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射文书 与 1938年
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

武向平

  内容提要  1938年 5月,宇垣一成担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外务大臣,重新探求对华 谋和 之路。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 石射文书 , 对宇垣谋划对华 和平外交 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 考证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实施和交涉过程, 分析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实质。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又一佐证。

关键词  石射文书  宇垣一成  1938 对华政策

1937年 10月,近卫内阁通过 !中国事变处理要纲∀,在对华政策上进行调整,具体策略是采取

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 以期达到使国民政府溃灭的目的。# 从 1937年 11月到 1938

年 1月,日本便利用德国为 调停中介 ,上演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和平调停 的闹剧。∃ 陶德曼

调停 失败后, 1938年 1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 !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 1月 16日,近卫又发表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 日本对华政策又开始转为 使现行国民政府迅速崩溃或使其纳入

到新中央政府上 。% 在此方针指导下, 日本便在已有基础上, 在华北、华中等地区大肆扶植地方

傀儡政权 ,妄图以此来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日本上述侵华策略都最终未能奏效。面对国内外种种压力, 近卫首相企图通过改组内阁

来修正对华政策。1938年 5月,陆军中将板垣征四郎取代杉山元出任陆相, 陆军元老宇垣一成担

任外相。宇垣便向近卫首相提出 入阁四条件 ,一是强化内阁统一;二是外交一元化;三是开始对

华和平谈判;四是必要时取消 1月 16日近卫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 宇垣上任后,在东

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等 不扩大派 的支持下,开始酝酿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谈判对手的对

华 和平外交 策略。

一  石射文书 :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的原点

在对华政策实施上,当时日本内部分成 扩大战争派 和 不扩大战争派 两派。参谋本部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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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莞尔、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和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等是 不扩大战争派 的代表。#

1937年 6月,石射猪太郎担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后,便私下策划对华 和平交涉 方案。第

一步就是试图对国民政府亚洲司长高宗武进行政治 诱降 。七七事变爆发后, 石射猪太郎便同外

务次官堀内谦介、欧亚局长东乡茂德一致主张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日中事变。

同时, 石射猪太郎还同陆、海军军务局长举行 三省事务局长会议 ,探讨对华 不扩大 政策。石射

猪太郎在外务省公开提出 不扩大方针 的同时,又在私下里联络参谋本部的石原莞尔,向其陈述

一旦中国事变处理错误, 事关日本未来生死 。石原莞尔便马上表示, 决不同意向中国增派一兵

一卒 。当时,为了得到广田外相∃的支持, 石射猪太郎便联合日本外务省内其他人士,联名向广田

上奏!叹愿书 ∀,强烈指出: 向中国增兵动员案,必将扩大事态发展,导致时局难以收拾, 从中日百

年关系考虑,希望广田在阁议时坚决反对此动员案。 % 然而, 由于日本陆军极力叫嚣 增兵严惩中

国二十九军的抗日行为 , 再加之广田外相的软弱, 1937年 7月 20日,阁议通过以 维护东亚和平,

制止事态扩大 为幌子的 帝国政府增兵案 。&

在此形势下,石射猪太郎并未放弃对华 和平交涉 的谋划。 1937年 8月, 石射猪太郎同军务

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进行会谈,并拿出对华 和平交涉 的 腹案 。石射猪太郎指出: 由于日本和

中国相继发表+坚决惩治 ,和+彻底抗战 ,的声明,因而 +停战案 ,和+外交调整案 ,很难通过正式外
交途径打开。如果通过私人外交, 居间调停, 时局就有收拾的可能性。 −根据石射猪太郎的设想,

日本当时驻华北纺织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同国民政府亚洲司长高宗武有旧交, 石射猪太郎便向船

津辰一郎授意 停战案 和 外交调整案 的内容, 并由船津辰一郎秘密转达给高宗武, 以此对国民

政府进行试探。在石射猪太郎 腹案 .的基础上, 日本外务省、陆军和海军举行三相会议, 最后确

定对华外交政策的!日中停战条件∀和 !日中国交全面调整案要纲∀,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 在华北

设定德化、张北、延庆、门头沟、涿州、固安、永清、信安等地为非武装区; 日中订立!防共协定 ∀;中国

在非武装地带彻底取消一切抗日活动。军事上,取消上海停战协定,禁止日本飞机自由飞行。经济

上,降低日本特定品的关税,恢复在冀东地区的特殊贸易。/ 正当石射猪太郎准备进行船津辰一郎

与高宗武秘密会谈时,日本内阁对华政策再次出现分歧。在 1937年 7月末召开的内阁临时会议

上,以陆军为首的 扩大战争派 对广田外相进行攻击, 理由是驻上海的川越大使擅自离开任地。

广田外相便向在华北地区的川越大使发出训电,要求其归任,并全权负责与高宗武交涉事宜。 8月

9日下午,川越大使直接同高宗武会谈。但是, 这次会谈中川越大使仅提出为了维护上海和平局

势,希望中方严厉取缔一切排日活动,并未提及 停战案 和 外交调整案 的内容, 高宗武表示将回

南京上报。后因 八一三 淞沪战争爆发, 这次 和平交涉 遂无果而终。

此后,石射猪太郎仍在谋划对华 和平外交 策略。 1938年 2月,石射猪太郎在一桥如水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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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华谋略问题举行懋谈会,当时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也应邀出席。此次会谈,使宇垣一成与石射猪

太郎关于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初步达成共识。这为不久宇垣一成担任外务大臣对华 和平政策

谋略的推行提供了极大支持。

5月 26日,近卫进行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这使外务省中以石射猪太郎为首的在对

华政策中主张 不扩大 的人士极为兴奋。其中, 石射猪太郎所主倡的对华 和平外交论 ,在日本

外务省受到新外相宇垣一成的极大重视。# 宇垣一上任, 石射猪太郎便同其进行对华政策的研讨。

对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谋略 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的是石射猪太郎的 !今后事变对策之考案 ∀。在这

份意见书中,石射猪太郎陈述了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对华策略中的利弊关系,指出 不以国民政

为对手 并不是处理对华政策的上策, 而应该从收拾战线、战局入手, 重新调整中日国交。宇垣外

相看完石射这份数十页的意见书后, 亲笔手书 此意见书内容与本大臣所见相同 。∃ 要求将该意

见书复印数份,并在五相 (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 )会议上进行讨论。其具体内容如下 % :

第一,日本与中华民国 和谈 的最大障碍是 1月 16日近卫首相的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

声明。石射认为,当前解决中国问题最根本的策略就是要取消 1月 16日近卫首相的 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 的声明,这是实现对华 和平外交 的关键政治举措。

第二,重新起用德国或意大利为日中 和谈 的中介。石射认为,日本要充分发挥日德意 三国

轴心 作用。之所以要重新起用德国或意大利,而不是英美等国,主要是由于在具体 调解 过程中

德国或意大利会偏向日本。这样,就会使 和谈 向日本有利的预期目标发展。

第三,日中 和谈 的基础条件。一是日本要拿出宽厚的态度对待中国; 二是不要限制中国主

权;三是绝对不能要求蒋介石下野,即使要求其下野,也只能在形式上下野, 因为目前蒋介石在国民

政府中的地位无人能取代;四不能解除国民党;五是在 互通有无,共存共荣 基础上实现两国经济

提携。

第四,和平谈判条件。政治上,国民政府正式承认 满洲国 ; 确立日中防共政策; 在全国取缔

一切 反满抗日 活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和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合并后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

权的地方政权;维持内蒙古在中国主权之下的自治现状。军事上, 设定长城以南到上海周边地区为

非武装区;日本有在中国华北、内蒙古及华中地区驻军的特权;日中合作开发华中地区的资源; 日

满中 三国间订立交通、航空、贸易等协定。赔偿上, 由于在 保护 中国时, 日本财产受到一定损

失,时下日本对华采取 不与中国民众为敌 的方针,要求中国对日本进行必要的战争赔偿。

石射猪太郎的这份!今后事变对策之考案∀,对开启 1938年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具有重要影

响,同时也对 宇垣 ∗ ∗ ∗ 孔祥熙 密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宇垣 ∗ 孔祥熙 密谈: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的实施

宇垣担任外务大臣受到国民政府的极大关注。宇垣一上任,张群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向宇垣

发去贺电: 祝贺阁下就任外务大臣,期望抱负预期实现。宇垣回电: 我昔日与贵方谈及意见, 今

后定当竭尽全力予以实现。张群在贺电中所说的 抱负 和宇垣在贺电中所说的 意见 ,实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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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射猪太郎是日本著名的外交家, 1908年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馆,后到满铁任职。 1915年考入日本外务省,曾在上海、天津、广

东等地任职。 1937年 6月到 1939年 9月任东亚局长。其对华外交思想深受日本近代思想家岸田吟香、荒尾精等影响,在对华

政策上主张 保全论 ,实质是日本独霸论。

(日)石射猪太郎: !外交官 一生:対中国外交 回想 ∀,東京:太平出版社 1972年版,付録!今後 事変対策 付∃ 考案 ∀。

(日)石射猪太郎: !外交官 一生:対中国外交 回想 ∀,東京:太平出版社 1972年版,付録!今後 事変対策 付∃ 考案 ∀。



宇垣一成担任陆相和朝鲜总督时,蒋介石曾派张群就中日关系问题同其多次交换意见。所以,蒋介

石在此次宇垣担任外相,立即发去贺电,以期实现中日 和谈 。最初, 蒋介石打算由张群或汪精卫

出面同宇垣进行会谈。但是,考虑到张群和汪精卫在国内是 亲日 的主倡分子, 惟恐遭到国内人

民的反感,反而会对谈判不利。最后, 宇垣选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担任谈判 对手 。宇垣

之所以选定孔祥熙,是由于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时,孔祥熙被从伦敦急调回国担任行政院长。在

回国途中,孔祥熙在新加坡会见中外记者时指出: 日本与中国开战, 甚为愚蠢, 实乃是东洋之一大

不幸也! 宇垣在报纸上看到孔祥熙此言论后, 认为孔祥熙在对处理中日关系上与其有同感。这可

以说是宇垣选择孔祥熙作为此次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 此次 和谈 的地点定在香港, 主要是由

于张群的心腹张季鸾在香港经营的!大公报∀是国民政府的 涉外主要言论机构 。同时,香港当时

又是英国的殖民地,再加之由汉口经广州到香港空行极为方便。

在 和谈 之前,宇垣外相就已经在私下里同石射猪太郎等 不扩大派 进行多方商讨,最后根

据 陶德曼调停 过程中向国民政府提示的 和谈条件 , 宇垣私下拟订了 宇垣 ∗ ∗ ∗ 孔祥熙和谈

的要点 ∃ :

第一,日本要时刻本着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的原则, 这是 和谈 的前提基础; 第二,日本对

华政策的真正意图不是敌视中国人民,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 抗日容共 分子; 第三, 日本应该随时

准备同得到多数中国民众支持的、防共亲日之人士进行 和平谈判 。

和谈 的条件:

1 日本不对中华民国有领土要求;

2 日本希望中华民国主权及政治、行政完全独立;

3 中华民国承认日本在蒙疆、华北地区为实现 防共 所进行的一切必要措施;

4 日中满 实行经济文化合作;

5 中国应当对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损失予以一定的赔偿。

在此 外交思想 指导下,宇垣经过秘密策划,从 1938年 6月 23日到 7月 19日, 由孔祥熙的私

人秘书乔辅三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 6次预备谈判,在此 6次 和谈 基础上, 预计在 9

月份进行 宇垣 ∗ ∗ ∗ 孔祥熙 长崎会谈。

6月 23日, 乔辅三和中村丰一举行第 1次会谈。乔辅三前往香港会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

丰一, 就日本的和谈条件进行试探。乔辅三说: 我受行政院长之命, 此次宇垣担任外务大臣,由于

宇垣外相向来主张对华+和平外交 , , 我方希望此次日本对华政策会有大的变化。对中国来说, 宇

垣是进行中日和平交涉的最佳人选, 以期早日实现中日和平。同时, 又指出, 日本政府已经发表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作为此次交涉的前提, 最后是否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 中村丰一

就谈判情况同宇垣外相联系后又被招回东京。宇垣说: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要逐渐取

消,现在不能马上取消,要保留到谈判的最后。中村提出: 蒋介石的地位现在很巩固,即使是孔祥

熙也认为不应该让其 +辞职 ,。最后, 宇垣的训令是 看谈判进展情况再作决定 。%

接下来,在 6月 28日、7月 1日、7月 13日, 乔辅三和中村丰一又举行了 4次会谈。双方会谈

的 焦点 问题,就是有关蒋介石下野问题。在对华政策实施上, 日本陆军省同外务省存在很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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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分歧,并以种种理由压制外务省,最终陆军省的意见占了上风。 7月 12日, 五相会议又通过!适

应时局对华之谋略∀, 其主旨是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能力,推翻现行的蒋介石政府,重新启用

所谓中国的 一流 亲日人士, 在中国树立新的中央政府。# 其实在此之前, 中村丰一向乔辅三指

出: 关于蒋介石下野,是日本政府的一致主张,关于日本的 +和谈 ,条件, 已由德国向贵国转达了,

时下中国政府应表示诚意,拿出 +和谈 ,条件。 中村丰一这里所说的日本的 和谈 条件,就是 1937

年 12月 22日,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示的 陶德曼调停 中的第二次 和平条

件 ,在此次乔辅三和中村丰一 和谈 中, 日本又重新提及,具体如下:

解决中国事变大纲∃ :

1 解决中国事变,采取由德国居间 调停 ,中日两国单独交涉的方针;

2 在交涉过程中,要求中国承认日本提出的所有条项;

3 交涉的最终目的在于结束战争;

4 停战之事项另议;

5 在停战协定缔结时,应尽量避免再战。

日本提出的 和谈 条件% :

1 中国放弃 容共抗日 政策, 协助日本推行 日满 防共政策;

2 华北所有地区为非武装区, 并在该地区设立特殊地带;

3 缔结 日满中 三国间经济协定;

4 中国对日进行必要的经济赔偿。

7月 18日,乔辅三和中村丰一举行第 5次会谈。这次会谈, 是在前 4次会谈的基础上, 乔辅三

根据孔祥熙的 腹案 ,向中村丰一提出了 和平条件 &:

1 中国停止一切反日行动,日本也应为东亚永远和平而努力;

2 中国可以通过缔结 日满华 条约的形式, 对 满洲国 予以间接承认;

3 中国承认内蒙 自治 ;

4 中国承认华北地区为 自治 区实为困难, 但可以进行互惠的共同 经济开发 ;

5 非武装区 的划定, 将根据日本的要求进行解决;

6 中国加入 防共协定 , 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

7 中国现状无力支付对日赔偿。

对于孔祥熙提出的 和谈 条件, 中村丰一得到宇垣的训令后, 指出日本的立场是:蒋介石下野

是能否进行下一步谈判的前提;对 满洲国 的承认是日本一贯所要求的原则; 中国必须加入 防共

协定 ; 中国对日本赔偿也是必须的。−

7月 19日,乔辅三和中村丰一举行第 6次会谈。这次会谈, 日本方面仍然坚持 蒋介石下野

为先决条件,而且,条件极为苛刻。乔辅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在请示孔祥熙后, 9月 1日,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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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本结束谈判。

三  兴亚院 设置: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的流产

宇垣外相并未就此而罢手。接下来, 日本又开始谋划 宇垣 ∗ 孔祥熙 长崎密谈。在乔辅三和

中村丰一 6次会谈的基础上,除在有关蒋介石下野问题未达成一致外, 在其他方面,中日双方和谈

条件基本达成谅解。所以,宇垣外相决定亲自同孔祥熙进行 和谈 。宇垣外相在阁议中指出: 此

次和谈万一中国方面失言,我一个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决不向政府推卸责任。 #根据孔祥熙的意

愿, 宇垣 ∗ 孔祥熙和谈 的地点定在日本的长崎,当时米内光政海相为孔祥熙准备了一艘巡洋舰。

而此时,由于日军在汉口和广州增派 3个师团的兵力, 汉口和广州已经岌岌可危。因此,日本

政府内部关于对华 和平谈判 已经出现严重分歧。陆军中, 在以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强硬派, 坚决

主张 使蒋介石下野, 重新树立新的中央政权 。而五相 (指首、外、陆、海、藏五相 )中, 也只有藏相

支持宇垣的对华 和平外交 策略,海相也持反对意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始终坚持, 从当前中

国的形势来看,任何政权都无法取代蒋政权,重新扶植新中央政权,实为下策 。∃

基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宇垣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重新发去训令:由于日本国内情

势的变化,所以在中日实现 和平 后,要求蒋介石以向中国国民谢罪的形式下野。同时, 要求向乔

辅三转达,目前日本国内同中国 和谈 的气氛很浓,以此向孔祥熙进行试探。石射猪太郎又指出:

蒋介石下野是一时的,中日实现+和平 ,后,蒋介石如果要重新上任,日本也不会反对,这是对方的

自由。 %关于中日 和谈 条件, 陆军次长多田骏再次向宇垣重申陆军的立场,为了日本的国防资

源,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实现日本在华北地区的 特权 ,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根本原因是由

于重新树立新的中央政府,可以保证在攻陷汉口以后, 维护在京津、沪宁的治安以及驻军的财政资

源。&

石射猪太郎向宇垣外相指出,据香港 !大公报∀的张季鸾所说, 蒋介石关于在华北设置特殊地

区,以及共同开发经济等, 是坚决反对的, 而日本在冀察地区扶植 傀儡政权 屡屡失败的经验说

明,必须放宽中日 和谈 条件。对此,宇垣外相表示同意。−

日本陆军省为了阻遏 宇垣 ∗ 孔祥熙 长崎会谈,再次提出对华最高行政机构 ∗ ∗ ∗ 兴亚院 设

立问题。这主要是陆军省为了从外务省夺取对华政策的决定权,而采取的应急举措。以板垣征四

郎为首的 反宇垣派 在表面支持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政策,而实际上却联合内阁中的其他青年将

领,威迫意志摇摆不定的近卫首相。近卫首相惟恐再次发生 血腥事件 , 便允诺要阻止 宇垣 ∗ 孔

祥熙 长崎会谈。. 同时,近卫又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是帝国政府始终

一贯不变之原则。 /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就决定设立一个 对华行政机关 , 来作为处理 中国事变 的事

务机构。宇垣一成担任外相时,主张对华政策采取 和平外交 策略,致使外务省与陆军关于 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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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设置问题出现意见分歧, 而暂时被搁置下来。到了 1938年 9月, 陆军为了阻止 长崎会谈 ,

兴亚院 设置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 9月 24日,为了掩人耳目, 板垣征四郎经过和近卫首相协议,

把 兴亚院 作为处理中国时局问题的机构。 9月 27日, 五相会议审议 兴亚院 有关事宜。但是,

在阁议过程中,陆军强烈反对外务省 议案 。宇垣便亲自去近卫首相官邸, 向近卫提出: 关于 +兴

亚院 ,问题, 我认为陆海军应该恪守其责, 行使其职权范围之权限,而事务当局者却以 +这是处理中

国事变之必须 ,为由, 并未征得外务大臣的同意,便私下拟订方案,还强烈反对外务省议案。如今,

我对外务大臣的权限表示怀疑,故此决心辞职。近卫首相接受了宇垣外相的辞请。# 宇垣外相辞

职后不久, 10月 1日,四相会议通过阁议通过对华政策总机构 ∗ ∗ ∗ 对支院 (后改为 兴亚院 )设

置问题。 兴亚院 是由首相作为总裁,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大臣作为副总裁, 下设若干行政机

构,作为对华进行侵略的 总指挥部 。∃

这样,到 1938年 10月,由石射猪太郎等 不扩大派 支持与谋划的,由宇垣外相一手 导演 的

以孔祥熙为谈判 对手 的又一轮对华 政治诱降 ,终于流产了。

综上所述,日本妄图通过军事进攻迅速使中国灭亡的阴谋失败后, 又采取 军政结合 的方针,

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炮制地方 傀儡政权 ,想以此来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中国

民众的反抗,扶植地方 傀儡政权 也未取得预期效果。随后, 又利用德国为 调停中介 ,对国民政

府进行 政治诱降 。 1938年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谋略, 实质是继 陶德曼调停 之后又一轮对华

政治诱降 活动。

宇垣一成虽然在理论上打出对华 和平外交 的幌子, 但从整个交涉过程来看, 仍然是要求国

民政府承认 伪满洲国 、实行华北自治、划定 非武装区 、对日进行战争赔偿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

和谈条件 ,其实质仍然是想进一步把国民政府置于日本的掌控之下, 从而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

1938年宇垣对华 和平外交 最终之所以失败, 主要是由于:在日本国内,外务省和陆军对华谋

略上始终存在意见分歧。外务省对华传统的外交政策是希望通过 和平谈判 谋略,达到对华 政

治诱降 的目的。而陆军则一贯认为通过武力夺取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华东等地区的物资资源,

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中国作为日本的国防资源的供应地, 以此在远东地区对抗苏联,从而实现以中国

大陆为腹地的 北进战略 。因此,在陆军压制之下, 近卫首相的政治立场变得极其暧昧, 最终不得

不屈从于日本陆军。但需要指出的是,从 石射文书 和 宇垣外交 的内容来看,变中国为日本附

庸和殖民地的主旨,与日本陆军省并无二致。

(作者武向平,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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