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英国重 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

刘存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

。

港英当 局 抵 抗 不

力
,

仅半月余即弃甲曳兵而走 , 港督杨慕琦

雌 于 年圣诞 日竖起白旗 , 亲 自从港岛渡海到九龙尖沙嘴

半岛酒店向日军统帅酒井隆中将签字投降
。

太平洋战争中英国在

香港的记录是不光彩的 , 英国在抗击 日本法西斯
、

保卫香港的作

战中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

然而事隔三年又八个月
,

英国居然得

以在 日本投降后重新占领香港 , 在那里恢复殖民统治
。这一切是怎

样发生 的 这 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
。

香港地区 自古以来是中国领

土 , 是英国在上世纪通过
、 、

年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

割 占和租借去的
。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八年
,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

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
, 被列为 “ 四强 ” 之一 , 而身为国民政府

主席的蒋介石又兼任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 香港地区亦划入

这个战区之内
。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 民族解放潮流空

前高涨
,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响彻全球之时
,

国民政 府 为 何 容

忍英国重新占领香港 , 甚至连接受香港 日军投降的正 当 权 利 也

让与英国 这就越发引起人们重视了
。

本文将根据现 已 披 露 的

中外文档案资料 , 揭示英国准备和重新占领香港以及独揽受降权

的过程 ,

并分析这种不合理的
、

甚至荒诞的现象
, 何以竟成为事实

。

一 重新 占领香港是英国当局 的既定方针

关于香港的未来地位问题 , 年中英在谈判签订新约时国

民政府曾经提出过 , 并经过双方的严重交涉
。 ① 由于 以 丘 吉 尔 为

① 参粉拙著 《 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 的中英交涉 》
,

载《抗 日战争研究加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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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英国战时内阁坚持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立场 , 国民政府 未能

实现它收回香港新界的要求
, 因而在 年 月 日 中 英 签 订

的 《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其有关特权条约 》中 , 没有包括

英国归还香港或其一部分 —新界的条款 , 但国民政府外 交 部

长宋子文 曾于订约之 日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称
“ 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间题

,

英国政府不以现时进行谈判为宜
,

本

代表认为憾事” 同时声明 “ 中国政府保留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

之权 ” 。

这就是说
,

香港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

它必定要成为此后中

英交涉的一个重要课题
。

·

然而 , 此后直到 日本投降 , 国民政府由于对 日作战失利和

忙于对付共产党 , 并没有为战后收回香港及必然要出现的有关交

涉进行过认真准备
。

似乎只须宋子文发表上述一纸声明 , 即算万

事大吉
, 一切都推到战后再说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国民政府

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 甚至不如美国人积极
。

蒋介石在他 年

月发表的《 中国之命运 》一书中 , 对 中国未能通过中英新约收回

香港新界
,

仅淡淡地表示 “ 遗憾 ” ,

并对战后收回香港持盲目乐

观态度
。

年 月底宋子文赴伦敦访问 , 停留三周 , 一次也

未向英方提到香港问题
。 ②在同年 月举行的中美英三大国首脑

会议 开罗会议 上
,

蒋介石事先决定
,

如英国人不提香港问题 ,

中方就将此问题作为悬案暂时搁置 , 不主动提 , 以免同他们发生

争执
。

会议期间
, 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建议 ,

战后由中国先行收回

香港地区 , 然后宣布香港为世界 自由港
。

与会的史迪威将军则提

出 “ 由美国和中国军队” “ 收复厂
‘

州
、

香港
、

上海 ⋯ ⋯” 的作战计

划
。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 ,
但又说 “ 在进 一步考虑以前

,
可由总

① 中国国 民党 中央党史委 员会编 《 先总统蒋公 思想言论总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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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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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罗斯福 先与英国当局讨论此事” 。 ①美国人的建议有他们

自己的打算 蒋介石并非不想战后收回香港 至少是新界 , 但

他对这个间题表现得如此被动畏怯 , 其余可想而知
。

与此同时 , 英国在战后重占香港的问题上 , 一直 是 坚 持 不

让 , 寸土必争的
。

英国战时内阁对香港抱 定 丘 吉 尔 先 前 所 说

的 “我当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并不是要主持消灭大英帝国 ” 的方

针
。

年初中英新约签订后 , 英国对香港的立场益趋强硬 , 有大

量事实足资证明 王 年 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访美时 , 即对罗斯福加强中国 , 以便在远东控制日本的主张表示

不以为然 , 表明了他 “ 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地区 跑 上 跑 下

的想法 ” 。 ②美方敦促英国对中国表示善意 , 于战后归还香港 ,

他也装聋作哑 。 ⑧同年 月 , 长期代表英国在华利益 , 对英国对

华政策影响力甚大的英商中华社会 五 致 函

英国殖民地部称 , 香港于战后英国对华贸易具有潜在价值 , “不

能放弃 ” 。 ④在 年冬天的开罗会议上 , 丘吉尔得知罗斯福关

于战后英国归还香港
、

再 由中国宣布它为国际自由港的设想后 ,

宣布 “我们的格言是 ‘不许干涉大英帝国 , , 绝不 许 为 了 讨

好国内那些悲观的商人和各色各样的外国人而淡化或站污这个格

言 ” ⑥ ,

并气冲冲地说 “ 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

何东西
。 , ⑥在 年 月 日英国战时内阁举行 的 第 次会

① ” , 。一
,

, , 盖
。 。 , , ”

, 。 一 , , 。

一
, ” 月 , , ,

。

⑧
, , 。

④
一 。 , , , 。 。

⑧
, 爪 ‘ 用 , , 一

,

” 心 宕 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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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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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议关于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结论中 , 还明确写道 “ 战争结

束时 , 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 , 同样 , 我们也不打算放弃

任何领土
。 ” ①这一切表明 , 英国当局不达到重 占香港的 目的 ,

是决不甘心的
。

进入 年以后 , 英国政界继续关注着香港的未来命运
。

是

年 月 日 , 一位长期在中国当领事的英国外交官默 思

提出解决战后香港问题的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 “ 盟

军攻克香港时 , 应恢复香港先前的直辖殖民地地位 , 此事不容讨

论 ” 、

归还香港 , 但须 “ 大大改善英国在华的一般地位及商业

地位 ” 、

保留英国在香港的一切权利 , 拒绝国际讨论 , 把问题

拖到战后再说
、

宣布愿意归还香港 , 以报答中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 借以表示英国承认中国为头等大国
、

将香港置于战后 “盟国新秩序的共管之下 ” 。

在这五种方案中 ,

默思 自有偏好
。

他写道 “我倾向于认为 , 哪怕是有一点放弃香

港的想法 , 也是最愚蠢的 ” , 如果那样
,

英国将 “ 退回到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的同样地位 ” 。 ②

年 月 日 , 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
。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

辟预示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已经不成问题
。

与此同时 , 日军为打通

大陆交通线在中国发动猖狂进攻
。

国民政府因在河南 的 败 北 和

湘桂大溃退 , 更无暇顾及香港问题
。

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 , 这时

又开始注意远东局势
,

严厉抨击英国的远东政策
。

英国对此并不示

弱
。

就在英美联军诺曼底登陆的当天
,

英国议员阿斯特

在议会辩论中公然声称 , 英国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后 , “ 空 前 需

要 保 留 贸 易基地 ” , 又说 , “我并不为香港的前途担优 , 因为

它毫无疑间属于英国 ” 。
他主张英国发表一项宣言 , 明确表示战

后英国要重新占领香港 , 并鼓励英国资本重新投入这个地 区 。 必

①
。 。 , , ,

,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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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名叫赫德森 的英国外交部官员 则 对 日

本在战争后期可能对香港采取的策略感到优心忡仲 , 担心香港会

最终由中国收回
。

他在 年 月 日写道 当日本人确信不能保

住香港时 , 他们有可能让汪精卫宣布收回香港 , 在那里升起中国

国旗
。

蒋介石为了表示爱国 , “政治上难以把已经在香港升起的

中国旗帜扯下来 ” , 他可能 “ 从汪精卫或 日本驻军手 中 接 管 香

港 ” 。

由于蒋介石有美国舆论的支持
,
英国将难以用武力驱逐香

港的中国军队
。

为了避免日本 “在盟国间制造不和 ” , “ 留下一

颖定时炸弹” , “造成既成事实” , 赫德森主张立即就香港间题

与蒋介石谈判
。 ①但是 , 上述发表宣言和直接谈判的主张

,
英国

政府均没有采纳
,

原因是它不愿意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

以免再 次激

起中国和国际舆论的非议 , 自找麻烦
。 ,

然而 , 英国政府丝毫也没有放弃它在香港问题上 的 既 定 方

针
。

年 月 日 ,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美国国务卿赫尔 ‘

直言不讳地声称 , 英国政府及 他本人均不赞成美国 使 中

国成为一个大国的政策
。

他预计由于国共两党的冲突 , 中国将长

期动乱下去 , 不可能实现统一
。

即使中国能统一 , 促成其统一的

政策也是错误的 , 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 只 会 在 东方 “ 引 起 麻

烦 ” , “ 将意味着未来年代里在东方消灭帝国主义 , 而 白人在东

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 ” 。 ②薛穆这番露骨的话 , 可视 为 英 国 战

后对华政策的总方针 , 即不希望中国强大统丫 , 并力 图 保 持 英

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 当然谈不上愿意把香港归还中国了
。

过后

不几天 , 在 年 月 日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中
,

上面提到的阿斯

特又询问道 丘吉尔说过他不打算主持消灭大英帝国 , “ 香港是

否除外
’, 副首相艾德礼 当即答道 “ 英帝

国和英联邦的任何部分都不除外
。 ’, ⑧

①
。 。 一 一 一

②
,

夕 , 阴 ‘ 〔, , “
·

, , ,

,
, ,

⑧
一 。 一 ‘

职

一 ·



到 年初 , 德国投降已成定局 , 盟国对亚洲战场的关心倍

增
。

是年 月 日 , 罗斯福在雅尔塔对斯大林说 , 他希望英国把香

港的主权交还中国 , 然后变该地为国际化 自由港
。 ①丘吉尔得知

此事后 , “ 大发雷霆 ” 。 ② 年 月 日 ,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盯 赴伦敦晤见丘吉尔 , 希望英国遵循 《 大西洋宪章 》

的精神 , 放弃控制香港的企图 , 以迫使苏联放弃对大连享有 “ 优

越权 ” 的要求
。

丘吉尔 “对他勃然大怒 ” , 宣称英国殖民地不受
《 大西洋宪章 》约束 , 他 “ 决不会放弃 英 国 旗 帜 下 的 一 寸 领

土 ” 。

他还反唇相讥道 “美国对中国之政策是伟大 的 美 国 幻

想
。 ’, ⑧

年 月工党上台执政后 , 全盘继承了丘吉尔内阁对香港的

政策
。

正如当时的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史班纳

所说 “工党执政不会引起英国帝国政策的变化
。 ” 。

以上列举的事实
,

充分说明英国重新占领香港的方针是一贯

的
。

从 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英国政府 , 尤其是内阁的

主要决策人丘吉尔
、

艾登
、

艾德礼
、

贝文 等人 , 均

一致主张战后重新占领香港 , 他们始终就香港战后的地位问题进

行着谋划
。

与之相反 , 年以后 , 国民政府对香 港 间 题 却

无所作为 , 它沉溺于 自我陶醉的幻想中 , 说什么 “ 中 英 既 是 盟

邦 , 此项间题不久必能完满解决 ” 。 ⑥殊不知 , 英国 这 个 “ 盟

, , ,

。 。 一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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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 , 在香港问题上并不想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后退
,

丝毫不考

虑盟友中国的和益和尊严
。

二 重新 占领香港的准备与实施

英国当局不仅始终坚持重 占香港的方针 , 而且在各方面作 了

周密准备 , 并在 日本投降后立即付诸行动。

早在 年初 , 英国政府已经成立一个名叫香港 计 划 小 组

的机构
,

负责筹划重 占香港及重

建港英殖民机构事宜
。
此小组 年 月仅有 人

,

月
,

前港英政府

华民政务司麦道高 出任组长后 , 将小组人员

骤增至 人
。

随着欧洲战局 日趋明朗
,

小组的活动便 日益加紧
。

年 月 日 , 该小组曾与殖民地部及英商中华社会一起对重 占

香港
、

恢复港英政府和在香港进行 “ 民主改革 ” , 加强当地居民

与英国的联系等间题进行策划
。 ①

英国政府为重 占香港而倚重的另一 个 组 织 是 英 军 服 务 团
。

该团成立于 年 月
, 以沦陷后

自香港逃出的英军上校赖攘仕 为指挥官
,
活动于中国东

南沿海一带 , 任务是收集情报 , 掩护登陆及空降人员 , 营救被日

本拘押的战俘等
。

在 日本投降前后 , 英国政府指示 这 个 “ 服 务

团 ” 积极配合香港计划小组的工作 , 将英员渗入香港 , 与 被 囚
·

禁的前港英政府官员取得联系 , 协助重建英国殖民政权
。 ②

年 月德国投降后 , 英国将视线集中到对 日作战上
。

在

同年 月苏美英三大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期间 , 美军总参谋长

告诉英方 , 日本正从华南撤退 , 中国军队有可能对广州
、

香港发

起攻势
。

英国当局得知此事后 , 担心 日本可能向国民党军队或中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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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所领导的在香港附近坚持抗 日斗争的港九独立大队 ①投降
, 急

忙研究对策
。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
、

殖民地部
、

陆军部和香港计

划小组一起开会 , 建议英国政府在征得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 , 要

求中国允许在对香港发动进攻的国民党正规军中 , 派驻一个 “ 英

国民政小组 ” ,

准备战后由英国接管香港 。

英国政府因担心 “ 一经

向蒋介石提出香港
‘ 民政

, 的事
,

就会引发整个香港的前途问题
” ,

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② ,

并决定不顾中国态度如何
,

采取单独行动
,

一侯 日本投降
,
即派出先头部队抢在中国军队之前 占领香港

。 ⑧

月 日 , 中美英发表促令 日本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 》。

月

右日 , 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顺原子弹
。

月 日 , 苏联对 日宣战
。

月 日 , 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颖原子弹 , 同 日 , 中国人民抗 日武

装延安总部发布全面反攻令 , 日本投降在即
。

英国政 府 不 失 时

机
,

于 月 日和 日先后两次由外交大臣贝文向英国驻重庆大使

发出绝密电 , 命令他通过英军服务团团长赖谏仕立即设法与被 日

本人囚禁在港岛赤柱的前香港辅政司英国人詹逊

取得联系
,

告诉他
, “ 英国的政策是立即恢复英国 〔在 香 港 的

主权和政府 ” ,

并授权他在 日本投降后
,

立即恢复英国在香港的行

政机构 , “ 行使政府管理职权 ” , 直到英国海军抵达香港成立军

政府为止
。

此外 ,

英国政府还决定让香港 计 划 小 组 负 责 人 麦

道高尽快飞往香港
,

任命他为恢复后的港英政府的首席文官 ④ 。

月 日 , 日本天皇发表 “终战诏救 ” ,

宣 布无条件投降
。

月

日 , 一名 日本军官在香港公开宣读了天皇的 “诏救 ” 。

詹逊立

即采取主动 , 要求让他以前港英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 , 成立 以他

今看 《 港九独 立大 队史 》 编写组编 《 港九独立大 队史 》 ,

洲 年 ,一 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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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临时政府
。

一周后 , 英军援华团的情报人员按 照 原 定 计

划 , 与詹逊取得联系 , 向他传达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命令
。

詹逊于是

召集属下及原来被囚禁的英国三军长官开会 , 重返市区 , 成立 了

临时政府 , 继续由日军维持治安
。 这个临时政府的权力仅限于香

港岛 , 并未对隔海相望的九龙实行控制
。 ①它仍然十分担心中国

军队开来收复香港 , 因而皿盼英军及早到来
。

与此同时 , 英国在军事上也按原定计划行动起来
。

当时距香
港最近的英军是在西南太平洋执行任务的英国太平洋舰队

。
日本

投降的前一天 , 英国三军参谋长经国防委员会同意 , 已向盟国东
,

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 下令

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
。 ②据此 , 英国太平

洋舰队海军少将夏葱 奉命于 日本投降后立即

率舰队开赴香港 , 实行对香港的重新占领 , 接受驻港 日军的投降并

组织以他为首的军政府
。 ⑧此外

,

英国
一

还计划从东南亚司令部派出

大约一个师的占领军 , 连同一些空军前往香港 , 并于首批英舰抵

港时将英军服务团的成员空运到该地
。 ④

月 日 , 英国驻华使馆奉命将一份备忘录交与中 国 政 府 ,

宣 布英国 “正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军 , 前往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英

国政府 ” 。 ⑥ 月 日 , 英国首相艾德礼电告杜鲁门
, “ 一支英国

海军正首途开往香港 ” , 去 “恢复英国的行政机关 ” 。 ⑥

月 日上午 时 , 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开来的由夏喜率领的英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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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皇家海军特遣舰队 , 在扫雷舰开路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

掩护下 , 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
。
① 月 日 , 夏喜以香港英军

“
总司

令和军政府首脑 ” 的身分宣布成立军政府 ② , 取代 以詹逊为首的

临时政府
。

月 日 , 军政府属下以麦道高为首的香港民政小组抵达

香港 , 开始推行香港的复兴计划
。

年 月 日 , 香港沦陷后被 日

本囚禁三年另八个月之久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港督 , 恢复了

文官政府
。 ⑧ 自是 , 英国实现 了对香港的重新占领 ,

恢复了对该地

的殖民统治
。

三 受降问题上 的 中英争端

日本投降后 , 国民政府如何对待香港问题呢 这 需 要 分 两

个方面来说 一是由谁来接管香港并对之实行统治 一是由谁来

接受香港 日军的投降
。

国民政府虽然没有放弃收回 香 港 至 少

是九龙 的想法 , 但是在 日本投降后 , 由于种种原因 , 却不打算

立即予以收回
。

当时国民党外交界的一些人 , 也曾力主趁 日本战

败之机 , 一举收回香港
。

他们指出 , 英国当年割占香港岛 , 理由

是为英国修船贮料之用 , 这个理由 , 今 已不复存在 租借新界 ,

理由是为了 “保卫香港 ” , 太平洋战争 已证明此说毫无意义
。

现

日本投降 , 时机己到 , 应派兵假道广九铁路 , 捷足直入港九 , 再

与英方交涉 , 至少可以收回新界租借地
。 ④然而 , 蒋介石没有接

受上述建议 , 却于 年 月 日和 日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于当

时收回香港 , 希望这件事今后通过 “外交 途 径 ” 来 “ 最 终 解

决 ” 。 ⑤可见 , 当时各国报纸盛传的中英竞相派兵去 “ 占领 ” 香

①
。 , 夕 ‘ , 。 。 , 。

一
②

, 。 。 , 。

③
。 。 , 夕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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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之说 , 于英国确为事实 , 对国民党来说则并无其事
。

当时中英双

方的争端 , 不是谁接管香港的问题 , 而是由谁接受香港 日军投降

的问题
。

国民党当时朝香港调兵遣将 , 并不是为了去 “ 占领 ” 香

港 , 而是去受降
。

在后一个间题上 , 国民党政府曾经坚持香港 日

军必须向中国投降 , 后因英国坚决反对 , 未能如愿
。

以下是中英

两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涉过程
。

前已指出 , 蒋介石在 年初已被盟国公推为中国战区最高

统帅
。

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大陆和越南 度线以北的整个地区 , 香港

自然属于中国战区境内
。

日本即将投降时 , 杜鲁门于 月 日函告

蒋介石 , “ 将法属越南北纬 度 以南地区归入东南亚战区作战之

地境内” , 此线
“ 以北之地归入中国战区 ” , “ 一切英法及其他

盟国在中国战区 , ⋯ ⋯除非事前报告本战区最高统帅并经其批准 ,

不得执行任何军事
、

半军事及秘密活动 ” 。
月 日 , 他又 电示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转致蒋介石 , 建议任命麦克阿瑟为 “接受
、

协调和实施 日军全面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 ” , 并告诉他麦克阿瑟

将 “ 指令 日本帝国大本营 , 除了对抗俄国人的军队外 , 所有在华

日军 , 均向您 蒋介石 或您属下的司令官无条件投降 ” 。 ②在

月 日日本投降的当天 , 杜鲁门向麦克阿瑟发出有关日本全面

投降的总命令
。

麦克阿瑟据以发布的第 号受降令称 “凡在中

华民国 满洲除外
、

台湾
、

越南北纬 度以北地区之 日军 , 均

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 ” ⑧这个命令说明 , 属于中国战区境内的香

港 日军理应向中国投降
。

不仅如此 , 战争期间 , 港九从未被盟国

列为单独战区 , 而是属于中国战区的广东作战区 , 为中国第二方面

军所辖作战区的一部分
。 日军驻香港的防卫队也是隶属 日军南文

派遣军第二十三 军 , 该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 , 他常驻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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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

州
。

这就进一步证明 , 日军第二十三军及其所属的驻港 日军 ,

应该向中国第二方面军投降
。

然而 , 英国却于上述 月 日送交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 , 宣

布英国要 “ 确保对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的控制 ” , 意 即 英 国

要接受包括香港在内日军的投降
。

同日 , 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吴国祯也发表备忘录 , 对上述英国备忘录表示 “ 遗憾 ” , 指出香

港不属于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受降的范围 , 而是属于中国战区 ,

香港 日军应 向中国投降 , 希望英国不要违反盟军最高 统 帅 的 命

令 , 在没有得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授权的情况下 , 不要在中国战

区的任何地方登陆军队 。 ①

此后 , 英国为了抢夺对香港 日军的受降权 , 排斥中国 , 采取

了迁回战术
。

它首先与美国达成谅解 , 然后压迫蒋介 石 就 范
。

月 日 , 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在他致杜鲁门的电报中 , 除 了 宣

布香港是英国领土 , 不能把它解释成第 号总命令中所说的 “ 中

国境内 ” , 英国不能允许中国在香港受降外 , 还要求杜鲁门指示

麦克阿瑟命令在香港的日军司令官 “于英国海军到达时必须向其

司令官投降
’, 。 ②同日 ,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照会昊国祯转告蒋介

石 “无论战区若何 , 凡是主权有效之地 , 陛下政府 均 当 恢 复

其权力并在其本国领土内接受 日本投降
。 ” ⑧国民政 府 也 不 让

步 , 宋子文于同日致函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 称 , 香港

位于中国战区内 , 香港 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或他指定的人

投降 , 纯属顺理成章之事 , 至于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 , 可以暂予搁

置
。 ④

美国对中英这件争端持何态度呢 人们早己察觉 , 自罗斯福

总统逝世后 , 杜鲁门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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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日益倾向于认为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 , 不能因为这件

事损害美英之间的基本合作关系
。

因此 , 杜鲁门在接到 月 日

艾德礼要求让英国接受香港 日军投降的电报后 , 当即与国务卿贝

尔纳斯商量 , 借口尊重英国的既得权利 , 于当天复电艾德礼 , 宣

布 “美国的立场是并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
。 ⋯ ⋯将

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就香港 日军 向英军 司 令 投 降 事 作 出 安

排 ” 。 ①还是在同一天 , 杜鲁门指示他的 顾 间 海 军 上 将 李 海

约通知美国海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
“
香港

已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
。 ” ②

杜鲁门给艾德礼的上述复电 , 同他先前的主张和麦克阿瑟发

出的第 号受降令截然对立
。

美国的出尔反尔使英国更加无 所 顾

忌
。

月 日
,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又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吴国祯 , 内

称
,

英国政府不能同意把香港解释为在“ 中国境内、又说 , “ 委员长

阁下 指蒋介石 作为一名军人 , 定能理解 , 由于联合王国被迫将

其领土香港放弃给日本人 , 陛下政府在该地接受 日本投降 , 事关

荣誉 ” , 但英国欢迎蒋介石大元帅 “派代表参加受降式
”。

薛穆在

送交备忘录时还告诉吴国祯 杜鲁门已电告艾德礼 , 授权英国接

受香港 日军的投降
。 ⑧

蒋介石获知上述备忘录后 , 十分着急 , 于 月 日请赫尔利将
一封急件转致杜鲁门

,

内称 如果杜鲁门没有电告艾德礼
,

同意由

英国在香港受降 , 则我力劝不要作出任何事情来改变波茨坦宣言

的条款和已由盟军最高统帅发布的有关投降的条件
。

目前改变投

降条件将开一个恶劣的先例 , 可能对香港以外的地方造成更严重

的后果
。

英国人应该遵守总命令 , 不要在香港登陆或试图在本战

区接受 日本人投降 如果杜鲁门已电告艾德礼同意由英国受降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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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了让他不致受窘 ,

建议在香港的日军应在受降式上向我的代

表投降 , 将邀请英美代表参加
。

日军投降后 , 我将授权英军登陆重

占香港岛
。

英国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在中国大陆登陆任何军队
。

蒋介

石在信中还希望杜鲁门支持 自己的建议 , 并于他与英国作出明确

安排 以前给予答复
。 ① 同 日 , 杜鲁门复电蒋介石称

,
他已于 月

日致电艾德礼 , 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 , 并辩解道 , 他原来认为

香港 日军的投降纯属 “作战性质的军事问题 , 英国在该地的主权

是不容置疑的
,

而且我认为您并不想提出这种问题
。 · ·

⋯旧 军应向

在该地行使主权的当局投降 , 方属合理 ” 。

他还奉劝蒋介石在香

港 同英国人实行 “军事合作 ” 。 ②

蒋介石接获杜鲁门这封复电后 , 大为气馁
。

他不再 坚持香港
日军向他的代表投降 , 于 月 日电杜鲁门称 , 他同意杜鲁门要

他在香港与英国实行军事合作的建议 , 并表示他愿意以中国战区

最高统帅的名义 , “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代表我去接受香港 日军的

投降 ” , 将 “指定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前往 参 加 受 降

式 ” 。

蒋介石还向杜鲁门着重指出 , 他作出这个困难 的 让 步 ,

“是 由于我巫欲在各方面同您合作 ” 。
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回电 ,

·

赞扬蒋介石的 “慎重之举 ” “ 缓和 了困难局势 ” 。 ⑧

可是 , 英国连蒋介石仅仅为了保全面子而作的这 个 实 质 性

的让步也不领情
。

月 日 ,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口头通知蒋介石 ,

“击败 日本后英国必须恢复香港的原状 ” , 因此 , 英 国 “ 不 能

接受大元帅关于英国军官应作为大元帅的代表在该英国领土上受

降的建议 ” 香港 “ 将由英国军官受降” , 但欢迎蒋介石指定的

中国军官和美国军官 “ 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出席 ” 。

薛

穆还告诉蒋介石 , 英国政府 已经指定英国海军少将夏惠为香港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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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官
。 ①

同一天 , 蒋介石再次向杜鲁门求助
。

他在信中复述了薛穆同

日的口头通知后写道 英国恢复香港原状的愿望从来没有受到影
,

响 ,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向英国人保证过本政府无意派中国军队去

占领香港
。

由于香港位于中国战区内 , 他有义务遵守盟国协议
。

他授权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 , 纯系为了保持盟国间友好之忱

而作出的让步
。

英国既然 已经指定夏葱为受降官 , 他就定要从今

日起授权夏息为他的受降代表
。

蒋介石还在信中请求杜鲁门支持

他的立场 , 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向夏息发出必要的训令
。 ②对此 ,

杜鲁门没有作出反应
。

蒋介石于是决定召见薛穆 , 明确告诉他
“ 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 , 必须贯彻 , 嘱其通知英国政府 ,

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 自受降 , 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 ,

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 , 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 ” ⑧中英交涉

完全陷入僵局
。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见英国的实际目的已经达到 , 决定在

形式上稍作让步 , 建议由夏喜代表英国政府 , 由另一名英国军官

代表蒋介石共同受降
。

蒋介石仍然认为这种做法践踏他作为中国

战区最高统帅的权利 , 予 以拒绝
。

接着 , 英国外交部又建议夏喜

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 , 蒋介石才表示同

意 。 ④不用说 , 这种受降方式 , 仍是英国独家受降
。

当然 , 蒋介石为香港受降事也并非丝毫没有进行 过 军 事 部

署
。

早在与英国交涉之初
,

他于 月 日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

张发奎为接收广州
、

海南
、

香港的受降官 , 规定由他所属的新一军

和十三军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
。 ⑥但是 , 军令的执行有如蜗牛爬

①
, 。

②
,

一

⑧ 《 蒋总统秘录 》 ,

第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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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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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迟至 月 日 , 张发奎始电告蒋介石 , 已命令十三军 “ 即 沿

梧州
、

三水
、

广州道推进 , 以主力配置于广州 不含 至 九 龙

广九铁路沿线 , 以一部推进香港 , 监视该方面之 日军 及 受 降 实

施
。 ” ① 月 日 , 何应钦方指示张发奎 “ 派孙立 人 为 广 州 ,

九龙
、

香港区受降官
。

令十三军先协助 新 一 军 接 收 九 龙
、

香

港 ⋯ ⋯” 。 ②然而这已是马后炮
。

如上文所述 , 正是 月 日这一

天 , 夏息率领的英国舰队 , 已赶在中国军队之前在香港登陆 , 再

次对香港实行武装占领
。

年 月 日 , 经中英双方协商 , 夏息以代表英国政府和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身分 , 在香港督宪府接受了香港 日军

的投降 , 由驻港 日本陆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 日本华南舰队司令

官藤田类太郎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
。

签字后 , 冈田少 将 取 下 佩

刀 , 以示解除武装
。 ③参加受降式的有中国 政 府 派 出 的 一 个

人代表团和美国
、

加拿大两国的代表
。

英国人在受降式上以解放

者 自居 , 故意轻慢中国代表团 , 同时禁止香港居 民悬挂中国国旗

庆祝抗战胜利 , 以免发生 “误会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 日战争

结束时中英关于香港受降之争 , 至此告一段落
。

四 英国在香港何以得逞

以上本文缕述了英国重新占领香港的准备
、

实施及中英受降

争端的始末
。

显然 , 无论从国际公理看 , 还是从英国 在 太 平 洋

战争中的表现看 , 英国均没有重占香港并垄断对香港 日 军 受 降

权的理由
。

英国重 占香港引起国际上的公愤
。

例如 , 年 月

日 , 纽约一位名叫斯特罗瑟 的美国人 写 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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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 “英国想收回香港是我近来读到的一

条最令人沮丧的新闻
。

看来我们是要在一个同样腐朽的基础上 ,

用同样的旧材料 , 为了达到让欧洲商人发财的同样的旧 目标
, 靠

牺牲弱小的亚洲各族人 民 , 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了
。 ” 他

还写道 , 英国根本没有占有香港的合法权利 , “ 我越想这件事 , 就越

要发疯
。

英国得到香港靠的是征服 , 失去香港也是因为征服
。

现在

把它从 日本手里夺了回来 , 但是这不是英国干的 , 而是中国和美

国干的
。

英国正在派出的舰队是要用武力重新把它从中国手中夺
‘

走
。 ” ①然而英国不顾世界舆论 , 横行无忌 , 并终于得逞

。

这在

中国是有理受辱 , 有功催害 在英国是无理取胜 , 无功受益
。

这

当然说明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帝国 , 顽固地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 ,

不肯放弃其在华既得利益 , 然而究其原因 , 并非如此简单 , 还有

以下种种因素存在

首先 ,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 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
。

自 年中英新约订立后 , 国民政府虽 曾声明保 留 收 回 九

龙的权利 , 但此后数年 , 一直没有为收回香港作认真准备
。 日本

一

宣布投降后
,

中国本可乘此大好时机
,

派兵进入香港 , 造成既成事

实 , 再要求与英国谈判
。

但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 当英国声明要派

兵重占香港时 , 他反而一再表示中国无意派兵占领香港
。

在随后

关于受降问题的争议中 , 他为了平息因签订 《 中苏友 好 同 盟 条

约 》丧失利权而引起的舆论的不满 ② , 虽然曾经坚持要由他的代

表在香港受降 , 但后来在英国的反对下 , 他一让再让 , 终至让英

国实际上独占了受降权 , 仅仅给中国留下一点点毫无意义的 “ 面

子 , , 。

其次 , 美国态度的转变也是国 民政府对英国退让 的 重 要 原

因
。

① 转引自
。 , , 。

② 参 看 《 顾维 钧回 忆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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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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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始终唯美国的马首是瞻
。

太平洋战争拼
间 , 它一直企图依靠美国来解决香港问题 日本投降后 , 又多次

向美国求助谋取对香港 日军的受降权
。

美国最初支持中国在香港

接受 日军投降 , 国民政府当时在这个间题上的表现便较为坚决

后来美国态度转变 , 支持由英国受降 , 它就慌了手脚 , 连忙向英

国让步 , 只图替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下便了结争端
。

在 这 件 事 情

上 , 美国的出尔反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国民政府把自己国家的

命运主要寄托在别国的支持和帮助上 , 这也是它缺乏 自立 自强精

神的表现
。

这个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

最后 , 国民政府的 “ 反共优先 ” 政策是英国在香港得逞的根

本原 因
。

有人说 , 国 民政府因为军队远在大西 南大西北 , 因 而 来 不

及收复香港并赶赴香港受降
。

这个说法虽有部分理由 , 其实不能

构成这件事的主要原因
。

主要的原因是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心依

非美国 , 企图迅速恢复在全中国的统治
。

当时他们正 忙 于 同 中

国共产党抢夺地盘 , 排斥中共武装参加受降 , 并企图在两三个月

内消灭中共 对于香港的命运 , 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

顾维钧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 战争末期的重庆 , 显然压倒一切的考虑

是共产党问题” , “委员长长期期望一旦战争结束
, 尽快彻底解

决中共问题 ” 。 ①早在 月 日日本投降前半个月 , 蒋介石 已与

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 讨论 “如何

部署军队应付共产党问题” 。 ② 月 日 , 蒋介石又召集会议 研

究阻止 中共武装受降 , 决定命令在华 日 军 最 高 司 令 “维 持 现

状 ” , 只能 “ 听候中华民国总司令 何应钦 或各战区长官的处

置” , 此外 “不得 向任何人投降缴械 ” 。 ⑧ 月 日和 日 , 他又

①

②

《 颐维钧回忆录 》 ,

中译本第 卷
,

第 一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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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中共第十八集团军所部 “就地驻防待命 ” , “ 勿 再 擅 自行

动 ” 。 ① “ 八一五 ” 日本投降后
,

国民党立即将军队自西 北
、

西

南运到华北和华东去抢夺地盘 , 根本顾不上香港
。

魏德迈承认
“ 在紧接对 日作战胜利之后决定性的几周里 , 我用美国飞机和船

舰 , 急忙将国民党军队运往 中国 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 ” ②

不言而喻 , 国民党既然可以大量运兵到其他地方 , 为何不可以运

往香港呢 可见 , 国民政府在香港间题上对英国如 此 软 弱 , 实

为美国和蒋介石 的 “反共优先 ” 政策所致
。

蒋介石不愿意因香港

问题与英国争执不下而妨害他实现反共的主要 目标
。

事实上 , 国

民党并不是白白对英国让步的
。

年 月 日 , 国民党曾派遣军

事代表团到香港与英国军政府首脑夏态达成协议 国 民 政 府 同

意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 作为交换
,

港英当局同意到 年 月

日为止 ,
·

国民党军队可以 自广州进入九龙 , 然后登轮北上 , 开

赴反共前线
。

港英军政府还将九龙塘北部的一些民房 租 与 国 民

政府 , 作为北上部队的临时兵营
。

此后 , 从广州经香港北运到内

裁前线的国民党军 ,
数目在十万人以上

。 。英国从这笔交易中达

到了反共和维护自己殖民利益的双重 目的
。

英国重占香港和争夺对香港 日军受降权的历史表明 , 抗 日战
一

争胜利后 , 中国并没有完全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
。

虽 然 国 民 政

府在 年中美
、

中英新约签订后 月 日 发表的文告中 ,

曾经宣告中国已获得与各国 “齐驱并进 ” 的 “完全独立平等自由

之地位 ” ④ , 但事实证明那是言之过早 , 言过其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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