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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5 2 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

尤淑君

内容提要 1 9 4 5 年 ，在美 苏两 国双重压 力 下 ，蒋介石被迫接受 《雅 尔塔协定》 ，并基于

东北 、新疆 、 中共 问题的 考量 ，
同 意 签订 《 中 苏 友好 同 盟条约 》 ， 允许 外蒙 古 自 决 独立 。 国

民政府虽 宣 告外 蒙古独立 ，但始终未 能 勘测 中 蒙边界 ，使 中蒙 关 系 紧张 。
1 9 4 7 年

“

北塔 山

事件
”

发生后 ，
国 民政府转 为 否定外 蒙古 独立 ， 并采取反苏政策 ， 争取美 国 支持 ， 却 陷 入左

右不讨好 的 困局 。 而美苏 冷战 与 台 海两岸 的 对立 ，
也连带 影 响 了 蒙 古人 民 共和 国 的对外

关 系 ，使其难 以进入联合国 ， 成 为冷战格局 下 外交争端 的 筹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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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刖 目

学界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研究 ，较少关注外蒙古问题 。 在已有涉及外蒙古问题的研究中 ，大

陆学界多从中苏关系的脉络去分析？ ，而没有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视角去解释外蒙古的独立 。 在

考虑蒋介石对外蒙古的处置 、战略考量及其民族政策方面 ，认为蒋介石私心 自 用 ， 出让利权、割让外蒙

古 ， 以压制共产党 ，否定蒋介石对中苏关系的处理 ，或将蒋介石的蒙古政策
一

味贬为
“

大汉族主义
”

。
②

而台湾学界多将外蒙古独立归咎于苏联的策动与分裂 ，或认为国民政府为抗 日 大局 ，不得不接受斯大

林开出的严苛条件 ，或指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交换利益 ，多少都有为蒋介石开脱责任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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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素有
“

东洋史
”

研究的学术传统 ，故对外蒙古独立问题上 ， 日 本学者多不受限于 中 日 战争的大

框架 ，
而是关注 日本与蒙古 、新疆及苏联的关系 ，并能研读俄蒙文等多语言史料 ，

积极与蒙古学者进

行交流 ，
使其视角与观点往往有别于两岸学界 ，可为他山之石

，或可补充缺漏之处。
？

分析过去的研究成果 ，可见两岸学界因各 自意识形态观念与冷战因素的双重影响 ，对外蒙古独

立及抗战时期的 中苏关系的看法呈现两极化 。 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 ，
两岸学界大多认为国 民政

府不了解 《雅尔塔协定》 的真正内容 ，
直到与苏联谈判前不久始知真相 ，

才会对外蒙古问题毫无准

备 ’从而仓促签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 近 1 0 年来 ，受惠于《蒋介石 日 记》 、

“

外交部
”

档案 、美国国

务院外交档案 、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及苏联解密档案陆续开放 ，对外蒙古独

立问题也有新的实证成果纷纷面世 ，
可供参考 。

② 如王永祥利用苏联的俄文档案 ，分析中 、美 、 日 、

苏四方对 《雅尔塔协定》 的认识 、谈判过程及其多方影响
；
栾景河利用俄罗斯档案馆的 中苏会谈档

案 ，
还原了斯大林与宋子文谈判的细节 ；

王建朗利用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 ，
重新检讨《 中

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 的争议之处 ；
杨奎松利用 《蒋介石 日记》分析蒋介石对外蒙独立运动的看法 、

与苏联谈判的底线及其对 《雅尔塔协定》 的处置 ；
吉 田丰子根据多种原始档案 ， 观察中 、美 、苏三方

对外蒙古主权地位的态度 ，并分析国 民政府对《雅尔塔协定 》的应对 ’从而提出 国民政府很早就打

算将外蒙古问题作为 中苏妥协的筹码 。
③ 这些成果多有新论 ，为本文 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

础 。 因此 ，本文以《蒋介石 日 记》 、 《顾维钧回忆录》 、 《王世杰 日记》 、 《傅秉常 日记》与
“

外交部
”

档案

为研究基础 ，
以 1 9 4 5 年的外蒙古问题为 中心 ，先简述外蒙独立运动的背景 、发展及蒙古人民共和国

（ 即 1 9 2 4 年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
不是指 1 9 9 2 年改制 的蒙古国 。 为节省篇幅 ，本文简称为

“

外蒙

古
”

） 的建立过程 ；
其次 ，讨论国 民政府如何处理 《雅尔塔协定》 、外蒙古独立及 中苏谈判的外交折

冲 ；再次 ，探论在苏联压力下 ，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的 战略考虑 、决策经过及 自我辩解 ；
最后分析外蒙

古公投独立后衍生的外交冲突与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进而讨论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 台湾当局对外

蒙古独立问题的解释 、

“

控苏案
”

的后续发展及其影响 。

二
、 《雅尔塔协定》与国 民政府的外交攻防

外蒙古独立之势起于辛亥革命 ，
先得到沙俄支持 ，

后受到苏联暗助 ，
使北洋政府投鼠忌器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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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蒙古用兵 ，只能透过外交谈判 ， 审时度势 ，收回主权 。
① 北洋政府的努力 ， 曾

一度让外蒙古宣布

取消 自治 、重新归属 中国？ ，但因皖系倒台 、徐树铮败走 ，外蒙古成立了蒙古人民政府 ， 由蒙古人 民

党掌握政权 。 该政权仍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 图八世为君主 ，并与苏联订立 了 《苏蒙修好条约》 ，互

相承认为合法政府 。
③ 对此 ，正在进行第

一

次直奉战争的北洋政府无暇旁顾 ，但发布声明 ，
不承认

外蒙古独立的合法性 ，频频要求苏联撤军④ ，
但苏联却坚持外蒙古问题应按 1 9 1 5 年 《 中俄蒙协约》

办理 ，外蒙古实行 自治 ，
否则绝不撤军 。

1 9 2 4 年 5 月 3 1 日
，
北洋政府与苏联签署 《 中俄解决悬案大

纲协定》 ，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 国的
一部分 ，重新确定了 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

⑤ 但《 中俄解决悬案

大纲协定 》并未完全商定详细办法 ，
也未真正落实大纲 内容⑥ ， 中苏双方约定再议 ，再加上哲布尊丹

巴突然去世 ，外蒙古当局趁机扫除外蒙古王公的势力 ，于 1 9 2 4 年 1 1 月 2 6 日 废除君主立宪制 ， 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蒙关系 日益紧密 。
⑦ 1 9 2 6 年 4 月 内阁总理段祺瑞下台后 ，

北洋政府主张反苏反

共 ，遂使中苏会议宣告延期 ，未能明确解决包括外蒙古问题在内的 中苏悬案⑧ ，苏联将外交重心转

往南方的 国民政府 ，无视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协助外蒙古通 邮通航 ’严重损害 中国 的利权 ，

引起北洋政府强烈抗议 。
？ 苏联却一概否认 ，指责北洋政府无事生非 ，

还辩称苏蒙互通邮政本是正

当邮务联络之需 ，
而中 国大多数省份皆能发行本省钞票 ，

不独外蒙古为然 。⑩ 对苏联的狡辩 ，
北洋

政府明知有假 ，但因缺乏制裁苏联的实力 ， 只能莫可奈何 。

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南京国民政府延续北洋政府的
“

拖延外交
”

策略 ，始终不承认其合法性
，

并在《训政时期约法》中规定
“

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 、西藏
”

，反复强调
‘ ‘

中华民族
”

的概念 ，试图充

实国力后再寻机收回外蒙古主权 。
？ 然因抗 日 战争之累 ， 国民政府无力顾及外蒙古 ， 只能放任蒙古人

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苏蒙协定》 ，仅只抗议 ，重申 中国拥有外蒙古主权。 在蒋介石看来 ，与苏联缔结同

盟比抗议《苏蒙协定》更为重要 ，所以国 民政府抗议苏联无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时 ，

“

词句不甚严重 ， 留

有余地
”

，蒋介石也命令陈立夫暗中推动
“

联苏和共
”

的计划 ，希望苏联能与国民政府同盟 、联手抗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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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2 年版
， 第 1

－

4 7 页 。

② 李毓澍 ： 《外蒙古撤治 问 题》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7 6 年版 ， 第 4 5—1 6 页 。

③ 苏联科学院 、 蒙古人民共和 国科学委员会合编
，

巴根等译 ： 《蒙古人民共和 国通史》
，
科学 出版社 1 9 5 8 年版

，
第 2 8 1

—

2 8 2 页 。

④ 《苏联在 外蒙撤退红军 事 由》 （
1 9 2 5 年 3 月 8 曰

）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

0 4
— 0 2

—

0 0 4
—

0 4
—

0 0 1／ 3 0

⑤ 吕秋文 ： 《俄 国对外 蒙阴谋得逞原因之研究》 ， 第 2 2
—

2 9 页 。

⑥ 李嘉谷 ： 《略论 苏联对 〈 中俄解决悬案 大纲协定 〉的 态度 》 ， 《 山 西师范大学学报 》 1 9 9 0 年第 2 期
， 第 8 5 页 。

⑦ 石源华
： 《
近代 中 国周边外交史论》 ，上海辞书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1
2

1

—

1
2 4 頁 。

⑧ 石源华 ： 《近代 中 国周边外交史论》 ， 第 1 2 4 页
。

⑨ 《苏联开办下乌金斯克及库伦间航空邮班有违 中俄协定即向该国政府声 明抗议并呈复由 》 （
1 9 2 8 年 5 月 1 8 日

）
， 台 北

，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
0 3
—

0 2
￣

0 3 5
￣

0 8
￣

0 0 9 ／3 7
—

3 9
。

⑩ 《 关于抗议俄 国承认外 蒙设立邮政及远 东银行代兑蒙古纸 币 事抄 录苏外部复文请鉴核 由 》 （
1 9 2 8 年 4 月 1 6 曰 ） ， 台 北 ，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北 洋政府外交部 档案
，

0 3 

—

0 2
￣ 0 3 5

￣

0 8
—

0 0 4／ 1 2
—

1 3
；
《 关于外 蒙发行 邮票事抄送邮局呈文等件请

察核 由 》 （
1 9 2 8 年 5 月 2 5 曰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 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

0 3
—

0 2
￣ 0 3 5

＂￣

0 8
￣

0 1 0／ 4 1
—

1 2 。

？ 广 州 国 民政府正在
“

联俄容共
”

期间 ，对 苏联不撤兵 与 外蒙古地位 问题 ， 态庋 暧昧 ，论点分歧 ，
如 蒋介石在访 苏 回程谈道 ：

“

如果 蒙古想独立 ， 那需要我们承认 ，
需要我们给 予它独立 ，

而不 是它 自 己承认 自 己 。

”

参见 中 共中 央党 史研 究室第 一研究部译《联

共 （布 ） 、共产国 际 与 中 国 国 民革命运动 （ 丨 9 2 0
—

1 9 2 5
） 》 ，
北京 图 书馆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3 8 3 页 。 等到北伐统一后 ， 南京 国民政府

设立 蒙藏委员会 ，
统筹管理蒙藏 民族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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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编

，

“

政治
”

（
2

）
，
江 苏

古籍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2 6 9

—

2 7 4 页 。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
——对 日 抗战 时期 》 第 6 编

，

“

傀儡组织
”

（
2

）
，
台北

，

中 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 会党史委 员会 1
9 8

1 年版 ， 第 3 0 4
—

3 0 7 页 。

？ 《蒋 中正致程天放转李融清Ｗ 月庚电 》 （
1 9 3 6 年 4 月 8 日 ）

，
台北

，

“

国 史馆
”

藏
，

微缩胶卷 《 蒋 中
正总洗档案 ． 革命 文献拓

影 ． 统一 时期 》 第 3 2 卷
，
第 2 7 4 頁 。

1 2 6





尤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 的外蒙古独 立 问题

后来 ， 当苏联与 日本签订《苏 日 中立条约》时 ，

“

联苏和共
”

的计划全盘落空 ，故蒋介石要求外交部发

表强硬声明 ，
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古均为中华民国领土 ， 中 国政府与人民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

中 国领土与行政权完整的任何约束 ， 中 国必将收复失地 ，恢复外蒙古与中 国东北的主权① ，并向美

国 总统罗斯福表示 ， 中国绝不放弃恢复东北的决心 ，如此才能确保新疆 、西藏 ，
也才能重新收回外蒙

古主权 。
②

1 9 4 3 年 1 1 月 的开罗会议为中 国的艰苦抗战进一步打开了局面 。 国民政府得到了军事支持与

物资援助 ，
也解决了 台湾与澎湖列岛归还中 国 、朝鲜独立等问题 ，更为过去被视为悬案的外蒙古 、西

藏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谈判的平台 。
③ 可是 ，在这段时间里 ， 国民政府只能透过苏联的管道 ，得到外

蒙古的消息 ，可见外蒙古已形 同苏联的被保护国 。
④ 蒋介石知道外蒙古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 ，非得

苏联同意 ， 中 国才可能恢复外蒙古主权 ，遂以大连为 自 由港作条件 ，试图与苏联进行交换。 在德黑

兰会议上 ，美国罗斯福总统曾询问斯大林外蒙古问题 ，斯大林当时表示外蒙古为游牧民族 ，与苏联

国情不同 ，管理不易 ，苏军不想久占外蒙古⑤ ，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大感兴奋 ， 以为外蒙古收复有望 。

可惜 ，事与愿违 ，
1 9 4 4 年

“

新疆事件
＂

引 发的冲突 ，
使中苏两 国又进一步争执 《苏蒙协定》 中的外蒙

古主权问题 ，再加上
“

史迪威事件
”

带来的恶劣影响 ，使中美关系陷人低潮？ ， 同盟国之间 的裂痕 日

益明显 。 1 9 4 5 年 2 月 4 日至 1 1 日 的雅尔塔会议上 ，
罗斯福 、丘吉尔与斯大林议定 了击败德国的联

合军事计划 、组建联合国及战后欧洲的善后 问题 。 2 月 8 日 、
1 0 日 的会谈中 ， 美方为了苏联对 日

参战问题 ，同意大连作为国际共管的 自 由港 ，
苏联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 中长铁路由 中苏两 国

共同管理 ，并对外蒙古现状问题采取保留态度 ， 希望能先征求蒋介石的意见 ，再由中苏两 国直接

谈判 。
⑦

雅尔塔会议召开以前 ，
蒋介石已准备派宋子文访问苏联 ，

但在拟定访苏提案时 ，
不确定是否应

提出外蒙古问题 ，是否重提《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及朝鲜问题 ，亦无法估算这三项提案的利弊 。
⑧ 雅

尔塔会议后不久 ，蒋介石得知苏联参加对 日 战争将延至 1 9 4 5 年 5 月 以后 ，便
一

再推迟宋子文访苏

之行的时间 ，蒋预估苏联会提出损害中 国主权的要求 ，担心罗斯福
“

与英 、俄协以谋我乎
”

？
，
于是委

① 秦孝仪总编纂 ： 《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 第 4 卷下册 ，
1 9 4 1 年 4 月 1 4 Ｈ

，
台北 ， 中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会党史委 员会 1 9 7 8

年版 ， 第 6 7 1
＾

6 7 2 页 。 《蒋介石论苏 曰 中立条约》 （ 1 9 4 1 年 4 月 2 4 曰
）

， 薛衔天主 编 ： 《 中 苏 国家关 系 史资料汇编 （ 1 9 3 3
—

1 9 4 5
）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3 7 6

—

3 8
1 页 。 《 蒋介石告全国 军民书 》 ，重庆 《 中央 日报》 ，

1 9？ 年 9 月 1
8 日 ， 第 1 版 。

② 周 美华编 注
： 《 蒋 中正总统档 案 ？ 事略稿本 》 （

4 7 ） ， 1
9 4 1 年 1 2 月 6 曰 ， 台 北

，

‘ ‘

国 史馆
”

2 0 0 3 年版 ， 第 5 9 5 页 。

③ 秦孝仪总编幕 ：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 第 5 卷上册 ，
1 9 4 3 年 1 1 月 2 6 日 ， 台 北

，
中国 国 民党 中央委员会党 史委员 会 1 9 7 8

年版 ， 第 4 4 2—Ｗ 3 页 。 张祖菱 ： 《蒋介石与 战时外交研究 （ 1 9 3 1
—

1 9 4 5
） 》 ，
浙江大 学 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第 1 2 8 页 。

④ 《外 蒙古对苏军援助物资事 》 （
1 9 4 4 年 7 月 1 2 曰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国 民政府外交部档案 ，

0 4
￣ 0 2

—

0 0 4
—

0 2
—

0 1 5 ／ 7 5
 ｏ

⑤ 王建朗 ： 《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版图构 想的演变》 ，黄 自 进 、潘光 哲主编 ： 《蒋介石与现代 中 国的形 塑》第 丨 册
， 第 2 3 2 页 。

⑥ 吉 田丰子 ： 《 国 民政府对雅尔 塔
“

密约
”

之应对与 蒙古问题 》 ， 吴景平编 ：
《 宋子 文生平与 资料文献研 究》 ， 第 3 4 5 页 。 梁敬

諄
： 《史迪威事件 》 ，

台北
，
台 湾商务 印书馆 1 9 7 3 年版

， 第 2 7 9
—

2 9 4 页 。

⑦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 ｓ
（
ＦＲＵＳ

） ，
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ｔＭａｌ ｔａ ａｎ ｄＹａｌ ｔａ

， 1 9 4 5 （ Ｗａ ｓｈｉ ｎ
ｇ

ｔｏｎ
：
Ｕ ．Ｓ．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

ｇ

Ｏｆｆｉｃｅ
，

1 9 4 5
） ， ｐｐ

． 5 6 7
，
8 9 4

－

8 9 7 ，
9 8 4 ． 王永祥 ： 《雅 尔达密约 与 中 苏 曰 苏关系 》 ，第 3 3

—

7 1 苋 。 值得注意的是 ，
吉 田丰 子指 出 2 月 1

0

曰 讨论外蒙古现 n 时 ， 用的是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 
ｆｆｌ ｔ／Ｓ ，

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ａ ｌ
Ｍａｌｔａ ａｎｄＹａｌ ｔａ ， 1 9 4 5 ，

ｐ
．
 8 9 6 ）

，

而  2 月 1 1曰 定稿 时却 使 用ｓｈａ ｌｌｂｅ

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ａｔ Ｍａｌ ｔａａｎｄＹａｌ
ｔａ

， 1 9 4 5 ，

ｐ
．
 9 8 4

） ， 两者有语气与情境 的差异 ，
使未定之事 变得既成 事实 。 吉 田丰子 ： 《 国 民政府

对雅 尔塔
“

密约
”

之应对与 蒙古 问题》 ，
吴景平编

： 《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 》 ， 第 3 5 0 页 。 吉 田误写为 2 月 2 1 日 定稿 ，应 为 2 月

1 1 日 。

⑧ 《 蒋介石 日记》 （ 手稿 ）
，

1 9 4 5 年 2 月 1 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 案馆藏 ， 下 同 。 感谢陈红 民教授惠赠 1
9 4 5 年上半年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的手抄件 。

⑨ 《 蒋介石 曰 记
》 （
手稿 ） ，

1 9 4 5 年 2 月 8 曰 0

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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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 Ｐａｔｒｉ ｃｋＨｕｒｌｅ
ｙ ） 、中 国驻美大使魏道明 、驻英大使顾维钧多方打听美英两国

的态度 ，
还密令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馆方面进行多次密谈 ，欲试探雅尔塔会议的交易内容 。

？ 顾

维钧多方打听 ，却无所获 ，只知道英国的观点是
“

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问题不能迅速解决 ，苏俄

早晚会进行干预 ，特别是在介人对 日 战争之后 。 苏俄的干预不仅对中 国不利 ，而且也会使中 国的盟

友英国感到头痛
”

。
② 驻苏大使傅秉常也透过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 （

Ｗｉ 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ｒｉｍａｎ
） ，
探问雅尔

塔会议详情
，但哈里曼却说会议上没有讨论远东事件 ，使傅秉常未能探得更具体的 内情 。

③ 傅秉常

与顾维钧传回的情报 ，让蒋介石察觉到
“

其中必有难言之内容
，未能尽以告我者

”

④
，遂推测苏联可

能对东北 、旅大 、中共问题提出要求 ，深感焦虑 ，甚至认为
“

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 ，
已造成第三次

世界大战之祸 因
”

。
⑤

顾维钧 回国后 ，
蒋介石立 即召见 ，询问其对国际情势的观察 ，

尤其注重美英合作情况与苏联对

华态度两个问题 。 顾维钧的国际情势分析？ ，与蒋介石
“

在渝所想象者完全相反
”

，而蒋介石仍坚持

己见 ，认为 自 己 的看法没有问题 。
⑦ 不过 ，蒋介石与顾维钧都认为 ，按照美方人员不肯提供会议全

部内容的情况 ，雅尔塔会议肯定有不欲中国知之的秘密协定 ’必须尽快探查 ，并制定美苏平衡的政

策 ，避免得罪美苏两国 。
⑧ 3 月 1 2 日

，魏道明与罗斯福总统会晤 ，询问雅尔塔会议有关中 国的事项 。

罗斯福的 回答 ，多有隐瞒 ，且对外蒙古问题太过乐观 ，认为外蒙古的主权仍属于 中国 ，应无太大问

题 。 魏道明立 即电呈蒋介石 ：

ｔ

总统谓 ：伊避免正 式提及此事 ， 以 免敌人注意 ； 但史达林对远 东战 争态度 ， 较在德黑 兰 时为

肯定 ， 关 于远东 问 题 ， 史提三 点 ： （

一

） 维持外蒙古现状 。 （ 二 ） 满 洲 铁路所有权属 中 国
，
但业务

管理 ，
宜有 一种 委托制 度 。 （

三
） 苏联希望在 海参崴 以 南 ，获得一温水军港 ， 如 旅顺 或其 附近之

港 。 罗 总统意见谓 ： （

一

） 维持外 蒙古现状 ，
主权仍属 中 国 。 似无 问 题 。 （

二
） 南 满铁路要在 主

权属 于 中 国 ， 业务管理在增进效率 。 职 询所谓 委托制度若何？ 伊答 ： 大 约 由 三 方 组织 之 ，

一为

中 国代表 ，

一为 苏联代表 ，

一或 为美 国代表 ， 均 当 为铁路专家 。 关 于第 三 点 军 港 问题 ，伊谓此 完

全为 一新 问题 ，
而在前所谈大连 办法之外 ，伊 当答复 史 氏谓 ： 此为 将来 之 问题 ， 无须太急 ，伊 可

与 钧座商之 ， 中 国 态度 向极合理 ， 想 当 不 难获得适 当解决 。
？

魏道明的报告虽未能探清内情 ，但至少让蒋介石可以推测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并准备对旅顺租

借之议采取抵制态度 。
⑩ 值得注意的是 ，蒋介石起初并不把外蒙古问题放在心上 ，认为外蒙古只是

保持现状 ，其主权仍属中 国 ，
反而关注旅顺租借问题 ，可知蒋介石当时还不了解情况 ，

只希望确保旅

①如平 ： 《 蒋经国 与 1 9 4 5 年 中苏条 约的谈判 》 ，
《抗 曰 战争研究 》 2 0 1 2 年第 1 期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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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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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书局 2 0 1 3 年版

，
第 4 3 6 页 。

③ 傅 秉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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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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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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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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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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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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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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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蒋介石 日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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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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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1 9 4 5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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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 罗斯福 的不满

等事 ，并指出英 国 对美 国势力渗入中 东 而忧心忡 忡 ，而 苏联也担心 中 国将成为 美 国的 工具 ， 除非 中 国能表现 自 己 的独立 外交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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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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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1 9 4 5 年 3 月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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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 的 外蒙古独 立 问题

顺不再为苏联租借地 。 从熊式辉 、蒋介石 、吴鼎 昌 、王世杰讨论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之过程 ，
可知他们

真以为外蒙古主权仍属中 国 ，故不用过多讨论 。
？ 在这场讨论中 ，

蒋介石推测美苏两国对华政策及

其未来规划有几项重点 ： （

一

）外蒙古问题 ，并认为外蒙古就算不能归还 中国 ，但外蒙古主权仍属中

国 ； （
二 ） 中长铁路共管 ； （ 三 ）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 ； （ 四 ）新疆问题 。 考量到国 民政府面临的困难 ，

如果顺应了美国的安排 ， 中国可换得 2 0 年的安宁 ，用 以建设国家 。
② 但熊式辉反对蒋介石的观点 ，

指出中 国既无法保全旅顺 ，徒启 苏联觊觎之心 ，不如将旅顺充作国际军港 ，与美苏共用 ，借以遏制苏

联贪欲 。 而在东北问题上 ，美国未必肯为中 国牺牲士兵 ， 苏联由陆空夹击东北 ，肯定 比美国先占领

东北 ，届时可能为中 国共产党制造第二个
“

满洲 国
”

。
③ 因此 ，蒋介石反复考虑后 ，终于在 4 月 5 日

做出决定 ：

“

关于旅顺问题 ， 宁可被俄强权占领 ，
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 。 此不仅旅顺如

此 ，无论外蒙 、新疆或东三省 ，被其武力 占领而不退 ，则我亦惟有 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
”

，

“

今 日

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 ，则深信将来后世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 、行政主权之一 日
”

。
④

蒋介石虽意识到美苏之间的密约 ，
但仍迫切希望苏联早 日 加人对 日 作战的行列 ，

以减轻中 国战

区的压力 ，
故对苏联宣布废除《苏 日 中立条约 》 ，大感兴奋 ，

认为
“

此乃世界战局
一

大转变也
”

。 从蒋

经国与苏联使馆秘书的多次谈话中 ，蒋推论苏联对华政策必有改变 ，可能
“

变威逼为怀柔
”

，所以苏

联才会频频对 国民政府示好 ，
还热情邀请蒋经国秘密赴俄访问 。

⑤ 鉴于苏联的态度变化 ’蒋介石对

苏政策亦有调整 ，定下几项注意事项 ，如承认开罗会议宣言 、 中苏互不干涉内政 、收回新疆与东三省

主权领土 、 中国 自动承认外蒙古 自治⑥ ，事先为中苏两国签订互助协定做好准备 ，
也避免苏联离间 ，

引起英美猜忌 。 同时 ，蒋介石就清代ｇ疆政策咨询戴季陶 ’准备参照清代管理蒙藏的方法 ，给予蒙

古 、西藏 自治权 ，并先派员进人蒙藏接洽 ，取得蒙藏谅解 ，再由政府宣布其为 自治区。
⑦ 至于新疆问

题 ，
蒋介石则派出蒋经国与苏联驻新疆领事会谈 ，从而得知苏联亟欲与国府签订中苏互助协定 ，

并

欲以政治手段解决伊犁叛乱事件 ，苏联只求与新疆有经济上的合作关系 ，
而没有侵占领土 的野

心 。
⑧ 驻苏大使傅秉常注意到英 、美与苏联间对德国投降手续互不相让 、互相争功的情况⑨ ，从而

推断同盟 国早晚分裂 ，对中国或有不利 。

为了探查雅尔塔会议的更多 内情 ，蒋介石派出宋子文为中 国代表团 团长 出席旧金 山召开的联

合国制宪大会 ，并由宋子文发电询问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 （ Ｈａｒｒｙ
Ｈｏｐｋｉｎｓ ） ，希望赴美讨论

“

雅尔塔会议
”

的情况 。
⑩ 4 月 1 3 日

，
宋子文抵达华盛顿后 ，先以特使身份代表蒋介石参加罗斯福

的丧礼 ，再与霍普金斯会晤 ，
商谈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提 出 的诸多要求 ，并与国务卿斯退汀纽斯

（
ＥｄｗａｒｄＳｔｅｔｔｉｎｉｕｓ

）会晤 ，继续请求美国向 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 ，
说明 国民政府执政对美 国作战

的必要性 。
？ 与 国务卿等人会谈之后 ，宋子文立 即致 电蒋介石 ，指 出罗斯福去世后 ， 杜鲁门 总统对

① 熊式辉 ： 《海桑集一熊式辉回忆 录（
1 9 0 7
—

1 9 4 9 ） 》 ，
香港

， 明镜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3 8 4 页 。

② 《蒋介石 曰 记 》 （手稿
） ，

1 9 4 5 年 3 月 1 7 曰
，

“

上 星期反省 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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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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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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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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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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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认识较浅 ，
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 ，建议蒋介石加强对美外交活动 。

？ 4 月 2 9 日 ，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向蒋介石透露了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部分内容 ：斯大林承认朝鲜独立、要求苏联享有

1 9 0 4 年以前对旅顺与中东铁路的旧特权、外蒙古现状不变等三事 ， 欲征求蒋介石的 同意 ，这使蒋介

石发现魏道明先前报告三国共管 中东铁路之说的错谬 ，
也察觉美国不欲插手中苏谈判 的迹象 。

②

限于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约定 ，
杜鲁门希望赫尔利不要在 6 月 1 5 日前曝光《雅尔塔协定 》 ，所以赫尔

利当时未将《雅尔塔协定》全盘托出 ， 只向蒋介石说这些消息
“

系根据罗 氏 口头及当时罗 、史谈话记

录
”

。
③ 由此可知 ，杜鲁 门继任美国总统后 ，仍继续罗斯福定下的远东政策 ，并认为苏联参战能减少

美军伤亡 ，极大缩短战争时间 ，故美国有必要事先与苏联在远东达成默契 ，主动履行《雅尔塔协定》

的条款 。 在美苏互相利用 、互相妥协的情况下 ，美国决定抽身离开 ，让中 国独 自与苏联谈判 ，使蒋介

石试图争取美方支持 、抵制苏联的希望落空 。

为了缓和美国介人国共斗争而带给蒋介石的压力 ，赫尔利也转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表示美方

不接济中共军队 ，认定其为武装政党 ，这等于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支持国 民党 ，维护 国 民政府的政

权 。 虽然如此 ，
蒋介石仍相当悲观 ，

认为赫尔利等人要求速与中国共产党妥协 、编并军队至 8 0 个师

等事
“

皆强人所不可能之事 ，
否则 只有中国 内乱 ，

以速崩溃而巳
”

。
？ 尤其是国民党内许多领袖对国

共关系焦虑不安 ，党 内上下反应强烈⑤ ，
使蒋介石不得不将雅尔塔会议 、 中苏互助协定与共产党谈

判三事结合起来 ，并认为中共问题为最为紧急的危机 ，
必须尽快解决 ，否则将引发中国 内乱 。 根据

赫尔利的消息 ，蒋介石开始征询众人的意见 ，如顾维钧建议 ， 中 国必须特别注意斯大林欲租借旅顺

的要求 ，

一

旦中 国同意斯大林的要求 ，势将弓
丨起其他国家纷起效仿 ，

不如把亚洲其他地区的若干港

口 国际化 ，或建议将朝鲜若干海港指定为国际港 口 ，用 以交换苏联欲租借旅顺的要求 。
？ 此外 ，苏

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也告诉蒋经国 中苏两国合作抗 日 的条件 ：对 日战事 由 中苏两 国解决 ，
不要其他

国家参加东北战场 ， 以此换得苏联绝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
⑦

5 月 2 1 日 ，赫尔利违反了杜鲁 门的命令 ， 向蒋介石详述了 《雅尔塔协定 》的内容 ，蒋介石立即命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王世杰电告远在美国 的宋子文 ，让他想办法面见杜鲁 门 ，陈述中 国的立场 ，

希望杜鲁门能坚持远东政策 ，保持中 国领土 、主权及行政完整 。
⑧ 6 月 9 日 ，宋子文透过斯退汀纽斯

的渠道 ，与杜鲁 门会晤 ，杜鲁门将《雅尔塔协定 》 内容告知宋子文 ，并表示 自 己将支持罗斯福与斯大

林所达成的协定 ’
还两次提醒宋子文保密 ，暂时不要将协定 内容电告蒋介石 ，

以 防泄密 。
？ 宋子文

虽 向美国总统参谋长李海 （
Ｗｉ ｌｌｉａｍＬｅａｈｙ ） 、代国务卿格鲁 （

ＪｏｓｅｐｈＧｒｅｗ ） 等人 ， 重申外蒙古问题暂

予搁置 、中 国拥有大连与旅顺主权 、反对外国在中 国驻兵等主张 ，但美方却无视宋子文的抗议 ，
只强

调美国政府支持雅尔塔会议的各项协定 。
⑩ 而在蒋经国的交涉下 ，

蒋介石也得知 中苏协定的五项

①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对 曰 抗战时期 》 第 3 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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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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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 的 外蒙古独 立 问题

先决条件 ，并严肃向苏方说明中 国无法租借旅顺的原因 ，苏方也不作正面回复 ，表示先等候指示 、再

予协商 。
？ 对此 ，

蒋介石希望美国能从中协调 ，制约苏联的行动 ， 曾 向赫尔利提议美国可否作为第

三方加人中苏两国 的协议 ，美国亦享有使用旅顺港的权利 。
② 但美国始终讳莫如深 ，直到 6 月 1 5

日杜鲁门就职总统后 ，美国才正式照会蒋介石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协议③ ，并建议蒋介石尽快与苏联

交涉 ，让蒋介石陷人了 困境 。 因为美国是国 民政府最重要的盟邦 ，却
一

直热衷推动 国共和谈 ，更希

望中 国尽快与苏联谈判签约 ，让苏联投人远东战场 ， 降低美国的损失 。 而蒋介石若想在国共斗争中

获胜 ’就必须要有美国的援助 ，也要争取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不占有东北与新疆的保证 ，而外蒙

古就是
一

个争取斯大林承诺的筹码 。
④

三
、 中苏谈判与《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杜鲁门对中苏问题袖手旁观的态度 ，让中 国只得独 自对苏谈判 。 蒋介石频频与赫尔利 、 王世

杰 、孙科等人讨论 ，认为 中苏谈判将以旅顺问题为讨论重点 ，希望能尽量保全中 国主权 ，只允许苏联

与 中国共同使用旅顺⑤ ，

“

如其果必欲用租借而不许我共同使用 ，则余必坚决拒绝 ，
宁使其无理强占

我东北 ，决不订此丧权辱国之条件也
”

⑥
，甚至王世杰还建议

“

即请朝鲜以
一海港租与苏联 ， 中 国以

间岛之
一

部让予朝鲜
”

⑦的方案 ，试图将《雅尔塔协定》对中 国 的负面影响尽量减低 。 熊式辉
一

针

见血地指出 ，美国 同意 《雅尔塔协定》的 目的 即换取苏联参战 ，中 国无法拒绝 《雅尔塔协定》 ，但最好

能一并解决中共与新疆问题 ， 才能换取国 内真正统一及与苏联 1 0 年 以上的和平 ，这样中 国认可

《雅尔塔协定》也犹有可说 ， 不算吃亏 。
⑧ 经多 日 的讨论与权衡后 ，蒋介石终于决定 了对苏交涉的

要点 ：

甲 、 丨
日 日 辽东半 岛 租借地 区 之范 围

；
乙 、 只 要行政权不 失 ，则 技术人 员 可聘俄人助理

；
丙 、 中

共 问题必须 明 白提 出
，
如其能 将军 政权交还 中 央

，
则可 允其参加政府

，
否则 当 视 为叛变之军 队 ，

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
；
丁 、新疆 问题亦须提 出 ， 伊宁 、伊犁 必须 收 复 ，俄 国 不 可再予叛部 以

武器之接济 ， 如此则 新疆经济乃可 与 俄国 完全合作 ；戊 、东 北铁路 ，俄 国 运兵 必 须 事 先商定 ， 而

且 中途不 得下车停 留 ；
己 、必须将 帝俄时代所订 已过时期之条约 （ 而且失效 ） 及其精神 扫 除 ，

而

根据十 三年北京新 约 ，协商新 约
；
庚 、外 蒙可 予 以 高度 自 治 ，在中 国 宗主权之下 ，成立 自 治政府 ，

其权限可 予俄 国 宪法上所规定之各 苏维埃权限 相 同 。
？

① 《蒋介石 曰记》 （
手稿 ） ， 1 9 4 5 年 6 月 1 2 曰

；秦孝仪总编幕 ： 《总统 蒋公大事 长编初稿 》第 5 卷 下册 ，
丨

5Ｗ 5 年 6 月 1 2 曰
，第

7 2 3
—

7 2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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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秦孝仪总编纂 ： 《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第 5 卷下册 ，

1 9 4 5 年 6 月 1
5 曰

，第 7 2 7
—

7 2 8 页 。

④ 《蒋主席本 日致 函 苏联史达林元帅告 以将 派行政院宋院长访苏
，商谈两 国 间各种重要问题》 （

1 9 4 5 年 6 月 2 6 曰 ）
，
陈志奇

辑编 ： 《中 华民 国 外交史料汇编》 第 1 4 册
，
第 6 8 7 8 页 。

⑤ 《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1 9 4 5 年 6 月 9 曰
，

“

上星期反省录
”

；

1 9 4 5 年 6 月 1 2 曰 、
6 月 1 3 曰 、

6 月 1 4 曰 。

⑥ 《蒋介石 日记》
（
手稿 ）

，

1 9 4 5 年 6 月 1 7 曰 。

⑦ 王 Ｉｋ
？

杰 ： 《王世杰 曰 记 》
上册

，

1 9 4 5 年 6 月 2 5 日
， 第 7 0 9 页 。 对王世杰的提议

，
宋子文认为 目 前 恐不易提 出 用

“

间 岛
”

换大

连海港租借权的方案
，
但蒋介石认为 不妨以 此作 为 准备方案 。

⑧ 熊式辉 ： 《海桑集
——熊式辉 回忆录 （

1 9 0 7
—

1 9 4 9 ） 》 ，第 3 8 5 贲 。

⑨ 《蒋介石 日记》 （
手稿 ）

，

1 9 4 5 年 6 月 2 4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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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要点可说是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 ’
可见其态度已不再强硬 ，转而允许原租借俄 日之地区继续

租借苏联 、解除武装的中 国共产党可参加政府 、中长铁路可供苏联运兵 、与苏联签订新约 、外蒙古高

度 自治 ，用以换取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叛乱分子的保证。

6 月 2 6 日
，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 ，告知中 国对 《雅尔塔协定 》的立场 ，并指 出外蒙

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 ，
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 ，

而中 国为外蒙

古的宗主国 ，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 自治权 ，
其外交 、军事皆可独立 自 主 。

？ 蒋介石想搁置外蒙古问

题的原因有二 ：


一是政治 因素 ，
抗 日 战争浴血八年

，
其起因是为了争东三省的领土与主权

，
现在抗 日

战争尚未结束 ，却要放弃外蒙古的主权 ，势必引起民族主义者的舆论攻击 ，使国 民政府陷人困境 。

二是战略因素 ，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
只要控制外蒙古 ，便能威胁苏联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 ，

等于切断苏联东西连结的动脉 ，
而苏联若控制外蒙古 ，苏联红军就能轻易地威胁新疆 、内蒙古及东

北南部 ，甚至可以快速控制华北的政治中心北平 ， 使中 国北方丧失安全屏障。 因此 ，蒋介石希望能

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 ’在名义上维持对外蒙古的影响 。 等到中 国扫除了内忧外患后 ， 国 民政府就

能腾出手来加强控制外蒙古 ，使外蒙古能像 1 9 1 9 年那样主动取消 自治 。

6 月 2 7 日
，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代表团面长 ，率胡世泽 、沈鸿烈 、蒋经国 、 卜道明等人赶赴莫斯

科 。 根据王永祥的研究 ，
可知中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 ，第

一

阶段是 6 月 3 0 日 至 7 月 1 2 日 ， 争论重

点为外蒙古是否独立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 8 月 7 日 至 8 月 1 4 日
，争论重点在外蒙古的疆界划定 、中

长铁路的管理权 、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与大连商港问题 。
② 根据傅秉常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处得

到的情报 ，
可知美国认为此时为中 国与苏联取得谅解的最好机会 ，亦认为苏方要求甚为合理 ，暗示

中 国接受苏方条件 ，希望傅秉常催促宋子文尽快与苏联签约 。
③ 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 ，宋子文偕

胡世泽 、驻苏大使傅秉常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
？ 到 7 月 1 2 日 ，宋子文与斯大林连续举行

六次会谈 ，其中第二次与第三次皆因外蒙古问题不欢而散 ，直到 7 月 9 日 第四次会议时 ，外蒙古问

题才勉强定案 。 斯大林同意在 日 本战败前 ，
不公布外蒙古独立的秘密协议 ，并以外蒙古公民投票的

形式 ，决定其独立问题 ，
避免引起中 国 民众的愤怒。

⑤ 从宋子文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记录可知 ，在

外蒙古问题上 ，斯大林的要求 已远超出 《雅尔塔协定》之内容？ ，尤其是中苏两方对
“

外蒙古之现状

应予维持
”

的认定不同 ，让宋子文相当错愕 ，大感棘手 。 斯大林认定外蒙古的现况即
“

蒙古人民共和

国
”

为一独立国家 ，而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却是
“

外蒙可予以高度 自治
，
在中 国宗主权之下成立 自治

政府
”

。
⑦ 宋子文等人尽可能地维护国家主权 ，斯大林也做出部分让步 ，

如旅顺、大连与中长铁路等利

权都比预想有利于中方 ，但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态度极其坚决 ，指出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

地区的安全屏障 ，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只同意 日本战败后再公布外蒙古独立之事 ，
否则无须再谈 。

⑧

① 秦孝仪总编基 ： 《 总统蒋公大事 长编初稿 》 第 5 卷下册
，

1 9 4 5 年 6 月 2 6 日 ， 第 7 3 8 頁 。

② 王永祥 ： 《雅尔达 密约 与 中 苏 曰 苏关 系 》 ，第 1 1 1
一

〗 ］ 3 页 。

③ 傅秉常 ： 《傅秉 常 日记 （ 1 9 4 5
） 》

，
1
9 4 5 年 6 月 2 8 日

，第 1 4 8 页 。 哈里 曼也提到 ， 因 英国 对华政策与 美 国 不 同
，
恐英 国 抗议

，

加剧 同盟 国之间 的裂痕
，
遂要求傅秉常保密 ， 与 苏谈判之事最好不要让英方知道 ，避免节外生枝 。

④ 《行政院长宋子 文奉派访 苏 本 日 电呈蒋主席报告抵达莫斯科并与 史达林举行初次谈话 附呈与 史 第
一次谈话记录 》

（ 1 9 4 5 年 6 月 3 0 曰 ） ，
陈志奇辑编 ： 《 中华民 国 外交史料汇编 》 第 1 4 册

， 第 6 8 8 1 

—

6 8 8 3 页 。

⑤ 《行政院长 宋子文本 日 电呈 蒋主席报告其与史达林进行第 二次谈话重点为 外蒙独 立及使 用 旅顺 军港等 问题并附 呈二 次

谈话记录 》 （ 1 9 4 5 年 7 月 2 曰 ） ， 陈志奇辑编 ： 《中 华民国外 交史料汇编 》 第 1 4 册 ，第 6 8 9 1
—

6 8 9 3 页 。

⑥ 蒋永敬
： 《 宋子 文史达林 中 苏条约谈判纪 实 （

续一 ） 》 ， 台 北《传记文学 》第 5 3 卷第 5 期
，

1 9 8 8 年
，第 8 1 页 。

⑦ 秦孝仪总编纂 ：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第 5 卷下册 ， 1 9 4 5 年 6 月 2 4  0 ， 第 7 3 2 页 。

⑧ 秦孝仪总编基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 第 5 卷 下册 ， 1 9 4 5 年 7 月 2 曰 ，第 7 4 4
—

7 4 5 页 。 斯大林与 宋子 文对话 内 容
，
详

见栾景河 《抗 战期 间 苏联对 华政策再研究》 ，王建朗 、 栾景 河主编 ： 《近代中 国 、 东 亚与世界》下册 ， 第 8 5 7 页 。

1 3 2




尤 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的 外蒙 古独 立 问题

为打开外蒙古问题的僵局 ，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 了三项方案 ： （

一

）与苏联订约 ， 在中苏 同盟期

间准其在外蒙古驻军 ； （
二

） 予外蒙古高度 自治
； （
三

）授外蒙古军事 、内政 、外交 自 主权 ，但与苏联各

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性质不同 。
① 同时蒋经国受蒋介石命令 ，

以私人身份访问斯大林 ，并询问

他为何坚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 ，欲从中调和双方分歧 。 斯大林指出 ，根据地缘战略 ，外蒙古就是苏

联的军事屏障 ，否则无法保障苏联的国防安全 ，外蒙古独立是
“

为求 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

战后之诚恳合作
”

。
② 蒋经国判断

“

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 ，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问题
”

？
，更是

整个谈判的症结所在 ，斯大林当然不肯退让 ， 否则苏方拒绝再谈 ，协定亦无从成立 。 甚至斯大林向

蒋经国很露骨地说 ：

“

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 ，
而是你要我来帮忙 ，倘使你本国有力量 ， 自 己可以

打 日本 ，我 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 ’还要讲这些话 ，就等于是废话。

”

？

面对斯大林的威吓 ，宋子文也做好了决裂的准备 ，致电询 问蒋介石 ：
万一斯大林坚持中国必须

承认外蒙古独立 ，代表团是否 中止交涉。
⑤ 蒋介石不愿中苏谈判 中止 ，亦不愿失去外蒙古的主权 ，

却也知道宋子文的三种方案并非斯大林所能接受 ，只好弃虚求实 ，用外蒙古问题换取更多的筹码 ，

作为与苏联协商东北 、新疆及 中国共产党问题时的交换条件 。
？ 7 月 5 日

，
蒋介石召集孙科 、邻鲁 、

戴季陶 、 于右任 、吴稚晖 、陈诚等 1 0 多位党国大倍商议中苏谈判 中 的外蒙古问题。 陈立夫 、陈诚主

张外蒙古问题绝不可让步 ，孙科主张可以让外蒙古独立 ，吴鼎 昌 、王世杰则主张外蒙古问题至少应

比照加拿大办法 ，让中国保留宗主权 。
⑦ 经过

一

番争论 ，蒋介石决定采用熊式辉的建议 ， 同意在外

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⑧ ，但中国不能 白 白丢掉外蒙古 ， 必须获得苏联在其他方面的妥协 ，也必须让

美国支持中国抗衡苏联 、收 回东北利权 。
？ 蒋介石指示宋子文 ：

“

若我 国内 （包括东北与新疆 ） 真能

确实统一 ，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 ，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
”

⑩
，
而外蒙古独立的手段

也必须要注意民众的感受 ，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

“

政府遵照三民主义原则 ，
愿 自动提出外蒙问

题 ，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 。 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 ，则政府即正式提请国会 ， 由 国会正

式通过后 ，政府乃正式批准 ，予以独立 ，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以后也 。 此可作为我对苏之诺言 ’惟不能

订立任何秘密协定
”

⑩
，否则不惜停止交涉。

蒋介石给的指示相当暧昧 ，
让宋子文无法探查蒋的真意 ，

所以在 7 月 7 日 的第三次会谈时 ，宋

子文暗讽《雅尔塔协定 》只是美英苏三国交换利益的密约 ，仍坚持 7 月 3 日 所拟的三种方案 ，
与斯

大林的期望落差太大 ，外蒙古问题自然没有进展 。
⑩ 此次会谈不欢而散后 ，宋子文随即准备束装返

国 ， 中止谈判 ，但 7 月 7 日 当晚 ， 宋子文接获蒋介石发来的两封电报 ，指示战后可 以允许外蒙古独

立
，
但苏联必须先答应两项条件 ：

“
一

、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 。 二 、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

共与新疆之
‘

匪
’

乱 ，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
”？

，命宋子文在 7 月 9 日再与斯大林商议外蒙

① 秦孝仪主编 ： 《 中 华民 国 重要史料初编
一对 曰 抗战时期 》 第 3 编 ，

“

战时外交
”

（ 2 ）
， 第 5 9 1 

—

5 9 2 页 。

② 秦孝仪总编幕 ：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 第 5 卷 下册 ， 1 9 4 5 年 7 月 1 0  0 ， 第 7 5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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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问题 ，如无具体结果 ，将断然 中止谈判 。 从 7 月 9 日 第四次会谈的记录看 ，可知宋子文将蒋介石

的指示告知了斯大林 ，斯大林也同意蒋介石提出 的两项条件 ，
逐步展开新疆 、中 国共产党 、东三省 、

外蒙古疆界等其他问题的谈判 。
？ 此时 ， 中苏双方已就外蒙古独立问题达成原则性意见 ，但在如何

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的表达方式上意见并不一致 。 苏联希望中苏签订协定 ，承认外蒙古独立 ；

中 国则希望通过 自 己发表声明同意外蒙古独立。 对斯大林而言 ， 中 国承认外蒙古独立才是重点 ，形

式上的宣布仪式可不必再争 ，听由 中国处理。

在美苏两国互相利用 、互相妥协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无力反抗 ，亦无处说理 ，尤其在外蒙古问题

上只能委 曲求全 ，
努力在此次谈判 中进行最大的利益交换 。 从《蒋介石 日 记》 的记述 中可知 ，蒋介

石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是中 国应利用美苏两 国的对立 ，游移其间
，
便可渔翁得利 ，从美苏两国获

得最大利益 。 他指出外蒙古与旅顺并非中 国立国之重点 ，可暂时放弃此二地 ， 以保全新疆与东北资

源 ，强调
“

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 ，故其不能不以我 国为其对外政策重大之 目标
”

。 在美苏竞争

的情况下 ，
若国 民政府偏重美国或倚赖美国 ，苏联必不择手段 ，使中国无法建设 ，甚至在满蒙边境制

造傀儡政权 ，
使中国再度分裂 ， 因此国民政府

“

对俄政策惟有妥协与谅解之
一

途
＂

。
② 同时 ，

蒋介石

也认为
“

我国实力虽未充足 ，
但是在东亚与太平洋上国际之地位 ，对苏联与英美实已后于举足轻重

之势
”

，
而苏联亦求国 内安定与国防战略 ，

必得旅顺军港与外蒙古 ，故不能不厚交中 国 。 因此 ， 中国

今后的国际政策方针即亲苏联 、联英美 ，利用美苏矛盾与冲突 ，让中 国居间 自重 ，并利用抗战胜利前

后的时间 ，尽快巩固国家统
一

，奠定建设基础 ，
使中 国 自立 自强 ，

苏联就不能不守信重约 。
③

由于苏 、美 、英三国首脑将于 7 月 1 7 日 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 中苏谈判暂时中止 ，等斯大林从波

茨坦回来后 ，再继续谈判 。 而宋子文不愿因外蒙古问题毁掉政治前途 ，所以先回重庆 ，
提出辞呈 ，并

希望王世杰接任其外交部部长的兼职 。 王世杰本不愿 出任 ，经过蒋介石再三劝慰 ， 只好勉强就任 ，

并于 8 月 5 日 随同宋子文赴莫斯科 ，展开第二轮谈判 。
④ 美 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特别重视 中苏谈

判的后续发展 ，赶紧从瑞典飞 回莫斯科待命 ，欲将杜鲁门与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的讨论由傅秉常转

告宋子文 ，并向傅秉常表示英 、美两国都将支持中 国方面的解释 。 对美国驻苏大使的善意 ，傅秉常

相当不以为然 ，认为中苏谈判问题的关键不在三国所签的协定 ，而在于三国对《雅尔塔协定 》的解

释 。 英美两 国只是释出善意 ，根本没有实质的帮助 ， 只不过是卖空人情 ，减轻中国对英美两 国的嫌

恶感 。
⑤

宋子文 、王世杰等人抵达莫斯科后 ，马上开始第二轮谈判 。 由于在第一轮谈判 中 ， 中方同意在

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所以第二轮谈判先讨论的是旅顺军事基地 、大连 自 由港及中 长

铁路问题 。 然而 ，考虑到未来中蒙疆界可能产生领土纠纷 ， 中方坚持外蒙古疆界必须事先勘定 ，

再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 ，
并应根据 中方绘制 的地图 ，

划定 中蒙边界 。 斯大林却不愿讨论边界问

题 ，
也反对用中方出示的地图 ，并主张中方应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 国的现实边界 ，没有理 由从外

蒙古割去任何
一

块土地 。 这使第二轮谈判陷人僵局 。
？ 对此 ，宋子文建议苏联派遣地形绘制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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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 的 外 蒙古独 立 问题

彼得洛夫赴重庆 ，与中 国测绘员共同勘测中蒙边境 。 斯大林仍反对此议 ，
也不愿在换文中作任何关

于疆界的声明 。
① 8 月 1 0 日 ， 日本政府照会瑞士、瑞典驻 日大使 ，表示愿意接受 《波茨坦宣言 》 ， 日

本准备投降 。
？ 中国代表团得知后 ，进行紧急讨论 ，

决定中苏谈判的大原则不变 ，
但为 了限制苏联

军队行动 ，让国军顺利接收东北 ， 中国必须赶紧与苏联签约 ，
万不可在 日本投降后签字 。

③

8 月 1 2 日
，
苏军已挥师进入东三省 ，但中苏谈判尚未落实签约 ，

而蒋介石仍坚持中蒙界线以 中

国地图为根据 ，否则不惜决裂 。
④ 宋子文 、蒋经国等人认为代表团应便宜行事 ’ 赶紧签约 ，

不要再纠

缠疆界 问题 ， 以免节外生枝 ， 中共问题也会再起争议 。 王世杰 、熊式辉却主张按照 中 国地图上的蒙

古界线 ，再发电请示蒋介石 ，请求授予权宜之权 。 但因无法说服代表团 的多数意见 ，
王 、熊两人拂袖

退席 ，
不愿仓促签字 ，将阿尔泰山与哈密

一

部分的国土奉送外蒙古 。
⑤ 最后 ，

王世杰坚持在换文中 ，

列人
“

外蒙疆界应以现有疆界为限
”

之字句 ，并与宋子文合拟电文请示蒋介石
“

授权于予及宋子文

权宜处理
”

。
？ 蒋经 国也三次紧急致电蒋介石 ，力劝从速签约 ，万不可使谈判停止或破裂 ，否则将造

成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之事实 。
⑦ 8 月 1 3 日

，宋子文认为 日 本投降在 即 ， 签订 《 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事不可再拖 ，晚上必须签约 。
王世杰坚持等待蒋介石的复电 ，

否则绝不签字 。 宋子文劝说无效

之下 ，竟让傅秉常找来两枚硬币 ，准备掷币决之 ，让王世杰 、熊式辉愤怒不已 。
⑧ 最后 ，蒋介石复电

让宋子文全权处理 ，同意根据现有边界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
？

对蒋介石来说 ，东北接收问题甚为重要 ，
乃因与中 国共产党 的竞争有密切关系 ，特别是中共根

据地在华北 、华东 ，而 国民党主力部队却远在西南 、西北⑩ ，
使蒋介石担心《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若未

签订 ，苏联将公然盘踞东三省 ，提高苏联暗助中共 、阻碍国民政府接收东三省的可能性 。 在 日本即

将投降 、保全东北的战略考量下 ，蒋介石不再坚持外蒙古边界问题 ，让中 国能赶在 日 本投降之前、顺

利签约 ，借以 限制苏军在中国 战场的行动 。 8 月 1 4 日
， 中苏两 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莫洛托夫签

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同意 日 本战败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投 ，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
？ 王世杰携约

返国后 ，
立即先后向国防最高委员会 、中央常务委员会 、立法院会议 、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 ， 报告

了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订约背景 、议约经过及斯大林给予的承诺 ，
说明代表团同意外蒙古独立公

投的无奈之处 。 由于蒋介石对党内的演讲与 自 我辩解 使该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 、中央常务委员

会皆顺利通过 ，但在孙科掌握的立法院却议论分歧 ，
吕复 、卫挺生等议员均反对外蒙古独立 ，而在国

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里也有若干委员表示不满？ ，
但从国 民党内 的多数意见来看 ，仍认为 《 中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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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同盟条约》具有重要意义 ，保障了东北主权 ，也改善了 中苏关系 ， 有助于国 内走向团结统
一的气

氛 。
？ 事实上 ，正 因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的签订 ，缓和了 国共两党的紧张气氛② ，让中 国共产党

发出愿与国 民政府合作的宣言 ，这也让孙科等人大感欣慰 ，认为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将保证中 国

能享有 3 0 年的和平 ， 中国可利用这段时间休养生息 ，强化国力 。
③

四 、 外蒙古独立后衍生的外交争端

1 9 4 5 年 8 月 1 4 日 ， 日 本照会美 、英 、苏 、 中四 国政府
，
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 ，愿意无条件投

降 ，但苏军已进人东北 ，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之事 ，避免苏联找到借 口
，盘

踞东北 ，阻碍国军的接收行动 。 国 民政府内政部 、外交部 、蒙藏委员会讨论后 ，
决议派 出 内政部常

务次长雷法章率团赴库伦观察投票情况 ，
不干预其公民投票的进行 ，并决定外蒙古边界问题不必

在外蒙古交涉 ，若代表团发现其投票地区超出
“

现在之边界
”

之外时 ，代表团应立即将备忘录 ， 分

别致送苏联与外蒙古 ，对边界问题提出保留意见 。
④ 1 0 月 2 0 日

，
外蒙古当局举行公民投票 ，雷法

章一行人观察库伦市第三、第八区与龙桑姆的投票情形 ，并写有投票分析的详细报告 ， 指出外蒙古

公投采记名投票法 ，选票上须写有姓名 ， 再填写赞成或反对独立 ，其投票结果是 4 9 4 0 7 4 人中 有

4 8 3 2 9 1 人赞成独立 ，

“

无
一

签署于反对栏内者
”

，其他为废票 ，可知外蒙古当局 内部控制甚严 ，与苏

联合作密切 ，

“

而于我 国则 目为邻邦
”

⑤
，情感实甚疏远 。 基于

一面倒的公投结果 ， 国 民政府通过国

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 ，决议承认外蒙古独立 ， 而外蒙古需撤回在 内蒙古的军队。
？ 随后 ，

1 9 4 6 年

1 月 5 日
，
国 民政府发布文告 ，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外交部亦在 1 月 1 3 日 照会外蒙古当局称 ：

“

自今

日 起 ，
由外交部 目前之照会 ，

通知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

”

⑦ 国 民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满足 了外

蒙古当局多年的愿望 ，也符合苏联国家安全的既定利益 。 自此以后 ， 中国彻底失去了外蒙古的主权

与领土 。

1 9 4 6 年 2 月 1 3 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苏龙 甲 布虽得到了 国 民政府外交部将签订中蒙建

交协议的 口头承诺 ，但国 民政府借故拖延 ，始终未与蒙古人民共和 国建立外交关系 ，尤其是 中蒙边

界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使蒙古当局相当不满 。
1 9 4 7 年 6 月 2 日 ，蒙古当 局借 口汉哈部队非法

越过 白特色同山 ，
还捕去蒙兵数名 ，遂要求驻扎在对山胡芝尔特河附近的野营部队在 4 8 小时 内撤

退
，
并交还失踪士兵与马匹 。

6 月 5 日
，外蒙古军队攻击驻守在北塔山 的 中国军队 ， 中蒙双方军队

发生激烈冲突 ，互有伤亡 ，即
“

北塔山事件
”

。
⑧

“

北塔山事件
”

发生后 ， 国民政府认定外蒙古军队受

① 林桶法
： 《战后 中 国的 变局 ：

以 国 民党为 中心的探讨 》 ，
台北

，
台湾 商务印 书馆 2 0 0 3 年版 ， 第 6 5 页 。

② 《祝中 苏友好同盟条约 》 ，
重庆《新 华 日报》 ，

1 9 4 5 年 8 月 2 7 曰
， 第 2 版 。

③ 傅秉常 ： 《傅秉常 曰 记 （ 1 9 4 5 ） 》 ， 1
9 4 5 年 8 月 2 8 曰 ， 第 1 6 6 页

； 《远 交近 亲政策 获初 步成功 孙科院长畅谈 中 苏盟约 》 ， 《 申

报》 ， 1
9 4 5 年 8 月 2 8 日 ， 第 1 张第 1 版

； 《 中 苏友好盟约的观感 》 ，
重庆 《 中央 日报》 ，

1 9 4 5 年 8 月 2 8 Ｈ
， 第 3 版 。

④ 《关 于外蒙公民投票遣派代表前往参观及准备接待外蒙代表 团 办法 》 （ 1 9 4 5 年 9 月 ）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

藏
，

“

外交部
”

档案
，

Ｉ Ｉ 2 ． 1 ／0 0 0 1／ 3 9—？）
。

⑤ 《奉派赴外 蒙古参观公民投票报告书 》 （
1 9 4 5 年 1 1 月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

外 交部
”

档案
，

4 1 7 ／ 0 0 0 7 ／

2 4
、
2 6 。

⑥ 《 第 1 7 9 次会议纪录》 （
1 9 4 5 年 1 2 月 1 7 曰 ）

，
中 国 国 民党中 央委员会党史委 员会编 ： 《 国防最 高委 员会常务会议纪录 》 第 7

册 ， 第 7 2 1 页 。

⑦ 薛衔天主编 ： 《 中 苏 国 家关 系 史资料汇编 （
1 9 4 5
—

1 9 4 9
）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4 3 2 、 4 3 5 页 。

⑧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 日 抗战时期 》 第 7 编 ，

“

战后中 国
”

（
1

） ，
台 北 ， 中 国 国 民党 中 央委 员会党 史委

员会 1 9 8 1 年版 ， 第 7 7 6 頁 。 吉田丰子 ： 《 国 民政府对苏政策 与 北塔山事件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编 ： 《民 国人物与 民 国政

治》 ，
社会科 学文献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3 2 2

—

3 4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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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 的外蒙古 独立 问题

苏联指示 ， 又得到苏联飞机的掩护 ，才会突然攻击北塔山军队 ，亦担心新疆将沦为外蒙古第二① ， 向

苏联外交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公使提出强烈抗议 ，指责外蒙古军队多次侵越中 国边界 ，
无视国

际惯例 ，径 自动用武力 ，攻击中国境内军队 。
② 苏联虽否认有苏联飞机掩护外蒙古军队之事 ，但中

苏两国 已生嫌隙 ，再加上国 民政府反对外蒙古当局加人联合国 ，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 蒋介石推翻

先前对外蒙古独立的声明 ，重申外蒙古乃中 国领土的
一

部分？ ，新闻局局长董显光也代表 国民政府

声明 ：

“

北塔山事件并非寻常边境事件 ，或疆界争执 ，
而系与广泛意义之政治问题有关 。

”

④国内舆论

大肆报道
“

北塔山事件
”

，抗议苏联不遵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并质疑外蒙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 ，

指责外蒙古忘恩负义 ，甘为苏联羽翼 ，坚决反对外蒙古 申请加人联合国 ，甚至鼓动民众推翻外蒙古

公民投票的结果。
⑤

中苏关系和国共斗争始终是蒋介石处理外蒙古问题的主要考量 ，
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签

订是期望战后中国能避免内战 ，
迅速恢复秩序 ，

达到使苏联约束中共并顺利接收东北 的 目 的 ，但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只是斯大林
一

个空洞的承诺 ，让国 民政府未获其利反受其害 。
？ 从

“

北塔山

事件
”

衍生的外交风波 ，可见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 ，对苏联采取强硬外交政策 ，试图通

过反苏行动 ，争取美国 的支持 ，并以美国牵制苏联 ，早 日 获得美国的援助来维持国民政府的统治 。

为了打击苏联 ，引起美国的注意 ， 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徐淑希将外蒙古当局的形象塑造为苏联

的傀儡政权 ，否定蒙古人民共和国主权的独立性 ，抨击外蒙古没有 申请加人联合国的资格 。
⑦ 因

此
，

1 9 4 7 年 8 月 1 8 日 ，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外蒙古人联的 申请。 8 月 2 7 日联合 国安理会开会时 ，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又质疑外蒙古独立投票的公正性 ，反对外蒙古加人联合国 ， 并以
“

北塔山

事件
”

为证据 ，直指苏联在幕后操纵外蒙古当局 ，使中 国的主权受到侵害 ，

“

当适当时机到来之后 ，

我国政府有从事进
一

步观察的权利
＂

。
⑧ 此举引起苏联向联合 国大会提出抗议 ， 出面为外蒙古当局

辩护 ，声明外蒙古是
一

独立 国家 ，绝非苏联的傀偏政权 。

换言之 ，

1 9 4 7 年
“

外蒙入会案
”

的否决 ，再加上 1 9 4 9 年
“

控苏案
”

的提出 ，可见战后国民政府外

交政策的转变 ， 即希望以反苏政策 ，拉拢美国 ，并通过妖魔化苏联 ，诋毁共产主义 ，间接彰显国 民政

府的反共光环 ，从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 可惜 ，美 国对蒋介石失去信任 ，不愿再帮 助国 民政府 。

1 9 4 9 年 8 月 5 日 ，美 国国务院发表《 中美关系 白皮书》 ，将国民政府内战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国 民党

的腐败 ，
宣布美国将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

？ 为了求得国际援助 ，
也为了间接防止国际承认中国共产

党建立的政权 ，
国 民政府在 1 9 4 9 年 9 月 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援

助中共及其各项侵略罪行案 ，并将国共内战塑造成 自 由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对抗 ，争取国际社会的重

① 《外蒙军队侵入新韁西藏政变越 南 问题案 》 ， 台 北
， 中 国 国民党党史馆藏 ，

中 央政治委 员会档案
，
政 7 ／ 3 ．  1

； 《外蒙军队侵入

新疆西藏政变越南 问题案 》 （
1 9 4 7 年 6 月 3 0 日 ）

，
台北

， 中 国 国 民党 党史馆藏 ， 中 央政治委 员 会档案
，
政 7 ／ 3 ． 6

； 《外蒙部队侵入新 後

敬献 刍荛之报告》 ， 台 北 ， 中 国国 民党党史馆藏 ， 中 央政治委 员 会档案
，
政 7 ／ 6 ． 2

。

②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
——对 日 抗战时期》第 7 编

，

“

战后 中 国
”

（
丨

）
， 第 7 9 2 页 。

③ 秦孝仪总编基 ：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 第 6 卷下册 ，
1 9 4 7 年 7 月 2 7 日 ， 台 北

， 中 国 国 民党中 央委 员会党史委 员 会 1
9 7 8

年版 ， 第 5 2 4 页 。

④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民 国重要 史料初 编——对 曰 抗战时期》 第 7 编 ，

“

战后 中 国
”

（
1

）
， 第 7 7 7 页 。

⑤ 《反对 外蒙古入会申请顾维钧 重申 立场苏代表为外蒙入侵辩护 》
，
《 申报》 ，

1 9 4 7 年 1 1 月 丨 0 曰
， 第 2 张 第 3 版

。

⑥ 栗 国成 ： 《战后的 国共关 系 （ 1 9 4 5
—

1 9 4 9
） 》 ， 台 北 《 国 家发展研究 》第 1 卷第 1 期

，

2 0 0 1 年 1 2 月
，
第 1 9 1

—

2 4 2 页 。

⑦ 中央社成 功湖 2 8 日 专电 ： 《安理会讨论外蒙入会 ，
中 苏激辨新後事件 》

，
上 海《 大公报》 剪报资料 ，

1 9 4 7 年 7 月 3 0 曰
，
台 湾

政治大学 图 书馆 藏 ，
Ｃ 1 5 0 3 4 7 1 6 5 。 谢清明 ： 《北塔 山 事件与 中 苏关 系 的演变》 ， 《怀化学院学报》 2 0

1 1 年 第 7 期
，
第 6 8

—

7 1 页 。

⑧ 裴立脱 司 （ Ｇｅｒａｒｄ Ｍ． Ｆｒｉｔ ｅｒｅ ） 著 ， 李约译 ： 《 外蒙古》 ，
台 北 ，正 中书 局 1 9 5 2 年版

， 第 1 8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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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试图让各会员 国给予外交支持与物资援助 ，不要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 。
？ 1 9 4 9 年 1 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苏联立 即承认 ， 国 民政府也宣布与苏联断交 。
② 美 国国务院原本打算 以

“

外交承认
”

为筹码 ，换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合作 ，结成盟友关系 ，借以封锁苏联 ， 阻止共

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 。
③ 未料 ， 毛泽东提 出了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

“
一边倒

”

的基本外交战

略④ ，美国转而观望 ，亦坐视国 民政府政权崩溃 、败退 台湾 。

1 9 5 0 年 2 月 1 4 日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中苏关系也进人新

的阶段 ，并真正确定了外蒙古独立的合法性 ，而在《 中苏协防》 的条款里 ，也体现了中苏同盟将美 日

同盟视为假想敌的内容 。
⑤ 比较《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的内容 ，

可知两

者的文字表述虽多相似 ，但就其缔约原则而言 ，
两者却有根本 的差异 。

？ 在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 》各项条款里 ，
苏联放弃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东北地区获取的特殊权益 ，

体现了平等协商的

原则 ，
也达成了 中苏两国在政治 、军事上的 同盟关系 。

⑦ 苏联要求周恩来签订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 的同时 ，
还特别发布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

一文⑧ ，用以

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 。

蒋介石带着大批军民败退台湾后 ，宣称
“

中华民国
”

为中 国唯一合法政府 ，并认为苏联阻挠国

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 、又援助共产党军队 ， 间接参与了 中 国 内战 ， 违反了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

因此 ，
1 9 4 9 年 1 1 月 ， 台湾当局向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发起

“

控苏案
”

，指控苏联违反《 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 》 ，侵犯 中 国主权 ，破坏远东和平局面等过失 ，并列举苏联违约的证据 ，其中强调苏联控制外蒙

古 ，违反 了尊重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约定 。
？ 对蒋介石而言 ，

1 9 4 9 年的
“

控苏案
”

可 以

转移国共内战失败的责任 ，并将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局势相结合 ，用以争取外国支持 。 1 9 5 1 年 1 1

月 6 日 ， 台湾当局第三次向联合国大会控告苏联 。 美国眼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可能像铁托那样背

离苏联 ，决定调整对台政策 ，对
“

控苏案
”

也由观望暧昧 ，转而支持台湾 当局 。
⑩ 美 国对台湾当局友

善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个人魅力 ，
也不是出 于构成东亚岛链的战略考量及冷战思维的盟友

意识 ，而是为 了提高台湾当局的价值 ，让台湾作为未来美 国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谈判的筹码 ，试图破

坏其与苏联的联盟 。
？ 1 9 5 2 年 2 月 1 日

，联合 国大会对
“

控苏案
”

表决 ， 以 2 5 票赞成 ，
9 票反对 ，

2 4 票

① 萧道 中 ： 《冷战与 中华民 国外交 ：

“

控苏案
”

研 究 1 9 4 6
—

1 9 5 2 》 ，
台北 《辅仁历 史学报》 第 1 7 期 ， 2 0 0 6 年 1 1 月 ， 第 4 8 8＾ 8 9

、

4 9 3 页 。 《外交部 长叶公超致行政院长笺 函》 （
1 9 4 9 年 8 月 2 5 日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藏 ，

“

外 交部
”

档案 ， 4 1 2 ．

 8 ／

0 0 7 5 ／ 8 5
—

8 6 0 秦孝仪总编蟇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 第 7 卷下册 ，
1 9 4 9 年 8 月 3 1 日

，
台 北

， 中 国 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党史委 员 会

1 9 7 8 年版
，
第 3 5 2 页 。

② 《叶部长关于中 苏断绝邦交之声 明 》 （ 1 9 4 9 年 1 0 月 3 曰
）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

外交部
”

档案
，

6 0 0 ． 1 4 3 ／

0 0 0 4 ／ 3— 。

③ 宋文 明 ： 《 美 国 对华政策 1 9 4 9
—

1 9 6 0 》 ， 1 ％ 0 年私印 ， 第 1 7 页 。

④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 室 编 ： 《毛泽 东传 （ 1 9 4 9
一

1 9 7 6 ） 》上册 ， 中 央文献 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 第 2 8 页 。

⑤ 沈 志华
： 《冷战的起源 ：

战后 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 变》 ，
九州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3 3 页 。

⑥ 沈志华
： 《 中苏条约谈判 中 的利益冲 突及其 解决》 ， 《历 史研究》 2 0 0

1 年 第 2 期
，第 5 1

—

5 5 页 。

⑦ 人民出版社编辑 ： 《 中 苏友好文献》 ，

人民 出版社 1 9 5 3 年版 ， 第 9 5
—

9 6 页 。 杨奎松
： 《 2 0 世纪三 个中 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

顾 与 比较》 ， 《俄 罗斯研究》 2 0 0 1 年 第 3 期
，第 2 0 页 。

⑧ 《 中 苏 两 国关 于缔 结友好 同 盟 互 助 条 约及协 定 的 公告 》
， 《
人 民 曰 报 》 ，

1 9 5 0 年 2 月 1
5 日

，
转 引 自 新 华 网 ｈ ｔｔ

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Ｌ ｃｏｍ／ ｚｉｌｉａｏ／2 0 0 4 
－

 1 2 ／ 1 5 ／ｃ ｏｎｔｅｎｔ
＿

2 3 3 6 3 2 9 ．

ｈｔｍ
，

2 0 1 4
年 7 月 1日 。

⑨ 《 蒋代表廷黻于 1 9 4 9 年 1 1 月 2 5 日 在 第
一委员会会议席上发表之声 明》 （

1 9 4 9 年 1 1 月 2 5 日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档案馆藏
，

“

外交部
”

档案
，

6 4 1 ．  1 ／ 0 0 0 1／ 3 9＾ 0 。

⑩ 萧ｉ 中 ： 《冷战与 中华民国外交 ：

“

控苏案
”

研究（ 1 9 4 6
￣

1 9 5 2
） 》 ，

台 北《辅仁历 史学报》第 1 7 期
，
2 0 0 6 年 1 1 月

，
第 4 8 6

—
1 9 1 页 。

？ 张淑雅 ： 《韩战救台 湾？ 解读 美国对 台政策 》 ，
台 北

，
卫城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4 7

—

1 4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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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 蒋介石与 1 9 4 5

—

1 9 5 2 年的外蒙古独立 问题

表 1 《雅尔塔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 比较

《雅尔塔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事（ 1 9 4 5 ． 2 ． 8
、
2 ． 1 0 ）（ 1 9 4 5 ． 8 ． 1 4 ）（ 1 9 5 0 ． 2 ． 1 4 ）

日本战赌 ，外蒙古实行钱赌证麵

外蒙古雌 立之愿望
’
中国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苏联

予维持声明将尊重外蒙古■独立与领土完整 ＝＝ 、

？

其建立外交关系

而获得充分保证

．

＾
？大连的行政：属中华人 Ｓ共和 国政

大连为一 自 由港 ；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 国 ；

^

／
Ｔ

．．． ＿ 府管辖 。 大Ｓ所有则
■

产 ，应 由 中华
， 港 口 主任由 苏籍人员遴选 ， 副 主任 由华籍

ｔＬ

大连商港应辟为
， ＾ ａ ｚｆｃ Ｈ 4 ｎ

． ，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 为进仃上
？ ｎ

－

ｖｔｆｃ
－ｕ－

ｎｖ ｖｉ －

人员遴选 。 对 曰 作战时 ， 大连受旅顺苏联
… ？

Ｔ ．

海军親之军事统制 。 附 ： 大连所有港 口

该港有优舰利
工事及设备之

一

半 ，
无偿租与苏方 ’港 口之 ＝＝＝ 2 ＝

扩建或重建 ’ 应由 中苏同意个月 内议定财产移

交之具体办法

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 为海军基地 ， 由 对 日 和约缔结后 ， 但不迟于 1 9 5 2

中 国委托苏联防护基地 ； 设立军事委员 会 年底 ， 苏联军队即 自共同使用的旅

旅顺为苏联所租 处理使用事项 ，华籍委员 2 人
， 苏籍委员 3 顺口海军基地撤退 ，并将设备移交

用之海军基地人
，
委员长为苏方 ，副委员长为华方 ； 苏联 中 国政府 ， 中 国 政府偿付苏联费

有权在该地区驻扎陆海空军 ； 民事行政权 用 。 有
一方受 日 本攻击时

， 中苏两

属中国
，
其人员任免

，
须征得苏方同意国可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

中长铁路归 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
共

中东铁路与南满 同所有权属 中苏平均所有 ，
不得转让第二Ｌｔ ，＋ｖ

7
－

Ｃ ｜ ？ ，Ｔｉ

铁路应由 中苏共 方 ；共同经营应在中 国主权之下 ，
由
－

单独 ？ ｔｉＺ ｉｎ

中 东 、 南 满 组之公司联合经 机构办理 ，瓶为商业性质 ； 中苏合组中长 ｊ
細 合 称 营 ，保障苏联 之 路公司 ：理事 1 0 人

， 中苏各 5 人
，
理事长为 ；

． ．

Ｕ ／Ｗｌ

．

＿

ｌ
Ａｔ＿＿ ＿

．

， ＾交 目 ！
Ｊ ， 中苏共同管理中 国长春铁路

中长铁路 ） 优越权利 ； 中 国 华籍 ，副为苏籍 ，
理事长有 2 票 ；局长为苏

Ｓｆ
保持全

＝＝＝＝＝＝务 自本＝＝
部主权任 。 铁路警察由 中 国政府组织 、

监督 。 对

日 作战期间 ，供苏联军运。 苏联货运免税

协同其他盟军对 日 作战 ；
不与 日 本单独谈

判 ；尊重彼此主权与领土完整
，
不干涉对方

亡 ，

Ｚ内政
，
给予

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 苏军进

人东三省后 ， 中 国派代表设立行政机构与
好条约報 ，瓶轉傾肝鮮龄部。 巾

国领土内所有中 国籍军民 ，归 中国管辖

资料来 源
：
世界知识 出版社编辑 ： 《 国 际条约集 （

1 9 4 5
—

1 9 4 7 年
） 》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 9 6 2 年版 ， 第 8

￣

9 页
；秦 孝仪主 编 ：

《 中华民 国重要 史料初 编——对 日 抗战 时期 》 第 3 编
，

“

战 时外交
”

（ 2 ） ， 第 6 5 2
￣

6 6 7 页
；
人民出 版社编辑 ： 《 中 苏友好文献》 ， 第

9 5
—

9 6 页 。

1 3 9



抗 曰 战争研究2 0 1 5 年第 1 期


弃权的结果 ，通过《第 5 0 5 号决议案》 ，谴责苏联未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
①

“

控苏案
”

的通过 ，

对苏联毫无影响 ，却显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 。 1 9 5 2 年 1 月 2 9 日 ，联合国第一组政治会通过
“

控苏案
”

的消息传回台湾后 ，蒋介石大感欣慰 ，并在 日 记中解释当时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原 因 ：

“

盖

弱 国外交更应守信重诺 ， 即使明知其于我大害 ，甚至危及国本 ，亦不得不遵守信约 ，总使其此后无瑕

可击 ，
即使败亡蒙耻 ，亦不能使其有丝毫之借口

，以为我咎由 自取也 。 尤其是美国代表今发此言 ，不

仅判明其曲全在俄 ，
而其美国本身之责任 ，亦间接承认矣 。

”

②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虽在名义上被废除 ，但外蒙古独立已成既定事实 ，再也不可能归属 中国 。

因此 ，在 1 9 5 2 年 Ｋ
） 月 1 3 日 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

蒋介石沉重地检讨说 ：

“

承认外蒙独立的决

策 ，虽然是由 中央正式通过 ，

一致赞成的 ，
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

”

，并指 出 当时为了换取国家 2 0 年

休养生息的机会 ，
选择放弃外蒙古

“

实在是
一

个幼稚的幻想 ，决非谋国之道 。 但我在当时 ，对外蒙

问题 ，惟有如此决策 ，惟有确保战果 ，
争取建国的机会 ，这是我的责任 ，亦是我 的罪愆

＂

。
③ 由此可

见
，蒋介石曾对《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所期待 ，认为该条约可制约苏联与中共 ，也可以获得美 国的

同情与支持 ，更可以加快中 国战胜 日 本的步伐 ， 只是他的期待全数落空了 ， 遂有
“

实在是一个幼稚

的幻想
”

之语 ，得见蒋介石对外蒙古独立问题与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的无奈与悲愤 。 正因为有了

联合国 《第 5 0 5 号决议案》的依据 ， 台湾当局必须做出反对外蒙古独立的姿态 ，塑造台湾当局在美

苏冷战的受害者形象 ，
于是 1 9 5 3 年 2 月 2 3 日

“

外交部部长
”

叶公超以《台 四十二 （外 ） 1 0 0 8 号 》函

请
“

立法院
”

宣布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为无效废约 。 2 月 2 4 日 ，

“

立法院
”

通过提案 ，并于

2 月 2 5 日 由
“

总统
”

蒋介石公告废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其条款全部无效 ，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同

样失效 了 。
④ 此后

， 台湾当局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合法性 ，否定蒙古人民共和 国的 国家主权 ，让外

蒙古入联问题一直呈现美苏两大阵营各说各话的怪象 ，变成冷战格局下的外交争端 。
⑤

五 、 结论

外蒙古地处 中苏两国之间 ，这一地理环境决定 了外蒙古在平衡 中苏两国力量 中的重要作用 ，这

正是外蒙古的地缘战略价值之所在。 外蒙古独立虽成于蒋介石之手 ，但观其 由来 ，实有久远的历史

因素与国际情势 。 外蒙古从中 国分离 出去的过程里 ，北洋政府采用
“

拖延外交
”

的方式 ，努力 维护

在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并成功使外蒙古取消 自治 ，重新回归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 。 可惜 ，

北洋政府几经易主 ， 中国无力驻兵 ，
难以控制外蒙古政局 ，再加上苏联进兵干预 ，动员蒙共 ，趁机建

立蒙古人民共和 国 ，为外蒙古从中 国彻底分离 ，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 后来 ， 国 民政府本来想透过外

① 《联合 国大会第 六届会所通过决议 ：
1 9 5 1 年 1 1 月 6 日 至 1 9 5 2 年 2 月 5 日 所通过之决议案 Ａ／ＲＥＳ／ 5 0 5

（ 
ＶＩ

） 》 （
1 9 5 2 年 ） ，

联合国 网站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ｕｎ ． ｏｒ
ｇ
／ 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ｓ／ ｖｉｅｗ

＿

ｄｏｃ．
ａｓ

ｐ
？ｓ

ｙ
ｍｂｏ ｌ

＝
Ａ／ 2 1 1 9

，
2 0 1 4 年 5 月 2 1日 。 《 蒋代表廷傲于

1 9 5 2 年 1 月 2 6

日在联合 国大会第六届政治委 员会之声 明 》 （ 1
9 5 2 年 1 月 2 6 日 ）

，
台 北

， 中研 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 案馆 藏 ，

“

外 交部
”

档案
，

1 1 4 ． 3 ／

0 0 0 1／ 1 7 0
—

1
8 7 。 《美 国 代表顾博 于 1 9 5 2 年 1 月 2 8 日在联合国大会 第 六届会政治委员会关于中 国控 苏案之声 明 》 （ 1 9 5 2 年 1 月 2 8

日
） ，
台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藏 ，

“

外交部
”

档案 ， 1 1
4 ．  3 ／0 0 0 1 ／ 2 1 3

—

2 2 2
。 秦孝仪主 编 ： 《 中华 民国 重要 史料初编一对 日

抗 战时期 》第 7 编
，

“

战后 中 国
”

（ 1 ）
， 第 9 4 4

、
9 4 5

、
9 4 6 页

。

② 秦孝仪总编幕 ： 《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第 1 1 卷
，

1 9 5 2 年 1 月 2 9 日 ， 台 北 ， 中正文教基金会 2 0 0 4 年版
， 第 2 5 页 。

③ 中央委 员会秘 书处编 ： 《 中 国 国民党第 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纪录 》
，
台 北

，
中 央委 员 会秘书 处 1 9 5 2 年版

， 第 2 0 6
、

2 0 7 页 。 蒋

介石在 1 9 4 5 年 3 月 1 7 Ｅ
Ｉ 日 记后 附的上 星期反省录 中提到 ， 外蒙古独立 可换得 中 苏两 国 2 0 年安定

，

孙科在 1 9 4 5 年 8 月 2 8 Ｅ
Ｉ 的报

纸访 问 中 ，
认为 外蒙古独立可换得 中 苏两 国 3 0 年安定 。

④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 日 抗 战时期 》 第 7 编 ，

“

战后 中 国
”

（
1
） ，
第 9 4 6

—

9 4 7
、

9 4 7
—

9 9 4 页 。

⑤ 刘 学铫 ： 《 外蒙古 问题》 ，第 6 9
—

9 5 页 。 陈红 民 ： 《蒋介石与 1 9 6 1 年联合 国
“

外 蒙入会案
”

》 ， 《社会科学辑刊 》 2 0 1 2 年第 2

期
， 第 1 2 3

—

1 3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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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 蒋介石 与 1 9 4 5
—

1 9 5 2 年 的 外蒙古独 立问 题

交手段 ，与苏联谈判 ，解决外蒙古问题 ，但因抗 日 战争 的影响 ，使国 民政府焦头烂额 ，根本没有多余

精力 ，与苏联讨论外蒙古归属问题 ， 只能采取
“

拖延外交
”

，
以拖待变 ，

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正

当性 。

为了加快 日本投降的速度 ，
也为了规划二战战后的世界格局 ，美国 、英国 、苏联举行雅尔塔会

议 ，签订 《雅尔塔协定》 ，极大损害了中 国的国家利益 。 在美苏合作的大框架下 ，美 国对中苏谈判袖

手旁观 ，
实欲促成以 《雅尔塔协定》为基础之不平等的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以牺牲中 国利益 、满足

苏联参加对 日 作战的政治条件 。 从现有外交档案来看 ， 当时国 民政府与苏 、 美 、英三 国 的情报搜集

与外交交流几乎不提这项 问题 ，
可知外蒙古问题本是 《雅尔塔协定》 的附带问题 ， 使蒋介石、王世

杰 、顾维钧等人都专注在战后东北问题的外交攻防 ，如租借旅顺、大连 ，
或中苏合营公司 、共同使用

中长铁路等事 。 当蒋介石 了解 《雅尔塔协定》 的 内情后 ，却未能奋力抗争 ，并将 《雅尔塔协定》作为

谈判的起点 ，
而苏联也抓到国民政府的弱点 ，将

“

外蒙古保持现状
”

作为 中苏谈判的先决条件 ，并单

方面解释为
“

蒙古人民共和国为
一

独立国家
”

？
，使国 民政府无法再采用

“

拖延外交
”

或模糊外蒙古

主权的手段 ，只能在苏联给的条件下 ，选择保有东北与新疆的完整主权 。 这样一来 ，宋子文等人的

谈判空间 自然大受限制 ，
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外蒙古独立的要求 。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 ，
立法院与国 民参政会对外蒙古独立问题虽有过

一些反对意见 ，

但国民党多数人认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能避免国共 内战 ，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 ，有利于中 国

休养生息 。 考虑到外蒙古独立已久的现况 、苏联将对 日宣战 、美援可能中断 、国共斗争激烈等因素 ，

蒋介石最终同意外蒙古独立的现实 ，
但要求采取外蒙古公民投票 、再由 国民政府宣布外蒙古独立的

方式 ，为中 国保留最后的一丝尊严 。 值得注意的是 ，从《蒋介石 日记》的记述中可知 ，蒋介石对当时

的国际形势的看法相 当乐观 ，指出外蒙古与旅顺并非 中国立 国之重点 ，
可暂时放弃此二地 ，

以保全

新疆与东北资源 ，
并主张中 国今后的 国际政策方针即亲苏联英美 ，居 间 自重② ，但蒋介石错误认识

中 国的国 际地位 ， 以为中 国在东亚与太平洋上的 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过度高估中 国在国际政治上的

影响力 ，使其外交政策一开始就有盲点 ，
显得不切实际 。 后来 ， 由于东北接收与 中国共产党问题 ， 中

苏两国屡有冲突 ，再加上
“

北塔山事件
”

的剌激 ，使国 民政府的对苏政策转变 ，改采强硬路线 ，并欲

透过反苏政策 ， 引起美国注意 ，让美国援助 国民政府 。 可是 ，美国不愿意得罪苏联 ’
也不愿卷人国共

内战的漩涡之中 ，使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陷人左右为难 、进退维谷的泥沼 。

〔 作者尤淑君 ， 浙 江大 学历史 系 副教授 〕

（ 责任编辑 ：
马晓娟 ）

①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 国重要史料初 编
一对 曰抗战时期 》 第 3 编 ，

“

战时外交
”

（
2
） ，
第 5 6 2 頁 。

② 《蒋介石 曰记 》 （ 手稿 ） ，
1 9 4 5 年大事表 ，

“

对国 际形势与今后政 策之研究 （ 1 9 4 5 年 7 月 2 8 曰补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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