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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 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公

开扶植, 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对法

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 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

素的影响, 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这表明, 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

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 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越的最终依归。

关键词　中国国民党　越南独立运动　越盟　越南革命同盟会

以往有关抗战时期中越关系的研究, 大多以胡志明为主线, 着

重论述胡在中国的活动及与中国方面的关系。① 本文试图从中国

国民党的角度出发, 以中法关系为背景, 剖析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

中央及地方军政当局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 及其与越南独立运

动中各党派的关系。

·72·

Ξ

① 研究成果主要有: 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 传

记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陈庆著《越南与中国: 1938 至 1954》, 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 1969 年版。

本文所据资料, 多得于笔者在台湾的搜集, 并在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

及台湾政治大学刘宜静小姐的帮助下, 得以复印并托运。在感谢台湾友人的同

时, 须说明的是, 由于时间匆忙, 资料复制后未及核对原件, 因此文中征引档案资

料有些类号不全, 有些甚至全无, 敬请读者原谅。



一　秘密援助: 抗战爆发至法国战败前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

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两度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① 会

晤, 交换了政治意见并探讨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②, 揭开中越两国

革命党人友好合作的历史篇章。其后, 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

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 越南革命党人的独立运动一直受到中

国国民党的影响。

但是, 由于越南是法属殖民地, 中国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又

深受中法关系的影响。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为了应付中日间不断

升级的矛盾, 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改善国际环境, 以争取欧美大国在

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对法关系亦越来越受到重视。1932 年底,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官顾维钧为驻法公使。抗战爆发后, 中

法交涉主要围绕“假道越南运输”和“中法军事合作”等问题展开。

在交涉过程中, 由于中方有求于法方者多, 因此对法态度比较积极

主动。③ 法国对中国抗战则持同情态度, 在不影响其对日政策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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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抗战初期的中法交涉过程, 详见: 陈三井:《抗战初期中法交涉初探》,《近代中法关

系史论》, 台湾三民书局 1994 年版; 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国

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1 辑, 台湾“中华民国”史料中心 1971 年 12 月印行; 吴圳

义:《从假道越南运输问题看抗日时期的中法关系》, 台湾《近代中国》第 40 期。

孙、潘会晤的详情, 见《潘佩珠年表》摘编,《广东文史资料》第 22 辑, 第 224- 225

页。

潘佩珠 (1767- 1941) , 原名潘文珊, 号巢南子。



围内, 尽量向中国提供援助, 并进行了有限的合作。① 直至法国战

败前, 受中法关系制约, 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没有给予公开

援助。

1930 年安沛起义失败后, 越南国民党渐趋分裂, 分化成大越

国民党、越南民政党、大越维民党、大越国社党等。② 该党正统派武

鸿卿、严继组等, 仍采留国民党名义, 在北圻、北宁省秘密召集大

会, 改组国民党。会议决定重新秘密整顿内部, 改变策略, 吸收党员

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审慎态度, 决议派干员前往粤、桂、滇各省成立

海外支部, 并另派高级干员赴南京, 请求设立越南国民党中央干部

委员会海外办事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越南民族独立运动表

示同情, 允许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并每月资助活动经费 200

元。③ 此后, 越南国民党海外办事处在云南境内河昆铁路越侨居住

地开展活动, 并在昆明、宜良、开远、蒙自、芷村等地建立支部。④

1936 年, 一些流亡在华的越南爱国者为了“争取合法地位”⑤,

由资深革命家、当时在蒋介石的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的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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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资料选编》下册, 第 928 页。

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以下简称:《资料选编》) 下册, 广西人民

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 第 893 页。

严继组报告“越南革命各党派略史”, 1942 年 8 月 16 日, 特 011ö17。

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卢汉方)代电, 1945 年 12 月, 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

(下略) , 特 011ö17- 13。

刘卫东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自 1937 年 10 月至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 虽因种种

因素的影响, 法国在过境运输的问题上出现犹豫和反复, 但印支通道基本上保持开

放。印支通道不仅具有输入军需物资的功能, 还输出了大量国民政府用以抵偿外

债的桐油、锡、钨、锑等重要物资。见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

研究》1999 年第 2 期。



览① 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

盟”)。② 参加者有胡学览、阮海臣、黎国柱等流亡在中国的越南国

民党、新越革命党、越南独立党的中坚分子 20 余人。③ 中国国民党

中央只派一街区党部负责人参加成立大会。越南独立同盟会成立

后并未开展任何活动, 只是出现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办公厅登记册

中的一个名词而已④。

二　半公开援助: 法国战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0 年 6 月法国在欧洲战败后, 日本乘机压迫法国, 企图切

断援华路线。20 日, 法越当局与日本签订协定, 准许日方派遣军事

专家前往法属越南, 考察中越边境的全面封锁及日本的运输状

况。⑤条约签订后, 法越当局关闭印支通道。⑥在日军的武力威逼和

“尊重法属越南之领土完整”的承诺下⑦, 9 月 22 日, 法越当局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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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抉择》, 第 128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 4 册,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336- 337 页。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本营陆军部 (二) : 南进或北进之抉择》(以下简称

《抉择》) , 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年版, 第 120 页。

《资料选编》下册, 第 929- 930 页。

杨怀南:《越南革命风潮的一个重大事件》,《扫荡报》, 1941 年 5 月 26 日。

1941 年 5 月, 越南共产党在北坡村 (高平) 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决定把

印度支那反帝战线改名为越南独立同盟阵线, 简称“越盟”或“越盟阵线”, 由越共领

导下的工人、农民、军人、文化、妇女、儿童、青年、父老、佛教、天主教、商人等 16 个

“救国会”组成。此后,“越盟”便专指“越南独立同盟阵线”。“越盟阵线”的成立标志

着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胡学览, 越南清华人, 越南光复会和独立党的重要成员, 早年毕业于中国保定军官

学校, 后来在中国军方任职。



方正式签署了《日法越南协定》。协定规定: 一、允许 6000 名日军只

在海防一个港口登陆。运送日军在这个港口登陆的船只限定为每

次一艘; 二、允许使用 3 个机场; 三、允许一师团日军为了撤退的目

的, 从广西进入印度支那经由海防撤走。①《日法越南协定》的签订

意味着越南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根据地。中国对法国牺牲中国利

益向日本妥协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 声明“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

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 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 而援取

此种形势下一切必要自卫措施”, 并声明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及影

响, 法方应完全负责。②

为防止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驻守中越边境

的第四战区开始采取相应的军事防范措施。③ 7 月下旬, 第四战区

司令长官张发奎调派在中国军队任职的越籍军官张佩公④ 来柳州

组织专门对越的情报机关。⑤ 9 月中旬, 中国方面下令轰炸滇越铁

路上的河口铁桥, 并根据《中法滇越铁路章程》下令自行调度滇越

路的昆河段。⑥9 月下旬, 日法在越南实现合作后, 中国抗战后方遭

受直接威胁, 抗战形势骤然恶化。日本海军第十四航空队于 10 月

3 日进驻河内机场, 7 日开始轰炸昆明。⑦ 日军进入中越边境后, 不

仅封锁了印支通道, 而且大肆掠夺物资、焚毁房屋, 企图摧毁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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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抉择》, 第 164 页。

《扫荡报》, 1940 年 9 月 20 日, 第二版。

《张发奎口述历史》, 第 632 页。

张佩公, 越南河东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毕业后在中国军方任职。

《张发奎口述历史》(英文复制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文献资料, 第 627

页, 第 636 页。

《日本压迫越南封锁中国》,《东方杂志》第 37 卷第 14 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 4 册, 第 441 页。3 处机场分别为谅山、老开和府寿, 后谅山机场

被河内机场取代, 并又增加法兰琼和荷拉克两处, 实为 5 处, 见《抉择》, 第 149 页。



抗战的经济基础。① 在这种情形下, 为了获取进驻越南的日军情报

和进出越南打击日军, 中方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作。

中国政府对越工作主要通过两个系统进行: 一是军事委员会

系统, 具体由第四战区总司令张发奎负责, 主要在中越边境开展活

动。二为中央党部系统, 具体由海外部越南办事处负责。该办事处

于 1940 年 8 月成立, 主任为邢森洲, 主要工作为策动越泰侨胞, 联

络越泰军民, 为军事反攻做准备。②

为了加强我方对越工作, 第四战区在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先后

成立了西南战地工作人员培训班、特别训练班、靖西边区工作队、

政治工作队、电报通讯班等对越工作单位。第四战区创办的各种训

练班, 客观上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革命青年, 至 1942 年上

半年, 共培训越南青年学生 702 人, 其中女性 36 人。③ 这批青年成

为后来中国公开扶助的越南革命团体——“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骨

干力量。

法国投降, 使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呈现动摇之势, 也使越南独

立运动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越南独立运动呈现出三种趋势: 一为

主张争取中国的援助, 以与中国国民党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和

一些在中国军方任职的越南军官为代表。二为主张借用日本的力

量驱逐法国殖民者, 以越南复国同盟为代表。三为主张依靠越南本

土的力量, 利用中国国共合作的条件, 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同在中

国的和在越南境内活动的重要骨干的联系, 为开展越南国内的武

装斗争并进而夺取政权而积极做好准备。④ 现将越南独立运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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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继组报告, 1942 年 8 月 16 日, 特 011ö17。

吴铁城致徐堪的函, 特 011ö22。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简称《作战日记》)上

册,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544- 545 页。



体在华的活动及与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分别介绍如下:

越南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增加对

该党的补助, 并命令海外部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就近指导接

济。① 为了加强工作, 1941 年, 越南国民党将海外办事处由南京迁

至昆明, 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2

年元月, 因驻昆场所遭日机轰炸, 又将海外执行部迁至开远。为了

充实干部, 越南国民党先后在昆明、开远开办三期党员干部训练

班。此外, 还在开远、宜良两地成立越南青年自卫团。② 截至 1942

年 8 月, 越南国民党在华人数达 400 余人。③

越南独立同盟会, 简称“越盟”。法国战败后, 胡志明向越南共

产党海外部建议把活动的中心从云南转移到广西的中越边境地

区, 然后回国领导武装起义。1940 年 10 月, 胡志明、武元甲、范文

同等人接到胡学览的邀请后来到桂林。④ 为了取得在桂林公开活

动的方便, 胡志明决定由胡学览出面以“越南独立同盟会”的名义,

成立了“越盟”驻桂林办事处。由于越盟是已经在中国政府登记注

册的组织, 而且胡当时在李济深主持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第二局

任上校参谋, 因此,“越盟”桂林办事处很快取得合法地位。⑤ 日本

入侵越南后, 越南局势引起了中国舆论界和各界人士的关注。1940

年 12 月 8 日胡志明与中国方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越文化工作同

志会”。大会共选出理事 55 位, 越方理事有: 胡学览、范文同、张佩

公、阮海臣、武河秋、林伯杰、阮爱国、胡亦兰、黄国卿、吕洪秀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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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资料选编》下册, 第 903 页。

《资料选编》下册, 第 902 页。

严继组报告“越南革命各党派略史”, 1942 年 8 月 16 日, 特 011ö17。

越南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上呈“越南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工作概

况”, 1942 年元月 1 日, 特 011ö15·3- 87。

吴铁城致张发奎函, 1944 年 9 月 13 日, 特 011ö24。



人; 中方理事有: 李任仁、程思远、阳叔葆、梅公毅、夏衍等 40 余

人。①“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为在华的越南人士提供了介绍越南

革命运动的机会, 加深了中越两国革命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 简称越南解放同盟会。其前身是“越南

民族解放委员会”(实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属下越籍军官张

佩公指挥的情报机关)。

张佩公获得张发奎支持后, 组建中越边区工作队, 在靠近边境

的广西靖西县从事活动, 召收从越南逃出的青年。② 为了争取这批

青年, 胡志明率领在中国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从桂林前往靖西。

1941 年 4 月, 胡志明等联合张佩公系的陈豹、张中奉等成立了“越

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该会的宗旨为“联合全越南一切民族解放力

量, 打倒法日两帝国主义, 以求越南完全自由独立”。③ 张发奎和李

济深分别向大会赠送了锦旗。同盟会成立后, 一度在边境地带非常

活跃。后因内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越南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同

盟会活动渐趋沉寂, 并于 1942 年初完全停止活动。④

越南复国军。“复国军”是越南复国同盟会的军事组织, 原为日

本利用来打击法国的工具, 法国在谅山向日妥协后, 日本放弃对复

国军的支持, 法军乘机进行扫荡。黄良率领复国军 500 余人退入广

西境内。第四战区对复国军非常优待, 保留他们的武装, 为他们提

供食宿, 还在大桥设立特别训练班, 对其进行政治培训和军事训

练。张发奎、白崇禧、陈立夫等人都曾经给特别训练班做过报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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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曾向中方提出抗议, 要求中方遣送, 中方以不知情为由, 坚决拒

绝①。

由上可见, 由于日军入侵越南, 中国方面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

作, 由秘密收容越南革命人士和团体逐渐过渡为半公开的扶持。

三　公开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法国解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宣告结束。

12 月 31 日, 罗斯福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决定, 致电蒋介石, 建议成

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 请蒋任最高统帅, 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

织联合作战参谋部, 战区地域包括中国及盟国军队可以到达之越

南及泰国国境。②

越南划归中国战区后, 中国对越策动工作更趋积极。1942 年 3

月 5 日,“为求对越策动工作能迅确推展起见”, 第四战区制定了

“对越策动计划大纲”, 规定工作方针为“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

目的, 战区应利用政治、外交等手段之掩护, 积极策动组织越南民

众武力, 并各地华侨, 争取法越政府暨其部队之向心, 及扶植指导

越南诸党派, 以期控制全部越南之潜力, 使能与国军立于同一战

线, 共同打击倭寇。最低限度不使供敌使用, 以期我入越作战收最

大之成效”。为使越南各党派“对我能确实协助”, 第四战区决定改

组越南解放同盟会,“就该员中忠实负责者及我侨胞领袖与复国军

之中坚分子, 重新合并组织一越南反侵略同盟会, 设置柳州, 直接

受本战区之监督、指导, 重新决定其工作方针, 坚定其信仰, 以消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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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纠错之现象, 期收确实协助之效”。①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开始公开表示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3

月 23 日, 立法院长孙科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意见, 主张大战以

后应“恢复世界各弱小民族之自由独立”。1943 年 11 月, 蒋介石在

开罗会议上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对“安南”“无领土野心”, 并提议发

表宣言, 战后由安南独立。②

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支持越南独立后, 越南革命党人在华的活

动更趋活跃。1942 年上半年, 20 余位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

人会集柳州, 酝酿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③但由于“不相统属, 互

存成见”④, 实际的筹组工作并无成效。经第四战区政治部数月的

组织和培训, 各党派的代表“颇能相与抛弃成见”, 于 7 月成立“筹

备委员会”。筹备会内工作人员共有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复国军、

国民党及土生华侨等 28 人。⑤其中筹备委员 19 名, 基本会员 9 名。

19 名筹备委员中,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有张佩公等 7 人; 越南复

国同盟会黄良等 6 人; 越南国民党武洪卿等 3 人; 大越党阮海臣⑥

1 人; 越籍华侨梅公毅等 2 人。

10 月 1 日, 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正式成立。该会的“最高目

的”为“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 打倒日、法帝国主义, 恢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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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土, 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①会议推定执行委员会委员 7

人, 分别为张佩公、陈豹、张中奉、阮海臣、武洪卿、严继组、农经猷,

其中常务委员为张佩公、阮海臣、武洪卿 3 人。越南革命同盟会下

设 7 个组, 秘书组长为阮海臣, 军事组长为张佩公, 组织组长为武

洪卿, 宣传组长为杨清民, 训练组长为陈豹, 财务组长为农经猷, 交

际组长为严继组。并设东兴、靖西、龙州 3 个办事处, 其负责人分别

为严继组、武洪卿、陈豹。② 同盟会还在昆明设立分会, 由越南国民

党负责。

越南革命同盟会正式委员所属党派和筹备时期相比, 主要有

以下几点变化, 一是越南复国军的实力大大削弱了; 二是越南共产

党完全退出,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势力锐减; 三是越南国民党的实

力后来居上, 掌握秘书、组织、交际三个部门, 东兴、靖西两个办事

处和昆明分会。复国军实力削弱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反对。③越南共

产党的完全退出则与阮海臣和张佩公的反对有关。④ 越南国民党

实力的增强与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分不开。越南国民党原在云南一

带活动, 是受中国国民党的鼓励才前往柳州的。据越南国民党人自

己称:“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之际, 本党鉴于会内份子复杂, 一时未

便参加, 爰贵党殷殷至嘱, 向越南国内推展工作, 业经遵办, 毫未间

断⋯⋯”⑤

第四战区对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援助方式为: 提供活动经费和

派驻指导代表。第四战区长官部每月提供越南革命同盟会国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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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活动经费。①为了加强联络工作, 第四战区还向越南革命同

盟会派驻了指导代表。第一任指导代表由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

1943 年 5 月, 梁调离后, 由新任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兼任, 侯因“声

望太浅”, 无法开展工作②, 同年年底, 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

奎兼任, 侯志明副之。③ 张发奎任指导代表期间, 成立一个指导代

表办公室, 具体负责对越工作, 主任为中将高级参谋萧文。

虽有中方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 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

作进展并不顺利, 甚至一度陷于停顿。究其原因, 有以下数端: 其

一, 内部纷争不断, 尤以张佩公派与越南国民党争夺最为激烈, 越

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自与柳州越南革命同盟会主持人张佩公意见

不合以后, 即背弃同盟会, 率其手下严继组、黎宁等先后返昆。④ 此

外, 越南国民党与复国军也不能相容。⑤ 其二, 同盟会内部多数执

行委员离开越南较久, 缺乏群众基础与号召力。⑥ 其三, 由于越南

革命同盟会排斥越盟势力,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遭到越盟的抵制。

1941 年 5 月,“越盟阵线”成立后, 大批越南共产党人从广西回国

参加武装斗争。1942 年 1 月, 胡志明指导成立了许多军政干部训

练班, 其后越盟的影响几乎扩展到边境地区的每个角落, 致使越南

革命同盟会几乎无法在越边开展活动。由于以上诸多原因, 1943

年 7 月到 12 月底, 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甚至完全陷入停滞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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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①

为了改善和切实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 第四战区司令

长官张发奎决定改变扶植对象, 加入胡志明一派的势力, 重新改组

越南革命同盟会。

当时的胡志明正被第四战区关押中。胡志明是 1942 年 8 月来

华时被捕的。② 胡志明来华的目的及被捕的原因, 据张发奎后来报

告称:

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代表胡志明被派携函自越赴渝, 拟

谒钧 (委) 座致敬, 向我中央请示抗日方针与国际反侵略会中

国分会联络, 于 31 年 8 月 29 日路经广西天保县境, 因其所携

证件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会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

明书、本部军用证明书等, 均民 29 年所发, 久已过期, 被天保

县属街长乡公所检查, 疑有间谍嫌疑, 经乡县专员公署钧 (后

委)会、桂林办公厅本战区政治部各级机关递解押讯。③

1944 年 1 月 23 日, 张发奎致函蒋介石、吴铁城, 恳请由他“俾

予任务”, 派遣胡志明“回越工作”。④ 张发奎之所以向蒋介石请求

释放胡志明, 主要因为: 一与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有关。据张

发奎回忆: 在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 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

者。⑤二与胡志明隐瞒真实身份有关。胡志明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

活动时经常使用化名⑥, 中国方面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胡志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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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共首领阮爱国。被捕期间, 胡志明仅承认是“越南革命干部”,

并曾参加过共产党, 但与中共无关。① 第四战区政治部经过半年多

的多方调查, 至 1943 年 7 月, 也只能证明他是“第三国际活动分

子”。在这种情形下, 胡的待遇得到改善, 由被拘禁改为由“政治部

察看”, 并“予以优礼感化”。② 三是因为胡志明的个人能力和实力。

越南革命同盟会领导人的自由散漫和腐化是一直困扰张发奎的一

个难题。③ 越南革命同盟会第二号重要人物阮海臣在贪污活动经

费后, 曾一度离开柳州, 其他领导人对他均束手无策。张发奎对张

佩公、阮海臣、农经猷等人都深感失望, 认为他们自由散漫, 争权夺

利, 没有领导才能。④ 张对胡志明的印象颇佳, 认为从“言语文字推

断”, 胡志明“似于三民主义抗日政策均有深切了解”, 而且“才思老

练, 气度和平”。⑤ 胡志明是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

义来华的。胡被捕后, 越共为营救他出狱, 曾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

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重庆塔斯社, 声称:“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全

赖胡同志奔走, 成立于 1941 年。该会包括其他各种革命团体, 其主

要者有青年独立会、农民独立会及妇女独立会, 该分会共有会员廿

万, 其他支会散布于越南全部, 而于 coch in、安南及东京尤多。”⑥

据此, 张发奎在请求释放胡志明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其所代之分

会, 据其自称有廿余万民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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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 1944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 第四

战区在柳州策动召开“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越南革命同盟会、特别训练班、越南民众运动解放

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大越党、国际反侵略会越南分会等 7 个

团体的代表, 共计 15 名。改组后, 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有: 张佩公、

张中奉、陈豹、普春律、严继组、黎松山、陈廷川等 7 人; 重新当选的

监察委员有: 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 3 人; 胡志明和阮祥三被选为

候补执行委员。大约一年以后, 胡志明补陈廷川的缺成为执行委

员。这 12 名委员所属的派别如下表①:

越南共产党 黎松山　胡志明

越南国民党 严继组　武鸿卿

大越党 阮海臣　阮祥三

越南复国军 普春律　陈廷川　农经猷

张佩公系 张佩公　张中奉　陈豹

可见, 改组后的革命同盟会各派势力变得相对均衡, 越南国民

党的优势地位无形中削弱了。

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工作的第二步为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

南分会。当时在云南有两个合法的越南革命党人组织, 一个是以武

洪卿为首的越南国民党, 一个是杨宝山、黎松山等越南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会”。“抗日会”于 1937 年成立, 全称为“越南民众支持中

国抗日后援会”。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1 年, 越南共产党

将“抗日会”改组为“越南民众解放运动会”, 简称为“解放会”。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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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胡志明在中国》, 第 166 页。



年 1 月, 武鸿卿前往云南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 两派发生

激烈的争执。以杨宝山、黎松山等为首的“解放会”提出的合作条件

是, 必须先改组革命同盟会, 然后才能合作。武鸿卿等则认为必须

先加入革命同盟会后, 才能提出要求。由于双方意见分歧, 越南革

命同盟会云南分会的工作陷入停顿。①为了加强合作, 越南革命同

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会议决议, 将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特别分会与

驻滇越南民众解放会合并。在萧文的指导下, 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

分会于 1944 年 7 月 2 日正式改组, 在昆明兴仁街 44 号越南俱乐

部礼堂举行了公开选举。② 国、共双方各提 6 位候选人。经过激烈

的争夺, 共选出 5 名执行委员, 其中 3 名为越南共产党人; 3 名常

务执行委员中, 有两位是越共成员, 其中唯一的一位越南国民党常

务执行委员杨子江不久也脱离越南国民党加入了越共; 3 名中监

察委员中, 有越共党人 1 名。这一选举结果表明越南共产党已在争

夺中取得优势, 并在实际上控制了改组后的云南分会。③

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改组之后, 武鸿卿、严继组等见自己处于

劣势地位, 随即离开昆明前往开远, 创办咖啡店联络国民党人, 并

与在滇桂边境活动的法、英情报机构保持联络。④ 脱离越南国民党

加入越南共产党的杨子江向指导代表萧文出示了严继组与英方签

订的妥协条约。⑤鉴于严继组等“私结团体”“破坏同盟”并“勾结英

法”“出卖越南”, 1944 年 8 月 4 日, 萧文下令逮捕严继组及其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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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V ietnam and Ch ina,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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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光品。① 与此同时, 萧文还以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名义, 宣布武鸿

卿、阮祥三等人的“罪状”, 指责他们反对改组云南分会, 是“违反纪

律”和“破坏革命同盟会”。② 从此以后, 越南国民党在同盟会中的

势力大为削弱。

在逮捕越南国民党要员严继组后不久, 8 月 9 日, 第四战区司

令部正式释放胡志明, 并根据他所拟的“入越工作计划大纲”, 同意

其率领战地工作总队队员杨文禄等 18 人入越开展工作, 拨给入越

经费 7. 6 万元, 此外还发给护照、公文、药品等, 并拟援助武器。③

但胡志明回越后不久, 10 月 1 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便得知胡志明

即是越共和越盟的首领阮爱国。④ 张发奎上报的援助计划未获批

准。

中国政府对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公开支持, 遭到维琪政府和戴

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抗议。维琪政府与“自由法国”虽在

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问题上态度迥异, 但对战后恢复法国在越南殖

民统治的问题上并无二致。对法方的抗议, 蒋介石均批示“置之不

理”⑤。

这一阶段, 中国方面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虽已由半公开过

渡到公开, 并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为有组织的援助, 但整体而言,

中方援越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除前文所述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内

部原因外, 中国国民党方面援越机构步骤不一、意见分歧也是造成

援越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负责援越工作的第四战区从“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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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角度出发, 主张扶植在越南境内有实力的越盟; 中央党部则从

党际关系亲疏的角度出发, 主张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

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改变扶助越南国民党的作法, 遭到以吴铁

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的反对。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和中央党部在援越政策方面的矛盾和分

歧, 在严继组被捕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严继组被捕后, 9 月 13

日, 吴铁城致电张发奎称:

查越南国民党与本党发生关系远在开战以前, 太平洋战

起以后, 本党为扶植该党, 增其向心起见, 曾增加补助, 辅导其

发展, 并交由海外部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同志就近指导接

济。至越南国家主义党昆明支部杨子江与英国联络各节⋯⋯

其间有无误会或不实之处, 请兄详加查核。为使越南革命同志

增加对于我国之信心起见, 弟意应采怀柔感化方策, 对于越南

各党派各别运用而不抑此扶彼以增纠纷, 愚见如此, 未审有当

否? 关于对越南整个政策, 中央正与各有关机关妥慎拟议中,

可否先将严继组交保释或解渝候讯之处, 祈裁夺见复为幸。①

张发奎列举出越南国民党的种种违纪行为, 坚决拒绝了吴铁

城的建议, 指出:

扶植越南革命, 前奉军委会核准确定, 以联合各党各派之

力量, 统一指导其活动, 使能广泛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为原

则, 并奉命令以在柳成立之越南革命同盟会为主体, 而毋庸有

其他党会之存在有案。年来本战区对于越党之扶植指导均准

此原则办理。对于不参加同盟会之各党, 则限制其活动, 并诱

导其加盟; 对于已参加同盟而又于会外擅自行动, 甚或破坏同

盟者, 自应严予制裁, 以维纪律。本战区对于越南各党并无成

·44·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① 吴铁城致张发奎电, 1944 年 9 月 13 日, 特 011ö24。



见, 亦未存心抑此扶彼。要之唯中央之命是从, 今后对于越南

各党派之扶植是否维持原案, 抑采各别运用之方策, 刻在呈请

军委会核示中。但指导越党之责, 无论方策如何应予统一专

任, 不宜分割错综, 致相矛盾。今严继组、武光品业已缉获, 初

步审讯情形已报军委会, 并将全案交本战区军法执监部讯办,

静候中央处决。至于可否先行交保释放一节, 因严继组涉有通

敌嫌疑, 未便照办。①

为了缓解第四战区与中央党部之间的矛盾, 打破越南革命同

盟会的僵局, 1945 年 2 月 27 日, 参与援越工作的中央党部、军统

局、海外部等各部门联合召开会议, 商议解决“严案”, 结果同意释

放严继组, 原因如下: 一、根据严继组报告及各机关所接情报, 严继

组尚无不利于中国之行动。二、越南国家主义党昆明支部杨之江向

英国政府所建议之互助条件, 严继组曾报告军统局及海外部驻安

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 英国亦未理会杨之江之建议。三、严继组参

加越南革命同盟会, 仍以越南国民党名义活动, 系该同盟会之纪律

问题。会议决定将指导越南革命的全权暂时移交陆军总部作一过

渡, 将来再由陆军总部移交中央党部主管。但是令中央党部始料不

及的是,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很快又将指挥权交还给第四战区 (1945

年 3 月, 第四战区取消, 改称第二方面军, 张发奎被任命为第二方

面军总司令)。②

四　消极援助: 法国解放至越南宣布独立

1944 年 10 月, 受日军攻桂的影响, 第四战区自顾不暇,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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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回吴铁城函电, 1944 年 9 月, 特 011ö24。



革命同盟会的工作一度完全停顿。① 柳州失陷后, 越南革命同盟会

跟随第四战区司令部由柳州迁至百色。越南国民党遭整肃后, 阮海

臣、张佩公、严继组、武鸿卿、农经猷、陈豹等纷纷离开柳州前往云

南、贵州等地。越南革命同盟会门可罗雀, 只有黎松山、蒲春律、张

中奉三人在会, 此外还有青年队 (即原复国军)成员 140 人。

中国援助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虽暂时停顿, 越南境内的民族

独立运动此时却空前发展。自 1944 年 8 月法国解放后, 戴高乐临

时政府与日本在越南的矛盾开始突出, 这为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

发展提供了良机。一直立足于国内发展的越盟势力此时得以壮大。

1945 年 3 月 9 日, 日军发动突然袭击, 逮捕越督德古、陆军总

司令爱梅等军政要员, 推翻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② 三九事变

后,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汇报第四战区改编情况的萧文表示:“现

阶段对越工作实为千载一时之良机”, 并具体指示: 1. 外事处全部

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2. 先发第一期入越工作经费, 国币五百万

元。3. 答先给以两个团之武器, 其目前应用之少数军火由第二方面

军酌发。但实际上, 中方援越态度却发生转变, 由积极转趋消极, 由

公开转趋半公开。这一转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越南国民党的态度

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反对越南国民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三九事变后, 越南政局暂

时出现权力真空。越南国民党决定乘机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 以引

起盟国对越南民族自决问题的注意, 为自己返越做准备。为此, 越

南国民党要员严继组前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援助。中央党

部秘书张寿贤从利于将来越南问题的解决和顾及中国国际形象角

度出发, 主张采取主动态度, 认为“现时越南革命同盟会纵无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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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越南国民党纵力量薄弱, 此时如能有所表示, 与我不无裨益”,

而且,“我国扶植越南份子为公开之秘密, 此时有此机会不能有所

表现, 非越南革命力量薄弱至不足道, 即为我国之无能, 多年纸老

虎一旦戳穿矣”。国防部和中央宣传部则对此持反对态度。国防部

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认为, 是否发表宣言一事“无足重轻”, 并称“法

国抗议我扶植越南革命党, 我曾以德古媚日为藉口, 现德古被拘,

越局剧变, 对越态度应再检讨”。① 中央宣传部认为:“目前对越宣

传方面方针应注重促进法越一致抗日以配合盟军攻势, 倘于此时

宣传民族自决似非所宜, 为避免分散力量及增进中法邦交起见, 在

我国境内以不准其发表或见诸报章为宜。”② 越南国民党要求发表

对时局宣言的申请最终未获批准。

拒绝越南国民党代表团的援助请求。三九事变后, 鉴于越盟已

把持同盟会的领导权, 越南国民党人认为“同盟会已无争取必要”,

欲“以越南国民党名义活动”, 直接与中国国民党接洽。③ 1945 年 5

月, 越南国民党派遣代表团前往重庆, 自称“越南国民党之八千党

军已准备齐全, 待命杀敌”,“越南国民党 25 万忠实党员散布于全

国各地, 亦正端候起事之日之来临”④, 恳请中国政府提供以下具

体援助:“一、承认越南革命临时政府之独立。二、援助本党成立越

南革命军。三、接济国内外革命军之军火。”⑤

越南国民党代表团抵达重庆后, 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先后

两次接见, 发表如下意见: 关于法国军队和盟军在越南抗日是否会

影响越南独立运动, 吴指出, 将来情形, 现尚无法判断, 建议越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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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最好在盟军未到越南前, 越民先表示其力量, 反对法日侵

略”, 因为“盟军是否会妨碍越南独立运动要以越南本身民气如何

以为断, 如民气激昂, 意志坚定, 力量团结, 盟国之同情才有办法”。

关于同盟国对战后法国重返越南的态度, 吴表示:“法国曾让日本

侵略越南为南进根据地, 将来的越南恐不会仍归法有”, 并再次提

请越南国民党人注意:“越南问题必须使之成为问题, 即发动具体

化、表面化之独立运动, 而此动作应在盟军在越南登陆以前”,“在

盟军登陆时, 越人必须有具体动作。”① 关于承认临时政府一点, 吴

表示:“临时政府现既尚未正式成立, 自无从承认, 联合国曾有诺言

不能承认非人民公意所拥护之政府, 如韩国临时政府, 迄今尚未获

得联合国之承认。但事实上对于革命政府均采用非正式承认方式,

如韩国、泰国均系如此。”关于接济武器一点, 吴指出:“大量武器无

法运入, 此外日军解决法越军时, 越人原有武器亦尚不能保存, 由

此可见即使拥有武力, 但非至适宜时期, 亦属无用, 至于少数个人

使用作为鼓励革命情绪之用, 可请中国陆军总部酌量发给。”吴铁

城还表示反对越南国民党从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作法,

劝诫越南国民党人“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 独立尚未完成之时,

应极其容忍, 不宜意气从事”。②

6 月 25 日下午,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 接见越南

国民党代表团, 谈话要点如下:

一、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 不过国际情形复杂, 法国

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 故续与英美研究, 美国一定愿意看到越

南的独立与自主。二、关于承认越南临时政府问题, 将来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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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展, 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 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

得到独立自由。三、中国政府现时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

立, 接济武器是小问题, 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

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 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四、

希望在中国多看看各方情形, 将来可与中国军队一同回去。①

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谈话可以看出, 中国国民党在援助越南

国民党的问题上态度游移。在盟军即将进入越南的情形下, 中国国

民党人已经意识到战后的越南若要独立此时必须发动大规模的独

立运动。从道义角度讲, 中国国民党理当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

南国民党, 使其能在将来新政权中占重要地位, 但在复杂的国际形

势面前,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却拒绝了越南国民党的援助请求。

越南国民党除了获允其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将来可以与中国军队一

同回去外, 没有得到中国国民党其他的实际援助, 甚至其欲脱离越

南革命同盟会而正式获得承认的精神援助目标也未能实现。

中国方面不仅在扶助越南国民党问题上犹疑不定, 对越南革

命同盟会公开扶助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1945 年 5 月 12 日, 越南革命同盟会新近组设的“行动总队”

进入越境后, 为了加强对越南工作的指导, 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

向军委会建议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建议遭

到以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系统的反对, 其理由为:

一、越南党派复杂, 我国应促其团结力量, 集中意志, 以获

得解放与独立, 现时召开代表大会有无把握达到此目的, 抑将

使彼等更趋分裂, 此应注意者一。二、在我国各革命团体力量

均有限, 真正之革命力量在越南国内, 故应避免以导演方式在

外面制造, 促成彼等自相斗争, 此应注意者。三、中法为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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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遴于五强之列, 中法关系应慎重, 故援助越南革命不能

太露痕迹, 此应注意者。四、以上各点, 如会商结果, 认为有举

行代表大会之必要者, 我国应努力劝请越南国民党参加。①

军委会根据中央党部的意见回复张发奎, 请其注意如因代表

大会之召开而引起纠纷, 不如暂缓举行。张发奎对军委会提出的问

题, 作出如下解释:

一、查越南党派大约有三, 即以革命同盟会为中心之国民

党系, 及左倾之独立同盟系, 与保皇之大越党系。自去年 3 月

海外会议后, 经团结一致, 今召开一次全会, 只有团结, 不致分

裂。二、现中越籍干部 500 余人, 分途入越⋯⋯沿边府州官民

团体, 均纷纷向我输诚。兹拟在该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形成根据

地, 形成重点, 大会即在该地区内举行。三、关于中法邦交向遵

守中枢指示办理。现越军已在越境滋长成大, 大会又在越境内

进行。且以驱倭解放为号召, 似不致影响中法邦交。②

张发奎虽尽力争取,“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

能召开。

当中国内部为是否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争

论不休, 越南国民党为争取中国的援助而滞留不归, 越南革命同盟

会的其他领导人, 如张佩公、陈豹、农经猷等因受经济困难而逗留

贵阳时③, 越南人民已在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越盟的领导下发

动“八月革命”, 夺取了政权, 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中方援越态度之所以由积极转趋消极, 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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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受严继组被捕一案的影响。“严案”暴露了越南国民党自

身的缺陷,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其扶植对象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吴铁城令其手下切实研究越南国民党领导力量究竟有多大。① 秘

书张寿贤经研究后, 得出结论认为:“在越南国民党本身, 似亦有矛

盾存在, 如党名原为越南国民党, 在华活动则系以海外执行部出

面, 现又拟成立青年革命行动委员会, 如武鸿卿、严继组能切实掌

握国民党, 国民党又确属健全者, 似不必多立名目, 时时变更”②。

其二, 出于防共的需要。1944 年 9 月, 胡志明回越后, 越南共

产党的活动“顿告活跃”③, 并逐渐“蔓延全越”。越共与中国国民党

虽有抗日的共同目标, 但由于两党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水火不容, 矛

盾和摩擦日益增多。第二方面军外事处副处长萧文为此特向越共

联络员黎松山提出警告。④ 中国国民党支持越南民族独立, 但越南

独立运动各党派中最有实力的却是“越南共产党”, 处此矛盾之中,

中国国民党援越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中央党部系统方面具体操作

援越工作的邢森洲充满顾虑地指出:“⋯⋯现越共势力蔓延全越,

彼以苏联为背景, 与我党主义国策相违背, 虽能联络运用, 不但于

吾人不利, 彼竟将利用吾人为跳板, 阴贮实力, 异日倒戈相向。是故

目下协助越南革命, 一面树法为敌, 一面受共利用, 不得微利徒遭

大害耳。”⑤

其三, 受美国态度的影响。1943 年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上, 罗斯福主张将战后越南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这一主张得到斯大

林和蒋介石的支持。英国由于与法国同样在远东享有巨大利益,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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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邢森洲:“越泰办事处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书”。

邢森洲、王之五情报, 1944 年 7 月 9 日至 15 日越南各方动态。

邢森洲、王之五情报, 1944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 日越南各方动态。

张寿贤上呈吴铁城报告, 1944 年 10 月 21 日, 同上。

吴铁城致张寿贤函, 1944 年 10 月 7 日, 特 011ö1·39。



决反对罗斯福的主张。大会最后决定越南问题的解决是“战后的

事”。①到 1944 年底, 客观形势发生变化, 法国的解放和临时政府

的建立逐渐加强了法国的实力。戴高乐执掌政权以后, 法国政府一

再申明不愿放弃越南的政治权, 并已着手组织远征军, 准备东

来。② 美国从战后欧洲的政局和自身战略利益角度考虑, 决定在殖

民地问题上向英、法等盟国成员让步。1944 年 10 月 24 日, 美国宣

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在 1945 年 3 月 15 日的讲

话中同意法国恢复殖民统治, 但是同时指出, 法国负有“托管国的

责任⋯⋯并且规定独立是最终目标”。③

战时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美国反对法国战

后恢复在越南殖民统治的态度妥协后, 中国政府对法的态度也相

应改变。1944 年 10 月 10 日, 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法国临时政府代

表贝志高将军, 表示愿意帮助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④10 月

23 日,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⑤

其四, 法越当局对华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中国政府调整对越

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944 年 8 月, 盟军解放巴黎, 推翻维琪政府

后, 日本与法越当局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法越当局在日本和越盟的

双重压力下, 对中国态度发生根本转变, 由“挟敌自重”、“傲慢无

礼”转变为请求援助。⑥ 为了使法国在战后对越南问题仍有发言

·25·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萧文,“越南情况判断”, 1946 年 10 月。

V ietnam and Ch ina, p98.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 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88 至 96 页。

加里·R·赫斯:《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 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 美

国与东亚》,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84 页。

邢森洲:“越泰办事处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书”。

F oreig n R ela tions of the U n ited S ta tes: T he Conf erences a t Ca iro and T eh ran,

1943, p485, U nited States Governm ent P rin ting O ffice, W ash ington, 1961.



权, 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

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 如: 承认中

国在越南有种种之特权, 华侨在越南有特殊之地位; 法国愿以其人

力技术复修滇越、桂越两铁路, 供中国自由使用, 中国人民货物得

以自由出入, 由中国在海防设立海关, 自行征税, 等等。①

抗战时期, 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半

公开扶植, 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公开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

对法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 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

部纷争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中国国

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 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

越的最高原则。随着抗战后期法国地位的回升, 并表示愿意牺牲自

己在中国的利益以换取中方对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支持, 中国在

援越的问题上开始动摇, 援越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 由积极转趋消

极, 由公开转趋半公开。

(作者罗敏, 1972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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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文,“越南情况判断”, 1946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