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期刊发 的潘星 、张襞 明 、张传宇 的 三 篇 文章 都是 年 月 日 至 月 曰 在

杭州 召开 的
“

第 一届抗 日 战争史青年 学者研讨会
”

的参会论文 。

妥协与抗争 ：

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 日决策

潘 星

内容提要 本 文利用 台北
“

国 史馆
”

藏 《蒋 中正 总统文物档案 》 、 日 本亚 洲 历 史 资料 中

心 收藏 的 相 关 日 文档案 ，
及 《蒋 中 正 总 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等 书 中 所 收蒋介石 日 记

， 对蒋

介石在济 南事件前后 对 日 决策 中 的表现进行系 统梳理 。 研究发现 蒋 的对 日 妥协 、退让 既

是事实 但另 一 方面 ， 无论是在谈判 桌 ， 还是在战场上 ，他也都不 乏强硬 的 一面 。 面对 曰 方

赤裸裸的 武 力威胁和过高 的谈判要价 ，他虽有不少退让 但从未完全屈服 。 尤 其 当认清 曰

方的侵略本质后 ， 他便开始想尽办 法 ， 改换策略
，
与 其对抗 。 为 了 逼迫 日 方在 谈判条件上

让步 ，他顶住压力 ， 力 排众议 ，

一再拒斥 日 方 军事交 涉 的 要求 ， 并试 图 利 用 日 本 军 、政界 内

部 的 矛 盾 、分歧 ， 力 争 实 现事件 的 外 交 解决 。 这 些 看似 消 极 的抵 抗 ， 却 收 到 不 错 的 效

果
——

日 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 。 此后 ， 蒋愈发强硬 ，最终致使 日 方未能实 现其预定 目

标 南 京 国 民 政府也 因 此得 以避免遭受更大 的损失 。

关键词 济 南事件 蒋介石 中 日 关 系 北伐

年 月 日发生的济南事件 ，是抗战开始之前 除九
一八事变 以外另

一

个对 中 日关系整

体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 出于反共反苏 的需要 南京 国 民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对其原有的
“

革

命外交
”

政策加 以调整 ，开始积极向英 、美列强靠拢 ；对于 日本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亦寄予厚

望 ，希望与之建立起友好关系 。 然而 ， 当 田 中义一 内阁于 年 月 上台 以后 便一改其前任币原

喜重郎所提出的对华
“

不干涉
”

政策 ，转而力主对华强硬 。 为 了维护 日 本在 中 国北方 尤其是
“

满

蒙
”

的既得利益 ， 田 中 内阁反对蒋介石进行北伐 ，
为此先后两次出 兵山东 。 济南事件正是在此背景

之下发生的 。

尽管学界关于济南事件的研究成果巳经十分丰硕 但在诸多重要问题上 ，却仍有未尽完善之

处 其中 蒋介石在济南事件期间的表现 以及他与南京国 民政府对 日决策之间的关系 问题便是明

本 文曾提交 年 月 于杭 州 举行的 第
一届抗 日 战争史青年 学者研讨会

”

。 对于会议主 办方 ，
以 及在会上对本文提

出 宝责修改意见 的陈谦平 、
徐志民等专家 、 学者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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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一例 。
① 长期 以来 ，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 蒋在处理济南事件的决策过程中 ，实行的是一

条妥协退让的路线 。 但是 ，

一味强调对 日 妥协退让的
一面

， 并不能准确 、 全面地反映出 蒋介石

这位曾经的 中华民 国最高统治者 ，在面对外来危机时 的复杂心境 ，亦不符合历史原本的复杂面

相 。 事实上 在事件处理过程 中 ，蒋介石不仅经常表现 出 软弱 、妥协的一面 ，而且也展现出 了他

对 日 强硬和不妥协的一面 。 这正是前人研究所忽视的 。 本文利用 台北
“

国史馆
”

藏 《蒋中 正总

统文物档案》 、 《 国 民政府档案 》 、 日 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 日 文档案 ，
以及近斯出 版的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与 《蒋中正总统五记
——

困勉记》等史料 ，试图对蒋介石在济南

事件前后对 日 交涉决策过程 中的表现进行一番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从而就这一老问题得出 若干

新认识 。

一

、 烧幸之心与误判形势

蒋介石对 日本早有警慑之心 。 在 年 月 的
一

次公开演讲中 ，他就明确指出 ： 国民革命所

面临外部
“

最大的敌人是 日本
”

。 故此 ，他告诫 自 己要
“

努力对于 日 本作劲敌看待 。 积极与之奋斗 ，

以期打倒而后 已 ，中 国才能独立
”

。
② 当然 ，蒋在作这种表示时 ，

还未预料到会发生济南事件 而只

是着眼于长远来说的 。

① 与济 南事件相关的研究成果 十分丰硕 。 其 中 ，
大陆和台 湾 学界代表性的 专著有 ，李 家振 ： 《济南惨案 》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版

社 卯 年版 ；
乐炳 南

： 《 日本 出兵山 东 与 中 国排 日运动 （ 民国十六一十八年 ）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鲁振祥 、杨群 ： 《济南五

三惨案 》 ， 中 国华侨 出版社 年版 早期代表性论 文有 ，
谢国兴

： 《黄郭 与 济案 交涉》 ，
张玉法主 编

： 《 中国 现代 史论集》 第 辑
，
台

北 联经 出版事业公 司 年版 李 家振
、 郭墨兰 《济南惨案述论 》 ， 《近代 史研究 》 年 第 期

；
鹿场俊 《 济南惨案前后 蒋介石

的对 曰 交涉》 ， 《 史学 月 刊 》 年 第 期
；
杨天石

： 《 济案 交涉与 蒋介石对 曰 妥协的开端
一读黄 郭档之一 》 ， 《近代 史研究 》

年第 期
；
罗志田

： 《济南事件与 中 美关 系 的转折 》 ， 《历 史研究 》 年第 期
；
沈予 《 国 民革命与 曰 蒋关 系 》 ， 《

近代史研究 》

年第 期
；
申哓云 ： 《

“

济案
”
一

“

九一八
”

前 曰 本挑战华会体 系试探》 ， 《江 苏社会科学 》 年 第 期 。 这 些早期的研究
，

主要 集

中 于就济 南事件的经过及影响等问題展开探讨 。 其 中
，
对于蒋介石 与 该事件关 系及其在 事件处理过程 中 的表现等 问题 ，

虽 有 涉

及 但限于史料等方面的原 因
，
结论多偏 负 面 ；近年 来 ，学界对于该事件研究的兴趣 出现转 向

，
多 将 目 光 聚焦于这 一时期的反 曰 运

动等议题 ， 主要的成果有 ： 装京汉 ： 《 国 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 题——济 南惨案 后的反 曰 运动与 国 民政府 的对 策 》 ， 《历 史研究 》

年第 期
；
周斌 《 至 年的反 曰 会》

，
《近代 史研究 》 年第 期

，
以及其 《 中 国 共产 党和 济南惨案后的反 曰 运动 》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编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年卷 》 ，社会科 学文献 出 版社 年版 ；
李洪珍 ：

《政府和 民众之中 间 地带 ：
上海反 日 会个案研究》 ，硕 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 范大学历 史 系 年

；

齐春风 《 国 民革命时期 的反帝 问

题再探讨——国 民党 中央与 济案后反 日 运动 关 系辨 》
，
《历 史研究》 年 第 期

，

以及其 《北 平党政商与济 南惨案后 的反 曰 运

动》
，
《历 史研究 》 年第 期 。 而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

，

以及近年来
“ 蒋介石热

”

的兴起 ，
蒋与 该事件的关 系 问题又重新 引发学 者

们兴趣
，
出现了 不 少有价值的成果 ，

包括 臧运祜 ： 《 中 日 关于济案的 交涉及其
“

解决
”

》 ， 《历 史研究》 年第 期
；
刘世龙 ： 《济 南

事件期 间 的蒋介石与对
“

不抵抗主义
”

》 ， 《 史林 》 年 第 期
；
陈谦平 ： 《 济南惨案 与 蒋介石 绕道北伐之决策 》 ， 《 南京 大学 学

报》 】 年 第 】 期 。 除大 陆和 台湾的相 关研究 ，
日本 学界对这一 问题的兴趣也始终 不减 其 中代表性 的成果有 ： 臼 井胜 美 曰 中外

交之——北伐 时代 』 、 墒書房 、 年 ；菊池责晴 『 中 国民族运动刃 基本构造
——對 外水 、

” 卜
运动 研究 』 、

汲 古書院 、

年
；
井星英 「

昭和初年 ；：妇 于 § 山東出兵 問題点 」 （

—

、 『 芸林 』 年 月 号 、 月 号 、 年 月 号 、 月 号
；
重光葵 「 济

南事件 解決 、 国研究所編 『 中 国研究 月 報 卷 号 （通 号 号 ）
、

年 月
；
邵建 国 「 济 南事件 再檢討 」 、 『九 州 史 学

九州 大学 ） 』 第 号 、 年 月
；
「 『 济南事件 』交涉 蒋介石 」 、

曰 本 国際政治学会編 『 国 際政治 』第 号 、 年 月
； 「 『 济

南事件 』 奁 〈 ￡ 中 曰 外交交涉 」
、 『名古屋商科大学商学部論集 』 第 卷第 号 、 年 月

；宇 由川 知己 「 济南事件 排 曰 货運

動 」
、 『 史学研究集録 』 年第 号 ；服部 龍二 「济 南事件 経緯 原因 」 、軍事 史学会编 『 軍事史学 』 第 号 、 年 月

；
富永

正三 「 济南事件 歷史的意義 」 、 『季刊 中帰連 』 第 号 、 年 月
；

高文勝「 济南事件 解決交 涉 王正延」 、 『情報文化研究 （
名

古屋 大学 ） 』 第 号 、 年 月
，
以及其 「 济南事件 旮灼 〈 国 民政府刃対応 」 、 『现代 文化 』 第 号 、 年 月 ；

宫田 昌 明

「再考 ： 济南事件 、 『 軍事 史学』 卷 号 （通号 号 ）
、 年 月 。

② 蒋介石 ： 《政治党务报告 》 （
年 月 曰 ）

， 《 蒋校长 演讲集 》 ， 广 州 中央政治军 事 学校 年版 ， 第
—

页 ，转

引 自 罗 志田 《乱世潜流 ：民族主义与 民国政治》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潘星 妥协 与 抗争 蒋介石 与 济南事件前后 的对 日 决策

随着北伐大幕的重新开启 ，
蒋介石逐渐认识到 要避免过多的阻碍 ，就必须主次分明 、先后有序

的处理内政 、外交问题 。 尤其是当
“

外 国在华势力 已成为中 国权势结构 的直接组成部分 任何对

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 主义列强利益的时候 对外过于强硬难免引发列强的激烈反

应 ， 而这对于尽快完成北伐大计 ，实现国家统
一

目标并无太多帮助 。 对于刚刚成立不久且统治基础

尚未完全巩固的南京国 民政府而言 ，如果要同时面对内 、外多个强大的敌人并取得胜利 ， 无疑是不

切实际的 。 年 月下旬所发生的英 、美等国联合炮击南京的事件 ，让蒋介石深深体认到 了这

种困境 。 在这种大历史的背景之下 ，他只能努力试图改善与列强之间的关系 ， 以便换取他们对于北

伐军事行动的谅解 。 为此 ，
在南京事件的善后过程中 ， 国民政府由

“

革命外交
”

重新回归 修约外

交
”

的老路 并在谈判桌上一再对英 、美两国做出 巨大让步② 而对于 日本 蒋也极力想与之建立一

种
“

工作关系 。
③ 年 月 日 ，蒋利用下野赴 日 与宋美龄结婚的机会 ， 同时任 日 本首相兼

外务大臣的 田 中义
一

举行了一场会谈 。 会谈中 ，他极力试图说服后者支持他的北伐军事行动 。 为

了实现这一 目的 他承诺在军事行动 中将竭力保护 日本的利权 。 然而 ， 才蒋的说辞 ，
田 中不为所动 ，

后者只支持他
“

专心致力于南方
一带的统一

”

这让蒋感到既失望又气愤 ， 他觉得 田 中
“

毫无诚

意
”

，
并据此认为 自 己 的 日本之行

“

可于此决其失败
”

。
⑤ 月 日

，
当他通过报纸得知 田 中正式

拒绝了他的对俄绝交提议 ， 并声明不援助他的消息之后 ， 当 即在 日记中写道 ：

“

是诚轻视蒋介石 ！

革命外交 岂肯仰人鼻息乎
”

寻求 日 本的谅解未果 蒋只能无功而返 。 其后 ’随着北伐出征 日期的临近 他将更多精力转到

了军事准备方面 。
⑦ 但是 对于 日本可能干涉北伐的担忧 ， 他却有增无减 。 年 月 日

，
他在

首都南京专门设宴款待 日 本驻华新闻记者 ， 借机大讲东亚和平之道 直言希望 日 本
“

勿扰我北

伐
”

。
⑧ 此举试图利用舆论以影响 日 本政府决策的意味 明显。 月 日 ， 国 民革命军已 开人 山东

境内 。 为 了打消 日本的顾虑 蒋又特意向其驻上海总领事重 申 ，会保护 日侨的生命财产 ，并请其谅

解 。 然而 这些事前的努力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 月 日
，借 口保护侨民 ，

日 本内阁通过决议 决

定派陆战队开赴青岛 并在必要时可开人济南 。
⑩ 月 日 ， 日 本政府正式发表宣言 ，宣布二次出

兵山东 。 至此 ，
日 本干涉北伐已成定局 。

当时 围绕出兵山东问题 ，
日本政府内部 、特别是 日 本陆军内部 从一开始便存在两种不同的意

见——以 日 本外交当局 、陆海军省中部分人士为代表的
“

温和派
”

，
倾向于在 出兵问题上保持谨慎 ，

而以 日军参谋本部为代表的激进派则力主对华强硬 。 其中 ，前一种意见认为 ，

“

张作霖的溃败只是

时间上的问题 南军进人北京是必定的 ，
不如完全相信蒋总司令的威力 ，暂缓此次出兵或是采取将

① 罗 志田
： 《乱世潜 流 ：

民族主 义与 民 国政 治》 ， 第 页 。

② 依照时任南 京国 民政府外交部 长黄郛的看法 这是
“

从英雄外 交回到常人外 交 从打倒列 强回到条约束缚 ，尽管
“

这 些条

约又实是不平等的 。

”

详 见沈亦 云 《 亦云 回忆 》 ，
台北 ，传记文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因为南京 国 民政府 当时尚 未与 日 本正式建交 双方联络 、 沟通 的渠道有 限 所 以 蒋介石 非常希望与 日 方 建立
一种 固 定 、 畅

通的联络
、
沟通机制 ，即所谓的

“

工作 关系
”

。 详见 罗 志田 《乱世潜流
：
民族主义与 民 国政治 》 ， 第 頁 。

④ 李华译 ： 《田 中义
一

与 蒋介石会谈记 录》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 《近代 史资料》 （ 总 号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⑤ 张群 《我 与 日本七十年 》
，
台北

，
中 日 关 系研究会 年版 ， 第

—

页 。

⑥ 黄 自 进
、 潘光哲编 ： 《 蒋 中正总统五记——困 勉记 》上

，
台北

，

“

国史馆
”

年版 ， 第 頁 。

⑦ 年 月 曰
，
掩在 曰记 中写道

“

集 中精神北伐 在 北伐 未成之前 其他 问题 概置不理。

”

参见黄 自进、潘光哲编 《蒋 中

正总统五记—— 困勉记 》上
，
第 页 。

⑧ 黄 自 进、潘光哲编 ： 《 蒋 中正 总统五记——困勉记 》上
，
第 页 。

⑨ 《北方战局外讯 》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⑩ 黄 自进 、潘光哲编 ： 《 蒋 中正总统五记——困 勉记 》上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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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驻屯军的一部分移至济南这种小规模的出兵
”

。 与此相反 ，后一种主张则认为 ：

“

即使信赖南

军能够维持治安 但北军在溃败时会做何举动是不可预测的 更何况这次的南军同引发南京事件的

南军在素质和状况上并无差异 因此必须出兵 。

”

①在激进派看来 为防止再次发生南京事件那样不

幸事件必须惩罚北伐军 。 除此之外 ，执政党政友会中也有很多人希望这次出兵不只是保护侨民 ，
还

应对中 国国 民革命军进行积极地干涉 。 政友会政务调査会会长岛 田俊雄狂妄地宣称
“

如果对这

次出兵很好地解释 很好地利用 就会像十一世纪发生的十字军事件那样带来同样的效果和深远的

意义。 我们对这次出兵解释为对各方面的混乱 、难以治理 、复杂困难的病毒进行的根治 并必须让

国 民们如此理解 。

”

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 ，激进派
一

方的主张 占据了优势 ， 田 中被其说服 ， 日 本政

府于是决定出兵 。 可见 ，
日 本之所以决定二次出兵山东 ，

真正 目的并非是为 了保护侨民 ，
而是有意

阻碍国 民革命军北伐 ，
并为它进一步实施其侵略整个中 国的计划做铺垫 。 日方 自决定出兵开始 ，

就

已经做好了与国 民革命军开战的准备 。

尽管事先有所预料 但对于 日本出兵的真实意图 蒋介石与 国民政府
一时之间却难以辨明 。 尤

其是 日 方的干涉将至何种程度 ？ 日军与 国民革命军之间是否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 ？ 对此 蒋与

整个国民政府都全无把握 。 月 日 ，外长黄郛在抗议书中公开质问 日方
“

贵国政府此种举动 ，

目的究竟何在 ？

”

③ 月 日 ，他致电时任上海兵工厂厂长的张群 ，要求后者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

日交涉 。 在电文 中 他令张当面询问 日本首相田 中
“

出兵 目的究竟何求 ？ 及究为何耶 ？

”

并
“

请其

切实明言 ，勿隐瞒
”

。 同时 ，他还让张暗示 日方 ，只要其不阻碍北伐 ，他可以承诺 包括
“

投资招商与

汉冶萍等当无问题 ， 即其在华既约之权利 亦必如常保护
”

。
④ 在还未弄清 日 本出兵 目 的的情况下 ，

蒋就急于让步 既可见其担心事态扩大 避战心切 ，
同时也说明他对 日方侵略的本质认识不清 ，心存

侥幸 。

然而 ，
虽然对 日 本出兵的意图深表疑虑 ，对局势的发展也忧心忡忡 ，但蒋介石却并不认为双方

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迫在眉睫 。 国 民革命军的言行虽受到了
一定的约束 ，

但他们在济南城内 的

军事行动却并未停止 。 同样是 月 日 ，蒋指示属下各部队 除了商掉区 、领馆区 、医院等 日人聚

集之所勿进人之外 济南城内 的其他地方
“

皆可 自 由行动
”

。
⑤ 在与 日 方的交涉中 ，蒋所提出 的条件

也不乏强硬 。 月 日
，他致电张群 要求后者向 日方提出 点要求 ， 包栝 ：

山东急速撤兵 不助奉

张 ，
且逼奉张下野 ；

不许奉军退出关外及关东军收容奉军 。
⑥ 月 日

，
蒋介石本人抵达济南城 。 先

遣部队进占济南 时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 、第四十军军长的贺耀祖立即向他汇报了 日 军作

战部署的严峻形势 ，并特别提醒他注意双方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 据贺的回忆 蒋听完之后
“

竟

泰然处之
”

，并告诉他
“

日本参谋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 作为联络参谋和总司令部同车到来 ， 已令其

① 高仓徹一编 ： 《
田 中 义

一传记 》 下 ，
原 书房 年再版 第

—

页
，
转 引 自 邵建 国 《北伐战 争时期 的 中 关 系 研究 》 ，

新华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需要指 出 的是 所谓
“

温和派
”

仅仅是相 对而 言的 ， 在维护 日 本在 华利益 问题上
，
它 与激进派并无

根本性的冲突
，

双方的主要不 同只是在 于维护其利益的 方式和手段上 。

② 岛 俊雄 《田 中 内 阁 的使命》
，
《政友》

丨 年 月
，
第 号 ，

第 页
，
转引 自 邵建 国 《北伐战争 时期 的 中 曰 关 系研

究》 ， 第 页 。

③ 沈云龙编
： 《黄膺 白 先生年谱长编》

上册 ，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 年版 第 页 。

④ 《蒋介石致黄郭 电 》 （ 年 月 日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物 档案 丨

—

《萚 中正

电黄 郛请张群速赴 日 问 田 中 出兵 的》 （ 年 月 日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 —

。

⑤ 《蒋中 正电各总指挥等 曰侨皆 集济南商埠 区我 军暂勿进入》 （ 年 月 曰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物档

案
，

— — —

。

⑥ 《 蒋中正 电 黄郭转张群对 曰 当 局要求山 东 即速撤兵等三要点 》 （ 年 月 日
） ，
台牝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物

档案 。



潘星 妥协 与 抗争 蒋介石 与 济南事件前后 的对 日 决策

向 日 军司令部交涉 ，撤除阻碍交通工事
”

。 而据 日 方档案记载 ，对于蒋介石的要求 ，
日军司令部

当时的反应颇为
“

友善
”

：

“

我军司令部为 了 防止双方发生误解而造成事故 尽力疏通 ，
两军之间

非常圆满 。 然而随后 ，南军恳请我军撤去在商阜 〔埠 〕 地的防备 ， 我军为了平稳南军的态度 加之

信赖蒋介石 ，所以同意 了他们的恳请 予以撤废 。

”

②正是 日 军所制造出 来的这种
“

友善
”

假象 让

蒋介石丧失了警慑 ，
心生麻痹 。 对此 ，贺耀祖当时的印象是 ：

“

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中 日 民族间的

矛盾和 日 本出兵济南的企图是怎么
一

回事 。 他好像还是同住在上海的租界
一

样 ，有 了帝国 主义

军警的保护 ， 就可 以高枕无忧 。

”

③ 月 日 晨 时左右——距离济南事件正式爆发不足 小

时
——

蒋再次致电张群 ，
要他利用 自 己的公私关系 劝说 日方立即撤兵 并表示

“

俟其正式发表撤

兵后
，
方得进行其他

一切交涉也
”

。
④ 以 上事实清楚地表明 ， 蒋对济南事件的发生并无太多的预

见
。
而直至事件爆发的最后一刻 他依然将避免中 日 冲突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

“

公私关系
”

上 足

可见其对形势误判之严重 。 更有甚者 ， 即便是在济南事件已经发生的情况下 蒋仍不太相信这是

日 方有意为之 ，
而认为只是

“

日 本士兵或不服从其司令之命 ，
由于平 日 纪律不严

”

⑤所导致的偶然

事件 。

由于误判 蒋介石与 国民政府在济案发生前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都是以避战为主要 目 的 ，
而

对于一旦局势失控 ， 战事无可避免的情况 ， 则几乎毫无准备 。 事发后 ，
蒋的第

一反应是重 申军

纪 约束部队 。 日 下午 ，他下令尚在济南城外的 国 民革命军不再人城 ，并一律于当 日 下午五时

以前 ，

“

离开济南近郊 尽力让避 日军 ，
不许与之无谓冲突

”

⑥ 济南城内 的部队 ，
也从当 天傍晚开

始外撤 。 然而 由于事先缺乏准备 仓促之下混乱骤起 ，

“

有些部队根本没有得到命令 ，有些单位

也不知道该撤不该撤
”

， 部分政工人员甚至没有接到 任何通知 ， 还有人认为 根本不该撤或不

必撤 。
⑦

事实上 面对这意料之外的局面 蒋根本就难以在第一时间提出有效的对策 。 尽管他本人也对

日 军的暴行痛恨不巳 并表示要
“

本革命精神 ，对此侵略绝不屈服
”

，
但在具体措施上也只能是

“

拟

先将其横暴宣布中外
一以促国人觉悟

一

以唤起世界注意 ，再定对策
”

。
⑧ 可以说

，
无论是在思想

认识 还是在实际的行动层面 ，蒋介石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对济南事件的发生都未做好充分的应对

准备 。 虽然蒋从
一开始就对 日 本的出兵 目的疑虑重重 但是几乎所有事前的应对措施 ，都是以避免

与 日军直接交锋及事态的扩大为 目的 。 未能准确的判断 ，乃至误判 日方的战略意 图 ，却又不于事先

做最坏打算 只知一味地妥协让步 蒋的侥幸之心可见一斑 。

① 贺责严 ： 《
一九二八年 曰 军侵 占济 南的 回忆 》 ，

《济南五三惨案 亲历记》 ， 中 国 文史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作者 贺责严

年 月 曰
一 年 月 曰

） ，
原名耀祖 号责严

，
北伐时任第 一集团 军 第 三军团 总指挥 、 第 四十 军军长 、 南京卫戍 司令 。

济南事件 中 ，
蒋介石受 曰 方要挟将其免职 。 后 曾 出任驻土耳其全权公使 、

甘肃省政府主席 、 重皮市 长等 职 。 解放后 曾 当选为 全 国

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 年 月 日在 北京病 逝

②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枢 密 院会議華記 一

、济 南事 件報告 昭和三年五 月 十 六 曰 （ 国

立公文書館 ） 。

③ 贺责严 ： 《

一九二八年 曰 军侵 占济南的回忆》 ， 《济南五三惨案 亲历记》 ， 第
—

页 。

④ 周美华编注 ： 《蒋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台北 ，

“

国 史馆
”

年版 ， 第 页 。

⑤ 周美华编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⑥ 周美华编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⑦ 何思源
： 《难以忘却的经历 》 ，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 》 ， 中 国文 史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作者时任 国 民革命军政

治部副 主任 。

⑧ 周美华编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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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限让步 ，

顶住 日 方武力威胁

济案发生之初 ，蒋介石十分希望能在短期 内就地解决 ， 以减少对北伐的负面影响 。 为此 ，他先

后派出 了黄郛 、张群 、王正廷 、殷汝耕 、熊式辉 、罗家伦 、何成浚 、蒋作宾等多人次与 日方进行交涉 。

其中 张群 、殷汝耕主要负责对 日本国 内军 、政界的游说 、接洽 ，其他人员负责与驻济 日军师 团长官

福 田彦助等人进行军事谈判 。 蒋本人则是对 日交涉的决策中枢 。

交涉从
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艰难 。 月 日 晚间 ， 中 日 双方进行了事发后的首次交涉 。 日 方

提出 的条件包括 ：

“
一

、凡济南商卑 、街道 ，
不许中 国 官兵通过 ；

二
、胶济路与津浦路铁道 不许 中 国

运兵 ；
三 、 中 国军队

一

体全数退去二十里之外 。

”

由于中方谈判代表熊式辉等人认为 日方条件过于

苛刻 ，
且态度蛮横 ， 因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首次交涉无果而终 。

当时 ，
日方的真实意图是 ，

通过武力对蒋介石和他所统辖的 国民革命军进行打击 从而迫使蒋

彻底向其臣服 ， 以达到树立 日军
“

威信
”

，实现其侵略计划的 目 的 。 为了逼蒋就范 ，
当时对事件的处

理起着主导作用的 日军参谋本部极力希望扩大事态 ，根本就无意谈判 。 月 日下午 时 参谋本

部致电驻济南的第六师团说 ：

“

鉴于南京事件关系 ， 希望此次不使国军威信受损 。

”

②当晚 点

分 参谋本部又再次向第六师团长福 田下达命令
“

根据事态发展 需要从内 地进行彻底地增兵并

采取毫不手软的措施 。

” ③在参谋本部的蓄意之下 ，从 月 日开始 济南事件便朝着扩大化的方向

发展 。 月 日上午 ， 日 本参谋本部指示驻济 日 军师团长福 田 ，

“

与中 国军队的停战 ，
必须有显扬 国

军威信 根绝祸害的条件
”

。
④ 福 田在当晚的 回复中则表示 ，

“

相信 目前正是采取断然措施 膺惩南

方的大好时机 。
⑤ 月 日 下午 时 分 ，参谋次长南次郎指示福 田 ：

“

关于后方的各种准备均 由

我处迅速处理 ’
你部应安心应付 ，千万不可让这一事件轻易结束 。

”

同时还列 出 以军方权力解决事

件的最低条件 。
⑥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

如果是为 了解决事件 本来可 以通过外交途径提出要求

条件 。 但是陆军坚持要求 以
‘

军队的权限
’

进行处理 。 陆军的 目 的并不是要通过交涉使事件结束 ，

而是要借机对中 国军队进行
‘

打击
’ “

。
⑦ 在参谋本部的强烈要求之下 当天下午 时的 内阁会议决

定
“

政府的意向是 ，今后如要增兵时为贯彻我方要求 ，需要充分做好大规模出兵的准备与决心 。

”

随即 ， 日 本政府通过了参谋本部提出 的继续增兵山东的建议 ， 同意增派名古屋第三师团 万人赴

山东参战 。

① 周美华编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② 参谋本部编 《昭 和三年支那事 变 出兵史 》 ， 严南堂书店 年版 ， 第 页 ，转 引 自 邵建 国 《 北伐战争时期 的 中 关 系 研

究》
，
第 页 。

③ 参谋本部编 ： 《 昭 和三年支那事变 出兵史 》
，

严 南 堂书 店 年版 ， 第
—

贸
，

转 引 自 邵建 国 《北伐战 争 时期 的 中 曰 关

系研究 》 ， 第 页 。

④ 熊达云译 《参谋本部
“

关于停战根本条件 的第 四十 四号 电报指示
”

》 ，原栽参谋本部编 《 昭 和三年 支那事 变 出兵 史》 ，
严 南

堂书 店 年版 ， 第 冗
，
转引 自 李家振编著 《济南惨案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⑤ 熊达云译 《第 六师 团长
“

关于膺惩南军问题致参谋总长电
”

》 ， 原栽参谋本部编 《昭 和三年 支那事 变 出兵 史 》 ，
严 南堂书 店

年版 第 页
，
转引 自 李家振编著 《济 南惨案 》 ，第 页 。

⑥ 参谋本部编 ： 《
昭 和三年支那事变 出兵史》 ，

严 南 堂书店 年版 ， 第
一

页
，
转 引 自 邵建 国 《 北伐战 争时期 的 中 曰 关

系研究》 ， 第 页 。

⑦ 邵建国 ： 《北伐战争时期的 中 日 关 系研究 》
， 第 页 。

⑧ 参谋本部编 《
昭 和三年支那事变 出兵史 》 ，

严 南堂书店 年版
， 第 页

，
转 引 自 邵建 国 《

北伐战争时期 的 中 曰 关 系研

究 》 ， 第 页 。

⑨ 牛翰杰 ： 《 日本侵华 史大事记 》
，
香港

，
香港天马图 书有限公 司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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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
日 本军方既不担心中 国军队在人数上的优势 ，

也不担心 中国军队发动反攻 反而担心 中

国军队从济南撤退 。 参谋本部指出 ：

“

时间的拖延 不仅不利于军队紧张的士气 ，而且还有可能让

当前的 目标也就是中 国军队逃走 ，敌我双方在军队数量上 的显著差距因质量不 同并不足惧 。
① 参

谋次长南次郎也于 月 日 上午 致电第六师团参谋长 ，指出如果南军北进就会失去军事解决的时

机 催促第六师团长
“

报告对此的决心和措施 。
② 月 日召开的陆海军军事参议官会议上 ，参谋

本部透露了其意图扩大事件的真实 目的
“

借此机会进
一步增兵以显示帝国的威力 ， 扫除 中国 国 民

对我国轻蔑的观念 以为国家发展开辟道路 。

”

另外向会议提交审议的
“

济南事件前后措施案
”

的

备注中还写道 ：

“

对长期未决的一旦京津地方动乱发生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满蒙诸问题 ，应借此机

会迅速解决 为此需要 向京津 、满洲地区增派兵力 。

”

④可见 日 本军方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其之所以

一再扩大事态 ，是企图借着此次事件的机会
一

举解决
“

满蒙问题
”

。

月 日
，
日军在济南城内张贴布告 将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到中方头上 。

⑤ 紧接着 根据参谋本

部的授意 ，下午 时左右 ，福 田 向蒋发出最后通牒 ：

一

、 国 民革命军须 离开济 南及胶济路沿 线两侧 二十 华 里 以 外 ；
二 、 中 国 军 队治 下 严禁 一切

反 曰 宣传及其他之排 日 运 动
；

三 、 与 骚扰及其暴虐 行为 有 关 系之高 级军 官 ， 加 以严 重 处 罚
；
四 、

在 曰 军 前面 与 日 本军抗争之军 队 解除其武 装 ；
五 、 为监视实行右列各条件起见 ，将 辛庄 、张庄

两 兵营 开放 。

限蒋于当晚 时前答复 ， 否则 日军
“

则采取 自 由行动
”

。 与军方的行动相配合 ， 日本国 内舆论也

同时向蒋发出武力威胁。 张群当天向蒋电告 称连 日 来 日 本报纸舆论纷纷对国 民革命军大加抨击 ’

认为 ：

“

我方军队不法行为
，
至为残忍 ， 国论沸腾以趋

一

致 ， 国 民会亦有酝酿陆军以此为 口实 主张

占领胶济以为保障 。
… …如我方不将济事迅速解决 ，再因此事扩排 日 潮 则宁汉 出兵 恐即 实现 。

探松井及各国同志 主张
一

面制止排 日 风潮
一

面迅速表示道歉态度 ，处罚肇事军队 ，然后可以外交

手段解决一切 ，
否则加重钧座责任 ，

不能予留余地 ，
而奉张又已乘机派人来 日联络 则北伐前途绝难

成功 ， 日 人对于钧座之同情尽失 ， 日方亦爱莫能助云云 。

”

⑦

面对福田与来 自 日本国内 的双重武力威胁 蒋介石无法置之不理。 经过与前敌总指挥朱培德 、

参谋熊式辉等人商议后 蒋决定对 日 方的最后通牒答复如下 ：

一

、 国 民革命军 方面如 有违令之官 兵 ， 可 以处 罚 ，但肇事 日 兵 ， 亦 应 同样处 罚
；

二 、 胶济路及

① 参谋本部编 《 昭和三年 支那事 变 出兵史 》 ，
严 南堂 书店 年版

， 第 页
，
转引 自 邵建 国 《 北伐 战争 时期 的 中 曰 关

系研究 》 ， 第 页 。

② 参谋本部编 ： 《 昭和三年 支那事 变 出兵史 》 ，
严 南堂书店 年版 ， 第 页 ，

转引 自邵 建国 《 北伐 战争时期 的 中 日 关 系研

究》 ，第
— 页 。

③ 宇垣
一成 《 宇垣

一成 曰记 》 （ 美玲书房 年版 第 转引 自 邵建 国 《北伐战争时期的 中 曰 关 系研究 》 ， 第 页
。

④ 参谋本部编 《 昭和三年 支那事 变 出兵史》 ，
严 南堂 书店 年版 第

—

页
，
转 引 自邵建 国 《

北伐战 争时期的 中 关

系研究》
，
第 貰 。

⑤ 布告写道 ，
对于济南 事件 ，

日 方原本
“

力 致和 平解决 ，对 中 国 方面提出条件 要求 回答 但是 中 国 方面 未接披沥诚意之回

答 反而移动军队
，
向我 日 军刻刻整被战斗行为 。 此种举动 要知华军方 面不啻毫 无诚意

，
尚且敌对行动

，
的确无疑 。 故此 本军 不

得 已取断然处 办
”

。 周 美华编注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⑥ 周 美华编注 《蒋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⑦ 《 张群电 蒋 中正请速解决济案及松井 中 尔与各同 志对 解决该案之意见 》 （ 年 月 曰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蒋 中正 总

统文物档案 —

。 松井即松井石 根 时任 日 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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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附近二 十 里 内 ， 准 暂 不 驻兵 ，
但 不 得 阻碍北伐 交 通

；
三 、济 南城 内 须 留有 相 当 部 队维持

秩序 。

同时 ，在具体行动上 ，
他下令刘峙将

“

辛 、张驻兵明 日 务须迁移 ，并须立即准备万一 日兵来迫 ， 以暂

避冲突为要
”

。 此外 ，并派 出熊与战地政治委员会教育处主任罗家伦二人再次与 日军交涉 。 在 日

方极尽威胁之下 ，
蒋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 。 但值得肯定的是

，
此时他并未全盘接受 日军的

条件 言辞之间 ，仍留有不小的余地 ，

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软中有硬 ，包括要求处罚 日 军肇事者 ，

不阻碍北伐交通 ， 以及留部分军队驻守济南城等 。 对于东京方面 ，蒋也让张群向 田 中等人表示 ，

“

济南事件无论曲直 ， 中正可负责 ， 但现时无法负着责 ，其在济南之军官令人难堪 ，
无人能与其交

涉 。 故只有统兵前进 ，离济北伐 。
② 这番态度固然透露出蒋内心的无奈 ，但也不无以退为进 对 日

方施压的意味 。

但是 ，对于蒋的有限让步 ， 日本军方并不满意 。 福 田收到蒋的答复后 ， 当即以所派代表逾期为

由 ，

“

谓不必谈
”

③
，并在至蒋介石的信函 中表示 ， 日 军将 自 由行动 且

“

答复不满足不能停止军事行

动
”

。
④ 随后 ，

日军进
一

步扩大了军事行动 。 月 日
一早 ， 日 军在济南城内外开始更大规模的炮

击 ，据蒋本人所述 ，炮弹有万发之多 ，并击中国 民革命军在济南城内的军火库 、兵营多处 同时 ， 曰军

还不断向城外国 民革命军的驻地党家庄进逼 。

日军的步步进逼与福田毫不让步的蛮横态度 让蒋介石内 心倍感耻辱和愤懑 。 月 日
，
他在

日记中表示 ：

“

日 本军阀心毒狠 而 口狡诈 ，若其政治家再无远见 吾诚为 日本 国民危也 。

”

⑤
“

忍辱

至此 ，悲惨盡极 ，惟愿我中华国民能因此而激励 自 强以充其雪耻之力量对也 。

”

月 日
， 当听闻

福田
“

不必谈
”

的言辞和驻济 日军扩大军事行动 的消息后 ，他再次愤怒难当 ， 在 日 记中写道
“

此种

横逆 古今未闻 。 竟又大肆残忍
，明令开炮攻城 ，以此情势观之 ，

其为有计划侵略无疑 ，无理进逼岂

有己时 ？ 呜呼 ！ 国已不 国 ， 尚何以人为 ，容忍亦有限度 吾准备牺牲 ，
且观其后可也。

”

⑦ 月 日
，

他又接连在 日记中感叹
“

如此横暴 ，虽亡国之民亦难忍受也 。

” “

呜呼 ！ 悲夫 ！ 如有一毫人心 其能

忘此耻辱乎 ！ 忘之乎 ？ 雪之乎 ！ 何以雪之？ 在 自强而已 。

”

然而 即便如此 蒋还是决定隐忍不发 ，

他告诫 自 己 ：

“

有雪耻之志 ， 而不能暂时容忍 者 ， 是匹夫之勇也 ，
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

”

并决定
“

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 。

”

⑧

经过内心的痛苦挣扎后 ，蒋介石决意做出更大的让步 。 月 日
，他派总参议何成浚持其亲笔

信前往济南 ，

“

与福田作最后一次之交涉 。

”

在信中 他答复了福田 项条件 包括 ：

一

、第 四 十军 军长贺 耀祖 ， 因 不 听命令 ，未能避免冲 突 ，
业经免职 ；

二 、胶济铁道沿线及济南

城周 围二十 华里 以 内 ， 暂 不驻兵 。 济南城 内外 ，概 由 武 装警察维持秩序 ，其在城 内现有驻兵撤

退 时 ，得安全通过
；
三 、在 国 民 革命军 治下地方 ， 为 保持 中 日 两 国 睦谊起见 ，早有 明 令禁止反 曰

①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 本 》 （ 第 页 。

② 《蒋 中正电张群如松井 能与 中 晤面其所提方针可妥商 》
（

年 月 曰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物 档案 ，

— — —

③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統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④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统档 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⑤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统档 案 ■ 事略稿本》 （ 第 頁 。

⑥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⑦ 周 美华编 注 ： 《 蒋 中正 总统档 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⑧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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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且 已 切 实取缔
；
四 、辛庄 、张庄之部 队 ，早 巳奉令开拔 ， 北伐该 两处营 房 ， 暂 不驻兵 ；

五 、前

为 贵军 阻 留之官 兵及所缴之枪械 希 即 全数交还 。

此外 ，他还让张群转告 日本参谋本部的松井部长 ’

“

倘福 田仍进逼 则 中 巳至无可再让之地步
”

。

次 曰
，蒋介石又亲 自致电 日本外交当局对此加 以重 申 ：

“

如彼仍进逼 则 中至无可再让之地步 。 为

东亚和平计 ，为 日 中共存计 ，请松井特赐注意为幸 。

”

言外之意 这是他最后的底线 。

然而 何成浚与福 田的交涉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 月 日 ，何报告蒋 ：

“

福 田态度仍甚横强 不

可理喻
”

，并
“

有必欲解散我第二 、第三 、第四各军团 及对我三总指挥必欲处之以严刑之要求 。

”

③

“

且谓我方如不无条件承认此层 则以后再不接受我方所派之代表 。

”

日本意在以武力逼蒋就范 ，

因而在谈判条件上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福 田的这番 回应 令蒋怒不可遏 ，他当 即表示 ：

“

是可忍孰不可忍 ’攻破我之济南 在彼以 为得

意 而不知 中 日 两国之怨仇因此而深结于人民心 中而不可拔 东亚和平之基础 亦从此动摇 。 是 日

本军阀之祸国殃民 ，乃更甚于中 国之军阀矣 ’毒蛇猛兽 ，豢养不除 必至反曬其主人 。

”⑤当时 ， 蒋所

统帅 的第一集团军总共下辖刘峙 、陈调元 、贺耀祖 、方振武 个军团 ，再加上 由朱培德兼任总指挥的
一支预备队 。 因此 ， 日军要求解散方 、 贺 、陈 个军团 ，无异于是要完全消灭蒋的第一集团军 。 对蒋

而言 ，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
⑥ 至此 与福 田的军事交涉事实上已经宣告失败 ，蒋希望通

过军事交涉实现济案速决的想法也被证明行不通 。

三 、 消极对抗 ，
以退为进

在 日本军方咄咄逼人 、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面前 ，蒋介石有些无计可施 。

一

方面他既无法在谈

判桌上继续让步 ， 以满足对方的要求 ， 另一方面亦无法在战场上阻止 日 军肆意扩大行动 。 当然 他

并不愿坐以待毙 。 月 日 ，张群 向他电告说田 中表示
“

不妨碍我军北伐
”

。 对此 ，蒋十分重视 立

即命他 回复 ，如 日 方真能不妨碍北伐 ，将津浦路交通任其 自 由运输 并不再支持军阀 ，

“

则 中 日 向来

关系依然继续 且或可加厚增进睦谊 也
”

。 他还要求张群返 国后
“

速来前方 ，勿延缓 。
⑦ 田 中展

现出 的
“

友好
”

姿态 ，让蒋介石重新看到了希望 。

①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 本 》 （ 第
— 页 。

② 歷史資料七 夕 夕
一

）
、 濟南 事件 解 決交 涉 関 係 松本記録 第

一卷 （

— — —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 。

③ 周 美华编 注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頁 。

④ 《 蒋介石致谭延闳 、黃郛等人电 》 （ 年 月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物 档案

—

。

⑤ 周美华编 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⑥ 国 民党二届 四中全会决定 ，
恢复蒋介石 国 民革命军总 司令职权 继续北伐 。 接着就把参加北伐的 国 民革命军和 与 国 民党

建立联系 的各 军编成 个集 团军 。 蒋介石兼任第 一集 团 军总司令 ，
冯玉样任 第二 集团 军 总司 令

，
阎锡 山 任第 三集团 军 总司 令 ， 李

宗仁任 第 四集团 军总司令 。 各个集 团军都是 由各 自 原来所率领 的部队编 成 。 第 一集 团 军计分为 个军 团 和 个预备军 ： 第
一 军

团 由 刘峙的 第 一军 、顾祝同的第 九军 、缪培南的 第 四军编成
，

以 刘 峙兼任总指挥
，
第 二军 团 以陈焯 的 第 二十 六军 、

范熙绩 的 第 三十

七 军和 另 一部 队编 成
，

以 陈调元任总指挥
； 第三军 团 以张克瑶的第 三十三军 、 贺耀祖的 第 四十军和夏斗 寅的新二十七 军编成 ， 由贺

兼任总指挥
；
第 四军团 以 阮玄武 的第 三十 四军 、鲍剛 的 第 四十一军 、 马文德 的第 四十二 军与 一骑兵旅编成 ，

以 方振武任总指挥 ；驻

在 江西的 第 三军王均部编为 总预备军 ，
以 朱培德为 前敌总指挥 但朱培德始终未就前敌总指 挥 后 来只有朱世贵的 第 六 师到 了前

线 。 参见賀责严《
一

九二八年 曰 军侵 占济南的回忆 》 ， 《济 南五三惨案亲历记 》 ， 第
—

页 。

⑦ 周美华编注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括号 中 ，为 蒋草拟好后 ，
又用 墨迹涂删掸的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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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华政策上 ， 日 本军方与政府向来分歧严重 相较军方的强硬 ， 日 政府更倾向于对华缓和 。

为了摆脱困境
，
蒋决意对此大加利用 。 月 日 ，在听完何成浚的汇报后 ，他即致电 国民政府主席

谭延闾表示 ：

“

济南事件 ， 日 方利于 以武力扩大 ’不利于 以外交解决 ，故 日 政府避与我政府直接交

涉 ，而显系福 田与军事当局直接威逼 。 今拟请我政府正式通告 日政府 ’谓福 田所提条件 ，蒋总司令

已报告政府 且蒋力求和平 ， 巳令军队撤离 ，环济南三十里 而免复生冲突 据此则对 日 既无军事行

动可言 。 我政府愿与 日政府以外交方法解决之 督战前方之蒋总司令责专北伐军事 未便兼顾外交

等意 。

”

蒋开始刻意回避与福 田接触 ，而把交涉的重心转 向 日本政府 ，意图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外交

渠道来解决济案 。 同时 ，蒋还对此前的对 日 策略进行了反思 认为
“

对 日交涉宜有统一方针 ，
不可

分头接洽 免受 日 人操纵为要
”

。
② 次 日

，蒋给 了福田一个相当 简短的答复 ：

“

何总参议归 ，
得读来

书 ，具悉一切 。 对于阁下所提条件 ’ 已 向敝政府请示 即希台洽为荷 。

”

他还让外长黄郛对这一回复

进行
“

裁酌修正
”

，并指示黄
“

倘认为不必即请搁置可也
”

。
③ 对待福 田和 日方继续军事交涉的要

求
，蒋的消极态度巳经溢于言表了 。

蒋介石执意将济案交由外交解决 不仅是 目的 ，
同时亦是向 日 方施压的

一

种手段 。 月 日

下午 ’ 日 军在上海登陆 ，南京下关的 日 本海军也卸下炮衣示威 ，顿时后方情势危急 蒋与 国民政府腹

背受敌 。 为
“

恐中央诸公惊惶
”

，他决定亲回首都南京坐镇 。 临行前 他再电谭延阖表示 ：

“

情势至

此 ，中与福 田无谈判余地 ，拟即 日 回京一行 俾可随时商承中枢 ，决定方针 。 并使福田失却交涉对

手。

”

④但是 另一方面 他却又在致谭与 国民政府的电文中 提出了恢复与 日方交涉的条件 ，
即不能

无条件承认福 田所提出要求 否则就
“

再无磋商余地
”

；
并表示可以个人名义向 日方道歉 以及不在

日军之前 ， 而由他本人 自动解散贺耀祖之部队。 他强调
“

此为最后让步 ，否则若因而有损 国体 断

断不可
”

。
⑤ 次 日

，
蒋介石又通过张群致电 田 中 要求 田 中 向 日 本军方施压 ，促其放宽交涉条件 并

尽快停止在济南的军事行动 ：

“

福田师团长十一 日 电亦催询我方是否完全承认条件 。 査福田师团

长此等态度与首相及诸公对群之表示大相径庭 ，不知何故？ 且当 日群与首相面谈后复承佐藤先生

赴参 、陆各部传述首相意旨 想福 田是师团长必已接洽 何尚坚决若是 ？ 群意拟请松井先生遵照首

相意旨 剋 日 首途 并一面电达福 田师团长静候和平解决 。

”

不难看出 ，蒋之所以 回避与福 田接触 ，真正 目的并非是要完全放弃与 日 方交涉 ，而是有意以退

为进 ，利用 日 本政府中 的
“

温和派
”

来牵制军方的激进派 ，从而迫使其做出让步 。 就当时 的情形来

看 ，若单从外交角度而论 ，蒋介石的这种策略是完全对路的 。 月 日 ， 日 本老牌外交家 、时任 日本

驻华公使的芳泽谦吉就在致 田 中的电文中提醒后者 ：

“

拖延下去是不得已 的办法 ，
日 本本就不乏同

情南方者 ，从南京事件和其他事例都可以看出 如果本事件的解决有所拖延 ，那么结果大概是我方

不利的 。

”

但是 ，对于蒋所提出 的外交解决方案 ， 国 民政府却并不赞同 。 月 日 下午 ， 国 民政府

① 《蒋 中正电 询谭延阁 可否代表政府与 日 交 涉济事 》 （ 年 月 日 ） ， 台 北 ，

“

国 史馆 藏
，
蒋中 正总统 文物档案 —

— —

‘

②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③ 周 美华编注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④ 后来 ，
因担心回京后 日 方会再次向他提出 直接要求

“

或竞 以 最后 通牒恫吓政府
，
因近在咫尺无回旋余地 ， 恐更 增加政府

困难 ， 大局 尤觉危险
”

，
故经过一晚的反复 思量后

， 蒋又临时改 变主意 ，
决定驻徐州静观形势变化 ，

而不回南京 。 周 美华编注 ： 《蒋 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

页 。

⑤ 周 美华编 注 《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⑥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
济南事件 解決交 涉関 係 松本記録 第

一卷 （
— — 一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

⑦ 夕 歷史資料七 夕 、济 南事件 解決 交涉開係 （

— 一

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 。



	

潘星 妥协 与 抗争 蒋介石与 济南事件前后 的对 日 决策

复电蒋 ，要求他继续在前方全权主持对 日 军事交涉 。 对此 ，蒋的态度相当坚决 ， 他当 即复 电表示 ：

“

万不能仍以斟酌前方情形全权主持 ，可求速了也 。 故今惟有二法 ，

一

由政府照会 日 政府 ，如 中正

上午所电请者 ， 由政府直接交涉 ；

一

由我方先与 田 中以正式谈判 ，如惩办高级官长以贺耀祖为限 解

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 。 如其能先承诺此点 则中正道歉亦所不辞 否则单与福田交涉 其要求恐无

限量 ，盖彼军阀之欲壑甚深 无底也 。 故中认此事当 由军事移为外交解决不可 再以斟酌前方情形
’

归余独办 反 以投彼所喜 ，于我不利也。

”

蒋介石的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 的确收到 了一定效果 。 月 日 晚 双方交涉中 断约一周 以

后
， 日参谋本部发出声明 ，表示

“

已令福田停战
”

，并特意强调继续认定蒋为交涉对手 。
② 次 日 ，驻济

南 日军通过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 田荣介与 日 本政府协调对策 。 在致 日 本政府的电报中 ，军方明确

表示 ：

“

军队没有作为政府干预涉外事项的意图
”

， 而且只要 中 日 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不损害军方的

威严
，
军方便可同意 日 本外交当局与 中方展开交涉 ， 而不再一味坚持它先前通牒中所提的先决条

件 。 同时 福 田本人也建议参谋本部
“

军部的作战行动就此停止 ， 此后转人外交交涉为适宜之

策
”

就在 日 军方面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 殷汝耕与 田 中 的交涉也取得不小进展
——双方会谈

时 ， 田 中对蒋大表友好与赞美之意 ，殷将其总结为 个要点 向蒋进行了汇报 ：

对华 完成 革命希望 多 年 ，惜不 在位 且未发 见 〔 现 〕 中 心人物 ； （ 现蒋 氏 实 为 唯 一 中

心 人物 ，
且 时机 已 至

； （ 日 阁 巳安定 ，余较他首 相 易 支配海陆 军 ； （ 济 案 乃共 党操纵一部 军

队所为 ，
使蒋 困难 ，

至遗憾 ，但切 勿 中妥萌退 （ 济案 自 大 局 言 ，乃 一小 事 切 勿 因 小误大 ； （

巳 电 前方 ，收束 且派人往授意 旨 ，今后 日 军决无 别项行动
； （ 津浦仍 可 利 用 ，但须预行知 照 ，

以 免误会 （ 加派第三 师 护侨外 ， 另 有深意 ，
虽 未便 言 ， 然绝 非对 南 ； （ 巳命济案 移 归 外交 ，

将来形式 上解决 自 不 可少 ，但决不苛求 ； （ 奉张解决 ，但切 勿 勾 满 洲 为 战 区
，
否 则 曰 舆论难

遏制 ； （ 下北京不 过统一初步 ，
望早 定收 拾大计 ， 裁兵 、建设 日 当 协助

； （ 为 具体 望派岳

军到 济 彼亦派腹 心往济 派定再 电 闻 ； （ 另 派腹心 驻 宁 沪联络 ； （ 耕将 中央及 总座 态度

并 电 ， 竹持往条件示彼 ，
深谅解 ； （ 耕要求将在济兴奋部队调 防 彼答决不 再兴奋 ； （ 暂 时

协定须 顾双方 面 ， 如交还被扣 官 兵及枪械 ， 彼答不 难 照 办
； （ 劝 张 下 野 ，

撤 回 顾 问 等须 明 白

表 示 ，
释义疑和反感 彼答未便表 示 ，请拭 目 俟 ； （ 嘱耕随 时 与 晤 ， 不 必 经外 、 陆两部 本 曰 会

谈要严 密 ； （ 最后 再三嘱 转达 总座 ， 勿萌退
，致使无法 收拾 。

⑤

月 日 ， 日本外务省 、陆海军当局正式决定放宽军事交涉的条件 并获内 阁通过 ，具体包括 ：

蒋介石正式谢罪 ； （二 严罚贺耀祖 ，外若干暴力指挥者 ； （
三

） 缴械兵士虽可立释 ，但武器须俟

适当时机归还 ； （ 四 ）济南青岛即 山东铁道沿线二华里内 ，
不准南北两军交战 至事态平静止 ， 该区

域内不准武装兵士 。 （五 ）中 国交涉代表与 日 军司令交涉时 ，须提示蒋介石之正式委任 。 同时 参

① 周 美华编 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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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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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

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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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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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黄郛电 蒋 中正殷汝耕与 田 义
一接洽情 形 》 （ 年 月 日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 正 总统文 物 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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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外 交部 电蒋 中正 》 （ 年 月 曰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中正 总统文物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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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本部部长松井透过黄郛向蒋表示 ：

“

全案固归外交办理 然两军间必须有临时协议方可下台
”

，但
“

处罚肇事军干部 至肇事军何人 ，此间无法判断 不加遥制
”

，只需与福 田商洽圆满即可 。 显然 ， 日

本军 、政双方都意识到 仅凭武力难以实现逼蒋就范的 目 的 ， 因而不得不开始在谈判条件上做出
一

定的让步 ，尤其在蒋最为在意的问题——解散
“

肇事
”

军队的数量和方式上 不再坚持福 田最后通

牒中所提的要求了 。 随后 福 田趁机向蒋提出派遣
“

有委任状之全权代表与之谈判
”

， 正式要求重

启军事交涉 。

当然 ， 日 方上述让步隐藏着极大的欺骗性 蒋介石的策略并未完全成功 。 尤其是 日 军参谋本

部 ，
虽然表面上同意让步 但实际上却是希望以退为进 ，诱使蒋介石同意军事交涉 ，从而在谈判桌上

逼迫他接受 日 军方面开出的苛刻条件 。 福 田致参谋本部的 由军事交涉转外交交涉的建议于 月

日被驳回 后者命令福 田 ：

随着 时局之 转变及军 事解决之拖延 ，各方 面动 辄 出 现各种 意见 ， 此 时尤 望不要 受政策摇摆

不定 的干扰 ，

一 心 一意按大命 完成任务 ， 并期保持皇军威 信于万全 。

再者 ， 即使 因 解决军事 问题而 需停止膺惩行 动 ，在军 事交 涉上仍然要贯彻第 一一 五号 电报

要求 的 条件实 质 ， 不能作 出让步 。 要抓住彼之要害 ，
坚持 以 前 的 态度 。 关于本问 题移 交至 外务

官 宪 的 时机
一 事

，
将另 行指示 。

②

同时 在 日本驻华外交官之中 ，
也不乏主张继续对蒋强硬 ，

而反对让步之人 。 时任驻沪总领事的矢

田七太郎 ，便一再提出 ，

“

必须对南军予以彻底的惩罚
”

。 他警告 日本政府 ，
北军大势已 去 现状已

经不可维持 ，如果南军继续北伐 ，
两军便会发生冲突

“

那么城市将成为修罗地狱
”

。 因此 ，他强调 ：

只有继续维持强力手段 才能让南军从暴怒中冷静下来 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日 本在满蒙地区的特

殊地位不受损害 。
③

日本军 、政两界内部的分歧 使得其先前做出 的停战许诺 ，根本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

事实上 ， 日方的军事行动不仅未停止 反而变本加厉了 。 月 日 ，蒋致电谭延阊 ：

“

日 军… …仍骚

扰不巳 且飞机来抛炸弹 ，可恨已极 。 请告膺 白 ，
日人毫无诚意 ，务须注意 。

”

④

日方言行不一 ，
不愿放弃武力 ，让蒋介石逐渐认清了前者的侵略本质 并意识到继续与 日 军交

涉只会徒劳无功 ，而
一味通过妥协 、退让来求和平亦不现实 。 因此 ， 即便放宽后的谈判条件巳 与蒋

能接受的限度大致相当 ，但他却并不急于动作 ，
而是在派遣军事谈判代表一事上刻意拖延 。 月

日 ，蒋对继续军事交涉明确表示
“

绝望
”

，并
“

请外交部照会 日政府 此案准归政府办理 ，不在军前交

涉 。

”

⑤对此 国 民政府再次表示了反对 。 月 日
，谭延闾 、张静江、李烈钧 、 于右任 、蔡元培 、何应

① 《黄郛 电 蒋中 正》 （ 年 月 曰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 文物挡案

—

《外 交部 电

蒋中 正》 （ 年 月 日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

。

② 熊达云译 《 第 六师 团 长关于在济南实施军政的意见及参谋总长的指示 》 ，原栽参谋本部编 《昭 和三年支那事 变 出兵 史》 ，

严 南 堂书店 年版 第 转引 自 李家振编著 《济南惨案 》 ， 第
—

苋 。 正如如前文 中 所述 在济南事件 问 题上 ，

曰本外务省 、 日 本陆军省所持 态度较为慎重 ，
而参谋本部则显得十分激进 。 因此

，
当 本政府和陆军省做 出上述让步决定 以 后 ，

参

谋本部 十分不满 。 将福 田的相关请求驳回 ，
正是其不满的具体表现 。 有关 本外务省 、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在对待济 南事件 问 题上

的分歧的详细论述 可参阅 邵建 国 《北伐战争时期的 中 日 关 系研究 》
一

书的相关章节 。

③ 歷史資料七 夕 夕
一

） 、济 南事件 解決 交涉関係 （

— 一

：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 。

④ 《蒋 中正电 谭延阋转告黄郛言 曰人毫无诚意及本晚赴新 乡 晤冯玉祥》 （
年 月 曰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

统文物档案 —

。

⑤ 沈 亦云
： 《 亦云回忆 》 ， 第 页 。



	

潘星 妥协 与 抗争 蒋介石 与 济南事件前后 的对 日 决策

钦 、黄郛等国 民政府委员联合向他致电 ，要求他
“

由前方速派代表前往办理 ，
以便结束

”

。
① 相较之

下
，
反倒是国 民政府委员们更倾向于对 日 妥协 。 谭等人显然认为该电非常重要 因此特意在电文开

头标示了
“

急
” “

限即刻到
”

等字样 。 但蒋并未立即做出 回复 。 月 日 ，在经过整晚 的考虑之后 ，

他才复电表示 ：

“

对 日交涉前方协定殊不可为 ，如诸公以 为非此不可 ， 则可委托岳军兄为 中正之全

权代表 ，往济协商 但须由政府加委 至协商条件一如来电所指示者亦可也 。 总之 ，外交方针应速确

定 今 日趋势如再望 日本之让步妥协是不可能也 请与诸公磋商之 。

”

②虽对国 民政府所提方案极为

不满 但党国元老们的意见却又无法完全忽略 ，在此情况下 蒋只能勉强 同意派张群为代表继续赴

济与福 田交涉 ，而附加条件是由国 民政府正式委任 。 如此
一

来 ，张群就兼具蒋的个人代表与国 民政

府正式外交代表的双重身份 。 为了坚持济案的外交解决 蒋可谓煞费苦心 。 同
一天

，他还让张以私

人名义邀请松井来华
“

面商切实办法 作解决一切悬案之张本
”

，
并表示

“

否则 图谋枝节之协调绝非

根本之图
”

。
③ 月 日 ，他在 日记中写道 ，

“

主张由外交解决
”

，并认为 日方急求军前解决 ，是
“

我

方之患 。
④ 次 日 ，他又再次让张群转告松井 ：

“

济案仍以 由外交部解决为宜 ， 如不得巳仍须与福田

直接交涉 ，
则必在后方先行确实商定 ，然后派员前往济为形式上之通过 。

……惟无论如何必须在东

京或上海有
一约定 。

…
…否则他人贸然往济

，

必临窘境 。

“

⑤

蒋介石对继续军事交涉的消极抵制 令 日 本军方中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十分恼火 。 月

日
，
松井托张群通知蒋和南京政府

“

务必派蒋介石前往济南 。 万一蒋不能赴济 ，则派遣有力之全

权为绝对必要之 。 革命军及南京政府对于全权派遣及尔后之交涉如无十分诚意 则本事件有益加

扩大之虞 希望政府及革命军此时应有特别慎重之顾虑及觉悟云云
”

。 此外 ， 日方还要求蒋于 月

日之前确定谈判代表人选 并特别强调
“

全权代表须携带代表证书
”

。 据张群电文所言 ，

“

观其

来电措词之强硬与…… 口头表示之郑重 ，我方势非如期派员前往协定不可 ，
否则交涉前途益加困

难
”

。 由于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 ， 日 军方面所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 为此 月 日 ， 日 本驻

青岛总领事藤 田再次代表驻济 日军致电 田 中 对军方的意图进行解释
“

济南事件的急速解决是我

方一直以来盼望的事情…… 出兵的 目的不是要招致内外人的疑虑 ，
而是通过我军的指导 ，把平民从

压迫之下解救出来 。

”

在得知松井的上述要求后 蒋介石于 月 日 做出 回应 。 他决定不再一味接受 日 方所提出 的

条件 转而对 日强硬 ，提出 自 己 的诉求 。 当天
，
他对潭延阊 、王正廷 、张群三人表示 ， 松井

“

态度强硬

至此 殊为愤慨 ，但我为不变原则忍辱负重计与之交涉 ，如再拒派代表 ，诚恐更生枝节
”

。 但蒋仍坚

持在选派正式代表之前 ，双方必须先就济案的具体解决方案达成一个初步协议 ，包括对福 田最后通

牒中所提的 条内容
“

如何通融 ？ 奉张出关之如何应付 ？ 必皆须得彼方切实之承诺
”

。 于是 他决

① 《谭延 阁 电 蒋中正对 济案 计 划 及应付 方 针》 （ 年 月 日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 正 总统 文 物 档案 ，

—

— —

另 据 《 亦 云回忆 》记 栽 ，
蒋曾 对冯玉祥言 ：

“

膺白 外交 办失败 了 ，

一般老先 生均不 满意
， 中央拟 以 儒堂 继任外

长 。

”

济案 交涉迟迟难有进展 ，
引得 国 民党 内元老们的普遍不满 ，

致使蒋介石 承受着 巨 大压力 。 在这种 情况下 ，
他只好通过要求外

交部 长黄郛辞职 来加以应 对。 黄遂于 年 月 日 向 国 民政府递交辞呈
， 辞去本兼各职 ， 外交部 长

一

职则 由王正廷 继任 。 引

文参见 《 亦 云回忆》 ， 第 页 。

② 周 美华编 注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③ 周 美华编注 《蒋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

頁 。

④ 周美华编注 《 蒋中正 总统档案 ■ 事略稿本 》 （ 第 一 页 。

⑤ 《蒋中 正电 张群济案如仍 须与福 田 交涉必在后方先行确 实商 定》 （ 年 月 日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中 正总统文

物档案 。

⑥ 《张群电 蒋中 正 日 方请我 于二十八 日 前通知赴济 尚人选 》 （ 年 月 日
）

， 台北 ，

“

国史馆
”

藏
，
蒋中正 总统文物档案 ，

— — —

。

⑦ 夕了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济南 事件 解決交涉 関係 （

— 外務省 外交史料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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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派张群先行赴青岛与 日军接触 。 出人意料的是 ，
张婉拒了他的请求 。 这令蒋异常生气 。 月

日
，他致电张进行了严词批评 ：

“

中请兄往青岛系与松井非正式接洽妥后 ，
再另派代表前往 并非

请兄即为与福田交涉之代表 。 乃来电含糊其辞 并不明言 是否能往对国家 对朋友皆不宜如此 。

吾人作事全在坦白直率 ，

一切无所用其疑忌 ，究竟兄能否往青岛晤松井 ，务希明 白答复 。 中故甚盼

兄即 日前往也 。

”

②实际上 ， 当时国 民政府中不少人都对 日本心存畏惧 ，蒋的这番批评并非完全针对

张群一人 而是有意发泄对整个后方国民政府外交不力的不满 。 在同
一天 （ 日 ） 的 日记中 他如

此写道 ：

“

后方来者多以强虏为畏 膺白 、雪竹皆然 ，不独岳军也 ，呜呼 ！ 怯馁畏弱乃亡国之人心 吾

其如何能使人心奋发 ，刚毅有为 ，有守而不畏 ，彼横暴强虏哉 。

”

次 日 ，谭延闾 、张静江等人再次赴徐

州与蒋商讨对 日策略 ，
后者听闻

“

各方皆怀推诿之意
”

之后
，
异常愤激

，

并决然表示
“

暂不派代表赴

济 ，外长既无人敢当 ，我亦愿 自兼之也 。

”

③

正当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 ，即将接替黄郛出任外交部长并主持对 日交涉的王正廷方面传来好

消息 。 月 日
，王致电蒋表示 ，

“

外交联结英美一节 ，
现已极有进步 。 美国务卿极有显明之表示 ，

国会并已提案承认国民政府 其态度最为显明 。 英国亦巳确有把握 ，
决不至附和 日 本 ，且必将有对

我友善之表示 。 特以奉陈 ，请舒压 。 注再松井之来 ，
万不可屈主权 ，堕其奸计 ，济事彼决不敢扩大范

围 威吓之词 ，不足信也
”

。
④ 与前任黄郛不同 ，

王力主采取更加强硬的对 日策略 ，
并在联络英、美上

多有作为 。 尽管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蒋受到了王的影响 ，但在随后的 月 日
，他即致电谭延闾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要求在派遣代表问题上
“

设法延宕以免被欺
”

， 并用 国 民党的名义致书 曰

本各政党及头山满 、犬养毅等人 ，公开宣布济案发生 以来双方的交涉详情
“

以揭破田 中蒙蔽其国

内之奸计而唤起人类共具之良知 、仁德
”

。 致书 由邵力子起草 ， 蒋本人亲 自修改 ， 其内容除了控诉

日军暴行 其威胁之辞进行公开驳斥外 ，
还有意宣示一种不屈的决心 ：

… …蒋总 司 令至 此知 与 福 田 巳 无谈判 解决之希望 ，
且我 军 既 巳 不 惜忍 受北伐军事上之障

碍
，
实行退去济南及胶济路 沿线 二十 里 以 外 ，事实上 尤 无再在前 方订 结协定 之必要 ， 故 即 呈 请

政府将此案 完全移 归 外交 解决 ， 以符合 国 际公法 ， 解决纠纷之原 则 。 我政府令外交部 向贵 国 政

府提议 以 后 ，贵 国政府亦 已表示 同意 ，乃 福 田 犹 复进逼 不 巳
， 其步 哨 斥候既 常越 出 济南 三 十里

至五十 里 以 外 ， 飞机且 时至泰安各处抛掷炸 弹 ，
滥杀人 民 ，

不 胜其数 。 此种暴行至今未止 ，而 一

面仍要求将总 司 令派遣全权代表 ，前往 济南签订其所 片 面 强 自 拟定之 临 时协定 。 同 时并严酷

表 示 ，谓 若不 签订 军事 协定 则 济南 事件必将有 益加扩大之虞云 。 夫济案 事实 已 成为 外交 问

题 ， 自 有交 涉之正轨 可循 ， 何为 必 以 强制 承诺之协定苦苦相迫 ，
且所谓益 加扩大者 ，果将以 何种

形 式扩大之 乎 ？ 更将扩大 至何种 程度 乎 ？ 苟 以 无道行之 ，
何求不 得 。 我革命 军 既 巳 百端忍让 ，

固始终不 出敌对行动 ，惟世界公理 尚未尽泯 ， 中 国人 民 犹未尽绝 ， 福 田 师 团 长之行动 是否 为 中

日 两 国 睦谊之障碍 。
…… 本党领导 之国 民 革命既 以 求 中 国 之 自 由平 等 为 目 的 ， 有 障 碍此 目 的

者必 以 全力 反对之 ，
此本党 向所抱定之方针 ，无论任何 困难任何牺牲誓死必期达此 目 的……⑤

① 周 美华编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頁 。

② 周 美华 编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一 页 。

③ 周 美华 编注 《蒋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 本 》 （ 第 、
— 页 。

④ 《 王正廷电 蒋 中正外 交联结英 美 已有进步松井来万 不可屈主权》 （ 年 月 日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

物档案 ’

—

。

⑤ 周 美华编注 《蒋 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 本》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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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要求谭延阊 以国 民党或中央委员个人的名义连署
“

从速发表
”

月 日 ，松井赴青岛 准备与蒋介石展开会晤 ， 以
“

促进第六师团长和南军的交涉
”

。
② 松井

来华 ，本是受蒋所邀 ，
而双方的会面也

一直是后者所极力 希望促成的 。 但此时 ，蒋却 明显改换了主

意 对双方的会面并不积极 。 月 日 ，他再次致电张群 要求后者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青 岛与松

井接洽 并授予 点要 旨 ，包括坚持
“

济案须先事 内定条件
”

，
且明确表示他本人不能赴青岛与松井

会面 ，
但

“

如松井能与兄同来沪宁 则中 可与之面唔 〔 晤 〕 解决
一切

”

。
③ 蒋介石不仅有意怠慢与松

井的会面 而且就连先前所同意的对 日道歉 此时也反悔了 。 就在蒋拒绝与松井会面的同
一天

，
曰

本驻南京领事冈本致电 日本政府表示 ，要求蒋介石对济南事件道歉 已经不太可能 因此
“

只有缓

和两者的关系
”

。
④ 在这种情况下 ， 田 中 、松并等先后代表 日 本政府和军事当局下令 ，

“

要求师团长

们缓和 。
⑤ 受此影响 月 日 ，驻山东 日军正式拟定了

一

份
“

绝密
”

级别的 《山东善后方案 》 其中

明确表示
“

要对南京政府展开外交交涉 把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并迅速解决 。

”

蒋介石
“

以拖

待变
”

，消极对抗的策略 ，让 日 方意图用武力逼迫他屈服的计划落空 了 。

蒋介石决定坚持对 日强硬 ，除了与他本人对于 日 方侵略本质的认识有关以外 ，
同时与 内外形势

的变化也有关系 。 月 日
，他再次接获王正廷的电报 ，后者表示

“

松井此次来华 ，形迹可疑 。 弟

派至友探寻 日领矢田 据云不知情形 ，更不以恫吓辞为然 ，足见松井来济居心狡诈 ，有意恫吓 。 我方

仍宜持仗镇定 ，
不为所欺 。 并得确息 ，奉张已决定出关 ；

田中被会议攻击甚烈 又将倒消息 。 此后交

涉 ， 当易办理 。

”

⑦在这种情况下 张群与松井的会晤于 月 日在济南近郊的党家庄举行 。 但是 ，

由于张坚持事件须由外交手段解决 ，且蒋已然改换态度
，
不再愿意对 日 道歉 ，最终双方只能不欢而

散 。 月 日 ，参谋本部电令松井 ：停止交涉 迅速回 国 。 月 日
，蒋辞去

“

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
”
一

职 这使得 日本军方彻底失去了通过军事交涉方式解决济南事件的谈判对象 。 至此 ，
日 本军部认

为 ，
济南事件的军事交涉完全停顿 、破裂⑧ 形势的变化 ，迫使 日本军方最终不得不放弃缔结前线军

事协定的念头 。

此后 ，尽管双方仍有零星接触 但终究难有实质进展 ，交涉陷人长期停顿之中 。 最终 ，直至当年

月 ， 日 本军中强硬派势力得以暂时消减之后 ， 由两国政府所主导 的济案外交谈判才得以真正

开启 。

四 、 余论

长期以来 蒋介石一直因其在处理济南事件时的对 日 妥协而饱受话病 。 但实际上 ，这种认识并

① 周 美华编注 《蒋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笔者翻 阅 了 此后近一个 月 的 《 申报》和 《 中 央 日 报》 ，
其 中 并

无这份致书 之记栽 ，所 以其最终究竞有无发表
，
尚待无定论

，
有待进一步考证 。

② 夕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濟南事件 解決交涉 関係 （

— 一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 。

③ 《 蒋 中正电 谭延闳 述张群赴青接洽要 旨三 项 》 （ 年 月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 正总 统 文物 档案 ，

—

《 蒋介石致张群 电 》 （ 年 月 日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 正 总统 文物档 案

—

。

④ 汐 歷史資料七 夕 夕
一

）
￡

、
济南 事件 解決交涉関係 （ 八

一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 ） 。

⑤ 夕了歷史資料七 夕 夕
一

）
、济南事件 解決交涉 関係 （

— —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

⑥ 了 夕 歷 史资料七 夕
一

）
、济南事件 解決交涉関係 （

— 一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 。

⑦ 《王正廷电 蒋 中正松井来华居心险诈望我 方不为 所欺》 （ 年 月 日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蒋 中正 总统文物 档案 ，

— —

—

⑧ 参谋本部 编 ： 《 昭和三年支那事 变 出兵史 》 ，
严南 堂书 店 年版

， 第 、
页

，
转 引 自臧运祜 《 中 曰 关于 济案 的 交涉及

其
“

解决
”

》 ， 《历 史研究》 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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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原貌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乃至多面性 蒋当然也不例外 。 对 日妥协 、退让既是

事实 包括他在济案事发前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就与其
一味饶幸 、妥协的心理密不可分 ；

待到济案事

发以后 ，他又急忙撤退军队 并在双方军事交涉之初 ，
在谈判条件上一再让步

；
尤为严重的是 他虽

手握重兵 但却不敢在战场上与 日 军
一较高下 ，

而力主
“

绕道北伐
”

。 但另一方面 ， 也不应顾此失

彼 忽略他对 日强硬的
一面 。

事实上 ，
无论是在谈判桌上 还是在战场上 ，蒋介石都不乏强硬的一面。 面对 日 方赤裸裸的武

力威胁 他虽有不少退让 但从未完全接受对方的条件 。 在双方的军事交涉过程中 ， 刚开始 ，蒋虽为

速决而让步 ，
但亦与 日方极力讨价还价 ；

之后 因 日方要价太高 ’
他遂坚持底线 不再退让 。 通过交

涉 蒋也逐渐认识到了 日军的侵略本质 于是开始改换策略 与其对抗 。 为此 他积极利用 日 本军 、

政两界的分歧 ，努力试图促成济案的外交解决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以退为进 实现逼迫 日 军在谈判

条件上做出让步的 目的 。 在此过程中 ，蒋多次顶住压力 ，力排众议 ，拒绝派出代表与 日 方交涉 。 这

种看似消极的抵抗 最终收到不错的效果
——

日方同意在谈判条件上让步 。 而受此鼓励 蒋也变得

愈发强硬 ， 以至最终使得军事谈判破裂 ， 日方所提谈判条件落空 。 至少 单从蒋所主持的对 日交涉

来看 ，他并未让对方占到太多的便宜 ，
日 方意 图通过武力逼迫他屈服的企图并未实现 。 蒋介石顶住

了 日方的武力威胁 ，没有接受 日军开出的苛刻条件 ，从而为 日后济南事件转 由外交解决打下较为 良

好基础 ，这正是他在济南事件对 日决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贡献 。

同样 在战场上 ，蒋介石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表现 。 面对 日 方的步步侵逼 ，他并非没有考虑过

进行军事抵抗 。 正如熊式辉所言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蒋介石 ，
还是南京国 民政府 其实都没

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 因为
“

日本一定要同我们开仗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只要想方设法的 同他对抗 ，

或者我们避过他 ，
不同他冲突

”

。 早在济南事件发生的次 日
，蒋就致电 国 民政府表示 ：

“

如 日 军不

悔悟 继续逞 凶
，
则惟有出于一战 ，

以保中华 民族之正气云 。

”

② 月 日
， 当获悉熊式辉 、罗家伦二

人与福 田交涉情况的报告以后 ，他在 日 记中再次愤怒的表示 ， 如果 日 军进逼扩充至三十里范围之

外 ，为国家与人格计 ，

“

必出于死战之
一

途矣 ，断断不容再忍也
”

。
③ 而在 当晚

一

封致属下部队的 电

报中 ，
他则透露 ，

“

本军尚未渡河部队 已在济南东西南北区准备抵抗 日 本倭寇
”

。
④ 实际上 ，正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 ，在济南事件发生后的十来天里 北伐军
“

几乎每天都有局部的 、断续的抵抗 有时则

是
‘

有组织的抵抗
’

，

… …有的是经他 蒋 本人斟酌后改而同意的 如党家庄阻击战 ；有的更是由他

亲自安排下令的 如济南城守卫战
”

。 至于他在 月 日 兖州会议上所决定的对 日
“

不抵抗
”

方

针 ，

“

不过是属于从名实关系之间产生而泛化出来的
‘

后话说前事
’

现象而已
”

。

“ ‘

不抵抗
’

在当时

并非恶名
”

。
⑤

① 《对 军校学生演讲五三 国耻》 （ 年 月 日 ）
，
台 北

，

“

国史馆
”

藏
，
蒋中 正总统文物 档案

— —

② 周美华编注 《 蒋中正 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③ 周 美华编 注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④ 欧振华 ： 《 北伐行军 日 记 》
，

光 东印务局 年版
，
第 页 。

⑤ 刘世龙 ： 《 济南事件期 间的 蒋介石与对 曰
“

不抵抗主义
”

》 ， 《史林 》 年第 期
， 第

—

页 。
兖 州会议和对 曰

“

不抵

抗
”

方针 出 台 的经过
，
蒋在 曰 记 中有详细记栽 ：

“

（ 月 曰
） 上午 公与 王正廷商谈

，

而谭主席 与 吴敬恒 、张人杰 亦到 。 公 出 门迎之

入 详告以 济南情形之经过
，
开始讨论经彻底计议以后 ，乃决定对军事取暂不抵抗方针 先礼后兵 以观其后 ， 而迅令各军全部渡 河

，

继续北伐
，

集中全 力完成革命为 目 前唯一方针。 故对于 曰本 凡可忍 辱 且 暂忍之 ，
必 至最后 忍 无可忍之时 ，

乃 求最后 历 史之光 荣

与之决一 死战云云 。 此议既定 公更表示 决心 曰 ： 我军在黄河 南岸之部队 吾即下令退至运河沿岸 ， 在鲁 西与徐北一 线 。 如 外 交不

胜 我 必振奋而起 ，
亲督所部努力抵抗 ，

与之决一死战 可也
。 谭主席与 吴张诸公 俱叹

：

公谋国 之苦衷
，
为 古今所 罕有 云 。

”

参见周 美

华编注 《 蒋中 正总统档案 ■ 事略稿本 》 （ 第
— 页

。



	
潘星 妥协与 抗争 蒋介石 与 济南事件前后 的对 日 决策

实际上 当时 ，无论是舆论 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内部 主张对 日
“

不抵抗
”

的都大有人在 。 如《大

公报》 、《 申报 》 、 《晨报》 、 《益世报》与《民 国 日 报》等几大报纸 都一致主张对 日镇静 、忍耐 否则就

会中其奸计 并力倡北伐优先 、统
一至上①

； 同样 这种观点也是国 民政府高层的共识 。 月 日 ，为

了决定济南事件的应对方案 ， 国 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暨国民党中央党部 、国 民政府联席会

议在南京召开 。 会上 ，谭延闾 、李烈钧 、张静江 、蔡元培等 位国 民政府委员几乎
一

致认为 ，
还未到

与 日方言战的最好时机 可密令各省秘密进行战备动员 但不可轻易开战 ； 当前的优先任务 ，应是排

除干扰 全力专心北伐 ，待实现国家统一 目标之后 ，再行对外 。
② 会议最后通过了应对济南事件的

项决议 包括 ：

一

、决议令北路大军 继续攻击前进 ，务于最短 期 间 完成 北伐 ；
二 、决议 电 蒋 总 司 令 ， 仍积极

进行北伐 ，
关 于 日 本军 队在济南 之暴举 ， 另 由外 交部 提出 严重抗议交 涉 ；

三 、决议将此次 日 本暴

行并蒋总 司 令来电 ，
转 电 全国 各省 切 实宣传 ， 以 唤起军 民 团 结及 奋斗 ；

四 、决议将 日 本此次暴

行通 电全世界各友邦
；

五 、决议令两湖 军 队加派主干 部 队 迅速北伐 ， 以 竟全功
；
六 、决议 由 中央

党部令各级党部对各地 民众慎 重领导 ，不使发生意 外云云 。
③

可见 ，在当时 坚持北伐优先 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主张 而且也是整个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 。

从这个意义而言 ，蒋做出
“

不抵抗
”

的决定 ， 只不过是顺应
“

民意
”

而为 。

〔作者潘星 ，复旦大 学历 史 学系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 高 莹 莹 ）

① 关于 当时舆论的面相 前述刘世龙 《济南事件期 间的蒋介石 与对
“

不抵抗 主义
”

》 （ 《史林 》 年 第 期 ）
一文 中有较

为细致的考察 详见该文第 页 。

② 出席此次会议的 位 国 民政府委员分别 为 ：宋渊 源 、 白云梯 、
经亨颐 、何应 钦、谭延 阋 、 张静江 、蔡元培、钮永健 、张人杰 、

李烈钧 、
丁惟汾 、朱霁青 、于右任 ；

列席会议的 位人 员为 ：
易培基 、薛笃弼 、 吴敬恒 、徐元诰和 馮玉祥的代表熊斌 。 蒋介石 当 时在前

线
， 未参加会议。 《 国 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 年 月 曰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藏
，
国 民政府档 案 —

。

③ 周 美华编注 《蒋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第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