亚内尔在  !∃年

初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
,
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

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
。

他主张美国应立即着 手 援 助 中

国
, “

这不仅是为了那些高尚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缘故
,
而且也为

了有机会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贸易
,
因为在这样的援助下形成的稳

定局面会带来扩大的市场
。 ” 亚内尔警告说

,
如果美国不采取措

施阻挡日本
, “

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 。 Δ 亚 内尔 的 这

些报告曾在国务院
、

白宫班子 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中传阅
。

在对中国抗战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战略意义逐渐认识的同时
,

与之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变化是
,
美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的认识也

开始发生 了转变
。

中国的抗 日战争度过南京失陷后出现的危机而

继续坚持下去
,
这为美国对中国的重新认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

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
,
许多外国观察家皆对中国持悲观看法

, 以

为最多二
、

三个月
,
中国就要失败

。

然而
,
战争的发展并未如这

些人所料
。

尽管中国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
,
但中国军民的

顽强抵抗毕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构想
,
迫使 日本陷入其无法

预料的持久消耗战中
。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事态
,

罗斯福要求即

将前往中国就任驻华使馆助理武官的卡尔逊上尉+ Β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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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为他搜集情报
。

他的情报不必经过正常的外交系统或军方的

渠道
,
可直接由总统秘书负责传递

。

在  !∃年中
,
为了研究中日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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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状况和经验
, 了解中国的抵抗能力

,
美国驻华武官处的8

名军官儿乎走遍了全中国
。

他们经常出现在中日战争的前线
,
卡

尔逊甚至还进人共产党统治区进行了考察
。

 ! ∀年春夏
,
美国在华军事观察人员陆续向国内发 回 的 报

告
, 开始表现出对中国军 队战斗力和战争发展状况评价的某种变

化
。

!月 ! 日 ,
卡尔逊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

,

表示了他对中 国 军

队的比较乐观的看法
。

他在该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
“

中国军队正

飞快地得到改善
。

中国士兵仍然优于 日本士兵
,
但军官需要参谋业

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
,

他们现在正得到这种训练
。 ”

他认为
,

只要

中国能获得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
,

能维持对 日统一战线并平息

那些不顾一切代价的主和派
,
中国就能够继续抵抗

。

美 国驻华武官处向美 国军方所发回的许多报告也认为
,
战争

己处于长期态势
, 日本不可能迅速战胜中国

,

中国现时也无 力 收

回失地
。

他们认为
, “

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时刻还很远”
。

史迪威武官

+ .
∗

2< 7: Ο 6: : 3  !∃年!月给陆军部的报告中指出
,
中日战争正逐

渐发展成为一场长期消耗战
,

中国有可能最后赢得战争
。

日木 即

使 占领了武汉以东的全部中国东部地区
,
也许还 不 足 以征 服 中

国
。 Δ 武官处在  !∃年∋月的一份报告中对中日战争作了这样的 评

沦 Γ “

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 地 抑 制住 了 日本

人 ,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 已经极大地改进 了他们的战术 + 无疑 ,

他们比战争开始时要好得多 3 ,
更因为 日本人的扩展 已经 到了这

种地步
—

池们不能发起足 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
,
而中国人以

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 日本的进攻
。 ”
他们相信

, “ 日

才裕蝇最终使它自己缠在中国人的粘蝇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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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务院内
,
人们也开始以新的 目光重新审视美国对华

政策
。

在这一政策讨论中
,

远东司的范宣德 ( 9
∗

:
∗

;< 5,
0袱 2所提

出的并在国务院官员中广泛传阅的备忘录十分引人注意
。

范宣德

认为
“

中国的抵抗不致崩溃
,
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以及其它

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
根据这一认识

,

他建议在不致卷

入战争的限度内
,
美国

“
现在不应放过任何增强中国的抵抗意志

和抵抗能力以阻碍 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的机会
” 。

该备忘录并提出

=项具体措施
,
其内容主要为 重申不承认主义 ∋ 劝阻向日 本 或

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任何政权及机构提供借款或信贷 ∋ 探讨向中国

提供财政援助的可能性 ∋ 限制对日本的进出口 ∋ 与其它有关国家

政府协调行动
。

针对一些人一味害怕卷入中 日冲突的想法
,
该备忘录指出

,

过去的经历表明
, 只有中国的主权得以保存

,
美国的权益才可能

继续存在
,
而如果 日本军国主义不被击败

,
中国的主权则无以保

存9因此
,
从长远来看

,
除非日本军国主义被击败

,
美国在远东

的卷入是不可避免的
。

日本军国主义富有侵略性
。

 ! 年它并未
>

在满洲停住脚步
, 一旦它控制中国

,
它也不会在中国停住脚步

。

它将会向南方发展
,
从而与美

、

英
、

荷
、

法等国发生 冲突
。

因

此
,
备忘录指出

“
如果 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成功

,
我们卷入的机

会将显著地大于因我们现在向中国提供适当的援助而被卷入现时

冲突中的机会
。 ” 与一般时论不同

,
作者的结论是

,
对华援助将

比袖手旁观更少卷入的可能
。

应该说
,
这一具有远见的认识是

美国对华政策思路发展的一个飞跃
。

这时
,
对于政府决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公众舆论也 日益

同情和关注中国
,
对日本扩大侵华深感不安

。

在  !∀年 ∃月 的 一

次盖洛普民意浏验中
, 有∋∋ 肠的觉侧有衣不闷 甲 目 阴 曰 郁 八”叮

情
。

而到  !∃年夏季
,
情况就不同了

。

当人们回答
“ 日本侵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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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
德国占领奥地利” 、 “

西班牙的外部干涉” 等军事侵略

行动
, 哪一件最令人不安时

, 回答是
“

日本侵略中国” 的人数位

居第一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前不被注意的中国
,
现在在一

般美国人的心 目中开始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

在认识到援华抑 日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
,
美国远

东政策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
,
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

突转向在避免卷入冲突的前提下
,

怎样尽可能增强中国的抵 抗 能

力
。

罗斯福政府的这一态度
,
首先在是否对中日战争适用中立法

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
。 “

帕奈号
”
事件后

,
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

心美 日在华的冲突会导致美国卷入战争
,
因而要求对中日战争实

施中立法
。

罗斯福政府在国会积极活动
,
反对通过这一提案

。

在

 !∃年&月(% 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
,
罗斯福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

实施中立法才能保持中立的观点
。

他坦率地指出
,
在某种特殊情

况下 ,
僵硬地执行中立法

, “也许意味着一种彻底的非中立
, 。

他承认在中国实际上正进行着战争
,
每天有成百上千 的 人被 杀

死
,
但是中日还没有断绝外交关系

,
那就不必把它称为战争

。

在

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现在正同时进行的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

采取两种不同的对策
,
即只对前者实施中立法时

,

罗斯福坦率地

说
,

两者情况不同
,

如对西班牙战争不实行禁运
,
将有利于佛朗哥

+ 4
∗

45 五1 。。 3 ,
因为他控制着海洋

,
而

∗
如果我宣布中立法适用

于中日战争
,
它将会有利于 日本而伤害中国” Δ ,

当时
,

中国正通

过各种渠道在美采办战争所需物资
。

在罗斯福政府的 努 力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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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界明智人士的支持下
, 孤立主义者欲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

的企图未获成功
。

但是
,
由于中立法的存在及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

, 罗斯福政

府的活动颇受掣肘
。

在援华和制日两方面
,
美国最先迈开的是制

日的步伐
。

这是因为这 更容易找到直接的借口
,
由于 日军 在 华

犯有大量野蛮暴行
,
美国可以以人道主义为由对日本从美国的进

口进行限制
,
这就避开 了中立法问题

。

而援华则涉及到对中日战

争中的一方的倾向性
,
较易引起复杂的反应

。

须知
,
基于战前美日贸易的规模

,
美国仍是这一 时 期 的 日

本的最大物资供应国
。

出于各种原因
,
在尽力避免引 起 日本 敌

意和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反对的情况下
,
美国政府不可能对 日实行

制裁
。

然而
,

在  ! ∀年夏季
,
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

美国政府终于迈

开 了限制日本的第一步
。

这一步是以谴责日本在中国对平 民的狂

轰滥炸为突破 口的
。

?月 日 , 国务卿赫尔 ( :
∗

3 ≅/ /2 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轰

炸平民的行为
,
进而公开表明

,
美国政府 “劝阻向那些用飞机来

轰炸平民的地 区出售美国飞机
。 ” ∀月 日 ,

国务院向飞机制造

商和出 口商发出了劝告信
,

表示
Γ “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任何从事

那种轰炸的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国家出售飞机或航空设备
。

因此
,

国务院将极不乐于签发任何授权直接或间接地向那些正使用军队

攻击平民百姓的国家出口任何飞机
、

飞机用武器
、

飞机引擎
、

飞

机部件
、

航空设备附件或飞机炸弹的许 可证
。 ” 国务院还要求那

些 已与外商签约而难以中止契约的厂商
,
向国务院通报其合同的

内容
, “无论其是否 已有许可证或是正准备申请许可证” 。 Δ

国务院的这一举动被称为
“
道义禁运” ,

它并不 具 有 强 制

性
。

从理论上说
,
如有厂家执意要申请那种许可证

,
国务院也是

不得不予批准的
。

但是
,
政府的这一姿态毕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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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厂家都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
。

据副国务 卿 韦尔 斯

( +
∗

Α 0/ /0? 2 & 月 ! 日给罗斯福的一份 表 格 表 明
, “ 道 义 禁

运” 取得了较大成功
。

下表为报告中所附  ! ∀年?月至8 月 关 国

向日本输出飞机及有关部件的情况
。

月份 价值 (美元 2

? ∃ 8 %  8 。
8 8

∃ & =%  & ∗ ? =

∃  & %  。 8 8

∃ ∀ ∃ & 8 。 8 8

∃ & = 一 =

韦尔斯报告说
,
在?月之后

, 国务院所签 发 的出 口 许 可 证

“9七乎为零
, , 。

罗斯福对这一状况并不满意
,
因为仍有个别厂家不执行 “道

义禁运” ,

如美利坚航空公司就仍在与 日本作大宗生意
。

罗 斯福致

函韦尔斯
,
要求他想办法进一步削减对日本的出口

。

韦尔斯决定

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这家不执行 “道义禁运
”
的航空 公 司 的 名

字
, 以期以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这家公司停止对日出 口 航 空 物

资
。

应该指出
,
在限制航空品出口的同时

,
美国仍 有 其 它 的 军

用物资大量流向日本
。

这就是说
,

美国并未摆出要与日本决裂的架

势
。

但是
,
航空物资的限制毕竟是在对日制裁方面迈出了实 在 的

第一步
,
是对 日本发出了第一个警告

。

比较起来
,
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则要显得困难些

。

抗 战 以

来
,
美国对中国的财政上的支持是通过购买中国白银的方式进行

的
。

中国在实行币制改革后
,
白银退出流通领域

,
中国政府手中

握有大量过剩白银
,
它急于在国际市场上售出以换取外汇

。

对美

国来说
,
通过购买这些白银来支持中国可以避开孤立 主 义 者 的

反对
,

因为它不象提供贷款那样具有明显的援助性质
。

美国多次购

买中国白银
,
从  !∀年 ∀月至  !∃年 ∀月的一年时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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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了! & 8 8万盎司白银
,

其价格略高于国际市场价
,

总价值达 ! ∀ 8 8

万关元
。

这些售银款项原曾规定不得用于殉买军事物资
,

但实际上

并未严格执行
,
其中约有% ∀8。万美元被用于采购军事物资

。

不过
, 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交涉却迟迟未有进

展
。

早在  !∃年初
,

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就向美国政府提出借款,

亿美元的要求
。

但赫尔声称
,

任何借款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
,
而现

在看不出国会有批准的可能
,
政府行政机构对此无能为力

。

由于

美方在借款问题上过于谨慎和消极
,

迄至  !∃年夏
,

中美间的贷款

交涉未有任何重大进展
。 ∀月中旬

,
美国国务院还拒绝 了一次英

、

法外交部希望三国同时宣布向中国提供借款的建议
。

赫尔在给美

国驻英大使肯尼迪 + .
∗

Ω 61 1 6? Ν 3 的指示 电中表示 ,
美 国 政 府

认为
,

联合行动或集体行动会激起日本人的反感
,

而有碍于 目前中

日冲突的解决
。

他认为
,

各国单个的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的援助将更

为有利
。

赫尔同时通知说
,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有关对中国的援助

问题
。 Δ

确实
,
美国国务院内这时正在就援华间题展开认真的讨论

,

出现 了很有说服力的要求援华的呼声
。

前述范宣德的备忘录就是

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

另一方面
,

美国驻华人员这时也力促美国政 府

采取行动
。

詹森大使在  !∃年 )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
,
美 国

应在反对世界恶棍的斗争中挺身而出
。

詹森指出 Γ “民主世界正

呼唤着一位领袖
,
他要能在法律和秩序的进程中清楚地以领袖的

身份去思考
, 以领袖的语言去讲话

。

那就让他屹立在美国吧
,
如

果他注定要在那里出现
。
” Σ史迪威武官从美国国防的角度力主援

助中国
。

他认为
, “我们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

,

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
,
这比我们仅仅生产本国需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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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国防装备要好得多
。

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费用中的极小

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
,

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 。

史迪威认为
,

美

日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
,
中国将来必然是美国的盟友

。

因此
,
他

在这时已经开始收集资料
,
注意发现中国军队中的能 干 的指 挥

官
, 以判断哪些部队和哪些指挥官在中美一旦联合作战时能发挥

重大作用
。

他坚信中国军队如果能 在训练
、

装备
、

计划和指挥等

方面得到美国的大力帮助
,
它一定能够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

。

在美国的有识之士中
,
财政部长摩根索 + Α

∗

Ψ/5 8 6 1< :7 ;Ι ,

.5
∗

3 对推动美国政府提供援助一事尤为热心
。 ∀月 () 日 ,

摩 根

索在赴欧期间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表示了提供贷款的可能性
。

他说 Γ 他两年前与中国签订 白银协议时
,

与中国代表陈光甫合作得

很愉快
。

如果中国现在派遣陈光甫到美国去
,
双方可 以就一笔农

产品信用贷款进行商讨
。

顾维钧立即向重庆报告了这一信息
。

中国政府对 此 非 常 重

视
,
对谈判结果怀有极高期望

。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给陈光甫的

指示中说道 Γ “此次战争胜负之决定在于财政
,
如能取得一项数

目甚大之现金援助
,
即可改变局势

。 ” 孔不知底里
,
竟兴致勃勃

地提出了四亿美元的借款目标
。 Δ 按照美方的安排

,
陈光甫于  

月离华赴美
。

摩根索亲 自负贵财政部与陈光甫的谈判
。

他认为这

是美国能够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的最后机会
,
因为中国的局势 已

经变得越来越危急
。

财政部的这种积极行动受到了对贷款持谨慎态度的赫尔国务

卿的反对
,
他认为这样可能会违反中立法

,
引起国内孤立主义势

力的反对和 日本的反感
。

面对来自国务院的反对意见 , 摩根索诉

诸罗斯福总统
。  !∃年% 月 ∀ 日 ,

摩根索致信罗斯福
,
批评那

种 “主张不做任何可能遭到侵略国家反对的事情的僵 硬 外 交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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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使得他对于援助中国所作的努力归于无效

。

他间道 “有

什么样的和平力量能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为伟大呢 Β ” 他认

为
,

为了 “有助于保卫美国未来的和平
,

美国应当运用 它 巨 大 的

经济力量” 。

他指出
, “若不迅速提供实质性的经济援助

,
中国的

抵抗运动不久就会瓦解” ,
而美国 “只要承担略高于一艘战舰的

价值的风险
,

我们就能带给中国人持续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

我们所

能做的要 比这多得多
。

通过我们的行动
,
我们就能推动世界各地

民主力量反对侵略的斗争” 。

摩根索不时向罗斯福报告谈判的

进展情况
, 以期取得总统的支持

。

当有关对华贷款的争论仍在进行之时
, 日本 从反面推动了这

一贷款的成立
。  !∃年% 月 , 日本占领中国的广州和武汉后

,
自

认为对中国战争大局已定
,

遂对其外交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

公开对
Ρ

“门户开放
”
原则提出挑战

。

而在此之前
, 日本尽管在行动上早

已否定了 “门户开放” ,
但迫于压力

,
在 口头上仍予以尊重

。 1 月

!日, 日本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公开提出建立 “东亚新秩序” 的

口号
,
要求各国 “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

,
适应远东的新形势” ,

并声称日本要 “排除万难
,
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 。 Δ

日本意在以所谓新秩序来取代旧有的远东华盛顿体系
,
实现

它对东亚的独占
。

月 ∃ 日
,

日本外相有田 ς 、郎在给美国驻 日大使

格鲁 + .
∗

Ζ 5 6 Ο 3 的照会中公然提出 , “ 目前在东亚新形势继续发

展的时候
, 企图⋯⋯毫无变更地应用在这次事变前的形势下适用

的观念和原则
,

并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
。” Σ 日本 《 国民 日报 》对

所谓 “东亚新秩序” 作了十分露骨的注解
。

该报扬言 Γ “‘东亚新秩

《 罗福斯与外交事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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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宣言
,
就是

‘
东亚门罗主义宣言

’ ,
列强坚持保留其在华权

益是错误的
,
它们希望恢复事变前的权益

,
纯属幻想

。

所谓门户

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都必须加以修改
。 ” 有的日本报纸甚至还公

然宣称
,
现在摆在列强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问题

,
而是一

个 ,’< 住将是西太平洋的主人
”
的问题

。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则直

言不讳地声称
Γ “刻下 日本之根本任务为建设新中国

。

所谓新中国

者
,
实质上亦 即第二满洲国

。 ” Δ

日本 “东亚新秩序” 的宣布
,
使美国的政治家们对日本要独

占中国的意图不再有任何怀疑
。

关国国务院内资历最深的远东问

题专家
、

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亨培克
,
在 1 月& 日的一份备忘录

中指出
, 日本是 “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 , “除非 日本的进 军被

中国人或其它一些国家所制止
,
否则

,

关国和 日本在国际政治舞

台上面对面互相对抗的时刻就会到来
” 。

他认为
,

现在光靠发表声

明或议论已经无济于事
, 日本人的侵略

“只能被物质的障碍和物

质的压力所组成的抵抗力量所制止” ,
美国可能在论战中占据上

风
, “

但我们在那一领域的胜利并不能阻止 日本军 事机 器 的 前

进
” 。

美国现在越不肯对 日本施加物质压力
,
它反而越可能在将

来不得不与日本兵戎相见
。

他认为
,

美国政府应果断地采取一系列

措施
,
综合运用外交的

、

经济的和潜在的军事的压力
。 Σ

在这同时
,
身在中国得以近距离观察中日战争的美国情报人

员也不断向国内发回类似的警报
。

兼作罗斯福总统特别情报员的

卡尔逊在 月∋ 日给罗斯福发去的报告中表示了他的优虑 Γ “我

正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
,
我们在这场冲突中远不止仅有商业利害

关系
。

日本在中国越深入
,
它的计划就越明显

,
它想发展成为一

个能够统治世界
—

当然包括太平洋地 区

—
的帝国

。

如果它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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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力和经济资源控制在手
,
它将会建立一支使它能够直接

向美国挑战的完整的陆军和海军
。 ” 卡尔逊认为

, “中国的独立

对于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的和平—
亦即美国的和平是 极 为 重 要

的” 。

他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未能采取联合的经济压力措施表示遗

憾
。

与美国的援华呼声相呼应
,
刚刚丢失了广州和武汉重镇

,
遭

受重大军事失利的中国政府
, 迅速向世人作出了坚持抗战的明确

表示
。

% 月! 日
,

蒋介石发布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 ,

宣告 “我国抗战根据
,
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

,
乃在广

大深长之内地 ” , “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
,
不在武汉 一 地 之 得

失
,
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 。

文告要求中 国 军 民 须
“宁为玉碎

,

毋为瓦全” , “自今伊始
, 必须更哀戚

、

更悲壮
、

更

踏实
、

更刻苦
、

更猛勇奋进 ⋯⋯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 Δ

1 日!% 日,
摩根索和韦尔斯联合向罗斯福总统陈述对华贷款

的必要性
∗ ,

罗斯福最终批准了桐油贷款计划
。

该计划采取了一些

技术性措施
。

为了避免桐油贷款被人认作是给中国政府的政 治 性

贷款
,

建议由中国在国内组织复兴商业公司
,

在纽约设立世界贸易

公司
,
再由该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契约

,
从而使之在

形式上成为中国的商业机构与美国银行间的商业借款契约
。

( 月 ∋ 日,
美国进出 口银行公开宣布给世界贸易 公 司 贷 款

(∋%。万美元
。

次年(月∃ 日
,

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

美国进出口 银行签订了正式合同
。

这笔借款年息四厘半
,

期限为∋

年
,
由中国银行担保

。

复兴商业公司负责在∋年内运送给世界贸易

公 司(( 万桶桐油
,

由后者在美国出售
,

售得价款的半数偿还借款

本息
。
。 合同指定借款只可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

,
不得

其时一尔已出国去利马今加美洲国家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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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购买飞机
、

军火
。

但实际上
,
美国对中国进 口那些可作军事用

途的货物并未加以限制
。

桐油贷款数额虽然有限
,
但作为战时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第

一笔贷款
,
它标志着美国援华的开始

,
对于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

鼓舞作用
。

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认为
,
桐油贷款具有救命及维持体

力的作用
,
它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

他指出
, “此款成于

我 国力最倒霉之时
,
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

” 。

蒋介石为此专门

给胡适和陈光甫发去慰问电
,
内称

, “借款成功
,
全国兴奋

,
从

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
, 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 Δ 。

美国驻华使馆参赞

裴克 + ∴
∗

Λ 6Μ Π 3 在 (月(& 日的报告中描述了贷款在中国所产生

的积极作用
,
他写道 Γ “美国对华信贷的提供和有关英国类似行

动的报告
, 已被中国人解释为预示着这些国家阻止 日本在远东得

逞的行动的开始
, 。

现在似乎很显然
,
这一信念已经极大地鼓舞和

增强了中国人持久抗战的意志
。 ” Ξ

关国的贷款行动对日本也是一个打击
, 日本并不掩饰它的不

满和不安
。

尽管格鲁奉命向日本证明贷款 “是一个为美国的企业

家服务的商业信贷
” ,

但有田八郎还是把它称为 “令 人 遗憾 的

行动” ,
并对此加以反击说

Γ “ 日本民众也许会把这一贷款视为

一个经济强国实际上所施加的经济压力
,
其结果将与美国所期望

的完全相反
, 至少 日本民众无疑会找到新的根据来强化已经提出

的东亚新秩序
。 ” ]

在采取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同时
,
美国还在外交上对 “东亚

新秩序” 的声明进行反击
, 表现 出前所未有的 强硬 立 场

。 1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所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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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
格鲁会见了日本外相有田八郎

,
指出 “无论哪国政

府
,
都不能自以为世界上一个广裹而重要的区域该 它 独霸

, 由

它独断专行 ∋ 任何政府要这样做
,
不管其动机如何

,
到头来都必

然是误国害己
,
也危害别国

。 ” 格鲁并表示
,
美国政府

“

巫欲采

取步骤
, 以阻止当前的走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趋势

。 ”

(月!% 日,
格鲁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一份措辞坚定

的照会
。

照会指出
,

机会均等等原则是过去列强共同承认的
,
不

容由某一方的片面行动加以取消
。

照会批驳了 日本所谓
“

形势已经

发生变化
”

的说法
,

指出
Γ
形势的改变 “是由于 日本的行动所致” ,

“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

的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
‘

新秩序
,
的内容和条件

,

并 自命为

那里的掌权者和司命者
” ,

美国
“
不能同意建立一个由第三国所

策划
,
且为该第三国的特殊目的而设立的政权, 这个政权将会专

横地剥夺美国久已拥有的机会均等和公平待遇的权利
” , “

美国政

府和人民不能同意任何美国的权利或责任被任何别的国家的当局

或代理人的专横行为所废止
。 ” Δ

美国政府对于 “东亚新秩序” 所持的强硬立场是空前的
,
密

切注视着美国反应的中国政府敏锐地注意到了美国态 度 的 这 一

变化
。

中国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称
∗
美国照会 “义正辞严

,
毫不宽

假
,
可谓中日战争以来第三国对 日本最强硬之表示

,
亦可谓近一

年来美 日在远东关系上之总清算也” 。 Σ 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也认

为
,

美国对日照会 “态度强硬坚决
,

为向来所未有” ,
他乐观地展

望未来说
, “故以后发展应较顺利

,

英美合作更无可疑” 。 ]

当然
,
历史的实际进程并不如国民政府某些人士所预期的那

样乐观
,
那样蜘俐

。

受欧洲时局及自身军事实力等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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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 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以前的一年半中
,
美国的对 日制裁

并没有迅速扩大
,

对华援助也没有接踵而来
。

可以说
,

美国援华制

日的步伐仍是缓慢的
。

然而
,
这步伐虽然缓慢

,
但却终究是一步

步地向前迈了下去
。

援华制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美国远东战略的

发展方向
。

 ! ∀年是这一战略的起步之年
。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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