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

刘存宽

香港地区 包括香港岛
、

九龙及新界 历来是中国领土
。

世纪 ,

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三个不平等条约 年 中 英
南京条约

,

年中英北京条约
,

年中英 《 展拓香港界斌专

条 》 ,

先后割占了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
,

租借新界 年
。

上

述割让及租借本不具有法律效力
,

中国有充分权利予以收回
。

由

于英国长期坚持殖民主义立场
,

拒不归还
,

香港问题遂成为中英

之间的二桩历史悬案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中 国 代 表 曾 在

年巴黎和会上提出列强归还在华租借地的问题
,

但是这个正

当要求被英法等战胜国借 口“不属于和会职权范围 ” ,

轻易地予以

否定
。 ①在 一 年华盛顿会议上

,

中国代表再次提出这个问

题
,

英国只同意归还威海卫
,

对于香港新界
,

则以 “

防御需要
”

为理 由
,

坚决不肯退还
。

② 此后
,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收回香

港新界的要求
。

英国对香港问题始终十分敏感
,

特别是新界租借地间题
,

它

意识到早晚会同中国发生交涉
,

不断在
一

考虑对策
。

有些英国殖民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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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甚至设想挑起对华武装冲突来使对新界的占领永久化
。

不

过
,

英国总的策略是
,

只要中国不正式提出新界问题
,

英国就装

聋作哑 ,

能拖就拖
,

决不主动涉及
。 ①然而香港问题毕竟是影响

中英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
,

长期回避绝不可能
。

随着 年底太

平洋战争爆发及远东局势的突变
, 这个问题便重新突出起来

,

并

引起中英之间的一系列交涉
。

这次交涉未有结果
,

导致 年日

本投降后英国重返香港
。

关于这个问题 , 国内尚少研究
,
有的著

作甚而有记载失真之处
。

笔者曾有便赴伦敦查阅英国国家档案局

的有关档案
,

结合参考台湾业 已披露

的档案及其它重要资料
,

撰成此文
,

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及研究工

作者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实情
,

并就一些问题作史实上的订正 ,

提出个人的看法
。

一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

彻底摧毁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

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
,

使中
、

美
、

英成 为

共同反对 日本侵略的盟国
。

远东太平洋形势的激变及对 日战争的

需要
,

使废除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间题
,

其

中包括解决香港问题
,

尤其是九龙租借地 新界 的问题
。

太平洋战争使英帝国在远东及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

解
。

日本于 年 月 日偷袭珍珠港的同日进攻香港
,

不到

天 , 港英当局即打起白旗
, 于圣诞节向日本投降

,

英国对香港的

殖民统治由日本取代而不复存在
。

月 日 ,

英军退出马来半

岛
。

年 月
, 日军攻占新加坡

。

月 日 ,

仰光陷落
。

月
,

英

军 自缅 甸退入 印度
。

月初
,

日本陈兵印缅边境
,

形成 直叩印度

大门之势
。

英军在香港的投降及其在东南亚 的节节败退
,

是英帝

国数十年米 日趋衰落这一事实的大暴露
。

这个
“ 日不落国

”
的 当

① 参看英国外交部档案
。 王 , , ,

‘ ,

时 英国 殖民

地 部档案 一 。



年雄风
, 已随英舰 威尔士亲王号 ” 和 “

却敌号
”

在马来 海 面
“

墙掳灰飞烟灭 ”

而消失殆尽 , 英国不光彩的大溃退及其有赖于

中国对抗日本的被动处境
,

迫使它不得不考虑废除对华不平等条

约的间题
。

与此同时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促使民族解放的浪潮在全球范

围 内迅速高涨
,

并对美
、

英当权者有所影响
。

还在太 平 洋 战 争

爆发前不久
,

为了吸引殖民地半 拉 民 地 人 民参加反 法 西斯 战

争
,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 年 月 日发表被

称作
“

大西洋宪章
”

的联合声明
,

确认被剥夺主权和 自治权的民

族应恢复其权利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美国面临在欧
、

亚两条战

线对法西斯作战的局面
。

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牵制日本侵略

的重大作用
,

为了填补英帝国在远东留下的真空
,

它 开 始 攻 击

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体制的做法
。

美国舆论界和广大 人 民 此 时

也掀起一股同情中国的热潮
,

关于 “

太平洋宪章
”

或将
“

大西洋宪

章
”
推广应用于太平洋地区的议论时有所闻

,

直接批评英国不取

消治外法权
、

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的言论 日益增多
。

年初夏
,

英国外交部远 东 司 司 长 克 拉 克
, 一译格善理 访美

,

同美国国务院讨论远东间题
。

他发

现美国明确主张战后应对殖民地进行重新安排
。

他在访问报告中

写道 “
如果同盟国胜利以后

,

结果仅仅是恢复香港
、

马 来亚
、

缅甸
、

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原状
” ,

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

自己 “ 上当受骗
” , 当时美国对华关系比对英关系

“ 要热乎和相

互信赖得多
” ,

如果中国要求归还香港
,

美国肯定会给以支持
。

①

英国议会外务次官
· ·

劳
· ,

就 此 评 论 道

英帝国已经被美国舆论一笔勾销了
。 ” ②这个说法绝不是空穴

以上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克拉克就访美事给艾登 的报告 年 月 日
,

。 。 了 协一

英国 外文部档案
。 。

“



目

来风
。

年 月底
,

美国向英国提出共同发表 一项阐明两国与

其太平洋领地之间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
。 ①这显然是对英帝国提

出的严重挑战
。

月 日
,

美国有影响的 《 生活 》杂志全体编辑

人员发表一篇致英国人的公开信
,

内称
“
自有史以来

,

我们从

未 仅有少数例外 得 自英国人民在政策方面的让步
。

我们并非

为保持大英帝国之完整而战
。

我们于此要求诸君作一具体让步
,

放弃为保持帝国完整之战争而加入我们
、

加入苏联以 及 其 它 盟

国
,

运用对我们全体有利的战略
,

争取战争之胜利
。

但诸君若以

同盟国之胜利为代价
,
而不放松帝国之完整

,

则势将于战争中失

败
,

因此诸君将失掉我们
。 ” ②可见

,

在殖民地间题上
,

美国举

国上下对英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

中国国民党政府固然有依赖英美的一面
,

但毕竟没有放弃孙

中山先生的 “ 民族主义
”
与

“

废除不平等条约
”

的主张
。

抗战期

间
,

中国站在反对 日本侵略的第一线
,

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

年 月
,

中国参与签订华盛顿二十六国反侵略共同宣言
,

开始列

为
“ 四强

”

之一
。

蒋介石担任了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

国内广

大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的高涨及美国上下对此事的支持
,

对

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

早在 年 月
,

奉调任外交部长

的前中国驻英大使郭泰棋
,

于取道美国回国途中受命与美国政府

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新约的问题
。

美国国务卿赫尔对中

国的建议
“

甚为赞同
” ,

说美国 “

极愿中国完全恢复主权
” 。 ③在

美国的推动下
,

英国外交部于 年 月 日发表声明称
,

英国打

算战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问题
。

月 日 ,

英国驻华大

使卡尔照会中国外交部作了同样的表示
。

此后形势继续发展
,

国

民党政府要求美国立即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
,

希望

②

⑧

英国 外交部档案 哈利法克斯致艾登 电
,

号
,

年 月 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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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此问题上能起带头作用
。

英国外交部担心被美 国 抛 在 后

面
,

于 月 日指示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薛穆

在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上 “ 争 取 主 动
” 。 ① 月 日

,

美 国

国务院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及驻美大使魏道明
,

表示美

国 愿立 即与中国政府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办法
。

第二天
,

美
、

英

政府分别发表声明
, 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谈判

“ 立时放弃在华治

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
” 。 ②中美

、

中英关于放弃在华治

外法权
、

订立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
。

正是在中英关于取消在华治

外法权的谈判中
,

蒋介石政府乘势向英国提出了归还香港新界租

借地的要求
。

在当时情况下
,

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

二

在叙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之前
,

有必要就英国对

香港的政策做一些分析
。

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

他在中英谈判 前
“

便接 到 训

令
” ,

看他
“
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 ,

向英国指出
“ 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间题之一

” 。

他说当时他会见

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
,

得出了 “
英国政府 ⋯ ⋯打算

把香港全部还给中国 ”
的结论 “我跟丘 吉尔长谈过几次

,

他 说

他不反对归还香港
,

不过 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

要等到战后再说
。

他说英国希望有条不紊地交还
。 ” ⑧

丘 吉尔果真同意战后把香港归还中国吗 笔者在伦敦英国国

家档案局查阅有关档案时
,

丝毫找不到上述说法的根据
。

即使是

在 年 月 日顾维钧 与 丘 吉 尔的
“

谈话纪要
”

中
,

也只写着

① 卢埃林
·

伍德沃祖 《第二 次世界 大战 中的英国对 外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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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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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
“

现在中国在 日本的压力下首当其冲
。

但是随着 日本

的战败
,

所有 日本 占领的中国领土均将归还 中国
,

正如欧洲所有

受德国蹂助的地方均将交还其本国人民下样
。 ” ① 《 纪要 》中连

一个字也没有提及香港
,

说明丘吉尔并没有就战后归还香港的事

作过任何保证
。

其实丘吉尔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
,

那

就是坚决反对把香港归还中国
。

那末
,

顾维钧 《 回忆录 》关于英国政府对香港态度的记载为

何与档案纪录不符呢 恐怕也是事出有因
,

因而导致他的记忆失

真
。

年是英国继香港沦陷后在东南亚兵败如山倒 的一年
。

在

一连串失败退却之后
,

英国政界一些人考虑到 《 大西洋宪章 》的

存在和中
、

美两国的压力
,

曾对战后英国能否保持对香港的统治

发生过怀疑
。

所谓战后 “
有条件地

”

归还香港的主张因而出笼
。

该年 月 ,

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执行委员会向该会英国全国委员

会发出邀请
,

要求派出一个权威性的代表团
,

参加将于同年下半

年在北美举行的一次讨论英国与远东关系的学术会议
。

②英国外

交部远东司官员布雷南 认为
,

妥在香港保持英

国的战前地位是很难说得通的
,

比较明智的态度是
“
想出一种美

国在感情上能够接受的办法
” ,

即
“

在一种联合托管制度下我们

得到原料并参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和发展
。

如果这些权 利 在 美 国

的保证下进一步得到保障
,

其好处很可能足 以弥补包括牺牲一些

主权在内的帝国威信上的损失
” 。 ⑧支持这种意见的还有北美司

的巴特勒
、

远东司司长克拉克
、

经济重建司的吉布

① 《英国首相与中国大使谈话 纪要 》
,

年 月 日
,

英 国 首相 档案
,

’
。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 查塔姆大楼 英国太平洋关系全国委员会所在地一 作者
致外交部函

,

年 月 日
, 。

。 英国外交部档案 布窗南的批语
,

年 月 日
,



· ,
以及长期担任驻华领事的蒲纳 德

等人
。 ①

英国殖民地部从 年初即已开始研究香港的未来
“

设计
”

’题
。

年 月 日
,

英国殖 民地部大臣克兰伯恩

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

为英军在香港向日本投降 辩 护
,

说香港之所 以沦陷
,

主要是美国在战前不关心太平洋事务所致
,

而且英国又忙于欧洲战事
。

香港的沦陷美国实为
“主犯

” 。

如果

英国应为此受到责难的话
,

美国同样应该受到责难
。

克兰伯恩在

同一封信中还附上一份殖民地部的备忘录
,

提出战后
“
重建

”

太

平洋地区的原则 有关国家共同保卫这一地 区 的 安 全

共同在这一地 区获得贸易经济利益
,

获得 原 料
、

市 场 和

海港 原则上遵守大西洋宪章
,

英国承认 中 国 为 与 其 平

等的大国
。

关于香港问题
,

备忘录主张战后 “ 准备和中国政府一

起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 ” , 英国并不认为 “

保留英国在该殖民地

的主权是在讨论范围之外
” ,

并 “
承认香港在地理上属于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 ,

但其他盟国对香港也应 “
作 出 同 样 的 贡

献
” 。

②

克兰伯恩备忘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内部关于战

后 “

有条件地
”
归还香港的主张

。

这种主张表现出当时英国政界

的被动心理
,

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

只有外交部亚洲司次官彼得森
·

和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 提 出 公 开

反对
。

⑧顾维钧在 《 回忆录 》中说他会见过当时英国政府的一些

① 英 国 外交部档案
。 了 蒲细琶梦在他的《中国的战争与政治 》一书

中说
,

租借新界 是
‘

最站不住脚的要求
,

是一个
‘
背 信弃义 的 例 证

’

一 年纽约 出版
, 一 一 , 页

。

② 克兰伯恩致艾登 函及附件 殖民地部备忘录
,

年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档

案
。

① 彼得森在克兰 伯恩致艾登 函上的批语
,

年 月 日
,

同上 , 英国外交部
、

殖民地部 印度事务部 自治领部联席会议纪录
,

年 月 。日
,

川



官员
,

他很可能从这些官员口 中听到过战后应将香港归还中国的

言论 ,

产生了深刻印象
,

因而在 《 回忆录 》中把这些看法说成是

英国政府的意见了
。

其实
,

上文所述的
“

有条件地归还香港 ” 的

主张仅仅是英国政府内部研究对香港政策时提出的一种设想
,

从

未形成过政府决定
。

而丘吉尔
、

艾登等决策性人物则是一贯坚决

反对归还香港的
,

这在随后 的谈判过程中可 以看得出来
。

三

自 年 月 日英
、

美两国发表声明
,

准备与中国政府立

即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后
,

美国政府于

月 日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提出中美关系条约的美方草案
。

月 日
,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草案送交中国政府
,

以宋子

文为一方
、

薛穆为另一方的签订中英新约的谈判在重 庆 正 式 开

始
。

英方草案的主要内容是 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 终止 年辛

丑条约 , 将上海
、

厦门国际租界交还中国管理 , 将天津
、

广州的英

租界交还中国 , 保护英国现有在华不动产产权等等
。

①这些因不

属本文讨论范围
,

兹不细述
。

应该指出
,

英方草案中并未包括归

还香港或新界这个中方至为关心的内容
,

原因是英国根本就不打

算归还
。

月中旬
,

在英国议会会议上
,

议员索伦森

询问艾登 正在考虑的对华条约
“

是否还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

时
,

英国议会外务次官 劳答复说
,

此约
“

仅仅 和 放 弃 治

外法权有关
” ,

并书面写道
“

香港是英国领 土
” 。 ② 月

日
,

首相丘吉尔更亲 自出马发表演说称
“
我们的意思是再坚持

下去
。

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
。 ” ①

月 日
,

国民党政府提出中方的 《 中英新约修订草案 》 。

“修订草案
”

除了不 同意给与英人以贸易国民待遇
、

要求结束英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
。

② 英国 外文部档案 一 ,

⑧ 英国外交部档案 了



国在华的沿海贸易权及 内河航行权外
,

还建议在条约中加上废止

年 月 日在北京签订的 《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的内容
“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 ⋯ ⋯之行政与管理权
,

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

有债务
,

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 ” ①当时重庆舆论激昂

,

一致认为

任何外国无权继续占有中国土地
。

美国公众意见依然支持中国舆

论
,

认为 “
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无辜的牺牲品 ” 。

②形势于中国

有利
。

当英国政府收到中方的 ‘
修订草案

”

后 , 英国 外交 部 远 东

司司长克拉克首先提出可供英国选择的三个方 案
,

即 同

意中方此项要求 , 直截了当地予 以 拒 绝 , 尽 量 拖

延
。

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
,

因为新界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战略上

对香港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

第二个方案也不行
,

因为它得不到美国

的支持
, 而美国当时正在同中国谈到类似的间题 。 因此 ,

他认为

应当选择第三个方案
,

并举出同年 月 日的殖民地部备忘录作为

依据 即
“

有条件地
”

归还香港的方案
,

说此项备忘录并没有

让英国保证一定归还香港
,

可 以用来尽量 拖 延 新 界 问 题 的 解

决
。

③外交大臣艾登认 为他的意见不坚决会留下麻 烦
,

表 示 反

对
。

他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

主张直截了当地提出新界 问题不属于

本条约的讨论范围
,

即拒绝归还
。 ④在 月 日英国战时内阁会

议上
,

艾登正式
“

建议拒绝放弃我们 即英 国 在 九 龙 指 新

界 的地位
” 。

会议在丘吉尔的主持下作出决定说
“
战时内阁

赞成 艾登 所建议的方针
。 ” ⑤

参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抗战时期 》
,

第三编
,

战时外交 三
,

、

页 , 薛穆致艾登密电
, 。、 、

号
,

么 年 月
、 一 日

,

英国外交 部档案

卢埃林
·

伍扭沃德 前揭书
,

第四卷
,

页
。

薛穆致艾登 电
,

号
,

年 月 日
,

克拉克在电文上 的 批 语
, 。‘

年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档案
。 。

年 月 日艾登 在薛穆致艾登 号电上的批语
,

英国 外文 部档案
。 。

英国 内阁档案 战时内阁 峨 号决议
, 一 年 月 日。

②③④⑥



月 日,

宋子文再度向薛穆提出归还新界的要求
,

薛穆答

以 “

尚未奉到政府训令
” 。

对此
,

宋子文重申了中国坚决要求归

还的立场
。

①同一天
,

艾登将 月 日英国内阁会议的决定电告

薛穆
。 ②

此后不久
,

薛穆正式通知宋子文 英国政府不准备谈新界 间

题
。

宋子文称
,

既然中英新约取消在华租界
,

而租借地与租界又属

于同一范畴
,

理应谈判新界问题
。

此项条约如不解决新界问题
,

就不能消除中英之间的误解
。

蒋介石则坚决表示
,

条约内如果不

包括收回新界 ,
他就不同意签字

。
⑧

月 日,

宋子文嘱一向亲英的国民党要员杭立武将蒋介石

的上述意见转告英国驻重庆大使
。

英方再次拒绝考虑中方的正当

要求
。 ④谈判陷于僵局

。

这时
,

驻英大使顾维钧已返回重庆准备协助政府接待英国议

会访华团
。

宋子文告诉他中英谈判已陷于僵局
,

让他去说服蒋介

石不要坚持在条约内写入归还新界的内容
。

顾维钧受托前往
,

对

蒋介石说
,

中英新约是英国出于
“
友好

” , ‘ 首先采取行动同我

们磋商的
” , 又说 他

“

明白委员长的意思
,

该送来的礼物应当

一次送来
,

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
” , “

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

份礼为宜
,

可 以在收礼时暗示一 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
,

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
” , 而且

,

战时盟国间 的
“

团 结 一

致
” “

极为重要 ” 。
⑤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一定的作用

。

杭立武与宋子文
、

顾维钧的意见一样
,

建议由中国政府向英国提

出一项声明
,

承认新界问题与治外法权谈判无关
,

但中国希望今

① 《中华民 国重 耍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抗战时期》
,

第三编
,

战时外交 三
, 了

页
。

② 卢埃林 伍娜沃扭 前揭书
,

第四 卷
,

页
。

⑧ 《硕维 钧回忆录 》
,

中译本
,

第五 卷
,

第 页 卢埃林
·

伍祖沃抽 前揭书
,

第四 卷
,

页

④ 薛穆致艾登 急 电
, 一 号

,

沁 年
,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档案

⑥ 《夙维钧回忆录 》
,

中译本
,

第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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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适当时机再提出此项问题
。 ①

这时中美条约的谈判 已基本达成协议 ,
美方力促国民党政府

安排在 年元旦签字
。

国民党政府将此事通报薛穆
,

希望中英

条约于同一天签字
。

英国政府受到压力
,

深怕被美国 人 抢 先 一

步
, 于 月 日由丘吉尔主持再次召开战时内阁会议

。

会议作出

决议称 “该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范围
” , “ 为了不致拖延条

约的签字 ⋯ ⋯我们应该声明我们准备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

借地的前途问题
” , 其所 以要等到战后讨论 , 理由是 英国

把一些军事基地租给了美国 , 新界为 “
保卫香港所必不可少

” ,

二者情况相似 , 新界对英国的价值不限于防 御 方 面
,

还

有供水
、

机场等方面
,

而且市区及船坞已由港岛扩展 至 大 陆 ,

丘吉尔首相认为现在不能考虑领土调整问 题
,

此 等 事 应

在今后的和平会议上再说
,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界 , 这是英国

一贯坚持的路线
。

在会议上
,

飞机生产大臣建议只应 提 新 界 的
“租期

”
可 以 “

重新考虑
” , “

此事应在 和 平 会 议 上 加 以 讨

论
” 。

会议最后决定按照飞机生产大臣提出的方针答 复 中 国 政

府
。 ② 月 日

,

薛穆将英国的上述立场通知了中国政府
。 ⑧ 以

上事实说明
,

英国政府坚持强硬路线
,

不愿明确允诺归还新界
,

只同意战后同中国 “

讨论
”

新界的
“

租期 ” 问题
。

如上所述
,

宋子文在新界问题上本 已趋向于妥协
。

他授意顾

维钧去劝说蒋介石足以说明这一点
。

前面提到的杭立武的建议
,

未经他的同意也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

现在英国的答复仅仅限于战

后
“

讨论
”

一下新界的
“

租期
” , 而且期限不明

。

英方这种坚持

殖民主义的僵硬立场
, 已将中方逼到无可再退的绝境

,

就连主张

妥协的宋子文对此也十分不满
。

他和顾维钧曾先后两次要求英方

发表一项表示今后归还新界意向的声明
,

同时中方保证在战争结

① 英国 外交 部档案
② 英国内阁档案

,

战时 内阁决议
, 峨 号

,

年 月

日

⑧ 英国 外交部档案
。 。



束以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新界
,

并郑重宣布 如果连这样的意向

也不表示
,

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
。

①

恰在此时 , 日本于 年 月 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 《 为完

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 ,

表示将
“
设

法尽速撤消
”

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
,

以示 “

中日亲善
” 。

不用

说明
,

正 肆 意践踏中国大片国土的日本对 华
“

亲 善 ” 是 什 么

东西
,

但是 日本企图抢先与南京汪伪政权订约
,

却使英国处于十

分尴尬被动的境地
。

月 日 ,

英国战时内阁召开会议
,

同意艾

登的意见
,

一方面
“坚持

”

英国对 中国 “ 已经作出的答复
” , 同

时将原答复中战后 “
重新考虑新界的租期间题

”

这句话 中的
“

租

期
”

二字删去
。

②

月 日
,

薛穆根据 月 日英国战时内阁的决议照会宋子

文 ,

称 英国坚持既定方针
,

作此 “让步
” 以后

,

决不再让 ⑧ ,

否则就 “拒绝签订新约 ” ④
。

在英国的压力下
,

蒋介石终于被迫

让步
。

他在 年 月 日的日记及
“

本月反省录
”

中表示了一

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

说
“

对英外交
,

颇费心神
” , “

九龙交还间

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
” , 他只得

“

暂忍之 ” ,

同意在中

英新约上签字
。

他还写道 “
待我签字以后

,

另用书 面 对 彼 说

明 交还九龙间题暂作保留
, 以待将来继续谈判

,

为 日后交涉之根

据
。 ” ⑤ 同一天

,

国民党政府正式表示不将新界问题与取消治外

法权条约合并提出 ⑥ ,

对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
。

薛穆致文登 急电
,

号
,

年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档案
, 卢埃林 伍往沃德 前揭书

,

第四卷
,

页

英国 内阁档案
。 ,

战时内阁 ‘ 号决议
,

年一 月

日
。

卢埃林
·

伍德沃德 前揭书
,

第四卷
,

‘ 页

《蒋总统秘录熟 全译本
,

合北 年出版
,

第十三册
,

页
。

同上

艾登致眯穆电
,

号
,

东 年 月 日
,

英国外文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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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 关于取消英国在华 治外法权及其有 关特

权条约 》 ①在重庆签字
。

同一天
,

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照会英国

驻华大使薛穆
,

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对新界租借地
“

保留日后提出

讨论之权
” 。 ②战时中英关于新界租借地问题的交涉

, 至此以中

国的失败而告终
。

四

年是中国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大好时

机
。

不能不承认
,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 当时确想乘机收

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
。

通过 年 月 日签订 的 《 关于

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 》 ,

中国废除了英国在

中国的治外法权及 年的辛丑条约
,
收回了北平使 馆 界 及 上

海
、

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
,

收回了天津
、

广州的英租界
,

取消了英国在中国的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特权
,

如此等等
。

这件

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
、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一

百周年之际
,

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
。

这是中华民族争取废除不

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

这个成就的取得
,

首先应当归功

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

同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国民党政

府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

但是必须指出
,

此次谈判中未能达到收回九龙租界地 香港

新界 的 目标
,

国民党政府是不能辞其咎的
。

首先
,

英国在谈判

中的主要借口 ,

即所谓
“

收回新界不属于本条约讨论范围
”

的说

法不能成立
。

谈判既然是为了取消英国在华特权
,

新界租借地 自

当包括在内
。

宋子文等虽然曾与英方多次谈判这个问题
,

但是未

能力争
,

态度软弱
,

遂造成我方有理而退让
,

英方无理而致胜的

① 王铁崖 《中外旧 约章汇编 》
,

第三册
,

年北京 出版
,

一 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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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

当时中国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废除列强在华所有特权 , 美国

政府及国际舆论皆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正当要求 , 英国于香港沦

陷后
,

在东南亚望风而逃
,

处境被动
,

国内民众和许多政界人士主

张归还新界以至整个香港
,

这实在是收回新界的绝好时机
。

年 月上中旬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 特 伦 勃 朗

召开的有关英国和远东关系的学术 会 议 上
,

就 连 英 国

外交部官员蒲纳德也不得不表示 据他所了解的 “
英 国 舆 论 动

向
” ,

他
“
相信处理香港间题的时机来到时

,

中国人将会完全得

到满足 ” 。
①当时正值中英关于新界的交涉相持不下 的 关 键 时

候
,

英国外交部官员犹公开如此宣布
,

足见 当时气氛于收回新界

是何等有利
。

但国民党政府未能 利用这个气候
,

当英方拒绝将新

界问题纳入中英新约时
,

宋子文等人就准备妥协
,

这就使英国态

度更加强硬
,

终至不可挽回
。

如果当时宋子文等能坚持不懈
,

据

理力争
,

即使英国顽固不让
,

也不妨拒签新约
,

不失原则
。

即使

如此
,

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
。

相反
,

英国作为 中国

的盟邦
,

坚持在中国保留租借地这种殖民特权
,

倒是不利于盟国

团结的
。

故条约不成
,

失理仍在英方
。

观乎世界潮流
,

即使新约暂

时不签
,

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
,

岂能长期保持 其 在 华 特

权 宋子文
、

顾维钧等以保持盟国 “ 团结
”
为理由

,

劝说蒋介石

让步
,

其实是在英国压力下委曲求全
,

是一种半殖民地软弱心理

的表现
。

至于蒋介石
,

他恐怕是坚持将新界问题纳入中英新约的最后

一人
。

直到 年 月 日
,

他还在 “

本周反省录 ”
中写道

,

英国

不愿放弃在新界及西藏的特权
, “

然余决促其同时撤消也
” 。 ②

可是过了两天
,

他就向英国作了让步
。

这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 的态

度也没有坚持到底
。

他在 月 日的 日记中记下在新 界 问 题 上

① 茄纳位致克拉克密函
,

年 ”月 日 ,

英国 外交部档案
。

《称总统秘录 》
,

第十三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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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作出让步的事实
,

但又 自我宽解地写道 ,
如果 英 国 坚 持

不归还新界
, “一俊战后

,

用军事力量由日 军 手 中 收回
,

则彼

虽狡猾
,

亦必无可如何
” 。

①如所周知
,

年 月 日本无条件投

降时
,

按照盟国间的协议 , 北纬 度线以北 地 区 属 于 “
中国战

区 ” 。

此战 区内的 日军应向中国战 区的最高统帅蒋 介 石 投 降
。

香港地区在北纬 度线 以北 , 对该地 日军本应由蒋介 石 派 人 受

降
。 ②但是

,

由于英国人不顾盟国成议而抢先行 动
,

以 及 罗 斯

福逝世后美国转而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
,

国民党政府实际

上没有做到由中国接受香港 日军的投降
,

蒋介石也没有履行他对

自己的誓言 “
俊战后用军事力量由 日军手中收回 ”

新界
。

这是

身为 “ 四强
”

之一中国的历史悲哀
。

直到 年中英签订 《 关于

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 ,

香港问题才算得到最终解决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同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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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华民 国重要 史料初编

—
对 日抗故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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