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

—
兼析

“

史汀生主义
”

的提出及局限性

吴景平 赵 哲

众所周知
,

在  年 !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整整 ∀ 年

里
,

美国政府对 日本侵华采取了可称之为
“

史汀生主义
”

的立场
,

即
#

既不承认 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
,

又不采取果断有效

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侵略
∃

这是包含了某些积极因素的消极立场
。

史汀生主义是 % 年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
,

在一二八事变后又加

以某些补充
。

分析美国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
,

有

助于我们理解史汀生主义产生的原因
、

它的局限性和带来的后果
,

也有助于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后错综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
。

%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
,

美国政府一度认为
,

这不过是

以往中 日间小规模磨擦的重演
,

很快就会平息下去的
。

在 月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 &∋
∃

(
∃

)∗ +, )− ./ 称
#

根据新

闻媒介的报道和国务院收到的电报
,

这次事件显然是在沈阳的 日

本政府的代表未能控制住日本士兵而引起的
,

它不是中日两国政

府间的冲突
,

只是下级人员之间的纠纷
,

因而并不涉及凯洛格公约

和其他任何国际公约
∃

有一位记者当场提醒史汀生
#

政府之间的冲

突
,

通常起因于那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
。

对此
,

史汀生表示
#

它 &指沈

阳事件/或许会发展成为涉及凯洛格公约或其他国际公约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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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
,

目前它还不是一国政府针对另一国政府的战争行动
1

国务院正关注事态的发展
,

然而从已得到的消息来看
,

没有任何足

以表明已违反凯洛格公约的证据
∃

据此
,

美 国政府当然不需要采

取任何措施
。

史汀生对九一八事变性质的乐观估计
,

很快就被 日本军队在

东北的扩张行动否定了
。

继 月  日晨占领沈阳后
,

日军又迅速

侵占了东北三省的数十个城市
。

这方面的报告使美国当局颇为吃

惊
。

月 ! 日
,

国际联盟秘书长德鲁蒙 ∀ #
∃

% &∋ ( ( ) ∗ + ,曾通过美

国驻瑞士公使韦尔森 ∀−
∃

.
∃

/ 01 2 ) ∗, 了解史汀生对九一八 事变的

看法
。

次 日
,

史汀生便电告德鲁蒙
3
显然

,

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
,

日

本军队已朝着预定的战略 目标
,

开始了广泛的扩张行动
4
美国国务

院正关注着那里事态的发展
,

关注着是否出现涉及九国公约和凯

洛格公约的事件和局势
。

5 看来
,

史汀生对事态的严重性 已有所觉

察
,

三天前的乐观情绪已不复存在
。

就在当天
∃

史汀生在向 日本驻

美大使出渊胜次提 交的一份备忘录中
,

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满洲事

态的关注
,

提到了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的适应性 问题
4 并且明确

指出
3
日本应为缓解局势承担大部分责任

,

因为 日本军队占领并在

事实上控制了南满地区
。

但备忘录 又称
3
业已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出

于日本政府的意愿
,

希望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下达的停火令能够

制止冲突
∃

不再诉诸武力
。 6 显然

∃

美国对 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

行动已感到不安和不满
,

但寄望于 日本政府采取
“

明智
”

的立场
,

控

制住在华 日军
。

因此
∃

美国当局竭力避免公开
“

刺激
”

日本政府
。

在

月 !! 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

曾有记者提到对九一八事变应援

引华盛顿公约和凯洛格公约的问题
。

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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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美国采取
“

不介入的态度
” 。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
,

美国正深陷于世界性经济危机中
。

除了国

内的经 济与社会难题外
,

美国政府还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

例

如
3
德国的战争赔款

,

原协约国欠美国的战债
,

与英国在关税
、

市场

和货币等方面的矛盾
,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反美情绪
,

等等
。

这些正

是胡佛 ∀ −
∃

Φ
,

− ) ) Γ8 & ,政府最为关注的
。

至于正在形成中的战争

策源地 ∀特别是在远东 ,
,

则完全没有顾及
。

因此
,

美国当局最初认

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无足轻重的局部磨擦
,

尔后又 持
“

不介入
”

的态

度
,

都不是偶然的
。

这既是在 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对远东局势一厢情

愿的幻想
,

又是过高估计由国联盟约
、

九国公约
、

凯洛格公约即非

战公约构成的现有国际秩序的作用而导致的短视
。

但是
,

南京国民政府却对美国积极介入中 日冲突
,

持有极高的

期望值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

南京政府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
∃

在外交上
,

则诉诸国际联盟
,

要求根据国联盟约制止日军的侵略行

径
,

并希望美国出面干涉
。

南京政府认为
,

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
,

但却是九国公 约和非战公约的发起者
,

在华有重大经济利益
,

是
“

门户开放
”

政策的倡行者
,

决不至于对 日本侵华坐视不顾
。  ? 

年 月  日
,

顾维钧曾在北平向美国公使詹森 ∀ Η
∃

Ι
∃

ϑ) = ∗2 ) ∗, 探

询
3

美国能否根据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
,

召集有关国家讨论 日军占

领沈阳的行动
。 5 月 !Κ 日

,

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的中国代表施肇

基向美国驻 日内瓦领事吉伯特 ∀ Λ
∃

Μ
∃

Ν 01Ο 8 &; ,表示
3
中国认为

,

根

据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所采取的行动
,

要 比国联所能采取的行动

更好一些
,

因为 日本会利用其贸易地位影响欧洲国家
4 如果华盛顿

当局能够采取行动的话
,

中国宁可不诉诸国联
。

6 当然
,

顾维钧和

施肇基都只是以个人名义向美方提出上述要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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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 日
,

中国驻美公使馆 代办容挨代表南京政府

照会美国国务院
# “

由于美国
、

中国和 日本都是凯洛格公约的签字

国
,

由于美国是该公约中神圣原则的首倡者
1 鉴于日本军队此次突

然无故发动攻击并占领了中国一些城市
,

显然已经违背该公约
1 因

此
,

美国政府应加以严重关注
。

中国政府紧急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步

骤
,

以维护远东和平
,

使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得到尊重
。 ”

这

是九一八事变发生 后
,

南京政府首次向美国正式提出的要 求
。

此

外
,

中方向国联提出的各项呼吁
∃

均以书面形式照知美国政府
。

月 !Δ 日
,

史汀生电请詹森答复中国政府
3 ‘
美国政府和人民

十分不安地关注着过去几夭里在满洲发生的事件
。

美国人民真诚

地希望
,

在国际关系中应奉行和平的原则和手段
。

美国作为签字国

之一的现存公约规定
,

在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时不得使用武力
。

因

此
,

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向中日两国政府表明
3
他们应使其军队停止

任何进一步的冲突
,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协定的要求分别部 署其部

队
,

在解决他们的纠纷时
,

应避免采取可能损害和平的行动
。 ” 5 同

一天
,

美国将内容完全相同的一份照会交与日本
,

以示公允
。

美国政府的照 会表面上看貌似公允
,

但实际上并没有指出九

一八事变中究竟哪一方是侵略者
,

哪一方是被侵略者
,

尽管美方对

此并非毫无所知
,

它同国联的立场最初是一致的
。

月 咒 日
,

国联

行政院主席 白里安 ∀ Π
∃

Μ &0 : ∗ + , 曾向中 日双方 提出
3  

∃

从速请 求

中
、

日两国政府停止一切行动
,

足使现在局势愈加严重或足以害及

本问题和平之解决者
4 !

∃

商同中 日代表觅得适当办法
,

稗两国将各

本国军队速予撤退
,

同时不妨碍 各本国人民之治安
,

及其所有财产

之保护
。

6

另一方面
,

对国联要求美国在解决中 日冲突方面进行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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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
,

美国政府最初也持消极的态度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

国联两

个主要成员英国和法国经过磋商后
,

曾拟出一个初步方案
,

即
#

呼

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兵
,

向冲突地区派出中立国观察员
1 在此基础上

促成中日双方直接谈 判
。

月 !! 日
,

英国驻美大使馆把上述方案

照知美国国务院
,

称英法两国驻东京与北平的武官都将作为中立

观察员前往东北
,

希美国予以合作
。

月 !% 日
,

国联秘书长德鲁蒙

又表示
,

希望美国政府派代表列席国联行政院讨论中日冲突的会

议
。

但美国对上述要求都未立即答复
。

月 %&/ 日国联行政院通过

包括 日本撤军
、

中国负责保护 日侨生命财产安全等 项决议后
,

美

国才决定派遣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2
∃

3
∃

∋ 4 .) −
./ 和国 务院远东

官员塞利伯瑞 &(
∃

5
∃

6 4 7 8盯9 /作为观察员前往南满地区
。

∀ 月 :

日
,

史汀生在给德鲁蒙的复电中仍称
#

美国将努力支持国联所采取

的措施
,

但美国将通过其在国外的代表独立地行动
。

这实际上拒

绝了派代表出席国联会议
。

显然
,

在解决九一八事变方面
,

美国起

初并不打算同国联及英法等国进行合作
。

也就是说
,

美国当局尚不

愿介入中日冲突
。

美国公使詹森当时在北平关注事态的发展
,

他较清楚地看 出

了西方消极立场的危险后果
。

他曾干  Κ 月 Ε 日致电史汀生
∃

主张

美国应向 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

采取切实步骤以恢复中国对满洲的

控制和行政主权
。

他指出
3
如果听任事态发展

, “

我敢断定
,

将在中

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 。 5

詹森公使的担心很快就成为事实
。

就在詹森发出上述电报的

第二天
,  ? 年  Κ 月 Β 日旧本飞机对锦州进行了轰炸扫射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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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 日军可能向关 内进犯的第一个重大 征兆
。

此后
,

美国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

即一方面与国

联进行合作
,

另一方面向日本示以较强硬的态度
。

美国政府获悉 日机轰炸锦州的消息后
∃

立即向国联表示
,

可以

派代表列席国联行政院的有关会议
。

∀ 月 % 日国联行政院以 %

票对 票 &日本投反对票 /通过了美国代表列席会议的决议
。

它标

志着美国政府将在解决中日冲突间题上同国联进行 合作
。

美国当局也开始向 日本方面表示较强硬的态度
。

∀ 月 ∀ 日
,

史汀生向日本大使出渊表示了对东北一系列事态发展的关注
。

∀

月 ! 日
,

史汀生向出渊指出
#

日军的行动可能影响到世界的安全
,

并使美国采取相应的行动
1 美国考虑让吉伯特列席国联行政院会

议
,

以此表示 美国并 不是 同 日本
、

而是 同世 界其 他国家站 在一

起
。

 Κ 月 !Δ 日
,

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
,

要求 日本从即 日起开始撤

兵
,

于   月  Α 日以前撤退完毕
4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 日侨

4俊

撤兵完成后
,

中日两国开始交涉
4设立调解机构解决中 日纠纷

。

 Κ

月 !Α 日旧方代表提出
,

只有在解决中日间悬案之后
,

日本才能撤

兵
。

日方的这一要求遭到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安的否决
。

∗ 月 ?

日
,

史汀生通过驻 日使馆照会 日本政府
3
美国政府支持国联行政院

月 ?Κ 日和  Κ 月 !Δ 日通过的决议
,

希望 日本政府能遵守这些决

议
,

不要为撤兵提 出先决条件
。

5

然而
,

国联行政院的决议和美国的表态
,

都没能制止 日本进一

步扩大侵略
∃

从   月初起
,

日军向齐齐哈尔发起进攻
∃

并于 − 月

 日攻占该市
。

国联行政院要求日本于   月  Α 日撤兵完毕的决

议
,

遭到了彻底的践踏
。

这引起了美国的不安
。

在得悉日军攻占齐

齐哈尔的消息后
,

史汀生立即召见出渊大使
,

指责 日本在满洲的北

部
、

在远离南满铁路几百英里的地方发动军事行动
,

占领齐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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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

史汀生明确表示
# “

我 只能认为
,

日本军队破坏了凯洛格公约和

九国公约的条款
。 ”

他并指出
,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两个月里
,

美国

与日本进行过 多次会谈
,

美国保 留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些会谈文

件的权利
,

即便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公众对日本的强烈反感
。

这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

美国政府第一次向日方指出 日本违反了凯洛

格公约和九国公约
,

反映了美国的态度有了较强硬的转变
。

美国的数度交涉也没能使 日本的侵略扩张有所收敛
。  ? 年

 ! 月起
,

大批 日军开始向锦州方面集结
,

并不断向中国挑衅
。

在锦

州和辽西一带进行观察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
,

接连 向美国政府报

告锦州所面临的危急局势
。

于是
,

史汀生又数次召 见 了出渊
Θ

天使
,

表明美方的观点
。  ! 月  Κ 日

,

史汀生向出渊指出
3
如果 日本军以

向锦州周围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

美国将不容争辩地将 其视作侵

略行为
。 5  ! 月 !? 日

,

史汀生再度向出渊表示
3
如果日军进玫锦州

美国将认为日本方面在发动侵略
。

在近 Δ 个月的时间里
,

他 有保

持着极大的耐心
,

但由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
,

他必须向日 朴Ρ坎环于和

出渊大使本人阐明美国对整个事态的看法
。 6

应当指出
,

自  ? 年  Κ 月日本轰炸锦州之后
,

美国对力
、

八

事变的发展有了较多的关注
∃

开始同国联合作
,

并向 日本 表示 了较

强硬的态度
。

这表明
,

以 史汀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某些人士
,

已

开始意识到 日本在 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有 可能继续扩张
,

并引起

严重后果
。

但是
,

美国与国联的合作以 及向日本进行的交涉
、

都还

是十分有限的
。

尤其在公开场合
,

美国仍尽量碳免对日本进行直接

的批评指责
。

 ?! 年 1 月 ? 日旧 军侵占了锦州
。

尽牢走国政府对此有所

思想准备
,

但仍感到十分震惊
,

认为必须有新的 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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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史汀生在华盛顿分别约 见了英
、

法驻美大使
,

向他

们提出
#

由于 日本占领了锦州
,

美国将分别照会 日本和中国政府
,

希望英
·

、

法政府也采取相应的步骤
。

月 ; 日
,

史汀生通过驻 日本

大使福布斯 &<
∃

=
∃

> − ?≅/Α ) /和驻南京总领事贝克 &<
∃

=
∃

ΒΑΧ Δ /
,

分

别照会 日本和中国政府
#

中华民国政府于 % 年 月 Ε 日以前在南满所有的行政权的最

后残余
,

业已随同锦州附近的军事行动而遭受摧毁
。

美国政府仍继续信

任近经国际联盟理事会授权的中立委员团底工作
,

定会帮助最后解决

中日间现存的困难
。

但鉴于 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

与责任
,

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 会日本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 国政府
,

美

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 的情势的合法性
,

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

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一

一包括关

于中华民国的主权
、

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
,

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

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
—

的任何
一

条约 或协定 1 也不拟承认用违反

!Ε 年 Ε 月 !; 日中日美均为缔约 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

而获致的任何局势
、

条约或协定
∃

这份照会
,

就是后来被称为
“

史汀生主义
”

的最初表述形式
。

它

代表了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

美国对中 日冲突所持

的基本立场
。

史汀生主义的提出
,

是美日在华利益发生冲突的产物
∃

反映了

美国对 日本在华进行军事扩张的极大不安
。

按照 史汀生本人的说

法
,

他是在仿效   ≅ 年 日本向中国提 出
“

二十一条
”

时
∃

美国政 府

对中日两国的照会和声明
。

应当指出
,

史汀生提 出上述照会时旧
本在中国军事扩张的规模及引起的国际反响

,

都超过 了 Σ  ≅ 年日

本提出
“

二十一条
”

时的情况
。  ?! 年  月 Β 日

,

美国方面便公布

了史汀生的照会
。

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
,

美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措

辞最强烈的声明
。

史汀生主义最鲜明的特征
,

就是
“

不承认主义
” ,

即不承认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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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侵略扩张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
。

作出这种
“

不承认
”

评判的

依据
,

一是美 国的在华权益
,

二是有关的国际公约
,

即 ! ! 年华盛

顿会议的九国公约
,

以及 ! Ε 年在巴黎签署的非战公约
。

这种双

重的或二元的评判依据
,

并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
。

事实上
,

第一个

依据即美国在华的权益
,

是决定美国对待 中日冲突所持立场的最

根本因素
。

史汀生发出上述照会后
,

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史汀生

所希望的相应措施
。

同英法的纯粹消极观望态度相比
,

史汀生主义

的公开提出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它一度使中国朝野颇受鼓舞
,

使

日本当局感到不安
。

但是
,

史汀生主义最主要的局限
,

在于它仅仅

停留在口头上与书面形式上
,

并不打算付诸积极果断的实际行动
,

从根本上制止侵略行为
。

% ! 年 ≅ 月 ; 日
,

中国驻美公使颜 惠庆

收到上述照会的副本时
,

曾向史汀生提出
#

由于国联的努力忿经失

败
,

希望知道美国下一步准备做些什么
。

史汀生当即表示
∃

他并不

认为国联已经失败
,

国联正在致力成立一个中立委员会
,

目前美国

除了等待和观察之外
,

无法预计将会采取什么步骤
。

同一夭
,

史

汀生向日本大使出渊表示
3  

∃

美国同 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没有任何

冲突
4 !

∃

美国并不打算妨碍中 日之间今后达成任何谅解
,

只要这些

谅解不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并且不违背凯洛格公约
。

5 这番态

度极为软弱的说明
,

大大削弱了
“

不承认
”

照会的积极作用
。

几天之

后
,

日本政府向美方表示将
“

尊重
”

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
,

美国当局

也就心安理得地坐视中国局势进一步发展了
。

当然
,

随着以后日本在华加紧侵略扩张
,

史汀生主义的内容也

有了些新的补充
,

但其基本特征和局限性并没有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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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

使美国政府对待中 日冲突的态度

遇到了新的考验
。

一二八事 变发生初始
,

美国政府首先考虑尽量避免同 日本发

生直接对峙
。

≅ 月 ! 日
,

詹森公使从北平急电上海美国总领事克

宁翰 &5
∃

:
∃

Χ Φ . .+ . Γ 74 , /
,

指示应避 免采取会使美 国卷入 冲突的

措施
,

并要求克宁翰劝说上海租界当局不要采取可能与 日方对峙

的步骤
。 1 月 ?Κ 日

,

史汀生也电请克宁翰转告在上海的美军司令

官
3
美国政府希望尽可能通过理智的方式

,

避免美国军队与 日本军

队之间的冲突
4应采取极大 的克制态度

,

尽一切努力调解美国军

队与别国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
。

5 同日
,

史汀生又指示詹森和

克宁翰
3
应尽量避免上海公共租界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4在与 各国

使节和中 日官方代表会谈时
,

应表明美国在 目前危机中将持公正

的立场
,

我们将一方面保护美 国人民的合法权利
,

另一方面将致力

帮助冲突的各方尽快达成谅解
。

6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
,

国联行政院设想 向上海派出一个调查委

员会
,

并希望美方派出代表参加
。

但美国政府以不是国联成员为由

拒绝了
。

结果只是由英
、

法
、

德
、

意
、

娜
、

西等国的在华外交官组成了

调查团
。

美国政府希望以
“

公正
” 、 “

中立
”

的谨慎态度
,

来避免同 日本发

生直接冲突
,

希望事态不要扩大
、

尽早平息
。

但是
,

日本对上海这一

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发动的军事进攻
,

毕竟对西方各国在华权益
,

对

以国联盟约
、

九国公约
、

非战公约等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
,

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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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九一八事变更严重
、

更直接的威胁
。

对此
,

美国政府也不能熟视

为睹
,

因而在事变发生后不久便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
。

美国首先向日本方面表示强烈不满
。

月 ! 日
,

史汀生通过

驻 日大使福布斯照会 日本政府
,

指责 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中国居

民区
、

商业区
, “

这极大地破坏了整个上海的和平
,

妨碍了这个通商

口岸的商业活动
,

严重威胁着公共租界的安全
” ,

要求日方立即停

止在上海使用武力
。  月 ?Κ 日

,

史汀生在召见 日本大使出渊时指

出
,

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
,

已经引起了
“

爆炸性
”

的局势
,

美国政

府认为其责任在 日本方面
,

并要求 日方不得利用租界作为进攻 中

国军队的基地
。 5

美国政府还迅速向上海增派兵力
。 1 月 ? 日

,

美 国海军亚洲

区舰队的旗舰一一巡洋舰
“

豪斯顿
”

号
,

以及 Α 艘驱逐舰
,

从马尼拉

灵军基地调往上海
∃。

次 日
,

又从马尼拉调遣  ΔΚ Κ 名士兵前往上海
。

这样
,

在上海的美军人数达到了 !Β Κ Κ 名
。

美方声称
,

这一行动不是

威胁任何一方
,

而只是预防性措施
,

旨在保护上海地区美国公民的

生命安全与合法利益
,

履行美国在上海
、

长江沿岸城市乃至中国其

他地方的责任
。 6 这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未曾有过的措施

。

看来
,

上海地
、

ς燃起的战火
,

使美国政府感到坐卧不安了
。

当然
,

美国增兵上海
,

决不是准备站在中国一边
,

帮助中国军

队抵御 日本侵略
。

美国固然不能坐视 日本在上海地区的军事扩张
,

听凭在华权益受到威胁 4 但美国政府准备采取的实际措施
,

只是想

积极促成中 日之间的停战谈判
,

使西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上海及

长江流域免于战火
。

因此
,

在  月 ! 日
,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

和英国总领事白利南 ∀ϑ
∃

7
∃

Μ& 8∗ : ∗, 便出面调停
,

使中 日双方达成

暂时停火三天的口头协议
。

经与英
、

法
、

意驻华使节协商后
,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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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向中国方面提 出书面照会
,

包括下列 : 条
#

∃

中 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行动
1 !

∃

双方不得为进一步的敌对行动

作任何动员或准备
1 %

∃

中日军队撤出目前在上海接触的各个地区
1

 
∃

在中日军队之间设中立区域以保护公共租界
,

由中立国人员任

该区域警备
,

各领事馆官员决定有关安排
1 :

∃

在中立国代表的观察

或参与下
,

为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而谈判
。

当天
,

南京国民政

府还从英
、

法
、

意方面收到了相同内容的照会
。

美国驻 日大便福布

斯则向 日本政府递交了上述照会
。

南京国民政府除了进行有限制 的
、

不宣战的军 事抵杭之外
,

“

交涉
”

是其解决一二八事变的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交涉
”

即采

用外交方式
,

但不再是摒开 日本
、

单独诉诸国联
,

而是寄望于美
、

英

等国的介入之下
,

与 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

因此
,

对美
、

英等国的照会

迅速作 出了积极反应
。

! 月 ! 日夜里
,

外交部长罗文干便复照美

方
,

表示接受停战谈判的建议
,

但提出把原照会中的
“

中立区域
”

改

为
“

和平区域
” 、 “

中立国
”

改为
“

第三国
” 。

5 ! 月 ? 日
,

罗文干再次照

会 美方
,

希望有关大国的代表 不仅
“

观察
”

而且应
“

参与
”

中 日谈

判
。 6 总的来看

,

南京政府完全接受了美
、

英等国提出的停战条件
。

日本方面起初企图凭藉军事优势直接压垮中国方面
,

拒绝 了

美
、

英的停战谈判建议
。

从 ! 月初起
,

日本向中方大举进攻
,

将侵沪

兵 力增至  Κ 余万人
。

! 月中旬
,

美
、

英曾试图再次调停 中日冲突
。

在克宁翰
、

白利南的安排下
,

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
、

陆军步兵

学 校校长王俊在上海同 日本领事进行和谈接洽
,

但因 日方态度十

分强硬
,

谈判无从继续
。

美国不愿意直接卷入中 日之间的军事冲突
,

这是毫无疑问的
。

但美国政府却对 日本在华的肆意军事扩张深感不安
,

认为九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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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非战公约正面临重大考验
,

美国在华权益受到严重威胁
,

对华

政策正遇到挑战
。

尽管美国还不准备直接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日

本的军事扩张
,

但却不得不作 出新的强硬表态
。

于是
,

史汀生在

% ! 年 ! 月 !% 日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 &<
∃

5
∃

Η。
0

, 7 /的信中谈到
#

近时在中国发生的事件
,

特别是由满洲开始而延展到上海的战斗
,

不但不能指出对上述条约 &指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引者 /加以修改

的适宜性
,

相反的
,

更使人确信
,

忠实遵守条约中条款对于所有关心远东

的国家是有极大的重要性的
。

在这里且不用究问争端的根源
,

或对于不

幸而被牵入的两个国家分派其过失之大小
,

因为不管原 因或责任如何
,

显然
,

不容置疑
,

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与这两个条约的义务相调

和的局 势已经发展了
,

如果这两项条约曾被忠实地遵守着
∃

这样的一个

局势便不可能出现
。 · ·

一我们看不出有何理由放弃这些条约所包含的开

明原则
。

我们相信这些条约如果被忠实遵守着
,

现在的局势便可能 已经

避免了
。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可以指明恰当地遵守条约会妨碍这些条

约的签字国及其人民在华正 当权利之充分保障
。

本年 月 ; 日
,

本政府依照总统的训令
,

正式照会 日本和中国
,

本政

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
,

或任何该两

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条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
∃

如果世界其他各国政府能

作一个类似的决定
,

并采取一个类似的立场
,

则不营对这种行动加以法

律上的否认
∃

这样
,

我们相信
,

必将有效地阻止了此后以压力或破坏条约

的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名义或权利之合法性
1
而 且这样

,

一如过去历史所

昭示
,

最后必将使中国被剥夺的权利及名义得以回复
。

 ?! 年 ! 月 !Δ 日
,

美国政府公布了史汀生的这封信
∃

并将它

转给了国联秘书长
、

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政府
。

该信不仅重申

了 1 月 Ε 日
“

不承认
”

照会中的主要观点
,

而且作了进一步阐释
。

信

中最重要的观点
,

一是明确指出了中国局势恶化的原因
,

在于未能
“

忠实地遵守
”

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
4 二是呼吁其他国家作出与美

国
“

类似的决定
” 、

采取
“

类似的立场
” 。

该信没有点名指责日本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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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锋芒明显指向日本的侵华行径
。

! 月 !: 日
,

史汀生向英国驻

美大使林德赛 &=
∃

3
∃

(+ . Ι)4 9 /谈起该信的主 旨时指出
#

尽管美国

同中日两国都有着友好关系
,

但他不能无视如下事实
,

即在目前的

冲突中
,

总的来看日本的立场是错误的 ,根据驻华公使詹森的报

告
,

日本开始宣称要重新考虑九国公约的合法性
,

并要求在中国的

五个城市设中立区
,

如果其他大国对这种论调不予以反驳
,

中国就

会出现义和团那样的反抗
,

美国
、

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在华的安全就

会受到威胁
。

史汀生并且表示
,

国联行政院或国联大会完全可在其

报告中提出制裁日本
,

例如禁运
,

这种制裁并不会导致战争
,

但对

日本这样的国家十分有效
1
他在 ≅ 月 ; 日的照会和致波拉参议员

的信中
,

实际上已经提出应对 日本进行制裁
。

可见
,

史汀生致波

拉信的发表
,

实际上是史汀生主义中积极因素的发展
,

表明一二八

事变爆发后美国对 日本侵略扩张的危害性已有进一步的认识
。

即便如此
,

美国仍主要寄望于其他大国对中 日冲突公开发表

声明
,

对日本造成压力
,

迫使日本停止在华军事扩张
。

美国当局并

不考虑率先采取任何积极的实际行动
,

只是准备促成大国介入下

的中日停战谈判
∃

四

从  ?! 年 ! 月底起
,

中日在上海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和平

解决的转机
。

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

日军虽一再增兵
、

付

出重大伤亡
,

仍未获得明显优势
。

另外
,

国际舆论对 日本的压力却

越来越大
。

要从上海着手对中国进行长期并且必然演变成全面的

战争
,

日本当时还没有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

因此
,

在美
、

英方面的调

停下
,

中 日代表在上海会晤
。

由于 日方坚持中国军队必须首先后撤

!Κ 公里
,

不同意双方同时停火撤兵
,

会晤未取得进展
。

但是
,

这次

《奖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第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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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本身标志着 日本方面 &特别是军方 /的态度起了微妙变化
。

! 月 ! 日
,

国联行政 院通过决议
,

要求在上海召集有中 日双

方及有关列强的代表参加的停战会议
,

恢复上海和平
。

这是一二

八事变后
,

国联作出的第一个要求中日双方在大国代表参与下进

行停战谈判的决议
,

体现了区分上海问题和东北问题
、

先行解决上

海问题的原则
。

在国联行政院通过上述决议的当天
,

美国驻瑞士公使韦尔森

即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表示
3
美国政府很高兴置身于恢复和平的

努力
,

将指示在上海的代表同其他大国的代表进行合作
。 5 ? 月 1

日
,

出席国联会议的 日本代表佐藤宣布接受国联的建议
。

但是
,

日

军却于 ? 月 ! 日和 ? 日接连在上海向中国军队猛烈进攻
。

美国认

为这表明 日本缺乏和平解决上海问题的诚意
。 ? 月 ? 日

,

史汀生向

日本大使出渊严厉指责 日方一面宣称接受国联决议
、

一面继续扩

大军事行动的做法
。

他指出
3

在上海的美国公 民以往一直非常安

全
,

自从 1 月 ! 日 日军到达上海并与中国军队交战后
,

情况就完

全不同了
。

在这种情况下
、美 国代表不能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会

议
。 6 同 日

,

史汀生还电告詹森和克宁翰
,

美国暂时不要参加上海

会议
,

因为不能使这一会议达成对中国不公正或强化 日本侵略的

结果
。Ξ

由于国联对上海停战谈判相继作出了新的决议
,

美国政府又

决定予以合作
。 ? 月 Δ 日

∃

国联大会通过决议案
,

重申国联行政院 !

月 ! 日的决议
,

要求中 日双方在上海实现切实停火
,

并在列强代

表的协助下进行谈判
,

制订停火及日本撤军的办法
。 ? 月 ∗ 日

,

国

联大会再次通过决议
,

宣布
“

凡用违反联合会盟约之方法
,

所取得

之地位条约及协定
,

联合会会员均不能承认之
” 4重申 ? 月 Δ 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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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关于在上海切实停战及 日军撤退的决议
1
决定成立以国联大

会主席为首的十九国委员会
,

专门负责解决上海问题
,

并至迟在 :

月 ≅ 日前向大会提 出第一次报告书
∃

在美国政府看来
,

国联在中

日冲突问题上 已逐渐采取同美国相近的积极立场
。

因此
,

史汀生除

了指示詹森和克宁翰 参加上海会谈外
,

还于 ? 月  ! 日致 电德鲁

蒙
,

对国联大会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和支持
。

中日上海停战谈判
,

是在美
、

英
、

法
、

意驻华使节的直接介入和

参与下进行的
。

其中
,

美国公使詹森和英国公使蓝普森 ∀ Ζ
∃

/
∃

[ : ( Λ2 ) ∗, 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

? 月  Δ 日
,

在詹森
、

蓝普森等人的居间调停下
,

中国外交部次

长郭泰棋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开始了预备性会谈
。

重光葵要求

把 1 月 !Β 日上海市长昊铁城关于制止排 日运动的允诺
,

作为开始

谈判的先决条件
,

遭到郭的拒绝
。

詹森则提出
,

这只能作为中方主

动提出的行动
,

不能作为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

当天双方议定下列

草案
3  

∃

在达成进一步的解决之前
,

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的位置
4

!
∃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和虹 口的越界筑路
,

一如 1 月 !Β 日事

变之前
。

但考虑到待容纳的日军人数
,

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

述区域的毗邻地带
4 ?

∃

成立包括中立国成员的共同委员
∃

会
,

以监督

双方撤军
。

草案还规定
,

停战谈判中不得提出其他原则性 问题
4 如

根据上述 ? 点达 成协定
,

中方将 自行实施  月 !Β 日承 诺的各

点
∃

骨 上述 ? 条后来成为正式达成的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
。

? 月  日
,

郭泰祺和重光葵再次 会晤
,

詹 森
、

蓝普森
、

法 国公

使韦礼德 ∀ −
∃

Π
∃

/ 01+ 8 ∗ ,
、

意大利使馆代办齐 亚诺 ∀ ∀子
∃

Φ 0: ∗ ) + 0

Φ )& ;8 11 :Χ Χ) , 出席了会谈
。

会谈对 ≅ 天前议定的草案作 了补充
3
对

中国军队留驻地区
、

部分 日本军队暂时驻扎地区所产生的疑问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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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共同委员会的大 国代表查明之
1
共同委员会将协助安排撤退

的日本军队和接管的中国警察间的移交事宜
1
共同委员会设 ! 名

委员
,

中 日两国政府及美
、

英
、

法
、

意驻华使团各派文武官员代表各

≅ 人 1
委员可任用必要数量的助手

1
所有关于程序的事项将由该委

员会决定
1
委员会的决定以过半数为通过

1
委员会主席有投决定票

之权
,

主席由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产生
。

这些补充内容突出体现

了美英等大国的代表在一二八事变的善后问题上
,

将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
。

这些内容后来被列为正式协定的附件
。

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中 日谈判的结果
,

力图在会谈过程中施加

影响
。

美国国务院在中日正式会谈前夕拟订了一份秘密文件
,

具体

列出了美方应力图使中 日双方各 自作出的承诺和让步
。

根据该文

件
,

中方应作出下列承诺
3  

∃

在上海特别市范围内 ∀包括公共租界

和法租界 ,
,

凡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任何人
,

如以暴力或可能发展

为暴力的方式进行反 日或其他排外活动
,

便将受到起诉
4 !

∃

如现行

中国法律
,

尚不足以阻止用暴力或可能发展为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反 日或其他排外活动
,

中国政府将立即颁布适用于上述区域 的补

充性法规
4 ?

∃

将指示 中国司法当局严格施行有关法规
4 Δ

∃

在上海特

别市范围 内
,

不得有官方参与或支持的反 日
、

排外活动
4 ≅

∃

上海特

别市的管理
,

将完全转至以市长为首的中国行政当局职责权限之

内
4 Α

∃

任何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上海特别市范围之内
,

但在某种紧急

情况之下和有限期间
,

经上海领事团多数成员同意
,

上海市市长可

以允许一定数量的中国军队进入上海地区
。

中国作出上述承诺之后
,

日本方面应承诺
3  

∃

日本军队立即撤

出上海地 区
,

但若干 日军可留在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
,

对上海

其他外国军队守卫租界进行合作
4 !

∃

自  ?! 年  月 !Β 日之后 日

军占领的中国地 区
,

将立即交还有关中国当局
4 ?

∃

自  ?! 年 1 月

心森致国务娜电 ∀ ? 月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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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日之后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及设施
,

将立即交还公

共租界当局
。

总之
,

在中日停战谈判正式举行之前
,

美国设想的结局是
3

上

海将成为中立化的特殊地区
,

中日两国将不可能在上海发生新的

军事冲突
,

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利益将不会再受到威胁
。

∃

七述各条的

拟订
,

表明美国政府想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上海停战谈判
,

而不仅仅

是消极的旁观者
。

 ?! 年 ? 月 !Δ 日起
,

中 日停战会谈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正

式举行
。

中方代表为郭泰棋
、

戴戟
、

黄强
,

日方代表为植田谦吉
、

重

光葵
、

岛田繁太郎
、

田代皖一郎
。

各大国代表詹森
、

蓝普森
、

韦礼德
、

齐亚诺 ∀由使馆秘书代 ,出席了各次会谈
。

在约一个月的会谈期间
,

中日代表之间歧见纷起
,

差距很大
。

中方主张依据国联的 各有关决议
,

以会谈前议定草案中的三点为

基础
,

特别坚持停战协定必须明确规定日本撤军的期限
。

日方则节

外生枝
,

提出与停战撤军无关系的政治问题
,

试图对以后中国军队

的行动严加限制
,

并要以恢复常态
、

保障 日侨安全为撤退条件
,

不

肯接受对 日军撤退期限的明确规定
。

会谈曾数度濒于破裂
。

美国政府对于上海停战会谈的情况十分关注
。

每次谈判结束

后
,

詹森便将具体情况 电告美国国务院
。

另一方面
,

美国国务院又

多次指示詹森对会谈应持的态度
。

美国政府最关心的是避免会谈

破裂
,

力争尽早达成协定
。 ? 月 ? 日

,

美国国务院就中 日双方的分

歧电告詹森
3

最重要的问题
,

是立即达成上海停战协定
,

以缓解上

海的紧张局势
4
电文并对相应条款文字的修订提出了意见

,

要求詹

森同蓝普森一起
,

在谈判中发挥
“

个人作用
” ,

去影响中日双方的代

表
,

接受合理
、

现实的建议
∃

5 以后
,

美国国务院还多次把对停战协

代理国务娜卡尔致粉森电 ∀  , ?! 年 ? 月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 文件》 , ?! 年第 ?

卷
,

第 ΑΚ Ε一 Α Κ Β 贾
。

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第 ? 卷
∃

第 Α ≅?一Α ≅Δ 页
。

∃ Δ  
∃



定具体条款的意见电告詹森
。

在上海
,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詹森对停战谈判的进程施加影响
。

詹森除了直接参加中 日各次会谈外
,

还分别与中 日代表进行私下

磋商
,

居间斡旋
,

力图消弥双方的分歧
。

他更多的是先同蓝普森协

商
,

然后对中 日间的意见分歧提出修正方案
。

往往出现这样的情

况
#

会谈过程中
,

蓝普森提出意见
,

詹森即表示支持
1 反之亦然

。

另

外
,

四大国代表就中日停战会谈向国联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

也是由詹森和蓝普森先行协商
,

再听取法
、

意方面的意见
。

国联则根据美
、

英
、

法
、

意四国代表的报告
,

进一步通过了有关

的决议
。

 月 日
,

国联十九国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停战协定的草

案
,

并于  月 %∀ 日在国联大会获得通过
。

% ! 年 : 月 : 日
,

中 日代表签署了《上海停战及 日方撤军协

定》
。

协定规定
,

自即日起上海地区停战生效
,

日军应在  个星期

内开始撤退
,

于 Δ 星期内撤退完毕
4对中国军队的留驻范围作了严

格限定
,

并主要由美
、

英
、

法
、

意的代表来监督中日军队的撤退
。

毫

无疑问
,

对中国而言
,

这是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

但在美国看来
,

这个

停战协定的签署使上海租界避免了战灾
,

阻止了日本在长江下游

地区的军事扩张
。

美国公使詹森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协定上署

名
。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又被选为监督中日撤兵的共同委员

会的主席
。

上海停战和 日本撤兵
∃

确实与美国的
“

不承认
”

主义和积极介

入有关
4 也与国联较为果断地作出相应决议

,

以及美国同国联的较

密切的合作
,

有着一定的联系
。

这似乎是史汀生主义的胜利
。

但是
,

如果比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的恶化
,

如果联系上海

停 战协定签署后若干年里 日本对中国日甚一 日的侵略扩张
,

我们

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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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主义所 昭示的
,

是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步确

立起来的远东国际秩序
,

这种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九国公

约和非战公约之中
。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具体导因和实际

状况固然有所不同
,

但东北和上海都属于中国领土
。

日本入侵东北

和进犯上海都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

都是对九国公约和非战

公约原则赤裸裸的践踏
,

同时又都违背了国联盟约的规定
,

这是世

人有目共睹的
。

而 由国联提出
、

美国大力支持和参与的解决一二八

事变的方案
,

割裂了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的关系
,

实际上只求与列

强权益密切相关的上海问题的先行解决
。

这种做法
,

显然将列强在

华权益置于国际公约的原则和权威之上了
。

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

书看
,

单凭
“

不承认
”

的照会和国联的决议
,

即使再加上 一纸协定
,

并不能改变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现状
,

也无法遏止 日本独占中国

的野心和进一步的侵略行径
。

事实上
,

就在上海停战谈判酝酿期

间旧 本 一手炮制的伪
“

满洲国
”

便正式 出笼了
。

而在侵沪 日军撤

出浏河
、

嘉定
、

南翔
、

罗店等上海近郊地区的同时
,

东北的 日军 已推

进到山海关附近地区了
。

在以后的几年里
,

中国的领土主权屡遭侵

犯
,

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原 则一次又一次地被践踏
,

美国和其他

西方国家的在华权益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

无论是史汀生主义还是整个的美国远东政策
,

正 一步步地走

入日益狭窄的死胡同
。

这就是研究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

变的态度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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