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杨天石

内容提要　从韩国被日本并吞之日起, 大批韩国爱国人士即流亡中国,

组织政党, 成立临时政府, 开展抗日、复国斗争, 史称韩国独立运动。

韩国独立运动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国民党依据孙中山所确立

的扶助小民族的原则给了韩国爱国人士各种各样的援助。在这一过程中, 中

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积极促进韩国流亡

人士中两大派别的团结, 支持韩国义勇队和光复军在中国土地上活动, 促进

韩国临时政府改组, 在经济上有求必应, 特别是在开罗会议上仗义陈词。由于

他和中国代表的努力, 终于在《开罗宣言》中确立了“保证韩国战后独立”的基

本原则。

韩国流亡者以中国为基地活动, 是受援者, 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则

是援助者。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 但不可能

没有任何矛盾和摩擦。蒋介石尊重韩国流亡者的民族感情, 及时调整政策, 基

本上做到了不谋民族私利, 以平等态度处理各种问题, 这与当时其他国家的

大国强权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关键词　蒋介石　韩国独立运动

中韩两国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渊源。1910 年日本悍然并吞韩

国, 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 开展抗日、复国斗争, 成为波澜壮

阔的“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运动中, 韩国来华流

亡人士曾得到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大

力支持。本文将考察蒋介石和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 以此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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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对这一运动所作出的贡献。

几乎从韩国流亡人士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天开始, 两国的爱

国者之间就开始来往。20 年代, 孙中山明确表示, 支持韩国独立运

动, 准备给予援助。孙中山逝世以后, 中国国民党人继承了孙中山

的这一既定政策。

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1931 年 7 月 1 日, 日警在中国吉林万宝山地区开枪射击中国

农民。7 月 3 日至 9 日, 日本当局在朝鲜汉城等地煽起排华暴动,

中国华侨受到袭击。此事引起蒋介石震动。7 月 24 日日记云:“余

意即应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案国际联盟会, 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

的杀害侨民之罪恶与其已无统治朝鲜之能力, 而朝鲜合并, 我国未

经承认。中日所订条约, 皆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① 不久, 九一八

事变爆发, 蒋介石开始调整政策, 致力于抗日准备, 因而, 援助来华

韩国人士问题也就日渐受到重视。

韩国流亡中国的爱国者之间分合频繁, 派系众多。当时, 已发

展为两大派。一派领导人为金九, 另一派领导人为金若山。金九,

1876 年生, 早年即参加抗日运动, 曾三次被捕, 1919 年来华, 先后

担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等职, 1927 年任国务领 (总

统) , 次年组织韩国独立党。金若山, 1898 年生, 1918 年来华, 在东

北组织朝鲜义烈团, 任团长。1926 年率领部分团员进入黄埔军校

第四期受训, 曾参加中国的北伐战争, 后在北平秘密创办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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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据说曾参加韩国共产主义团体——马克思、列宁派。① 在上述

两派中, 金九一派成员年龄较大, 受韩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而金

若山一派则年龄较轻, 比较激进, 两派思想上有较大差异。其他还

有若干党派, 经常发生内讧, 无法形成统一的抗日复国力量。在援

助独立运动过程中, 蒋介石始终注意处理派系关系, 促进韩国爱国

人士的团结。

1932 年, 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三民主义

力行社书记滕杰分别开展援韩工作。② 当年 4 月, 力行社成立东方

民族复兴运动委员会, 确定以“济弱扶倾”精神援助中国周边地区

的韩国、越南、印度等被压迫民族。5 月, 金若山率领朝鲜义烈团干

部自北平到南京, 向蒋介石提出《中朝合作反日倒满秘密建议书》,

蒋介石批交力行社研究办理。③ 同年秋, 滕杰等奉命在南京设立朝

鲜革命干部学校, 培养金若山一派干部。此后, 金若山的活动即得

到黄埔同学会和国民党军统方面的支持。1933 年 5 月, 蒋介石又

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金九要求中国资助百万元, 保证“两年之内

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 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

此前, 金九所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主要工作是暗杀, 先后发生李奉

昌在东京谋炸裕仁天皇以及尹奉吉在上海炸死白川大将两起事

件, 金九的名声因之大增。蒋介石不赞成这一做法, 通过陈果夫向

金表示:“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 则会另有天皇, 杀死大将,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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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金若山:《朝鲜民族革命党之创立与其发展经过》,《韩国民族革命党卷》,《中韩关系

专档》(十四)。

滕杰:《滕杰先生访问记录》, 第 118 页;《参见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卷 2, 第

209—230 页。

闵石麟:《韩国各党派概略》,《韩国各党派情报卷》,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

韩关系专档》(十) , 以下均同, 不一一注明。



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 须先训练一批武官。”①金九

同意蒋的意见, 双方迅速达成协议, 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作为

基地, 第一期培养军官 100 名。其后, 金九一派有部分人员参加中

国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情报工作。② 除金九等按月得到中国方面的

经费补助外, 韩国流亡人士的回国活动费用, 也常由陈果夫转请蒋

接济。③

鉴于当时韩国来华人士中派系分歧的状况, 力行社和陈果夫

等曾于 1933 年敦劝各方合作, 成立统一的韩国民族革命党。1934

年 7 月, 朝鲜革命党、朝鲜义烈团、韩国独立党、新韩独立党、大韩

独立党等在南京举行代表大会, 合组朝鲜民族革命党, 以金若山为

总书记, 但随后又发生分裂, 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宣布退出重

建。1937 年 8 月, 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与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

党等九个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 简称“光

复阵线”。11 月, 朝鲜民族革命党则与朝鲜革命者联盟等组成朝鲜

民族战线联盟, 简称“民族战线”。1938 年 1 月, 两派在长沙会谈,

磋商统一, 未能达成协议。1939 年 1 月, 蒋介石不得不分别约见金

九与金若山, 劝告双方开诚合作, 全力对日, 争取朝鲜独立。其后,

蒋介石即将该项工作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办理, 命他“负

责设法, 使其内部统一”。④ 同年 5 月, 金九与金若山发表联合宣

言, 声称“从目前中华民族为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教

训中, 痛感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过错”, 号召各团体停止各自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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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党派之调查与分布》,《韩国各党派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十)。

《白凡逸志》,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32—233 页。



动, 不分主义和党派, 把力量集中起来。① 但是, 其后在重庆成立的

全国联合阵线协会和在四川綦江召集的七团体会议仍先后失败。

1940 年 1 月, 朱家骅密呈蒋介石, 检讨长期不见成效的原因, 认为

其关键在于“完全采辅助主义, 听任各党自由商讨进行, 以致各行

所素, 不克抛弃成见”。他提出: 今后“似应采积极主动之态度, 对彼

等表示切实具体之主张。”②3 月 30 日, 蒋介石致函朱家骅, 命其邀

集在重庆的日本、朝鲜和台湾的革命首领会商, 电称:“查汪逆傀儡

登场在即, 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 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

命运动, 使其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③ 朱家骅接函后, 即制订方

案, 首先促使光复阵线三党统一, 同时提出, 暂时允许光复阵线与

民族阵线并存, 分区工作, 长江以南为朝鲜民族革命党工作区, 黄

河以南、长江以北为光复阵线工作区。5 月 8 日, 韩国国民党、韩国

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在重庆发表解散宣言, 共同组成新的韩国独立

党, 以金九为委员长。这样, 虽然出现了韩国独立党与朝鲜民族革

命党并存的局面, 但毕竟向着统一方向前进了一步。1941 年 5 月,

朝鲜民族革命党举行第五届第七次中央全会, 议决参加以独立党

为主体、金九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这样, 韩国来华爱国者的团结就

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

滕杰等人在南京举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至 1935 年 10 月,

·5·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①

②

③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资料》, 第 551 页。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资料》, 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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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培养了 3 期学员。同月, 军事委员政训班在江西星子开学, 对

部分韩国青年进行特工训练。① 与此同时, 还有部分韩国青年进入

南京中央军校学习。1937 年 8 月,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南京召开代

表大会, 议决以军校韩籍学生为基础, 组织义勇军, 参加中国抗战。

次年 10 月 2 日, 成立朝鲜义勇军指导委员会, 以中国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为主任, 金若山为司令。第二天, 决定改名为

义勇队。10 月 10 日,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 提出三项任务: (一)

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 参加中国抗战; (二)争取日本广大军

民, 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 共同打倒日本军阀; (三) 推进朝鲜革命

运动, 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② 该队的主要成员是原军委会政

训班韩国学生队的毕业学员, 至 1940 年 2 月, 发展至 314 人。其工

作有对敌宣传、国际宣传、教养俘虏、翻译日方文件等几个方面, 部

分队员并曾深入河南、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区, 分化、争取日军中

的韩籍士兵。1940 年 10 月 10 日, 蒋介石为朝鲜义勇队题词:“手

足相卫”。③11 月 15 日, 又通过军委政治部转颁嘉慰电文:“诸同志

本东方革命之精神, 共为民族解放运动之精神毅力, 欣慰良殷。”④

1940 年 3 月 2 日, 金九向国民党中统局徐恩曾提出, 华北日

军中朝鲜籍士兵反正者颇不乏人, 倘能在该处成立光复军, 构成情

报网, 则将来于军事上、特务上裨益非浅。3 月 2 日, 朱家骅将有关

情况签呈蒋介石, 表示“似可于韩国各党统一之前”, 支持此事, 酌

予补助。4 月 11 日, 蒋介石批示“准予照办”, 要朱与何应钦接洽。5

月 15 日, 何应钦复函提出: (一)该军编组单位, 由金九按现有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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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承核; (二) 活动区域, 俟该军成立后, 由负责人按事实需要拟

定计划呈军事委员会核夺。9 月 17 日, 韩国光复军在重庆举行成

立典礼, 宋美龄特别捐赠慰劳金 10 万元。随后, 光复军在西安成立

总务处, 开始活动。

光复军的性质是另一个国家的流亡者在中国组建军队, 涉及

种种复杂问题, 何应钦等认为此事既不合于“国际法”, 又认为“韩

国内部党争分歧”,“如此时在华成立光复军, 将来处置必感困难”,

因此, 始终不肯积极支持。韩国流亡者方面盛传, 当年冬天, 军委会

曾秘密通令取缔光复军。1941 年 7 月 8 日, 朱家骅致函何应钦, 认

为对韩国光复军,“未宜绳以常例, 过求严格”,“似宜于可能范围内

特别予以便利”。他并以戴高乐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军”, 英人并未

起而阻挠为例, 要求何改变态度。① 蒋介石支持朱家骅, 于 7 月 18

日批示:“可准成立”,“但应有一限度”, 要何应钦交军政部速拟办

法。②9 月 30 日再次指示说:“本党领导东方民族革命及抗日战争,

对朝鲜光复军, 在原则上应为政治上之运用, 不宜为法律问题所拘

泥。至朝鲜内部党争, 亦毋须过分重视。如系数党, 则可为数党之

运用, 不必固执一党然后援助。至光复军成立时之处置 (一)直隶本

会, 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并于会内指定专人掌握该军之指挥命令

及请款领械等事; (二)原隶政治部之朝鲜义勇队应同时改隶本会,

由参谋总长统一运用, 以免分歧; (三) 限制该军, 不得招收中国兵

及擅设行政官吏。如欲引用华籍文化工作人员, 须呈由参谋总长核

准。”③

蒋介石既有明确指示, 中国方面遂于 1941 年 11 月 13 日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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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军九个行动准绳》: 其主要内容为: 韩国光复军在抗日作战期

间直隶中国军事委员会, 由该会参谋总长掌握运用: 在该国独立党

临时政府未推进韩境以前, 仅接受中国最高统帅的命令, 与韩国独

立党临时政府保留固有名义关系; 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由军事委

员会指定; 不得招收中国籍士兵及擅设行政官吏等。① 上述各条,

当时均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此后, 光复军即正式隶属于中国军事

委员会。该军以韩国独立党人士李青天为总司令。1942 年 3 月, 中

国方面任命尹呈辅为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参谋长。②5 月 15 日, 蒋

介石将原属军委会政治部的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

队, 任命原该队队长金若山为光复军副总司令。同年 9 月 17 日, 光

复军成立两周年, 李青天致电蒋介石表示敬意, 蒋复电赞扬该军

“批艰历辛”,“团结精诚”, 表示将继续支持,“本扶弱抑强之素志,

而竟兴灭继绝之全功”。③ 不过, 该军发展缓慢, 始终规模较小, 至

1943 年 5 月军委会点验为止, 仅 120 余人。④

光复军佩带中国的“青天白日”帽徽, 指挥权属于中国军委会,

政治训练由中国军委会政治部进行, 因此, 韩国流亡者方面有种种

议论, 如“非韩国之光复军, 乃中国之光复军”,“失其所可享之权

利, 得其所不愿之义务”,“伐齐为名, 参战无期”。等等。其中, 有些

人认为《准绳》“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 甚至攻击临时政府主席金

九及光复军总司令等为“丧权辱国的罪人”。⑤ 1942 年 10 月, 韩国

临时议政院召开第三十四届会议, 秘密决定, 责成临时政府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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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交涉, 废除《准绳》, 否则即应引咎辞职, 并将临时政府迁往美

国。① 为此, 韩国临时政府曾多次向何应钦交涉修改, 均被拒绝。②

1943 年 2 月 20 日, 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部长赵素昂照会重庆国

民政府外交部, 要求废除《准绳》, 另定《中韩互助军事协定》, 使光

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所属人员任免与政治训练由韩国临

时政府主持”。③此后, 蒋介石即饬令何应钦签拟办法。同年 12 月,

韩国临时议政院第三十五次会议议决, 新任国务员应在三个月内

与中国政府交涉修订, 如交涉无结果, 即自动声明该项条文无效。

1944 年 6 月, 赵素昂向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中韩互助军事协定

草案》。9 月 8 日, 蒋决定接受韩国临时政府方面的要求, 致函吴铁

城称:“韩国光复军自以隶属韩国临时政府为宜, 其行动准绳, 应即

彻底取消, 俾无害于中国之安全, 并符韩方之希望。至派往各战区

工作及通过战区之招募人员, 则须经我军委会之同意为宜。”④ 10

月 7 日, 金九致函吴铁城, 提出韩方草案。⑤

吴铁城综合蒋介石和韩方意见, 于 1945 年 1 月 4 日签报新拟

《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草案》, 但蒋仍然于 17 日指示:“此事应嘱韩

方派员先事洽商, 成议后再核。”⑥1 月 23 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

处温叔萱与韩国临时政府军务部长金若山商谈, 确定《办法》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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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专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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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 金若山将《办法》交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讨论, 略加修

正, 从五条增加为八条。2 月 1 日, 金九复函吴铁城表示同意, 但不

久又变卦, 对其中第五条“中国军事委员会派参谋团以取联络, 并

协助光复军工作”强烈表示不满, 认为“系不以平等看待”, 同时表

示,“过去光复军之毫无成就, 完全受军委会之牵掣所致”。谈话间,

“言词不逊, 态度至为傲慢”。这样, 中国方面遂决定再次让步,“既

不派参谋团, 亦不派联络参谋”①, 从八条又修订为六条。1945 年 4

月 20 日, 金九致函吴铁城, 表示同意《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 自 5

月 1 日起实施。自此, 韩国光复军遂改隶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确定先于他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

1919 年 4 月 11 日, 韩国流亡人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临时政府

和临时议政院, 先后由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等担任

国务总理或大统领、国务领之职。1940 年 9 月, 临时政府在辗转多

次后迁至重庆。10 月 8 日, 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

选举金九为国务会议主席。

韩国临时政府虽然长期在中国领土上活动, 得到中国方面的

积极支持, 但是, 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41 年 11 月、12 月, 徐

恩曾两次致函朱家骅, 认为苏联远东军方面有韩籍红军三四万人,

日苏一旦开战, 即有组织苏维埃政府之可能, 建议抢占先机, 尽早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② 次年 1 月 30 日, 金九向中国当局提出节略,

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正式承认临时政府, 并请同盟国一致承认。当

时, 中国方面已经蒋介石批准, 计划在当年 10 月 10 日承认韩国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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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 并曾通过外交部长郭泰祺对金九及金若山二人作过透

露。① 但是, 蒋介石重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希望尽力和

美方保持一致。

金九在被选为韩国国务会议主席之后, 曾于 1941 年 3 月致电

美国总统罗斯福, 要求承认临时政府, 开始外交关系。但是, 罗斯福

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授权中国政府斟酌时机, 再与美方讨论。4 月

16 日, 宋子文致电蒋介石, 转告罗斯福的上述意见。5 月 1 日, 美国

驻华大使高斯正式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 表示由于韩人之间

既不合作, 与国内韩人又无联系, 以及美国、苏联西伯利亚存在其

他韩人团体等原因, 美国方面无意立即承认任何韩国团体。这样,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就只能仍然处于讨论阶段。

为了加强援韩工作, 1942 年 7 月 20 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决定, 以戴季陶、何应钦、王宠惠、陈果夫、朱家骅、吴铁城、王世

杰等七人为委员, 以吴铁城、王宠惠为召集人, 组成专门小组, 通盘

研究援韩问题。同月, 军事委员会奉命草拟《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

扶助运用指导方案》3 项 15 条。该方案提出: 对韩国在华革命力

量, 须“以热情宽大公正协助之态度出之”;“为多党之运用, 不必固

执一党, 并须使其能协同工作”;“对韩国临时政府, 须使其能领导

各党派力量, 实行民主政治, 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随时考虑, 应

合国际情况, 适时承认”; 等等。8 月 1 日, 国民党中央援韩小组举

行首次会议, 讨论军委会方案, 决定: (一) 原则上确定先于他国承

认韩国临时政府, 时机由政府抉择; (二)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尚未

表面化以前, 只能承认一个团体为对手方; (三)对韩国在华革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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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借款, 由党出面, 以宽大与自由之精神为原则。①8 月 12 日, 蒋

介石致函吴铁城及朱家骅称: 中央党部即将召集小组会议讨论朝

鲜问题, 希即将议决要旨呈报。② 8 月 17 日, 中央援韩小组再次会

议, 特邀孔祥熙、马超俊、孙科等参加。决定: 韩国在华党政军之指

导与接洽, 除军事方面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外, 党政方面统由中央党

部秘书处主持;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时机, 由蒋决定; 会议同时建

议先拨 1 百万元, 协助韩国在华革命力量。③ 8 月 22 日, 吴铁城将

上述意见具报蒋介石。其后, 在国民党高层讨论应否承认韩国临时

政府问题上, 发生分歧意见: 何应钦“对弱小民族素无兴趣, 迭持异

议”, 而军委会高级幕僚、国民党中常会, 特别是孙科、戴季陶、吴铁

城等则坚持承认。④ 10 月 8 日, 蒋介石致函吴铁城, 对军事委员会

所拟《方案要点》提出五项意见。其一, 蒋认为党政军事实上不可分

离, 应予统一运用及指导, 可于何应钦之外, 再指定一二人参加主

持, 以后关于朝鲜问题, 统由此数人协议办理。其二, 确定“先他国

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原则可照办。其三, 所拟“只承认一个团体

为对手方”, 似不必如此固定。其四, 对韩国革命团体之借款不限于

临时政府, 而以其有革命力量与对我抗战有关之团体为对象。蒋同

意由党出面接洽, 先拨 1 百万元, 以协助其进展。⑤ 吴铁城接信后

即与戴季陶、王宠惠、朱家骅磋商。戴季陶认为:“韩国革命团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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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自尊心理, 应加以重视, 文字上宜避免有所刺激, 故此次整

理, 大体均本热诚宽大之意旨。”12 月 15 日, 吴等拟订的《扶助韩

国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定稿。该方案分总纲、要旨、方法三大部分。

总纲部分提出:“本总理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之遗教, 建立东亚

永久和平, 对朝鲜在华各革命团体予以积极的扶助, 期培成其复国

力量, 重建完整之独立国家。”①《要旨》部分提出:“本党同志应以

亲爱精神与热诚谦和之态度接待朝鲜各团体”,《方法》部分规定:

“于适当时期, 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其国际法律手续及有

利时机之选择, 由负责指导人员秉承总裁指示交外交部办理

之。”②12 月 27 日, 蒋介石致函吴铁城, 批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

导方案》。同时批准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

织部长朱家骅、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主持援韩工作。③

推动韩国临时政府改组

对韩国独立运动人士, 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上, 中国方面还给予

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援, 对金九、金若山等所属党派及韩国临时政府

经济上的要求, 中国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有时, 蒋介石还特别指

示:“不必予以稽核, 以免伤及其自尊心。”④

1943 年春, 蒋介石批准临时政府借款 100 万元。何应钦提出

的分配方案是: 临时政府 60 万元, 韩国独立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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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20 万元。此项分配, 其他小党派无份, 韩国独立党方面也不愿与

民族革命党平分秋色, 因此发生纠纷。3 月 3 日, 金九致函吴铁城,

要求将此款暂为保存, 俟将来需要时再行请领。4 月初, 赵素昂在

韩国国务会议上指责中国方面的分配办法“含有帝国主义分化政

策之毒素”。①同月, 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发生手枪失窃风波。韩国独

立党认为此事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暗杀金九的阴谋有关, 而朝鲜民

族革命党则认为这是莫须有的陷害, 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矛盾进一

步激化。7 月 14 日, 民族革命党金奎植、金若山等致函吴铁城等,

指责金九扣发该党及韩侨补助费。接着, 又发布公开文件, 指责独

立党部分人士侵吞公款, 捏造暗杀事件。② 这样, 韩国来华人士刚

刚形成的统一战线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

蒋介石关心韩国在华爱国人士的团结问题。当年 4 月 14 日,

蒋介石即曾询问:“朝鲜民族革命党何以不能合并于临时政府之

内”, 要求“设法劝解, 使其合并”。③ 7 月 26 日, 蒋介石接见金九及

赵素昂、金奎植、李青天、金若山等韩国两派人士。蒋称:“中国革命

最后之目的, 在扶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此种工作甚为艰巨, 希

望韩国革命同志能团结一心, 努力奋斗, 以完成复国运动。”当时,

金九和赵素昂向蒋表示:“英、美对朝鲜将来之地位, 颇有主张采用

国际共管方式, 希望中国方面不为所惑, 贯彻支持独立之主张。”对

此, 蒋答称:“英、美方面确有此论调, 将来争执必很多。韩国内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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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团结, 有工作表现, 乃为必要。中国力争, 才易着手。”① 8 月 10

日, 蒋介石致函朱家骅, 提出处理韩国各党派统一问题的三项基本

原则: (一)党派问题,“不必强求其统一。但宜择优扶植, 使能领导

独立运动”。蒋同意朱家骅的意见,“目前各党派中以韩国独立党组

织较健全, 历史亦久, 今后应以该党为中心, 扶植其领导地位”。

(二) 政治问题,“兹后有关朝鲜独立运动, 应侧重以韩国临时政府

为对象, 以消弭其内部政争”。 (三)军事问题,“调整光复军之高级

人事, 培植临时政府系统下的军事力量, 使其集中意志, 灵活指

挥”。② 其后, 临时政府内部矛盾继续加剧。8 月 30 日, 金九等 7 人

甚至一度以“无能维持”为理由向国务委员会提出辞职, 直到 9 月

21 日, 才宣布复职。9 月 22 日, 吴铁城接见赵素昂, 再次以“希望韩

国各革命同志团结统一”相劝。③ 10 月 1 日, 金九召集各派代表谈

话, 宣布“接受各党派意见, 力求合作”等四点, 作了一个高姿态的

表示④, 然而, 风波并未因此停止。

10 月 9 日, 临时议政院第 35 届会议开幕, 朝鲜民族革命党孙

健等人提出弹劾临时政府议案四项。⑤ 1944 年 1 月 5 日, 议长洪

震、副议长崔东　宣布脱离韩国独立党。其间, 又因修改约宪和投

票方式发生纠纷, 会议延至次年 4 月 15 日结束, 没有取得任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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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接见韩国领袖谈话纪要》,《蒋总统接见韩国领袖卷》,《中韩关系专档》(十

六) ; 参见《韩国民族革命党宣传部长金奎植先生于本年 8 月 5 日在重庆对旅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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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面对韩国来华爱国力量的再次分裂, 蒋介石于 1 月 20 日指示

何应钦、吴铁城、朱家骅三人称:“韩国各党派内部倾轧益甚, 如我

方不善为排解, 使其团结, 易为他方所用, 希即会商具体办法呈

核。”①2 月 28 日,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处长温叔萱接见金若山, 谈话

后向吴铁城提出:“本党之对策, 自当以促进其内部团结, 产生合法

政府为前提。两党皆仰赖于中国政府之经济援助而生存, 自宜运用

经济压力, 启导两党相互妥协, 并使其在工作上发生竞赛作用, 以

免各走极端, 而致力量分散。”② 其后, 吴铁城等分别邀约韩国两党

负责人从中排解, 促其团结合作。在中国方面促进下, 双方加紧磋

商, 达成改组临时政府方案。③ 4 月 20 日, 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

三十六届会议, 将国务委员增至 14 人。其中, 独立党 8 人, 民族革

命党 4 人。金九任主席, 副主席由民族革命党主席金奎植担任。会

议发表宣言称:“联合一致而产生了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 这不

仅是今次议会的最大成功, 而是在我民族运动史上, 尤其是在临时

政府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的大书特记的事实。”④24 日, 独立党、

民族革命党、民族解放同盟、无政府主义者总同盟联合发表宣言,

拥护会议修正的临时宪章, 拥护金九及全体当选国务委员为“我们

民族的最高领导者”。⑤ 26 日, 韩国临时政府新任国务委员宣誓就

职。这样, 韩国独立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

缓和, 韩国来华爱国者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28 日, 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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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朱家骅等首先致函祝贺。5 月 3 日, 国民党中央发出祝贺电。6

月 7 日, 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等也在重庆设宴招待韩国临时政

府国务委员及各部部长。

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步入 1943 年的时候, 同盟国的胜利形势已

日益明朗, 有关各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一直主张韩国战后独立。2 月 25 日,

宋子文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卿赫尔, 强烈表示, 中国反对任何国

家在战后攫取新土地, 同时声明中国支持韩国独立。但是, 罗斯福

总统却主张在战后将韩国交给美国、中国和其他一二个国家共管。

同年 11 月, 中国方面为准备开罗会议, 由国防最高委员秘书

厅拟具《战时军事合作方案》和《战时政治合作方案》, 向蒋介石呈

报, 其中明确提出:“中、美、英、苏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

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其他联合国家应请其采取一致步

骤。”① 与此同时,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草案也明确主张:“承认

朝鲜独立。”②23 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开罗应罗斯福晚宴, 蒋向罗

口头提出, 在日本溃败之后, 应使韩国获得自由与独立, 得到罗斯

福同意。其后, 美国方面提出的会议公报草案虽然写进了蒋、罗会

谈的内容, 但是却接受了邱吉尔的建议, 加进了“于适当时期”的限

制性词语。③ 26 日, 英国再次对公报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主张将有

关内容修改为“于适当时期, 吾人决定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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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朝鲜的独立就仍然是个不确定的议案。对此, 中国代表、国防最

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坚决反对, 认为提法模糊, 易生重大后患,

他主张明确规定韩国“将来的自由独立地位”。讨论结果, 决定维持

美国原案。①27 日, 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发表《开罗宣言》, 中称:

“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 决定在相当时期, 使

朝鲜自由与独立。”②

《开罗宣言》得到了韩国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 蒋介石也因为

在会上昌言保障韩国独立而受到韩国人民尊敬。邵毓麟回忆称:

“当时在华韩人闻讯, 欢欣若狂。”③ 又, 韩国独立运动元老许宪在

汉城发表演说称:“三千万朝鲜人民, 对于蒋主席极为感激。如无蒋

主席在开罗会议所提之建议, 朝鲜尚不能获得独立。”④

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 继续支持韩国临时政府

开罗会议之后,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再度提上议程。

1944 年 4 月 13 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今后一切援助, 即以临

时政府为对象。”6 月, 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 主张先行承认临时政

府。同月 19 日, 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向中、美、英、苏提出

承认临时政府的要求。29 日, 金九向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致送

声明书, 要求会议通过决议, 承认临时政府, 予以必要的物质援助。

同月, 韩国临时政府分别向中、美、英、苏等 30 余个国家递送备忘

录, 要求承认。7 月 3 日, 金九又直接致函蒋介石, 对他在开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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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保证韩国独立问题表示感谢, 要求他“重察情势, 始终成全,

慨予首先承认敝国临时政府”, 同时要求定期赐见。①

蒋介石接到金九的来函后, 于同月 10 月饬令何应钦、吴铁城、

朱家骅会同外交部宋子文核议。② 当时, 宋子文认为,“基于目前韩

国临时政府能否代表朝鲜内部人民意见及恐易启苏联误会之两点

顾虑, 目前仍以稍待为妥”。吴铁城、何应钦等同意宋子文意见, 于

31 日向蒋介石报告, 主张“俟至适当时机先他国予以承认”。③ 8 月

3 日, 宋子文又单独具呈, 作了进一步说明。④ 28 日, 陈果夫致函宋

子文, 认为当时国际政治运作的重要方面是布置战后和平形势, 韩

国位居中、苏、美、日四国海陆交会之冲, 不可不先事筹划。他向宋

传达蒋介石的态度,“对韩国政府, 颇有积极扶植, 即予承认之

意”。⑤ 9 月 5 日, 蒋介石约见金九。金九向蒋介石面呈备忘录, 内

称: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建立后已经二十五年, 现值此千载难

遇之好时机, 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合法的承认”,“为各盟国倡”。其

他要求则有加深援助, 拨借活动费 5 千万元等。接见时, 金九又口

头提出请指定专任负责接洽人等要求三项。13 日, 吴铁城约见金

九, 答称:“我国已确定方针, 一俟时机成熟, 自当率先承认。”; 关于

“加深援助”问题, 答以“惟力是视”, 同意先行拨款 500 万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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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美国和英国都积极主张国际共管朝鲜。9 月 29 日, 英、

美共同提出《研究韩国问题纲要草案》, 建议战后在朝鲜成立临时

监督机构。10 月 27 日, 蒋介石致电宋子文, 指示称: 切不可放弃中

国扶植韩国早日获得独立的一贯政策, 尤其不可造成国际共管。①

1945 年 1 月太平洋学会第九届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召开, 中国

代表蒋梦麟、胡适、邵毓麟等出席。会上, 英美代表认为韩国灭亡多

年, 缺乏行政管理干部, 短时期内难以建立统一的独立国家, 主张

先由盟国共同托管五年, 以便教育训练韩人。中国代表认为此一主

张违反《开罗宣言》, 所谓国际托管实际上是由一个日本帝国主义

者的统治, 改变为几个强国的共同统治。②2 月 8 日, 美苏在雅尔塔

会谈, 秘密决定, 以 38 度线为界由美、俄分别实行军事占领, 成立

国际监督机构, 共同管理韩国。同年 5 月, 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

访问莫斯科, 与斯大林讨论组织韩国托管委员会问题。

1945 年 2 月, 韩国临时政府致函中、美、英、苏四国首脑, 申请

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创立会议。3 月 13 日, 赵素昂在重庆

举行记者招待会, 公开提出这一要求, 表示“愿在旧金山会议树立

四十五面国旗, 共同负责于新世界之立法”。③ 4 月 3 日, 蒋介石训

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④ 宋子文考虑到韩国临时

政府尚未得到各国承认, 不可能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 因此, 向美

国政府探询, 能否允许韩国代表以观察员名义出席。但是, 美国政

府担心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等会援例要求, 给会议带来纠纷, 不肯

接受。蒋介石无奈, 只好同意宋子文的意见, 发给护照, 由韩方自行

·02·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呈复关于韩国临时政府推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事》,《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

问题专档》(廿一)。

《中央日报》, 1945 年 3 月 14 日。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 第 54 页。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 第 39 页。



向美国交涉签证。①

5 月 12 日, 韩国临时政府代表李承晚向联合国会议正式提出

参加会议要求。6 月 8 日, 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发表声明, 声称韩

国临时政府及其他韩鲜团体目前尚无足以获得美国承认的资格,

美国不能采取行动,“以免于联合国获胜时影响及朝鲜人民选择其

理想政府及政府人员之权利”。②

蒋介石不放弃保证韩国独立的承诺。5 月 24 日, 蒋介石会见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询问美国对于越南、韩国的军政策略, 赫尔

利只作了一个模糊的回答:“须视将来情况如何, 再为适当解决。”

当时, 中国方面曾准备建立东亚民族委员会, 主持扶助朝鲜独立的

有关工作。美国态度既如此, 蒋介石遂于 6 月 27 日致函吴铁城, 指

示其“万不可成立”。③ 7 月 26 日, 蒋介石召见韩国两党代表称: 纵

使中国保证在战后俾予韩国独立的地位, 但实际上仍须藉赖韩人

自身团结的力量、团结的行动和事实的表现。④

8 月 21 日, 韩国临时政府驻美代表李承晚急电蒋介石, 希望

蒋能致电杜鲁门, 劝阻其采纳美、苏分割南北韩计划。电称:“不予

高丽以完全独立之任何计划, 高丽人民均不愿予以接受。”⑤22 日,

吴铁城与金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谈话, 吴称:“中国政府自当援助

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返回祖国, 领导韩国人民, 办理选举, 产生民

选之正式政府。”金则表示:“俟韩国临时政府回国后, 召集各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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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2 册, 第 401 页。

转引自《韩国民族革命党宣传部长金奎植先生于本年 8 月 5 日在重庆对旅美韩侨

广播全文》,《韩国民族革命党卷》,《中韩问题专档》(十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问题专档》(廿二)。

《大公报》, 1945 年 6 月 10 日。

《照抄军事委员会来电一件》,《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问题专档》(廿一)。



袖, 组织新的临时政府, 届时请中国政府先予承认。”① 24 日, 蒋介

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发

表讲话, 声明国民革命的最重大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有三件, 一是

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 二是恢复台湾和澎湖的失土,

第三件就是“恢复高丽的独立自由”。他说:“国民革命推翻满清, 反

抗日本, 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 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

而奋斗。今日以后, 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 与一切有关的盟邦,

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 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

位。”②

同日, 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 请蒋“向同盟各国再予提议

承认敝临时政府”, 同时要求蒋转商美军当局, 在最短期间, 拨借飞

机, 运送临时政府人员归国。蒋认为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时机

已到, 指令驻美大使魏道明探询美方态度, 同时指示外交部与美国

驻华大使馆交涉。此际, 美、英、苏已将中国排斥在外, 达成协议, 由

美方通知中国说: 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 俟详细办

法拟定后, 再与中国会商。美国驻华大使馆则答称: 美国政府对于

韩国国外的任何政治团体, 都不准备“绝对协助”, 但是, 奖励他们

进入韩境, 在军政府范围内工作, 可以提供机位。

8 月 26 日, 金九致函吴铁城, 请其转呈蒋介石, 核准拨借法币

5000 万, 以便临时政府成员随盟国回国。9 月 17 日, 陈立夫呈请蒋

介石, 拨借 3 亿法币, 供韩国临时政府归国后活动之用。25 日, 吴

铁城根据蒋介石指示, 召集吴国桢、陈立夫、唐纵等座谈, 讨论争取

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失败后的援韩政策等问题, 达成四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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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日报》, 1945 年 8 月 25 日。

《吴秘书长接见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谈话要点》,《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问题

专档》(廿一)。



(一)对韩国问题, 我国应与美、英、苏采一致行动, 但我国应自动提

出合理的主张, 促使盟邦与我一致; (二)就现势观察, 欲期, 美、英、

苏一致承认韩临时政府, 实不可能, 但我国对该政府, 仍应实际上

多方予以援助; (三) 该政府如不能正式迁回国内, 执行政权, 我国

亦应设法协助该政府中人员回国, 参加其国内工作; (四)我国政府

应即派员驻汉城, 负联络观察之责。① 当时, 金九也感觉到不可能

以临时政府名义迁回国内, 于 26 日致函蒋介石, 要求蒋与美国政

府协商, 最少限度默认韩国临时政府“为非正式革命的过渡政

权”。② 当日, 蒋介石接见金九, 金九又口头提出五项要求, 希望蒋

能与美国方协商, 允许他们回国后与各党派建立临时政府, 办理全

国选举, 成立正式政府, 同时提出, 在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之

间订立一项合作密约, 蒋答称: 前者须与英、美协商; 对后者, 他表

示, 将继续援助独立党, 但不必有形式。③10 月 17 日, 蒋介石指示:

韩国临时政府人员以个人资格回朝鲜; 派飞机一架送重要人员分

期赴上海, 再由美军用机送朝鲜; 借拨法币 1 亿元。④22 日, 批准先

拨 5 千万元。⑤ 24 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会议, 欢送韩国临时政

府成员归国。28 日, 蒋介石批复吴铁城呈文, 同意除已拨之 5000

万元外再拨国币 5000 万元、美元 20 万元, 作为韩国临时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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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民政府代电》, 府参 (二) 字第 273 号,《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问题专档》

(二十)。

《总裁指示》,《韩国临时政府人员返国卷》,《中韩问题专档》(十八)。

《总裁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记录》,《蒋总统接见韩领袖卷》,《中韩问题专档》

(十六)。

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 , 第 467—468 页。

《韩国、越南、泰国问题座谈会记录》, 又,《吴铁城呈蒋介石》,《日本投降后韩国问题

卷》,《中韩问题专档》(十九)。



返国及返国后初期工作费用。①29 日, 蒋介石接见金九,“希望韩国

同志和衷共济, 团结一致”。他说:“中国除非力量不够, 不能做到之

事, 力所能及, 一定援助韩国达到独立之目的。这是中国一贯政策。

总理在日, 即是如此。中国以韩国独立为中国之责任, 中国能独立,

韩国亦可得到独立。”金九提出: 美国不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请中

国予以解释。蒋答:“慢慢可以好转, 不必忧虑。”② 11 月 4 日, 蒋介

石、宋美龄等举行茶会, 欢送金九等人归国。蒋称:“朝鲜不能告成

独立自由平等, 无异中国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为东亚与世界

之和平及东亚各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计, 吾人必须首先使朝鲜告成

独立与自由, 此为国民党对朝鲜唯一之原则。”③ 次日, 金九等 29

人乘机离渝, 经上海返国。

12 月 5 日, 蒋介石决定派邵毓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将衔

代表赴韩, 与美苏军方联系, 视韩国实情, 同时抚慰中国在韩侨胞。

同日, 蒋致函吴铁城称:“在目前美苏两军分占朝鲜南北现状下, 国

际上我方除应与美方密切合作外, 对于驻韩美、苏军事当局, 自应

同等联系, 俾我在外交上可保持超越立场, 作为美、苏桥梁, 乃至运

用两者关系一方, 逐渐培养亲华分子, 团结韩方各派。”④ 国民党中

央党部秘书处根据蒋介石指示, 草拟了一份标有“极密”字样的《韩

国问题之对策》, 其中提出:“调和美苏势力, 以消除韩国南北两部

之对立, 而促进其统一。”又提出:“积极与美、苏、英洽商, 确定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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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民政府代电》, 府军 (义) 字第 979 号,《日本投降后韩国问题卷》,《中韩问题专

档》(十九)。

潘公昭:《今日的韩国》,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1947 年版, 第 135—136 页。

《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谈话纪要》,《韩国临时政府人员返国卷》,《中韩问题

专档》(十八)。

《国民政府代电》, 府参 (二) 字第 383 号,《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问题专档》

(二十)。



宣言中‘于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之‘相当时期’之明确标准, 并在

将来和会中或联合国会议中提出通过, 以为将来促使美苏军按时

撤退之依据。”① 但是, 12 月 27 日, 美、英、苏三国外长于 12 月 27

日在莫斯科会议, 却决定将朝鲜置于美、英、苏、中四强的五年托管

之下, 这样,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所拟《对策》自然成为废案。同

月 28 日、31 日, 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先后发

表声明, 反对该项托管计划, 中国政府没有发表声明支持。当时世

界的主宰者是美、苏两大国, 中国虽跻身“四强”, 但实际上是弱者。

韩国独立党、民族革命党、临时政府及相关人员在华期间, 其

经费均由中国供给。金九等人返国前后, 在华韩侨 535 人准备同时

返国, 急需冬服、旅资及生活维持等诸项费用。12 月 28 日, 蒋介石

致函吴铁城, 批准发给国币 3 千万元作为资助。② 这是蒋介石唯一

能做的事情了。

结　语

在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国民党人中间, 有三个关键人物:

一是陈其美, 他和韩国独立运动人士接触较早, 是援韩事业的创始

者, 但因他 1916 年即被刺身亡, 所做事情不多。二是孙中山, 他不

仅制订了援助弱小民族的原则, 而且以南方护法政府首脑的身份

和韩国临时政府的代表进行会谈, 为国民党人与韩国独立运动人

士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但是, 孙中山当时自身处境困难, 没有

能力进行实际援助。三是蒋介石, 他是 30、40 年代中国援韩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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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民政府代电》, 府交字第 1486 号,《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问题专档》(二

十)。

《日本投降后韩国问题卷》,《中韩问题专档》(十九)。



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 时间最长, 贡献也最大。

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

的援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援助

活动中, 蒋介石比较注意尊重韩国独立流亡人士的民族感情, 及时

调整政策, 保持友好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 蒋介石首倡保证朝鲜战

后独立, 反对国际托管和南北分割, 不谋求在该地区的民族私利。

这些, 都与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国强权构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杨天石, 193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巍巍中条——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

由杨圣清、段玉林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的《巍巍中条——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275

千字)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日军、被动

进行中条山战役, 及战役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中条

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日军的过程; 分析了中条山战

役失败的因素, 歌颂了在中条山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武士

敏、唐淮源、寸性奇等抗日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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