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 （
1 9 4 2— 1 9 4 5 ）

贾钦涵

内容提要 太平洋 战 争爆发后 ，
罗斯福 总统为 了 加强美 国政府对战 时舆论 的控制 ，

于

1 9 4 2 年 6 月 成立战 时情报局 ，在全球范 围 内 开展反法西斯宣传 、对敌心理 战和情报搜集

工作 。 到 1 9 4 5 年 8 月 杜鲁 门 总统解散该机构 ， 战 时情报局在三年 多 的 时 间 里对 中 国 抗战

进行 了 大量 的 宣传报道 ，为 弘 扬 中 国人民抗 战精神 、 提振抗 日 军 民 战 斗 意 志 、巩 固 同 盟 国

家战 时 关 系做出 了 巨大贡献 。 战 时情报局对 中 国 抗战 的 宣传 方针 ， 尤其对 中 国共产 党 及

其抗 日 武装 的态度 ，直接反映 了 二 战期 间 美 国政府对华政策 的走 向 ，揭示 了 美国 远东外交

战略的 实质 。

关键词 战 时情报局 抗 日 战 争 战 时宣传 美国对华政策

1 9 4 1 年珍珠港事件前 ，
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形势需要 ，请他的亲信 、著名作家罗伯特 ？ 舍伍德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 秘密筹组

一个新型的情报机构 ，致力于将无线电广播作为
一种现代化心理战武

器进行发展。
？ 美国对轴心国宣战后 ，

罗斯福总统于 1 9 4 2 年 6 月 1 3 日颁布行政命令正式设立战

时情报局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Ｗ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简称
“

ＯＷＴ ） ，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反法西斯宣传、

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 。 直至 1 9 4 5 年 8 月 3 1 日 杜鲁门总统正式宣布废除该机构 ，美国战时

情报局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 ，为同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在此期间 ，战时情报局及其在华分支机构针对远东战场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宣传活动 ，使中国战区

及时接收了大量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信息 ，并且也让全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战场的情况 。

此外 ，战时情报局还在国统区和中共敌后根据地开展了
一

系列情报搜集工作和对敌心理战 。

美国战时情报局是抗 日 战争史 、中美关系史上
一

个重要而特殊的组织机构 ，对于该机构的基本

情况及其与 中国抗战的关系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较为有限 。 1 9 6 6 年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罗伯特
． 毕夏普 （ ＲｏｂｅｒｔＢｉｓｈｏｐ ）利用 当时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 ，

在其博士论文《战时情报局的

海外机构 》第五章中初步描述了战时情报局在中 国的机构设置和职能作用 。
② 日 本学者山极晃在

＊ 本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
“

国 际视野下中 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
”

（
1 3 ＠ＺＨ0 2 8

） 的阶段性成果 。

①
“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ＣＯＩ
）ｄ ｉｒｅｃｔｏ ｒＷｉｌｌ

ｉ ａｍＤｏｎｏｖａｎｆｒｏｍｔ
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Ｗａｒ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ＯＷＩ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Ｂ ｒａｎｃｈＤｉ ｒｅｃ ｔｏ 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

 （
Ｏｃｔ ｏｂｅｒ 2 0

，
 1 9 4 1 ）

，

Ｄ 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 ｅ

，
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

Ｎ ｏ．  2 9 4 2 1 9 ．

②ＲｏｂｅｒｔＢ ｉｓｈｏ
ｐ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Ｂｒａｎｃｈｏｆ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Ｗ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ＰＬ Ｄ ．Ｄ
ｉｓｓｅｒｔ

ａｔｉ ｏｎ
，
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Ｗ

ｉ
ｓｃｏｎｓ

ｉ ｎ
，1 9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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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5 年出版的专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延安报告与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中 ，
详细梳理了战时情报局

成员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进行考察 、借鉴中共经验合作开展对敌心理战的史实 。
① 山本武利 、高杉

忠明在 2 0 0 6 年编译出版的 《延安报告 ：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对 日军事工作》 ，系统翻译了
1 9 4 4 年 9 月

至 1 9 4 5 年 5 月 间战时情报局获取的 7 1 份延安情报资料 。
② 此外 ，

在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中 ，也

偶有论及美国战时情报局与中国抗战问题的成果。
？

近年 ，美国学者蒋迈 （
Ｍａｔｔｈｅｗ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 根据美国 国家档案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ｄｍｉｎ 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

比较完整的战时情报局档案 ， 围绕心理战 、大众传媒等主题 ，
就该机构在华信息传

播 、同盟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和研究 。
④ 王睿恒在 2 0 1 4 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塑造中

国人的思想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研究》 中 ，从
“

国家形象建构
”

的角度切人 ，
探讨了 战时

情报局 （该文译作
“

战争信息署
”

）在华宣传活动的开展 、对中美两国形象的塑造 ，
以及中国方面的

因应 。 王睿恒认为该机构
“

基本上实现了鼓舞中 国人士气和促进合作的战争 目标
”

，
但是

“

实现推

进中国 民主化改革和培育中 国大国责任意识
”

的长远政治 目标却未能达到 。
⑤

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关于战时情报局与中 国抗战的
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进

一步考察 。 比

如 ，该机构针对中 国战场上发生的
一

系列重大事件 曾下达过哪些宣传指令 ？ 它对抗战时期的中 国

共产党持有怎样的态度 ？ 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与该机构的宣传策略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 对于这

些问题 ，
以往研究并未予以深人探讨。 本文在综合利用多种 已刊文件和未刊档案的基础上 ，试从战

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入手 ，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 ， 战时情报局驻华办事处在抗战期间曾 以
“

美国新闻处
”

名义进行活动？
，
但

“

美

国新闻处
”

只应视为该局在华部门的权宜译名 ，并不适于作为整个机构的 中文名 称 。 概括而言 ，

0ＷＩ应翻译为
“

战时情报局
”

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

（

一

）

“

战时情报局
”

是抗战时期就已 出现的译名 ， 曾在中文报刊上广泛采用 。 在战时国统区发

行的 《 中央 日 报》 《新华 日 报》 《东方杂志》 《文汇周报》
，
延安发行的《解放 日报》 ，

以及沦陷区发行的

《 申报》等报刊中 ，
该机构的名称常被译作

“

战时情报局
”

。
？ 似应尊重抗战时期各类文献中既有

① 山極晃 ｒ 米戰時情報局 延安報告 ｔ 日 本人民解放速盟 Ｊ 、 大 月 書店 、
2 0 0 5 年 。

② 山本武利编訳
、
高杉 忠明 l ｒ延安 Ｕ 求一 卜

——了夕 1

） 力戰時情報局Ｏ对 曰 軍事工作 Ｊ 、岩波書店 、 2 0 0 6 年 。

③ＡｌｌａｎＭ．Ｗｉｎｋｌｅｒ
，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ｏｆ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ＷａｒＩｔｒｆｏｒｍａｔｗｎ

，
 1 9 4 2 

－

 1 9 4 5 （ 
Ｎｅｗ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Ｐ ｒｅ ｓｓ

，

1 9 7 8 ）
．土屋礼子著

，
刘凤健译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 曰 宣传传单研究概述》 ，

《军事 历 史研究 》 2 0 0 8 年 第 4 期
；

土屋礼子
［

■

计 日 宣伝

匕 7 力
｛語＆ 太平洋戰争 Ｊ 、吉川 弘文馆、

2 0 1 1 年
；

一／ 濑俊也著 ，
刘风健译

： 《飘扬在战场上 的传单 ：
用 传单重读太平 洋战争 》 ， 军事

科学 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石 玮 ： 《舒宗侨与 〈联合画报 〉 》 ，

《 中 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 国新 闻 学与传播 学博士生学 术研讨会论文 集 》 ，

2 0 0 9 年
；
董 小川 、辛兆义 ： 《美国 文化处的 历 史变迁与评价》

，
《历 之教学 》 2 0 1 3 年 第 2 期 。

④Ｍａｔｔｈｅｗ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

“


Ｐ 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

ｇ
ｎｔ
ｙ

ｉｎＷａｒｔｉｍｅＣｈ
ｉｎａ ：ＭｏｒａｌｅＯ

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Ｐｓ

ｙｃ
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Ｗａｒｆ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ｔ
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Ｗ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ｏｄｅｍ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 ｌ． 4 5

，Ｎｏ．
 2
（

2 0 1 1
） ，ｐｐ

．  3 0 3 
－

 3 4 4 ．

⑤ 王睿恒 ： 《塑造 中 国人的思想 ：
太平洋战争时期 美国 对华宣传研究》

，
博 士学位论文

，

北京大 学历 史学 系
，

2 0 1 4 年
；
王卷恒 ：

《 太平洋战争时期 美国 的对华宣传 ：
起源 、政策与机制 》

，
《世界历史 》 2 0 1 4 年第 4 洳 。

⑥ 美 国 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 总 负 责人麦克拉肯 ？

费舍尔 （ Ｆ
． ＭｃＣｒａｃｌ ｃｅｎＦｉｓｈｅｒ ）认为 ，

一旦将该局 名称翻译为
“

战时情报处

〔局 〕

”

，将会使中 国方 面误以 为本机构从事 的是
“

秘密情报
”

工作
，
容 易招致不必要的猜忌和 防备 。

“

Ｆ．ＭｃＧ ｒａｃｋｅｎＦｉ ｓｈｅｒ
＇

ｓ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Ｍｒ．Ｇｅｏｒ
ｇ
ｅ Ｅ ．Ｔａ

ｙ
ｌｏｒ

＂

 （ Ｍａｒｃｈ 5
， 1 9 4 5

） ，
ＮＡＲＡ

，
ＫＧ 2 0 8 Ｅｎｔ ｒ

ｙ 
6 1

，Ｂｏｘ 1 ．
“

ＮＡＲＡ
’’

系美国 国 家档案馆英文全称缩写 ，

ＲＧ 2 0 8 是该馆

所藏战时情报局档案分类号 ，下文不再说明 。

⑦ 《九一八以来美政府对 日政策——美战时情报局公报》 ，延安 《解放 曰 报》
，

1 9 4 2 年 9 月 1 8 日
，第 2 版

； 《美战 时情报局 长

台 维斯首次广播战况 》 ，
重庆《新华 日报》 ，

1 9 4 3 年 3 月 1 5 日
， 第 3 版

； 《 美战 时情报局发表一年来国 内情况 》
，
重庆 《 中 央 日报 》

，

1 9 4 2 年 1 2 月 7 日
，
第 3 版

； 《 美战 时情报局发表每周战况 》 ，重庆《 中 央 日报 》 ，
1 9 4 3 年 3 月 1 5 曰

， 第 3 版
；
汤德明 ： 《美 国生 产诸要

素 》
，
重庆 《 东 方杂志 》第 4 0 卷第 9 期

，

1 9 4 4 年 ； 《罗斯福令设战时情报局 》 ， 《 申报》 ， 1 9 4 2 年 6 月 1 5 曰
， 第 2 版

；《英美 宣传谋略的实

相》
，
《 申报》

，

1 9 4 3 年 4 月 2 1Ｅ
Ｉ

，第 3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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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出现频率较高的译名 ，不必为了迎合当代汉语的使用习惯而新创译名 。

（二 ）该机构的职能并不局限于
“

新闻
”

领域 ， 同时兼具搜集军政机密消息 、主持国外间谍活动

的功能
，
是与美国战略情报局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 同时成立的 （ 1 9 4 2 年 6 月 1 3 日 ） 战时情报

工作机关 。 罗斯福总统在 1 9 4 3 年 3 月 9 日下达第 9 3 1 2 号行政命令规定 ，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使

用谋报、假情报等信息对敌国实施干扰 ，
而美国战时情报局则负责使用公开 的 、出处明确且有事实

根据的情报信息实施宣传战 。
？ 有学者提出

“

情报
”
一词带有一定的

“

负面色彩
”

，
不宜在该机构译

名 中使用 。 显然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战时情报局 自身的属性及其固有的职能 。

（三 ）
1 9 4 5 年 8 月 战时情报局撤销后 ，原机构改组为 国务院

“

临时国际信息服务局
”

（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 ） ，并于次年 1 月 1 日 改称为
“

国 际新闻与文化事务局
”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 ， 其驻外宣传 站统称为

“

美 国新 闻处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 。
？ 1 9 5 3 年 ，艾森豪威尔总统将美国 国务院下属 的宣传部门重新整合为美国

新闻署 （ Ｕ ．
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 ） ，直至 1 9 9 9 年撤销 。 不难看出 ， 战时情报局 、新闻处 、新闻署是

美国行政体系 中三个成立时间 、行政级别 、职权作用完全不同 的机构组织 。 因此 ，
不宜将 ＯＷＩ 译

为
“

美国新闻处
”

、

“

战时新闻署
”

等名称 ，
否则极易与 战后成立的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相互混清 、产

生歧义 。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将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Ｗ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翻译为
“

战时情报局
”

。

一

、 美国战时情报局及其中国分支机构

1 9 4 2 年 6 月 1 3 日
，罗斯福总统下达第 9 1 8 2 号行政命令 ， 将资料统计局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Ｆａｃ ｔｓ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 、政府公报局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ｓ ） 、紧急国防调整局情报处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 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情报协调局海外情报处 （

Ｆｏｒｅ ｉ

ｇ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
ｉ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四个机构和部门统

一合并为美国战时情报局 。 总统特另 ！
Ｊ顾问塞缪尔 ？ 罗

森曼 （
Ｓａｍｕｅ ｌＩ．Ｒｏｓｅｎｍａｎ

） 认为 ， 罗斯福成立这样
一个协调 、高效的战时情报机构 ， 目 的在于确保

“

美国民众准确获悉战争进展和政府的战时政策 ；对轴心 国在各同盟国家进行策反 、制造联合国家

分裂的宣传进行反制 ； 向海外国家提供有关美国发展的准确报道 ，使其确信联合国家抱有取得胜利

与和平的 、坚定而
一

致的 目标
”

。 因此 ，战时情报局被授予以下职权 ：规划实施情报工作 ，针对海内

外战争情况 、战时政策 、 政府活动及 目标 ，促进对相关情况的全面、深人理解和把握 ；
协调所有联邦

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战时情报工作 ；
制订关于战时情报工作的指示和命令 ，约束相关联邦政府部门和

机构 ；按规定确立和划分情报信息的种类和等级 ，规定哪些信息在扩散传播前须经战时情报局审核

批准 。
③ 依据行政命令 ，战时情报局 内 的最高权力机构为战时情报政策委员会 ， 由该局局长任主

席 ，美国 国务卿 、战争部部长 、海军部部长 ， 以及心理战联合委员会 、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等方面的

代表共同出席会议 ，联合制订有关战时情报的各项基本政策与任务计划 。 战时情报政策委员会是

① 《战时情报局 国外情报任务的规定
——行政命令 9 3 1 2 号 》

，
罗斯福 （ Ｆｒａｎｋｌｉ ｎ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 著 ，
关在汉 编译 ： 《 罗斯福选

集 》
，
商务印书馆 1 9 8 2 年版

， 第 4 1 5—？ 6 页 。

② 翟韬 ： 《战后初 期 美国新 闻处在华宣传活动研究 》
，
《史学集刊 》 2 0 1 3 年第 2 期

，第 1 1 8
—

1 1 9 页 。

③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 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Ｗａｒ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Ｎｏ．

 9 1 8 2
＂

 （ Ｊ
ｕｎｅ 1 3 ， 1 9 4 2 ）

，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ｏｆ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ｔ 1 9 4 2 Ｖｏ ｌｕｍ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Ｈａｒ
ｐ
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 ｒｓ 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ｅ ｒｓ
，
 1 9 4 2

） ，ｐｐ
． 2 7 4 

－

 2 8 3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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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该局 日 常运转的核心部门 。
①

1 9 4 2 年 6 月 1 8 日 ，罗斯福任命美 国新闻社华盛顿支局负责人艾尔默
？ 戴维斯 （

ＥｌｍｅｒＤａｖｉｓ
）

为局长 ， 德怀特 ． 艾森豪威尔将军 （
Ｄｗｉ

ｇｈｔＤ ．Ｅｉ 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 的弟弟 、 战时迁移局 （
ＷａｒＲｅ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
ｙ ） 局长米尔顿 ． 艾森豪威尔 （

Ｍ ｉ ｌｔｏｎＳ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 出 任副局长 。 战时情报局主要分

“

海外

行动处
”

和
“

本土行动处
”

，分别由 罗伯特
？

舍伍德和 《展望》杂志 （
ＬｏｏｋＭａｇａｚ

ｉｎｅ
） 总裁加纳德

？ 考

尔斯 （
ＧａｒｄｎｅｒＭ．

ＣｏｗｌｅｓＪｒ．

）担任处长之职 。

海外行动处下设
“

海外计划委员会
” “

执行委员会
”

，分别负责该处各项工作的规划和落实 ，
两

个委员会均 由海外行动处处长统筹管理 。 为了便于协调欧亚两个战场的工作 ，海外行动处专门划

分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战区 。 其中 ，担任太平洋战区主任的是亚洲问题专家 、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欧文 ？ 拉铁摩尔 （ ＯｗｅｎＬａ ｔｔｉｒａｏｒｅ ） ，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戴德华 （
ＧｅｏｒｇｅＥ ．Ｔａｙｌｏｒ

）

为副主任 。 由于拉铁摩尔通常在战时情报局驻旧金 山办公室执行任务 ，他在华盛顿的主任办公室

事务实际上 由戴德华负责 。 此外 ，
日本问题专家布拉德 ？ 史密斯 （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Ｓｍ ｉｔｈ
）负责在太平洋战

区的政策规划事宜 ，
阿兰 ？ 默里 （ Ａｌａｎ Ｍｕｉｒａｙ ）负责管理 日 常事务 。 该战区主要人员还包括研究中

国 、 日本 、苏联等国政策的专家 ，其中负责中 国 问题研究的是美国汉学家 卜德 （
ＤｅｒｋＢｏｄｄｅ

） 0 著名

汉学家费正清 （ 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
ｉｒｂａｎｋ ） 于 1 9 4 3 年底从中 国返美后 ，

经戴德华介绍进人战时情报局 ，
开

始参与太平洋战区的情报分析和政策制订工作 。
②

1 9 4 2 年初 ，美国合众通讯社重庆站主管麦克拉肯 ？ 费舍尔就已经开始与中 国方面的官员进行

沟通 ，谋求开展宣传领域的合作 。
③ 1 9 4 2 年 1 2 月

，费舍尔在重庆组建美国战时情报局在华总部机

构 ，
之后陆续在昆明 、桂林 、南平、永安、成都等地设立站点 ，并于 1 9 4 5 年在西安 、贵阳开设了办事

处。
④ 抗战结束时 ，驻华机构共有 1 2 5 名美籍人员 ，

中国员工则多达 7 0 6 人 。
⑤ 战时情报局海外行

动处驻华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要按本局指示行事 ，尤其在对华宣传内容方面要遵从海外行动

处的相关指令 。 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主要起到新闻消息
“

中继传递
”

的作用 ，起初是向
“

中 央通讯

社
”

提供新闻资料 ，

1 9 4 2 年底开始将新闻报道翻译成中文 ，
以每周两次的频率向 4 5 0 家国 内报纸发

送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素材 。 通常情况下 ，战时情报局使用无线电短波 ，从位于旧金山的太平洋战

区总部向亚太地区每周播送 1 3 0 个小时广播 ，费舍尔等人则在重庆 、成都 、昆明设立 4 个主要的无

线电站台 ，
在国统区其他城市共设 1 4 个分站台 ，

使用无线电中波转播各类节 目 。 此外
，
战时情报局

驻华机构还为当地中国 民众播放电影 、提供阅览室服务 。
？

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所发送的文字信息中 ，
大概仅有 1 ／ 1 0 能够被中 国各地新闻媒体接收到 ，

尽管如此 ，每月仍有约 2 0 0 篇文章被翻译刊登在国统区各类报纸上 。 在比较特殊的时期 ，战时情报

①
“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 ｅｏｆＷ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
＂

 ’
Ｒｅｃｏ ｒｄｓｏｆ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 ｆＷａｒ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Ｖａ ｎｉｔ
ｙ
Ｎｏ．

 0 0 3 4 4 4 
－

 0 0 3 
－

 0 6 1 4 ．

“

Ｓｕｍｍａ ｒ
ｙ 

ｏｆＯｆｆｉｃ 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 ｒｉ ｃ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ｔｏ ｒＮｅｌｓｏｎ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

ｓＰｒｏ
ｐ
ｏｓａｌ

＂

（
Ｍａ

ｙ
1 3

，

1 9 4 2
）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
，
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
Ｎｏ ．

 3 1 1 8 5 4 ．

②
‘‘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 ｕｍ
：Ｇｕｉｄｅ ｔｏＯｖｅｒｓｅａＢｒａｎｃｈ

“

（ Ｏｃｔｏｂｅｒ 6
， 1 9 4 3

）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 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Ｗ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Ｈｉｓｔｏ ｒ
ｙ

Ｖａ ｕｌｔ ，Ｎ ｏ．  0 0 3 4 4 4 
－

 0 0 4 
－

 0 6 7 9
，ｐｐ

．  5 － 1 1 ． 费正清著 ， 闫 亚褲 、 熊 文霞译
： 《 费正清 中 国回忆录 》 ， 中信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8 6 页 。

③ 王世杰 ： 《王世杰 日记
》 第 3 册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1 9 9 0 年版
， 第 2 5 3 页 。

④ 1 9 4 2 年 1 2 月 4 日 战时情报局副局 长艾森豪威 尔致函预算局局长史密斯 （
Ｈａｒｏｌｄ Ｓｍｉｔｈ ） ， 申请批准拨付 7 ． 5 万美金用 于重

建该局驻重庆办事处 ，
并称原先的建筑毁于大火。 据此也可以佐证 ， 费舍 尔正式組建 总部机构前

，

就 已在 重庆设立 了 驻华 办公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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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费 正清 ： 《费正清中 国 回忆 录》 ，第 2 9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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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钦涵 ／ 战 时情报局 与 美 国 对华政策 （
1 9 4 2
—

1 9 4 5
）

局所发布信息的转载率会高于平时 。 比如 1 9 4 3 年 1 1 月 初 ，确立中 国 四强地位的四国外长《莫斯科

宣言》 刚刚发表 ，
而蒋介石又即将与罗斯福 、丘吉尔共同出席开罗会议 ，仅在当月 上半旬 （ 即 1 1 月 1

曰
一

1 0 日 ） ，在 9 2 种共计 2 3 2 份中文报纸上
，
战时情报局提供的文章有多达 2 8 1 篇被刊载发表 。

在海外行动处的努力下 ，每周约有 1 5 0 张底片 （
1 5 0 个主题 ） 、 6 0 0 张印刷件 （

1 5 0 个主题） 、
7 2 0 张塑

胶展板 （
1 2 0 个主题 ）被运往中 国 ， 这些 图片大多被发往中央通讯社和 《联合画报》社 。 1 9 4 3 年 1

月 ，战时情报局在组织上和经济上接管 《联合画报 》后 ，该刊在 国统区乃至沦陷 区的影响力 日 益扩

大 ，每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 5 万册。 与此同时 ，宣传影片的放映也受到广泛欢迎 。 在 1 9 4 3 年前 1 0

个月 ，
仅重庆

一地就有多达 7 5 8 0 8 8 人次观看了 战时情报局放映的电影 。
？ 另外 ， 战时情报局 向 中

国传递信息的速度和效率也是值得称道的 。 比如 1 9 4 5 年 5 月 8 日
，在德国政府巳预签、但尚 未正

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 ，战时情报局已在昆 明的公共场所张贴出 了 

“

欧战结束 、德国无条件投降
＂

的大幅宣传画 ，并高调宣传
“

盟军将全部东移对 日作战
”

，招引大批市 民前来围观 。
② 总体而言 ， 战

Ｂ寸情报局对华宣传工作的力度很大 ，影响力十分显著 。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准备宣传战的材料 、向总部提供政策建议 ， 战时情报局也开展了许多关于

中 国的情报搜集工作 ，带有很强的机构特色 。 按照罗斯福总统第 9 1 8 2 号行政命令 ，原情报协调局

的海外情报处的外勤站点 、出版机构等均划归 战时情报局 。 根据 1 9 4 2 年 4 月 的报告 ，战时情报局

组建之初 ，在亚太地区共有 4 4 名对华情报人员 。 其中在中 国的 2 9 人中有 1 3 名专业情报员 ，绝大

部分是美国各大新闻机构驻华人员 ，另外 1 6 名兼职情报员的身份包括传教士、新闻记者 、学者等 。

另有 1 5 人分别在 中国周边的国家地区搜集和传送情报 ，其中印度 Ｗ 名 、缅甸 1 名 、澳大利亚 1 名
，另

有 1 名工作地点不固定 。 此外 ，根据时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 司文官费慰梅 （Ｗｉ ｌｍａ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 的统

计 ，在美国本土共有 1 2 0 个服务站提供关于中 国的情报 ，包括 9 家中文报纸、 2 8 家通讯社 、 3 家无线电

公司 、
1 6 家英文报纸、 5 4 种期刊 （包括涉华机构出版物 ） 、 6 种新闻电影特别节 目 、

4 家摄影服务站 。
？

通常情况下 ， 战时情报局在华机构人员获取相关情报的渠道主要包括 ：

1 ． 报刊资料 、新闻广播

翻译 ，

2
． 观察游历和采访调查 ，

3 ． 美国驻华大使馆等其他机构提供的信息 。 而该局关注的情报内

容往往集中在社会舆论 、党派主张 、基层民意 、 日 军在华活动等方面 。
④ 正如费舍尔所言 ：

“

对于 中

国政府当局来说 ，我们的工作从
一

开始就不是侦察我们的盟友 、把有关他们的情报发给华盛顿 ；我

们在国统区唯
一正当的情报工作是汇报民意 、 报告与本局驻华新闻情报机构直接相关的事务 。

”

⑤

无论是从情报获取手段 、还是搜集情报内容来讲 ，都不难看出战时情报局在中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

有别于那些具有潜伏隐秘性质的谍报活动 。

总的来说 ，战时情报局是二战期间 中 国与外部世界互通信息的重要管道 。 比如 ， 《新华 日 报》

等中共媒体通常会采用战时情报局的新闻译稿来及时获取海外资讯 ，
而并不使用国 民党控制下的

中央社所发布的信息 。
？ 由于国民党宣传机构对国统区新闻报道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 ，许多消息

内容往往会遭到过滤 、篡改 ，
而战时情报局的新闻消息始终坚持

“

真实准确
”

的报道原则 ，并能最大

① 舒 宗侨 ： 《 〈联合画报 〉 对新 闻 照片 的运 用 （ 1 9 4 2
—

1 9 4 9 年 ） 》 ， 《 1 9 8 3 全 国新 闻摄影 理论年会论文 集 》 ，

1 9 8 3 年 1 0 月 。

＂

Ｃｈ ｉｎａ
＂

（ Ａｕｇｕ ｓｔ  2 2
， 1 9 4 4 ） ，ＮＡＲＡ

，
ＲＧ 2 0 8 Ｅｎｔｒｙ 

6 1
，
Ｂｏｘ  1 ．

②Ｊ ｏｓｅｐ
ｈＰａｓｓａｎｔｉｎｏ

，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ｒｐｓＰｈｏ
ｔ ｏＣＴ － 4 5 

－

2 3 9 1 7
，
ＮＡＲＡ

，Ｋ 2Ｆ
－

1 0 2 5 5 ／ 1 0 2 5 8 ．

③
“

Ｐｕｂｌ
ｉ
ｃ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ｆｏｒＵｎｉｔ ｅｄＳｔａｔｅ ｓ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 ｏｕｔＣｈｉｎａ

＂

， ＮＡＲＡ ，ＲＧ 2 0 8Ｅｎｔｒｙ 
3 7 0

 ’Ｂ
ｏｘ 3 7 8 ．

④
”

ｌｉａｉ
ｓｏｎｂｅ

ｔ
ｗｅｅｎ ｔ

ｈｅＤｅ
ｐ
ａｒ

ｔ
ｍｅｎ

ｔｏｆＳｔ
ａ

ｔ
ｅａｎｄｏ

ｔ
ｈｅｒＡｇｅｎｃｉ

ｅｓＣｏｎｃ ｅｒｎ
ｉ
ｎ
ｇ
Ｃｕｌ

ｔ
ｕｒｅＲｅｌ ａ

ｔｉ
ｏｎｓ ｗ

ｉｔ
ｈＣｈ

ｉ
ｎａ

＂

（ Ｊｕｌｙ 1 5
，

1 9 4 2 ）
，

Ｆｏ 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ｏｆ 

ｔ
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

ｔ
ａ

ｔ
ｅｓ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ｔｉ

ｃＰａｐｅｒｓ ，
 1 9 4 2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ｈｉｎ
ｇ

ｔｏｎ ：Ｕｎ ｉｔｅ ｄＳｔａｔ 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 ｒｉｎｔｉ ｎ
ｇ
Ｏｆｆｉ ｃｅ

，
 1 9 5 6 ） ’

ｐ
．
 7 1 9 ．

⑤
“

Ｆ．ＭｃＣ ｒａｃｋｅｎＦｉｓｈｅｒ
＇

ｓＬｅｔｔｅ ｒ ｔｏＭｒ．Ｇｅｏｒ
ｇ
ｅＥ ．

Ｔａ
ｙ
ｌｏ ｒ

＂

（
Ｍａｒｃｈ 5

，
1 9 4 5

）
， ＮＡＲＡ ，ＲＧ 2 0 8 Ｅｎｔｒｙ 

6 1 ，Ｂｏｘ 1 ．

⑥
“

Ｔｅｌｅ
ｇ
ｒａｍｆｒｏｍＨ ｕｒｌｅ

ｙ 
ｔｏ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

ｙ
ｏｆＳｔ ａｔｅ

”

 （ Ｍａｙ 
3

，
1 9 4 5

） ，
ＮＡＲＡ

，
ＲＧ 5 9 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ｃｉｍａｌ Ｆ ｉ

ｌｅｓ 1 9 4 5 
－

 1 9 4 9
，
Ｂ ｏｘ  7 2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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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摆脱国民政府新闻审査的束缚 ，这无疑有助于中 国军民更加全面地获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的时事资讯 。 另一方面 ，战时情报局人员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等渠道 ，绕过国 民党当局的邮电检查

程序 ， 向海外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国 战场的报道 ，使国际社会更充分地了解中 国方面的实际情况 。
？

而在另外
一些情况下 ， 战时情报局甚至发挥了很强的外交协调作用 。 例如

，

1 9 4 3 年 8 月 国民政府

主席林森逝世后 ，蒋介石被推选为国 民政府主席并计划于当年双十节宣誓就职 。 中 国驻美大使魏

道明希望由战时情报局局长艾尔默 ？ 戴维斯出面 ，邀请华莱士副总统 （ ＨｅｎｒｙＡ ．Ｗａｌｌａｃｅ ） 在双十节

当天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 ，
以示庆祝和支持 。 9 月 2 4 日

，艾尔默 ？ 戴维斯在获悉此事的当天便

致电华莱士 ，
建议他答应中方请求 ，届时发表 1 0

－

1 2 分钟 的致辞并由魏道明附带发表简短讲话 。
②

9 月 2 8 日 ，华莱士 回电表示可能没有时间和魏道明
一起参加广播节 目 ，但愿意应邀发表致辞 ，并随

信附上了草拟的讲话纲要 ，让艾尔默请熟悉中 国情况的人员进行修改扩充 。
③ 在艾尔默的运筹之

下 ，

1 0 月 7 日 战时情报局 已准备好了副总统的发言稿 ，相应的后续宣传报道工作也安排妥当 。 最

终 ，华莱士在 1 0 月 1 0 日下午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
ＣＢＳ

） 如期发表致辞 。
？ 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

的是 ，英国 、苏联作为 中国 的主要盟 国 ，在 1 9 4 3 年双十节并没有像美国一样进行高规格的礼节性

表示 ，孰料蒋介石把这件
“

小事
”

看得颇为严重 ，并对英 、苏两国深表不满 ：

“

此次我 国庆及余就职

国府主席 ，俄国表现最冷淡 ，英 国次之 。 呜呼 ！ 彼等本不 以我为国家 ， 时欲摧残毁灭之不暇 ，何复

有庆祝礼仪之可言哉 ？ 

”

⑤美国 战时情报局出面安排华莱士发表双十节讲话
一事 ，虽然看似微不足

道 ，但却生动地反映了该机构在战时宣传领域为维护和促进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做出

的努力 。

二
、 宣传中国抗战的方针政策

如前文所述 ，根据罗斯福总统行政命令和战时情报局内部的规章制度 ， 战时情报局拥有筛选 、

控制重要战争信息的权力 。 美国政府各宣传机关、驻外机构须根据该局制订的方针 、指示 ，规范对

内 、对外宣传报道内容 。 因此 ，
研究战时情报局的政策指令 ，对于认识和评价这一机构各项工作 、尤

其是宣传工作而言至关重要 。 由于战时情报局本土行动处在 1 9 4 3 年就被迫撤销 ，海外行动处则
一

直运行到战争结束 ，所以海外行动处的各项宣传指示相对更为完整 、更具研究价值 。 在本文中 ，笔

者即重点选取海外行动处有关中 国抗战宣传工作的指示和命令进行梳理和分析 ，希望借此揭示美

国政府战时最高宣传机构对中 国抗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加深我们关于美国政府战时对华政策的

认识和理解 。

海外行动处向下属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的
“

宣传指示
”

的主体部分是
“

核心指示
”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 ｉｒｅｃｔｉｖｅ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 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从华盛顿总部以每周

一次的频率下达 ，
通常 由舍伍德处长签名落款

后发出 。 第一份
“

核心指示
”

产生于 1 9 4 2 年 9 月 2 4 日 ，指示正文第
一

段即说明
“

本指示的整体 目

① 米蒲 ： 《抗 战时期 国 民党 的 国 际宣传活动 》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9 普年文教追忆 》 ， 中

国文 史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第 7 8
—

7 9 页 。

②
“

ＯｆｆｉｃｅＭｅｍｏ ｒａｎｄｕｍ
”

（
Ｓｅｐｔｅｍｂ ｅｒ  2 4

，
1 9 4 3

）
，

Ｒｅｃ 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Ｗ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ａｕｌｔ ｔＮ ｏ．
 0 0 3 4 4 4 

－

0 0 6
－

0 3 7 5 ， ｐ
．
 3 4 ．

③
“

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Ｈ ．Ａ．Ｗａｌｌａｃｅ ｔｏ ＥｌｍｅｒＤ ａｖｉｓ

＂

（ 
Ｓｅｐｔ

ｅｍｂ ｅｒ  2 8
，
 1 9 4 3 ）

’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ｔ
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Ｗ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Ｖａｕｌｔ
’Ｎｏ ．

 0 0 3 4 4 4 
－

 0 1 0 
－

 0 5 6 3
， ｐ

．  1 3 7 ．

④
“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ｅｘｔｏｆＡｄｄｒｅ ｓｓｔ ｏｂｅ Ｍａｄｅｂｙ Ｖｉ ｃｅＰｒｅ ｓｉｄｅｎｔＷａｌｌａｃｅ

＂

， ＮＡＲＡ
，ＲＧ 2 0 8Ｅｎｔｒ

ｙ
4 8 7 ， Ｂｏｘ  3 1 0 0 ．

⑤ 高素 兰编 注 ： 《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 5 5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2 0 1 1 年版
， 第 8 6

—

8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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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钦涵 ／ 战 时 情报局 与 美 国 对华政策 （
1 9 4 2— 1 9 4 5

）

标在于维系上周启动的政治宣传战
＂

。
① 1 0 月 2 3 日之后 ，

“

核心指示
”

以 每月 四次的频率下达 。 从

同年 1 1 月初开始 ，

“

核心指示
”

的格式基本固定下来 ，每份指示主要包括
“

本周任务执行情况
” “

相

关进展
” “

专题宣传指示
” “

突出强调美国
”

等部分 ，但内容编排时而有所变化 。 从 1 9 4 3 年 2 月 下旬

开始 ，

“

核心指示
”

的内容增加到每份 1 0 页左右 ，
其格式也基本确定为 四大部分 。 第

一

部分为
“

总

体指示
”

，
通常用一段或几段话来概述近期世界政治军事形势的最新情况 ，

传达美国政府上层的最

新政策 ， 提出最为重要 的指令 。 针对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指示 内容
，
在概述之后会罗列若干重要主题

进行进
一

步阐述 。 第二 、三部分
一

般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
“

分类指示
”

，每一部分的指示内容按照

国家 、地区进行划分 ，关于中 国的指令
一

般被归人
“

东亚
”

项 目 当 中 。 第 四部分是
“

近期纪念 日
”

列

表 ，标明在未来一周 内世界范围 内重要历史事件的相关信息 ，
这些纪念 日 的选择并不局 限于特别重

大 的事件 ，但总是与战时宣传存在紧密联系 ，
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纪念 日 、孙中 山逝世周年祭 、

双十节周年庆 、七七事变纪念 日 等 。 此外 ，还经常附带
一些附录资料 ，主要作为相关指示正文 的辅

助文
，

，
提供有关专题的背景知识与信息 。

针对不 同国家和地区 ，海外行动处还会分别下达
“

地区指示
”

（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Ｄ ｉｒｅｃ ｔ ｉｖｅ
） ，在 内容上对

“

核心指示
”

进行补充和细化 ，原则上受
“

核心指示
”

的约束 ，每周下达
一

次 。
1 9 4 4 年前向欧洲 战区

国家下达的指示远多于太平洋战区国家 。 随着 同盟国 战略东移 ，从 1 9 4 5 年 2 月开始 ，

“

中 国地区
”

被单列出来 ，每周按
“

中国
”“

世界
”“

美国
”

三大板块编排相关的宣传工作指南 。 此外 ，海外行动处

还会定期下达关于宣传战 、心理战的
“

专题指示
”

，其中 与中 国战场有关的 内容所 占分量较少 。 值

得注意的是 ，对于
一些突发的 ，或影响特别广泛 、 巨 大的事件 ， 战时情报局信息协调处 （

Ｃｏｏ ｒｄ ｉｎａ ｔｏｒ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会专门做出相应的

“

特别指示
”

（
Ｓｐｅｃ ｉ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 ｅ ） 。 战时情报局各个战区 、所有下属

机构均须根据专题指示和特别指示部署情报搜集工作 、统一对外宣传 口径 ，
即使相关指示内容 只是

针对某一战区下达的 ，但其他部门的活动也不能与该指示的原则精神相违背 。

按规定 ，
上述各类指令是 由海外行动处 的计划委员会和各地区主管共同 制订的 。

② 在实际操

作中 ，计划委员会中的 国务院代表与军方代表相 比 ，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
而深受 罗斯福总统信

任的艾尔默 ？ 戴维斯的态度和意见则拥有最终裁判权 。
？ 此外 ， 中 国地区负责人费舍尔会基于详

尽的情报和现实情况 、根据美国 的在华利益和对华方针 ’ 在与驻华大使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 代

拟相关指令条文 ，最后交由战时情报局总部审批。
④ 战时情报局在对中国抗战进行宣传时不仅是

针对中 国的抗 日 民众 ， 而且还发挥 了对敌心理战的作用 ，并兼顾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进行政治宣

传 。 这些指示始终服务于战时情报局 的工作宗旨 ，
在宣传中 国抗 日 战争时 自 始至终贯穿着三大原

贝
Ｉ

Ｊ：鼓舞同盟国家士气 、打击敌人斗志
； 维护反法西斯统

一

战线 ， 尤其是保持 中美两 国友好合作关

系 ；推动中 国积极抗战 ，
配合实施美国 的全球战略 。

战时情报局在对华宣传时最重要的
一项任务是激发中 国抗 日 军 民的战斗意志 ，并向各国宣扬

中 国顽强抗战的事实 ，
坚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斗争决心 。 比如 ，

1 9 4 3 年 5￣ 6 月 ， 中 国军队在

鄂西会战中成功阻击了 日军进攻 ，暂时解除了敌军对重庆大后方的威胁 ，战时情报局不失时机地对

此进行大力宣传 ：

“

应动用所有广播 向其他国家全方位报道近期在中 国所取得的胜利 。 虽然不能

将此胜利过分宣传为决定性的战役 ，但应借此展示 中国人有能力坚守阵地 、击退敌军 。 中国人所展

①Ｃ ｅ ｎｔｒａｌＤ ｉ ｒｅｃ ｔ
ｉｖ ｅ （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2 4

，
1 9 4 2

） ，Ｒｅｃｏ ｒｄｓｏｆ ｔｈｅＯｆｆ ｉ ｃｅｏｆ ＷａｒＩ ｎ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 ｎ
，
ＰｒｏＱ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ｏｒｙＶａｕｌｔ

，
Ｎｏ．  0 0 3 4 4 6 

－

0 0 1 
－

0 0 0 1
， ｐ

． 1
．

②
“

ＴｈｅＯｆｆ ｉｃｅｏ ｆ Ｗａｒ Ｉｎ 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

＂

， Ｒ ｅｃｏ ｒｄｓ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 ｅｏｆＷａｒ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 ｏｎ ，ＰｒｏＱ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Ｖａ
ｕ

ｌ
ｔ

，Ｎｏ ．

 0 0 3 4 4 4 
－

 0 0 3 
－

 0 6 1 4

③ 矶野 富士子整理 ， 吴心伯译 ： 《 蒋介石 的 美 国顾 问 欧文
■ 扛铁摩 尔 回忆录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1 6 0 页

。

④
“

ＦＭ ｃ Ｃ ｒａｃ ｋｅ ｎＦｉ ｓｈｅ ｒ ｓＬ ｅｔ
ｔｅ ｒｔ ｏＭ ｒＧｅｏｒｇｅ ＥＴａｙ ｌｏｒ

＂

 （Ｍ ａｒｃｈ  5 ， 1 9 4 5 ） ， ＮＡＲＡ ，ＲＧ 2 0 8Ｅ ｎｔ
ｒ
ｙ 6 1 ，Ｂ ｏ 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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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战略战术应予指 出 ，这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

”

①对中 国抗战的宣传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 ，海外行

动处在同一时期的指示中这样写道 ：

“

在我们的对欧宣传中 ，应把中 国作为—个全民抗战的杰出例

子 。 中 国 巳经证明 ，不管面临多大困难 ，
不管敌人怎么做 ，

依然还是可以取得进步 。 尽管中 国几乎

亡国 ，
中 国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正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

并储备着技术人力资源 。

”

②

在中 国抗战局势陷入不利状况时 ，战时情报局的应对也十分积极 ，力图起到提振抗 日 斗志的作

用 。 从 1 9 4 4 年 4 月 开始 ， 日军在 中国河南 、湖南 、广西等地发起了一号作战攻势 ， 国 民党军队连连

溃败 、士气大挫 ，
西方各国普遍对中 国能否坚持抗战产生怀疑 ，战时情报局为应对这一情况 ，及时下

达指示 ：

“

当我们的中国盟友士气消沉时 ，
应 向他们进行如下宣传 ：我们理解 中国的困难遭遇 ，

盟军

必将把 日军驱逐出 中国 。 本周的特别 日子是七月七 日
，
即抗战爆发纪念 日 。

… …可以采纳以下观

点 ：
1

． 中 国是第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 （ 1 9 3 1 年 ） 、第
一

个抗击 日本的国家 。
…… 2

． 我们应该回顾中

国的游击战…… 中 国在过去七年的抗战构成了对抗 日 军的主要战略组成部分 。 3 ． 我们可 以对比

描述中 国独力抗战之时 ，
以及如今最强大军事力量正向其提供援助的情况 。

”

③至该年 8 月 底 ，
日 军

打通了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 的大溃败已成定局 ， 已无多少宣

传资本的战时情报局在此时巧妙地转换思路 ， 加强对 日 军战略劣势地位的宣传 ，希望借此维护 中

国抗 日军民的信心不致动摇 。 该局在 9 月 份的指示中说 ：

“

目前 日军在华南的作战应被解释为 ：这

实际上是预料之中的防御行为 。 在联军通过中 印公路和中 国海岸全部抵达该区域之前 ， 日 军与时

间进行赛跑 ，企图保住其陆上据点 。 应效法中 国的方式 ，在评论中指出 ： 日 军的这种防御战不论赢

得多少局部胜利 ，但对于避免败局来说为时已 晚 ， 因为就像在法国摧毁德军
一样 ，

必要时我们会利

用人华通道运送足量的军队和物资来抗击 日军 。

”

④
“

处理 日军在华作战相关问题时 ，
应毫不犹豫

地当作 日军战术方面的胜利来进行报道 ，但我们应将其解释为满足防御需求的战役 。 从 日 本整

体失利的战略地位这一更宏大的格局 ，来看待这些军事行动 。 应如此表述 ： 日 军在湖南的 目标是

防御其交通线 以抵抗美国空军的袭击 、并在陆上开辟
一

条
‘

逃亡路线
’

以取代中 国沿岸的海上交

通线
”

。
⑤

战时情报局善于通过宣扬盟国军队的强大实力 ，进而起到鼓舞士气 、震慑敌人的作用 ，其中
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中美两国空军的宣传 。 1 9 4 2 年 7 月
，
以陈纳德为首的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改编

为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 ，亦即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 ，开始正式协助 中国军队组建空 中武装力量 。

战时情报局在 1 9 4 3 年 2 月 的指示 中称 ：

“

注意不要把中美两国空军混淆 。 抓住一切机会强调陈纳

德的团队巳构筑了防御保障 ，
中国新生的空军部队正在他们的保护下被扶持和建立起来。

”
？为了

突出宣扬中国空军部队的战斗实力 ，战时情报局特别注意强调中 国空军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甚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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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钦涵 ／ 战 时情报局 与 美 国对华政策 （

1 9 4 2
—

1 9 4 5
）

求宣传部门
“

注意应将战功完全归于 中 国部队 ，并且不要吹嘘美 国的贡献 。 论及美国的参与作用

时 ，应这样表达 ：我们现在做的仅仅是为将来开辟道路
＂

。
① 同年 3 月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之后 ，战

时情报局又下达指示称 ：

“

陈纳德的部队从依附于印度的特遣队升格为独立的第十 四航空 队 ，应该

将此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加以宣传 。 连同报道第一批中 国军事学员 巳于 3 月 1 0 日 在亚利桑那州毕

业 ，其中包括首批多引擎飞机驾驶员 。 借此暗示
一支独立的中 国轰炸部队已经建立 。

”

②随着大批

美式战斗机 、轰炸机 、运输机运抵中国 ， 中 国战场敌我双方的空中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
战时情报局进

一步指示称 ：

“

应该报道中美空军与中 国地面部队的联合作战 ’从而指出 中 国军队缺少空中支援的

日子已经
一

去不返了 。

”

③

战时情报局对华宣传的另
一

大准则是尽力维护反法西斯统
一

战线 ，加强 同盟国之间的信任与

合作关系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中国政府与英美等国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展开了谈判 ，并于

1 9 4 3 年 1 月 1 1 日 正式签署新约 。 由 于该事件极具象征意义 ， 战时情报局将此作为这一时期重点

的宣传对象 。 1 9 4 2 年 1 0 月 1 0 日蒋介石宣布英美两 国决定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后 ，海外行动处随

即下达命令 ，推动新闻界对此事件展开报道 ：

“

与白宫受关注程度相比 ，治外法权谈判 尚未成为主

要新闻 。 然而 ，对此谈判必须予以密切关注 ，并针对联合国家政治和谐开展评论。 这
一

新闻事件背

后应主要暗示 ：英美两国采取此措施是出 于他们作为 民主国家与生俱来的平等和善意 。 他们并非

是要以此购换中 国的支持 ，而是欢迎中国加人 自 由平等强国 的行列 。

”

＠
1 9 4 3 年新约签订后又立即

下达指示称 ：

“

尽可能多地登载和报道中美 、 中英签署废除治外法权条约一事及相关评论 。

”

⑤
“

关

注美国参议院核准我方废除治外法权条约
一

事 。 参院批准之后 ， 随即把蒋介石作为国家塑造者进

行宣扬
”

。
？

1 9 4 3 年 1 月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 ，讨论事宜涉

及緬甸反攻 、太平洋战局 、亚洲殖民地处置等问题 ，但中 国领导人却未能 出席此次会谈 。 为 了 回应

各界舆论的质疑 ，战时情报局在相关的指示中称 ：

“

在宣传北非胜利时 ， 不仅要把它当作我们的胜

利 ，
还应要将其视为 中国的胜利 ，进而拉近中 国与同盟国之间的距离 。

……我们应宣传同盟国
一

直

在与 中国进行协商 ，从而避免给人留下中 国被排除在丘吉尔一罗斯福会议之外的印象 。

”

⑦随着中

国 四强地位的逐渐确立和巩固 ， 战时情报局愈加重视强调中 国 与同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

“

对于中国和其他同盟国家 日 益密切的合作 ， 日本方面已显露出他们对此非常敏感 ， 比如对莫斯科

宣言 、中美成立联合航空部队 ， 日 本的强烈反应就是
一例事实 。 因此我们应继续大力宣传中国与同

盟国家合作这
一主题 ，充分利用现有素材 ，如 ：中国在同盟国家善后会议中的角色 、在印度受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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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部队 、中 国访英使团 、中 国已准备好在战后与其他国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经济政治合作等

等
”

。

① 又 比如 1 9 4 3 年宋美龄访美 ，
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 ，战时情报局不失时机地对舆论宣

传进行了恰当而巧妙的引导 。

“

特别要强调中国作为
一

个同盟国家的领导角色… …蒋夫人在国会

的演讲 、她的相关声明和总统对新闻采访的回应
，
应与 同盟国领导人之前的主张陈述相联系 ，从而

显示今年对 日进攻的团结
一

致和坚定决心
”

。
？

“

截至 目前 ， 我们只是报道蒋夫人访美赢得了美国

的同情 ，这么宣传太过平淡了 。 我们现在可以把宣传重心转向两个同盟国家协同努力上面来
”

。
③

“

我们应该继续使用更多的素材来展示中美两国 的合作关系 。 就中 国方面而言
，
蒋夫人送给威尔

斯利学院的礼物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

。
④ 战时情报局的舆论导向工作善于把握大局 ， 同时又十分

注重细节 ，
体现了高超娴熟的宣传技巧和手段。

通过上述材料不难看出 ，战时情报局非常注重加强 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但这种
“

友好宣

传
”

完全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 ， 当政策需要发生变化时 ， 战时情报局也会相应调整对

中 国政府的正面报道 ，这
一

点在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 。 1 9 4 4 年中美两国关系因军事问题

初现裂痕之际 ，战时情报局立即敏锐地做出反应并下达指令 ：

“

对于那些直接针对中 国政府及其军

事组织的指责 ，以及直接或间接批评美国在华军事力量的 内容 ，均不予报道 。 疑似代表那些不重要

的少数群体或极端主义者观点的相关言论 ，
比如恶意的谣言 、耸人听闻的猜测 ，均不予报道 。

”

⑤美

国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后 ，各国舆论大哗 ， 战时情报局驻各同盟国分支机构纷纷表示不知如何应

对 。 为了最大限度维护中美两国的战时同盟关系 ，并表达美国政府希望改善中 国战场局面的基本

立场 ，战时情报局于 1 0 月 3 1 日 下达了一份内容详尽的特别指示 ：

美方 与 蒋介石委 员 长 关于促进 中 国抗 战 的 讨论 已被 《 纽约 时报 》 、合众社 、美联社 以 多 篇

详尽的文章报道出 来 。 我们 必须快速 、准确地报道这些新 闻 的 主要 内 容 ，
以维持作为通讯社的

公信力 。
…… 我们 可 以用 无 线 电传送 同样的报道 （ 注 意 以 下 限制 ） ，但是那些 旨 在把委 员 长描

述为 惹人厌的 、称其为反动独裁之类 的 言辞 ，或 者不信任委 员 长个人的 、近似人身攻击 的 言论 ，

应 予删 去 。 在关 于此事件的诸 多观点 中 ，应优先 强调 能体现以 下 主要观 点 的材料 ：
1 ． 中 美谈判

的 目 的仅在于激励 中 国抗战 ，尤其是提升 中 方在对 日 进攻 中 的参与 度 ；
2 ． 史迪威将军始终致力

于此 目 的 ，为 达成此 目 的 ， 中 国 军事 当 局 应给 予史迪威将军 的继任者远 多 于史迪威将军 所 曾得

到 的支持与 权力 ；
3 ． 对于那些在重庆 的反动分子 ，美 国 人民 认为他们 不 是 中 国 人 民最大 利益 的

真正代表 ， 而 美 国人 民 对 中 国人 民 则保持着一如 既往 的 强 烈 同 情心 和友情 。
… …

明 确 地将行

政与 军事方 面低效无能 的整体状况 ， 归咎于委 员 长身边 的反动 阁僚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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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钦涵 ／ 战 时情报局 与 美国 对华政策 （

1 9 4 2
—

1 9 4 5 ）

整体来看 ，战时情报局针对史迪威事件所制订的宣传指南表现出 以大局为重的克制态度 ，但同

时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批评 ，这在该局战时对华宣传中是较为罕见的 。 应当指出 ，战时情报局在

宣传上不遗余力巩固两国建立起来的战时同盟 ，其根本 目的在于促使中 国最大程度发挥牵制 、打击

日 本的战略作用 ， 当中国未能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履行
“

盟友义务
”

时 ，该机构也不会盲 目袒护国

民政府 。

总体来说
，
战时情报局在进行宣传活动时基本上保持了客观 、务实的态度 ，并非一味地制造声

势 、贪图
一时的宣传效果 。 比如 1 9 4 3 年中 国部队在鄂西战役中击退了 日军的战略进攻 ， 战时情报

局对时局有着客观冷静的判断和分析 ：

“

有
一

点要强调 ，
日 本的威胁只是被遏制了 ，

而并未被彻底

消除 。 日军仍控制着发起进攻前的重要据点 ，
并掌握着铁路 、公路和水路交通 。 此外 ，

他们的炮兵

拥有优势力量 。 因而不能指望中 国人向这些敌人固守的阵地纵深发起反攻 。

”

①在同年 1 2 月 ，该局

收到 日军在华作战使用毒气的消息时 ，并未因为该消息有利于揭露 日 军暴行而立即予以报道 ，而是

下达指令要求客观处理此事 ：

“

近期在洞庭湖区域作战的 日军似乎使用了催泪瓦斯 ，但是没有证据

表明他们使用了毒气 。 除非联合公报上出现相关报道 ，我们完全不应提及 日 军使用毒气
一事 。

”

②

此外 ， 战时情报局还特别注意对相关军事情报采取保密措施 ， 比如美军在华建立空军基地并成功袭

击 日本本土时 ，该局就注意在宣传战果的同时不应透露轰炸机基地位于 中 国 ，
以免招致 日 军的

袭击 。
③

三
、 战时情报局对中共的态度

战时情报局在进行对华宣传时 ，极少涉及中国内政问题 ，在处理和报道中国内部矛盾和国共关

系方面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 。 然而 ，在搜集与中共抗战相关情报信息方面 ，该机构始终抱有浓厚

的兴趣 。

基于维护 中国政府
“

统
一

”

形象的考虑 ， 战时情报局在成立后的头两年 ，很少对中共在抗战中

的贡献进行集中宣传 。 尤其是在对
“

游击战
”

的报道方面 ，战时情报局认为不应该为了宣传游击战

场的成就而造成中国军队之间的矛盾 ：

“

在报道中国军事事件时 ， 我们应该特地将新闻受众的注意

力引 向游击战本身 ，并凸显它们与正面战场之间的联系 。

…… 注意 ：大多数新闻报道孤立游击行

动 ，
并且未展现游击战区与正规军战场之间的联系 。 由于 中 国正规军中许多将领嫉妒游击队及其

在海外所受到的关注 ，我们绝不应该只是提及游击队的功绩 ，而应保持将其与某
一正规军的重要前

线相关联。 日 本人将游击队伍等同于共产党 ，我们应回避这种提法 。

”

④比如 ， 日军在 1 9 4 3 年进攻

宜昌失败后 ，太行山区的游击部队借机向敌后 日 军频繁发起骚扰 ，战时情报局立即下达指令
“

注意

（宣传 ）黄河湾区正规军前线与太行山 区游击战线之间的关系 。

”

⑤其 目 的显然是为 了避免过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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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共产党抗战而刺激国 民党军队。 有意思的是 ，战时情报局对中共的游击战术其实是深表认可的 ，

并认为应当在中国 以外的战区进行大力宣传 ：

“

在直接发往中 国的汉语报道中 ，不必扩大对游击战

的宣传 ，
但可用其他语言进行报道 ，让其他国家学习 中国 的游击战术 。

”

①对于以国 民党军队为主的

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 ，
战时情报局 总的宣传原则是 ：

“

赞扬中 国游击队伍的机

动性和持久性 ，展示出是游击队的机动性和正规军的韧性共同抵御了 日军 ，这样宣传是合理的 。 这

是对 日 本向游击队 、正规军进行政治挑拨的反制措施 。

”

②然而 ，这样的宣传方针显然是偏袒国民党

政府的 ，太平洋战区主任拉铁摩尔对此也承认 ：

“

在对中 国的播音中 ， 我们强调全体中 国人在他们

的英雄领袖蒋介石的领导下团结抗战 ，
而不对统

一

战线作实际的政治宣传 。 不过 ，我们所讲的
一

切

都间接地支持统一战线的思想 ，
只是不单独提到中共 。 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某地对 日本人进行了一

场成功的游击战 ，我们只说
‘

游击队
’

而不讲
‘

共产党游击队
’

。

” ③

战时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并不仅限于游击战 ，在 1 9 4 4 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赴延

安考察之前 ，该局对于中共政治 、军事方面的基本态度是 ：
1 ． 中共军队在华北拖住了大量 日军 ，主

要运用游击战骚扰敌军 、破坏 日军交通线 。 2 ． 对西北地区的封锁削弱了中共的军事 、经济实力 ，是

限制其对 日作战的重要原因 。
3 ． 中共动员群众参与到抗 日 战争中 ，在获取敌军情报 、掩护和救助

抗 日部队方面获得很大成效 。 4
． 中共是中 国的第二大党派 ，但在重庆政府内并不发挥行政作用 。

5 ． 中共在表面上尊重和维护抗 日统
一

战线和蒋介石政府的领导 ，抗 日 战争结束前不会发生大规模

内战 ，
但国共双方存在分歧和矛盾 。

④

需要指 出的是 ， 由于国民党对各根据地的封锁 、加之外部环境的约束 ，美国战时情报局获取有

关中共方面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 ，
主要通过《新华 日 报》等在 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 、驻华大使馆 、

在根据地旅行的游客和传教士等 ，包括费舍尔在内的许多情报局官员 ，他们对中共抗战的印象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 《红星照耀中 国》 《 中 国的双星》等英文著作的影响 。
⑤ 中共军队的军事实力 和作战

情况如何？ 为何游击战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存在 ？ 中共对国 民党政府和同盟国家的态度到底

是怎样的 ？ 对于这些问题 ，战时情报局迫切地希望得到答案 。
？ 更为重要的是

，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在 1 9 4 3
—

1 9 4 4 年间先后制订了
“

马特洪恩计划
”

和
“

中国沿海登陆作战计划
”

，为了实现对 日反

攻 、轰炸 日 本本土 ， 美 国军方亟须 中共在游击作战 、 日 军情报 、气象信息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与

配合 。
？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 ， 中 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斯 （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Ｅ．Ｇａｕ ｓｓ

） 多次要求国

民政府开放对中共边区的信息封锁 。 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 ，
1 9 4 4 年 2 月 下旬 ，蒋介石同意 中外记

者赴延安进行考察 ，

“

中外记者西北视察团
”

于 5 月 1 7 日 从重庆启程 ，其中包括爱泼斯坦 （
Ｉｓｒａ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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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斯蒂文 ？Ｌ  ？ 瑞 尔登著 ，许秀芬 、 王淑玲 、林晓颖译 ： 《谁掌控美国 的战争？ 美国 参谋长联席会议史 （
1 9 4 2
—

1 9 9 1 年 ） 》 ， 世

界知识 出版社 2 0 1 5 年版
， 第 2 9

—

6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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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钦涵 ／ 战 时情报局 与 美 国对华政策 （ 1 9 4 2
—

1 9 4 5 ）

Ｅ
ｐｔｅｉｎ

） 、武道 （
ＭａｕｒｉｃｅＶｏ ｔａＷ

） 等六名外国记者和九名 中 国记者以 及四名 国 民政府官员 。
？ 由于

国 民党政府对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负面宣传 ， 战时情报局还曾 一度担心赴延安记者团会沦为重

庆的宣传工具 ：

“

计划中的外 国记者赴延安之行将可能导致国共关系 比 以往更为微妙 ，并且可能

会释放出大量经过官方授意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消息 。 我们在报道国 民党或记者团两方面的消

息时 ，都应十分小心 ，并且不要强调这次访问 。

“

？而实际上 ，这批记者基本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根

据地的真实情况 。 在美国方面人士 尚未返回前 ， 中 国记者先行于当年 7 月 返回重庆 ，带回 了 《解放

曰报》等大量延安当地的报刊资料 。 战时情报局情报员 、 《纽约邮报》驻重庆记者理査德 ？ 沃茨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ｔｔｓ

）在第
一

时间内对这批资料进行了翻译 ，并发送到战时情报局华盛顿总部 ，
内容主

要包括沧陷区 日 军
“

大扫荡
”

的统计数据 、中共游击部队的活动 、 日军方面的情报等 。
③ 更为重要

的是 ，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保持着高昂 的战斗精神 ，与国统区消沉 、腐败的社会氛围形

成鲜明对比 ，这给沃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在发给战时情报局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他的听闻

和感受。
④

7 月 2 2 日
， 由包瑞德 （ Ｄａｖ ｉｄ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

） 上校领衔的美军观察组和史迪威的顾问谢伟思 （ Ｊ
ｏｈｎ

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 、卢登 （

ＲａｙｍｏｎｄＰ．Ｌｕｄｄｅｎ
）

—行抵达延安 ，
对中共的各方面情况展开了细致的考察 。 其

间 ，在延安的 日本战俘引起了观察组的注意 。 由于战时情报局非常缺乏 日 文情报员 ，为了进一步挖

掘这方面的信息 ，精通 日语的美国 国务院外交官埃默森 （ ＪｏｈｎＫ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 ） 和军事情报局情报员

有吉幸治于该年 1 0 月被同时派往延安 ，对大约 1 5 0 名 日本战俘进行了调査和访谈 ，并根据 日 本共

产党领袖 冈野进等人提供的线索 ，编写 了大量针对日 军的劝降书等各类心理战传单。
⑤ 同时 ，战时

情报局还把在緬甸 、昆明 、夏威夷等地印发的 日 文传单和对 日广播材料交送给延安
“

日本人民解放

联盟
”

，请 日籍情报员亲 自审核其内容 ，并在对 日 心理战方面提出建议和批评 ，进而改善对 日 宣传

工作 。
⑥ 此外 ，有吉幸治等人还对韩国独立联盟 、 日 本工农学校、 日本战俘的思想等进行了调査研

究和总结汇报 ，
为战时情报局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宣传资料 。

⑦

然而 ，
从延安发出的大量珍贵信息却未能被战时情报局加以充分利用 。 出 于种种考虑 ，战时

情报局多次明确规定 ：

“
一

律禁止报道延安方面反军国主义 日 人所做的有关 日 本和 日 本领导人的

报告 。

”

⑧
“

延安电 台发来有关 日 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合适素材时 ，应审核汇报是否与本局有关指示相
一

致。 报道只能标注发 自
‘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

而不能是延安电 台
”

。
？ 在 1 9 4 4 年 1 1 月 战时情报

① 山极晃著 ，鹿锡俊译 ： 《 中 美关 系的历 史性展开 1 9 4 1

—

1 9 7 9 》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1 0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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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下发的 《对待 中共特别指示》 中 ，
我们可以管窥该局之所以做出上述指令的主要原因 ：

我们 处理有 关 中 共方 面新 闻 时 的 宣传 目 的 ，在于指 出 中 共如何使用 高效手段动 员 民 众参

与 抗战 ， 而这种 方式 同 样可 以在 中 国 的其他地 区得 以 实践 。 我 们 要给人 留 下这样 的 印 象 ：美 国

人民 并不支持 中 国 的 共产主义 ，而是支持随处可见 的有 成效的群众武装 。
…… 在外 交方 面 我

们 必须牢记 ，
重庆政府是我 国 所承认 的联合政府 ，

“

美 国之音
”

似 乎 不应 从延安 电 台 这样不 受

重庆方 面审查 的来源获取消 息 。 我 们还应牢记 ， 我们 对 中 国所提 出 的进行改革 的善意 希望 ，可

能在非共产主义 中 国 更能起到作用 ，美 国 民 众是基于他们 自 已 的理念 而非 延安方 面 的广播而

提 出 了 这些具有 同情 心 的建议 ， 而 延安 广 播则 可 能 会被贴上共产 党政 治 宣 传 的标 签并遭 受

贬损 。
？

对于发 自延安的情报消息 ，战时情报局始终加 以严格管控 ，

一定程度上是出 于军事方面的考

虑 ，但更多地是为了避免华盛顿与重庆发生冲突 ，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 然而尽管如此 ，战时情报局

在 1 9 4 4 年之后不断从延安获取情报 、向外界透露消息 的做法还是招致 国民政府的忌恨。 1 9 4 4 年

1 0 月 2 8 日 晚 ，蒋介石在主持军事汇报时 ，对一年来
“

共匪利用美国舆论以诬蔑我 国家及余之本人

信誉
”

表示异常愤慨 ，并将其与史迪威事件相联系 ，认为此系美国
“

挟共匪以谋我
”

。
② 当年 1 2 月

2 3 日 ，
王世杰在重庆约谈费舍尔 ，

“

剀切表示彼此必须密切合作
”

，
表面上是

“

讨论如何从事于对敌

宣传工作
”

，
而实际上他最为关心 的问题并不在此 。 王世杰在当天 日记中记道 ：

“

近一年来 ，该处人

员常常与中共人员联络 ，
且多传达美国不利于我政府之文字 ，

予意欲逐渐纠正之 。

“

③在之后几个月

内 ，
王世杰和董显光对

“

美国之音
”

等公开批评国民党向战时情报局接连提出抗议 。

值得注意的是 ，这
一

时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方面产生 了较大分歧 。 以驻华大使赫尔利

（
ＰａｔｒｉｃｋＪ．

Ｈｕｒｌｅｙ ） 为代表的
一派认为应贯彻罗斯福的外交方针 ，

一切 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权威 、加

强与国 民政府的合作为中心 ，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内通过改善中 、美 、苏大国关系 ，继而保障美国在

远东的最大利益 。 而以约翰 ？ 戴维斯 （ ＪｏｈｎＰ．ＤａｖｉｅｓＪｒ．

） 、谢伟思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官一派则认

为
，
中共并不依附于任何外国势力 ，

并且拥有夺取全国政权的强大潜力 ，美国政府应该对国共两党

采取平衡的外交战略 ，而不能过分依赖腐败独裁的 国 民政府 。
④ 同样 ，关于对中共采取何种态度 ，

战时情报局 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 虽然该局高层已决定服从白官的意见 、全力支持国 民

党政权 ，
但在情报局基层部门 中 ，有很多人本着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和

“

实现美国理想
”

的情怀 ’
认

为不能屈从于国 民政府的压力 ，应该客观地报道中 国抗战的情况 。
⑤ 战时情报局中下层人员的这

种意见或许能对该机构宣传指令的实施构成一些阻碍和抵制 ，但终究无法扭转抗战结束前夕美 国

对华宣传的整体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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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叶惠芬编注 ： 《蒋中正 总统 档案 ： 事略稿本 》 （ 5 8
）

，
台 北

，

“

国 史馆
”

2 0 1 1 年版
，
第 7 3 2

—

7 3 3 页 。

③ 王世杰 ： 《王世杰 曰记 》第 4 册 ，第 4 7 4 页
。

④ 邹谠著
，
王宁 、 周 先进译

： 《 美 国在 中 国 的 失 敗 （
1 9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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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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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钦涵 ／ 战 时情报局 与 美 国对华政策 （
1 9 4 2
—

1 9 4 5
）

余 论

1 9 4 5 年 2 月 雅尔塔会议上 ，美国 以牺牲中 国利益为代价 ，换取苏联出兵远东的承诺 。 5 月 ，美

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出 台 了直接从太平洋方向 进攻 日 本本土的
“

奥林匹克
”

计划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ｌｙｍｐ
ｉｃ

） 和
“

小王冠
＂

计划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ｏｎｅｔ

）
①

，实际上已基本放弃了在中 国大规模登陆的作战计

划 。 对于美国来说 ， 中共在远东战场的军事战略地位随之降低 ，而此时美国更需要一个
“

统一强

大
”

的亲美政权来兑现它在雅尔塔密约中 向苏联所做出 的许诺 ，保障美国在战后亚太地区的长期

利益 。 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倾向于加强同 国民党政府的合作 ，并不断向中共施加压力 。 战时情报局

紧随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更加严格地限制来源于 中共的报道 。 直到 1 9 4 5 年 8 月 日 本战败初

期 ，该局更是明确地下达指示 ：

“

延安方面或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消息如果是出现在美国媒体上 ，

方则可以使用 ，消息应标明来源于美国 。 使用此类材料时 ，必须限制于报道事件梗概 、计划或政策

声明
，
所有指责 、批评的内容必须加以剔除 ，并且不准 弓 丨用原话 。

”

②战时情报局在战争结束之时如

此严密地封锁中共方面的消息 ，真实地折射出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问题上所做出 的政治选择 。 按

照战时情报局的制度设计 ，该机构隶属于 白宫应急管理办公室 ，
宣传 口径须与美国政府 ，尤其是与

美国总统的意志保持一致。
③ 应当说 ，战时情报局作为美国最高行政机构下属的对外宣传权威部

门 ， 曾经为中 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同时 ，它又是直接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

工具 ，注定无法摆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约束和限制 。

抗战胜利后 ，战时情报局很快便改组为国务院国际新闻与文化事务局 ，其驻外机构统称美国新

闻处 ，隶属于美国驻各地使领馆 。 战时情报局驻华机构从事宣传战 、心理战 、情报战的职能也逐渐

转向全方位对华宣传 、积极开展文化渗透等方面 。 美国新闻处继承了战时情报局抗战时期在中国

积累的大量资源 ，这为战后美国进
一步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传播西方文化 、加强政治宣传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使之继续成为实现美国在远东地区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

〔 作者贾钦涵
，

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学 院博士后 〕

（ 责任编辑 ： 马晓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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