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
——蒋介石抗 曰 外 交个案研 究之 四

废锡俊

内容提要 在局 限于 苏德 双边关 系 时 ，蒋介石 的 判 断相 当 具有远见 。 其对 苏德必 战

的 早期 预 测 ， 既使 中 国 避免 了 在 结盟 问 题上作 出错误选择 又 引 导 国 民 政府克服 了 在 《 曰

苏 中 立条约 》后
一

度 出现 的 动摇 还通过 中 国 共产党 为 苏联提供 了 宝 贵 的 情报 。 但是 ，在

论及 日 苏德 三边关 系 时 蒋介石关于 日 本必和德 国 夹攻苏联 的 判 断却 失 之于理想化 。 蒋

视苏德 战争为 中 国 否极泰来 的转机 ，其在 战争 实际爆发后 确定 的联 苏反德方针 ，
主要 目 的

是促成 苏德 战 争扩大为 日 苏德战争 。

关键词 蒋介石 苏德 战争 曰 苏 中 立条约 抗 曰 外交

自 年 月 结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期
一

年的客座研究以来 ，笔者尝试在注重

分析蒋介石的心态的同时 从多国关系之交叉互动的视角 ， 对蒋介石的战时抗 日外交进行个案研

究 迄今已发表 篇论文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 （ 《近代史研究 》 年第

期 ） ； 《蒋介石对 年夏季 国际危机的反应 》 台北 《 国史馆馆刊 》第 期 ， 年 月 ） ；

《蒋介石对 日德意三国 同盟的反应 》 （ 《近代史研究 》 年第 期 ） 。 本文作为这一系列研究 的第

篇 拟通过对照蒋介石 、徐永昌 、王世杰等当局者的个人 日记及相关政府档案 ，探讨蒋介石对

年 月 爆发的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问题 。

要完成这个课题 ， 当然需要剖析蒋介石的苏联观 、德国观和 日 、德 、苏 、美 、英相互关系观 ，并对

年九
一 事变以后的历史背景重做梳理 。 但由于前述既刊论文对此已经有所回答 为避免重

复
，本文仅以 年 月 至 年 月 为中心 ，厘清蒋介石对苏德战争所作预测及因应的过程和

影响 。

本文初稿提交于 由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 史研究所和 美 国 哈佛 大 学等联合举办 的
“

第 二 次世界大战 背景 下 的 中 日 战

寺 中 日 战争 国 际共同研究 第五次会议 （ 年 月
—

日 ，重庆 ）
。
值此定稿之呩

，

汲取评论人与 讨论者 的批评指教 作

了较 多的修改 。 谨此说明 ，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① 浅见所及 ，
关于苏德战争的研究 ， 几乎都集 中 于考察战争起 因或对英美 日 的影响等问趙 ， 与 本文的 目 的 、 方 法和 所用 资料

相 同的论著則 尚未发现 。 另外 ，
为使读者 了 解本 系列研究的脉络 本文开头 部分概括 了笔 者既有成 果 中与 苏德战争相关 的 内容

，

若欲了 解详细 请参考导言所示 的拙作 。



	

鹿锡 俊 蒋介石对 苏德 战争 的预测及 因 应

年夏季危机中对苏德争霸的预想与期待

年 月欧战爆发及苏联随之人侵波兰 、芬兰以后 ’ 由于苏联和英美法的对立 也由于苏德

关系的暧昧 ，
以及苏联和中 国共产党关系的特殊 ，蒋介石尽管继续坚持以苏联为抗 日 与 国

，
力图利

用 日 苏矛盾以苏制 日 ，但同时加深了对苏联的不满与疑惧。 后者尤其集中于对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以后的苏德关系的警戒之上。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 苏联是否会利用 自 己微妙的中立立场 ，在 日 后世

界明确分化为德意 日阵线与英美法阵线以后 ，从两大阵营的
“

火拼
”

中独得渔翁之利 。 因此 在欧

战因德国的大举进攻而发生剧变的 年 月 中旬 蒋介石希望 在苏联未参加欧战前 美 国能
“

作为太平洋之安定力以监视倭俄
”

而绝不在苏联之前先加人欧战 。
② 同月 下旬 ， 蒋介石担心 ：在

英美法与德意 日两大阵线的对垒中 ，
苏联

“

待此双方疲竭时乃 出而干涉 ， 引起世界革命 ，推翻帝 国

资本主义 独霸世界
”

。
③ 由此可见 ，蒋介石此期对苏联的 中立策略高度警惕 。 正因如此 ，在

年夏季法英两国先后封锁中国抗 日 物资主要运输通道 的国际危机之中 ，蒋介石更加关注苏联 的取

向及德苏英美关系的变化趋势 。 月 日
，
在 回顾前月 国际形势的演变时 ，蒋已经看到 ，

“

德俄在巴

尔干争霸之行迹显露
”

，

“

德无积极攻英之企图或有言和之可能
”

。
④ 同月 日 ， 蒋介石分析说 ，

“

英德决战 如德能速胜则德俄战争或接踵而起 ’ 俄必专力于西方 。 如此 ， 德倭意防共协定或将复

活 ，则英美苏或又成
一

线亦未可知 。 若德不能速胜英国 ，旷 日持久 ，
则俄待倭南侵以后 ，其必向巴尔

干及近东夺取英德势力以制德矣 。 如此俄仍不能兼顾远东制倭也。

”

⑤翌 日 ，他分析说 ，

“

德胜 如德

俄冲突不急发动 ，则德仍不欲联倭 ，亦不愿让远东荷法殖民地于倭也 。 英国如能持久 ， 则英美将在

太平洋上联合对倭 则倭对安南与荷印仍不能侵略 。 若德胜 德俄战争即起 则德将以南洋权益许

倭 ，而倭侵人越南 ，是时英美或亦不敢抗侯 ，此则于我最不利也 。 然此种公算不大耳。 如我能坚持

至本年杪或明年三月 ，则抗战未有不成也 。

”

月 日 ，他说 ，

“

英德本月 空战未分胜负 欧战或将

延长 德俄在东欧争霸 日 显
，俄倭开始实行勘划满蒙边界 英美对倭抗议变更安南现状 ，多于倭不利

乎
”

。

“

英德决战之结果 ： （ 甲 ）如德国果占领英伦三岛 英国失败时 英德如继续作战不能言和时 ，

则以后对远东与倭国之影响不 出三途 ：子 德与英苏对倭国皆不即不离 ，

一如现状 。 丑 德与倭合作

或同盟 倭对英美宣战 。 寅 倭与英美妥协 ，对德意中立 。 此为德既败英 无需与倭合作时之局势 ，

或亦有可能 。 （ 乙 ） 如英德决战后媾和 ，则为中 国之利亦即全世界之利也 。 否则 德与俄在近东争

霸 ，德意倭成为一战线 ，英美苏亦成一战线 ，
此我 中国之所期也

”

。 进人 月后 随着苏德之间在

罗马尼亚等问题上的对立 日益明显 蒋介石愈来愈认为
“

德俄裂痕 日 深 美俄有接近之可能
”

。
⑧

综上所述 ，
可知蒋介石至迟于 年夏季即对苏德两国重新走向敌对的趋势有所预测 ，

并以

德苏争霸 、

“

德意倭成为一战线 ，英美苏亦成
一战线

”

为 中国之利 。 这些 比较有远见的观察 ，
对蒋介

石的危机处理发挥了 比较正面的作用 。

① 《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
下 同

。

② 《蒋介石 日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③ 《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

杂录
”

。

④ 《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

月反 省录
”

（椐 蒋 自 注 该反省录写于 年 月 曰
——笔者注 ） 。

⑤ 《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⑥ 《蒋介石 日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⑦ 《 蒋介石 曰 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⑧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

⑨ 详见鹿锡俊《
蒋介石对 年夏季国 标危机的反应 》 ，

台 北 《 国 史馆馆刊 》 第 期 ，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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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同盟成立之初对苏德关系与英德战局的观察

年 月 日
，
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 。 出于静候苏联表态和观察英德战争发展趋势等需

要 ，蒋介石最初以 中立为 中国的 因应方针 ， 但 余 日后 蒋在对待美英 、苏联和德 国三大势力的态

度上 ，又从中立转向欲与美英结盟 。 其背景之一 是在这 多天里 ，
蒋介石在对苏德关系和英德战

局的考察上 都作出 了新的判断 。

一

、关 于 苏德关 系 的观察

由前述可知 在三 国同盟问世之前 ，蒋介石就认为苏德关系必将走 向破裂 ，
而其必然结果是苏

联加人英美阵营 。 不过 其时蒋的这
一

看法基本上还属于
一

种逻辑上的推理。 而从蒋介石 日记来

看 年 月 下旬 以后 ， 蒋对苏 德关系 的考察 ， 巳上升到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相辅 相成的

阶段 。

譬如 ， 月 日
，
蒋在和国 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人的谈话中 断言

“

德苏将有 战事
”

，徐

以
“

俄有 日 寇为虑 对德将 出 于忍让
”

为 由 否定蒋说 。 蒋仍坚持说 ，

“

德猛进不已 ， 卒必发生 战

事
”

。 月 日 ，蒋更明确地主张
“

俄必与德
一

战 决难避免
”

。 其理 由是 ：

“

德 国对法 国和平

条件是其弱点暴露无遗 ，
而其以后战略必转 向东方进行 ，而其对法言和 ，更使俄 国不安 故俄德战

争必难避免 。 且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 皆为斯拉夫民族 ，帝俄时代本认此为俄 国势力 ，
现

在斯大林岂忍坐视不顾 。 然其仍将设法不求与德 即时冲突 。 如其果为土耳其后盾 以碍德国 东

进 则德将先攻俄 以制机先矣 。 此俄德战争决不能幸免也。

”

② 月 日
，
蒋介石又指 出 ：

“
一

、意

国进攻希腊 德未动兵 ，是德对俄交涉尚未妥之故 。 如战事未延至土国 ，俄当不致有所表示 。 二 、

德国 汽油有限 最多半年德将暴露疲惫 ， 则俄 尚有待 。 如德果攻土争伊拉克油矿 ，
则俄 当 不再

坐视 。

”

月 初 ，外电盛传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将出访德 国 。 此消息令举世瞩 目
，蒋介石当然也予 以积

极关注 。 月 日 ，蒋写道 ：

“

莫洛托夫赴德之意义必于俄有所收获而去 或明就德而暗钓美乎 ？

其将妥协倭方牺牲中 国与土耳其乎 ？ 然而俄必拥德攻英 故其对德此时必不有所苛求 ’或解决近东

权益而使德得专心攻英也 。

”

日 ， 即莫洛托夫访德的 当天 ，蒋注意到两点 ：

“
一

、俄莫外长赴德 ，

世人皆为俄德接近与俄倭妥协虑 ，余以为只要俄与德倭交涉能表面化而无秘密进行工作 ，则决无可

虑之事 。 二 、此时俄尚惧德 ，
以其陆军实力 尚未消失 故其必允德物资之援助 使之作最后消耗 ，

一

面或成立黑海与达达尼尔海峡相当之协定 ，促成德 国攻土与东进 以消耗德之实力而为其坐收渔利

之计 。 然最后恐其将为害人 自 害也。

”

⑤

月 日
，莫洛托夫结束访德 。 翌 日

，蒋介石指出 ，

“

自 罗斯福当选大总统后 希特勒宣布对

英作战到底之演讲未三 日 ， 而俄国宣布莫洛托夫访德正当意大利对希腊进攻大败之时。 此乃俄国

一面恐英德妥协 一面又恐德国军方反戈攻俄 ，故其急派莫洛托夫赴德 以表示俄 国援德之决心 而

与德以敬意 。 因之轴心国尤其接寇得意飞扬 ，
不可一世 。 其实俄国对德不仅是灌米汤而乃是热米

汤之中加入鸩血与鸦片 明使德国饮鸩吸毒消骨抽血无形致死 。 奈何德国冥不畏死而不一醒悟 以

① 徐永 昌 ： 《徐永昌 日 记》 第 册 年 月 日
，
台北

， 中研 院近代史研 究所 年版 第
— 页 。

②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杂录
”

。

③ 《蒋介石 曰 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④ 《 蒋介石 曰 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⑤ 《 蒋介石 日 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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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 。

” “

此时即使德国欲以重大权利付与俄 国 ， 以期俄 国与轴心国家订立更具体之协定 ， 未必为俄

国所愿也 。

”

莫洛托夫访德时期 ， 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举行了数次密谈 。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些密

谈的内容 。 但与 日本 当局者的认识不同 ，蒋介石对这一访问 ，始终指出苏德关系必将走 向 破裂 。

同 目前已经公开的苏德双方的档案相 比较 蒋介石的认识在具体事实方面虽然存在错误 但就其

关于苏德关系无法改善 战争难以避免的基本论断来说 则符合苏德关系的真相 。 很多研究 已经

证明 在苏德两国走 向战争 的过程中 莫洛托夫访德期间的深刻对立 ，是一个决定性的因 素 ，希特

勒正是 以此为契机最终决心对苏开战 ，并于 月 日 发出 了总统指令第 号 （ 巴巴罗萨作战指

令 。
②

蒋介石 如何看待苏德关系破裂的影 响 呢 ？ 从蒋的 日 记 中 可 以找到 答案 。 譬如 ，
月

日
，蒋写道 ，

“

俄与轴心国关系 自莫洛托夫访德后在政治军事上毫无增强与变更 ，
此为国 际最佳

之局势也
”

。
③ 翌 日

，
苏联在停止援华近

一年后 ， 由其驻华大使面告蒋介石 ，
苏将恢复对中 国的武

器接济 。 蒋认为 ， 由此
“

可知俄德与俄 日之关系 并未以莫洛托夫访德而有所增进 或至 比前恶

化亦未可知 。

”

日 ，针对苏德之间在 罗马尼亚 问题上的冲突 ， 蒋介石进一步看 到 ，

“

俄德之裂

痕全露 ，欲盖弥彰矣
”

。
⑤ 日

，蒋介石强调 ：

“
一

、希意 战争 ， 意既大败 ， 保变 向德态度 ，则俄对

德意倭必更疏淡 。 反之 对 中英美 当更接 近乎 。 二
、 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 ，

此 为今 日 惟
一

要

务也 。

”

在 年 月 欧战爆发以前 蒋介石和 国民政府 以苏英美一致团结 共 同对抗 日德意集团为

中国外交的前提 。 这个前提 曾经由 于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英美之间的对立而暂时消失 。 但

是 ，从前面引用的蒋介石的 日记可见 至迟在 年 月 ，
蒋介石 已经预测到这个前提必将复活 ，

并以促进苏联和英美的合作为 中国的当务之急 。

二
、 关 于英德战局的观察

年 月 法国投降后 ，
欧洲仅余英 国

一

国还在坚持抵抗 英德战争因而成为欧战的 主体 。

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之初 ，
蒋在强调

“

今后时局之关键 ，在欧为英 ，在亚为华
”

时 ， 对英 国在对德战

争中的最终命运还抱有怀疑 。 这是蒋介石以 中立 自 主为
“

上策
”

的深层背景之一。 月 日 ， 驻

美大使胡适来电 在陈述三国 同盟后 国际形势 出现的有利变化后建议
“

当此时机 ，我国对于国际

分野似宜有个较明显的表示 。 例如 德意既与暴 日结盟 ，
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 ，则皆是我仇敌 。 我

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 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 ，有决心 ，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 。

”

对

此 不仅一贯反对联德的王世杰 （ 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表示支持 ，连原来主张联德的

核心人物朱家骅 （ 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 也 回电胡适说 ：

“

今德既联 日
， 再与周旋 ，

反招误

① 《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丨 月 曰 ，

“

杂录
”

。

② 参见三宅 正樹 『 又 夕
一

丨 乂 、 卜
—

日
、

独伊速合構想 』 、 朝 日 新聞社 、 年 、

—

頁
。

③ 《 蒋介石 曰 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④ 《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 》 （ 年 月 日 ） ，吴景平 、 郭岱君编 ： 《 宋子文驻美 时期 电报选 （

—

丨 》
，
复旦大 学 出版

社 年版 第 页 。

⑤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⑥ 《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⑦ 《 胡适致 陈布雷并转蒋介石 、
孔祥 熙等 电 》 （ 年 月 曰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中华 民 国 史纽 编 ： 《 胡适

任驻 美大使期 闾往来电 稿 》 ，
中华 书局 年版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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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撤退使节 ，
理所当然 。 弟早经上书总裁 ， 当再晋言 。

”

但蒋介石却仍然决定
“

稍迟再定
”

。 蒋

的这种态度 除出 于以 中立谋左右逢源的策略考虑外 ， 与他 尚吃不准英德战争的 胜负结局也有

关系 。

但其后随着对苏德关系恶化与英德战局变化之观察的深人 蒋在 月 下旬就 明显地改变了

看法 。 月 日
， 他在招待第

一

届国 民参政员的茶会上分析说 ：欧战的扩大延长 将使德意 内在

的利害冲突愈形暴露 ，军事上 ’德意攻英 已败 德国可能改头东进 与苏冲突 经济上德亦无法战胜

英国 。 德国在科学上虽然比较优越 但科学以经济为基础 如美 国 帮助英 国 ，德国更只能走 向 失

败 。 蒋介石还说 公理战胜强权 为德将来失败之症 。 个月 前 许多人都劝中 国应与德密切联

络 我当时就不赞成 。 这并非预见到德失败 而是因为中 国立国 以 民族德性为基础 。
③ 其实 蒋介

石当时也是赞成联德的 。 蒋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仅在他坚持要在维持对英美等国既有关系 的前提

下联德 。
④ 但现在蒋完全否定联德 原 因是他已 对英德战争作出 了

“

英胜德败
”

的新判 断。 月

日 ，蒋介石在对过去
一

月 的总结中指 出 ：

“

德意进攻埃及未果 对法国与西班牙妥协亦未见效 ，

其谋订欧洲 同盟 以为对英非和平攻势之计 预料其必不能成 将见其失败不能 出乎明年一年之

中也 。

”

⑤

但是 在国民政府内部 ，
此时仍有人以德 国制造飞机的能力超过英国 为由而看好德国 。 对此

，

蒋介石于 月 日指 出 ：

“

德国制造飞机力现虽强过英美 然其汽油不足 飞机虽多无用 ， 因 此可

断德意必败 而且其期不远也 。

”

另外 ，对于陶希圣当时散布的英国必败论 ， 蒋于 月 日 批判

说 ：

“

陶希圣意见总在失败消极方面冥想 所以其观感只有悲哀恐怖沉迷。 彼对英国以为在地中海

红海必失败 ，
而不一阅世界英属之地图以及英国实际之内容与精神 ，所以为虑 。 大凡书生误事皆托

之于空想而不务实际所致也 。 英 国领土之广大散布与本身内部并未有腐恶之弱点 ，虽有数个德俄

亦不足为英国之制 〔致 〕命伤也 。

”

⑦

很显然 ，对蒋介石而言 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另一个前提即
“

民主国阵营
”

战胜侵略阵营的前

景 在 月 底也已经再次呈现 。 正在此时 ， 年欧战爆发以来一贯反对中英美联合的 中 国共产

党也突然在结盟问题上改变 了态度 认为
“

蒋加入英美集 团有利无害 ，加入德意 日集团 则有害无

利
”

。
⑧ 正是在政府内外这种 比较

一致的新认识的基础上 ，
蒋才在 月 日 正式向英美提出

“

中英

美合作方案
”

，从而结束了 年 月 以来对欧战两大阵营的观望 也结束了 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

初期的中立政策 。 其后 ，蒋
一边在中 日 问题上继续坚持惟以 日 本为敌的 国策

一

边在对待欧战及

结盟问题的态度上重新转 向亲美英 、疏德意 。 与此相应 ，
国 民政府还在 月 底决定了这样

一

条底

线 ：如果德意追随 日本承认汪伪组织 ， 中国
“

即与断绝国交 撤回使领
”

。
⑩

① 《 朱 家骅致胡适 电》 （ 年 月 曰 ）
， 《胡适任驻 美大使期间 往来电稿 》 ， 第 页 。

② 《王世杰致胡适电》 （ 年 月 《 胡适任驻 美大使期间 往来电稿 》 ， 第 页 。

③ 蒋介石 ： 《
三国 同盟与 中 国抗战 》 （ 年 月 曰 ） ， 秦孝仪主编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 总 集》第 卷

，
台 北

， 中 国 国 民

党 中央委 员会党史委 员会 年版 ，第
—

页 。

④ 详见鹿锡俊《 蒋介石对 年夏季 国际危机 的反应 》 ， 台 北 《 国 史馆馆刊 》 第 期 年 月 。

⑤ 《 蒋介石 日记 》 （ 手稿 ） ， 年 月 日 ，

“

本月 反省录
”

。

⑥ 《 蒋介石 日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⑦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⑧ 参见毛泽 东 《 关于加强 国 内 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 （ 年 月 日 ） ， 中央档案馆编 ： 《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第 册
，
中共中 央党校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⑨ 详见鹿锡俊 《 蒋介石 对 日德意三 国同盟 的反应 》 ， 《近代 史研究》 年第 期 。

⑩ 《 外交部致胡适 电 》 （
年 月 日

） ，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 间往 来电稿 》
，
第 页 。



鹿锡俊 蒋介石 对苏德 战争 的预 测及 因应

“

苏德必战
”

论的正负两面

年 月
， 国际上对德军今后的进攻方向众说纷纭 。 蒋介石认为 ： 德军如果大批集中于罗

马尼亚 则其今后方针
“

向 东对俄
”

公算为大。 因 为 对 以陆军称雄的德国来说 ， 向南向西 皆无胜

算 ，而向东
“

先击破欧东之俄军 ，则对其近东与地中海之进出乃可 自 如 而且 以此作为对英讲和之

基础亦不无可能 。

”

据此 ，他判断
“

俄德战争决难避免
”

。

年初 蒋介石在思考全年计划时 ，
对国际形势提出 了九点

“

期待
”

：

“

甲 、俄德开战 ；
乙 、美倭

开战 ；丙 、俄倭恶化 ；
丁 、英意二国媾和 ；戊 、倭国内乱 ；

己 、英法复合 ；庚 、中美英俄合作 ； 辛 、美 国对我

增援飞机与经济 ；
壬 、德意倭三国 同盟瓦解 。

”

字里行间 流露出他对苏德战争 的期盼及对相关国

际问题的好恶 。

同年 月 日
，
蒋介石在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 时 ， 向他披露 自 己 的判断 ：

“

德

国为完全统制欧洲势不得不与苏联战
”

。 卡尔对此说表示怀疑后 ， 蒋解释说 ：

“

德 国向英进攻既

难求进展 于二途中择其较易者进攻苏俄恐未尝不在德国考虑之中 。

” “

况德 国明 知
一旦德军在

攻英或在攻巴尔干战役中遭遇败绩 苏联必乘机攻德 。 故其结论 ， 与其坐待苏俄之进攻 ，
不如先

发制人 争取主动 。

”

③从现有 的资料来看 这可能是蒋介石第
一

次直接 向英方发表
“

德必攻苏
”

的

看法。

月 日 ， 由于苏联对国 民党进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

无不良之反响
”

，蒋介石认为
“

此乃大可

注意之事 ，
岂其决与德倭开战 ，故对我表示真诚合作乎 ？

”

④是时 蒋正在对刚 刚过去的 年作
“

全年工作检讨与总反省
”

。 言及该年六七两月 时 蒋指出 ， 由于当时在欧战 中 英法惨败 、德 国大

胜 ，加之英法为缓和对 日关系而封锁作为中 国主要国际通道 的滇越路 、滇缅路 ，故国 民政府
“

中央

外交方针几乎全体联德为惟
一主张

”

，
全靠蒋坚持不改变既定方针 方避免了错误决策 。 对此他写

道 ：

“

当时若无定力与远识 ，如果为
一

时利害所惑 迁美联德 ’则英美今 日不仅不愿与我合作且其必

联倭以害我 ’而我乃反处于今 日倭国大不利之地位矣 。 今思追往 ，据此一端颇足 自慰也 。

”⑤

但是 对于蒋介石此期再三强调的
“

苏德必战且为期不远
”

的观点 ，
国 民政府领导层 的很多人

是不 以为然的 ，在国际战略分析上受蒋重视且被视作讨论伙伴的徐永昌还常常当面反驳蒋的观点 。

为了说服众人 ， 月 日 ，蒋在 日记中整理了 自 己关于苏德必战的主要论点与论据 ：

德国必不敢正攻英伦 其唯
一

出路乃在进攻近东 打击英在地 中海心脏 ， 占领埃及。 如此 ，

则彼非先进攻西俄掌握黑海不可 ，
乃必引起俄德新战争 。

在现状之下 西班牙决不敢加人轴心国对英作战 ，其必 固守 中立
，
则英国之直布罗陀 当无

顾虑 。

俄 国畏德 力图避战 ，但最后德必攻俄 ，
以除其独霸欧洲最大唯

一

之障碍 。 故德意倭三国协

定最后之效用仍在德倭东西夹击俄国之
一

途 。 故俄对我国此时决不能改变态度 加害于我 。 只要

我能随时制服中共 ，不使其发展 ，则中俄邦交当可维持或能增进 。 否则 中共如果得逞坐大 则俄将

① 《 蒋介石 日 记》 （
手稿

）
， 年 月 日 、 。

② 《 蒋介石 日记》 （
手稿

）
，

“

民国 三十年 大事表
”

。

③ 《蒋介石和英国 大使卡 尔谈诂记 录》 ，
丨 年 月 日

，
台 北 ，

‘ ‘

国 史馆
”

藏
，
蒋介石档案 《

革命文献——对英外交 ：

一

般交

涉》
— — —

。

④ 《蒋介石 日 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⑤ 《蒋介石 曰 记》 （ 手稿 ）
，

年 月 日
（
此则 日 记写 于 年 曰 记第 册 中

一笔者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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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我而助共 ，
以牵制倭寇 其方针 自有改变可能也。

美国今年 自将加人战争 ，则美运战争必起 此时中美英之战线成立 ，俄国虽欲坐大旁观 其

势当不可能 。

我国对昆明与重庆积极备战 一面积极整军 ，
以为持久之计 。 对内策划经济与制服 中共 对

外交好俄国 。

一面对美英积极进行军事与经济合作策略 以促进中美英苏共同行动 牮成我抗战之

初衷 。

德国反俄恨俄与忌俄心理 日益加甚 倭寇对俄恐怖与怨恨之心理亦 日 益高涨 。 故德倭夹攻

俄国之期必不在远也 。

半个月后 ，蒋再次在 日 记中 补充其苏德必战论的理 由 ， 最后强调说 ： 目前英德僵持 ，

“

双方

皆不能觅一决战之战场 ，
而且德 国 以陆军为主 其陆军对英更无用武之地 。 如其欲进取近东 ，

则非先击破欧陆之俄军决不能开始发动 ，
而且俄终为德 国后 患 ， 与其使之坐大贻患 ，

不如乘此

期间先打破俄军 ，
以开其进攻近东之路及排除其侧背之障碍也 。 此余断德 国必于四 、五 月 间 向

俄进攻 ，
以期获得近东与俄国之油地 ，

以为对英美作持久之战 ，
此乃为德国惟

一之 出路 ， 固无可

疑者也
”

。

以上按时序介绍 了 年 月 以后蒋介石对苏德战争所作预测 的基本内容 ，从中似可归纳

出几个重要观点 ：

其一 与前文概述的 年 月 至 月 的观察相 比 ， 蒋关于苏德关系 的考察 ，
立足于对

苏德两 国 国情与国策的客观分析 且对苏德开战 日 期 的估计 日 趋准确 ，论证的逻辑性也 日 趋

严密 。

其二 ，对即将来临的苏德战争 蒋介石抱衷心欢迎的态度 。 这是因为他认为 ： 苏德战争可结

束苏联 图谋渔翁之利的所谓中立政策 使之无论如何必须接近英美 从而加强国际反侵略阵营 。

苏德战争必使苏联更重视中 国 从而它不但必须继续支援中 国的抗 日战争 而且对中 国内部的 国共

斗争也将被迫更多地照顾国民党的利益 。 苏德战争必然引发 日 本北进 、对苏开战 这将使中 国

的两大外患两败俱伤 ，
而中 国则得 以同时解决对 日 对苏两大难题。

其三 在局限于苏德双边关系时 ，
蒋介石对

“

苏德必战
”

的预测 已经相当精确化 但在加上 日本

因素 ，论及 日 苏德三边关系时 ，
蒋介石的观察则出现重大失误 其特点是坚信 日 本将会和德国

一

起

夹攻苏联 。 这使其由
“

苏德必战
”

论走向
“

德倭夹攻俄国之期必不在远
”

论 。 对照后来的史实 这可

称为蒋在苏德战争预测上的扩大化 。

归结而言 年 月 以后 ，蒋介石关于苏德战争的预测 内含两个方面
，
若将其中对苏德双边

关系判断的精确化称为正面因素 ， 其对 日 苏德三边关系之判断中 出现的
“

德倭夹攻俄国之期必不

在远
”

的观点 ，则因其对 日判断的错误 ，
而应被视为负面 因素 。 蒋介石的 日 德苏三边关系观所 内含

的这种正负混杂的双重性质 必然产生正反两种作用 。

在对 日苏中立条约的反应 中
，
这个特点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

日苏中立条约前后的正反作用

年 月下旬 ，
日本和海外媒体开始大举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计划访问 欧洲 的消

① 《 蒋介石 曰记》
（
手稿

） ，

年 月 日
，

“

杂 录
”

。 引 文 内容经笔者整理与 缩写
。

② 《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日
，

“

杂录
”

。



	

鹿锡俊 蒋介石 对苏德 战争 的预 测及 因 应

息 。 蒋介石对此也高度重视 。 月 日
，他概括 自 己 连 日 观察的结果 认为松冈 的访欧 目 的有三

种可能丄 或为求德助成其与苏成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平分中 国 或为求德作中 日 妥协之仲介与

保证 。 或为成立 日 德共同对俄之计划 。
①

蒋介石所指 出的这三种可能性 ， 性质迥异 。 后来 的事实证明 ， 以 苏德战争预测上的扩大化

为背景 在对伴随松冈访欧 的 日 苏关系的观察中 ，
蒋介石更多 的是以第三种 可能性为其出发点 ，

从而越来越 由
“

苏德必战
”

论走向
“

德倭夹攻俄 国之期必不在远
”

论 。 譬如 ， 在松冈 出发访欧后

的 月 日
，蒋谓

“

德倭 以后作战方略 对美乎 对俄乎 ？ 自 美总统对援华之讲演发表后 ，
德 国

并未反响 ，更知以此方针未决也 。 余料其必先对俄作 战 ，而对美则暂置缓 图 ， 以 留将来媾和余

地
”

。

但是 月 日
，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 、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 时会见松冈洋

右 谈话超过 小时 。 这给国民政府领导层带来了巨大的震惊 。 徐永昌谓
“

我邵大使莅俄以来尚

未见到史大林 仅于投递国书时获见莫洛托夫
一面而已 。 邵先生使俄以其素亲共也 。 以公私之谊 ，

不能一望人颜色
，
遑论其他 （ 贺贵严之归亦以见不到史 、莫或其地位稍要者 ） 。

”

③针对这一新情况 ，

月 日蒋介石为因应 日 苏间可能出现的妥协 指示国 民政府参事室就 日 苏将举行贸易谈判的情

报 研究其对中 国的利害 。
④ 但在前述负面因素的影响下 月 日蒋又认为

“

德倭变更战略与政

略 共同对俄取攻势之理想实有可能 ，尤其倭寇最近更不敢向英美挑战 则其必顺从德国方针 协以

对俄 而且彼或藉以此为缓和英美之端绪也
”

。
⑤ 其后

，
两种互相矛盾的判断在蒋的脑海里交叉浮

现 月 日 ，蒋写道 ：

“

松 冈在俄明言惜无暇 由美返倭之语 是其德倭协商和英攻俄之表 白也 。

”

但 月 日
，他又写道 ：

“

松冈在意国未到预定 留意 日程即变 ， 其政府急遽召 回 ，可知倭对德意已绝

望 而其有对英美缓和倾向亦在意中 。

”

月 日
，他再写道 ：

“

德倭有先对俄国之势矣 。 征之松 冈

急遽回 国 ，若非转变其政策 ’
先和英美 ，则必与德协以攻俄 以其为对我或对英美和平之张本 。 此虽

为其愚昧最下之拙计 然倭则非 自投罗 网不止也 。

”

⑧

月 日
，松冈访欧的谜底终于大白 于天下 。 是 日

，
日 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中立条约 ，并发表

共同宣言 ，称相互尊重蒙古人 民共和 国和
“

满洲国
”

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 。 蒋介石对此十分愤

慨 。 月 日他写道
“

俄倭协定 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 ， 但精神上之刺激不可名

状 。 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 不知所 自 ，孰知即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订约为机耳 。

”

同时 ，
由

于蒋迄今对围绕松冈访欧问题的多种判断中 ，

一

直较多地偏重于
“

德倭夹攻俄国之期必不在远

说 ， 蒋非常 自 责 ，谓
“

明知松冈逗留俄京必协商政治性条约 而且料其必将实现 ，
然而未 曾研究 。 至

俄倭双方所商之政治协定必为解决满蒙问题 ，
此乃必然之理 而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伪国之领土 ，

此乃余对事未能究其至乎 。

”

但是 物极必反 。 在 日 苏关系因其缔结中立条约而真相大白 以后 ，蒋介石所作苏德战争预测 中

①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此则 曰 记记于 年 曰 记第 册中——笔者 注 ） 。

②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③ 《徐永昌 曰 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为 了 表达对苏联的反感 ，徐在该 日 记 中还写道 ：

“

使我在德 稍有 准备 ，

此次松 冈访柏林得便接晤 ， 不 识彼辈又如何惧我停战也 ？ （ 对倭战意 固应 坚决 ，对国 际外交 亦应活泼 否 则事事被动 矣 ）

”

。

④ 《 蒋介石致王世杰 电 》 （ 第 号 ） ，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藏 ， 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 会档案 —

。

⑤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⑥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

⑦ 《蒋介石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⑧ 《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⑨ 《蒋介石 日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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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因素暂被克服 而其正面因素则开始发挥出 它的正能量 。 择要而论 可举出 以下三点 ：

一

、以
“

苏德必战
”

论克服国 民政府 内部 的混乱与动摇

苏联和 日 本签订中立条约及发表关于外蒙古和
“

满洲 国
”

的共同声 明 的行为 ， 引 起了 中 国 民

众的普遍反感 并使政府 内外的不少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 。 因此 在其后连 日 举行的各种会议

上 ’主张对 日妥协或
“

以和 日而要挟
”

的提议纷纷登场 。 对此 蒋介石 以苏德战争为期不远 ，

一旦

爆发则 内外局面必然根本改观为主要理 由 ， 引 导 国 民政府克服由 日苏 中立条约所带来的混乱和

动摇 。

据徐永昌的记录 ，在 月 日 的会议上 蒋介石就强调
“

德 国战略常重于政略 今夏必对苏作

战 ， 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 压迫其退到乌拉山以东
”

。 对此 ，徐反驳说 ：

“

德果如此行之 ，势必 因力量

之转移 ， 欧陆已倒将倒之各国群起以乘其后 。 德恐不 冒此险 。

”

但蒋仍断言
“

德之力量有余 ，决无斯

虑
”

。

另外 在 月 日 的会议上 军令部次长刘斐提出
“

今 日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 宜 以和 日要挟

之
”

。 蒋介石否定此案 谓
“

我国 民及军队智识太低 行之碍难
”

。 在徐永昌响应刘案 ，
主张

“

如能乘

苏联之机而巧用之 以后和战问题或多少能获得一点 自 由 ， 亦计之得者
”

后 ，蒋也不予采纳 并在最

后强调了两个
“

只要
”

：

“

只要 日 美 、苏德相战 只要我们力量不先消耗了 。

”

显然 ，
蒋介石视此二者

为中 国转危为安 的关键 。

月 日
，徐永昌再次向蒋介石提议 ： 中国应该

“

要求英美与我发共同宣言以 防彼等单独和

日 （过去英之封闭缅滇路即其证也 ） 。 此最低限度之事 ，
不然即须有对 日 缓和之预备 ，

不能完全要

人民同意 。 须知人民只可乐成 不能同始也
”

。
③ 蒋介石仍然没有接受 。 翌 日

， 蒋还再次确认苏德

即将开战 。 其理 由是 ，

“

希腊战局已将了结 ，北非德军之攻势果 已停止 ，
英军 尚能维持现有阵地则

埃及或不致动摇 。 只要如此 则德必于六月 中可以攻俄开始矣 。 以德之于俄在今 日无论其为军事

为经济为政治为主义为煤 、油与粮食计 皆非攻俄不可。 如今夏不能攻俄使俄坐大 ，则其
一

到秋冬

在俄境即难如期作战 非至 明年不能攻俄 。 而我始终深信德必攻俄也。 尤其为统
一

欧洲与获得

煤 、油 求与英美作持久战 ，更非胜俄不能达成其统
一全欧之 目 的耳 。 又 ，德 国如欲与英美媾和亦

有以攻俄为和英之先声 。 若其此时攻俄 尚有胜俄之希望 ， 如 其与英美作战到底则德必归失

败也 。

”

④

这一展望令蒋对国 内外大局更增信心 。 月 日 ，他决定
“

吾对俄倭协定 ，
无关系 中 国者则

置之 ，其有害于中 国者则非之 国人应看明俄国之 以其国家利害为本位 ，故无从怨怼 亦不存奢望

则几矣 。
⑤ 同月底 他总结说

“

俄倭协定以后 ，

一

般文人皆对时局悲观 ，其实国际形势 、世界战局

变化无常 ，
俄倭协定于我为祸为福 ， 于俄于倭为利为害 要待事实证明 ， 而且于此五十 日 内必可大

白 。 以理度之 ，俄倭妥协乃为
一

时互欺之物 ，
则于我国无害 ；

如其为彻底妥协 则于我与其为祸 毋

宁为福耳 。

”

很显然 蒋介石认为 ，
只要苏德战争爆发 ， 日苏 中立条约带来的不利局面就会完全

改观 。

① 《徐永昌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② 《徐永昌 曰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徐永昌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④ 《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⑤ 《 蒋介石 曰记》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⑥ 《 蒋介石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鹿锡俊 蒋 介石对苏德战 争 的 预 测及 因 应

二
、 为 确保 苏联先于 美 国参战而对 美通报苏德关 系

对于中 国而言 ，
不管 日本是北进还是南进 都是有利于中 国借助 国际力量共同制 日 的总战略

的 。 但是 ，
比较 日本南进或北进各 自的副作用 加之考虑长远的后果 ，蒋介石更希望 日本首先北进 。

譬如 ，他在 年 月 日 的 日记 中一边为
“

英美奥荷印等南太平洋各关系者联防制 日之形势 日

急
”

而感振奋
一

边又明确写道 ：

“

使美倭战争得以暂时避免 保存其两 国海军力量 ，
而不使第三 国

际阴谋得逞 虽于中 国 目前之战局不利 然为永久计 ，则美倭之战不在俄倭之先乃为东亚全局之利 ，

而余始终不愿美国加人此项战争 以期确保世界和平之柱石而得早 日 恢复和平 。 然此则全视倭敌

之能否变更其侵略中 国政策而能迅速觉悟耳 。

”

其后 徐永昌也曾 在 日 记中记录了领导人之间的

这样一段议论 ：

“

日 美果战 ’
眼前于我固利 但结果则与我不利 缘 日寇太削弱 俄更肆无忌惮 其侵

略之计较 日 寇为毒 。

”

② 日 苏中立条约成立以后 媒体报道美 国总统将在演说中对德表示严厉态度 。

月 日
，蒋介石还获悉美将调太平洋舰队集中于大西洋护航并对德开战的消息 。 蒋十分担心德

国会因之打消攻苏计划 而使 自 己
“

苏联先于美国参战
”

的希望落空 。 为了 防止 出现这种局面 蒋

于当 日 召见美国大使 告其
“

据余判断及最近所得确报 ，如一个月半 以内 （ 即至六月 底 ）美 国对德 国

形势不再恶化 ’
只要能维持 目前现状 则德国必于此一个月半以 内向俄进攻。 请嘱美国政府特别注

意
”

。 月 日 ，蒋介石还致电曾作为美国 总统特使来访的居里 通报德将攻苏的情报 要他提

醒美 国政府注意运用 。
④ 翌 日

，
蒋介石再次和美 国大使谈话 强调

“

美国能始终不参战最好 ，
否则须

在俄国参战之后乃于人类世界方能达到民主 自 由公理和平之 目 的 。 对于德俄之关系望美 国特别

注意 。

”⑤

另一方面 为了促成苏德战争及确保战争爆发后苏联加人英美阵营 蒋介石此期还致力于宣传

美苏合作的意义 ， 其中包括对 中国共产党做说服工作 。 中共中 央方面的史料显示 ，
月 日

，蒋介

石特招周恩来谈话。 据周 恩来当 日 给 中共中 央的报告 ，在谈话 中
“

蒋不 同意对美估计 ， 说美国大

方 又要西半球 ，不会占有英国其他地方的 。 蒋说 世界最后胜利是科学胜利 ，德国外 ，
只有美国胜

于德国 ，故最后胜利必属于美 （ 他肯承认社会科学胜利在苏联 ） 。 中国 问题需要美苏弄好 不仅 中

国要间接努力 希望美苏也能 自 己接近 最后世界仍然只有两个阵线 ，侵略与反侵略 苏联是不能置

身事外的
”

。

三、对 内部的说服与 向 中共的透风

据徐永昌 日记 ， 月 日 ，蒋又一次约他及何应钦 、 白崇禧 、刘斐等军方要人谈话 。 在论及国

际形势时 蒋继前次提出两个
“

只要
”

之后
， 又提 出 了三个

“

必
”

：

“

德必攻苏 ， 日 必南进 ，美必参战

① 《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② 《徐永昌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③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日 、 曰 。

④ 《蒋介石 日 记》 （手稿 ） ， 年 月 日 。 另见叶惠芬编注《 蒋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舛 年 月 日 条 ， 台

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 第 页 。

⑤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日 。 谈 话要点栽 叶惠芬编 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 本》 （ 第 页 。 蒋介

石认为 ， 他对美 国 所作的这 些通报和提醒都产生 了 重要作用 。 参见 蒋介石 年 月 日 日 记 ：

“

美总统对 时局之讲演忽展

延至二星期之后 ， 此必受余转报德俄关 系之影响
，
果能旋转至此

，
决非余人 力之所能及 ， 不过尽余之心 力 而 已 。 此 实关乎人类全体

之祸福耳 。

”

蒋介石 年 月 曰 记 ：

“

对 国际 问题与对美贡献援英之道 ，
以 迁为 直 、 围魏救赵之要 旨较精 ，未知 美 国 果能

注重否 。

”

蒋介石 年 月 日 日 记
：

“

美总统广播 宣言大意完全与余之方略相合 。 余对 美之通报生效 所致也 。

”

蒋介石

年 月 日 日 记
：

“

对 美总统之通报德俄 关 系 ，使其演说展期至半 月 之久
，

而其所说者 悉如余意 ，
此不仅为余之外 交成敗之所

关
，

亦 为全世界人类祸福 攸关之要着也 ，
此 实余平生得意之

一

着也。

”

⑥ 周 恩来 ： 《 关于 与 蒋介石谈判情况向 中央的报告 》 （ 年 月 曰
） ，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 ： 《 周恩 来军 事 文献 》 第

卷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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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认定 ） 。

”

但直至此时 ，徐永昌和国 民政府指导层中的多数人
一

样 仍不相信蒋的这些判断 。

翌 日
，
徐还在 日 记中批判说

“

蒋先生对德苏判断是受桂武官报告之误 桂则为德国青年军官热烈爱

国言论所误
”

徐永昌的批判是以常识与常理为根据的 。 他认为 ，德国进攻苏联 ，对德而言确有三大理由 ：

从苏联得到必需的战略物资 ，解决对英美持久战的 困难 乘欧陆无顾虑之今 日
，先克服此背后阴

敌 攻苏以减低美之仇德 。 但徐同时认为 德国如攻苏将给德带来三大不利
“
一

、德攻苏无异逼

苏加入英国 ；
二

、德攻苏无异使英有胜利 ， 因此更无异使美国参战减少顾虑 ；
三 、苏地广兵多 德兵力

分散 短时间若不能奏效 ， 旷 日 持久 ，顾虑太多 实兵家大忌
”

。 基于这种从常识和常理 出发的分

析 ，徐的结论 是德国之攻苏对德
“

害大利小 故谓德亦未必迫苏至战也
”

。
③ 徐永 昌对 自 己 的看法

相当 自信 。 月 日
，
当蒋介石再次强调

“

苏德必战 其期至近 （ 因苏地气候 ）

”

之际 徐
“

仍以过去

感测为言
”

而予 以否定 。
④ 徐的看法代表 了当时 国 内外大多数人对德苏关系 的理解 正因如此 ，

可

说它也无异于反证了蒋在对德判断上的难能可贵 。

蒋介石 自 己可能直至离别人世都不清楚 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竟对中共和苏联也带来了很大的

正面作用 ：据周恩来 年 月 日 （ 即蒋与徐谈话的翌 日 ）发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 ，蒋曾透露德国

即将攻苏的情报 。 周称
“

他甚至连 日 子都定了 ，是 月 日 开始 ，蒋居然相信 。
⑤ 周的用词明显

地表现出 了对蒋之判断的不屑 。 幸好毛泽东反应灵敏 他在接到周 电所告蒋之判断后 立即指示中

共中央通报了苏联 。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证实 ： 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后将回师

东进 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存有幻想 ，甚至认为西方舆论界指 出的德军将转 向东方的猜测

是挑拨苏德关系 。 但 由于中共及时准确的通报 ，使得苏联能争得一周宝贵时间 ， 提早进人战备 避

免了更惨重的损失 。 对此 苏方 曾表示了对中共中 央的感谢 。 至 于苏联是否知道它所感谢的中

共中央的情报其实来 自于蒋介石 ， 只能留待他 日再作考证了 。

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因应

年 月 日
，
比蒋介石预测的 日 子仅晚

一天 ，德国大举进攻苏联 ，
苏德战争全面爆发 。

蒋于同 日 正午获悉此消息 当晚他感慨地写道 ：

“

受共俄之压迫侮辱动心忍性者至今已 十有七年 。

今似为苦尽甘回 、否极泰来之时乎 。

”

徐永昌虽然
一

直不同意蒋介石对苏德必战的预测 ，但一且蒋的预测成为事实 他也马上同蒋
一

样 抒发 出对苏德战争的欢迎及对苏联遭受突袭的快意 。 他在当天的 日记 中写道
：

“

以俄人过去所

为 ， 固应后必有灾。 特俄人过去尚未 自觉耳 。

”

⑧

徐永昌抒发的不只是反苏反共分子才有的感想 。 因为 在对苏观上和徐永昌有所不 同 的王世

① 《徐永昌 曰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② 《徐永昌 日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③ 《徐永昌 曰记 》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④ 《徐永昌 记
》 第 册

，
年 月 第 页 。

⑤ 周恩来 ： 《 关于蒋介石等待德攻 苏的 情况分析》 （ 年 月 曰 ）
，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 ： 《周恩来军事文选 》 第 卷 ，

第 页 。

⑥ 详见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室 为 周恩 来《 关于蒋介石 等待德 攻 苏的情 况分析 》 所 写 的 注释 《周 恩来 军 事文选 》 第 卷
， 第

页 。

⑦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⑧ 《徐永昌 曰 记 》第 册 年 月 曰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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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也在同 日 的 日记中记录政府内外的反应说 ：

“

〔 德国攻苏 〕消息到渝后 ，

一般人几无不暗中称快 ；

以德苏两独裁者 ，于过去
一

年十个月期 间一味取巧 ，破坏
一

切国际信义故也 。

”

年 月英法和德国的战争爆发时 ，蒋介石和 国民政府视之为民主国和侵略国的战争 。 因

此
，
他们几乎毫无犹豫就采取了支持英法和反对德国的态度 蒋介石还一度竭力主张中 国应该对德

宣战 以加强 中英法合作 。
② 但是 从上面介绍 的几则 日 记可知 ， 由 于欧战爆发以来 （ 即王世杰所说

“
一

年十个月期 间
”

） 苏德两国的所作所为 蒋介石及国 民政府对苏德战争的观感和对英法德战争

的态度大不相同 。 正因如此 在考虑因应苏德战争的方针时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领导层的 内心相当

纠结 。 这种纠结从苏德战争爆发的 当天就开始了 。 据王世杰的 日记
，他虽然也对苏联抱有反感 ，但

从大局出发 月 日 他两度 向蒋提议
“

我报纸务
一律表示 同情于苏联之抗战

”

。 对此 蒋亦表示

同意 。 王遂于夜间通知各报社务必
一

律拥护此国策 。
③ 但第二天在蒋邸召 开的商讨中 国对德苏战

事态度的会议上 ，朱家骅即批判王世杰所主管的报纸言论为不当 从而暴露了政府内部在对苏问题

上的分歧 。
④

蒋介石持何态度呢？ 据王世杰和徐永昌的记载 蒋在这次会议上对朱家骅的意见不以为然 在

另外举行的 国 民党中常会上还提出
“

有促进中苏英美成立反侵略阵线之必要 。
⑤ 这是符合前面已

经介绍过的蒋的
一贯思路的 。 然而 ，读读蒋在 日记里的 自 白 ， 即可发现他的出发点并非只是对苏联

的同情 。

先看战争爆发当晚的 日记 。 蒋介石写道 ：

“

我应照预定计划进行 先使中共就范 ，集中河北也 。

对俄应以有限度之合作 而不订同盟协定 。

”

文字虽短 ，却既写 出了他在对苏态度上的保留 ，
又写

出了他对苏德战争的处置不只是停留于 国际层面
， 同时还深人到国 内层面。

再看第二天的 日记。 蒋介石写道 ：

“

对德俄战争无论胜败谁属 ， 我国 当 以切近之利害为断 ，
况

倭寇未灭 、共党作祟以及新疆跋扈 此皆不能不藉俄 以期如计解决。 否则 如果态度稍带灰色或中

立则其害立见 。 如果此时对德表示好意或主联德反俄 ，则又牵连倭寇问题乃有陷人轴心之危险 。

如此 英美 皆将对我不利 而我四年来外交之努力乃必前功尽弃矣 。 至于英俄协定之有无暂可不

管 ’
即使有之其必限于对德 ’而在远东对倭则英此时必不肯在 内也。 故倭必攻俄 ，其对英当无顾忌 ，

且英美对倭之攻俄亦不加阻碍 ，
盖于英美皆有莫大之利益 。 以德俄战争关系而倭南进政策必中止 ，

其必先向北进俄固无疑也 。

”

此则 日记说明 蒋介石之所以主张建立中苏英美反侵略阵线 ，是经过

对国内外种种利害关系的反复斟酌的 。 蒋的理 由可归结为三点 ：其一是因 为国 民政府的三大课题
“

倭寇未灭
”

、

“

共党作祟
”

、

“

新疆跋扈
”

）都需要借助苏联才能解决 ；其二是 因为对英美的顾虑 ；其

三是因为蒋断定 日本肯定会随德进攻苏联 ，且英美对此亦不会反对 。 这三点中 ，第三点特别值得注

意 。 因为它清楚地表明 在 日 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曾导致蒋对松冈访欧作出误判 的那些负面因素 ，在

苏德战争爆发后再次在蒋身上复活了 。 而且 ，蒋介石关于英美不反对 日本北进攻苏的判断 ，
也是违

背英美此时的战略构想的 。
⑧

① 王世杰著
，
林美莉编校 ： 《 王世杰 曰 记 》上册 年 月 曰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年版 ， 第 页 。

② 详见鹿锡俊《 蒋介石对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的反应 》 ， 《近代 史研究 》 年第 期 。

③ 《王世杰 曰 记 》上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④ 《 王世杰 日记 》上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⑤ 详见 《 王世杰 日 记 》 上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徐永 昌 日 记 》 第 册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⑥ 《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⑦ 《蒋介石 日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夕 。

⑧ 譬如 ，美 国认 为 ，从短期看 ， 日 本 因北进而 消耗 自 己的战争 资源 ， 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从长远 看 ， 日本 北进攻苏将分散苏联

的 战争努 力 ，缩短其抵抗德 国 的 时间 ， 因此美 国应该 同时阻止 日 本的北进和南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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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蒋介石于 月 日约徐永昌进
一步研讨苏德战争时 徐提出了 以下意见

“
一

、德强苏

大 ，
不应战而战 在理无短期解决之可能 。 二 、倭寇除使用于战场者外 ，所储备于关东 、倭国 、海南岛

等处力量可分三部 ： （ 甲 ）备苏之部 ； （ 乙 ） 备南进之部 ； （丙 ） 备向我西进之部 。 过去倭之拟南进就

因英国战败 乃系准备英帝国崩溃时之侵略 。 今德苏开战 英已无崩溃之虞 倭必适可而止 ，再无南

进之事 。 是今后我对倭兵力之负担加重三分之
一

亦即危机增加 。 三 、倭陆军过去有在我满蒙建一

帝国之志 但每惧苏俄俯制 又倭财阀虽反对战争 ，然向恶共产 今两阀必合 （ 向来不和 ） 。 德 已 以

猛大力量攻苏 今 日倭之攻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 ，所以其北进之公算最大 。 四 、 中苏英美之联合反

侵略阵线 吾人不应提倡 诚以倭北进之最大顾虑为美海军蹑其后 所以此种联合越有力 ，倭北进之

公算因之越减 。 五 、苏联受兵后 ，其操纵共党向我捣乱之谋必减 ，且为牵制倭寇北进并或转令共党

就范 ，
此则亦视俊行动而异 。

”

由徐永昌的意见可见 ，在判断 日本会利用苏德战争乘机北进攻苏及认为此举对华有利方面 徐

和蒋看法一致 ；
但徐又认为如提倡中苏英美联合反侵略阵线即会削弱 日本攻苏意志 这是徐蒋相异

之处 。 对于徐的意见 ，蒋
一

时曾产生同感 ，担心
“

美对俄如表示积极援助 ，则反使倭对俄缓和 ， 于我

无益
”

。 但当 日下午在接见美国大使高斯时 ，
蒋又表示

“

愿美能援俄 并能暗示俄能与 中美两 国切

实合作之意 。 如英美能赞成或能保证中俄合作 则我无害矣
”

。 而且 后来蒋还在其他场合
一

直

重申这
一

观点 。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蒋介石在谈话中对美国大使的说明和在其他相关资料中的解

释
，
可以归纳 出四条理由 ：

首先 ，蒋介石认为 ， 只要 日本利用苏德战争北进攻俄 就在客观上可帮助中 国达成三大 目标 ：

统制共党势力 ，解决中共问题 。 收回新疆与外蒙主权。 中俄合作解决倭寇问题 。 因此 ，对

中国来说 这是必须竭尽全力促成的 。
③

其次 蒋介石认为 ， 中 国虽在直接对 日 工作以促成其北进攻苏方面无能为力 但在策动苏联对

日先取攻势方面则有用武之地 。 而要使苏联接受 中方的建议 则必须建立中苏英美反侵略阵线 以

增强苏联之信心 。
④

第三 ’与此相关 蒋介石还认为 ，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反侵略各国不于最短斯 内声明决心积极援

助苏联 则苏联不仅不会对 日 先取攻势 ，还会以退让谋求和 日 本达成谅解 。 这样 ，
日 本就会调头转

向南进 。
⑤

第四 ， 月 日
，蒋介石在长久思考和 比较了多种可能性 以后 得出 了如下结论

“

倭如观望只

有失机 ，如其先用军事全力进攻我国则其北进南进皆不仅有失机之虞 ，
而且 自 投罗 网更陷于无可 自

拔之地 ，决非其所能为也 。 如其国内英美派欲藉此德俄战争时机 以解脱轴心 迁就欧美 ，则其极右

派与关东军必 自动攻俄以推到其政府甚至引起其国 内革命亦在意中 。 故五 日来倭阁对德俄战事尚

无一定之方针与 明 白 中立之宣言 乃必为其极右派与军阀所反对 是以不能发表宣言 。 此即为其内

部冲突之表现 。 兹可断言 ： 倭若不决定攻俄则必引起其国 内革命 虽欲沉机观望 ，其时期必不能过

① 《徐永昌 日 记 》 第 册
，

年 月 日 ， 第 页 。

② 《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③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④ 《蒋介石致宋子文 、胡适电 》
，

年 月 日
， 台 北广 国 史馆

”

藏
，

蒋介石档案 《筹笔一抗战 时期 （
四十 四 ） 》 ，

。 另 见《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⑤ 《蒋介石和 美 国大使 高斯谈话记 录》
，

年 月 日
， 台 北

“

国 史馆
”

藏
， 蒋介石档 案《 革命文献一对美外 交 一般交

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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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也。 以此推断倭寇不久必将攻俄 ， 固无疑义也。

”

①换言之
，
蒋介石认 为建立 中苏英美反侵略阵

线 ，可增苏联对 日信心 却不会动摇 日 本的攻苏决心 。

在对苏方面 国民政府对苏德战争的 因应方针 就这样被确定为 以促进建立中 苏英美反侵略

阵线和推动苏德战争扩大为 日苏德战争为基本点 。 月 日
，
领导层还在对苏观上达成以下共

识
“

（ 苏联过去所谓和平中立政策及帝国主义混战之名词已不适用 。 （ 现在苏联不得不与 中

英美站在
一条阵线 ，过去利用他国战争策动世界革命及乘机在他国策动暴动之政策有不得不停之

势 。 （ 苏联将由其所谓第三国际命令中英美共产党暂时停止破坏活动或进
一步各与其政府合

作 。

”

②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资料
一

样 ，这三条也说明 了蒋介 石及国 民政府领导层为何把苏德战

争视作 中 国
“

苦尽甘回 否极泰来
”

的转折 。 月 日
，蒋介石联系不久前的 日苏 中立条约 ， 高兴

地写道 ：

“

俄求倭之意与不顾对我之信义 ，徒 以 自 私为主 旨 ，
及至廿二 日 德忽攻俄 ， 则其所约 皆无

效 徒其 国格 自求侮辱 可鄙也。

” “

德俄开战 ，
不惟我 民族生命得有保障 ，

即世界人类亦得一新生

命矣 。

”③

此外 在对德方面 ，与对苏态度上的纠结相对应 ，蒋介石直至 月 日 还刻意 留有余地 。 此

日 ，外交部长郭泰祺
“

甚欲声明反对德国之政策 ，
以奠英美俄对我之信赖

”

，却被蒋介石斥为
“

太无

意识
”

。
④ 这和一年十个月 前英法德战争爆发时蒋的对德态度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 。 它也说明 ： 同样

是和德国的战争 ，蒋对英法的考虑和对苏联的考虑是有区别的 。 但是 出乎蒋介石意外的是 ，在他

斥责郭泰祺后未满两天 ，德国竟于 月 日 宣布承认汪伪政权 ，突破 了 国民政府的底线 。 至此 蒋

才立即作出与德国绝交的决定 ，并于 月 日 正式宣布 。
⑤ 但值得注意的是蒋对德绝交的动机。

月 日 ，蒋写道 ：

“

对德绝交 尚有人以为只要先召 回驻德大使而不必发表正式绝交宣言 ，
以为仍可

在德意与英美之间发生左右运用者 。 余以为若不于此正式绝交 ，
则 国格完全丧失矣 ，

以 后英美对我

之 目光以为只重利害投机取巧者之所为 ，持此四年以来对国际道义之标榜几将消失于一旦。 且倭

之要求德意承认汪伪者 ，其用意不在增强汪伪之地位而实使我以此 由 德介绍与汪伪合流也 。 若不

彻底与德绝交 明 白表示 则倭之妄想更不可思议矣 。 此为非绝交不可之至关要键 。 其次 ，我明 白

与德绝交后 使倭对德之要求更不能逃避 ，
必欲强之履行三国 同盟公约 ，早人世界战争漩涡 。 使之

受虚名而蹈实祸 亦非中德绝交不可也 。 余对此无论揆之天理或裁之吾心皆无丝毫不安之状 ，至于

成败利钝只有听之而已 。

”

蒋在
“

其次
”

后面的解释说明 ，他之所以决定对德断交 ，重要原因之一 ，是认为德国承认汪伪是

为换取 日 本撕毁中立条约 对苏开战 而中国只有通过对德绝交 才能迫使 日本无法拒绝德国的要

求 ，从而实现国 民政府最大的愿望 ： 由苏德战争进而引起 日 苏战争 。

结 语

随着对德绝交的实行 蒋介石在对苏德战争的因应上再无其他选择 ，
而最终带领国 民政府确定

①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曰 。

② 《徐永昌 曰 记 》 第 册 ， 年 月 曰 ， 第 页 。

③ 《蒋介石 记
》 （ 手稿 ） ， 年 月 。

④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日 。

⑤ 《 外交部 宣 言 》 ， 年 月 曰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 员会党史委 员会编
： 《 中华民 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 曰 抗战 时期 》 第

编 （ 台北 ， 中 国 国民党中 央委 员会党史委 员会 年版 ， 第
—

页 。

⑥ 《 蒋介石 记
》 （ 手稿 ）

，
年 月 日 （

此则 日 记写于 年 日 记第 册中
——笔 者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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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苏反德的方针 。 但是 从本文的论述可知 ， 以蒋介石为首的 国 民政府领导层 在感情上是厌恶

苏联的 。 他们在此时选择的联苏 主要 目 的是利用 日 苏矛盾 而在他们的 内心深处 ，最理想的局面

是由 苏德战争进而 弓
丨发 日 苏战争 致使中国的两大强邻在互相残杀中两败俱伤 而中国能彻底摆脱

它们带来的威胁 。

在对德政策上 ，蒋介石的态度和他的对苏态度形成鲜明 的对照 。 在他眼中 ，英法德战争和苏德

战争是不同性质的战争 。 因此 ，在英法德战争爆发后 ，蒋可 以立即和英法及其背后的美国站在同
一

立场 但对苏德战争 他则和政府内外的很多人一样 ，对苏联遭受德国进攻暗中称快 。 从战胜 日本

侵略的 国际战略和制服中共的国 内战略出发 蒋介石引领国民政府对德断交 ，并促进建立 中苏英美

反侵略阵线 但其主要 目 的并非以德为敌 ，而是促成 日本北进攻苏 。

在局限于苏德双边关系时 蒋介石的判断相当高明且具有远见 。 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蒋对
“

苏德必战
”

的早期预测 ，
既使中 国在结盟问题上避免了 日 本那样的错误选择 又 引导 国 民政府

克服了在 日 苏 中立条约后
一

度 出 现的 动摇和彷徨 ，
还通过 中 国共产党为苏联提供 了 宝 贵 的

情报 。

但是 ，在加上 日本因素而论及 日苏德三边关系时 ，蒋介石关于 日本对苏德战争反应的判断却往

往失之于幻想或理想 。 他确信 日本必定乘机和德国 夹攻苏联 并视之为对 中 国最有利的局面而欲

竭力促成 。 就 日本有北进攻苏的动机和计划来说 ，蒋介石的判断没错 。 但动机 、计划和能力 、行动

有别 。 日本的 国策为其 自身的能力及内外环境所制约 不会按照蒋介石 的意志行事 而蒋介石却不

时把 日 本的动机 、计划与能力 、行动混为一谈 ， 以致对爆发 日 苏战争寄予过大的希望。

另外需要在结语中顺便补充的是 ，后来 ，在等待 日 本攻苏 的同时 蒋介石还试图说服苏联在对

德战争中 同时对 日开战 。 这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 总之 在蒋介石最盼望 日 苏战争

的时候 ， 日 苏战争一直没有爆发 。 而 日 苏战争在 年 月真正成为现实的时候 它给中 国带来

的 已经不是蒋介石当初所期待的结果 了 。

〔 作者鹿 锡俊 ，
曰 本大 东文化大 学国 际关 系 学部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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