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访英团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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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兆东

内容提要 中国访英团, 又称中国报聘团, 该团是对 1942 年英国议会

访华团对中国访问的一次回访。1942 年, 在英国议会访华团来华之前, 中国

便决定派报聘团对英国进行回访。议会访华团来华时,也表示欢迎中方派访

问团赴英访问。孰料在议会访华团归国后, 中英关系又屡起波折, 致使拟议

中的访英团赴英报聘之事一拖再拖。当英方终于发出初步邀请后, 中方在选

择访英团成员时,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访英团成员的人选多次发生变

更。团员人选的一再变更,一方面表明中方对中英关系非常重视, 另一方面

表明这一时期中英关系充满波折。虽然如此,合作的愿望还是使得双方克服

了重重障碍,访英团最终得以成行,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关键词 英国议会访华团 中国访英团 中英关系

1943年底,中国政府为敦睦中英盟谊, 特组织派遣中国访英

团,对英国进行了为期 40 多天的友好访问。中国访英团, 又称中

国报聘团。顾名思义,此次访英是对 1942年英国议会访华团对中

国访问的一次回访。其性质同议会访华团性质类似,都是友好访

问团,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英的相互了解,促进双方的关系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当然, 世易时移, 两次活动的侧重点亦有不同之处。

英国议会访华团访华时,正值民主国家较为困难的时期。因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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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振奋中国的士气,以便共同战胜法西斯, 赢

得二战的胜利。而中国访英团访英时,民主国家在各个战场已转

入反攻,二战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国访英团访英的重点则在消除

双方的误解,为战后世界的安排和中英间的合作奠定基础。

以往学界关于中国访英团,鲜有探究。∀ 笔者利用中英相关

的档案资料,试对此问题做一述评。

一 访英团之由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英两国正式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然

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两国间利益纠葛错综复杂, 彼此须求

谅解之处仍然颇多。1942 年, 英国为了振奋中国的士气, 加强两

国的战时合作, 决定组织议会访华团。11月, 英国议会访华团飞

抵中国,对中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友好访问。访华团的足迹遍及

中国的西南、西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访华期间, 访问

团成员一方面向中国民众介绍了英国的努力抗战生产情形, 另一

方面对中国的抗战情形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可以说, 此次访

问,对于增进两国的友谊, 大有裨益。有鉴于此,在访华团即将离

开的前夕,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建议访华团成员在致蒋介石委员

长的感谢函中, 顺便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英国能够迎接一个中国

代表团。由于不能确定蒋委员长是否赞成派代表团访问英国, 起

初访华团成员对此建议有点犹豫, 但是后来还是接受了。# 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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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成员并不知道,其实早在 10 月 22日- 31日召开的第三届一次

国民参政会上, 鉴于英美自动宣布放弃在华特权的友好举动,和英

国议会访华团即将来华的现实,龙文治等参政员已向会议提出议

案,希望由参政会遴选参政员组织访问团前往英美进行报聘。王

冠英等参政员也提出遴选参政员 5人组成参政会英美苏三国访问

团分赴各该国访问, 以资沟通中外朝野情感、加增盟国联系的议

案。∀ 11月 24日, 在国际宣传处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 有记者问

访华团成员,对于中国派访问团报聘之问题有无提及。访华团成

员卫德波( Wedderbur n)称: ∃如中国派访问团至英国, 英国朝野当

极表欢迎,盖藉此益增进中英两国友谊外,复可考察英国战时生产

之情况及其他生产能力。% # 12 月 7 日,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外交

记者撰文表示欢迎中国派遣访问团赴英访问。& 种种迹象表明,

中英双方希望通过互派访问团,进一步增强双边的友好关系。

英国议会访华团于 1943年 2月份回国后,在历次向议会所作

的正式汇报中, 都努力展现了中国对英国的友好表现和战时中国

努力生产抗战的画面,并且希望政府尽其所能援助中国。议会上

院的一位勋爵在听完他们的报告后,感慨道: ∃毫不夸张地说,出发

时他们是英国的宣传者, 回来后变成了中国的宣传者。% ∋ 中央日
报!、 大公报!等报刊,对访华团成员的这些友好言论都进行了跟

踪报道,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民众和政府对访华团的美好印

象,而且也推动了中国政府组织访英团的步伐。∃先是, 在三月以

前,重庆各界,便飞斥了一种异样的消息 ( ( ( 我访英团应英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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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将组成出发;为了征求英政府的同意, 一直将这令人兴奋的

消息,沉埋在征求同意的过程里%。∀ 那么当时英国为何迟迟没有
发出邀请呢?

实际上,英国已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邀请中国组织报聘团访问

英国,只是何时邀请为宜尚待确定。1月 6日,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 H . Seymour )向本国外交部提议, 邀请中国组织报聘团赴英访

问。但外交部认为, 邀请中国报聘团来英和议会访华团访华之间

应有个适当的时间间隔; 其次在访华团回来后的这段时间, 英国忙

于邀请中国的一些要人来访, 其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和宋子文博士,

因此邀请报聘团一事留待以后再议。# 然而, 他们没有料到, 宋美

龄和宋子文是否接受邀请却迟迟无法确定下来。

鉴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中国享有的威望和其特殊地位, 英

国希望通过邀请其访英, 不但可以加强中英友好关系, 而且可以借

此让宋美龄改变对英国的偏见。& 为了确保邀请成功, 英国外交

部甚至决定以接待罗斯福总统夫人的规格来接待宋美龄, 尽管她

并非国家元首的夫人。1943年 2月 23 日, 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

克斯( E. F . Halifax)奉外交部的命令, 拜访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宋

美龄,并向她发出邀请, 希望宋在回国前能够访英。鉴于抗战以

来,英国的种种表现,宋美龄对于自己访英能够取得多大成效, 表

示怀疑。因此, 对于是否接受访英,有点犹豫不决。宋美龄说, 她

非常感谢英国的盛情相邀, 她很希望去英国访问。只是她要服从

医生的建议,目前她无法做出具体的安排。两个人还就各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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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交换了看法。哈利法克斯 24日在给外交部的函电中说, 肯

定蒋夫人出国是要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这次会谈,两人的谈话非

常融洽,宋的态度比以往都要友好。∀ 英国外交部对此次邀请颇

有信心,同日,英国外相兼下院领袖艾登( Anthony Eden)在下院

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正式邀请蒋夫人访英。在答复议员的询问时,

艾登称: ∃去年年底, 吾人即已邀请蒋夫人来英,以后又再作一次邀

请。余深信当时其健康尚不允许作确定之计划, 然目前彼已完全

康复,余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且有一切理由可以希望此一高贵

之夫人能在返华前来访吾国。% # 然而, 正当英国认为邀请颇有希

望成功之时, 3 月 21 日邱吉尔那篇带有歧视中国的广播演说 胜

利后的英国!,最终促使蒋夫人下定决心, 拒绝了英国的邀请。邱

吉尔在演说中除了讲述胜利后英国的四年计划外,关于战场形势,

邱吉尔说应首先击败德国, 当然, 击败希特勒之后,英国将去世界

的另一面,惩处日本,拯救处于长久磨难之中的中国;对日作战时,

在兵力部署方面,将与当前有很大不同。在击败希特勒后, 必然有

一部分复员工作要进行。谈到战后的世界安排时,邱吉尔说以英

美苏三大战胜国为首的联合国家应该立即开始商讨建立未来的国

际组织。& 该演说,在中国引起了强烈不满。∋ 22日,针对邱吉尔

演讲的内容,蒋夫人在芝加哥演说中,批评道: ∃欲博得国人一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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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许,比较容易;欲一言一行,悉本良心, 则比较困难; 尤其是当良

心告诉吾人,为防止将来之毁灭与屠杀计,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

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 ∀为平息中国的不满情绪, 26 日

英国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议会演讲时表示,英国将协助中国对日

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在战后和平期间, 中国将与美苏英三国

分担完全的责任,希望中国不要怀疑英国的诚意。虽然艾登对邱

吉尔演说的内容进行了修正, 但邱氏的演说对中英关系产生的消

极影响,显然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与艾登演讲同日,蒋介石就访英

事致函蒋夫人: ∃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观邱吉尔廿一

日演词,对世界问题仍无觉悟, 对中国观念毫无变更,将来政治似

无洽商余地。如吾人此时访英,将被视为有求于人, 否则, 亦只有

为其轻侮,或反被其欺诈耳。% #此刻, 蒋对邱氏的演说异常愤怒,

对与英国进行交涉已经不再抱有信心。这样, 原本对访英就不抱

希望的蒋夫人, 最终决定,取消访英之行。5月 7日, 蒋夫人致函

蒋介石,告以此事。尽管蒋介石对英国的许多作法, 心怀不满, 然

心情稍微平静后,顾虑到中国所迫切要求的反攻缅甸计划, 如果得

不到英国的赞助, 将无法实施, 故又不希望中英关系继续恶化下

去。14日,蒋委员长致函蒋夫人谓: ∃邱吉尔既到华府, 如能与某

相见面,则于公私皆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

其个人过去之态度, 更不必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

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立法克斯先行接洽, 而后由罗总统为

之介绍,何如?% &同一天, 蒋介石还致函宋子文, 告诉他要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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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光复仰光的计划,必须在英国方面多下工夫,才能奏效; 同时

告诉宋子文: ∃三妹既不访英, 则乘邱在美之机, 最好与之会晤一

次,此乃政治上之常道, 不能专尚意见与感情, 照现在外交形势似

有谋晤之必要也,请与三妹详商之。% ∀显见,在宋美龄决定拒绝访

英后,蒋介石希望通过蒋夫人与邱吉尔在美国会面, 改善两国关

系,以利于今后各项对英交涉。不料,由于在会见地点的选择上存

在分歧,最终蒋夫人与邱吉尔在美国的会面未能实现。宋美龄拒

绝访英以及拒绝同邱吉尔会面,这既是中英矛盾发展的结果,反过

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矛盾。

然而,中方知道,要想顺利实施反攻缅甸的计划, 就不能任由

中英关系继续恶化下去。英方也认为改善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对

英国来说非常重要。首先, 鉴于在中国的影响,与美国相较, 英国

已经处于极大的劣势。要想重新挽回在华的影响,英国就必须改

善同中国的关系;其次废除治外法权后,为了保证在华的英商能有

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良好的中英关系必不可少;再次, 考虑到中

美关系密切,即使单纯为了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也需要改善与

中国的关系。这样, 在蒋夫人访英已经注定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中

英双方开始着手安排宋子文访英事宜及中国访英团赴英访问之

事。6月 9日,顾维钧拜访了艾登, 他遗憾地告诉艾登, 蒋夫人的

健康状况不佳, 恐怕在最近的将来她无法来英访问了。艾登对此

表示遗憾。接着两人讨论了计划中的宋子文访英事宜。艾登说在

华盛顿时,宋子文曾告诉他将在夏天访英,艾登希望将此访问安排

在 7月。# 19日,中国驻英大使馆代办陈维城告诉远东司司长阿

什利 克拉克( Ashely Clarke) ,宋子文将于 7月中旬前来英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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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访问。

钱端升在致英国友人的信函中曾经提到, 若是蒋夫人能够访

问英国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访英团赴英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

大了。∀ 英方原本希望通过邀请蒋夫人访英来改善增强中英关

系,结果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因蒋夫人的拒绝致使中英关系出

现新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 早日邀请报聘团赴英访问,向其他国

家宣示中英关系的友好,其意义便非比寻常了。在宋子文访英事

宜已经基本安排就绪的情况下,邀请中国组织报聘团来英访问, 顺

理成章地提上了英国政府的日程。早在 5月 5日,英国方面从罗

斯福总统那里得知, 蒋夫人访英一事,已经基本无望。# 只是还要

等待中国方面的最后确认。在 18日议会开会时, 有议员希望外相

就中国报聘团访问英国的可能性做一说明。外交部的人员回答

说,现在看来蒋夫人很可能不来英国了,宋子文可能在未来的几周

内抵英,因此现在向重庆发出邀请较为适宜, 希望由国民参政会代

表组成的访问团能在秋季来英国进行访问。但在正式发出邀请之

前,还有一些前提工作需要做。第一,我们必须征询薛穆对此事的

看法;另外,我们需要与上下两院的议长协商。因此, 目前还无法

发表明确声明, 两周后对此问题,再做答复。& 20日, 英国外交部

告诉驻华大使薛穆, 现在看来已经没有理由继续推迟邀请中国友

好访问团来英访问了。他们不知道薛穆是否赞同邀请访问团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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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来英。∀ 26日,薛穆回复说, 他赞成报聘团秋季赴英, 希望立即

向中国提交邀请。至于报聘团的性质,他认为有必要即刻与代理

外交部长商谈, 以确定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 6 月 9 日, 英方接

到了关于蒋夫人访英一事的正式答复, 顾维钧告诉艾登,蒋夫人在

近期不可能来英国了。10日薛穆奉外相艾登电令,询问代理外交

部长吴国桢中方有无派遣报聘团赴英报聘之意,并建议若果派遣,

似以秋季前往为宜, 且望对于访问团人选能事先告知, 以便邀请。

吴国桢表示,中方希望派团赴英报聘,至于访问团的人选, 他个人

的意见是访问团将由立法院和国民参政会联合选派,这样访问团

在性质上与议会访华团最为接近。& 15日,薛穆电告外交部说, 中

国政府愉快地接受了英方邀请中国组织报聘团之提议,但鉴于访

问团的性质和成员尚未确定, 因此他们希望等到成员确定下来后,

英方再发出正式邀请。17日, 薛穆再次致函外交部说, 中国政府

不反对发表这样的声明, 即英国已经与中方接洽, 中国报聘团有望

于今年秋间访英。薛穆还解释说, 几天前他曾就发表这个声明征

询过吴国桢的意见, 但吴非常小心,对于蒋介石关心的问题自己不

敢给出明确的答复。∋ 由此可见, 中方对于派报聘团赴英之事非

常重视。接到中方的肯定答复后, 23日艾登在回答议员就中方组

织报聘团一事的询问时说: ∃我们已经通过驻华大使与中国政府进

行了接洽,中国友好访问团有望于今年秋间来英访问。正式邀请

将在访问团的性质和成员确定下来后再发出。%艾登并表示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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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英后,将会受到隆重热烈之款待。∀ 至此,中方组织报聘团赴英

访问之事已初步确定。

二 访英团成员的选定及访英准备

在得到英方发出的初步邀请后,蒋介石令军事委员会参事室

主任王世杰对组织报聘团一事妥为核议,并让他拟定人数与名单,

以备鉴核。众所周知,一次访问能够取得多大成效,访问团成员的

组成状况至关重要。1942 年来访的英国议会访华团是由上下两

院联合选派,代表三大政党。如此规模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充分表现了英国对发展中英关系的重视。那次访问对促进中英友

好,裨益良多。然美中不足的是, 议会访华团成员的声望普遍较

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影响。1943 年 9 月, 蒙巴顿( Louis

Mountbat ten)夫人同顾维钧谈话时, 曾抱怨说, ∃去过中国的英国

国会访华团成员都不是英国的重要人物,因此不能号召许多人来

听他们讲话; 如果派一些知名人士访问中国, 情况就会大不相

同。% #

那么中国在选择报聘团成员时, 考虑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3

月 9日,蒋介石曾约王世杰会商参政会组织访英团事。关于访英

团人选,王提出吴贻芳、陈源、杭立武、钱端升、王云五诸参政员请

蒋予以考虑。王表示自己不愿参与其中。& 由于英方迟迟没有发

出邀请,此事也就暂且搁置了。6月, 接到英方发出的邀请信息

后,蒋令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筹办此事。对于报聘人选, 王世杰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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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党部及参政会各推二人组织,并由孙科率领。但蒋并不赞

同孙科担任此项任务。几天后,蒋告诉王世杰,初步预定访英团由

参政员吴贻芳、王云五、钱端升、傅斯年、胡政之、杭立武组成。随

后,蒋将此安排电告顾维钧,征询顾的意见。鉴于中国没有与英国

议会相对等的机构, 7月 5日顾维钧拜访了英国外次彼得森( M .

Peterson) ,就报聘团的组织方式征询了英方的意见。顾维钧问如

果报聘团不仅仅是由参政会派出的话, 英方是否予以同样热烈的

接待。彼得森说,要是那样, 邀请函将由政府发出,而不是由议会

发出。在与英外次协商后, 顾就访英团人选问题向重庆提出如下

建议:第一,最好将团员性质放宽, 如能包括他界代表, 则联欢范围

更广,更能鼓起英国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和同情。第二, 团员人数可

以定 6人,但不必限于参政员。除教育新闻界外, 党与经济及工业

社会各方面也可酌派适当人员参加,比如党的吴铁城、蒋梦麟或王

世杰,经济如陈光甫或贝松荪先生,社会如晏阳初先生, 工业如刘

鸿声或钱昌照先生等。第三, 我国参政会性质与英议院稍异,如访

问团能包括他界专家成为范围较广之团体,则对英各方联络更易,

既可博英民之情感, 益可宏访问之效。顾维钧并言: ∃近数月来, 因

中英间种种摩擦,此间政府议院及民众方面殊多流言, 或谓我态度

骄矜,或谓我国家主义过浓,而英方驻华经济军事代表所陈政府关

于我国现状之秘密报告, 语多悲观,益滋评议。钧意此次访问团首

席,似宜遴派资望深经验富者充之,庶藉此极力转移视听, 俾收一

举两得之效。% ∀12日蒋介石与王世杰商量访英之事时, 希望王世

杰作为党部代表参加赴英报聘。王认为还是孙科较为合适。但蒋

并不认同,且询由吴铁城和王一同前往如何。王世杰说,吴铁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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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此行。最后蒋表示还是由王代表党部前去为好。15日, 就访

英团组织事,王世杰向蒋汇报说: ∃一,此次报聘团似以由参政会及

党部派员参加为宜, 如另向会部意外遴人参加, 则其组织颇嫌纷

杂,或不易为英方一般人士所明了或重视。窃意钧座似可就中央

党部中再指定二人参加访问。二, 参政员中经遵示接洽,表示愿往

者,有王云五、钱端升、杭立武、胡政之四人。日昨陈启天参政员来

言,如就其他党派中指定一二人参加, 对内对外, 似均有益。% ∀ 得

此建议后,为了扩大访英团的影响,蒋介石希望行政院方面亦能派

人参加。22日,蒋致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 希望行政院方面

从张厉生和蒋廷黻二人中选择一人参加。28日行政院方面决定,

由蒋廷黻前往。# 8月 7日, 吴国桢告诉薛穆,访英团成员很可能

将在接下来的几天确定, 访英团将在 9月底参政会闭幕后出发。9

日,访英团人选确定如下:政府方面由王世杰及蒋廷黻、萧同兹代

表,参政会方面由王云五、胡霖、钱端升、杭立武参加。这样访英团

就由政府和参政会组织, 将于十月中旬启程。& 英方对访问团的

组织进展非常关注, 因为访问团的组成状况将决定邀请函由哪个

部门发出,另外英方希望中国所派成员有助于加强中英友谊。8

月 3日,英驻华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说, 钱端升可能入选访英团。

在英国,钱端升以反英而闻名。因此, 英国不希望此人入选访问

团。8月 25日,英国外交部告诉薛穆: 如果钱端升真的是访问团

成员的一名候选人, 那么他是否可以暗示中方此人并不受欢迎。∋

9月 4日,就访英团组织的最新进展, 薛穆致函外交部谓: 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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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希望透漏任何有关访问团组成的信息, 因为该

团理论上代表国民参政会, 而参政会将在 9月中旬开会。现在被

提议参加访问团的成员是王世杰、蒋廷黻、杭立武、萧同兹、钱端

升、王云五和另外一人。据说王世杰可能退出, 但我希望不是事

实,因为他最为合适。在与代理外交部长吴国桢交谈时,对于钱端

升入选访问团我表示了惊诧。我告诉他,钱端升以批评英国的战

争努力、怀疑英国的政策而闻名。吴国桢解释说, 他的性情就是这

样,喜欢批评,不仅仅是批评英国, 但是他相信钱端升是真心希望

中英合作的。如果他参加访英团, 无疑所见的景象会给他留下很

深的印象,这对中英关系必然产生好的影响。我对此表示怀疑。

访问团若由目前这些人组成, 比较好,我也不想在钱端升的问题上

继续纠缠。代理外交部长强调说, 虽然这些名字大家早已知晓, 但

他并未被授权告诉我有关访问团成员人数的信息,在同其他人谈

话时, 不能引用他所介绍的情况。∀ 8日,薛穆再次致函外交部说:

访问团的组成再次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可能由 4名参政员、4名党

员和一位秘书共 9人组成。我在 4日所发电报中提到的人很可能

仍然在列。很抱歉, 人员增加了, 因为很多组织都希望派代表参

加。访问团直到 10月 20日至 30日期间才能动身。我告诉他们

那样访问团到达伦敦的时间将不太合适, 但他们说没有办法。#

29日薛穆向外交部汇报说, 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吴国桢告诉他正式

邀请将推迟至访问团成员明确确定后再发出, 吴说访问团成员将

很快确定,但薛穆担心不到最后一刻,仍有可能发生变化。代理外

交部长同意邀请函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发出,访问团的名称为∃友好

访问团%( the Goodw ill M ission)。薛穆希望中国有关方面尽早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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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访问团的人数和出发到达的日期, 但看起来访问团的成员仍

未确定。∀ 果然不出薛穆所料, 10月 1日,吴国桢通知薛穆说, 访

问团的成员组成需要进一步讨论,蒋介石委员长要到 10 月 10 日

以后才能宣布成员名单。薛穆猜测, 王世杰可能被任命担任部长

职务,这使他无法离开中国,此事没有确定, 访问团人员也就无法

确定,因为在目前安排的访问团成员中,王的职位较高。在他看来

目前中国政府对访问团成员的名单和可能离开的时期,都无法宣

布了。# 6日, 薛穆致函外交部说, 他被告知, 访问团成员的人数将

会减少。他在 9月 4日的函电中提到的蒋廷黻、萧同兹、钱端升将

退出访问团。蒋廷黻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救济

大会,今天已经宣布。估计访问团成员将再次不会超过 6人,包括

秘书在内。一名访问团成员告诉他访问团的组成将在 10月 10日

后宣布,离开的日期在 11 月 10日至 15日之间。& 13 日, 英国方

面得知访问团将由 4名参政员和一名立法院成员组成。这个结果

令英国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认为访问团成员的性质若广泛些,更便

于加强联系。22日,吴国桢正式通知薛穆, 访问团成员已经确定,

他们是王世杰、王云五、胡霖、杭立武、温源宁和秘书李惟果。关于

访问团的正式名称, 吴告诉薛穆, 经进一步考虑, 中国政府不希望

使用友好访问团这个名称, 而代之以中国访英团( the Chinese

Mission to Great Britain) ; 另外, 访问团将于 11 月 15日左右出

发,拟在英停留一个月。∋ 这样, 经过多次变更后, 访问团成员及

出发日期最终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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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方为什么屡屡变更访问团的人选呢? 众所周知, 无论

在反攻缅甸还是战后世界安排方面,中方都需要、也希望与英方保

持密切合作。如前所述, 在宋美龄决心不去访英后,蒋曾希望宋利

用邱吉尔在华盛顿的机会,与邱会面,以利于两国交涉。因此, 中

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在访英团人选问题上, 蒋介石全程参与并

最终决定了此事。对于访英团人选,最初蒋主张有参政员组成, 不

主张党部派员参加。后来顾维钧的建议,加上王世杰的劝说,使蒋

改变了主意,决定由政府和参政会派员参加, 以扩大访英的效果。

但后来随着中英关系的波动, 蒋对访英的态度又发生了骤变。备

受中方关注的宋子文访英, 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效。英方在

西藏问题、贷款问题上的态度, 丝毫没有改变, 对于反攻缅甸也缺

乏热心。随后召开的魁北克会议, 英美首脑再次重申了欧洲第一

的战略原则,对于中方关注的反攻缅甸计划, 则决定在击败希特勒

之后再仔细研究。英方的诸多表现,令蒋大为失望,于是蒋决定大

幅缩减访英团的人数。9月 29日,蒋主张将访英团成员, 由原定 8

人减为 4人,蒋廷黻、萧同兹、钱端升、杭立武 4人均不必去。王世

杰认为那样能讲演英语之人太少了,坚持在钱杭二人中,应有一人

前往,于是最终确定:王世杰、王云五、胡霖、温源宁、杭立武 5人前

往,李惟果任秘书。访英团首席王世杰在 9月 28日所写的日记,

或许可以解释访英团人选为什么会发生骤变。王在日记中说: ∃英
国近来对中国态度, 使我政府中人多不满。九龙问题既悬而未决,

香港问题则暗示无交还中国之意; 西藏问题则反对中国实行控制;

五千万镑借款事,则坚不让步,以致迄无结果。职是种种, 蒋先生

对访英一事,颇不热心。并拟即将原定访英团人数缩减。% ∀ 可见,

英方的表现令中国失望, 这是导致访英团人选发生骤变的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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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然变化的不仅是成员的数量,访问团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由以前的∃友好访问团%变成了∃中国访英团% ( T he Chinese M is

sion to Great Britain)。在顾维钧看来, 此种称谓并不妥帖, 容易

引起误会。因为在英国, mission 一字如不加说明, 会使人怀疑访

问团有对英交涉之任务。因此,顾建议将访问团的英文名称改为

The Chinese Special Mission To Gr eat Britain 或 T he Chinese

Mission on V isit to Great Britain。此建议并未被采纳。访英团

人选的一再变更,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中英关系的重视;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关系依然充满波折。

成员确定后,访英团加紧了访英的准备工作。10月 27 日, 王

世杰就访英诸事安排电告顾维钧, 征询顾对此的意见, 并让顾与叶

公超在伦敦提前预为布置。29、30日,顾维钧两次致函外交部, 除

对访英团的名称提出自己的意见外; 顾并言, 为表示专诚访英起

见,访问团似以沿途不接受正式参观之邀请, 对新闻记者亦不作正

式谈话为宜。∀ 事实证明, 顾的这个意见也未被采纳。

10月 29日, 王世杰就访英团的性质及目的向国民参政会驻

会委员会做了汇报。王谓, 访英团由政府与国民参政会及立法院

共同商洽选定, 其目的在增进英人对华之了解,减少其疑忌, 以期

造成一种更友好之空气, 为政府对英交涉暨今后中英合作增加便

利。至于到英以后之活动,拟不完全注重公众集会及演讲, 当并注

重个别团体,或朝野要人之访问。# 11月 1日,访英团拟就在英工

作计划,对于在英言论范围及对中英间所存各种问题的态度做了

大致规定。计划规定,访英团团员在英言论除以忠实态度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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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事实以及中国人民在生活上及思想上之变化外,当以下列

两点为重点。第一, 中英两国之加强合作, 为中国人民的普遍期

望。中方宣讲此内容,意在祛除英人对于中国复兴之疑惧、祛除英

人对我政治动向之误解、祛除英人对我∃排外%之疑忌。第二,抗战

到底为中国人民最坚强的决心,中国决不因任何困难或引诱而放

弃∃敌人无条件屈服%之主张。此点用意一面在祛除英人关于中日

中途妥协之疑虑,一面暗示中国决不能赞同盟邦以任何理由中途

变更对日政策之意。对于若干具体问题的言论, 计划规定除战后

如何制裁日本问题或可酌量公开论及外,访英团应不作任何公开

的讲演或讨论。遇有询问而不便绝对拒绝答复时,其措词亦当守

下列范围:第一,港九问题( 1)九龙为租借地, 故中国民众咸认九龙

问题为废除外人在华治外法权问题之一部。( 2)对于香港问题, 中

国报纸迄未有具体的讨论。( 3)一般中国民众有一共同感觉;即中

英既是盟邦,此项问题不久必能完满解决。第二, 西藏问题: ( 1)一

般中国舆论,认西藏问题纯为内政问题。( 2)西藏地方政府之态度

虽甚模棱,但西藏民众大都倾向中央;一因中藏有悠久历史而且根

本并无恶感。二因西藏地理历史以及其经济条件,决不能脱离中

国而独立也。( 3)依照三民主义之原则,中国必与藏人以完全平等

之待遇。第三, 英国对华五千万镑借款问题: 访英团可表示对于此

事磋商之经过, 不甚明了,因我政府并未发表任何文件, 亦未向国

民参政会提出报告。至于一般中国民众,似均以为此项借款业经

双方议定,完全解决。第四,印度问题: ( 1)中国民众希望英印能早

日协调,打开僵局;中国一般舆论界并无其他主张。( 2)中国民众

同情于印人之要求解放; 但就本团同人所知, 中国政府对于一切可

能增加英政府处理印事困难之言论,尝尽力阻抑; 而且对于英印间

之态度皆坦白公正, 从无不公开之时。第五, 英国远东殖民地问

题: ( 1)中国报纸很少讨论。( 2)中国言论界所注意的为中国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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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荷印等地华侨待遇问题。( 3)中国不独对于此等殖民地无任何

野心,即对于缅甸安南等地,亦决无土地要求。第六, 战后如何制

裁日本:对于此一问题, 中国民间言论最明显的倾向,有如以下所

述: ( 1)台湾流球及九一八以来日人所占领的中国领土, 必须归还

中国。朝鲜必须独立。( 2)日本必须完全解除武装,九一八以来战

争祸首必须惩罚。至于如何根绝日本再度发动侵略之可能, 中国

人民认为其关键不在盟邦战后对日政策之宽大或严厉,而在英美

中苏四国能否充分合作。∀ 从访英工作计划, 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

中英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访英团希望通过其活动, 消除英

方对中国的各种疑虑,以增强中英友谊; 若被问及具体问题, 访英

团的态度是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立场, 另一方面又力争避免双方矛

盾公开化。毕竟,访英团的任务是为了增进中英友好。

10月 24日, 王世杰询问蒋介石, 访英结束后, 访英团是否可

以取道美国返国,藉此观察了解美国情形。蒋对此提议甚为赞同。

这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借此表现对美国的友谊和重视, 以免使美国

感到受了冷落。国民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三 访英团英伦之行

按照双方的事先约定, 11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 ∃ 去年秋

间,英国国会议员团来中国访问, 于中英邦交之促进, 裨益良多。

政府为敦睦中英盟谊,鉴于国民参政会曾有组织访英团之建议, 并

应英国政府之正式邀请,现经决定组织中国访英团。并已征询国

民参政会主席团及立法院院长意见, 选定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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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参政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立法院立法委员温源宁等五

人为团员,并派李惟果为该团秘书,业经本部通知英政府该团即将

定期启程。% ∀同日,英国政府在国会也宣布了此事。11日,  中央

日报!发表社论 中国访英团之使命!。社论称: ∃这个访问团,就其

所包含之份子言,一如去年今月光临我首都的英国议会访华团, 非

独是政府的使节,抑且是国民的代表:这个访问团,就中英邦交之

敦睦言,一如两国朝野人士所预期,不仅是一种礼仪的往来, 尤其

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 同日下午, 国民参政会为访英团成员举行

欢送会。参政会主席张伯苓在致欢送词时指出: 访英团最大的任

务,是想以∃同舟%之雅,互谋∃共济%之策。总之, 访英团此行的主

要目的,就是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增强中英两国的友好

关系。

15日,蒋介石约访华团成员聚餐, 对他们在英的工作有所指

示。蒋希望访英团诸人与英国教育文化界人士多接触, 以增进英

人对中国之了解。

诸事准备完毕后,访英团一行于 11 月 18日离开中国。陪同

出访的有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华慈、路透社记者赵敏恒。

鉴于议会访华团在中国受到的隆重接待, 英国方面对于访英

团英伦之行,格外重视。对于访英团各位成员的情况, 除了每位成

员的履历外,英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向外交部重点强调了王世杰、

李惟果两位成员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外交部在接待时,

予以重点考虑。10月 28日,曾为访华团成员的卫德波致函艾登,

建议外交部接待访英团应隆重热烈, 因为中国人对人员的接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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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常重视。外交部回复说,将尽一切可能对访英团予以热烈接

待。

几经辗转, 访英团于 12月 13日抵达伦敦。休息 3天后,按照

访问行程安排, 开始正式访问。在此后留英的 40多天内, 访英团

访问的范围非常广泛,从议会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其足迹遍及

英伦各地。所接触的人物有英王、首相、各部大臣、内阁阁员及各

界的代表人物, 还有学生和工人。访华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

欢迎。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访英团成员一方面向英方阐明战后

中国的建设计划,以祛除英人对未来中国前途的担心; 另一方面指

出早日反攻缅甸,击败日本的必要性,以督促英国早日实施反攻缅

甸的计划。英方认为访英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将英国战争努力、

战时工业和劳工组织的生动画面带回国内,同时让国人放心,在西

方击败希特勒及其附属国之后, 英国将在远东继续作战。因此英

国官员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在击败德国后,英国将集中全力击败日

本,意在祛除中方对英国远东政策的担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1944年 1月 25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对访英团成员的接待。访英团

成员是邱吉尔首相自北非病愈返回伦敦后,首次接待的外宾。在

会见中,王世杰说英国的战争努力令人感佩。邱吉尔谓,英国只有

4000万人,战事负担极重, 但英国必令敌人受正义之裁判。对于

对日政策,邱谓,他赞同∃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这种主张, 并表示

击败德国后,英国必以全力击败日本。在正式场合,中英双方都尽

量避免谈论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1944 年 1月 17

日,访英团成员出席了宣传部举办的记者谈话会。当有印度记者

询问访英团成员中国政府对印度与英国关系的态度时,主持谈话

会的宣传部次长立刻起而制止,谓记者不该询问此类问题, 因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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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系中国国民之代表,以人民之友谊答聘英国为主要任务。∀

除正式访问外, 访英团成员还私下里拜会了英国的一些要人,

同他们就中英双方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交换了看法。1943 年 12

月 31日, 王世杰在晚饭后拜访了克利普斯。两人谈至半夜, 对很

多重要问题都坦率交换了意见。∃彼(指克利普斯)谈话要点名次:

一、邱吉尔最重私交,故邱蒋会晤非常重要。二、英国执政诸人并

不重视中国,但英国民间态度已变,不久英国执政诸人不能不变,

此可以英苏关系为前例。三、中国对印态度彼甚了解, 惟印度内部

之复杂,中国或不甚明了。四、中国应民主化。五、苏联不反对立

即参加一种国际组织;此事关键在美国。%王谓:中国政府对印度问

题绝无增加英国困难之意,并时常限制民间言论。通过此番交流,

王世杰认为克利普斯对华态度确极诚恳。#

访问中,英人对中国的同情和英人的战时努力给访英团诸君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世杰在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上院议长

西门爵士( Simon) ,说他对访英团成员极为热心,表现甚好, 盖以

此向中方作为弥补。因以前他任外相一职时,对华态度颇不友好。

还有当访英团访问伯明翰时, 该区很多年迈妇女以数年前支持张

伯伦政策,致使中国因此而遭受莫大灾害而向访英团表示歉意。

因伯明翰为英前首相张伯伦的选举区。& 她们也为当年曾选举张

伯伦主政对中国表示歉意。当然, 也有令访华团成员感到遗憾的

地方,那就是英国民众对中国知之甚少、英国报纸甚少刊载有关中

国的新闻。访英团成员曾询问某学校一儿童: ∃中国首都在何处?%

该童答曰: ∃在日本。%另有某飞机制造厂的经理居然不能读出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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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胡%∃温%两团员的姓氏。这些事令访英团成员感到相当惊

异。访英团抵英后不久, 便发现英国报纸甚少刊载中国新闻。团

员询问英报界人士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 获得的答复是: 第一, 英

人均一致注意欧洲战事新闻。第二, 英国报纸读者均不能了解中

国军事政治发展之含义。访华团成员经过此次旅行后, 终于获悉

∃英国于过去三年为何不能对华畀以更大援助之故%了。∀

1944年 1月 28日,访英团圆满结束对英国的访问。此后, 按

照事先安排,访英团成员兵分两路,团员王云五、杭立武、温源宁绕

道土耳其伊朗返回重庆; 王世杰、胡霖和秘书李惟国经美国返回。

除了对访英团绕道访美略有微辞外 # , 英方对访英团的总体

表现较为满意, 认为访英团此行利于中英邦交之促进。1944年 2

月 23日, 艾登就访英团访英之事致薛穆函云: ∃可以肯定的说, 此

次访问具有重要价值。访问团给每个与他们接触的人都留下了美

好印象。虽然他们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信息,对那些热情接

待的团体也鲜有鼓励,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就是中

国希望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与英国进行合作。估计他们对英国的

印象是我们是一个强大坚毅的民族, 我们对中国的正当要求表示

同情。可以预期,访英团对两国关系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 恰

如艾登所料,不久薛穆便将访英团成员在各种场合下所作的访英

报告,向外交部做了汇报。薛穆认为这些报告对于加深两国友好

关系,大有裨益。加拿大驻重庆使馆人员也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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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英团成员所作的报告, 显示了中方对英国的友好态度。

访英团成员回国后, 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演讲中,向中国民众介

绍了英人对中国抗战之同情及英人战争之努力情形。为了加深中

国民众对英国之了解,访英团成员还专门出版了几本著作, 介绍他

们在英国的所见所感。比如, 王云五所著的 访英日记!、 战时英

国!, 杭立武所著 访英简笔!。重庆独立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 中

国访英团实录!一书,对访英团访英经过作了全方位地介绍。遵照

蒋介石的指示, 访华团成员鉴于英人对华甚少了解的现实, 拟具了

增进中英友谊意见及计划呈报蒋。呈报函云, 本团经数个月之观

察与各方接谈结果, 各团员并于离英前与顾大使交换意见, 佥认一

般英人对于我国确已具有普遍深厚之同情, 于增加对我国之认识

亦确具有此愿望与需要。惟此项工作除由英国有关各团体负责进

行外,我国方面亦应积极推动,以期双方协调。而尤以宣扬我国文

化,介绍英国文化,增进两国教育文化界之联系为要。至于负责推

动之机构,经考虑后认为暂仍以中英文化协会担任为较妥便,希望

将访英团节余经费悉数拨交中英文化协会专充工作费用。现在正

在筹办的,有下列数项: ( 1)编译中国文化丛书,拟在英出版; 另选

译英国名著,拟在国内出版。( 2)对英宣传。拟向英国有关中英关

系之团体与人士随时通信,以为对外宣传之助。( 3)与英国文化教

育机关团体人士取得联系, 已暂请陈参政员源以中英文化协会代

表名义在英负接洽联络之责。( 4)计划设置中国陈列室,举办古代

文物及足以代表现代生活之图书照片等之展览。∀ 蒋对此计划,

表示赞同。中方希望通过加强中英间的文化交流,加深双方对彼

此的认识, 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44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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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事室拟将访英团节余经费拨作英中文化协会经费事之有关文件! ,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参事室档案,二档馆藏,卷号 761/ 123,。



月,延宕许久的中英五千万英镑贷款,终于签字。闻此消息, 王世

杰认为: ∃此与访英团报聘不无关系。%显见, 王世杰对此次率团访

英所取得的成果相当满意。

小 结

在议会访华团来华之前,中国便决定派报聘团对英国进行回

访。孰料在议会访华团归国后,中英关系又屡起波折, 致使访英团

赴英报聘之事跟着一拖再拖, 访英团团员人选也是一再变更。团

员人选的一再变更, 表明中方对中英关系非常重视,同时对于英方

的对华政策,深感不满。但鉴于形势的需要, 中方尽管对团员的人

数作了缩减,但所派团员的地位威望相比英国议会访华团成员来

说,仍然显赫得多。显然,维持良好的中英关系,对于中国具有更

为重要的意义。尽管选派的过程屡经波折, 但在中英双方的共同

努力下,访英团最终得以成行,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访英团访

问英国 40多天,其足迹遍及城乡, 访英团成员向英国朝野表达了

中国真心和英国合作的愿望, 回国后又将其在英国的所观所感转

告国人,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中英关系更为敦睦。在

中英关系较为困难的情况下, 访英团英伦之行,向世界各国表明了

中英双方希望, 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继续加强合作,表明了盟国

间的团结友好, 粉碎了轴心国所谓同盟国之间关系不和的传言。∀

尽管访英团没有解决中英间存在的任何实际问题,但为以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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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M r. Redman ( Minist ry of In format ion) to Mr. Ashley Clarke, Sept . 28,

1943, FO371/ 35741/ F5130. 9月中旬,德国电台在对远东广播中,播放了英国杂

志 国民评论! ( T he Nat ional Review)中批评中国的一篇文章。此内容一度引起中

方的不满。德国此举,意在离间盟国间的关系。



这些问题创造了条件。访英团出访的目的主要是宣示盟国间的友

好,加深彼此间的了解。从此意义上来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 对中

英关系而言,访问团英伦之行,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1793年英使马葛尔尼奉命来华, 中英两大帝国开始了首次交

往。然而由于彼此缺乏了解,双方对于会见的礼仪、谈论的内容,

存在着很大分歧。结果, 双方的首次交往,不欢而散。50年后, 英

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丧权

辱国的 南京条约!。中英之间的接触虽然多了, 但嫌隙却进一步

加深。 南京条约!签订 100多年后, 访英归来的中国访英团基于

两国关系的现状,着眼于两国关系的未来,主张从最基本的文化交

流做起,加强、改善中英关系。从长远来看, 此次访问对未来两国

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实在是难以估量。

(作者丁兆东,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 刘兵)

47

中国访英团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