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 

— — 以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段瑞聪 

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 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 

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 

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 

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 

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 

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 

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关键词 蒋介石 国民政府 对日讲和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 《对日和约草案》 

一

、 问题之所在 

中日战争结束已经70周年，关于战后中日关系之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是，大多数学者都以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讲述战后中日关系，或者以 1952年 4月 28 Et《“中华民 

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华和约》”)之签订为起点讨论战后日台关系(指战后El 

本与中国台湾之关系)。因此，关于战后初期即国共内战时期中日关系之研究明显不足。既有研 

究大多将焦点集中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①、国民政府对 日政策(包括对 Et占领问题)②、赔偿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办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台北，2015年 7月7 日)，以及 中国史学会、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办的“中俄纪念抗 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重庆，2015年9月5_一6日)上报告的论文改写而成。定稿之际，汲取评论人和与会学者的宝贵意见，作了一些修 

改，在此谨表谢忱。本研究获得2014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学事振兴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① 家近亮子『日中朋保 基本耩造』、晃洋言房、2003年、第2章第7节；袁成毅：《战后蒋介石对 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 

问题》，《抗 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 1期 ；冯全普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东方ee~,))2oo6年第 

2期；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章。 

② 主要有：石井日月J中国 对 日占领政策J、『国除政治』第85号、1987年 5月；翁有利：《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对 日处置政策述 

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ooo年第6期；陈奉林：《战后初期中国对日占领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教学)2oo5年第2期；汪朝光：《抗 

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吴淑凤：《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态度的转变》，台北《国史馆 

馆刊》第38期，2013年l2月；饶品良：《蒋介石确立的战后对日处置政策与方针的根由及影响》，《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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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①、战犯处理问题②，以及 日本人留用③等问题上，但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 

究还很薄弱。 

石井明、袁克勤主要阐述国民政府关于对 日讲和会议之立场。④ 殷燕军的研究自战时国民政 

府对日讲和政策谈起，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对了解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过程很有助 

益。⑧左双文与朱怀远之合著论文主要阐述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对日和会的关系。⑥曹艺以美国 

外交文书为线索，讨论了1947--1948年对 日和约程序问题。⑦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当时具 

体负责对日讲和准备工作的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石源华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初步审议 

述论》一文，讨论了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制定的一些政策。⑧但是，该文并没有详细阐述对日和约 

审议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从系统理解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的角度来说，不免缺乏清晰感。基于 

此，本文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之相关资料， 

以及《蒋介石日记》等新资料，考察外交部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之组织结构及其所制定的对 日讲和 

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未能参加1951年9月召开的旧金山和会，中日战争之战后处理以《日华和约》 

之签订告一段落。但是，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对日讲和构想几乎都成为纸上谈兵。笔者认为，那些 

没有得到实现的构想，时至今日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中日战争结束 70年的今天， 

我们有必要重新翻开那页历史，重新思考战后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二、“以德报怨”与对 日讲和之方针 

1945年 8月 15日，昭和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同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广播演说，强调“‘不 

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 

的人民为敌”，呼吁“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因为蒋认为“如果以暴行答复 

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⑨这篇演讲稿由 

蒋介石本人撰写而成，文中所言皆发自其肺腑。⑩蒋在其日记中自认该演说“对今后世界和平与中 

Et关系当有莫大之影响”。⑧ 诚然，这篇演说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演说，对战后中日关系产生了 

很大影响，特别是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政策定下了框架。 

① 主要有：迟景德：《战后中国向日本索取赔偿研究》，《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建党革命 

一 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版；迟景德；《从抗战胜利损失调查到 日本战败赔偿》，庆祝抗战胜利 

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 1996年 

版；殷燕军『中日戟争赔惯同题』、御茶egg．-吉房、1996年；吴淑凤：《战后中国对日求偿之交涉(1945--1949)》，台北《中华军史学会 

会币】》第 13期，2008年9月。 

② 宋志勇：《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南开学报)2OO1年第4期。 

③ 榜大虔r中国l：留未否日本人技街者J、割傈、川岛真鳊『1945年 蜃史懿碱』、柬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5章；鹿锡俊： 

《蒋介石与战后国共相争中的日本人角色》，《抗 日战争研究)2ot3年第 1期。 

④ 石井明r中国 对日占领政策J、『固除政治』第85号、1987年5月；袁克勤『7， lJ力 日萃请和』、柏害房、2001年、第3章。 

⑤ 殷燕军『日中裤和 研究：戟後 日中阴栎 原点』、柏言房、2007年。 

⑥ 左双文、朱怀远：《王世杰与战后对 日和约问题的交涉》，《抗日战争研究))2oo7年第3期。 

⑦ 曹艺：((1947--1948年关于对日和约程序问题的讨论一 以美国外交文件为中心所作的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Ol1年第 1期。 

⑧ 石源华：《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初步审议述论》，《聊城大学学报)~o14年第5期。 

⑨ 《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党史委员会 1984年版，第 123页。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 8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以下不再注出，特此说明并致谢!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 8月18日，“本周反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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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① 该决议案首先指 

出：“我国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负责任特别重大，今后应根据一贯政策，与美苏英 

法诸大盟邦及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密切合作，以加强联合国之组织。”关于对日政策，该决议案指 

出：“我国管制 13本之政策，应着重培植其民主力量，使侵略主义与机构，不能死灰复燃，以永久杜 

绝太平洋上之祸患。”此点与蒋介石“只认 13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之想法是一脉相承的。该决议案 

同时还指出：“我国抗战最久，损害最重，13故(应为“故 13”——引者注]对盟国之赔偿，我国自应享 

有优越的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政府应按照此项原则，提出整个赔偿方案，对于盟国行将设立之 

赔偿机构，更应获得有利之参加，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 

1946年7月，巴黎和会召开，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亲 自率团参加。8月 9 13，王世杰在巴黎通过 

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发表广播讲话，阐述中国对巴黎和会之态度。② 由于巴黎和会主 

要讨论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个国家和约的有关问题，不包括对德、13和约 

问题。但是，王世杰认为巴黎和会的组织和程序可以作为对德、日和会的蓝本。和会所制定的和约 

里面关于领土、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条款，对与德、13和约的内容必然有重大关系。所以，王世杰引用 

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明言应该将其作为和会的指针，强调“关于和约里面的军事条 

款应该严格 ，但是政治和经济条款就不应该太严格”。这一观点，成为此后国民政府对 13讲和政策 

之指针。 

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重申以下对日政策。“对 

于日本不取报复主义，但对其武力侵略主义之复萌，必与各盟邦合作，加以防制，并促其政治之民主 

化。至于中国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所受生命财产之惨重损害，基于正义公道之合法要求，当责成其切 

实赔偿”。③ 由此可知，在对 日战后处理问题上，当时国民政府最重视的是 13本的民主化和赔偿问 

题。国民政府强调与盟国合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对 13讲和政策必然要受到盟国的影响。 

三、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之成立及其组织结构 

1946年1O月，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德和议之预期与对13和会之准 

备”。由此可知，蒋从此时开始着手对日讲和准备。 

1947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本年艰巨之预想》，共11项，其中第四项写道：“对日本和会， 

俄与英对我必多制[掣]肘与损害我利益。”由此可知蒋介石在对 日讲和问题上对苏联和英国充满 

不信任，也就是说蒋已经意识到对 13讲和问题之艰难。 

1947年 1月 17日，蒋介石致电王世杰，令其在本月内拟定对日和会之准备与组织方案，确定 

具体人选，向其呈报。④1月23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告知计划在外交部内设立对日和约委员会， 

由外交部次长刘锴负责，参事叶公超、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亚东司司长杨云竹、顾问董霖、专门委员 

① 《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 

文献汇编》第35册，九州出版社 2012年版，第351页。 

② 《王外长世杰向国人广播巴黎和会之性质》，《当代文献》第5卷合订本，1947年9月，第l19—121页。林美莉编校：《王 

世杰日记》上册，台jb，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807—8O8页。 

③ 《对-r-~1-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 

文献汇编》第38册，九州出版社 2012年版。第189页。 

④ 《蒋中正致电王世杰》，台北，I-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012．6／0097。本文所引用之外交部档案均为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以下不再注出，特此说明并致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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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铭、秘书胡育庆、秘书高荫棠担任该会委员。① 1月25日，外交部亚东司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 

电文，准备将《关于对日和约之起草及和会召开程序之方案》呈送签核。但是，王世杰要求“此件缓 

发”。(2)个中原因，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因为王世杰受到国际局势影响之故。 

1947年 7月 11日，美国政府提出于8月 19日召开对 日和约预备会议。③ 外交部为周详审议 

对日和约草稿，俾能提出于将来之对日和会，拟具了《缔结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组织规程》，呈送行 

政院核示。8月 19日，行政院第十七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该组织规程。④ 组织规程规定，对日 

和约审议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人由外交部部长兼任，副主任委员2人由次长兼任，委员若干人由部 

长指派简任人员兼任，并指定亚东司司长和条约司司长为当然委员。另外，组织规程还规定，对 日 

和约审议委员会设指导委员 10—14人，由外交部部长聘请。除酌调外交部内人员外，聘任专门委 

员6—10人，专员6～l0人，助理 8—10人，雇员8一l0人。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指导委员如表 1所示，共 17名，超过了组织规程所定之 14名。其成员大 

多为国民党元老，而且很多人都曾留学日本。民社党张君劢和青年党曾琦也名列其中，表示外交部 

对在野党之重视。 

表 1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指导委员一览表 

姓名 学历 主要职务 

吴敬恒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孙 科 哥伦比亚大学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院长 

于右任 日本留学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院长 

居 正 日本大学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司法院院长 

戴季陶 日本大学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考试院院长 

王宠惠 日本留学、耶鲁大学法学博士 中央银行理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 9月任广 宋子文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东省政府主席 

吴铁城 明治大学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47年 6月 20日任立法院副院长 

1904年赴 日考察教 育、1917 张伯苓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 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 

康乃尔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 胡 适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国民大会代表 博士 

邵力子 日本留学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莫德惠 天津北洋高等巡警学堂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 

留学意大利、宗教学博士、哲 于 斌 大主教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 学博士

、政治学博士 

张君劢 早稻田大学、柏林大学 民社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总部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① 《遵令呈报对 日和约委员会组织人选及工作由》，外交部档案，012．6／0097。 

② 《谨拟具对日和约之起草与和会召开程序之方案乙件呈请签核由》，外交部档案，012．6／0097。 

③ 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27寸 7 ’／三／叉j平和条约』、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l2页。 

( 《本部呈准设立缔结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外交部周报》第36期，194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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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姓名 学历 主要职务 

曾 琦 El本中央大学 青年党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 

陈立夫 美国匹兹堡大学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秀才，1910年赴欧美考察法律 1936年 2月任驻 日本大使、1938年 1月 20日被召回国。行政院政 
许世英 制度 务委员

、蒙藏院委员会委员长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外交部对El和约审议委员会指导委员名单》(原件 日期不详)，《访问对日和约审议会指导委 员》，外交部 

档案，012．6／0024制成。人物经历参照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党史委员会 1994年版；刘寿 

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95年版；徐友眷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除了指导委员以外，笔者于2014年9月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发现一份《外交部对Et 

和约审议委员会专任审议委员名单》，详见表2。①《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没有关于专 

任审议委员之规定。外交部是如何选定这些审议委员的，不得而知。从表2中可知，专任审议委员 

共 50名，主要由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各 

大报社负责人组成。 

表 2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专任审议委员一览表 

9月 4日 9月 19日 9月 30日 姓名 主要职务 

谈话会 谈话会 谈话会 

吴鼎昌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文官处处长 × o × 

万 灿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o × 

杜光埙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 × 

刘士笃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o × 

张庆桢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o × 

张道藩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o × × 

彭学沛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 × × × 

雷 震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 × × 

李惟果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o × × 

赖 琏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o × × 

潘公展 国民党第六届 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 × × 

齐世英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O × 

张公权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银行总裁 × × × 

吴贻芳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 × 

傅斯年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 × 

陈博生 中央通讯社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o × × 

周鲠生 武汉大学校长 × × × 

①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专任审议委员名单》(原件 日期不详)，《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会》，外交部档案，012．6／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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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9月4日 9月 19日 9月 30日 姓名 主要职务 

谈话会 谈话会 谈话会 

胡健中 上海《东南 日报》社社长 × × o 

李烛尘 天津永利公司总经理 × × × 

刘百闵 上海文化服务社社长 × × × 

胡 霖 上海《大公报》馆总经理 × × × 

王芸生 上海《大公报》馆总编辑 × × o 

程沧波 上海《新闻报》社社长 × × o 

陈训畲 上海《申报》馆总编辑 × × o 

马星野 《中央日报》社社长 o × × 

成舍我 北平《世界日报》社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 × 

柳克述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 o × 

张肇元 立法院立法委员 × × × 

贺耀祖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 × × 

邵毓麟 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 o × × 

龚德柏 《救国日报》社社长 × o × 

潘朝英 《益世报》社社长 × × × 

简贯三 立法院立法委员 × o × 

褚辅成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 o 

吴蕴初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 × × × 

王晓籁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 × 

范予遂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o × × 

郑揆一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 × × 

黄少谷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和平日报》社社长 o × × 

范争波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 × 

于树德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o × 

王冠吾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 × × 

马 毅 《东北民报》社社长 × × × 

甘乃光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秘书长 o × × 

王造时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o × × 

许传音 1946年作为证人参加东京审判 × o × 

张汇文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 × × 

胡焕庸 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大学教授 × o ×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 许孝炎 o 
X × 

表、天津《民国日报》董事长 

方 治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 × × o 

说明：表 中“0”表示出席了谈话会，“×”表示没有出席谈话会。 

资料来源：《外交部时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专任审议委员名单》(原件 日期不详)，《对 日和约审议委 员会谈话会》，外交部档案， 

012．6／0141；《外交部对 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中国~--．oi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 

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_391页。部分人物经历参照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徐友春 

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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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外交部将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成员分为军事、政治、经济、赔偿、领土、管制和综合七组 

(详见表3)。①其中，经济组人数最多为20人，其次是政治组和赔偿组各 14人，领土组9人，军事 

组和综合组各8人 ，管制组人数最少为 2人。有的人身兼数个小组成员。各小组成员除外交部工 

作人员外，还有陆海空军总部、国防部、教育部、内政部、交通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 

会等机关工作人员。 

表3 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览表 

组 ·人数 姓名 职务 

朱世明 召集人、外交部顾问 

唐子长 第二召集人、陆军总部第六署署长 

刘广凯 海军总部办公室副主任 

李学炎 空军总部作战计划室主任 第
1组(军事)8人 唐启琨 国防部第

二厅专员 

陈廷祺 国防部第二厅科长 

尹禄光 外交部总领事 

仇 俊 本会专员 

程希孟 召集人、外交部顾问 

但荫荪 教育部参事 

汪奕林 内政部参事 

唐子长 陆军总部第六署署长 

唐启琨 国防部第二厅专员 

吴其玉 外交部参事(1947年 12月 25日任命) 

谢家骝 外交部秘书 第
2组 (政治)14人 

金紫骧 兼本会专员 

宋衡之 兼本会专员 

庄景琦 兼本会专员 

仇 俊 本会专员 

林健民 本会专员 

伍挺元 本会专员 

邵 挺 兼本会专门委员 

朱 侯 召集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 

孙 拯 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 

马巽伯 全国经济委员会参事 

第 3组(经济)20人 凌士芬 交通部顾问 

金士宣 交通部参事 

刘青原 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第一组组长 

蔡 鼎 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 

①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工作人员分组名单》(~4-'t-日期不详)，《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外交部档案，012．6／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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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组 ·人数 姓名 职务 

李学炎 空军总部作战计划室主任 

周祖达 空军总部第四修护处处长 

唐启琨 国防部第二厅专员 

张德昌 外交部专门委员 

王世熊 外交部专门委员 

高荫棠 外交部秘书 

第 3组(经济)20人 李捷才 本会秘书长、外交部亚东司专门委员兼帮办 

谢 嘉 本会专门委员 

王炳文 兼本会专员 

孙慎经 兼本会专员 

简柏郦 本会专员 

杨之春 财政部公债司专门委员 

唐子长 陆军总部第六署署长 

刘青原 召集人、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第一组组长 

孙 拯 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 

余+官 交通部参事 

但荫荪 教育部参事 

周祖达 空军总部第四修护处处长 

陈廷祺 国防部第二厅科长 

王世熊 外交部专门委员 第
4组(赔偿)14人 王德芳 外交部秘书 

李捷才 本会秘书长、外交部亚东司专门委员兼帮办 

吴 耀 兼本会专员 

王炳文 兼本会专员 

孙慎经 兼本会专员 

王义海 兼本会专员 

杨之春 财政部公债司专门委员 

黄正铭 召集人、外交部亚东司司长 

汪奕林 内政部参事 

唐启琨 国防部第二厅专员 

陈廷祺 国防部第二厅科长 

第5组(领-I-)9人 张廷铮 兼本会专门委员、外交部亚东司第一科长 

张 相 兼本会专员 

柏汉云 兼本会专员 

林健民 本会专员 

傅角今 内政部方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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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组 ·人数 姓名 职务 

尹禄光 外交部总领事 
第 6组(管制)2人 

仇 俊 本会专员 

尹葆宇 外交部欧洲司长(1947年5月就任) 

汪孝熙 外交部参事 

李学炎 空军总部作战计划室主任 

邵 挺 兼本会专门委员 
第7组(综合)8人 

许兆鹏 兼本会专门委员、外交部条约司第一科长 

李秉汉 兼本会专门委员 

庄景琦 兼本会专员 

简柏郦 本会专员 

资料来源：《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工作人员分组名单》(原件 日期不详)，《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会》，外交部档案，012．6／ 

0141，以及《本部科长以上职员录(卅六年三月)》，《外交部周报》第17期，1947年3月3日。部分人物经历参照刘维开编《中国国 

民党职名录》；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 

1947年 9月 13日，外交部致电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社会部等，向其征询有关对 日和约之意 

见。① 可以说，外交部为准备对Et和约动员了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力资源，足见其对对日和约之 

重视。不仅如此，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还收集了大量报纸、杂志刊登的有关对日和会和对 13和约的 

文章，充分显示其对当时舆论的重视。② 

1947年9月27日，外交部向指导委员颁发《对日和约审议事项》，以征求其意见。③ 《对日和 

约审议事项》包括领土条款、政治条款、军事条款、赔偿条款、一般经济条款五个部分。其中，领土 

条款包括 日本领土、琉球群岛及其他 自13本划出岛屿之处分、千岛群岛与北海道间诸岛之处置和朝 

鲜疆域问题。政治条款包括整肃令、13本人再教育问题、13本工业水准问题、13本所参加之国际条 

约和中13两国间之条约问题。军事条款包括对 13管制机构及其职权之协定、占领军撤退问题。赔 

偿条款包括中国境内敌产之接收问题、13本国内资产问题、日本现行生产计划、中国对 日债务抵偿 

问题。一般经济条款包括伪组织及台湾各经济事业在日本之资产、日本国际贸易限制问题。以上 

这些条款可以说是当时外交部准备起草的对 日和约的主要内容。 

1947年 10月 8 13，叶公超次长亲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④ 第 
一

，天皇制问题。于认为“能取消固佳，但美国不欲取消我是否可唱取消之高调，颇成问题。且蒋 

主席曾言听任 13本人民自择政体。故究应取消与否可提交中央政治委员会秘密讨论。国务会议亦 

应讨论，并需听取各党派领袖之意见”。第二，琉球问题。于认为“蒋主席曾言不要甚[什]么，但仍 

不妨提出要求，以待美国还价。俾若干年后可归还我国，或由我国参加共管”。第三，“要求 13本生 

① 《司法行政部公函》，《对 日和约各方意见辑要》，外交部档案，071．1／0102；《社会部代 电》，《对日和约各方意见辑要》
，外 

交部档案，012．6／0099。 

② 参见《对 日和约各方意见辑要》，外交部档案，012．6／0103。 

③ 《对 日和约审议事项》，《访问对 日和约审议会指导委员》，外交部档案，012．6／0024。 

④ 《于院长右任对和约意见》，《访问对 日和约审议会指导委员》，外交部档案，012．6／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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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充供赔偿之办法甚善。但因此而产生之保留日本工厂问题，应周密考虑”。由此可知，围绕天 

皇制是否应该取消问题以及琉球问题，于右任与蒋介石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关于此点，下文还将详 

细论述。 

10月 11日，叶公超访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认为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演说在 日本收获很 

大，“但以后直接和间接执行的方法，却没有处处和他的话相符”。戴指出“国内舆论总是批评麦克 

阿瑟的对日政策”，但是他认为麦克阿瑟的做法与他十年来所想的相同。也就是说，戴季陶跟蒋介 

石一样，也是主张对日宽大的。① 

笔者没有发现其他指导委员关于对日和约的意见，但是，于右任和戴季陶两人的观点极具代 

表性。 

四、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会 

1947年9月，外交部在南京和上海举行了三次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会，出席者除外交部有 

关人员外，大多为专任审议委员。② 50名专任审议委员中先后共有28名出席，22名缺席。另外，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指导委员莫德惠、陈立夫、邵力子、许世英、胡适、张君劢等人也出席了谈话会。 

三次谈话会，外交部每次都将远东委员会 1947年6月20日公布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 

策》提供给与会人员。③ 可以说，这份文件是外交部制定对日讲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下面看一下三次谈话会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谈话会于 1947年9月4日在外交部举行，由王世杰主持。王世杰指出目前亟待商讨的 

主要有领土问题、赔偿问题、管制问题、和约起草程序问题。这些都是对 日和会中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领土问题，王世杰认为日本领土问题较之德国领土问题简单，因为《波茨坦宣言》已经限 

定为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附近之若干岛屿。所成问题者为千岛群岛南部之诸小岛、琉球尤 

其是冲绳岛、小笠原群岛等，以及非联合国托管之本土附近小岛、对马岛。 

关于赔偿问题，王世杰认为“此问题内容复杂，我国不仅对战时损失不易调查，即已接收之日 

方物资亦无确切统计”。王世杰指出：“我国此次财产损失大约为580亿美金，人员死亡除间接死 

亡者外，约有1100万人。”1946年8月19日，王世杰在巴黎草就《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提案纲领》 

七条，电请行政院通过，要求 日本对华赔偿应 占其总赔偿额之40％。④ 此时，王世杰认为可能分得 

30％。王世杰认为“赔偿之基本问题，不在比额数之多寡，而在我国是否主张日本以后将其生产品 

作为赔偿，倘作此主张，即须保留一部分日本工业，如是则必将促使 日本恢复其生产力而与我国工 

业竞争。⋯⋯如不主张生产品赔偿，则日本现在之赔偿力量至为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世 

杰认为必须遵循以下两个标准：“一除含有危险性之工业外，允许日本保持若干生产力，以使盟国 

获得较多之赔偿品。二维持日人相当生产水准，使不致饥饿而向共产主义。”当时美苏对立不断激 

化，国共内战正酣，如何防止日本走向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对国民政府来说，从 日本 

① 《戴院长季陶接见叶次长公超之谈话记录》，《访问对日和约审议会指导委员》，外交部档案，012．6／0024。 

② 《外交部对 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第 

363—391页。本节引文均来自该记录，不一一注释。 

③ 《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42--48页。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远东委员会和 GHQ对中国对日讲和构想之影响，在此暂不详述。 

④ 《外交部抄送对日赔偿问题中国提案纲领七条呈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3 

编，“外交”，第215 17页；林美莉编校：《王世杰 日记》上册，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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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多赔偿与防止日本共产主义化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 

关于对 日管制问题，王世杰指出有以下五个问题。1．废撤 日本海、陆、空军；2．撤除 日本有关 

军事工业；3．取消 日本军事训练；4．限制 日本警察使用武器；5．限制 日本民用航空人员。对于解 

除日本武装 ，消除日本人侵略思想，实施赔偿、拆迁、改革政治制度、改革土地制度，以及实行再教育 

等问题，王世杰认为“仅恃条文规定实无济于事，其最重要者乃须予以有效之管制”。由此可知，王 

世杰比较倾向于对 日本加强管制。 

关于和约起草程序问题，美国政府主张召开 11国会议 ，采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制，但是苏联 

则主张先由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此 ，国民政府主张在 11国中采三分之二之多数制，惟须包括 

中、英、美、苏四强中之三强，不过四强中如果有一国不同意这个办法时，中国仍然保留重新考虑 

之权。王世杰认为“缔结和约虽有困难 ，但美、苏之间并非无和解之可能”，对缔结对 El和约持乐 

观态度。 

第二次谈话会于9月 15日在外交部召开，由外交部次长刘师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仍然为领 

土、赔偿、管制、和约起草程序四个问题。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文官处处长吴鼎昌提出了天皇制问 

题。吴鼎昌指出：“天皇制度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制度，天皇若不取消，威胁不能避免。但《波茨坦宣 

言》规定 ，日本政体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取消天皇已经不可能，但天皇的天字对于 日本人具有神 

道的意义和迷信的力量，实在是麻醉日人从事侵略的根源。”吴鼎昌认为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应 

该向西方人宣传“天字的魔样的力量，以便将来把 日本宪法上天皇的名称加以修改，称为国王或国 

皇都可以”。 

监察院监察委员张庆桢指出：“军国主义也是 日本发动侵略的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消除一切 

有关军国主义的心理、思想和制度，中小学教本和各种刊物、杂志、报纸中的此类思想必须取消，天 

皇制、神社、神座等荒谬制度必须根绝 ，中小学教科书应该经过严格的检查。” 

关于领土问题，《救国日报》社社长龚德柏指出济州岛和对马岛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不可以再 

归 日本所有。对此，胡焕庸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还认为将“琉球归还中国是上策，由中国托管是中 

策，由中国托管而以冲绳作美 国基地是下策。我们应该绝对反对将琉球局部或全部交给日本”。 

胡焕庸强调指出“中国若不收回琉球，就不能成为太平洋国家。琉球若给日本拿去，台湾就危险 

了”。基于此，胡焕庸建议支持美国对硫磺岛和小笠原群岛的领土要求，支持苏联对千岛群岛以南 

诸小岛的要求，以换取美、苏对中国收回琉球要求的支持。但是，监察院监察委员万灿则认为“要 

琉球归还我国似不合法，只可主张由中国托管，成为一个缓冲地带”。胡焕庸和万灿在对待琉球归 

属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二者都不同意将琉球划归 日本。 

第三次谈话会于 9月 30日在上海举行，由叶公超主持。会议主题除了解除 日本武装问题、 

管制问题、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以外，还增加了 日本工业水准问题和 日本国民再教育问题。除 

此之外，《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指出“对于战犯的追究太马虎，很多与中国有关的战犯都没有 

办”。《东南 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对冈村宁次至今没有受审提出质疑。外交部亚东司司长黄正铭 

回答说“远东法庭曾经再三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国防部都没有答应”。由此可以看出在战犯处理 

问题上国民政府确实庇护了冈村宁次。后来冈村宁次组建 白团，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与此不 

无关 系。 

五、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各小组之构想 

外交部在听取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指导委员和专任审议委员意见的同时，也加紧准备对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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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关材料。经过为期三个月左右的讨论，各小组分别制定了专题审议结论(详见表 4)。① 关于 

赔偿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仅对领土、政治、经济和军事四组之主要结论作一概 

观。因为这四组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表4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审议问题一览表 

分组 专题内容 

关于El本领土处置问题 (
一 )领土组 关

于琉球问题 

关于日本过去所订条约存废问题 

关于日本参加国际组织问题 

关于整肃问题 
(二)政治组 关于废除日本天皇制度及裕仁应负战争责任问题 

关于日本教育改革问题 

关于日本土地应行彻底改革问题 

关于解散 日本财阀问题 

关于限制 日本工业水准问题 

附表：1．日本应受限制之工业种类表；2．日本之工业和平生产水准限制表 

关于我国经济事业在日资产之接收问题 
(三)经济组 关于限制日本对外贸易问题 

关于 日本尚未履行之契约问题 

关于对 日经济动员之取缔及经济制度之改造问题 

关于 日本民用航空限制问题 

关于中国对 日债务问题 

关于中国抗战损失问题 

关于对 日在华资产问题 

关于日本国内资产及赔偿问题 
(四)赔偿组 关于生产品赔偿问题 

关于劫物归还及文物补偿问题 

关于日本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所发公债及钞券之清偿问题 

关于现金赔偿问题 

解除军备及管制日本问题(有目录，但无内容) 
(五)军事组 处理日本战犯善后问题 

资料来源：《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分组专题审议结论》(原件 日期不详)，《对 日和约》，外交部档案，012．6／0030。由于 目录与 

正文标题有不一致之处，本表以正文标题为准。 

(一)领土组 

领土组主要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日本领土范围问题、琉球群岛及其他自Et本划出的岛 

①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分组专题审议结论》，《对 日和约》，外交部档案，012．6／0030。本节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来 自该文 

件。不一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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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处置问题、哈火马涩群岛(即齿舞群岛——笔者注)处置问题、朝鲜疆域问题。① 

上述这些问题中，当数琉球问题最为重要。1943年 1 1月 2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时 

讲到琉球问题，为了避免在领土问题上引起美国的怀疑，蒋明确表示：“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 

美共管。”②但是，外交部亚东司第一科科长暨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专门委员张廷铮指出：“琉球在 

地理上为我东方海上之前卫，在历史上曾与我有遣使入贡，奉正朝，受册封之关系，且毗连台湾，屏 

障东南，就我国防安全言，对我关系实极重大。我国如不欲兴海军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实为我 

必争之地。如万不得已，我似应主张将毗连台湾之八重山及宫古列岛划归我国。”③可以说，这是战 

后初期国民政府内部对琉球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关于琉球群岛界限问题，领土组认为应该依照盟军总部指令，即北纬 30度以南起为琉球群岛 

范围，口之岛、北大东、南大东、冲大东均应该划归琉球群岛范围。④ 

那么，琉球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领土组提出了四种方案。⑤第一种方案为归还中国或交中 

国托管。关于此点，张廷铮认为“要求归还，理由不够充分”，而且《开罗宣言》中写道“三国决不为 

自身图利，亦无扩张领土之意”，不过，他认为“要求托管，理由充分”。⑥ 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1．琉球曾为我属邦；2．琉球问题迄今仍为中日外交悬案；3．琉球之种族、文化、风俗、习惯均与我 

有深切关系；4．琉球毗连台湾，为我东南海疆之屏障，就国防安全言，对我关系重大。”为此 ，张廷铮 

提出以下三个步骤，希望实现由中国托管。1．与美国先行协商，先要求归还，如果美国不同意，再 

主张由中国托管；2．由对日和会决议琉球由中国托管；3．中国提出托管琉球之协定草案提请联合 

国校准。 

第二种方案为中美共同托管。张廷铮指出：“如和会中反对归还我国或交我托管，则此为退一 

步办法。因基于我与琉球之地理历史关系，美在实际上之力量与贡献，合作共管，当为较妥善之 

办法。” 

第三种方案为美国托管。究其理由，张廷铮指出两点：“(1)美国在冲绳岛一役，牺牲惨重，故 

甚重视琉球在战略上之价值，但绝不能出于合并之方式，只有要求托管。(2)美国以对太平洋战争 

之供[贡]献及加强其本身在西太平洋和平之责任为理由，主张将琉球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而 

由美国托管。”对此，张廷铮建议中国应根据历史、地理之理由加以反对。 

第四种方案是琉球为联合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张廷铮分析指出：“如美国坚持单独托管，甚 

至拒绝中美共同托管，则我似可援引脱里斯脱(即“脱里斯”——引者注)自由区之办法，主张琉球 

为联合国保护下之自由领土。” 

由以上四种方案可知，领土组对琉球之最大要求是归中国托管，其次则是中美共同托管。 

领土问题中，朝鲜疆域问题也很重要。领土组建议“韩国疆界应以1895年时之疆界为准，其在 

日本合并时代 ，凡由日本在中韩边界上所非法侵夺之中国领土及权益应俟韩国独立政府成立后由 

中韩两国派员实地勘定及解决”。⑦ 

① 《对日和约领土方面主要问题》，《对日和约：领土问题》，外交部档案，012．6／0138。 

( 参见段瑞聪《太平洋战争前期蒋介石的战后构想(1941--1943)》，台北《国史馆馆刊》第32期，2012年6月，第 l45—146 

页；《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 11月23日。 

③ 《日本领土处理办法研究》，《日本领土问题》，外交部档案，072．4／0001。 

④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领土组关于 日本领土处置f*q题之建议》，《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7。 

⑤ 《关于琉球1'-1题审议结论摘要》、张廷铮：《琉球 问题》，《对 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5。 

⑥ 张延铮：《琉球问题》，《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5。 

⑦ 《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领土组关于 日本领土处置问题之建议》，《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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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济州岛、对马岛、郁林岛和竹岛之归属，领土组认为济州岛应属于朝鲜。由于济州岛对中 

国国防甚关重要，领土组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与朝鲜政府商酌使用问题。鉴于对马岛与朝鲜关系最 

深，应主张归属朝鲜。郁林岛和竹岛仍应归属朝鲜。 

关于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领土组建议在对日和会上要对《雅尔塔协定》保留态度，关于南千 

岛之归属可支持日本之要求。如果由联合国托管，中国亦应该参加。最后在外交运用上，必要时也 

可支持苏联。由此可知，中国政府对于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一直持保留态度，同时又计 

划将南库页岛之归属作为外交筹码。 

关于伊豆南方诸岛，领土组建议北纬 3O度以北伊豆及南方诸岛(包括霜妇岩)分两个办法处 

理，一个是归还日本，另一个就是脱离13本，并入小笠原，一并处分。具体情况由参加对日和会代表 

相机运用。关于小笠原群岛及其附近各小岛(中岛、南岛、硫磺诸岛)应主张交联合国托管，而哈火 

马涩群岛则可以划归Et本。 

从以上内容可知，战后遗留下来的很多领土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二)政治组 

政治组自1947年 10月 15日至 12月 17 El共召开九次会议 ，主要讨论以下六个问题。① 1．日 

本过去所订条约存废问题；2．日本参加国际组织问题；3．整肃(即清除之意)Et本军国主义分子问 

题；4．废除天皇制及裕仁天皇战争责任问题；5．日本教育改革问题；6．Et本土地改革问题。 

关于日本过去与中国签订之条约、协定及合同等，政治组主张在中日签订新条约之前，应全部 

废除。至于Et本与其他国家所订双边条约暨国际条约，可分别存废。其中，凡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大 

陆和台湾、朝鲜、琉球、千岛群岛、太平洋托治岛屿有关者应一律作废或修正。② 

关于日本参加国际组织问题，政治组主张“和约签订前日本不应参加任何国际会议或组织”， 

对 日和约生效若干年(3 年)后，盟国召开会议，根据 日本在此期间履行和约情况决定是否支持 

日本加入联合国及准许其参加其他政治性之国际会议或组织。在上述期间，日本应先经盟国监督 

机构之许可，方得参加一切代表官方之非政治性之国际会议或组织。 

关于整肃问题，政治组主张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政府应制定法令，永久防止并惩处任何公私 

职务人员有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以及违反民主政治之言论及行动。⑧ 

关于天皇制，政治组要求永远废除。其理由如下：“1．天皇制为Et本彻底民主化之一大障碍； 

2．天皇制蕴藏迷信神道，助长强权，侮辱人类之反民主思想；3．天皇制曾为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工 

具，倘欲利用天皇制度以谋安定日本，克服共产主义，实为含有充分危险性之政策；4．废除天皇制 

方符合盟国对 日政策之基本精神。”④ 

关于天皇之战争责任，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专员林健民起草了一份说帖，从四个方面列举天皇 

应负战争责任之理由。⑤第一，明治宪法有关条款(第一、四至六、十至十二、五十五、五十六条)关 

于天皇权力的规定。例如，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第十一条规定天皇有统帅陆 

①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政治小组历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 

“外交”，第391—1435页。 

② 《关于日本过去所订条约存废问题审议结论摘要》、《关于日本过去所订条约存废问题说帖》，《对 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 

案，012．6／0136。 

③ 《关于整肃问题审议结论摘要》、《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政治组关于应被整肃之日本公私人员类别之说帖》，《对日和约说 

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6。 

④ 《关于废除日本天皇制度问题审议结论摘要》、林健民：《关于废除日本天皇制度之说帖》，《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 

012．6／0135。 

⑤ 林健民：《日皇裕仁对于侵略战争应负责任之说帖》，《对 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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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之大权；第十三条规定天皇有宣战媾和及订定各种条约之大权等。第二，从天皇以下行为说明 

其应负之责任。如，颁行大本营令(1937年 11月 18 Et)、颁行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 4月 1 Et)、 

缔结 Et德意三国同盟(1940年9月27日)、1941年 l2月 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开战、1941年 12 

月 8日颁发对英美宣战诏书等。第三，“裕仁领导 日本侵略战争之结果”，使“(1)世界和平秩序受 

破坏；(2)国联宪章国际条约直接间接受破坏；(3)我国及盟国之领土属地人民统治权、公私财产、 

人力物力资源及人民生命安宁、国家秩序受侵害，尤以中国为最大”。第四，天皇接受《波茨坦公 

告》，而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 

剔除”。 

尽管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强调战后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但是，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对 

天皇制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持有严厉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之对日讲和理念与国民政府的其 

他人员之间存在差异。其实，不仅国民政府内部，当时中国舆论界几乎都要求废除天皇制，追究天 

皇战争责任。关于此点，笔者计划另文详述。 

关于 日本教育改革，政治组认为对 日和约签订后，盟国对 日管制机构应该继续督促日本政府彻 

底实行下列改革。“彻底废止有关神道主义之设施及教材；继续纠正并肃清鼓吹军国主义、神道主 

义、极端国家主义之图书及充满神话 ，歪曲史实之史地教材；继续编纂切合民主、提倡和平之教科书 

及参考书；不得设立或恢复有关军事训练或研究之机构设备学科及讲座；鼓励各学校设立有关民主 

主义及国际和平之课程或讲座；纠正对于女子之教育歧视；初等及中等教育实行地方分权化；贯彻 

有关文教人员之整肃措施；推行教师之民主再教育；着重师范学校之民主教育；鼓励 日本教育文化 

界包括电影、戏剧、广播、新闻、出版各方面人士宣扬民主与和平思想”。① 

从上述内容可知，当时国民政府对 日本学校的史地教材之内容很重视。1982年围绕日本中学 

历史教科书关于战争的记述 ，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纷纷展开批判，由此引发教科书问题，时 

至今 日仍然没有平息。② 

政治组认为为了“解放 日本农民，使其脱离封建制度之压迫，并扶植其民主之权威与势力起 

见 ，日本土地制度应予彻底改革”，具体提出了以下六点建议：1．为使耕者取得其耕地所有权，“出 

佃出租耕地应全部重新分配”；2．“皇室贵族及其他持有土地及农场应全部重新分配”；3．“可耕地 

限期开垦，垦竣后应即予以分配”；4．“以上三项分配以创设自耕农为原则”，借以安定农民家族生 

活；5．“经重新分配之土地价格应尽量减低，以减轻领地 自耕农之负担”；6．“市町村有关土地分配 

之组织，佃农之代表应占绝对多数”。③ 

盟军总部认为要彻底清除军国主义之影响，必须改革 日本经济结构。其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

个是解散财阀，另一个就是土地改革。战前 日本人口之 45％为农民，由于生活贫困，容易接受并 

支持军国主义思想。在盟军总部指导下，日本于 1945年 12月和 1946年 6月进行了两次土地改 

革。其结果 ，1941年只有28％的自耕农，至 1955年增加到70％。④ 但是，1965年5月，佐藤荣作内 

阁制定了《农地报偿法》，日本政府向土改时期放弃土地的旧地主支付了补偿金。 

(三)经济组 

经济组主要讨论了以下七个问题，即解散 日本财阀问题、限制 日本工业水准问题、中国经济事 

① 《关于日本教育改革问题审议结论摘要》，《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6。 

② 段瑞聆r教科害同题j、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聆鳊『改订版岐路；：立'日中阴铄』、晃洋富房、2012年、第3章。 

③ 《关于日本土地应行彻底改革之说帖摘要》，《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6。 

④ 石川真澄、山口二郎『戟後政治史』、岩波吉店、2010年、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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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日资产之接收问题、限制 日本对外贸易问题、日本尚未履行之契约问题、对日本经济动员之取 

缔及经济制度之改造问题，以及日本民用航空限制问题。 

关于解散日本财阀问题之理由，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专员简柏邶指出“日本财阀集团之资本 

积累向未经过正常之自由竞争阶段，而系假藉封建特权之政治方式及直接间接之对外掠夺以完成 

其特殊之积累过程，从而建立其特具军事性与侵略性独占权利”。“此一独占性之财阀集团乃构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之主要环节”。① 基于此，经济组提出以下四点要求：“(1)没收各参战财阀集团 

之资产，作为提供赔偿及改善 日本人民生活之用。(2)解散具有独占性质各财阀集团之经济组织 

并分散其保有资产之所有权及经营权。(3)在盟国监视下、实施解散处置之日本执行机构须包括 

广泛之社会阶层分子，并不许财阀及其有关人员参加。(4)禁止日本政府或个人参加国际卡特尔 

之组织及活动。” 

关于限制 日本工业水准问题，经济组之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1)根据开罗、波茨坦宣言 

与远东委员会消灭日本战争潜能之决议，以解除日本工业及经济之武装，防止其再起侵略。(2)解 

除日本国民经济上由来已久之军事重荷，使战后 日本人民得充分从事其和平生活之建设与复兴。 

(3)在规定水准下之日本国民经济活动，须不致形成对其邻国人民经济活动之威胁，同时亦不加重 

战时盟国对日之经济负担。(4)限制后之 日本工业须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适当之配合。凡我具 

有充分发展条件之各项基本工业，如钢铁、造船、火电及酸碱工业等次，对 日限制应予从严。对其他 

轻工业及较高级之精致工业，则不妨予以合理放宽，俾得平衡其国际收支。”② 

基于上述态度，经济组提出以下八点要求：“1．禁止生产、装配、储藏，或输入任何战争武器之 

最后制造品及有关军事工业建设之一切设备、维持或使用物资。2．禁止发展、制造、装配输入或保 

有任何特殊用途之机器与设备。3．禁止日本政府及人民在 日本国土以外保有或经营任何有关战 

争之重要设备。4．禁止工业生产之集中，各种类型之大工业组合应予解散。5．凡对于发展战力有 

直接贡献之一切特殊研究与教学应予禁止，其以发展和平生活为 目的者，应受监督。6．为保证日 

本人民之和平需要，及参与世界贸易关系起见，日本各项工业之规模及其生产能力应予规定。7． 

建立严密之监督与管理制度，以保障此项限制目的之完满达成。8．凡超过第六条限制水准之现有 

工业设备及资材，应全部拆充赔偿。” 

关于中国经济事业在 日资产之接收问题 ，经济组根据以下四种情况制定了对策。1．关于战前 

中国经济事业在日资产或在日分公司之资产，待和平恢复后，应即交还中国。2．战争发生后，凡属 

伪政府之一切财产，不论其存于国内或存于日本者，应由国民政府接收。3．关于沦陷地区由伪组 

织许可登记所设之公司，国民政府当然须承认其存在。4．关于台湾经济事业在日之资产分以下三 

种情况进行处理。即关于台湾公产由国民政府接收；关于在台湾登记之总公司其在 El本分公司所 

有之财产可要求接收，充作赔偿；关于台湾人民存在 日本之资产，国民政府可代为向日本政府追偿， 

然后分别交还持有权利之台湾公司或人民。 

关于限制 日本对外贸易问题，经济组提出四点要求。1．日本输入应限于平时生活所需，由盟 

国管制机构核定并分配之。2．日本不得故意压低其人民生活水准，或减低币值，减少工资，增加工 

时，核减运费，或以其他各种奖助办法，或利用垄断性质之组织，对签约国输出实行倾销，由盟国对 

日管制机构监督执行之。3．日本对盟国人民在日本有关通商、往来、居住、旅行、营业、制造及其他 
一 切经济活动，应给予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进口货物之内地税，签约国应享受国民待遇及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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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简柏郝：《解散 日本财阀问题说帖》，《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7。 

② 简柏郝：《限制日本工业水准结论》，《对 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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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最惠国待遇。4．Et本对缔约国人民在 Et本有关通商、往来、居住、旅行、营业、制造及其他一切经 

济活动，应给予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 

那么，为什么要限制日本对外贸易呢?具体原因有以下三点。1．为了防止Et本工业生产超过 

其生活所必需。2．为了使盟国慎防有关战争潜力原料输人Et本。3．为了避免中国工业生产受 日 

货倾销之影响。① 

关于El本尚未履行之契约问题，经济组分别就买卖契约、保险契约及再保险契约、合伙契约、持 

有敌公司之股票所发生之契约关系、战时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商人所订之契约、沦陷区民众与日本商 

人所订契约、台湾人与日本人所订之契约进行了详细规定。 

关于对 Et本经济动员之取缔及经济制度之改造问题，经济组首先要求彻底取缔 日本国家总动 

员。将与国家总动员有关之人员、粮食、实业、交通、贸易、财政、警备，以及精神与金属等有关之计 

划法令、文件、表册、资料及存版，一律移交盟国对日管理委员会接收并销毁；要求彻底全部解散一 

切国家总动员机构及类似动员性质之组织，如战时之企划厅、统监部，平时之调查局、资源局等，以 

及其辅助机构，并永远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掩饰设置。另外，经济组还要求对 日本经济体制进行改 

造。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1．不得采用国家统制及贸易集中之垄断式工业组合，对已有者要彻底 

解散。2．凡允许日本保留之重工业及化学工业，均应分别由日本人民自由经营之，并受管制机构 

之密切监督。3．Et本不得参加国外经济集团。 

关于日本民用航空限制问题，经济组提出以下七点要求。1．Et本政府及国民不得保有民航 

飞机或者任何用途之航空器。现有各类飞机之损坏不堪使用者，应销毁之，可用者应作为赔偿物 

资处理。2．日本政府及国民不得经营任何国际及国内航空业务。3．日本之国际民航由和约签 

字国分别自行经营之，其国内民航由和约签字国依协议合组公司经营之。4．日本政府及国民不 

得设厂制造民航飞机。5．日本国民不得为民航驾驶员及技术员，现有该类人员得由和约签字国 

分别征用之。6．日本国民不得研究航空学术及其他有关航空事宜。7．日本之国际及国内航空 

邮运、民用机场、通讯助航设备等由和约签字国派员组织委员会或授权第三条所称之合组公司管 

理之 。 

(四)军事组 

根据现有资料，军事组从1947年10月17日至12月2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②军事组主要 

讨论的问题有防止 日本重整军备问题、管制机构问题、占领军撤退问题及战犯问题。 

关于防止 日本重整军备问题，军事组提出了以下要求：1．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及废止其一切军 

备；2．日本应停止军事教育与训练，以防止其重整军备及消灭其战争潜力；3．日本之警察制度、训 

练人数及装备应受严格限制。 

关于对 日管制机构之组织与功能，军事组建议在对 日和约生效以后，在东京成立“缔约国管制 

日本委员会”，以监督 日本切实履行条约义务。该委员会由远东委员会之 l1国各派代表 1人及专 

家若干人组成，委员会主席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轮流担任。第一期对日管制期间暂定 30年。管制 

期届满前由缔约国协商决定是否需要修改或延期。由于中国为四强之一，所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 

会希望在对日管制方面发挥中国的作用。 

关于占领军撤退问题 ，军事组认为为使对 日管制确能有效，盟国应继续驻军 30年。该驻军 

① 李捷才：《日本对外贸易之限制问题》，《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6。 

②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军事小组历次会议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 

“外交”，第461---474页；《军事组关于解除 日本军备问题审议结论》，《对日和约说帖》，外交部档案，012．6／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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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为“盟国管理军”，受缔约国管制 日本委员会主席指挥。管理军之兵种由中美英苏四国派 

遣陆海空军部队组成。所有缔约国管制 Et本委员会及管理军一切费用与给养，全部由日本政府 

负担。 

关于战犯问题，军事组提出以下三点要求：1．对 13本主要战罪嫌疑犯应依法审讯处以严刑，对 

于其他战罪嫌疑犯应迅速侦讯；2．被盟军总部指令剥夺公职著永远禁止参加公共职务；3．和约签 

订后盟国仍然有责任检举曾经支持侵略阴谋者，以战罪追诉之。这些要求都很严厉。但是，后来的 

历史已经证明，很多战罪嫌疑人被释放 ，曾经被盟军总部剥夺公职者又重新回到政府高位。 

综观领土组、政治组、经济组和军事组之讲和构想，可以看出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对对日和约 

提出了比较严厉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几乎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为后来的中日关系埋下了对 

立的种子。 

六、未见天日的《对 日和约草案》 

笔者于2014年9月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发现一份由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大使金问泗、 

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吴南如和外交部专门委员黄正铭起草的《对Et和约草案》，13期为 1946年10月 

7日。① 当时金、吴、黄三人均在巴黎参加巴黎和会。草案有中英文两个版本，由黄正铭亲自带回。 

由此可知，外交部此时就已经开始准备对 日和约。 

但是，不知何故，该条约草案似乎没有得到王世杰重视。1947年1月 13日，王世杰在日记中 

写道：“予近日督促部中同人加紧起草(1)对 日赔偿之提案；(2)对日和约。”②同年 7月 17日，王世 

杰又在日记中写道：“外交部完成对日和约初步草案”。③很明显，王世杰在这里所说的《对日和约 

初步草案》与金、吴、黄三人所起草的《对 日和约草案》是不同的版本。事实上，1947年 9月30日， 

叶公超在对日和约审议会第三次谈话会上曾坦承“有好几个”对 日和约草案。④ 不过，笔者查阅了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大量的外交部档案，未能发现其他版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的“外交”部分，收录了一份 

《对日和约草案》，日期为“1948年”。⑤ 笔者仔细对照了金、吴、黄三人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除 

个别字词不同外，二者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从 1946年 10月到 1948年 ，将近两年时间，对 日和约审 

议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却没有制定出更完整的对日和约草案，令人费解。今后有待进一步 

发掘新的史料。 

七、对 日讲和构想之挫败 

1948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焦点集中在此次大会所举 

① 金问泗、吴南如、黄正铭：《对 日和约草案》，《对 日和约草案》，外交部档案，012．6／0107。吴南如于 1946年 1O月30日被 

免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职务，就任驻瑞士公使。黄正铭于1947年就任外交部亚东司司长。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第522 

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第1050页；《人物新闻》，《外交部周报》第21期，1947年5月10日。 

②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843页。 

③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874页。 

④ 《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3编，“外交”，第 

384页。 

⑤ 《外交部拟对日和约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第484—5l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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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上。其实，该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对 日和约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国民大会 

代表富德淳等71人所提出的《为请政府确定对日和约原则，以资奠定世界和平而卫国权案》(提案 

第 108号)。该提案于4月21日经审查修正通过，决定“请政府采择施行”。①笔者认为，该提案代 

表了当时中国的民意，有必要在此详述。 ’ 

首先，提案指出“我国对 日本帝国主义之抗争为时最久，牺牲最大。战时损失几达三百亿美元 

以上，军民死亡总数尤难估计。在 日寇投降之初 ，主席昭示全国军民对 日以宽大为怀。吾人于崇敬 

主席眼光远大之余，不能不严正指出宽大并非马虎，德化并非放纵。须知和约为抗战之最后一章， 

祖国之复兴，子孙之安全在此一举。莫在光荣上遗下黑暗，莫在胜利后造成耻辱，以慰藉国父及诸 

先烈在天之灵，取得十四年军民牺牲之代价”。由此可知当时国大代表对和约之签订寄予很大期 

望。正因为如此，提案呼吁“政府确立对日方针，促醒国人注意。不当应声苟合，自弃权利，以申正 

义而保和平。庶不致遗我国子孙万代之羞也”。基于此，关于和约表决方式，提案建议中美英苏四 

强应完全保有否决权，并建议和会在中国境内召开。 

关于和约序文，提案要求“叙明中国首受侵略，牺牲最多，贡献最大”，“日本之侵略战争，始 自 

九一八沈阳事件非 自珍珠港事件”。 

关于和约内容，提案分别就政治、经济、军事、领土、赔偿、思想、管制、监督及执行等八个方 

面提出了具体原则。关于政治方面，要求废除天皇制，确立日本和平民主政体，解消日本一切民 

间之秘密组织。经济方面，要求彻底消灭 日本军事工业之潜力，日本工业之保留水准应以 1928 

年至 1930年为度。军事方面 ，要求彻底实施 日本宪法中规定之“废弃战争”条款，取消兵役制。 

领土方面，要求 日本之领土应限于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岛，“琉球群岛问题应本琉球与我 

国历史关系及我国国防之需要为合理之解决”。关于赔偿，“以吾国对 日作战时间之长，贡献之 

大，至少应得赔偿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关于思想 ，要求“对 日本之学校教材及文化活动应彻 

底扫除军国主义思想及侵略之余毒”，“捣毁日本国内一切帝国主义思想心理之寄托物，如神社 

等”。管制方面，提案认为“为彻底铲除 日本之军国主义思想，管制时间应为 5O年”。关于监督 

及执行 ，提案建议“由四强组织监督执行机关”，“联合国军驻扎 日本重要地区，保证和约条款之 

全部实施”。 

从以上内容可知，当时富德淳等国大代表对对 日和约所提的要求与对 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的要 

求基本一致。可以说，这些要求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民意。但是，这些要求与蒋介石所主张的 

对日宽大政策是有一定距离的。 

1948年 5月 20日，蒋介石在就任总统演说中重申对德、意、日应该采取宽大政策，呼吁盟国尽 

最大的努力，“辅助日本真正民主势力的成长，使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人民思想，能获得真 

正的改造，以根绝军国主义的复活”。同时，蒋介石还强调“中国对 日本并无过分的要求，但中国是 
一 个饱受 日本侵略，而抗战八年以上的国家，在决定对 日和平条款的时候，自不能不要求其他盟国 

承认我国在和会中应有一种特殊的地位”。② 由此可知，此时蒋介石仍然对对 日和会抱有期望 ，希 

望对 日和会能还中国一个公道。 

但是，由于战后美苏对立不断升级，美国从 1947年开始逐渐改变对 日政策。国民政府与苏 

① 《提案审查委员会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第一号》，《国民大会会议记录(三)》，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一 

O11143～0007。 

② 《宣誓就第一任总统职致词》，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年版，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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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之间因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矛盾也不断激化。加之，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中逐渐处于劣 

势。美国政府逐渐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开始扶植日本，希望将日本作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 

“防波堤”。 

1949年 1月2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3月5日蒋介石在 日记中写道：“余认为我国外交应 

以印度与日本之联系、亲善为惟一之根本政策。”①为了保全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开始将目标转向印 

度和日本。 

1949年 6月 3日，行政院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以下提议。“关于日 

本参加国际合作、发展对外贸易、提高工业生产等若干方面，似须酌情予以放宽，以资适应”。②面 

对国内外形势，外交部、行政院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政策。 

1949年 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北。也许从那一刻起，中国通往旧金山和会的大门 

就已经被关闭。 

1951年 9月 8日，旧金山和会召开，中共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均未能参加。1952年 4月28日， 

《日华和约》签订。但是，其内容与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当初的构想大相径庭。对此，蒋介石在日 

记中写道：“中日和约本月时陷停顿与决裂之势，而以月初为甚，最后至廿八卒告完成，然已横遭侮 

辱，实已为忍尽人所不堪忍受之苦痛矣。”③面对条约交涉过程中所经历的屈辱，蒋介石只有在日记 

中发泄，才能聊以自慰。 

《日华和约》宣布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但是，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当初所提出的关于领 

土、政治、经济、军事和赔偿等方面的要求几乎都成为纸上谈兵。这些问题，至今影响着中日关系的 

健康发展。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中日战争结束70年的今天， 

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历史的原点，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作者段瑞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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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 3月5日。 

② 《院会议决酌情放宽对日政策》，《有关对日政策重要文件》，外交部档案，071．1／0001。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2年4月，“本月反省录”。 

(责任编辑：徐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