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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 年 月 中英新 约签订之后到 年 月 英 国重 占香港之前的 两年

又七个月 是决定香港命运 的关键时期 。 新约签订后 ， 中 国并未 因此在香港 问题上放弃 努力 ，

外交上接受 罗 斯福 的建议 ，拟将香港列 为
“

自 由港
”

以换得主权
；
军事上则制定 了从 曰 军 手 中夺

取香港的作战方案 。 与此 同时 ，英 国成立 了
“

香港计划组
”

，其工作的重点是在 中 国 军队攻 占香

港 的前提下如何实现重返香港 。 由于英 国态度强硬 中 国 的外交努力 未能奏效 。 年开始 ，

曰 军在 中 国大陆 的 一系列 作战 延迟了 华 南战场 的 战 略反攻 ，
日 本的 突然投降又使得攻 占香港

的军事行动未及实施即告终止 。 而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积极筹谋 在 日本 即将宣布投降之前 ，

派遣舰队登陆香港的决策实质上 巳基本形成 英国为 实现重 占香港迈 出 了最 关键的 一步 。

关键词 香港 问题 中英关 系 中英新约 英 国 重 占香港

年前后 ， 中国史学界对于抗战后期香港问题的讨论不可谓不充分 ，然而 这
一

领域仍有空

间尚待深人发掘 。 总体而言 前期研究的焦点主要着落于中英新约谈判和香港受降之争两个方面 ，

对于 年 月 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到 年 月英 国重占香港之前的两年又七个月 ， 中英两国

因应形势 、制定规划 、筹谋决策的细节则较少涉及 。 而历史的精妙与诡橘之处往往隐藏于细节之

本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战后香港群体性事件与 港府 对策研究 （

—

”

阶段成果
；
亦得到 南京

大学人文基金项 目

“

香港 问题与战后 中 国政局演 变研究 （

— 资助 。

① 有关这一研 究领域 在 中 国史学界 直接使用 第 一手文献 且较具代表性的 学术成果似 当属刘存宽 《 年关于香港新界

问题的 中英交涉 》 、 《英 国重 占香港与 中 英受降之争 》 （ 《抗 日 战争研究 》 年第 期 、 年第 期 ）
，
李世安 《 年 中 英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 （ 《
历 史研究》 年第 期 ） ，

陶 文钊 《 太平洋战争期 间 的 香港 问题》 （ 《历 史研 究》 年 第

期
） ，
以及 台 湾学者李云汉《 国 民政府收回香港九龙之决策与 交涉 （

—

》 （ 台 北《近代中 国 》 第 期
）
和 吕 芳上《

一九四 〇

年代 辛英香港问題交涉 （

—

》 （ 《港澳与 近代 中 国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台 北 ，

“

国史馆
”

年版 ） 。 总体 而言
，
大陆学 者

多 以伦敦英 国 国 家档案馆藏挡为基础 ，重在重建 中 英新约谈判和香港 受降之争的 史实 ，从英方视 角探寻英 国 重 占香港的 实施过

程 。 台 湾学者则 以 台北
“

国 史馆
”

藏档作蓝本 从中 方视角 阐述中 英在 香港 问题上的博弈与 竞逐 。 除上述研究成果之外 ， 近年来 ，

王建朗等 学者利 用 蒋介石 日记
，
从

“

大国 意识
”

和
“

大 国作为
”

的 角度检讨抗 战后期 中 国外 交的努 力 与挫折
，
深化并拓展 了 战 时香

港问題的研究 空间 ，参见 王建朗 《大 国意识与 大国 作为
——

抗战后期的 中 国 国际 角 色定位与 外交努 力 》 、 《从蒋介石 日 记看抗战后

期 的 中 英美关 系 》 （ 《历 史研究 》 年 第 期
、 《 民国档案 》 年第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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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这其中包括 ： 中国政府曾 有个
“

自 由港
”

的方案设计 ， 这个方案 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 另外 蒋

介石所言
“
一俟战后 用军事力量由 日军手中取回

”

究竟有无着手实施 ？ 英 国在战时 曾设立
“

香港

计划组
”

（ 等机构 它们如何发挥作用 ？ 出兵重 占香港的建议是怎样

出 台的 ？ 本文 旨在详人所略 综合使用英 国国家档案馆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和台北
“

国史馆
”

的档案文献资料回答上述问题。

一

、 中国的外交努力和挫折

有关中英新约谈判 中的香港问题 ，前期研究已 比较充分 此处不赘述 。 年的最后一天 ，蒋

介石决心对英国让步 结束旷 日持久的新约谈判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批露了蒋介石 当

天 的心境 ：

晨 五 时 醒后 ， 考虑 与英 国订 新约事 。 我虽 不 要求其对九龙 问题作任何保 留之约 言 ， 而彼 要

求我 声 明 九龙不 在不 平 等条约之 内 ， 否 则 彼竟 拒绝签订 新约 。 果尔 ， 我政府惟有 自 动发表废 除

不平等条约之声 明 ， 以不承认英 国在 华 固 有之权利 。
一俟 战 后 用 军事 力 量 由 日 军 手 中 取 回

， 则

彼 虽 狡狯 ， 亦必无可 如何 。 此乃 为最之手段 。 如彼无所要求 ， 则 我待签字 以后 ， 另用 书 面 对彼

说 明 交还九龙 问 题 ， 暂作保 留 。 以待将来继续谈 判 ， 为 日 后交 涉之根据 。

这段文字具有重要意义 ，

“

领袖意 旨
”

基本奠定了此后 中 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英交涉的逻

辑 。 从中我们可以解读 出至少两层含意 ：第一 ，新约签定并不代表香港问题尘埃落定 ， 中方应当在

签约之后表明 日后重新提起的权利 ；第二 ，香港毕竟尚处敌手 ，且在中 国战区之内 ，若用军事手段从

日本手 中取得 ，英国也无可奈何 ， 当然 这是 为最之手段 。 这是蒋介石对香港问题设想 的
“

两

手
”

， 即
一

手外交 ，

一

手军事 那么
“

两手
”

是怎样运作的 ？

中英新约于 年 月 日 在重庆正式签署 。 外交部长宋子文签约 当天照会英国驻华大使

薛穆 （ 声明对于香港问题中国将保留 日 后提出讨论的权利 。 天之后 ，薛穆复照

中 国政府外交部 ，声称 ：

“

接准贵部长一月 十
一

日关于九龙租借地事之照会 。 在该照会中 ，
贵部长

通知本大使 以 中国政府对于此事 ，保留 日 后提出讨论之权等由 。 本大使兹答复 ’并奉告贵部长者 ：

即本大使业已将上述通知转达本国政府矣 。

”

之后 这份照会便石沉大海 ，英国再没有就此作 出任

何答复 。 中 国单方面的照会对英国没有丝毫的约束 ，英国外交官们谈判手段的虚与委蛇 在某种程

度上给了 中国政府幻想的空间 ，然而这些毕竟没有形成白纸黑字的条约文件 英国从来就没有承诺

会对解决香港问题承担任何义务 。 尽管如此 新约的签订多少又显示 了一种收回 主权方式的可能

性
’ 即通过外交手段 ， 以另订条约的方式冲破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 因此 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在香

港问题上的外交努力 。

中英新约签订后两个月 不到 ，

一

个收回香港的具体设想开始酝酿 。 年 月 日 ，蒋介石

电告正在美国纽约访问 的宋美龄 表示
“

英国与我所订新约不肯提及归还九龙租借地事 实为遗

憾
”

。
③ 而此时 ，宋美龄正利用访美的契机与罗斯福 （ 总统积极商讨有关中国在

① 高素兰 编注 ： 《蒋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 第 页 。

② 高素兰编注 ：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③ 高素兰编注 ： 《蒋 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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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收回失地的问题 。 月 日
，宋美龄发来的电报声称罗斯福的态度是 ：

“

关于战后问题 ，琉球群

岛 、满州 〔 洲 〕及台湾将来应归还 中 国 ，香港主权应属 中 国 ，
但可划定为 自 由港 朝鲜独立可由 中美

共同担保 。

”

由此可见 ，

“

自 由港
”

方案的酝酿肇始于美国的建议 。

月 日 ，
罗斯福会见了访美的宋子文 ，再次提出

“

自 由 港
”

的建议 。 罗斯福说 ，英国外相艾登

即将来美访问 美英之间将商讨欧洲善后及战后世界重建问题 届 时他将 向艾登建

议战后英国归还香港 而中 国
“

自 动将香港九龙
一部或全部划为 自 由 区 在该区 内不征

一

切捐税
”

。

罗斯福还表示 ：

“

英经营香港百年 ， 宣布为 自 由港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 ’此亦中国为建设新世

界之贡献 。

”

宋子文 回应说 ，前任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在重庆时曾表示英国愿意放弃

香港 ， 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也获知英方人士亦有此类想法 。 并且 新约签订时 ，英方表示愿意在战

后与中 国商讨九龙租借地问题 。 此外 战后香港在军事上 已无重要性 ，
若中 国严格将其视为外国属

地 香港经济
“

即行破产
”

。 至于将香港划为
“

自 由港
”

的建议 宋子文说 ， 自 己在未得到蒋介石的指

示之前 ，
不能表示任何意见 。

宋子文于第二天将此消 息电告蒋介石 ，
请示对策 。 蒋介石令陈布雷复 电 ：

“

元电诵悉 ， 中意香

港如英国交还我国后 我国可 自动声 明以香港 （ 或连 旧九龙租借地在 内 ） 为 自 由港当不反对 。 但不

能作为交还香港之条件 必须由我方以 自动方式出之为要 惟此须国 防会议通过 兹 已转该会提出

讨论 待公决后当再电达 。

”

③ 月 日
，
国防最髙委员会专就此事召开临时会议 ，林森 、孙科 、于右

任
、吴稚晖均对蒋介石的 回 电表示赞同 ，

会议决议
“

英如交还香港后 我 国可 自 动宣布香港及旧九

龙割让地为关税 自 由港
”

。
④ 月 日 ，外交部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电告宋子文 ，宋子文于

曰转告罗斯福 ，表示中国政府接受了
“

自 由港
”

的建议 。 然而 自 由港
”

的设想实在是有些一厢情

愿 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
一点

，艾登赴美与罗斯福会晤 ’他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该方案就此搁浅 。

尽管
“

自 由港
”

的方案甫经提出 即遇挫折 ，但中 国政府并未就此止步 ，而是进
一

步对收回香港

进行规划 其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当属外交部欧洲司官员张纪培提交的 《香港九龙问题》报告。 在

报告
，

中 ，张纪培首先阐明 了香港在政治 、经济等多方面的重要性 ，在 回顾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之后 ，

他指出 了香港孤悬海外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及危害 。 报告的后两部分提 出 了收回香港的办法和对

策 。 在收回办法 中 报告分列 甲 、 乙两案 ，前者主张一并收回整个香港地区 ，后者则提 出可先收回九

龙租借地 ， 同时加强海关缉私并敦促英方改善香港华侨待遇 。 两者途径均是与英国进行直接磋商 ，

订立专约 ，至于谈判的时机 、提出 的方式等均未涉及。 甲 、
乙两案均主张收回香港后 英方所有的港

坞建筑 、公共设备及公营事业 ，皆 由 中国政府收买或租赁使用 中方并承诺保护英方在华商业利益 ，

协助防止在香港地区对于英方安全之威胁 。 除此之外 ， 报告又提 出
“

达成 目 的之方法
”

四点 归结

到
一

点 ，就是使用宣传手段 例如
“

以宣传方法 ，使英国朝野明了 中 国 民族性 ，
历来爱好和平崇尚道

义 是以香港及九龙租借地之收回 有助英国安全及在华权益之维护 ，
暨其商业利益之发展 。

” “

以

交涉谈判方式 ， 晓以大义 提请英 国政府同意交还
”

。
⑤ 平心而论 外交部的这份报告政治意义远大

于实际价值 ，尽管宣示了政府对收回香港的指向 、承诺和决心 却缺乏基本的技术层面的操作规划 ，

事实上 它的命运也只是束之高阁 。

① 秦孝仪总编纂 ： 《 总統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第 卷 （上 ） ， 台北 ， 中 正文教基金会 年版 ， 第 页 。

② 高素 兰编注 ：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台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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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高素 兰编注 ： 《 蒋 中正总统 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④ 《 国 民政府为收回香港事致行政院训 令 》 （ 年 月 日 ）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案馆藏 ， 国 民政 府行政院档案

。

⑤ 张纪培 ： 《香港九龙 问题》 ， 中 国 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 ， 国 民政府外交部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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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罗会议本可 以成为又
一

个机会 但 中 国政府并未借此提出香港问题 。 蒋介石返 回重庆

后曾说 ：

“

香港问题 本人并未提出 。 惟罗斯福总统曾 向本人表示将香港作为 自 由 港 而将主权归

还中国 将来必可办到 。

”

②至此 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 中 国政府再未有使用外交手段收 回香

港的计划与准备 。

二、 从 日军手中夺取香港的军事方案

那么 ’外交
一

手如此 ，
军事

一

手又如何呢？ 前述 《事略稿本》披露 ， 蒋介石打算
“

用 军事力 量从

日军手中取回
”

，
顾维钧的 回忆录中亦有类似记载 。

③ 笔者以为 蒋介石的想法可能具有两重含意 ，

其一是单纯从战争角度 出发 ，完成消灭 日 军 收复香港的军事 目标
；
其二是造成中 国军队 占领香港

旳既成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 英 国势必面临重返香港的极大 困难 。 目前公布的资料仅能证 明从

年 月 到 年 月 ， 中国战区为实现奸灭华南 日 军 ，攻占广州 、香港的军事 目标 ， 曾制定相

关作战计划 ，但并无直接资料可证明 中国政府准备在 占领香港后建立行政机构 、收回 国家主权 。

开罗会议上 ， 中 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曾提出收复缅甸 的作战计划 。 史迪威认

为 待恢复中缅交通 、
运送必需的装备与供给后 即可发动收复广州和香港的军事行动 。

④ 年 ，

緬北战场进人反攻阶段 。 年 月
， 中国远征军与 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 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

束 。 但西南交通线恢复之后 收复广州 与香港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够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实施 。 主要

原因是 年 日军发起
“
一号作战

”

，华南和西南众多战略要地落人敌手 延迟了 中 国战区反攻华

南 的军事行动 。

年 月
，军事委员会拟订了 《 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 》 。 针对华南战场 作战计划大纲的

设想是由美军登陆占领广州和香港 ，卫立煌 、汤恩伯率部攻克宜山 、柳州后 ，
以主力 向梧州 、三水突

进 ’ 与美军会师西江 。 但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能展开 加之 日 军发动老河 口

及芷江作战 该作战计划未能实施。 月
，美军发起冲绳战役 ，

日本参谋本部判断
“

华南方面不仅对

防卫本土的重要程度已大大减小 同时联军在该方面登陆的话 ，
恐怕也不会超出英军夺取香港的范

围
”

认为
“

只 留下能确保广州 、香港的兵力即可
”

。
⑤ 月 中旬 东京作出 实施战略收缩的决策 ，

“

中

国派遣军
”

于 月 日 在南京召开会议 决定命令驻华南部队 即 田中久一的第二十三军向广州和

香港收縮 。 至 月 中旬 ， 日 军在广州及其外围地区驻有 个师团 、 个旅团及 个香港防卫队 ，兵

力共约 万人 。 从中不难看出 ，
冲绳战役之后 ，

日本
“

帝国 门户
”

已被攻破 。 日 军认为华南地区 的

战略意义已大为降低 ，

一

方面 日军开始将华南 、西南地区的部队北调华中 、华北 ； 另
一方面

，
日 军集

中在华南的剩余兵力布防战略要地 ，抵抗盟军登陆作战 ，力保广州与香港 。 年 月 ， 日 军开始

从广西逐步撤出 ， 中 国军队跟踪追击 于 月 日 收复战略要地柳州 ， 为实现歼灭华南 日军 、收复

① 蒋介石在 年 月 〖 日 的 日 记 中表示将在开 罗会议上提 出香港 问题 但经反复斟酌 ，最终决 定所有有关 中英争端的

问题不在 开罗 会议上提 出 。 有关史 实可参见 王建朗 《从蒋介石 曰记 看抗战后 期 的 中 英美关 系 》 ， 《民 国 档案 》 年 第 期
，

此 处

不赘述 。

② 中 国 国 民党 中 央委 员 会党史委员会编 《 国 防最高委 员会常务会议记录》 第 册 台 北 近代中 国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顾维钧回忆录》 中有关于蒋介石这个想法的表述是 ：

“

用我们 自 己的 军队收复它 。

”

参见顾 维钧 《顾 维钧 回忆 录》 第 册
，

中华书 局 年版 第 页 。

④ 梁敬椁 ： 《开罗会议与 中 国 》 ， 香港 ，巫洲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⑤ 日 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 史室 著 ，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 员 会译 ： 《 昭 和二十年 的 中 国 派遣 军 》 第 卷 第 分册 ， 中 华 书 局

年版
， 第 页 。

⑥ 日 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 史室 ： 《 昭和二十年 的 中 国派遣军 》 第 卷第 分册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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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和香港的战略 目标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

月 日 ，
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部负责人柏德诺 准将 向 中 国陆军总司令部提交

了
一

份从速攻 占广州 、香港地区的作战计划 。 该计划要点是 ：盟军从海上登陆雷州半岛 ， 利用湛江

港作为补给基地 ，
以主力部队向东进攻广州 与香港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此方案过于冒 险 ， 在

衡阳 、 曲江 、赣州有 日军机动兵团的状态下
“

遽攻广州 ， 免以主力侧背授敌 万一不胜 致招不可挽

救之失败也
”

。
②

因此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 月 曰制定了 《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 》 ，

该方案分三个阶段完成 ： 第一阶段 攻略桂林及雷州半 岛 ，
开辟第

一

海 口
；第二阶段 ，攻略衡阳 、 曲

江 ， 为第三阶段作战扫清威胁 ；第三阶段 攻略广州 、香港 。
③ 攻 占广州 、香港的具体方案是 ：

“

以新
一

军及第三方面军 欠第二十七集团军 ） 暨另 由第三 、第七 、第九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担任之 ， 务

求在数量上构成优势 。

”

④攻击开始时间定为 年 月 日 ，具体攻击部署如下 新一军 由梧州

沿西江两侧地区 ，攻击广州之西面 。 第三方面军以主力沿粤汉铁路攻击广州北面 。 于三 、七 、九各

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 由龙南 、河源分道南进 ，
以
一

部进攻增城 、石龙 截断广九铁路 再进而攻击

广州之东面 以主力经惠阳 、九龙道攻击九龙半岛及香港 。
⑤ 该方案特别强调 ，

中国军队希望美军

在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 中能够支援配合 ：

“

我军攻击广州 、香港时 ，并希望美军海军参加对广州 、香

港之攻击 ，尤希望美军陆战队登陆作战 并派船舰运输掩护五十四军在广州 以南各要点之登陆 。 此

夕卜 并协助攻占九龙半岛之我军向香港登陆 。

”

然而 ，这个军事计划只 完成了第
一

阶段攻 占桂林部分 月 日 ， 中 国军队向桂林追击 日军 ，

于 日收复桂林 。 仅仅一个月不到 ， 日本宣布投降 攻占广州和香港的作战方案终止实施 。 终究 ，

军事攻 占香港的计划停留在了纸面上 。

三、 英国重占香港的设想

中英新约签订后 从 年到 年 英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声明不会在战后放弃香港的立场 。

政党政治尽管提供了讨论和修改对外政策的空间 ，但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 ，无一例外地主张英国在

战后重返香港。 艾德礼 接替丘吉尔 担任英国首相 新的工党政府

完全继承了之前丘吉尔内 阁的香港政策。 当然 强硬的政策还需要周密准备的支撑才能使英国重占

香港从计划变成现实 ，
而促使这

一

过程实现的主要推手是英国殖民地部 和军方。

尽管中英新约搁置了香港问题 英国政府也从未表示要放弃香港 但 日 军占领香港 的现实和中

国收回主权的诉求仍然使得香港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这正是殖民地部和军方焦虑所在 年 ，

殖民地部曾试图发起一个跨部门会议 专 门负责香港问题 ，但这个建议被外交部否决 。 在这种情

① 《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 》 （ 年 月 日 ）
， 中国 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 ： 《抗 日 战争正面战场 》上 ，凤風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 》 （ 年 月 日 ）
， 《抗 战争正面战场 》上 ， 第 页 。

③ 《 中 国 陆军 总司 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 州香港作战指导案 》 （ 年 月 曰 ） ， 《抗 曰 战争正面 战场 》上 第 页 。

④ 《 中 国 陆军 总司 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 州香港作战指导案 》 （ 年 月 曰 ） ， 《抗 曰 战争正面战场 》
上 第 页 。

⑤ 《 中 国 味军总 司 令部攻略桂林雷 州半 岛衡阳 广 州 香港作 战指导 案 》 （ 年 月 曰
） ， 《抗 曰 战 争正面 战场 》上 ， 第

—

页 。

⑥ 《 中 国 陆军总司 令部攻略桂林雷州 半岛衡阳广 州香港作战指导案》 （
年 月 日

） 《抗 曰 战争正 面战场》上 ， 第 页 。

⑦ ： ，

：



	

孙扬 论抗 战后 期 中 英处置香港 问题之方 略 （

—

况下
，
殖民地部 自 己于 年成立了

一

个
“

香港计划组
”

负责筹划重占香港 、拟订建立行政机构方

案 以及未来恢复殖 民统治后的政策规划 。 起初这个小组只有 名组员 但他们均是曾在香港任职

的资深官员 。 成立的第
一

年 ，

“

香港计划组
”

还隶属于
“

马来亚计划组 （

，但很快便独立建制 。 到 年 月 ，前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 （ 麦

道高 （ 出任香港计划组组长 ，组员也增加到 人。 香港计划组的核心是
“

民政

事务组
”

（ 这是
一

个不公开的组织 对外仍以
“

香港计划组
”

为名 ，它的职能是

在英国重 占香港后迅速建立行政机构 。
②

除此之外 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和驻华英军司令部构成了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情报网 ，有关香港的

信息通过这两个机构传回英 国 ，并递交到外交部 、殖民地部和军方的决策层 成为英国内 阁判断和

处理香港问题的主要依据 。 另 一个 比较重要 的组织是英军服务团 （

它于 年 月经中国政府认可 ， 由赖濂仕 （ 上校在曲江成立。 赖濂仕本人

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在 年 月 来到香港 受聘担任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 ， 同时他也是香

港防卫队 ， 成员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赖濂仕兼任英军战地医

院军医 香港沦陷时被俘 ，关押在深水埗集 中营 。 年 月 ，赖濂仕逃 出集 中营 在新界经中共

港九大队帮助最终安全抵达重庆 。
③ 赖濂仕的英军服务团受到英国 军情九处 （

④的 战米指导

和物资援助 主要负责营救战俘逃离香港和收集情报 。 其总部后迁至广西桂林 ，在广东惠州设立
一

个前方办事处 ，掌控多条进出香港的交通渠道 。 其中 ， 年设立于新界西贡 ，
代号为

“ ”

的联络

站是英军服务团唯
一

打人香港的前哨站 ，为后来英国重返香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⑤

英国政府为重占香港可谓煞费苦心 相关机构的设置 、人员 的招募以及预案的制定在 年

以后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 ，但是 最重要 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是英 国如何重返香港 。 由

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蒋介石指挥下的 中国战区 ，
而并非英军统帅蒙 巴顿 （ 将

军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 ，反攻华南 、 占领香港理所当然属于中国 战区的责任 。 然而 ，

一旦香港处于

中国的军事 占领之下 英国以什么理由 ，采取怎样的方式重返香港 ？ 这个问题令殖民地部的官员们

十分头疼 。

前述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的民政事务组是英国重返香港 的关键机构 怎样将其派遣到香港并

重建行政机构是核心问题 。 由 于此后的 日本投降具有相当的突然性 在 年 月 之前 ，英 国政

府并没有预见到 日本会很快崩溃 。 所 以
一

切重返香港的计划都基于
一

个前提——中 国军队 （ 在

美军的协助下 将攻 占香港 。 殖民地部的难题在于 在 中国军队反攻香港的预期中 ，如何在不引 起

中方注意的情况下 将英方相关人员派遣至香港 ，并成功实现重建行政机构 、恢复英国统治的 目标 。

殖民地部
一

直在寻找重返香港的契机 年春 来 自 于重庆英国大使馆的
一

系列 电报引起了他

们的注意 。

年 月 日 ，驻华大使薛穆在给伦敦的电报中透露 ，驻华美军公共关系部门 负责人奥姆

① ，

—

’

，

—

：
，

② 英 国殖 民

地部档案 （ 缩微胶 片 ） ，香港 中文大学 图 书馆藏 原件藏于英 国 国家档案馆 ，
文中 引用 的 系 列档案 出 处均 同此处 ，不再注 明 。

③ 赖濂仕在战后 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
， 年 月 病逝于香港 他的经历 可参见

：
。

④ 军情九处 （ ， 成立 于 年 ，其主要职责是援助敌 占 区的抵抗组织 以及掩护

和协助被击落的 盟军 飞行 员 和战俘逃离敌 占 区
，

年之前还 负责 对敌军战俘的 审讯工作 ，该部 门 于 年撤销 。

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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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德 （ 准将建议薛穆为他的部 门配备
一

名英国军官 ，
以便处理重 占 中 国港 口城

市时面临的经济接收问题。 因为 战前英国在华资产巨大 尤其是在中国 的港 口城市 。 中美两国军

队占领这些城市后需要对这些资源和设备进行处理 按规定 ，平民不得参与此事 因此奥姆施特德

希望能有
一

位具有中 国事务以及经济方面经验的英国军官作为联络官协助他处理相关事务 。 薛穆

向外交部表示这是
一

个保护英国在华资产与利 益的机会 。 第二天 薛穆再次致电外交部请求他

们考虑这个建议 他认为联络官合适的人选是具有丰富的 中 国经验 最好在上海或香港待过的人 。

他建议 联络官应当接受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或大使馆武官处的领导 ，之后他将话题转移到香港问

题 ：

“

关于重 占香港 ，这个职位的功能是复杂 的 ；
但是我想 有必要建立与殖民地部的联系 ，

该职位

的主要功能是为 中 国和美 国军事当局提供有关香港设施的情报 。
②此后 ，薛穆与丘吉尔在 中 国 的

特别代表魏亚特 将军以及驻华英军司令海斯 将军进行了会商 并在

月 日接连向伦敦发出两封电报阐述他们 的看法 。 薛穆在电报中说 ，美国人关于设立英国联络官

的建议引发了他们
“
一连串的想法

”

。 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认为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 ， 中 国和美

国的军队会比中 国政府先到达 日本 占领 的地区 尽管如此
，
美国人会派遣行政官员随同军队的前进

指挥所前往收复地区 ， 因此 英国也应该准备这样做 。 薛穆表示对中 国军队的进攻计划一无所知 ，

并且 在中 国战区可资调配的英军太少 。
③ 因此 ，他建议将设立英国联络官的设想扩大成设立英国

联络组跟随中美两国军队
一

同行动 。 联络组 的主要任务包括提供中 国战区每 日 情报给各相关军政

单位
，维护英国在华利益 ，为中美两国军队提供援助服务 ，给英国大使馆提供收复区的政治经济信

息以及保护英国资产等 。
④ 此外 薛穆在 日 的两封电报中均提到了香港 问题 他表示 自 己了解

伦敦方面正在研究香港问题 ，但并不清楚英国是否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中安排了人员 ， 以便及时处

理有关重占香港的事务。 因此 他建议应当让设想 中的联络组与准备在香港登陆的军队保持密切

关系 。
⑤ 两封电报中 ，薛穆都强调 这个方案应当先咨询美 国人 再告诉中国人 虽然他估计蒋介石

不会反对 但仍建议最好避免提及香港问题 。

殖民地部迅速对薛穆的电报作出反应 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鲁斯顿 （ 在给外交部远

东事务主管史班纳 的信中表示 香港被 中 国军队 占领的危险性正在增加 ， 殖民

地部巳设立了 以民政事务组为核心的香港计划组 。 大使馆建议设立英国联络组跟随中 国军队进人

香港 ，将有助于阻止中 国的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在香港组织政府 。 她认为 ，设立联络组的方案与香港

计划组的职能并不冲突 ，
因此 殖民地部应当支持这个建议 。 然而 ，设立联络组的建议引发 了另

一

种担心 ， 因为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民政事务组
一

直是殖民地部在重 占香港计划中的执行机构
一

定程度上 民政事务组就是计划 中战后香港政府的雏形 。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 殖民地部
一直谋求通

过陆军部对香港计划组进行军事训练 以便他们能够在非常时期迅速返回香港 、建立行政 。 香港事

务主管梅勒 （ 担心设立联络组后 ，陆军部会放弃对香港计划组的军事训练 英国政府将

①
，

，

② ，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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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设想中 的联络组去处理重占香港的问题 。 此外 梅勒还对薛穆在电报中 用
“

解放香港
”

而不是用
“

重 占香港
”

的表述感到遗憾 。
① 经过协

商后 薛穆建议联络组中的英 国军官可以接受行政训练 ，为重 占香港并建立行政机构作准备 。 殖民

地部最终决定还是赞同重庆大使馆的提议 。

年 月 日 ，外交部 、殖民地部 、陆军部以及香港计划组 召开联席会议 经过商讨认为 ，

既然香港处于 中国战区内 那么必须要征得蒋介石的 同意才能派遣英方人员跟随中 国军队接收香

港 从而建立行政机构 ，
恢复英国 的统治 。 但如果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 势必会引发中方提 出有

关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 。 因此
，英国政府对如何提出这个要求犹豫不决 。

③ 基于这样的考虑 ， 有关

设立联络组跟随中国军队行动的建议迟迟未能落实 ，外交部 同意先在驻华美军司令部 中任命
一

名

英国军官作为联络官 之后再考虑设立联络组。
④

四 、 出兵香港建议的形成过程

年 月初 ，
日本有可能在短期内崩溃的迹象开始显露 ，这增加了殖民地部对于香港问题

的焦虑感 。 月 日 ，殖民地部会同外交部 、陆军部和特别行动处 （ 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 准

备应对香港出现的突发情况 。 会议设想了三种可能性 英 国或美 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 占领

香港 中 国军队在美军协助下 由陆路占 领香港 不受蒋介石领导的 中 国非正规部队 占领香

港 。
⑤ 对于前两种可能性 殖 民地部准备派出香港计划组

“

在恰当的时间
”

随同军队进人香港 。 但

什么时候是
“

恰当 的时间
”

？ 之前又如何 向中 国军队提出这个要求 ？ 殖民地部并没有详细方案 只

是表示要继续深人研究 。 殖民地部最为担心的是第三种可能 即 中 国的非正规部队占领香港 导致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日 本突然宣布投降 ，而蒋介石的军队来不及到达香港 。 对于这种情况 ，

殖民地部建议
一旦出现 日本即将全面崩溃的情况 军方应当立刻派出舰队驶往香港 。 香港计划组

将随同舰队出发 或在舰队出 发之后前往香港 。 殖 民地部的建议颇为重要 这表 明英国政府开始

把派遣 自 己 的军队重 占香港提上议事 日程 。

针对 月 日的联席会议 ，殖民地部开始研究重 占香港的具体预案 。 月 日 ，殖民地部助理

常务次官贞特 在致常务次官盖特 的报告中一开头就写道 ：

“

我们必须

接受现在的情况 军事形势将香港置于蒋委员长的战区 他的参谋长是一名美国将军 美国协助 中

国组织并训练了军队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不是
一

个轻松的局面 。

”

⑦贞特还说 准备让香港计划组及

其核心民政事务组接受陆军部 的军事训练 使其能够迅速在香港实施军事管制 （

至于如何与 中方沟通 让香港计划组在中 国军队占领香港的情况下恢复英国 的统治 ， 贞

特表示 殖民地部曾建议外交部利用美国人对中 国施压 即在波茨坦 （ 会议上寻求美 国总

统杜鲁门 （ 的帮助 。 但至于结果如何 外交部事后并没有向殖民地部反馈 。 接着 ，贞

特指出 ，现在香港存在着危险性 ， 即在 日 本突然崩溃的情况下 中 国的非正规部队会占领香港 ，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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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立政府 。 在这种形势下 ，香港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与劫掠 。 这样
一

来 英国不仅会失去

威信 也会为重新恢复在香港的统治遭遇极大困难 。 因此 为了 防止这种危险 出现 ， 贞特建议由殖

民地部会同东南亚战 区司令部和海军部作出安排 ，

一旦获悉 日 本即将投降 立 即派遣二至三支快速

舰队驶往香港 。 贞特请示是否可以 由他为这个方案准备
一

份文件 。
①

而与此同时 中国战区拟订从雷州半岛登陆 进攻广州 、香港的军事方案被英方获悉。 年

月 日
，
英国太平洋舰队司 令部 向海军部报告 ， 中 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 （ 将军

决定攻 占雷州半岛 ，夺取堪江作为补给港 。

一

旦登陆成功后 预计 月份将有 万吨物资运到湛

江
，
以后 ， 每月 将增加到 万吨 ，为下

一阶段中 国军队攻 占广州和香港作准备 。 电报强调 ，美国太平

洋舰队司令部已向军官们下达了
“

雷州半岛 、广州 和香港军事行动方案
”

。 这个军事行动方案 即

是前文所述由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部于 月 中旬提出的方案 。 月 日 ，英国军方开会商讨对策 ，在

讨论中 ，参谋总长布鲁克 元帅认为 ，攻占雷州半岛后 ， 中 国军队不会迅速夺取香港 ，

因为那里的 日军兵力非常强大 。 在蒙巴顿将军就此计划作 出安排之前 英美两国军方应 当达成
一

个官方协定 。 空军参谋长波特尔 （ 元帅认为 如果决定派遣英国部队参加重 占香港

的任务 ，应当由麦克阿瑟 将军安排在马尼拉进行准备 。 首相的参谋长伊斯梅

将军认为 应当告诉美军 任何有关英 国属地的军事行动 ，英国军队都要参加 。 会

议决定 ，有关香港问题还需要向殖民地部咨询 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
③

殖民地部对此迅速作出 回应 表示他们正在为 占领香港后 ，
重新恢复英国在那里的统治作准

备 ；并建议尽快让香港计划组进人香港 ，该计划组既可 以随同 中国陆军从雷州半岛出 发 也可以跟

随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香港 。 殖民地部表示 ， 目前英国政府与蒋介石之间没有就此进行任

何安排。 即便在占领香港前达成协定 仍会有操作困难 而且 中国军队也许会采取行动 ， 给英国人

重返香港制造障碍 。 因此 殖民地部希望香港计划组能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 ，并表示 ，

如果英国海军参与登陆香港的军事行动
“

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

殖民地部强调 ：

“

恢复英

国在殖民地的利益是我们的事情 而不是美国和中国 的事情 ，所以 ， 殖民地部急切希望尽可能让英

国参与这次军事行动 。

”

⑤

以上说明 在 月 日之前 即 日本准备接受 《波茨坦公告》 的信息被证实之前 殖民地部和

军方已为重返香港定下 了基调 ， 即无论香港由 中国军队占领还是出现其他任何情况 英国都应当派

遣军队从海上登陆香港 ， 出兵香港的建议实质上已经形成 。 对于英国来说 三年多之前曾 因战败而

失去香港 派兵收 回似乎是最能挽回尊严的一种方式 。 事实也证明 ，它是保证英国顺利重返香港并

成功恢复在那里的统治的最有效 、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

结 论

年 月 日拂晓 夏悫 （ 少将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特遣分队抵

达香港海面 日 上午 海军陆战队在布朗 （ 中校的指挥下登陆港岛 。 在撤离三年又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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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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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之后 英国人兵不血刃重占香港 。 此前 ，在 日 本宣布投降之后 ， 中英爆发历时两周 的香港受降之

争 ，英军登陆香港之时 ，风波尚未完全平息 。 其实 ，无论外交纷争进展如何 ，英国军方并不关心 依

旧按照既定的 出兵方案实施 ，

重占香港的行动未受影响 。

太平洋战争期间 ，
面对共同的敌人 日本 ， 中英两国是不甚融洽的盟友 ；在香港问题上 ，他们又是

剑拔弩张的对手 。 对于中 国政府而言 ，
虽在新约谈判之时遭受挫折 但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仍是其

处置香港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 原因何在 ？ 其一 新约谈判之中 ，外交系统传递给蒋介石的信息是 ：

英国人愿意归还香港 只是时机不成熟 。 顾维钧曾 向蒋介石强调 ，他认为英国打算真心诚意归还香

港 缔结新约是
“

送上门来的礼
”

，然而
“

该送来的礼物应 当一次送来 ；
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

”

，
因

此 中国应当
“

先收下这第
一

份礼为宜 可 以在收礼的 同 时暗示
一下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

来
”

。 其二 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同情中 国 。 仅就舆论而言 在 年 月 的 民意调查中 ， 有

美国 民众认为 ，英国从殖民地中获得 了不光彩的利益 英国人也应 当算作压迫者 。 并且 ，

“

自 由

港
”

的方案也正是罗斯福先提出的 ，美国的态度是中 国政府对英谈判的底牌 。 不过 ，
上述两个因素

未必能够起作用 。 第一 顾维钧纯属判断失误 ，英国政府内部对于香港问题虽然有不同声音 但并

没有任何政府官员主张在战时就讨论归还香港的问题 也没有人主张在战后可以主动放弃香港 。

第二 ，早在 年八九月 间 英国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倾向于支持中国 。 但伦敦认为 ，

即便是这样 英国也要坚持 自 己的立场 。 英国有着更深层的忧虑 ，即担心战后美国会将其从远东排

挤出去 。
③

英国的策略很明显 ，

一方面拒绝在外交上与中 国讨论香港问题 ， 回避美国 的施压 ；

一

方面为重

返香港 、恢复统治作积极准备 。 相较于外交部 ，殖 民地部和军方在策划重 占香港的问题上发挥了更

大的作用 。 英国最担心 的情况是中 国军队先于英军 占领香港 而这一情况恰恰符合蒋介石所谓
“

为最之手段
”

，即 中国从 日军手中夺取香港 造成先 占的既成事实 。 但是 年开始
，
日军在 中

国大陆战场 的
一

系列作战行动延迟了 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 ，攻略广州 、香港的作战计划未及实施即

因 日 本突然投降而终止 。 可以设想 果若中 国军队占领了香港 ，英国则很难掌握主动权 。 如前文所

述 ，尽管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考虑的重点就是在中 国军队占领香港的前提下如何恢复统治 但就其

措施而言 ，
虽然具体 ，不过依然面临重重 困境 。 在中国军队中派进去

一

个联络组是不能发挥多大作

用的 此后 ，虽然伦敦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出兵香港 但在中国军队占领之下如何组织登陆 、恢复

统治恐怕不是
一

个简单的 问题 。 由此可见 年中英新约签订后 ， 中国或许仍有机会在香港问

题上有所作为 。 这个机会可能正是在于蒋介石所言
“
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 由 日 军手中取回

”

。 然

而 ，计划终归是计划 ，在瞬息万变的历史湍流之中 这个机会最终失之交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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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顾氏在回 忆录 中 曾 两 次提及 日 他与 蒋介石 的会 面
，
对具体 细节 的描

述略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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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有 关 年八九月 间 英国政府 内部对香港政策讨论的资料 ，
可参见英 国 外 交部档案 和

，
详

细经过本文不赘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