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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书是 一部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著 。作者充分利用夫 一 气已air--· ~

一节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档案，论述了 1928-1938 年中 ，一； /~ -~· 
；已产”

德亲近关系建立后德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军事制度｀工 ，身

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呴 ， 指出了近代中国 ．． 心

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书 更在于 -

与西方在政治 、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质性接触 。美国《亚洲研 心毗
究》和 ，《太平洋事务》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等书评认为，本书

是研究中德关系史的一本“难以超越”的著作 且 是关于中国民~~

-'-~ 中匡近代史的一项“极其出色 ” 的成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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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井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

是60 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

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

就把国内学界暹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

界 ，且还必须放哏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

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 ISO 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

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霞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

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

者，］ 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

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紧迫历史使命，I , 因为只婴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

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凸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

我们可以或者乐千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

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

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

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 年秋千北京西八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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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关系史，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

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缺乏研究。 80 年代初，各地学者开始关注民国

时期的中德关系，整理出版了一批资料亨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论

文，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与西方国家

学术界比较 ．管近十多年来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 ，进展仍然缓慢，成

果亦不算多。德国、美国的历史学者，都已对中德关系史作过比较深

入的研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郭恒钰教授、罗梅君教授，德国柏林洪

堡大学费路教授噜法国弗赖堡大学伯恩·马丁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

学柯伟林教授等，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中，柯伟林教授的著

作 Germa:ny and Rep,ubli1can Ch切a. ' 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

的研究水平，在国际学术界有良好的影响。陈谦平贤陈红民 、武菁、申

晓云四位民国史学者壹将这一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项很有

意义的工作。我相信它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会起有益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在

18,4'0I 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德两国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海上或陆路商

业贸易往来。鸦片战争以后啊德国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

掠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但是 ，，很长一段时间它并非侵华

活动的主要角色神而是跟在英、法等国后面分享一杯羹。 19 世纪以

来，随薯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向海外

扩张，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掠夺，并成为英、法等国争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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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劲对手。它在中国划租界｀修铁路、开矿山 ，，强占胶州湾。可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粉碎了德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雄世界的迷梦。
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权益被全部让予日本。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出

大国争夺中国的行列。

中簿关系的复兴书大约在 2· ,o 年代的后期。自 192i8一1933 年节是

双方关系的初步发展阶段。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在

积极依靠美国、日本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德国噜以寻求德国的军

事支持稳定本身的政治、经济统治。而德国在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起

来，并逐渐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再次向外扩张。这—时期，，南京

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了大批镌国军事顾间书并以德国先进的军

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双方的经

济贸易亦在不断扩大。

不过，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谐与活跃的时期，却是 1934 年

以后至 1937 年间。这一时期，双方由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

事往来，发展为政府间的密切合作。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

的严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方面。

而德国希特勒政府也迫不及待的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藉以倾销

军火亨并进口军备原料。在对日关系上，德国由于与日本结盟 ：，并与

中国友好，同时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或因战争受损而丧失

其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表现了

较为中立的态度。

可是，由千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德国继续执行两

面政策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因而自 l9138 年以后，中德关系由密切合

作逐步后退。德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逐步明显地倒向日本，宣

布军亭顾间离华，严令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特别是在 1940 年 9 月 .27

日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1941 年 7

月，德国政府更进—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府。 12 月 9 日，中国政府

宣告与德国断交，中德关系完全破裂。 , 

柯伟林教授的著作在简明扼要地叙述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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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中德关系之后嘈以大量的篇幅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

演变，论述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战略注并深刻地探讨了这种关系给双

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柯教授还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了中

国国民党人对德国历史经验的认识和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他的研

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作为柯伟林教授多年的

朋友，我对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张宪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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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外国作者来说，看到自己撰写的关于中华民国史的学术

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无疑感到十分荣幸。我非常感激陈红民教授、

陈谦平教授以及申晓云、武菁女士所做的杰出工作以及他们的耐性，

感谢钱乘旦教授的校译工作，也感谢陈意新先生最初对这个翻译计

划所给予的鼓励。我特别要对张宪文教授给予的支持表示谢忱黔他

已使得南京大学成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中心。

自本书英文原著 19184 年出版以来嘈关千这一课题又有许多著作

相继间世。弗朗索瓦兹·克赖斯莱尔{Fr·an1coiae Kreissler)对多方位

的中德文化关系进行了出色的探考。在柏林，费路(Roland P1elber),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 尤其是郭恒钰，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研究

的新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台湾，旱期的中德关系也引起了学者

们新的注意。奇怪的是，恰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德关系史的

. 

研究却很薄弱，论著甚少。I . ,. 偏·

-. 
• 克赖斯莱尔： ，（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L. ,Aetion t.ulture1•1], , al'l'emande m 

Ch血），巴黎，1 1989 年；郭恒钰辑: (从殖民政策到合作：德中关系史研究） (Von d叮
K如血压t.i'i ,z;u,r K1001t,-erat如： Si叫icn 三ur· Gc-:,c,hi'chichie d,t .r d,~t吐-c.hin.·1ischen

.B,1,zieha:ng,•n) 慕尼黑 ，， 19861 年；（德中关系史'19100一19491》 ( .Zur G,,sc,hic:ht, . der 
deat·,1cl&吐血,i,·t.比比zi·~虹"•··' .J 9010一,JH-9' ) ,(柏林洪堡大学学报特刊》第 3-'7 卷，
第 2 期(1988 年）I;. 余文堂：《中德早期的贸易关系， 161510一18160》鲁台中， 1.989 年。关
千这个题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刊物上仅发表了一篇文章，是李兰琴的（试论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对华政策》，见（历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179一191 页。．

" 



桃李书斋

2 德国与中华民国

这或许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警因为中德关系就某秞程衰

来讲，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既重要又独特。这里，我仅就一个方
面的内容试加评论，即：文化关系在构造中国同其他国家间合作框架

过程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讲比较薄弱。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中国的三个主要合伙国

中—一依年代的顺序它们分别是苏联、德国和美国一—与德国的关

系在许多方面是最真诚的，彼此也十分满意。它也是这样一种关 ｀＇

系：即相对千这种关系中的其他因素而言，两种文化和经济之间的

交往显得最为重要。在这三个伙伴关系当中， 19 .37 年以前的中德

关系是极不寻常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对全球性或地区性

强权政治的共同兴趣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考虑共同的战略需求

之上。尽管在那里发展的是一种相互受益的军事关系，但对任何一

方来说，并没有朝着特定的政治或战略目标进行具体的合作。我们

毋宁说，是中德之间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广泛的文化交流维系了它

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 . 

虽然只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中国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同为主张修正国际条约的大国，，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

治目标但它们均被排除千国际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

缚，这样一种地位却使它们皆能无拘无束地创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

并在领导人物中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保证一一某些中国领导入理解为

（抱有太大希望）两国之间的“共同的命运,., 0 人们甚至可能会说（中德

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某些共鸣之处，特别认为中国对德的态度是将

其视为中国发展某些特定方面的模式或良师益友。由千中德关系中

并没有实在政治利害关系，，使得双方外交部变成处理日常工作的机

构，而与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越来越不相干，这些则已成为其他部

. 

. 
~
 

门的事 ．；这也允许各种从事这些合作的信托机构和协会 时稳定地
增长起来。， 厂．

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间团就是一个恰当的实例。在中

国国家机构中雇佣外国人是中国政府引进外国“文化”的一种方法停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接受外国的专门技能，得到技术援助，而又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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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太多的麻烦。尽管向前可以追溯到元朝（马

可｀， 波罗）和明朝（北京耶稣会士），但在规模上成为一种意义重大

的一般性的惯例则只是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i

外国专家在许多政府部门供职，发挥了广泛的功能。他们大部分以

个人的名义受到雇佣，其他人则得到了诸如国际联盟等跨国组织和

私人慈善机构的赞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单个的私人合同得

以雇佣的甚至当雇佣是由其他代理机构来进行时也是如此。他们

的“非官方“性质使中国政府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延长或解除

合约。在所有的这些尝试中，正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取得了理所当然

的成功。

既然军事顾问团的工作不涉及提供顾问的国家自身的军事战

略，那么无疑它就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苏联在 1'912'0 年代和美国在

1940 年代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然而，：那也是置身千合作中的德国人
和中国人在文化方面亲和力的结果。例如，马克斯· 鲍尔呼吁蒋介

石在人民联盟(Vo'lk.sgemeins,chaf't) 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

国家就非常适合蒋本人的政治观点与感受。德国的经验向中国领导

人提供了同一个外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而这个外国的发展道德

观一一正如蒋和其他人所理解的那样...

一致的。

是同他们自己的观念协调
L 

当然在南京政府时期并没有一种作为文化输出的单一的德国

“发展模式飞尽管中国军事工业的动员自认为模仿的是德国“战时

经济”的概念，但历任德国顾间的政治思想并无连贯性。从 1920 年代

晚期鲍尔浪漫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到希特勒统治时期各种牌

号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再到 ·(对蒋介石本入影响更大的）一个杰出的

军官团是国家力量的关键和国家的“教员”这种普鲁士式的思想（这

是汉斯亭冯喻， 塞克特的贡献）。然而，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净对中国方

面来讲虽然常常变成不切实际的希望，但这种种德国的经验却加强

了一种混合的国家形象，即这个国家的领导成员和公民已经为一个

强大的国家实体锻造了基础（关千这一点或许最好参见蒋介石在新

生活运动典礼上的讲话儿在这种背景之下立甚至连纳粹的种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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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亦可被一个公开关心”中华种族“如何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

竞争中生存下去的中国领导层所理解·-假如不是被他们赞赏的话。

这种形象有时被浓聚成一种广为赞赏的德国“精神”和“民族特

性”的印象，尤其是当它们比起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形象时嘉t更

为如此且其价值几乎无法在量上加以评价。虽然我们多少能通过与

之有关的出版物来评价那些制定政策的精英们的思想鲁然而我们在

这里却无意在高层次上讨论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不过过这种观念

当时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领导层中确实普遍存在，成为影响中德关

系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同军事领域一样，中德在经济领域中合作的部分基

础，亦可以从文化领域找到。在工业规划的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一

致的话，至少在有关合作的形式上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中德

工业关系所具有的特色之处既在千它的合作方式，也在千它技术转

让的范围。

德国工业极好地适应着中国一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经济文化。

正规的文化交往也推动了中德经济关系的发展I), 由全德工业联合会

所代表的德国工业及交通界主要企业眼睛盯着中国市场，投下大笔

资金，在广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寻求实行一种

全面的工业战略。这种“文化宣传”一一如人们所称呼的那样一一特

别支持中国和德国的教育机构培训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它也

促成了许多新的中德组织和德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建立并给予了经济

支持。与此同时，一个由德国工业界所做出的富千想象力的计划资

助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培训鲁千是越来越多的留德人员回国后在中国

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各个管理机构中担任职务。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加深了中

德军事和文化精英之间的相互尊重。但这种关系史也显示出豐无论

这种文化和经济联系是怎样的深广和重要，它都是不够的。最高政

治阶层缺乏协调给这种关系带来了内在的不安全感。它以非战略性

关系开头，但战略性利益方面冲突的任何升级都会使中德关系容易

受到遏制或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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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东亚战略的考虑，希特勒最终恢复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政

策＂，摧毁了中德合作广泛的文化（和非政治的）前提。虽然德国的工

商界和军界千 1937 年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中国院外集团”，直到

1 ·9139 年仍继续将同中国方面的经济合作保持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水平

之上书但到那时，苏联已取代了德国成为中国的主要伙伴。对双方来

说中德关系的重要性都减小了，，直到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趋于

缓解之前也未能回复到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水平之上。

然而，那是另一段更现代的历史了。我很高兴现在中国的读者

们可以利用我的这部有关中国较早时期对外关系的论著了。我期待

着他们的批评。

柯伟林(W. C. Kl·rlJy :) 

1的3 年 7 月于美国麻省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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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在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

再版此书，我深感荣幸。在此，我对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和北卡罗莱

纳大学陈意新教授对千该课题的一贯支持深表感谢。

任何一本书如果能够在其首印二十多年之后再版，可能更多的

是因其主题的重要性，而非该书本身的水准。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

再版呢？

如果读者所寻求的是关千中德关系史的最新研究，那么他们就

找错地方了。自从这本书的手稿完成后，我们对于中德关系的理解

已经随着大量原始档案的开放而大大丰富了豐尤其是从南京以及中

国其他地方的档案馆得到的资料，以及从前苏联，特别是从前民主德

国档案馆新近获得的材料。自 198,4 年该书第一版发行以来痹巳经有

三十多本关千中德关系史的中文及德文论著出版，但这本书仍保持

了其独特性一一也许它是唯一的一本最先由中德关系的“局外人“编

著，而且最初以英文写作的书吧。不过这并不是这本书的要义管并且

这也不是其再版的一个充足理由。然而，我以为一一当然是很愉快

地以为一一自从本人最先致力于中德关系研究以来衷尽管围绕这一

主题发掘了大量的新原始档案，产生了新的治史方法，但本书的基本

叙述和重要论点仍旧可以“泪然不动”。

如果本书仍然还值得一读的话（这个要交给读者来评判），那么

与其说是因其对千我们理解中德双边关系方面的贡献，不如说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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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即中国现代的国际化口本书袜于我的

博士毕业论文，我给这本书最初拟订的书名是《外国模式与中国的现
代化）。在导言部分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

家的诞生过程中神清朝和民国（正如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向

其他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经验的优势。当时中国的领导者面临

着非常多可供选择并且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

时以“主义”的形式出现，“主义”是指公认的可以放之四淘而皆准的

政治或哲学概念。但这些主义（共和主义立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甚

或是列宁主义）当中心没有—个能够完全脱离于其各自不同的国家渊

源。概念不是光有纯粹抽象的包装，而是同时包含千个体和国家的

经验中。我认为在国民党的南京十年统治时期，对于当时中国而言

没有一个单独的孤立的“德国模式”，而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重要模

式 ，虚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并且

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这些模式受到人（从“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冒

险家马克斯｀， 鲍尔到其雇佣者一墨守成规的信奉儒家学说的军阀

蒋介石）和机构（从中国研究学社到同济大学，再到国民党自身）这两

方面的制约。

《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里，包含着我一直试图将其明确表达

清楚的观点即现代中国一个本质的，也许是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

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我认为，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的

角度观察，现代中国史简直无法理解。本书第三章指出，夺取政权的

国民党当然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但是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而

言，它又是极为国际性的及更不要提它的军备武器，那些武器早期基

本上完全从国外进口。国民党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中国的革

命党，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革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鲁中国共产党

深受其影响。

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到 201 世纪为止（如果不会更早的话），国

际的或全球的或国外的事情作为一方面，而“中国”的事情作为另一

方面，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很多领域已经不可能进行划分了。如果我

们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际化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的和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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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这并非是要暗示在这个阶段国际化的影响是施加给中国的。比

如，如果 1950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目前的研究课

题）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主张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张性的话中

（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者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领导人

的革命生涯既是国际性的又是民族性的。在中国国内，就这些政治

活动、经济组织、法律和监狱系统或者无论什么而言，我们都不该用

“施加“这个词，而该用国际文化惯例的“内卷化”，并且，我们至少必须

假定中国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国际影响这两者应该具有相同的作用

力。本书第六章揭示的 2·0 世纪 .310 年代中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另一

种理解，充分说明了这种论点的正确性。

我必须指出咂这一关于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过去

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当不为西方史学界所认可泪尽管我相信这

种状况目前正在改变。本书的编撰，是有意识地遵循费正清教授的

多国多档案的国际史研究传统来进行的，并寻求从多种角度和多个

正式或非正式参与者的观点来理解国际关系豐因为我恰好是费正清

. 

艺

的最后一名弟子。在费正清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现代中国外交史

的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还是处千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那时在

中国北京，费正清的老师蒋廷截制定了现代国际史的撰写标准。然

而，关于中国国际史的研究在 2101 世纪 10, · 年代开始衰落，当时中国和 · 

一些西方学者批判费正清等学者所持的是很大程度上从外部来看待

中国的“帝国主义”观点，因此不能明白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内部动

力机制嚷这种动力机制据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动因。后来在美国学

术界被称之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发展当然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喻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但是鲁它也阻碍了这个领

域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化进程，而且还妨

碍了我们领会这样一个事实预即被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一个

伟大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同时它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个崭新的国家，

而且从 1 19112 年起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往往以决定性的方

式影响着它的形成., ]E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的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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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关千中国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复苏了｀毫无疑问这部分归功千

中国在世界上持续迅速增长的地位，以及中国国内的更加迅速的国

际化步伐，还有中国及淹外档案资料的日益开放。中国的国际化最

近一直是由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以及哈

佛大学我本人所主持的跨国研究项目的课题，对此我深感茉幸。

当从事这个课题时，我们寻求在中国国际化的研究中设定两个

新的议题：其一，是我在上文中所提的国际文化惯例的“内卷化”。我

们要问 ，，我们如何理解西方政洽思想在中国的某些分支的耐久生命

力？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仍然相当重要

的列宁主义。当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时候，又能从现代中国

资本主义研究中学到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早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就

已在与外国的联系过程中成熟了，而后又在中国东亚沿濠外围地区

繁荣壮大。中国 ,20 世纪的三波法律改革浪潮在何种程度上“内卷化”

了国际上的法律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千中国及世界上所

有其他国家）眼前及将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自然环境是如何被

重新塑造的？中国在一个农业、工业和工程大规模国际合作的世纪

中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的？

第二个宽广的目标（同时也是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相对主要的目

标），就是在世界和地区的背景环境下去看待中国，该环境下中国的

国际成员资格已经重新定义了全球社会及其惯例 a, 除去众多非政府

的国际组织（中国一些个人也拥有这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外，中国

作为共产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国联和联合国等众多组织的主要参与

者，其影响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影响是很显著的）？尤其是民国时期

（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主流看起来颇为显眼的文

化茧际主义对于中外伙伴关系以及中外敌对状态性质的定义也起到

了促进作用。我们首先还需要解释，尽管存在着关于中国“孤立主
义”的诸多历史论述，上个世纪中国真正孤立千全球体系之外的时

期，仅仅是从大约'1 '962 至 19'70 年的这段时间，而且这种孤立状态的

例外情形正好可以证明中国国际化这一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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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中国现代历史的国际化维度时，，较之于“全球化“我更愿

意使用“国际化”这个术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和政府对于 2:0 世

纪中外关系无论是从私人还是公众的角度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

种关系是在国家之间、跨越公认（尽管有时存在争议的）国界的不可

避免的背景环境中发生的。而且国家和政府对非国家的参与者的许

多活动还进行调停斡旋（以及监督）。此外，“全球化”这一概念的预设

是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不断趋同。全球化没有考虑如

下的事实，即文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及运输、通信和贸易方面的

革命所产生的变化快孽后者的变化促使人们相互联系』又往往使彼此

间发生冲突。

这把我们带回至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描述

中去。我对这段历史着迷帚正是因为这段国际关系是发生在世界大

战前夕而且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因为它涉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诸多方面，， 比如

合资企业、经济和教育方面，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国界传播等

等，而且还因为政府及领袖对千这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开

始时至关重要但到最后却是悲剧性的。关千这一点，可千本书最后

的分析。这段历史提醒我们霄不是什么非人力的因素渭而正是人类自

身往往由千不完整的信息、太多的目标，并且时常戴着无法改变的意

识形态的眼罩影响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 

柯伟林

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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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归功千来自三大洲的许多个人与机

构的慷慨相助

剑桥、谦圣路易斯、台湾以及德国的师长和朋友们的建议与鼓励

使我受益匪浅。费正清(John. :J\,., Fairb1ank)对我涉足中国史领域最先

给予了鼓励，此后并不断地给予惠助。汉斯·莫姆桑(H,ans ·Momin.

s,en)给了我最初的指点。伯恩· 马丁 (Bern.d M ,arti~), 在档案方面提

供了宝贵的帮助。易劳逸(Llo1yd E~Eas,tm.an)审阅了全部的手稿，R

肯特· 盖伊(Kent G ,uy) , 本杰明嘈 I 蠡史华慈(Be:nja:min, I .. ,Scb.war,tz) 

和约翰Ill. 'E 叠施雷克尔 (J,ohn. E. Sch·reck.e:r)对几个章节发表过意见。

尤其要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导师福兰克林睁 .L. 福特 (Fr,anklin L~ 

Ford)和孔非力 (:Philip A .. , Ku.:h,n), 他们的教诲与支持是本项研究所不

可或缺的。

许多人慷慨地让我分享他们的私人经历与文件，我将这些都收

入附录中了。在此我要对路德维希哪维尔讷(Lud:wi,g Wer·ner' ) 、弗里

德里希咖布塞 (Frie1d:r-ic:h Buss.,e,) 、赫尔曼画吕特尔 (He·:rma.nn

Noe,'tb.er) 、关德懋、王洽南、齐炭诸先生及蒋纬国将军致以特别的谢

意。同时，也很感激已故的齐悛先生所给予的协助。

谨向下列机构的职员致谢，他们与我通力合作并在各自的专业

睾美国哈佛大学校址所在地。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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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了我帮助：弗莱堡的联邦军事档案馆、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

波恩的外交部政治档案室、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特区的国
家档案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台北的历史研究所、台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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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中叶起，中国的历史便与全球经济、政治和思想的进步

紧密地连在一起了。尽管清王朝尽了最大的努力主并具有较好的判

断力，它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却不得不以西方人的条件为基础鲁甚

至是在它企图在不损害自己文化与制度独特性的前提下，学习西方

国家得以强盛的几个最主要的因素时，也是如此。对千 1911 年在清

玉朝崩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共和政府来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

卷入国际激流的璇涡，，是一种危险与希望同在的现实。

危险是要被更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所征

服。希望则在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后来者“身份，如果中国并非

是一张可以任意写上新方向的“白纸" :; 那它确实拥有学习那些相对

“现代化”国家经验的优势。由于中国旧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随

着清王朝覆亡而同时崩溃，也由千它的社会结构在 210 世纪逐渐变得

陈腐不堪，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面前竖立着许多潜在

的河供从中选出适合本国环境的外国模式。如果终极目标是恢复

中国往日的富裕与强盛，其学习外国模式的方法往往就是对它国经

验简单的模仿与抄袭。

中国人引入外国模式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作为“主义飞即作为普

遍适用的政治或哲学框架而引进的。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吸引中国的

一代革命者鲁在千它既是当时最现代的政治形式，又是防止旧秩序死

灰复燃的最佳手段心在从事戊戌变法的改革者看来，君主立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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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北洋政府的政客们则把它当成了解决分歧，建立有序社会结构的
妙方立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的早期领导人 l.905 至 191017 年间所以要

研究欧洲的社会主义，并非是要治愈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病，而是考

虑要如何在中国预防它心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年轻创业者来说，马克

思列宁主义既能推翻现存的社会关系，又能将帝国主义的影响逐出

国门男不失为民族复兴的良方应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某些国民党领

袖的眼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动员和训导民众的好方法，因而它成了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主义”。

然而常在中国人信奉的诸多”主义”中，没有哪一种是直接取自千

它们各自的民族渊源。如果说立宪主义是一条通往现代化政府的捷

径鲁那部分要归因千某些强国. ., 如英国或日本' ., 原先就拥有宪法。在

中国那些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奉日本为老师之时，早期的社会主义

理论信仰者通过日本了解了社会主义注并在一段时间里研究了德国

社会主义的诸多流派。．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并非直接从

其德国创始人的著作，而是通过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才找到了

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苏联人为草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奋斗

目标和实践手段。 ． 最后， 1-913.0 年代盛行的法西斯主义，也与法西斯主

义的发源地意大利几乎亳无关系守而是中国与德国密切联系的产物。

. . 外国政治制度或观念在中国的运用导并不总可以用限定性很强

的“主义”来描述攫在不少情况下必须用更普遍的民族的角度来观察。

在中国近代史的某些特定时期警有一些民族曾在中国享有特别大的

影响或声望主并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留下了烙印。这就不能用某种

抽象的外国“模式”来考察了，而要把它看成一个更加捉摸不定的影

响过程，这一过程从中外交流渗透到中国的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

领域。 19 世纪 60 年代，大英帝国在华拥有领先群伦的影响力会它目

睹了中国西学的兴起和外交体制的现代化3英国的超强影响力是建

立在武力之上的，这确立了英国在华的西方列强中近乎垄断的地

位心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成千上万试图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年轻

人留学日本，与其说是因为日本短期内的进步一一这一进步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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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一一能够轻易地使中国找到一个可供借鉴的模

式，不如说它提供了易于接触西方技术与思想的机会，而且日本似乎

已经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国］ ，，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

同应在 2:10 世纪 4,0年代里，美国成为自由中国的头号伙伴并发挥影

响，是以它对这个战时盟友实施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基础的，而

且它们还有共同的目标一一抗日战争心 1950 年代苏联在中国具有

压倒性的影响力，其中的确包括一个具休的“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

计划 ，准但仍然它只是中苏在意识形态，军事战略及经济领域全方位伙

伴关系中的一部分庖
. 

本书研究的中心是中外交流十分频繁的另一个十年间即 1 ·9 :28 至

1938 年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十年。对蒋介石政府来说诤这是德国影响

中国的十年。

国民党的执政被视为是民国时期最有希望与抱负的政府。它曾

为自己确定了如下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完全统一，将中国经济发展成

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处理对外关系 ，，引

导中国国民成为现代国家尽责任的忠实公民。在所有这些方面，德

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 1928 至 191 .3·8 年，蒋介石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

强中的任何一个。德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改组了蒋的军队，代表团

的领导人还充当了蒋的政治和经济顾问。在 30 年代，德国通过一系

列易货协议为中国提供了其所获外国贷款的大部分，中国以原料换

取德国的军事装备、铁路器材和整座的工厂壹而这些工厂 日后奠定了

中国国有工业的基础。与此同时，德国一些工业界领袖大胆地资助

中国的杰出管理人才接受德式教育，从德国返回的留学生们大多在

t接控制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的机构中任职口最后，在意识形态

领域，众多的国民党领袖从德国法西斯主义中寻到了一种潜在的、可

以效仿的模式，即使效仿是有问题的。蒋介石在中国努力鼓吹他的

“新生活”时便利用了普鲁士的军事体系。

19310· 年代中德间密切的关系有其渊源。德国工业界早就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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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巨大市场梦寐以求，就中国方面而言，孙中山赞成”与平等待我

之民族共同奋斗＂。然而少只有当德国重整军备的要求导致了必须为

其工业和军用品寻找新的市场及需要确保其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时，．

也只有当中国根据其“国防经济”的需要重新修订工业发展战略时，

德国和中国的利益才真正趋向一致。 血

国民党接受德国的投资，采纳德国的建议可以部分地用如下简

单的事实加以解释厮它是在中国请求投资的要求被其他列强置之

一 不理的情况下才实现的。此外曹由于中国所能通过银行、卫生保健和

乡村重建等渠道获得的有限援助』也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方能到

手。民国南京政府在国内有着武装的敌人， 1931 年后又面临着日本

的全面威胁，与德国的合作有迅速地取得成效的希望 1!因为德国的投

资是在不威胁民国南京政府对其国内事务控制的前提下，被有意识

地用来加强南京政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直抱有与那些在他们

看来发展体系和自己一致的外国合作的愿望。 1.927 年清除了共产党

分子以后，丧失了社会革命动力的国民党领导层要寻找一种发展模

．
一

式，它要既能够稳健地解决社会问题，又能应付因国内外形势刺激而
出现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要求。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一—一个在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岁月里实现了统—并成为世界性强国，接着又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中迅速东山再起一一提供了一个国家用非革命

的方式快速发展的典范。

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德国“模式”，而是德国在军事、经

济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内不尽相同的影响方式。这部分是因为中国人

常常对多样化的，有时也自相矛盾的德国经验售， 均表现出虔诚的倾

慕。同时也由于德意志帝国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里，执行了多

样的对华政策，在中国显示出不同的面孔口

在 l9 世纪，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曾经一度是其海上帝国主义及

世界政策的展示场，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登峰造极鲁导致了

普鲁士一一德意志王朝的覆灭。当德国在 1920 年代重返中国时，它

不再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这正是德中关系热络起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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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方陌看，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首先是通过德国军事

和工业的骄子一一德国国防军与全德工业联合会(th·e: R.eit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 ·ustr·ie) 携手努力而培植起来的尹」 1936 年，它在中

国军事和工业现代化领域内已经形成了确保德国利益的非官方“势

力范围11 I。但它巳不再属于旧的帝国主义式的势力范畴，而是一种建

立在投资、对进入市场可行性的周密研究、与中国政界领袖和经济计

划制定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及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留在中国人手中

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 、富有创新意义的方式。

这些努力可能被看做是联邦德国近年来成功地在第三世界国家

投资的先驱。 其实， 它们和德国的其他在华利益是相冲突的。它们

损害了汉堡—不莱梅地区的贸易商行传统上对贸易的垄断权，使得

德国外交部在东亚贯彻“战后中立政策”的努力复杂起来，该政策的

基本要旨是要限制德国在东亚的权益。最后，德国在华的军工政策，

也逐渐地被希特勒领导下德国重新奉行的帝国主义和世界政策所

削弱。

对中国和德国双边关系的研究书是对这两个国家研究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它们各自所获得的成功和所面临的困难支

配着东亚和欧洲地区。本研究也将论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经济

和政治关系的一些普遍性问题，j 这是个目睹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

灭亡的“列强转换”时代，它展现出一种新的（如果说最终并不成熟的

话）中外交流的模式。 它也能显示出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发展的

方向。

正如费正清所写的那样 :: "· 许多外族都曾改变过这个中央帝国，

但都只是昙花一现。”＠南京十年的中德关系是短暂而又深刻的。这

是国民党史月中华民国史，乃至整个中国努力跻身千现代化工业史上

的重要一章 。 同时，当中国为努力实现现代化而再次求助千世界时，

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也许要超出历史研究本身。

注 释

(I) (同盟会宣言）(1905 年），载邓嗣禹和费正清编i :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 文献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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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开始千这样一个时期：德国

正在崛起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中国则在努力争取获得西

方的技术和实力，以捍卫其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完整性。从中国官方

要寻求德国的专门技术和产品以实现中国“自强”的角度看，它们的

关系具有互利性。但是，，，就强权政治支配下的德国的在华行动而言，

两国的利益又是直接冲突的。从 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

间建立起来的中德关系，就充分显示出了这种既互利又矛盾的性质，

它也持续不断地影响若其后中德关系在 1920 年代和 19Si 0 年代的

发展。

1897 年德国在中国暴露出其帝国主义面目之前，中国人将德园

视为一个值得尊敬，而旦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效仿的国家，尤其是它所

表现出的通过军事手段来竖示政治实力和威望的能力。因而，晚清

的自强运动中曾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军事训练及组织的经验。

在德国人看来， 一个着力于自强和现代化的中国是其军事和工

业产业巨大的潜在市场 ，，，将为德国的工业和银行业带来利益。但是 ，＇

开发这一市场的尝试却是以德国在中国的各项努力严重自相矛盾为

特征的。首先，帝国主义的动机即使说得再动听，也与中德贸易的全

面发展是不相符合的，而且事实上还有损于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其次，那些有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德国人常常各自盘算能从中国市

场获取丰厚的利润漕并为此展开明争暗斗，争斗一般在规模小而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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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谨慎的进出口公司与大工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展开，后者对中国市

场往往有更庞大的规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德国企

业界开始策划协调一致的行动书以直接打开这个难以控制又令人向

往的市场，这预示了日后的一连串的做法。可是，结果却很具讥讽意

味，这些计划的履行迎来的却是德国在华帝国主义利益的丧失，德国

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近毁灭殆尽。

18917 年前的中德关系

虽然第一艘德国商船在埃姆登的王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的资

助下千 18 世纪 50 年代就曾远航中国，但直到 19 世纪的前半叶警中德

贸易多半是由陆路，即经西伯利亚进行的，直到俄国的转运税使走海

路更有利可图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心中德之间的官方商务关系

是从 l r861 年 9 月 2 日签订的（天津条约）开始的，该条约使普鲁士和

其他的北德意志关税同盟国家获得了最惠国待遇。

1871 年德国完成统一后，其在华利益仍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上，因

为英国控制了中德贸易的海运。在 18,85 年，俾斯麦(Bismar1ck. ) 出于

国内选举的政治需要，，使国会通过了一项对蒸汽船补贴的议案，次

年，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 (the N'ord.deu.tsche L.lo,yd)开始直接对华通

航。O也是在 1885 年，为评估对华投资的可行性，德国的银行与工业

研究考察团首次访问了中国。代表团的一项成果是 18,90 年建立的德

华银行和亚洲业务合伙组织，，它们标志着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界的

合作。

189.5一18961 年间穗国对华海运的船只数量，仅次于英国而名列

第二；德意志帝国极有可能是中央帝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德国在中国

建立的商行数诤也在英国之后列第二；德华是除英资银行外在中国建

立的首家外国银行，德国人已经有实力要求英国银行家在对中国政

府的贷款中让出一席之地。。

正像几十年后重现的那样，早期的中德交往中没有多大障碍，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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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中国人出千对德国的仰慕，认为德意志帝国有别千其他的欧

洲列强。自然，中国官员有利用新的德国在华利益来抗衡英国势力

的意图；直隶总督李鸿章任命一位德籍海关官员德瑙琳(Gustav· ·oe 
trin.g) 为其外交事务总顾问的举动，可以说是这种意图的体现应直到

18901 年代后期，德国是仍未对中国显露出威胁的少数国家之一。刚

完成统一且经济迅速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对致力于自强的一代中国官

员是一个鼓舞皂是“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

强自身实力”的榜样心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的促进中央集

权的绝对权威和消尹国内歧见两方面的能力，成了 19 世纪 ·90 年代末

期中国一些改革者的楷模。＠

中国对德国的钦慕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最为具体口自强运动最关

心的是军事现代化，这是面对西方挑战首先会产生的反应。与 1 .871

年撰写了《普法战纪》的王韬一样，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其他中

国高级官员都对普告士在统一战争中获得的成功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鸿章早在 187'.2 年就派遣数名官员去德国受训。他 1885, 年在天津

设立武备学堂时，聘用了德国督导。不久，张之洞也仿而效之，在广

东附近建了一所武备学堂。＠接下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充分暴霪了中国

军队的无能，朝廷批准建立两支以仿效德军的组织、训练和指挥系统

为主的新式军队，这就是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指挥的新建陆军。

自强军在 1898 年之前是由男爵冯嘲，面岑施泰因 (Bar-on ·von Rei tz,er1= 

stein)少校为首的 85 名德国军官来训练的。在训练中国军官期间，德

国人既是教员，又兼任各协（旅）、营、队（连）的指挥官 ：；新建陆军所聘

的外国顾间要少一些，但却为军官们建了一所德语培训学校。＠

中国人对德国军事技术所表现出的兴趣 ，，导致了中德关系的另

一个特征：即德国工业界利用在华的德籍顾问来拓展贸易，这一特征

到 19201 年代也再次重现。克虏伯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自 1880

年代末起就得到了向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供应重型军械的可靠合

同。那些受雇千李鸿章的前德国军官中骨相当一部分扮演着“军事技

术”顾问和克虏伯公司代表的双重角色。例如，李鸿章曾聘用一名德

国人指导旅顺港的扩建 ．，克虏伯公司就确保了该港防御工事建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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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的主要份额度那些受雇千张之洞的德籍工程师，则利用他们上

上下下的关系，在 1891 年促成了一项小规模铁路合同的签订夏类似

的合同还能在华中及沿海各省里找到守为了让中国官方相信与德国

公司签订进口和安装整套工业设备合同的必要性，德国人做了艰苦

的，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应
• 

• 
诅

.. 
~ 

18,9·7一191.4 年问的中德关系

中德关系的第一阶段中止千 1890 年代。 18,90 年之前覆德国在走

向帝国主义过程中带有俾斯麦个人的色彩一一否认经济发展需要殖

民地，并力图限制德国政府在欧洲以外的拓展行为，德意志帝国即使

在中国谋求工商业利益时，也没有对中国主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但

是，德皇威廉二世日趋上升的个人统治最终将德国对华关系导向了

肆无忌惮的侵略噜这是其外交政策的特征。©约翰内斯悬冯蠡米凯尔

(Joh.an.n.e.s vo•n Miquel)的＂聚敛政策”和海军上将冯 ·•· 梯尔皮茨 (vo1n.

'Tirpi ·t..z)的海军战略都旨在通过增强海军的力量和“世界政策”来稳固

德意志帝国的国内基础字当二者结合为一体时节德国在亚洲的行径就

再也掩饰不住其帝国主义本性了。吵

中日甲午战争后，德国加入了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马关条

约》中割让辽东半岛条款的行动，作为回报，德国提出在汉口和天津

设立永久租界的要求如愿以偿。 18 '97 年 11 月嗖山东省内的德国教堂

受到攻击，德国政府预先部署的军队迅速做出反应，然后通过 189,8 年

3 月 8 日签订的条约取得了对山东胶州湾为期 99 年的租借权书并在

山东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获得了广泛权益魔

1897—19012 年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特点，或许在威廉二世一一

一个坚定的“黄酮论“信仰者一一对参加前去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国际

救援部队中的德国军人告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德皇要求陆军元

帅冯奢瓦德西(von W a.lde·rsee)麾下的军队亨要以匈奴人的行为方式

行事，以使德国的威名家喻户晓，“要用这样的方法使中国人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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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对任何德国人侧目 。 "®

撇开堂皇的言辞，镇压义和团及随后的索赔标志着德国对中国

的侵略达到 了顶点。 胶朴l租借地和其中的青岛港成了德固的＂样板”

殖民地和显示其海上帝国主义的舞台，但德国在此后的十四年里也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 约翰攫施莱克尔 (John S1chreck.er ) 指出，聪明而

果断的中国政治家牵制了德国对山东内地的威胁，并切实地限制了

租借地本身的独立性。 德国海军当局在自 己所辖囡域内所致力的市

政管理、教育｀公共卫生和促进商业等活动，其后被视为是对当地发

展有意义的贡献应

1 :90·2一 191 14 年间，德国的新强权政策在远东有所收敛，中德外交

关系的紧张度也相应地有所减缓。然而，德国对华政策又是矛盾的，

尽管德意志帝国有时表示出愿在更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交往，但它

更多地是以帝国主义强权的地位来与日益坚定地要保卫国家主权的

中国政府打交道的 。

德国在亚洲的外交孤立，是导致这一矛盾现象的部分原因。 190.2

年签订的英国—日本同盟和 1901 7 年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俄一法一英三

国协约都能证明这一点。德国一方面试图把中国列为其“维护远东

力量平衡”的伙伴，于 1907 年提议建立个德一美一中三国同盟，但该

计划很快就失败了 。＠另一方面，德国像其他相关的国家一样，珍惜在

华所有权益的稳定，更期望建立一个列强的“统一战线”来维持它们

的在华利益与特权。当然，这样做的根源还是在于它的外交孤立。

这些相互抵触的态度可能在德国人 1912 至 1913 年间参加列强

向新创的中华民国提供“善后借款＂的谈判中找到了最佳的说明。德

国企图通过联合清朝的继承者来结束其外交孤立，故而在那场拖拖

拉拉的＂善后借款＂谈判中抢先一步，千 1.91 1 .2 年率先单方面给予新政

府 600 万德国马克的贷款；次年，又放弃了在山东修建更多铁路的特

权。德国最终参加了 191 13 年底提供“善后借款＂的国际合作，并承担

了总额 12 160 万美元贷款中的 24%怠很明显，德国在对中国的民族

主义者让步至何种程度才符合自 己利益的间题上；；并不十分确定。

放弃铁路权可算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弱者的让步争可要指望从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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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帝国手上再得到更多的东西就不现实了。欧洲战争爆发后，德

国提出将胶fM归还中国以图”补偿.,"目的只是为了防止这块租借地

和德国的财产落入日本人之手，但已为时晚矣。

189'7 年后通向中国市场之路

获得胶少M湾租借地及德国 l898 年后在华所显示的帝国主义强权

地位唱并未对中德贸易的规模或者性质产生多大影响。 1 ,s9,s一1913

年间德国对华出口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书大约是其出口总额的 1%; 但

德国对华出口物的价值却在此期间增长了两倍多，这和 1913 年占中

德贸易总量不到 3 ,% 的胶州没多大关联。＠尽管有那些给人印象深刻

的现代设施和大宗的政府投资，青岛在两国的经济联系方面却并不

那么重要。

德国的帝国主义冒险行径似乎也损害了德国工业界直接和中国

官方处理有关军事和工业发展的努力。工业界尝试那样做的部分原

因是想绕过控制着德中贸易的德国各进出口公司。中国官方在

18918 年后对德国工业界的友好表示渐趋冷淡，同时，德国的贸易商行

则千 191Q1Q, 年自行组建了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以维持它们的地位。

较大的贸易商行拥有充足的资金来保持自己对德华银行的独立

性，而且许多老牌商行依旧与英国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有联系庖此

外 ＇，随着相关业务的扩大，它们作为英国公司的中间商与转运商的作

用越大，其独立性也就越强，德国商行 191 ,3 年承运了外国输入中国物

资总数的 191 %,.其中出自德国本土的仅占 7 .... 7S½o.@ 

德国商人们为此受到泛德意志团体的指责，说他们将商业利润

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企业家们也加入了谴责商人的行列，他们宣称，

商人们的世界主义及保守性阻碍了德国工业突入中国市场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来对 C 梅尔歇斯与不莱梅公司 (C-;i!i Melche.r.s and Co帚 of

Bre·m1en)进行简单的考察，该公司是当时的一个主要贸易商行，对它

的考察能为洞悉那些在对华贸易中有决定性作用的商行的内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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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梅尔歇斯公司是 19 世纪末 210 世纪初在华最大最重要的德国

贸易商行。赫尔曼·梅尔歇斯(Herm.a.n.n Melche.rs,. 1842—1918)千

1 ,8 ,64 年到达亚洲。 1866, 年他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商行。起初，他从

事进出口业务及近海航运 9 18701 年代，因面临英国蒸汽船的竞争，商

行只得集中力量从事前者了。 1 .s ·11 年他在上海设了一个分行壤以后

又设了不少分行: 1884, 年在汉口: , 1909一1910· 年在重庆、天津、九江，

最后是在青岛。像其他的商行一样守梅尔歇斯还担任着那些未在远

东设立自己派出机构的德国大企业的代理人。这确保了它能不冒多

大风险就可获得稳定的额外收入，因为贸易商行只接受那些一定能

嬴利的合同 。

梅尔歇斯这类商行靠着中国人获取收入 ＇，所以它们对自己的进

出口业务做得并不如它们相对雄厚的资金所能保证的那么大。梅尔

歇斯和其他商行更注重在欧洲有可靠市场的中国衣产品的出口，而

不是欧洲工业口的进口。这种（持久的）贸易失衡主要是它们对中国

人经商方面的不信任，当然还有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恐惧。

例如，梅乐歇斯能够在装船前验看货物的质量与数垦心以此控制对欧

洲出口的风险。相反，在对华进口上 ，，货物抵达之日可以说就是风险

开始之时，这些货物在数月前就预订了咂且几乎都未预付款。因而对

中国市场来说，小宗的消费品比昂贵的工业品保险系数更大，总之，

这是个尽量限制风险的骨相对安全可靠的过程，但是，它同时也限制

了由德国经济的主导成分来进行广泛合作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年中，德国工业界不满“旧式对华商

行“垄断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显露出了它将成为某些工业品

重要市场的迹象。例如书. 1910一1913 年间，销往中国的德国染料从占

德国出口总额的 10·%上升到 4.rQ % ,. 到 191 13 年，中国购买了德国电气

L业出口产品的 ,30%: 0, 1@ 德国其他的工业部门所以未能获得同样的

成功，主要归咎千德国商人们的迟疑不决。

＂中国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奥古斯特 iii• 埃梯纳(Augu.st

Etie·n .n.e) 19104 年在其关千德国在华经济利益的研究中这样设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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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是一个将要迅速摆脱贫困和能消耗大量工业品的国家。

而且，中国可以用工业化国家所必需的原料和矿物来换取工业品，而

不再只是用茶、蛋和猪素来交易。埃梯纳继续写道，不幸的是令目前

的中德贸易为目光短浅的中间商所把持。现在需要的是以完全与此

相反的“直接对华出口”方法来取而代之。唯有如此，德国工业才能

在注定要发展壮大的中国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少人附和这一观点。在一项关于中国市场对“西部德国工业”

重要性的调查报告中广 ，一位作者强调了以下各点：中国具备“经济发

展的先决条件”；它有“勤劳的人民会优良而价廉的内陆水路运输系

统，更重要的是价值无法估量的原料”，特别是矿产。这些也正是德

国工业可以参与其中的先决条件，而过去那些自鸣得意的进出口商

行却都忽略了。那位作者断言: •'1!!i对于德国未来能否在没有中国市场

的条件下生存的问题 ，位必须无条件地做出否定的回答。"®]

甚至千在德国在华地位日益削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

国市场的梦想，依然是工业界对一个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大陆集团”

梦幻的组成部分。 1915一1916 年鲁德国通过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大使

馆展开秘密外交，德国表示愿意在正式向日本转让胶州豐日本保证德

国的在华利益的条件下与日本单独講和，并由日本居中斡旋，达成与

俄国的嫦和。由此建立三国为主体的大陆集团，将“作为战后重塑列

强集团的基础11 j, 0 1@按一位德国实业家的说法，中国在这个大陆强国联

盟中也有相应的位置，即充当列强”巨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出口

三场”，列强则通过“帮助它发展”作为回报。＠

最后，战前德国工业界还试图用发展中德文化关系作为打入中

国市场的手段。对中央帝国怀有旺盛经济企图心的德国人开始意识

到又在中国传播“德国文化”具有潜在的经济利益，这不是靠炫耀德国

武力所能替代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广泛

传播“德国文阴＂的预演。在国会讨论关千将德国政府的教育基金用

千中国的议案中 4有如下的表述：“商业的背后不是国旗，而是语言与

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德国文化模式心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的

影响，首要的是让大到不可估量的中国市场感受到。它代表若议员



桃李书斋

. 

第一章 1 '9)1\ 年之前德国在中国 15 

们的共识，“现在中国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即机器买自于那些其主要

的工程师曾得到过帮助并在此受教育的国家HQ@

一位报纸的时事评论员将德国在青岛、济南、广少M和汉口创办旨

在培养工程师的中学，在青岛创办大学及在上海办同济大学的行动，

统称为“德国在华文化使团”的起步。＠那些中学为两所大学培养预科

生，大学的毕业生则常有赴德国继续深造的机会。

但是心这几所学校的学生数不多至~l ·Q1 l ,3 年仅为 368 人，远远落

后千在英国或美国资助的教育机构内学习的中国人数。对德国商业

界人士来说 !ii 191 1 ,3 年到了决定是否准备把这个“巨大且尚未失去的市

场拱手让给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关键时刻。＠就在战争全面爆发之

前，1一项紧急提案交到了德国政府手中，要求增拨 ,50 ,0 万德国马克，目

标是扩展德国的在华教育事业， 同时也希望德语能与英语并驾齐驱，＇

成为中国学校的必修课程度

确实，蕴藏在文化联系后面的动机是有远见的 1在此时期接受德

式教育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朱家晔和俞大维薄都在民国南京政府时

期为拓展中德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 191 ,4 年爆发的战争，

迫使德国推迟了在此方面进行的努力，其他领域的情况也类似。

1 1914 年 11 月 7 日，日本军队抢占了青岛。德国在胶小什租借地内

的财产被日本席卷一空，德国侨民只获得总值 40 .% 的补偿。德国在

英法租界内的特权被协约国接管，并且永远丧失了。 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国对德宣战，收回了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鲁没收德国的财产鲁其

中，只有一部分在战后归还了原主。®191 ,3 年，在中国的德国商行数

接近 300 家，到 1919 年只剩下了硕果仅存的 2 家。＠

德国在中国的地位遭到严重打击。然而国正如下面几章将显示

的那样，中德两国早期交往的许多特征会在其战后的交往中重现。

在那些事实上对德国在中国的地位并未产生多少助益的帝国主义殖

民地和特权被剥夺之后，一个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德国的重建，再

, 次成为中国人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兴趣之所在。就德国工业界而

言，战争只是其试图直接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努力的中断，如果它需

以牺牲传统的“对华商行”为代价的话。作为战后德国工业界参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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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备和中国自 1927' 年后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政局稳定、致力于“国际

开发中国”的结果，德国的努力被赋予了新的动力与目标。

注 释

0 施托克尔，第 3:7 页；张奋振（音）：（中德关系史概述），第 490 页。

＠该法案同德国的第一块殖民地有关联，关于此事最令人信服的描述可见麦

克壤沃尔克 (Mat:k W a.l.'ker) :: ·(德国与移民， 18.16一1885》（麻省剑桥， ] '964 年），第

19 :5一24-6 页；汉斯一乌尔里希厘魏勒尔(Ha邱 - Ulrlc:h W ehl1er) .:. 《俾斯麦与帝国主

义）（科隆， ].i96 '9 年）一书就俾斯麦的这一尝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此同

时另有三篇文章认为俾斯麦是严格按照外文条款来扩展殖民地的：泰勒(A;;. J.P,

Taylor)·:: (德国对千殖民地的最初企求）（伦敦噜 ，l938i 年）；威廉量奥斯古德盾］ 艾伊德

劳特(Wi!Ham Osgood .Ayd.e101te): (俾斯麦与英国的殖民政策， li883一18r85)( 费城，

193'1 年）；亨利咖特纳(He .. nry A~Turner) :: 《俾斯麦的帝国主义冒险 ： 反英的开

端？），均见吉福特(P. Gifford.)和路易斯( ·w·. .. R"'Louis. ) 编:: (英国与德国在非洲》（新哈

芬， 1976 年），第 47·一82 页 。 也可参阅汤森德(M.ary E:re.].yn. To·wnsend) :: (德国殖民

帝国的兴衰1884一1918》（纽约沪 19 ,30 年）。

＠＠施雷克尔，第 9一11 页、第 8 页 。

＠同上书，第 7 页。也参见李国祁（中国的政策》，第 ,4] 页 。

, 

＠施雷克尔，第 7 页。施雷克尔举了徐建寅为江南兵工厂所译的（德国议院章

程）为例争该书非常钦佩德国政治制度。关于德国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1参见吕

迪格尔. 马赫斯基( :Rudig·eir :Machetzki) :. (德国国家理论在 1900 年后的革命准备阶

段对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国外宪法与法律） (. Verf as·sung ·und·.R·echt 切 b•:r-
,. 

see· ) 第 4 卷(1972 年），第 361一378 页曹也可参见这位作者的学位论文：（梁启超与

1900 年后德国国家学说对中国君主政体下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汉堡，

191 ,3 年）。

＠鲍威尔，第 41 页；李国祁：（中国的政策》，第 3·7 页；施雷克尔，第 6,-1 页。关

于王韬见柯文(P,eiul. A. 1Coh.,en):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和晚清中国的改良》， （麻

省剑桥， 1974: 年）。

＠鲍威尔亨第 40一41 页。

＠同上书，第 591.、 62 、77' 页。张之洞也在他的铁路学校中雇佣了德国顾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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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雷蔡斯坦等人的合同千 18'918 年期满之时，张之洞的继任人刘坤一并没有加以续

订，但刘为他的讲武堂留用了 3 名德国军官。同上书，第 6L7一68 页。

施托克尔，第 21]一2' 2'7 页，，尤其是第 :224一227 页。

同上书，第 231 页 。 也可参见理查德， 愚， 杨 (Richard H ., Yan:1) :: (张之洞与芦

汉铁路建设：晚清近代化运动中杰出改革者个案研究》亭《中华学报》第 4 卷，， 第 2 期

{1977 年），第 2]9 页。

＠施托克尔，第 :236 页。

＠关于俾斯麦的帝国主义参见注'® ~ 关千对威廉二世简洁而又尖刻的描述参

见希尔格鲁伯尔，第 2 页。

＠参见 J'i'C唾 G 吕尔 ('R呻-m) =《没有俾斯麦的德国）（加州柏克莱， 196, 7 年）；埃克

特督凯尔 (E,c'kert Kehr): (舰队的建造与党的政策）（柏林， 1 1930 年）； V~R, .. 贝根

(Bergha.hn} 1 (德国与 ·1914 年战争》（纽约 1.973 年）；弗雷茨晷费舍尔，第 1 章；汉

斯一乌尔里希嘈魏勒尔：， 《工业增长与早期德国帝国主义），＇，载 R. 欧文(Owen)和 R署

沙特克里夫(Sut1clif f.e) 编；（帝国主义理论之研究）（伦敦， 1972 年），特别见第 8.8,— 
90 页。

＠张奋振（音）I : 《 18.98 年以来之中德外交关系），第 31-64 页；马蒂亚斯叠默勒

(Matthias 'M,O:Uer): (从抗议马关条约到获取胶州期间的德国对华政策）（明斯特，

1 192: 7 年），第 102一107 页；施雷克屎第 ,33一42 页。

吵引自希伯特 (C~. Hibbert): 《龙的觉醒：中国和西方 (17193-1911)》（纽约，

"1'970 年） ，，第 ,354 页 。

＠施雷克尔，第 .210·=245 页 。

＠（欧洲内阁的大政策， 18,11一1:914》 。 《外交部外交档案汇编） ( ,S,a,mm l u·ng de:r

di p,lamat·i邑schen Aiten. des .Aus''tv.iirt·ige.11 .. Amtes ., 柏林 191:2-4. 年），第 2: 51 页， no, ., 8,547 唯"" ·;二

克斯 (Rex)(北京）致比洛"'(Bulo,w) (1901 年 7 月 4 日）；也参阅 no5妒 『85 ·4. 9. 85-53-— 

85S8,,. 856,0-856·4~ 张奋振（音） ：：《外交关系》，第 172一17,3 页。

＠皮特，第 164=6,5. 页，第 218 、 28.0 页；施汀戈尔，第 712 页；张奋振《外交关系》，

第 171 页；雷默，第 640 页 ，。关千 1898 年给予德国的路权范围，参见施雷克尔 1 第

40 页。

＠博绍尔德，第 9 页 。

＠格拉德，第 114一115 页。也参见《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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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第 8:7 页。

＠格拉德，第 10'7一115 页；《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 , 第 :2.10一·212 页。

嘈i

＠庞宾金（音），第 2 19 页。

＠埃梯纳，第 l .,1 l l 11 281一29 页。

@H. 泽钦格尔(Se.r1chin111er) : 《中国市场与德国西部的经济(1913)》，引自 J眉席

克尔(Schicke-l) 编: (中德伙伴？）（科隆， 1914 年），第 19 19' 页。也可参见瓦尔德马尔咖

科赫,(w·alde:mar· :K.,och) :: (中国的工业化》（柏林， 1910 年）。

＠弗雷茨备费舍尔，第 230--23.1 页。

＠佚名喟（大陆政策）。《莱茵大工业家的前程》（波恩 ,1915 年），引自奥托•· 弗

兰克：（大战前后的德国与中国》（汉堡， t915 年）第 19 页。

@1 19,08 年国会的辩论，引自施汀戈尔，第 718 、 72: 1 页；参见迈尔，第 17.5一

1161 页 ，口

＠罗巴赫：（德国在华之文化建设》（柏林， 1910 年）。

＠上海德国协会；（在华德国侨民要求之备忘录） (1 1913 年）I '1 引自布雷森，第

70 页。

＠布雷森，第 7'Z 页；皮特，第 101 :2 页。

＠雷默，第 64 :2一644 页。

＠埃利斯，第 12 页。

一

．

. 



桃李书斋

•• 

• • • 
息

.. 日

『

. 巳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那些对中国抱有兴趣的德国人面对

的是”被毁工厂的废墟，】对未来希望的幻灭＂ ，心德国人如果想再在中

国充任重要角色，那它也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一部分了，因

为德国已被剥夺了殖民地，德国侨民在华的特权被取消，本章所要探

讨的是德国 191.2·7 年后在华确立新地位的前期准备。

三种同期出现的进展为中德关系未来的拓展奠定了基础。第一

种进展与德国的一项协调一致的全球性探寻计划有关，该计划旨在 - 

为战后的德国军队及其工业伙伴寻找军事与工业设备的出口市场，＇

且为德国重整军备寻找足够的原材料来源。德国人为此与苏联、近

东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军事和经济联系的努力，为其后在中国的开

拓工作提供了经验。

这些努力最初并未以任何有组织的方式推展到中国，也许是因

为中国 191 2:01 至 192:7 年间的国内战乱，使对华的大规模投资变成一种

异乎寻常的冒险。尽管如此，正像本章第二部分将要谈到的，德国在

华的商业立足点，在 1920· 年代的初期就以出人意料的快速方式得到

了重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进程得益于德国丧失治外法权及

当时遍及中国的战乱。”特权”的丧失，使德国企业家意想不到地得

到了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公民更为有利的位置。同时书连年的战乱使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 这也就剌激起德国的军火商和

一批军火贩子寻求曾险与利润的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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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时代“内所有气赞奢臣军备及帮助的众多中国政治领导

人中孙中山是最执著、最富远见的。如第三部分所示，孙试图使德

国军工界的兴趣直接集中千中国，他意识到全球性的对市场和原材

料的需求有助于中德合作的形成，这种合作将首先能帮他走出政治

窘境，以后还将有助于中国在他的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重建。尽管孙

争取德国广泛支持的努力在他死后方有结果。但是，无论在时间上

还是在内容上，它们都和孙中山紧密相连，正是他对国民党意识形态

的明确表述及“国际开发中国”的设想，，才使德国能在他的继承者主

政的南京十年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德国的武器工业及出口

1918 年 11 月的德国“革命”仅局限在政治领域，它是饥饿与战败

的恶果。德皇被赶下了台，宣布建立共和国，但帝国时代的精英们仍

在新国家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军队曾被共和国用来镇压激进的

社会主义分子，而这个普鲁士一德意志帝国的堡垒中，仍残留着反共

和主义的顽强势力。当 1920 年 3 月由军国主义分子组成的“自由军

团”在卡普(K. .a.pp, ) 的率领下危及到共和国的安全时，新建的德国国防

队却保持“中立“。想国重工业的巨头们-三一克虏伯、施汀纳斯

(Stinn.es汃柯道夫(Kir·dorf)等人一一也对民主持近乎敌意的态度，他

，们还借 191. '9 年组建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之手，资助了一大批由民

族主义分子和反共和主义分子建立的组织。

军队和重工业界都与魏玛共和国的理想保持着距离，在共和国

中确保独立的地位。德国国防军被称为“国中之国”，这再恰当不过

了。它所追求的是：保持普鲁士军队的传统，，创造一个德国再度成为

强权的时代，继续拥有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工业界通过德意志

帝国工业协会也显示出同样的追求，尽管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及军

队。军队和工业界的命运被漠视它们的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联

在了一起。为防止德国的重新武装憔条约中制定了有关剥夺德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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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在战争中所获取的暴利，缩减了德军编制的条款。

凡尔赛条约废除了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将军队总数限制在 10 万

人（包括 4 0·00 名军官）以内，缩小了海军规模诤禁止拥有坦克、潜水艇

和空军。更有一大批工广企业被勒令摧毁心但是，从条约生效的

1 1920 年 1 月 1 日起，许多条款的实施就遭到抵制。条约宣布德军的

参谋总部为“非法”，它的工作便由陆军上将汉斯聋冯噜 ，塞克特(H.a.ns

v-o,·n S,eeckt)领导的新军队办公室,:ai (Tr·up-p1en.atnt)承担。军队则悄悄

地由东部的“劳动大军”来补充， ＇，后者以“黑色德国国防军”而闻名。军

队规模的压缩有利千其重建之 巨它清洗了“不需要”的成员，促成了一支

继承传统的职业化精锐军队的建立。＠

德国未来军事扩张的计划，要求工业界的协作以发挥战时经济

动员的潜力。塞克特提出，即使没有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该项工作也

不能通过大量储备物资来完成，”由于原料的自然时效性气在任何情

况下那样做都是荒谬的应相反，通过如克虏伯公司那样保留着“军用

产品研究部;i• ,, 通过连同生产设备一道购买外国的子公司，通过在海

外寻找那些不准在德国境内合法使用的战争物资的市场等多种方

式，德国的专门技术仍被应用在一系列新式武器的研究和开发

＿ 了。,@

在此，我们更应该对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后两种加以注意。外国

生产设备的获得带既可以由德国公司取得外国公司的控股权昏也可以

通过德国与它国政府的直接合作来实现。在为确保军事工业装备市

场的最广泛的努力中鲁有一个由当年曾经活跃于德国战时经济中的

军事技术专家组成的群体，他们在那些潜在的消费国里既充任德国

工业界的代表，又常常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开展工作。

致力千战后德国军事复兴的人们员采取行动迅速建立了重整武

备所必需的国际联系。冯嘈塞克特将军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曾担任

＿耳其恩佛(E.n·ver·)帕夏的总参谋长，战败后被派往俄国组织德军的

撤退工作。对后来的政府而言,.塞克特通过恩佛帕夏的优秀官员做

出了他最初的，也是最著名的贡献。＠

关千德国与俄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谈判开始于 191 1 19 年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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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初取得了结果，它意味着西方国家组织国际合作对付俄国计

划的破产心容克斯飞机制造公司接受了 1. 4, 亿德国马克的资助，以

在苏联建造一家飞机制造厂，苏方将其婉转地称为“技术租借'" 0 其

后不久，，克虏伯公司签订了一项“农业租借“合同，胡· 果施汀纳斯公

司和奥托·沃尔夫公司也纷纷效仿心

最初，即使在德国政府方面来说，也保守着协议的秘密。塞克特

以地缘政治的观点来为那些协定辩解，说是要加强一个“未来可能的

盟友”应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通过协助俄国创立军事工业来加强

我们自己，以便在需要时能为我们所用”。@

德国在苏联投资形式的重要性在千，它是在其他地方，尤其是

1930 年代在中国进行类似努力的样板。 1922 年末，德国在俄国的企

业全都划归一个名为“经济企业促进公司;,, ( 1G •esellscha.f t z,u.r Foerde .... 

rung ge·w ,er·blic·her Un't1ern1e:hmu·nge·n) 的影子公司管理。 该公司简称

“盖福''( 1Gef-u. ) 官由德国国防军资助，在柏林和莫斯科都设总部，它管

理着莫斯科附近年产 600 架飞机和发动机的容克斯分厂，设在萨马拉

的特罗特斯克地区的一家生产毒气的德一苏合资公司，公司名为“贝

塞尔”，在列宁格勒、图拉、施卢塞尔贝格和斯特图斯特的年产 ,3,0 万枚

炮弹的数家工厂联合体。 1926 年“盖福”的秘密活动被披露后，共业

务被一家名称看似清白的“经济办事处" ( ·wirtschaftskontor) 噜简称

“维克""'(Wiko1 )全部接管。＠在中国 类似的公司被叫做“合步楼''(Ha-·

pr·,o) 伟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苏联对德国投资的偿付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据“盖福

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称，六年中德国输往苏联的机器和工业设备的价

值为 40 亿德国马克。而俄国人基本上是以输出“基本的原材料”为支

付手段的心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些原材料很可能与德国重整军备的

需要有关。

“盖福公司”在苏联的活动，与简称为＂施塔玛格0 (Statnag) ,.ii! 钢铁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Stahl-·und. Maschi.:n.eng·e,s,e-llschaft mb,h. ) 在土耳

其的活动相同。这一隐蔽的公司在 1925 至 1926 年间被德国军队用

做土耳其采购德式武器的伪装，后来又被用来遮掩德军在德国境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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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非法武器交易。一家以德国国防军为背景建于 1 ·9·:26- 年的容克

斯飞机制造厂很有可能也在“施塔玛格”的管辖范围之内 。＠

德国人也借助千外国分公司从事武器和军需品的生产。 1925 年

克虏伯公司获得了对瑞典堡斯福工广的控股权，在此之前，克虏伯早

已将生产重型步枪、坦克和机枪的专利和特许证先转卖给该厂了。

克虏伯也利用它在荷兰及西班牙所拥有的公司进行制造鱼雷和潜水

艇的实验这些公司同时也作为德国武器的出口处，以及发往德国埃

森的进口原料的指定交货地点。至少还有另一家名为“西门子一舒

克特”的公司也是通过其在荷兰的控股公司开展工作的员

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德国军工企业，想要赚钱的话，亟须开发

国外的市场 。 因为它们在欧洲的“忠实主顾”一一西班牙、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士耳其＠－—-都是些小客户 费有必要向欧洲以外的市场渗

透 。 德国工业界和国防军恰好拥有一个供他们支配的、开展这项工

作所必需的特殊的职员群体。

对德国军队的强制裁军，曾一度使数百名具有军事技术技能的

军官们提前退休。德国国防军通过其经济参谋部雇佣了其中的一部

分人出任“经济军官气充当军队和国内工业界之间的联络员，帮助协

调军事和经济规划的制定魔同时又通过专为前军官设立的德国“军

官就业咨询处飞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德国企业在境外代理人，这

都体现了德国式的关心。还有一些人书则通过充当外国政府的军事

顾问来自寻出路，，他们仍与德国私人企业和国防军保持着非正式的

联系。

军工企业聘用海外代理人在本质上并非属新创守它是重新夺回

战前用类似手段赢得的市场尝试的一部分足当时，德国的顾间们训练

着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奥斯曼帝国、日本的军队，当然还有我们巳经

知道的中国军队。＠让我们先来看看拉丁美洲的情况吧。

根据存千法国的原始资料 ，警阿根廷是德国武器在南美洲“最重要

的主顾＂。德国为“重新夺回阿根廷全部或部分的军需品市场”，费了

很大的力气魔战前，德国公司几乎垄断了阿根廷军队的装备，这支军

队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 到 19210 年代，一个新的、由前德国军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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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团再次抵达时，受到了一个受过其前任训练的当地军官团的

欢迎皇

!I• 

白

在玻利维亚汉斯叠孔特(Hans 'Kundt)将军恢复了自己战前作

为玻利维亚总参谋部顾间的职务，并升任了玻利维亚的总参谋长。

他利用职权谈成了几笔与维克尔斯公司有关的大宗武器购买生意。

他的顾问空缺由一位德军退役上校继任。＠智利聘请前德国军官担任

军事装备方面的文职顾问且是经莱茵金属公司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

同时，秘鲁也雇佣了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心巴西尽管在 1 19120 年还不

是德国武器的大主顾，但在此后的十年中也加入了购买者的行列。＠

严格说来，大多数这类行为是非法的。因为凡尔赛条约的第 1 '70

条明令禁止德国战略物资的出口，第 1719 条也禁止德国公民以军事资

格受聘千外国。因而，德国顾间们通常是以“平民”身份受聘，德国政

府则宣称无权阻止他们。

许多被视为＂欠发达的国家“寻求德国军事工业技术的事实，反

映了战后德国在军事训练和战争经济方面继续享有声誉。同样，从

政治上看，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也优千那些在该地区有直接

政治利益的大国（这里是指美国）。＠尽最大可能去扩大这一声誉，符

合德国国防军工业界及外派军官团体的共同利益。

最后，一些后来在中德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人物，在魏玛共和

国早期的对外冒险活动中已经十分活跃。 192,8 年成为蒋介石首任德

国顾间的陆军上校马克斯喻鲍尔 (Ma.x 氐uer), 曾经同时既为德国的

公司又为一些外国政府工作，他在外国的经历包括：匈牙利 (l. '9' :2,0

年）奥地利 (1921一1923 年人俄国 (1923一1912•4, 年）、西班牙 (19.24

年）、阿根廷-{ 19 :25一1 1926 年），他也曾在荷兰、瑞典管也可能还有土耳

其做过短期的逗留。他做顾间的范围极广，从指导军事飞行（这是接

受容克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委托）到扑灭蝗虫灾害。＠在 19310 年代中一

德易货贸易协定中扮演要角的汉斯乖克兰(Ha:ns. K.l~in) "' · 也在秘密

建军备的过程中积极活动。他用“在船与船之间交易”的手法为德军

偷运禁运货物，以逃避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的监视，他参加了俄国的建

设项目。他还一直领导着“施塔玛格”处理与土耳其有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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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初，克兰根据“盖福公司”和“施塔玛格”的模式，将“施塔玛

格”改组为简称“合步楼”的“工业产品商贸公司0 (Ha·nd,els.egells,c.h.a-ft 

fue:r· ln1du,strielle: Pro,d·ukte)来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重返中国市场

1 '920 年代初期，中国在德国国防军遍及全球各地的活动中，并不

占什么突出的地位。 191.27 年前 ＇，德国官方对华政策的制定权几乎为

外交部所垄断，外交部将与中国和平解决重要的外交问题及为德国

企业重返中国建立一个新的、非帝国主义的基础当作自己的首要任

务。在重新获得对华贸易的立足点方面，德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

绩。中德新的贸易关系主要侧重千军备物资交易，逐渐引起了德国

工业界的兴趣 ：里同时也以令人困惑而又时常自相矛盾的方式，吸引了

更具冒险精神的代理商们的注意。

1914 年，，德国在华投资总额是 2 枷 63, 6 亿美元，到 19 .2: 1 年只剩下

不到 0 幽. 4 亿美元了。 191 13, 年在华的德国商行达 296 家，到 1919 年

只有两家还在营业。战前，有近 3 000 德国侨民居住在中国，到

1 ·921 年这一数字减至 1 2S5 人。同一时间内，德国在中国贸易总额

中所占比例从 4., 7%下降至 1 . ..., 3%, 在外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

百分比从 1.91102: 至 1901·4 年间 20, % 狂跌至 1921 年的谷底一一不到

2恤. 1 ,% 。＠除此而外，德国丧失了战前中国商人所害怕的在华治外法

权，这被视为其削弱 与衰落的象征。＠可是，，仅用了六年时间，德国

就以其蓬勃的势头恢复了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而且，中国不断的

内战激起了对武器无休止的需求顶有迹象表明它将要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武器市场。 . 

19·21 年 5 月 20 日签订的协定对德国在华商务活动具有鼓舞人

心的作用，德国在协定中放弃了”所有的特权乔利益和优惠飞放弃了

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并付给中国一大笔钱（以支付战争中被扣德国

人的费用）。到 19-27 年警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数都巴略为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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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 13 年，中德双方均将此归功于新型的平等关系。德国出现了敦促

德国商人以“新的入更好的方法学习中国语言及风俗的文学作品曹它

指出，中国人更愿意与抛弃了“落伍的英国式帝国主义方式”的德国

人打交道。在中国方面，徐世昌总统 1920 年曾预估，在新形势下对德

贸易将会迅猛回升。有位中国外交官在 1930 年写道唱］ 治外法权的丧

失使德国的商务活动嬴得了“优越的地位”， 壹“在没有德国领事法庭、

炮艇和使馆杠队保护的情况下,., :t德国重新获得了商业的据点。＠
这是战后列强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遵从平等互惠原则的条约，

它所表现的“同情心”不能仅从经济的范畴来理解。在 l.92S 至 l. 1926

年中国人抵制英货期间，德国商行在华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那

时，德国商行受到广东政府和商家两方面给予的格外优待，从英国的

危机中获利匪浅。＠当然，商业不能仅靠良好的愿望。德国驻北京的

公使警告说，尽管德国人得到的待遇“比起其他国家来稍显友善,,, ,,. 可

与中国人签订合同依然是“施压、讨价和艰苦谈判的结果。世界上任

何的友谊也不能改变它。”。

武器贸＝

理想主义色彩甚少的军队也证明了重返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伴

随着 1923 年的德国马克大贬值，德国主要的工业和贸易公司成功地

以最低廉的价格在远东市场倾销商品。 1 ·91:2:3一1925 年. I .. G·. 法本公司

（主营化工颜料）联合钢铁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等都打

开了在中国的销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设立在中国的分支机

构却被一批新涌来的德国企业家所挤满上这些人在国内通货膨胀中

破了产，而转到亚洲来寻找新出路。＠

促使德国对华贸易迅速复兴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人自从

191 16 年进入军阀时期后对武器渴求的不断增长。中国国内只能生产

较原始的武器，且数量有限。根据齐锡生的研究亨 1920 年代初期护中

国的每个省几乎都有一家兵工厂，但只有三家生产的武器能够满足

当地军阀的需要。这些厂的产品无统一的规格，且绝大部分不能更

换零部件，，导致许多军队装备的是型号杂乱的枪支弹药。而在另一

方面，中国国内每年生产步枪的总数从来未超过二十万支，“难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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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战场的损失＂。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人数却从 1916 年的五十万剧

增至 1928, 年的二百多方。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中国地方军阀们对外

国供应的需求就再清楚不过了。军阀们也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武

器能由一个固定的国家来供应。＠

在 1918 年和 19191 年 ＇，日本是训练和供应中国军队的唯一强~.,

然而，日本与英国法国羡美国等国家一样是 19'19 年 5 月 5 日武器禁

运协议的签字国，，签约诸强国允诺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武器供应月希望

以此来制止中国内战。不幸的是，协议上存在的漏洞削弱了它的效

力言而且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德国在内的几个武器生产大国

并不是协议的成员国。到 191,24 年曹该协议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鲁中国

战场使用的武器中亨大多数是外国提供的。据估计曹截至 19 ,27 年，运

往中国的外国武器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美国军事专家 191 :26 年的报

告指称，”事实上字正在使用的武器 ：，不是外国产品，就是在外国监督

下生产的产品。”。

德国在这宗交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巨大的。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仅 1925 年德国船运进的武器的总值就达 1 300 万马克，超过全部外

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这些官方统计并未把猖獗的走私及通过

第兰国转口的数字包括在内。虽然德国官方辩解说，其中有些武器

是在其他国家生产而由德国船来运输的，但德国的贸易和航运公司

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武器交易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多数运到中国的德制武器明显是第—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的，

德国躲避了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收缴，并在各种欺骗手段下得到资助、

装载和运出。当然，也有一些是新近出厂的书是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

产物。例如，东北的“大帅＂暨中国北方主要势力之一的张作霖所购

买的武器中，大部分是克虏伯公司 192:,3一1 ·92 ,4 年间制造的，他还得到

了德华银行的资助。。

可能是由千中国政局的不稳定，或是因为忙千其他的事务赘德国

官方与推动武器出口有关的机构几乎没有直接插手这一贸易。但至

少有一次，德国国防军曾考虑过直接参与的可行性。 1912 '0 年 3 月，德

国国防军”出千技术上的目的＂，倾向千接受徐树铮将军通过几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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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参谋本部的军官转达的请求，］徐当时任西北边防军的总司令，正

密谋推翻自己的上司段祺瑞。但徐的计划在六月份受到挫败，，来意味

着一名德国军官所说的那项确保战略物资出口的“美妙计划”寿终

正寝虔

然而，借助千军事和文职专家为地方军阀服务，德国工业界成功

地恢复了战前能直接与中国当局交往的局面。到 1.925 年，阎锡山、张

作霖、吴佩孚和孙中山都聘任了德国公司的顾问或工程师。整顿兵

广和供应武器是顾问们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业务澄直到此时，德

国工业界在中国仍然是缺乏协调警无计划的。德国企业家们对中国

的军阀保持相当狐疑的态度，像克虏伯公司就向敌对的双方都提供

武器。卷入武器买卖的危险性是明摆着的，例如，当德华银行驻北京

代表资助张作霖购买克虏伯武器的阴谋被公布千众后，他不得不在

191.2:4 年逃出北京以保全性命恩

曰险家

扩而言之，既要维持武器买卖，又要确保中国军阀的亲善这一使

命就落在了那些勇敢无畏的人肩上。对那些勇敢的企业家和幸运之

土来说，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中国是块高风险，但能迅速获利的土

地。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丑E众多千方百计与中国军队或政府建立

联系主并藉此获得了在其母国不可能达到的显赫地位的外国人中，没

有谁能比自称为M· 20 世纪最伟大的冒险家”的 J ,•. T亳特雷比奇一林肯

(T.r,eibi tsicb-Lin.coin.)更具色彩了。。

匈牙利籍的犹太裔人特雷比奇一林肯年轻时移居加拿大，他在

那儿皈依英国圣公会书潜心研究教义注并成了一名牧师。他移居英国

时，仍是一介布衣平民，他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竟选议员成功，从此开

始涉足包括罗马尼亚石油在内的各种“黑色事业”。从 1914 年至

191 16 年间咂他为英国充当间谍，却又因间谍活动遭英国当局逮捕。他

,ii 

章原文如此。徐树铮 l.9l9 年 6 月起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是深
得段祺瑞宠信的皖系干将 ，，在 19210 年 7 月爆发的直皖军阀战争中任皖系”定国军”
的总参谋长兼东路总指挥。 19210 年 3一7 月间似不应有推翻段祺瑞的“密谋＂。一一
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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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了出来，飞到美国却又被引渡回国闷了三年大牢直到 191 19 年出

狱。是年，他在匈牙利刚一露面时，就与一项皇权主义分子的阴谋有

牵联。 1 '920 年他在柏林现身，自封为“非常总司令”来对付短命的“卡

!:1:-,; 叛乱。＠

抱着要“报复英国对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心，特雷比奇一林肯在

1921 年带着“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组建中国，将中国建成第一流的军

寸海军强国”的计划前往中国。他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了杨森将军，杨

是四川刘湘部队的第二号人物。 192.3 年，特雷比奇一林肯作为杨的

顾间帮他打嬴了对刘存厚的战争。 同年豐他成了杨森盟友吴佩孚的

“总顾问＂，通过吴佩孚停他又开始效力千齐燮元将军，控制着江苏、江

西和安徽的齐将军是华东地区的主要军阀之一。＠

1923 年 8 月，特雷比奇—林肯为齐燮元带着一个考察团赴德国噜

他希望能签订在江苏从事工业投资的合同，并招募巡回军事顾间马..

克斯奄， 鲍尔上校为齐将军服务，他们两人曾在“卡普＂叛乱时有过接

触。他与德国工业界的谈判成果寥寥，但却与奥地利的科诺尔工业

公司达成了资助江苏铁路、公路和港口设备的初步合同。然而，科诺

尔公司却要视鲍尔的参与程度再决定能否最后签约。

鲍尔承认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并初步同意 192,4 年 2 月

前往中国。但是，对齐燮元，也许还包括对特雷比奇一林肯本人，地

位稳定性的怀疑（这是为事后证明了的预感人促使鲍尔最终接受了

访问苏联的邀请，而没有到中国。＠
• 

当鲍尔 1927' 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时，特雷比

奇一林肯过这位犹太裔的英国圣公教冒险家已经变成了一名笃信佛

教的和尚，他取法名“超空 !J,. (Ch 唱，ao Kung 的音译），隐居在南京附近的

一个寺院里。此后的十年中，他数次重返欧洲，以佛教传道士的身份

为庙宇和寺院化缘，他还曾因此以“诈骗＂的罪名遭逮捕。＠

德国重返中国市场厂一方面是快速的，另一方面又带有偶然性，

还有点传奇色彩。德国驻北京的公使认为，新贸易虽然大多是“我国

部分卑鄙商人从事可疑的武器非法买卖H ,.@但这却是个嬴利丰厚的

领域＂开发它，特别是有组织地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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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冲德关系在南京十年时期将会有组织地进行鲁这既是德国

重整武备的需要，又与下面将论及的孙中山将此与其近期和长期目

标联系在一起的努力相吻合。
嘈

孙中山与德国

:20 世纪末与整个 3,0, 年代中德关系的性质和范围，绝不仅仅取决

于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的利益要向世界上这一角落的扩张，而且也

取决千国民党政府对千外国（特别是对千德国）参与中国发展的接纳

程度，这种参与的基础是由孙中山奠定的，孙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延

及后世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者。

中国在 1916 年袁世凯总统去世后霄陷入长达十年的分裂时期，即

著名的“军阀时代”。当时许多人对处千真空状态的中央政权抱有企

图心，孙中山也是其中之一。 从其身后的事业来看，他是最成功的一

位。国民党在 1 '9127 年统一了中国后，将孙中山奉为“国父”，即国家的

创始人鲁他留下来的遗训和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 1916 年到

1912' '5 年逝世，孙中山在争取外国援助的同时，形成了自己“国家重建“

的思想体系，在该思想体系中，德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战争期间的孙中山与德国

袁世凯因帝制主张的崩溃而死，使中国出现了稳定发展的曙光。

在副总统黎元洪和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的领导下， 1 '9· 1 .2: 年制定的临

时约法重新生效 !l!i :1 '9'13 年选出的国会重新召开。这一形势鼓舞了孙

中上他是中华民国受人尊敬的首任大总统(1912 年），其他流亡日本

的革命者也返回祖国，他们公开声明要与新政权合作，但蜜月是短暂

的，双方在对德国宣战间题上陷入破裂。等到问题最终以对德宣战

作为解决的时候，中国巴经步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这一争论与德国的关系微乎其微。中国人不赞成对德宣战，与

其说表明了他们在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对德国人有更大的同情 3不如

说是对 日本强占胶州的愤恨。IS 19116, 年底，日本开始向北洋的将军们

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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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压力，以使中国结束中立，加入协约国行列。日本并许诺向军阀

提供贷款片】帮助组建“欧战参战军”作为回报。事实上，参战军在其国

内的作用远在它的国际作用之上书日本企图以此扩大自己在北京政

府及其重要军事派系内的影响力。

美国在 1917 年 2 月 3 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许多中立国随后

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由此引发了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彻底分裂。

到 6 月，北京发生了数次的政变，其中还包括了为期两周的帝制复辟。

黎元洪被迫出走，段祺瑞开进北京 ，鲁北京政府落入他的控制之中。

孙中山反对参加欧洲战争骨并希望利用由此引起的政争使自己重

新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支主导力量。 191'1 年 6 月骨他召集了大约 200, 名

在南方的国会议员和中国大部分的海军，在广州建立了一个自任“大元

帅＂的独立政府。有史料显示，孙中山在组建新政府期间孛曾通过外交

渠道收到了德国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帮助 ，，德国人想阻止中国宣战。

据德国方面的资料，德国官员曾于 3 月间在上海会晤了孙 ,, "'诱使

他推翻段祺瑞＂。 一个月后，孙宣称已准备好，并“要求两百万美元来

运动陆军和海军”。德国官员如数支付了这笔款子书以作为孙建立独

立政府和煽动”全国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费用。＠
这次合作似乎是由孙中山主动倡议的＠这是他为实现其革命目

标不懈地寻求外国帮助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并非只从德国一方得到

好处，下列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北京政府 1917 年 8 月 1 ,4 日宣战后

仅一个月，孙的政府就“承认“中国与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

方面的资料进一步显示，孙曾以他的政府正式对德宣战作为争取美

国援助的条件。＠

整个战争期间，孙中山不断地打德国牌。 191 17 年底之前，他制定了

一项中—德军事经济合作的计划，此计划包括： 101 万名德国军队将在

俄国人协助下攻击他在北京的政敌，进而与在华南的中国领导人进行

广泛的经济合作。德国将因此获得食品和原材料，通过俄国的铁路运

回，来补充其日渐衰微的战争能力。战后，德国将对中国修筑铁路，加

速教育现代化，给予那些用于对德出口的原材料开发项目财政援助。

孙在 1918, 年 5 月前的某个时候亨派他的代表曹亚伯携带着这一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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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前往柏林。但等到曹千 1.918 年 11 月底抵达柏林时.,德国已经战

败而且孙本人也早已在当地军阀的压迫下离开了广州戛

瀑匡和孙中山的思爆

将孙中山 1917 年采取的亲德政策描绘成“为某种目的而行贿＂，可

以说并无不公之处。孙回到广州后曾广泛寻求各国支持，包括日本

人。O恰巧只有簿国政府发现援助他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孙寻求外国

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庞大计划中，完全不存在对任何国家的偏见』他

191 ,8—1919 年离开广州后所著的（实业计划）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那个

计划。虽然他没有排斥任何国家的参与（实际情况是上他从未获得过阔

绰的援助）｀但仍可显示出德国在他的梦想中享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在孙对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设想中，中国因能提供全球经济

问题的出路，而成为国际中心之所在。他坚信中国是一个永不枯竭

的市场，这一观点与最乐观的西方人不谋而合。孙相信，战争结束

后 ，，战时工业需转向民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产品将大大超过其自身

消费市场的容纳能力。这就有赖于能够消耗不可估量工业进口品的

中国。这些产品一部分将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上骨而自然资源又是

中国用以偿付借贷的主要手段。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开发的项目包

括:: 10 万英里的铁路， 10·0 万英里的碎石公路，运河的开掘与改建，新

国际港口的兴建，都市的现代化噜工业重型化（铁、钢 、水泥），矿业，及

中国在东北、蒙古、新疆的移民和发展事业。＠

这就是孙的目标，即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

义”创造物质基础。©他所提出的履行这些庞大项目的方式体现了两

分法。他强调，，”所有能由私人企业做更好的事业，应由私人兴办“，但

他又明确表示主要项目应由“国有企业来实施t;li ,, '91 " 各种方法”都将

被采纳，外国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将归中国国家所有，并“为全民族谋

利益”。外国专家们将伴随资金一同来中国噢“管理和监督“设备的安

装，并训练中国人最终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孙中山并未特别提及他希望谁来为其计划投资管但从所涉及到

的范围看，它们需要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在他要求那些“资金供

应大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对华投资的建议中，也暗示了这一点。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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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孙设想吸引私人资本时，出现在他脑海的可能不是那些决

定中外贸易的进出口公司骨而是欧洲大的工业公司和卡特尔，孙对

千它们走向集中与垄断的趋势很欣赏。在孙看来，进出口公司之间

的竞争具有“浪费和毁灭性”， 书而大公司及卡特尔之间的竞争则是最

现代化，最有效的。孙对西方垄断资本的钦佩是如此强烈（尽管不

是出于利润的动机），以致他提出，要将“中国全部的国有工厂”改建

成一个由国际资本”出千共同的利益”而资助的尹所有权属千中国的

“大型托拉斯 !It 01@ 

这就是孙对一个现代工业化中国的梦想。它雄心勃勃却无法实

现，尤其他出台时正是孙中山政治上相对失意的 1918 至 19,21 3 年间。

在此时期，孙最需要且最迫切寻求的是外国帮助他推翻政敌。他那

对外国控制中国工业的慷慨分配计划，很有可能是要从国外吸引更

直接的军事资助。例如，当他于 1920 年 4 月向摩根公司的托马斯·

A ·•· 拉蒙特 (Thomas A~Lamont) 展示该计划时，孙首先要求的是

2 5010万美元以组建“两个军的部队”来统一中国。Q,1

但孙的发展战略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它富有预见性。正

如侯继明所说，它强调重工业、社会基本资本的积累（或形成整体系

统的各个部分：港口、铁路、公共事业），承认从事这些工作要求资本，

这一战略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

是相似的虔其次会孙的基本纲领在他死后成了国民党工业发展的纲

领，这一点对本课题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他那明确而详细的

计划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他“耕者有共

田”一一平均地权的主张基本被忽视了壹而且当孙成为崇拜对象后豐

他的计划被用口号拙劣地夸大了。然而，他的诸如将中国经济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利用国际资本和顾问，有选择地强调

重工业和•,H基础建设＂的原则——是国民党工业化的最基本成分。在

. 这些与南京十年有关的范围中，人们会同意阿瑟 · 扬格 ( .Art.h.u·r

y·.ou:ng)的结论：“孙中山是中国发展规划之父。H~

在撰写完（实业计划》后，孙中山再作努力骨以图获取德国在工业

项目与军事帮助两方面的援助。他在 1921 年后坚持不懈地寻求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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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作有若干理由。美国对援助他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府明显的不

热心而英国则更充满了日益增长的敌视。只剩下苏联和德国还有

可能性。但在 19.21 年与莫斯科的联络不易，且苏联当局正为国内的

重重困难所困扰。孙在 1917 年与德国人有过成功的接触，此时，德国

在华已经不再拥有帝国主义强国的特权了。。

或许，德国本身也对孙产生了吸引力，因为德国战败后的状况可

能比其他国家更符合孙对战后西方工业变化的描绘。凡尔赛条约加

剧了德国处理剩余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及市场萎缩的困难，，但它

可以在中国找到新出路。正如孙坦率地对德国官员说的，“你们德国

人巳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

自救方式”。1Q)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也深受其对西方认识

的影响他从德国人那里找到了推动自己军事统一和物质发展的动

力。孙在战前曾数次访问过德国，，他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

家;,;, , 俾斯麦政权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一个“真正的万能政

府”。他钦佩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意志各州的方法，及通过“各州不

断增强的支持与社会福利的增加”来巩固帝国的手段。＠

孙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时，曾研究过德国的经验，后来将共心得融

会到了“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理念中去了。在他的一系列“民

生主义”演讲中，孙赞成“社会主义”和“实用的共产主义”，但强烈地反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他以西方“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为理

由反对马克思关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预言过这些发展包括：社会和

经济改革、运输和通信系统的公共占有、直接税及“社会化了的分配”

等。这是一条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道路。在孙看来，德国在所

有这些方面都已走在了前头。它已经实行了保障工业的健康与安全

规则的“社会进步政策,,, ., u; 最先了解“国家控制铁路和电报事业的“优

越性,., ,, 是有效地执行直接税收计划的先行者。孙钦佩俾斯麦不顾资

本家们的反对，限制工作日，提供老年救济金和工人保险声“用国家权

力来缓和工人的贫困？。根据张其韵的记载，孙中山就此发挥道：＂俾

斯麦实行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H ; , "': 这一原则就是我所说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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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最后，孙中山对德国的信任并未因德国战败而有所改变。德国

的战时动员能力充分屈示山“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德国达到了其

最佳状态" ,。它使得德国能够“通过社会化和细致的利用”来应用其

珍贵的资源。孙的结论是，德国人知道“如何行动”庋他更愿相信德

国人的失败“只能暂时地阻碍其发展Ht(§ 因而汛孙在 1 '921 年重新转向

德国就很容易理解了。

1921一1925 年间寻求德国援助的活动

孙中山为他在广 少M建立的第二个政府寻求支持，以向德国提供

在华南的经济特权，俨来换取德方的军事帮助和对其政权的官方承认。

他曾试图劝诱德国驻广州领事与他的政府单独嫦和，但未获成功。

与此同时，他再派密使朱和中前往柏林。

1921 年末至 1922 年 7 月，朱和中在德国与大量的工业企业有所

接触，其中包括克虏伯和胡果奄施丁纳斯公司，希望为广州政府招募

私人顾问。然而，当他尝试着通过官方渠道向德国外交部转达孙的

最新构想：缔结中—德—俄三国联盟时眉他的努力却大打了折扣。德

国外交部对此十分勉强。而且，孙中山 192: 2 年 6 月再次被迫离开广

州导他与朱和中的通信也在《香港电讯》上披露，德国外交部便公开否

认有任何与孙合作的意图。．秒

1922 年夏孙又派邓家彦赴柏林继续朱和中未完成的工作。邓拥

有“总统顾间”的头衔，这个“总统”当然是指孙邓告诉德国当局，中国

是德国“最好的朋友”，潜在的“工业产品消费国和原料供应者”，中国的

开发需要德国的工程师。＠德国外交部原则上允诺了经济合作的可能，

只是再次排除了军事问题。然而，对邓（还有孙）来说，，它们是不可分割

的。邓家彦试图招募鲁登道夫(Lu,dendorf汃乔治董魏采尔 (Geo:rg Wet

zell)1·• 甚至冯 ．奄塞克特等数位将军做孙的顾间准i均未成功。＠

兼据魏采尔说雇雇佣军事顾间的尝试发生在 19 ,2' 3 年 。 这很可能表明这些尝试
发生在 ]9123 年 1 月 2:61 日关于与苏联意向性合作的孙文一越飞宣言发表之后，而又
在孙于当年夏天正式邀请一个苏联代表团之前电魏采尔进一步指出，更早的时候，孙
也曾与埃里希圈冯着法肯海恩1(Erich vo-n. ·Falkre-nha.yn)将军有过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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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中与邓家彦在寻求孙最需要的领域一一军享领域一一支持

努力的失败，无疑使他更迫切地转向俄国，孙中山对 19123 年苏联援助

到来的感受是至为深刻的。然而习不同寻常的是国即使在米歇尔·鲍

亟 罗廷作为孙第三个广州政府的苏联顾问千 1923 年 10 月抵达后，孙仍

在要求德国的帮助。

也许是钟情于德一苏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关系，孙再次努力使中

国也进入这一合作圈 。 他在 1 192 ,3 年 11 月 26 日经由邓家彦转交给德

国官员的信中写道：“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帚没有比帮助中国建

立一支精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更好的办法了。那时，让中国为你

们说话……你们须在远东预先准备一支无形的军队，以备在任何情

况下，响应你们求援的召唤。”＠孙将此建议同一些经济合作项目联在

一起，希望引起德国官员的注意？ 它们包括了德国人有权开发广西

寓川、贺县等地区的煤矿，在广西聘用德国的衣业专家足运用德国专

家在广州政府拥有的地区内实现国家对贸易的控制，还有将德国的

投资“用来建设起以德国为榜样的庞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工业"' ,e;®

但是，这些主动行动的结果仍近乎为零。孙明显地夸张说，在他

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包括了中国华南的六个省（广东、广西、云南、四

川，贵州、湖南），人口有 1 •. S 亿。德国的官员指出，孙甚至还未能对广

东全境实施完全的统治邓 二

孙中山在 1924 年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这次，他没有再犯与德

西外交部打交道的错误，站在德国官方立场看，外交部要力图避免卷

入中国各派系的政治纷争，以免触犯了凡尔赛条约。孙雇请西门子

公司驻广州的工程师古斯塔夫· 阿曼(G,•ust.av A.'man·n)博士做他的顾

间。孙委任阿曼为“全权密使,., ,, 派他回德国雇佣退役的军事人员，并

直接和德国的公司谈判在广东的投资事宜。阿曼成功地聘到了海军

上校瓦尔特寻哈罗腾堡 (Walte.r ha,rl 1otte.n·b1urg) 、 3 名空军军官和 10

名步兵顾问。这批人千 19.2:4 年秋季到达广州，似乎受聘千黄埔军校。

在与德国“通信业”及“采矿业”的谈判中，阿曼显然也有些进展。然

而 ，固随着孙中山 1925 年 3 月 12: 日突然逝世的消息传来，他的这些努

力也被迫中断了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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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外国援助的寻求范围广泛。但是环境和他个人的倾

向，，使他在 19210 年代早期的实际选择仅限制在苏联和德国，而且只有

前者愿意提供帮助。我们无法知道，在国民党根据列宁主义路线改

组，，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广州建立之后，他继续追寻德国的意图何

在书是不是出千用另 一个强国来制衡苏联的在华影响的深谋远虑。

我们也不知道，给广州政府更多的是顾间而非资金的俄国人，在多深

的层次上了解（如果有些了解的话），抑或鼓励他的对德谈判。然而顽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孙中山要将德国人拉入其事业的决心至死不渝。

在广州1的最后日子里瘤孙仍对他的追葫者们重申其信念，，即德国是个

能帮助中国进步的强国书而且中国无须担心它会带来帝国主义

压迫。＠

孙中山在 191 21 至 192,S 年间与德国人交往中，几乎次次受挫。他

准确地预言了德国的工业品需要出口，并大胆宣称武装中国是德国

的“唯一出路”。如本章前面已经提及的，一船又一船的德国武器确

实被运到了中国，但大部分都送到了那些能支付现金而不是承诺将

来的孙的敌人手中。其次，孙意识到，，德国的战败意味着“它那因战

争结束而闲置下来的组织天赋”将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夏正如我们所

知道的，在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的资助下，此种天赋事实上为全世界

所广泛运用，尽管在中国尚未见到，孙缺乏一个足够强大而又稳固的

地位来激发德国军方和工业界的兴趣。

尽管如此售孙依然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许多早年签订的

合同将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开花结果。对他的后继者来说争

孙将其中国物质发展计划与德国经验中有益的要素有机地结合了起

来。他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即（实业计划》）中制定了方

针号在此方针指导下，外国（尤其是德国人）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

刻正在悄悄临近。

注释

O 莫尔；《现代德国对华政策之思维）售第 4:5 页。

＠惠勒一贝内特，第 144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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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100一101 页；卡斯腾，第 11.4一115 页；哈罗德•· 高登 ( :Haro1l.d 1G0ir

d.on): 《国防军与德国共和政体，}·91 :9~191 .26,) (普林斯顿，新泽西， 1957 年）；克雷格鲁

第 36, 3 、 384一3198 页；塞克特：（德国国防军）＇ ，第 167 页。

＠塞克特：（一位军人的思想》＇ ，第 60一61 页。

＠克雷格，第 406 页；惠勒一贝内特，第 14,5 页。

＠许德科普夫：《拉德克在柏林》 ＇，第 97 页 ：；德珀克斯停第 201 页；迈埃尔哩韦尔

克尔，第 1 190 页。关于塞克特在土耳其和俄国服务的情况参见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神

第 135—11趴201—202, 页。

O 据说德国重工业界反对银行团计划喟因为该计划将会危害德苏武器生产:, G .. 

弗罗恩德(Freund. ) : (可怕的联阻：从布列斯特一利托乌斯克条约至柏林条约期间

的俄德关系）（纽约节 19· 5'7 年）第 101 页。希梅尔(ii一iii,, 第 5101一5121 页）对这点提出

质疑，但是也注意到德国工业界希望迅速加强同莫斯科的经济联系，以免苏联市场

为协约国所占领。

＠希梅尔，第 '51'15一516 页；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第 :3·25 页；: Ei H,. 卡尔 (Ca.rr):

《苏俄史：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一1. 923)( 纽约督 19·5,3 年）第 3 卷，第 36.3, 页。为了推

动谈判和偿付津贴，塞克特于 1922' 年初在军部建立了一个“俄国特别团休＂：见爱泼

斯坦《塞克特计划），第 48 页。 •-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213- ; ·(德国对俄国问题的立场）, (1'9212 年 9

月 ll 日）响引自卡斯腾，第 140~141 页。至少从 1915 年开始，塞克特便对俄国显示

出广泛的贞地缘政治学方面的关心，俄国在它的战后欧洲联盟概念中仍是重要的一

员：参阅汉斯睿冯咂塞克特 t (我的生平，. 186, 6一1.'917)(莱比锡 ,.193,8, 年），第 1.74 页；

卡斯腾，第 13.9一14 ,2 页。

＠塞克特：（德国的立场），载卡斯腾潭喂第 141 以 0

＠卡罗尔衢第 6'1, 页；惠勒一贝内特，，第 ]2,8 页；卡斯腾，第 143 页。

＠梅杰嘈， 弗雷茨 · 琼克 (Major Fritz· Tschunke) 引自惠勒一贝内特，注释 130,

无出处。

＠卡罗尔，第 6, 1 页；布拉茨。

＠伯恩哈德看门尼 ( .Bernh.a:rd. Menn,e): (血与钢：克虏伯公司的崛起》，（纽约，

} '.9.38 年）第 378一38, 5' 页；克雷格，第 406.; 页；卡斯特兰，第 2-88 页。

邸卡斯特兰第 2,89 页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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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明第 66一68, 页；韦特金德，第 4195一496 页；托马斯 ：：（德国国防经济

史），第 561一57 页。经济参谋部也就德国的战时生产能力与原料资源各编制了 一份

＂详尽的参考文件飞卡罗尔，第 616 页。

＠关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在国外的军事代表团 彦参阅弗里德里希嘈卡策

(F:rled.rie-h katz) : ,(德国帝国主义拉美政策的几个基本特点， 1898一1941);, 载（德国

法西斯主义在拉美, 1933-1943)(柏林 ,.19 166 年），第 14 页 ：；弗雷茨赈爱泼斯坦：（阿

根廷与德国陆军） •ij 栽（历史的力量与抉择，奥托.. 贝克尔 615 岁生日纪念文集），（威斯

巴登 ， mg54 年）第 286 页及以下几页；波达什，第 3一4 瞥 51 页；席夫，第 56-.S ·-579 页；

J上瓦拉赫(w·a.Uach) : ·(军事援助之剖析：普鲁士一德国驻土耳其的军事使 团 付

]835一191.9), c(杜塞尔多夫.,, 197 16 年）；博尔克，第 288—3 .26 页；恩斯特 ,. 普雷塞森：

（侵略之前：欧洲人装备 日本军队》 ［（图森，亚利桑那， 191 65- 年）嘈第 ，9—aa 页 。

＠卡斯特兰，引自法国国防部情报处文件，第 293一2· ,9,4 页 。

＠波达什第 Sil 页口

＠博尔克，第 2 198一306 队 310 ,8一:314 页。关于运送到玻利维亚装备的类型，参见

卡斯特兰 ，第 2 '93 页 。

＠博尔克，第 310一31 ]4 页；卡斯特兰，第 29 ,3 页。

＠博尔克，第 171—200 、 :280—28,7' 页。

＠参见席夫。 `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 no遭 i63 t 第 67一6,8; 页（＂履历 H) 。

@·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120 ,;Roill 351.S ,,E637'-49兀屈尔博恩 (K.uhlbor·n)备忘

录 (1 ·934- 年 6 月 2'3 日）；黑尔费里希霄第 111--1]2: 页 。

＠雷默，第 6S.10一1652 页；埃利斯，第 12 页；奥托昙伯利兹(Otto 氏elitz); (在边

境与国外的德国侨民）（慕尼黑， 1.1930 年），第 2·41 页；莫尔覃第 :2·74 页。

＠罗巴赫：（德中研究），第 1:24 页 。

＠雷默，第 652 页心柏利奈尔(Be:rU:ne·r) : (对华出口贸易中的机构与企业）！（汉

诺威 屯 '11920 年）；利勒巴格尔 ( 'Llne·barget) ,: (徐世昌》＼，第 IJ2· 页；杨洗生：（民族主义

中国之回顾， 19·216一19 :30)· ,,'《中国新闻）1.(La. Chine N·,au·v,elle,) (增刊），, 19·30 年 10 月 10

日 口 徐世昌的著作可能是由黄郭代为执笔的：见包华穗 ，第 2 卷第 13 '9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1) : :w:. 31 '"瓦格纳 (W.agne·r) (广州）致德外交部H' (l92' 5, 年

12 月 8 日） 。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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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外交部政治档案(1): 氐tS,"-博邺（氐y1e)(北京）致德外交部"(1'92: 2 年 7 月 3

日），第 6一7 页。

＠克劳德嘈布斯(C[aude A., Buss) : 《东亚的战争与外交）（纽约， ，1'940 年）I ; 第

. 

384; 页。

＠齐锡生，第 116一1:22 页。

＠齐锡生，第 12l一122 页 ：；《中国年鉴》，(19,3,9一19301 ).第 1'51一7'5 .3 页人密勒氏

评论报）('1928 年 2 月 4 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国防部. MID26S7 ·-I_, .32.,B , . .ff 马格

鲁德(Ma1rud\er)(北京）致华盛顿"(19126 年 10 月）。

＠外交部政治档案1(: 11): Ud, l, 没有署名的备忘录(1'928 年 l 月 2S 日）。在英

国档案中的类似统计数字，参见 ，F01271/'l :2178 t 第 191 及以下几页，I Q索引 H , ii关千中

国武器交易的备忘录"(1928 年 3 月 1 日）口

0 卡斯特兰，第 289'一290 页；外交部政治档案(17' ), 印暑 1 t[i "'· 博邺（北京）致德外

交部11(1924 年 9 月 29 日）；皮特瘟乔伊(P'eit,er S .. J owe:) : 《谁向中国的军事领袖销售

了枪炮？）《密勒氏评论报）(19 .25 年 4 月 l8 日）。

＠泽普斯，第 11 页；包华德，第 2 卷，第 l45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l) : Bd~l , ,i: 奈(N.ey)(汉口）致北京 H· c 1923 年 }01 月 30 日）；

外交部政治档案(12) :: '"上海领事馆致德外交部H(l923 年 4 月 7 日）。

＄外交部政治档案(1 '7): :act l ,,. '"博邺（北京）致德外交部'lt (1 192:,4 年 9 月 29 日）。

＠特雷比奇一林肯。

＠韦斯(P .. E. W妇）：《惊险的生活》，（南德星期日报》(S认d'dcut.sche Son:nta,gsb·

如t) 曹藏千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 Bd. .. 5.S1no,ii 86 。

＠特雷比奇一林肯，第 226一.2·4 '9 页；鲍华德，第 1 卷，第 2,'98 页。

＠特雷比奇一林肯，第 256一258 页；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 69·,~ 第 100一

106 j, 117一 '] 18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5),Bd喻 1 亨＂费舍尔（上海）致德外交部 "' (1931 年 8 月 25

日）；同上，， Bd 龟 2 t ,-, 贝伦德(Be.hrend. )- ,(上海）致德外交部"'(19.33, 年 6 月 2 '7 日）；关千

＂诈骗“参见（尖兵》(L'Eelaireur) (尼斯）， ·193,2 年 ll 月 9 日。特雪比奇一林肯 1.9 ,30i

年代末仍住在中国，还是一名和尚（南京郊区栖霞寺一一译者）：见辛达谟曹《传记文

学》第 )91 卷，第 6 期(1 197 :2 年），第 8-4 页，该文详细描述了法肯豪森同他会面的情况。

＠外交部政治档案(l) ., :B<t 2广博邺（北京）致德外交部"' ,(1922 年 5 月 8 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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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 S. 拉图瑞特(La'tour,ette:) ,: (中国、美国与战争）（波士顿, l919 年）第 2 卷，

第 1,82 页；也可参阅李守孔的评注，载李国祁（德国档案）＇ ，第 3: 3 16 页。

＠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德国驻华使馆， N.r劂 22,3: 2 亨 B.. l J.5 .. 一11兀克尼平

(Kni_p1 :ping)备忘录{ 1917' 年 12' 月 20 日）宁引自法斯(Fass;)-: (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第 l 1 ,6 页。

＠李国祁 I (德国档案）' ,, 第 3: 2 ,4一3-26 页。

＠参见韦慕庭，第 951 页。德方资料试图将孙中山”承认“处千战争状态解释为

一种“战术姿态＂：参见法斯: (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 11'7 页。

＠李国祁=· (德国档案） ．，第 3 :27一,3128 页；韦慕庭，第 916 页。

＠韦慕庭，第 95i 页。

＠孙中山：（中国之国际发展）涓第 l一7 页。

(@~1(9@(§ 同上书，第 29,8 页｝第 11 页，第 11一12 页，第 9 页，第 295一2 196 页。

＠韦慕庭，第 918一,99 页凸

＠侯继明：《孙中山的经济哲学与政策》 ＇，载薛光前编：《孙逸仙与中国）（纽约，

1974 年），第 97一19 ·9 ,..1 ·] 3, 页。

＠阿瑟睿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 ·t 第 292 页。

0 引用了孙中山的说法，德国试图把中国“当作一个平等和完全主权的国家”来

对待；； （北华捷报）(1922 年 10 月 7 日）咧引自韦慕庭， m 。也可参阅法斯：《1921~

19 '24 年的孙逸仙与德国），第 13,S一136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 (3)"1"雷米 (Remy)(广州）致德外交部 ill!t ('l 924 年 1 月 1'9

日）；法斯： ，(1'921-1924 年的孙逸仙与德国），，第 14\- 4 页 D

＠张其酉（国父思想与德国文化），载张其的编：《中德文化论集）， ,,, 第 1一2 页。

也可参阅泽普斯，第 23 页。

＠张其韵，同上书，第 2 页；孙中山：（三民主义）（上海嘈 194- 7 年），第 240一242

页负第 '248'一:249 页。

＠孙中山：（中国革命之回忆）（台北， [95 ,3 年）第 35,一.37 页。孙可能已阅读了

一本由德国驻华通信机构译成中文的关于德国战时经济的著作：（德国经济与战争

之关系》（德国东方通信社， 191 :5 年）。

·@孙逸仙：（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台北鲁 1953 年），第 101 页。

4J 

＠法斯 t (1.9 .21~ 19·.24 年的孙逸仙与德国）节第 1391 页；韦慕庭，第 108一10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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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外交部政治档案(5) : n.10. 3 ,, 印!I'] ,.. ,iii, 瓦格纳（广州）致德外交部tt'(192 :2 年

6 月 5 日）；书信附件，＂邓致瓦格纳" (l922 年 6 月 1 日）书该信写于邓赴德之前。英文

原信载梁希辉（音），第 ]91—20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44:一3,. 15, 魏采尔将军：《给蒋介石的备忘录》{ l913l 

年 12 月）。

＠＠＠原文用英文撰写身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德国驻华使馆，I Nr. 22.32: 1 Bl嘈

.Bil一·32, 引自法斯: 1(191,21一19 ,24 年的孙逸仙与德国），第 145 页，第 41 页。

＠阿曼，第 12:8 页；泽普斯，第 26 页。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 4 卷，台北第 5,18一519 页，引自韦慕庭书，第 124 页。

＠引自泽普斯，，第 24l 页口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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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10 月 8 日乌克斯面鲍尔上校装扮成“德骚号“货船上的

一名通信官员前往中国，这艘船属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通常是不载

客的。 11 月 15 日，鲍尔抵达香港并旋即转往广州。在那儿，， 一位能

说德语的教授朱家晔把他介绍给了李济深将军，李是广东国民党联

军的统帅和广州的实际控制者。但李济深在当晚去了上海，数小时

后，张发奎将军的部队便把他的政府推翻了。鲍尔觉得 ，对如此混乱

的局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更好，他回到了香港。当李的军队于 12

月重占广州时，鲍尔又回到这座城市，正好赶上看到了 19201 年代中国

共产党人最后的抗争一”广州公社”。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鲍尔

亲身观察到了他的新雇主们前进路上的两大障碍一军阀主义和共

产主义。心

但谁是他的雇主呢？他们为什么要雇他？德国外交部的资料推

测，李济深曾聘鲍尔为其执掌“总参谋部“心但实际上连鲍尔本人也

不能肯定有这一任命。 ! 1926 年 3 月，他从充任军事顾问的阿根廷返

回德国，与德国、瑞士及荷兰的军火商们交往密切。 1927 年春，”广

少M ,,, 政府的代表们与他接触，征询他在军事和工业规划方面的建议并

邀他去中国。他当即就承应了下来。出发前，他用了几个月时间与

德国和琅士的工业公司商谈心以确保成为容克斯飞机公司和厄尔康

军火企业在华的独家代理人。＠“现在，我正在去中国的途中亦 ．＂鲍尔

11 月 1 日在船上写信给—位受雇千容克斯公司的朋友，“我希望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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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8 年初回来，到那时，事态会更明朗，我将有机会得到可能对我们

有用的印象，听到可能对我们有用的消息。"®

鲍尔是位向命运挑战的勇士骨他决心在中国为自己的军事一经

济组织才能寻找一条出路，并在此过程中，使中国成为德国工业出口

一个主要市场。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他为中德合作的十年创立了

制度化的框架，并刺激起德国工业界对闯出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全

方位的新道路的兴趣 。

在中国，对马克斯警鲍尔的聘用，反映了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

内政和外交两方面转向新的开端。国民党在 1 1926—191,2: 7 年获得的令

人震惊的成功，至少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聘用鲍

尔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讨论鲍尔的使命和伴随而来的

德国工业界的努力之前嚼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他被召到中国的背

景和他受雇于中国的重要性。

, 

对德国顾问的选择

1923 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之下所开展的运动书是建立在国

民党与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及各类军阀之间的一个不稳固的联盟

之上的。该联盟是由共同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所维系。这一基础

在北伐的第—阶段(1 19·2.6-192,7' }充分发挥了作用且至少在名义上统一

了长江以南的国土。但成功到来之时，联盟存在的基石随之消失。

当 191 27 年 4 月占领上海之后，国民党最具实力的军事将领蒋介石断

然与左派决裂，并在地方军事将领的协助下，运用各种政治花招，在

与共产党及国民党内左派的斗争中渐渐占了优势。共产党人 1 1927· 年

广州暴动的失败，使中共的活动只能局限在内地，尤其是华南中部的

江西省衣村地区。。

国民党一苏联的联系是国共决裂的受害者之一。与苏联的联盟

在 1 '9126 年 3 月变得十分紧张中当时蒋拘留了几个“不忠实的“左派分

子和苏联顾间。然而书局势暂时平静了下来，“北伐军”千 6 月正式出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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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蒋在苏联的支持下出任总司令。在广州的党和政府机构分别交

由蒋的支持者张静江与谭延闾领导应可是，当蒋的国民党＂右派”为

一方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为另一方的斗争在 1.91 2 '7' 年 1 月初因南

昌与武汉两个对立政府的建立而日益加深时，右翼分子已在秘密寻

求苏联之外的援助。

192:6 年 11 月，，受过德式教育并任教千广州中山大学的朱家晔博

士写信给德国工程学会会长考拉德· 马特楚斯 (Co,n.r.ad :M .atsc,hos.s) 

教授，恳求他为广州兵工厂的建设推荐专家心当这封信 19.2:'7 年 3 月

传到马克斯· 鲍尔手上时，求助范围巳大大地扩张了。马特楚斯将

朱家晔介绍给了埃里克· 鲁登道夫( 'Eri1ck Ludendo1rff)将军口据说鲁

登道夫提供了高级军事顾问的名单。＠有一份资料表明 ，，刚退役的

冯· 塞克特将军”大约在 19126 年”就被推荐为国民党军事顾问的候选

人。据说塞克特拒绝了，将机会转给乔治簪魏采尔将军，后者也拒而

未受。鲍尔因此而获引荐庖根据鲍尔文件中对此事不完全的记载，

鲍尔是被邀请对华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但他在 19.27 年 4 月为中

、 国人写下的第一个备忘录中，却有一部分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组

建“，包括有关武器的详尽介绍及其他与此计划有关的基本要素。备

忘录和其他的建议先给了朱家晔在德学习的侄子朱谦，由他转交给

其叔叔。这清楚地说明，鲍尔从一开始就不仅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有

关还可能与国民党军队的重建有关应

鲍尔是应”广丿州政府”的邀请，并为它写下了第一份备忘录。可在

广州的政府又是什么呢？当朱家晔第一次致函马特楚斯时，广州是国

民党一中共联盟基础之上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然而书到鲍尔前往

中国时以蒋介石和张静江为首的右派占上风的“国民政府”已先迁到

南昌，后又迁至南京，留下李济深控制广州。但聘请德国顾间并不是李
济深的主意应是朱家晔以广州政府的名义与鲍尔接触，将他引进中

国，可朱家晔又是什么人？他的行为又代表着谁的利益呢？

中间人

先回答第二个间题，朱是在张静江的建议下给马特楚斯写信

的心朱在处理与鲍尔谈判时，I H : 每一步”都与张静江和戴季陶进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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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协商。其时，，李济深作为在广州的总指挥 性有颁发官方邀请的权

力 。 是戴季陶以“使中国的军队国家化”为由，向他举荐了鲍尔应张

静江和戴季陶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代表着蒋介石的意图。

张静江与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的成员，睾该派由一

小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 年 11 月在北京开会而得名鲁

会上要求解聘苏联顾间，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赶出去，张静江在巴黎

接受过教育贞是上海一位极为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他是孙中山早

年的支持者，是孙 1913 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在蒋

介石 1914- 年入党时，他是这位年轻的浙江同乡的入党保证人。各种

著作中常常提及张静江代替遭谋杀的陈其美('1916 年）成为蒋的良师

与榜样的事 。 有一段时间，蒋甚至还曾在张静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谋职。极有可能是张静江安排了蒋在 1 19' 18 年和孙中山的首次相见。

对蒋介石来说，张静江确实是他的“好老师”。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

四位”元老”之一 ，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作为在 19261—

19 .27 年这段关键时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平张静江

对日渐成功的蒋给予了持续不断的支持，当蒋到前线的时候，张便代

表他来主政皇

如果说张静江是蒋的良师，那么，对蒋充满“爱戴＂之情的戴季陶则

是他的密友魔戴的老家也是浙江，与张静江同为吴兴县人。也是由于

张静江的推荐，戴才为孙中山所注意，并在 l91.2 至 1 ·9125 年间担任孙的

私人秘书。戴与蒋介石的友情据说在 191:3 年已经相当密切，当时两人

均在 日本，蒋当年就收养了戴的一个儿子。也孙中山一死，戴成了国民

党内头号反共理论家。正是在他的指导下，蒋首次研究了孙的思想。

据一本关于戴的传记称嘎戴和蒋”在意识形态方面几乎完全一致"-'o@ ~

朱家晔是张静江的亲信，戴季陶的密友，和他们是浙江吴兴的同

乡口当朱 16 岁那年到上海去参加德属同济大学考试时，“他在张静
. 

嫩张静江虽系国民党右派，但未列名参加西山会议，似不能划为“西山会议
派”。一一译者

拳· 据朱家弊年谱虏朱家眸当时考取的是德文医学校的自费生一一译者



桃李书斋

第三章 联系的建立 191 26一1931 47 

江的通运公司得到了友谊及忠告。是张静江在 191 •4, 年陪他到了德

国进入柏林冶金研究所（在那里磐他首次见到了马特楚斯教授）学

习。据中共在 1940 年代编纂的一批国民党领导人的传记指称，张静

江是朱的“义父'It I。这大概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朱和他的妻子

在 191,2- 16 年 7 月收养了张静江的四女儿。＠这时，朱巳完成了在德国的

博土学位书任教千北京大学，他因组织学生示威和对公开支持国民党

的行动，被追在 1 1926 年春天离职前往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

通过他的同乡张静江和戴季陶，朱家晔在广州政界的地位急剧

上升。戴是大学的校长但常常因忙千其他事务而缺席，作为校务委

员会的委员 ，，朱因而成了中山大学的实际负责人。 1927' 年 4 月国民

党清共之后，朱成了省政府常务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实际上是文职的

首长），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成员，而且在这年夏天 ！，朱

成了教育专员和学校的副校长。＠

至此，朱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璇涡，他的命运与张静江｀戴季陶，并

通过他们与蒋介石连在一起了。他与戴的亲密关系引来了＂戴一朱

小集团”的说法序一位十分了解朱的人说，戴季陶同朱简直就是“同一

个人HC!I @通过他与张静江的关系，，朱也被列入由张资助下的，由受过

外国教育的”成长中的政治家”们组成的松散团体的一员，他以后的

事业从好的方面证明了这一称呼 ，口＠最后，通过他与另一位浙江吴兴

同乡陈果夫的交情，朱成了"CC 系 H •!111 一份资料还将他列为 1 1927 年 6

月 c,c 系的二十位创始人之一。陈果夫曾与蒋介石、戴季陶同在上海

的证券交易所工作过，在他们的帮助下，陈千 19· 26 年晋升为有实权的

党的组织部的领导人，该部是 CC 系的据点，甚至是蒋介石对国民党

控制的主要组织基础。

朱作为浙江省长、交通部长和组织部长的生涯－这只是他众

多职位中的几个——表明了他不同的兴趣和归属情况。然而，朱家

晔与德国的交往比起他的其他成就更引人注目。据中共出版的那本

传记，朱是最早的“以戴季陶和张静江做后台的亲德派头目“，度在

多年(191.2' 16一193r ,Br) 中，他不仅充当了沟通中国高级官员与德国顾问的

中间人，用一名德国顾问的话说，在很大意义上朱还是“德国在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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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主要支持者。H®从 1926 至 19 .4,4 年，在中德关系的所有方面，都

能找到他插手的影子。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刚起步之时 ！，他只是个中

间人新的稳健的中国领导层通过他，寻求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朝新

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必须强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领导层会对

由德国帮助完成这些任务特别地感兴趣？

动机

从直接的意义上讲，问题并不难回答。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张静

江和戴季陶对孙中山争取德国援助的不懈努力，和只有苏联和德国

是大规模外国援助潜在来源的信念都十分的熟悉。 19251一1926 年间

的反帝言论和行动 ，，虽然目标主要是针对英国的，但似乎也已排除了
考虑那些仍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可能性。现在，俄国

援助已不再受欢迎，重新转向德国是合乎逻辑的。德国与苏联不同，

在中国既没有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没有大国的特权。

其次鲁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德国是蒋介石合乎逻辑的选择。

1912 年和 191,8 年，蒋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在前一次，

他甚至学习了德语，并在自己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千德国军

二实践的文章。＠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事体制能够保持完整

也存有良好印象。正如国民党官修史书中对德国军事使团的记载：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德国的军事成就受到所有国家的钦佩。虽然

它在一战中战败，但它坚定地规划自己的复兴，并在几年之中，在科

学发展及军事科技方面超过了各国，……因而，政府雇佣德国专家以

重建武装力量。,!J'c

第三，像其先导者孙中山一样，民国南京政府的新领导人们将德

国视为“国际开发中国”中具有潜在价值的伙伴。在聘请鲍尔问题

上，张静江和朱家晔所考虑的显然要比单纯重组军队更为深远。即

将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张静江通过与上海商界的接触，意

识到了德国在华投资方面日益增长的兴趣。早在与鲍尔在上海会面

之前的 192 '7 年 6 月，他和朱家晔已向德国公司驻上诲、广州的代表探

询在广泛的领域内聘请德国顾间的可能性，包括经济规划、文官制

度、警察工作、司法改革和社会福利。在上海有利益的德国入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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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叠“南京正计划在所有部门聘请德国顾问＂。＠在这些接触中，朱家晔

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巳经完成了它的“政治革命,.,, ,, 现在所需要的是实

现工业、技术、教育现代化的“第二次革命,,, '。完成这次革命最＂迅速而

有效＂的方法，是“追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脚步 Hi ,, 这个国家就是

德国。。

最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德国看来是 1927 年后中国的一个合适

的伙伴。根据国民党官修史书对德国使团的记述，“德国民族的伟大

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众多

的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是如何理解这种“精神”的。然而，在此我们

要注意的是，蒋及国民党内保守派对需要外援的认识并未随着苏联

人的离去而消失，他们所寻求的是一个发展准则与他们对新中国的

俨

构想相吻合的国家的帮助口 . , .. 

国民党的保守主义

1 '927 年清党后，国民党寻求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既

能与其领导人的保守本能相一致，， 又适合由国内外形势造成的对经

济和军事现代化的需要。

这里掣“保守”一词的含义，不是迈斯垂恩(Maistreian)所称的那种

为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原则，回到现状去的保守，也不是伯克恩

(Bur,kearn)所关心的那种变化必须与健康的国家机制有机进步相协

调的保守，它也不是一一与国民党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利

益的观点一仅仅是对既得的特殊利益的维护。因为国民党的领导

人曾是革命者，为推翻旧制度而战，献出了许多生命，，活着的人在很

大程度上以兄弟情谊联系在一起，其内部的纽带远胜过与外部团体

的联系。 1 1927 年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将重心转向“建国”，并在相当

程度上将其当成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但却脱离了社会的实际。譬

如，蒋介石并不像亨利 ［．基辛格曾称俾斯麦的那样，是位“白色革命

者”一一俾斯麦一度曾用激进的手段来维持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

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是立场上的“保守＂，其保守实际上是曼海姆

(Ma.nnheim)和亨廷顿(Hu:n.血g·ton)所说的“反动”，因为比起同时代的

共产主义者及其左派堕友来，他们不仅”进步性“微不足道，而且还有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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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地与之为敌笠易劳逸称其为“主观保守主义”，意为“从时代背景来

厂，其行为与态度被认为是保守的。”＠虽然国民党右派在民族主义方

面并不逊于左派，但他们固执地将国家政治与社会变动割裂开来。漏

它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在其民族主义中，中国“种族”是一个不可分的

整体。正像本杰明褥史华慈所写的那样，可以称之为“文化保守主

义t:111 ,. 即坚持解决一个民族所面临间题的方法国应该在本民族的遗产

中去寻找，而非主要靠引进外来的意识形态一一而当时的共产主义

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做的。＠ , 

对国民党领导人来说过这也是实行变革，实行“现代化”与“建国”

的方式。戴季陶的著作在这方面是有指导意义的。戴是 1920 年代阐

述孙中山的文化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帝思想的主要代言人』他强调中

国的民族革命应根植千传统的道德体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之上。他

的思想被称为“保守的理想主义”，因为它预示中国将在对自身独特

文化日益增长的民族自尊的基础上获得新生。像孙一样，戴也反对

随意地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个人主义或唯物主义中的一种。但

他最重要的暗示是 虽然是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没有

西化的现代化 ( ,w.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实现这种现代化需要的是

政治集权和全民族的“统一、和谐与服从“。®1

这样，国民党右派的两个基本构想变得明朗起来。戴关于“科学

的文化”的思想不知不觉地接近了韦伯的“理性化”。但追求理性化

并不在千理论本身，而更可能是因为它能加速中国强国目标的实现

（一种猜测是戴以类似的观点来理解孙中山寻求外国帮助发展经济

的计划）。然而，国家财富和实力增长的首要条件是，国家能有一段

安定统一的时间，为此就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及通过传统价值

实现的民众忠诚。对戴及其朋友和学生蒋介石来说，它不只是“为政

治整合的目的来操纵文化的符号,,0- '当然，同后来新生活运动中的情

况相似，1对文化的注意可以视为是对现代国家的发展的补充亨恰似林

毓生（在不同背景下）曾提到过的那种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传统的“有

机整合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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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来说，利用德国的援助符合他的那种被称为“保守现代

化”的努力怠他 191 .2 年时希望去德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要学

习“德国成功的秘诀＂。根据陆培涌的研究，，在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处

千萌芽阶段时鲁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

个方面的秘诀，并在《军声杂志》著文，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

”指导原则”。＠它将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其目标不是保持现状，

而是去创造现代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守法的公民。

马克斯 ,., 鲍尔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蒋介石在 1927 年巳对德国表示出了友善的态度，其目的包括 ，准但

远不止于对一支强大军事力量的迫切需要。他拥有张静江的亲信朱

家晔这位僚属，朱钦佩德国，视德国为文明的、实行中央集权的、在经

济和科学发展上居领导地位的国家戛朱与张静江和戴季陶共同努

力，足以影响蒋的初期目标，并把德国人带到了他的面前。

然而，人们会轻易地猜到，如果马克斯蠡鲍尔不是如此恰如其分

地适应这一思觑并领悟蒋及亲信们的需要准后来的事态也就不会那

么发展了。鲍奠定了延续到 1931[8 年的德国在华顾间们的使命，他是

在工业事务方面具有广泛经验的杰出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位激进

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

独到批评，与蒋介石的看法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斯 瘤， 鲍尔 (186'9一1929)从 19101 .S 年起在德国总参谋部服役，

供职千鲁登道夫上校的战略动员处。尽管他因里炮方面的专业知识

于 1 1915 年嬴得了柏林大学的荣誉博士学衔，他在防御坦克方面的创

新体系为他赢得了坦克专家的美名，但他还是以战时负责军事和工

业界之间的联系最为闻名。战争期间，他作为鲁登道夫在战略动员

处的得力助手，极成功地与工业界一道供应军需和装备，并因筹划

“兴登堡计划”并为其保障装备供应而获得了盛赞和美誉。＠

鲍尔被誉为是个“真正的｀能干而有进取心的人 '1 H ·:, 而且并不只

是在军事方面。他是各登道夫营垒中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战争

期间簟试图推翻贝特曼虐荷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总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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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秘密策划反对德皇本人。据一位作者回忆，鲍尔极像埃古，， “对

阴谋有强烈爱好，这驱使他战后致力千推翻共和政府，并参与了 210 年

代流产的卡普暴动。＠

在鲍尔政治活动的背后，有一整套可称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

义”的信条。这套理论与魏玛共和国早期极右势力反对凡尔赛条约

（也包括共和政体）的运动有关，它鼓吹与苏联达成强权政治的谅解，

在德国确立一种用某种形式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结

合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德国共产党携手（它的

国内表现有别千塞克特的努力及传统上与苏联合作的理由）。也许亭

隐晦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与德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的“种族”观念之间的共同点，要远比它与任何一种真正的“布尔什维

克主义”更多，但它在较广泛的意义上表达了如下的情感：德国的民

族主义和其他活跃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如克勒门斯· 冯咖， 克莱姆派瑞尔

(Kle·m.en:s vo,n. Klemp·erer)所写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建立在

对西方怨恨和对东方强烈的爱与恨交织关系的基础之上的。"'0它依

然保留在浪漫的禁区里。

鲍尔在 1912:3 至 1924: 年间访问过苏联，其时嚼正是他在卡普暴动

后的流亡期间。他 1 ·91 19 年曾在柏林会晤过卡尔 14!!1 拉德克 (Ka. :rl

Ra,dek), 自然知道 1920 年代初期德国国防军和苏联日益发展的联

系。但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访问与这些联系有多大关系，流亡期间，他

在政治上仍然是与鲁登道夫及“巴伐利亚运动“联在一起的度无论鲍

尔去俄国的动机是什么~他写信给鲁登道夫称，苏联人对他在坦

克，重炮和防空武器方面的研究很有兴趣，他想去”为德国武器工业

做些事”，鬼一一德国国防军明确地向苏联人表示，鲍尔和他们

无关。1@

他这次旅行唯一的有形结果，是在归途中写了研究苏联共产主

义的《红色沙皇的国土），其中概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炟鲍尔当然不赞

• 埃古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反面人物厘性格奸诈狡猾。 一一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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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苏维埃体制的许多基本要素，他特别反对的是“用非自然的方法实

行社会公平”和妇女权利平等的“性别理想主义”。但他发现布尔什

维克的领导者们作为“行动的人”是“第一流”的。在战争期间强烈反

对德国工会的鲍尔，以赞赏的文字提到苏联劳工的“军事化”，禁止罢

工及工人阶级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他觉得最后一点是德国社会民

主党所缺乏的。庆幸的是，这里尚未出现“在富裕与贫穷之间划下

｀致命界限＇的垄断资本”。更重要的是，他为苏维埃重建表现出的活

力 ：佛执政党赤裸裸的暴力及绝对权威所震撼。人们可以将苏联的手

段与其目的分开，从中学习所需的东西戛但在鲍尔看来，任何形式的

“公有制“社会的未来都须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性“基础之上，以适合

全体人民的民族与种族特性。鲍尔是一个赞成民族与种族间有差别

和斗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强烈反对苏联关于共产主义的“国际

三义”的推论。＠

鲍尔在骚动中抵达广州后汉又被护送到上海 ．加 1 1921 年 11 月 22 日

登岸，由此获得了直接将这些观点展示给蒋介石的机会处在上海，，李

济深和朱家晔把他介绍给了蒋，此时蒋刚刚结束短暂的“隐退”从日
本归来，并很快复职成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统帅和国民党中央政治

会议的主席。鲍尔在经过与蒋芍互朱进行了为时一周的定期会议

后，受聘成为蒋顾问。＠

鲍尔以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性宣言，作为他对中国发展问题一

系列建议的开篇。在他为蒋介石写的首批备忘录中，，有一份是这样

开头的：

世界正面临着一个社会利他主义的新时代，，它是与帝国主

义一唯物主义相对立的，这一点对一切人都明白无误。布尔什

维克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党等也有好的一面。不幸的

是 ..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均否认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纽带

作用。

……其结果是，在所有国家里亨那些赞成民族共同体，即健

康民族思想发展的人们鲁都与国际主义产生了冲突中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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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站在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上，不停地谴责“资本剥

削＂。在他的著作中，资本被描绘成“国际性”的，而作为“人民臂膀＂的

工人却是“民族性”的。他强调说 't ,H每个国家必须建设它自己的社会

主义灌它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说查所有这些都与孙中山的思想相吻

合，因为孙也谋求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加强“民

族思想H ,. U实现社会意义上的人民胜利鲁……反对任何阶级的统治。”

他断言， ,.;41国民政府定会获胜，因为它的目标和中国自然发展的方向

是吻合的。：“如果说中国现在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障碍一一譬如

“外国列强，内战和资金的缺乏,;,;,~一那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已经存

在千孙中山（还有他自己）提出的理想之中了。＠

蒋介石肯定为鲍尔所提的方案所打动，因为很可能是在他的要

求之下 ，鲍尔在 19,2: 8 年夏天又写了关于在中国制定宪法的第二份备

忘录。在备忘录中，鲍尔更详尽地表明了其反唯物主义、反资本主义

的立场。他谴责了自 1789 年以后西方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并

指出孛 ，“白种人“正在把平等、富裕和科学的价值看得比“文化价值”更

重要，因而执行了实为“种族自杀”的政策。他宣称，上一个世纪的西
方文明史，是—种“技术发展”而“文化崩溃＂的历史。中国的任务是追

求物质和文化的同步发展，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值得去努力争取。。

比较起来，鲍尔用来规划中国宪政的理论背景，比他对中国未来

宪政明确而又独具特点的建议更重要。譬如 ＇，他坚持国家通过保障

妇女的地位来维护家庭，用分散工业的方法来避免城市无产阶级的

增长。或许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与其他“正在觉醒的“国家，如意大

利、土耳其等放在同等位置。他力主应按合作的形式组织经济生产，

并依孙中山的主张，对所有“要害企业”实行国有。此外，国家出千宣

传和文化的目的＂应垄断大众传播工具一一出版、广播、电影。·®

没有迹象表阴蒋介石为实施这些建议采取了多少直接的行动。

但蒋给了鲍尔个人很高的礼遇—一他后来愿意花很长时间来与这位

“唯一的欧洲朋友”进行私人间的会谈，并称鲍尔的去世“使他感到很

孤独。”命一一据我们对蒋本人思想的了解壹极有可能他同意鲍尔一系

列建议的基本思路，尽管鲍尔对蒋的有形服务在千他受雇的军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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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部门，但他深信正在用自己的技术和组织才能来为蒋介石及其派

系的政治未来效力，这就使他的服务具有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价值。

鲍尔的政治备忘录，仅仅是他所坚持的有关中国须全面发展论

述的—部分。事实上，他的官方头衔是“经济顾间”。部分原因是为了

外国及德国官方的承受力，以避免“军事顾间”这一职位可能带来的

恶名（和非法性）。他也努力使自己更像一位“经济顾问＂，在给知心朋

友的信中也是如此描述的虔但他的“经济”使命是广泛的，因为他不

允许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相互分离。

除了政治建议外，，鲍尔在任职后的数月内写了有关军事调动与

改组经济发展规划、重工业化、航空运输、农业生产、财政改革和采

矿业的大豐详尽的备忘录。1@ 而且，他强调”所有的备忘录都以工业公

司的建议和计划为基础，因为工业公司居千其所代表的行业中的前

沿＂虔如今，他个人巳经确信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 t.l!! ,.~ 并让蒋介石

相信他能动员德国工业界和退休专家来中国，从事与“重建“有关的

各式各样的工作。因此， 19'28 年 3 月底他返回了德国。

至少有三个中国的官方代表团随鲍尔同时到了德国，总司令部

军政部部长张治中将军（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务

长）率领一个代表团考察军事训练机构。作为最早接待鲍尔的人，，广

州的李济深将军觉得自己对鲍尔所提供的服务应享有一定的优先

权，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为该省的发展寻求德国的帮助口。最后一个是

由蒋介石亲自委派的以陈仪将军为首的＂考察团 u !! 它与鲍尔一同前

往德国，其目标是研究“德国政治组织鸟军事系统和军工技术，并物色

有经验的人才……为计划中的重组服务':i ,o GD· 

南京顾问团的建立

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多年后告诉一位外国记者，在德国

顾间们被派往中国的初期，“德国人的想法是，蒋介石的历史使命是

肃清军阀唱并将中国改造成德国产品的巨大市场”。＠若将鲍尔来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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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使命加以归纳简化，这一评价道出了此时及此后派往南京的德

国顾问们各种活动的最主要侧面。在追溯鲍尔 192 ,8 年及以后在德国

的活动时，，我们必须牢记他是以双重身份在开展工作的：为蒋介石，

也为德国的在华利益。鲍尔在与德国工业界、政府和军队打交道时，

总强调自己“正在为德国而战”，为工业界的新市场而战。他主张伟如

果别的国家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话，那德国也应有自己的一份。

而且这—势力范围与鲍尔对南京的责任并不冲突。据美国情报部门

的记载唱他的使命是“千方百计地增强蒋介石的实力,, o,'D 

19.28 年鳍尔在德国

19 .28 年 3 月鲍尔重返德国 ，，随行的有一个由陈仪将军率领的南

京考察团。他们的目标有两个：适当地接触德国各类团体，以期他们

参与中国的“重建,, i着手为蒋介石招募一个长期的顾问团。

代表团获得了双重的成功。由鲍尔做中间联络人，南京的代表

团访问了一大批德国公司，其中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尤利乌斯·贝

尔格业务合伙组织、巴燕尔一伊发销售公司。克虏伯宣布愿意向中

国提供整座的兵工厂；尤利乌斯卷贝尔格业务合伙组织尨棱茨公司、

联合钢铁公司和德意志机车工业协会等数家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以争取签订提供铁路设备及铁路建设方面的合同；巴燕尔一伊发

销售公司则对发展通信事业抱有兴趣。然而，当时签订的意向性合

同（价值将近 100 亿德国马克）I t 被严格地限制在武器和军需品方面，

而且大多是与那些由鲍尔事先安排的公司签订的。S

德国的公司在将其对中国前景无可掩饰的潼憬转化为契约性质

的合同时心存犹豫，这是有不少原因的。陈仪自己就承认，南京政府

中（尤其是部长级官员中），充斥着“有知识但缺乏实际经验的人”，他

们制定的工业发展计划之中，包含着“许多愚蠢之见 ti!t ,, 而且经常相互

抵触。但陈又说，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黄郭已下定决心，“不惜一

切代价推动中德合作,,. o,·G , 

陈仪率领的南京代表团与由广东李济深派出的代表团先后到达

德国，已经暴露出中国重建工作的协调间题（实质上是国内的稳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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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率领广州代表团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的前驻德国代表、现

任李济深军需总监的朱和中。鲍尔因对李济深有许诺在先，也单独

地将该代表团介绍给各方。在广东代表团购买武器、吸引德国为广

东的企业投资，及为省政府聘请一个小型德国顾间小组等各项努力

中，都有鲍尔从旁相助。尽管鲍尔坚信，他同时促成来自南京和广州

的两个使团并无矛盾之处，但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从各方面来看

都代表着独立政府这一事实，损害了德国人对“新中国“统一的想象

（次年 3 月蒋介右拘禁了李济深，看来只会使鲍尔大吃一惊）。。

另一个中国考察团在 1928 年夏天突然地到达德国 ，，使事态更加

复杂化，该团由孙中山的公子孙科率领。 1927 年 8 月蒋介石宣布他

要（暂时的）引退时，孙科进入南京政府任建设部长。嫩 1928, 年 1 月蒋

复职后 ，，仍保留着职位的孙与伍朝枢、胡汉民一道赴欧洲”考察旅

行H~@ 6 月 7 日，孙科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中国 工业

化和中德合作的计划，该计划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父的《国际共同发

展中国实业计划》所定的指导纲领制定的。尽管威廉大街感到他是

个“不管部的部长兀但仍给了孙科相当的礼遇，并协助他与全德工业

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全德工业联合会是个重工业和工业性银行的保

护组织，孙科邀请其派遣一个工业代表团到中国口O这一使团实际上

在两年后才到了中国。鲍尔也赞同孙的主张。然而 ，鲁孙科使团的出

现不仅没能加强反而削弱了鲍尔的努力。

鲍尔所带来的南京代表团并未受到德国官方给予孙科的那种高

规格礼遇。这或许就是早日实现鲍尔计划的主要羁绊。当然，南京

的代表团受到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款待，代表团当面宣读了蒋介石致

兴登堡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通过彼此间日益增长的同情与合作，“

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更加密切。＂始终欣赏德国文化及其进步发

展”的蒋，现在希望通过与德国合作，“把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因

素融为一体”。＠亳无疑问，兴登堡和外交部并不反对在华寻求机遇，l

崇原文如此，孙科于 1927 年 10 月至 1. 9,28: 年］月间任南京政府的财玫部长咱
192 ,8 年 1 月调任建设部长，但他旋即出国，并未就任。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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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后者急可是由鲍尔完成合作或通过他实行合作却是另一回

事，鲍尔参加 1 19·20 年代卡普暴动的经历仍使威廉大街将他视为不受

欢迎的人；

此外，鲍尔之受雇千蒋及其一系列的公开活动，以一种令人不舒

服的方式在德国挑起了争端，即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责任问题。该

条约禁止德国公民以其军事才能受雇千外国政府，还有向中国出售

武器的问题，虽然德国不是 19·19 年对华武器禁运协议的签约国，可作

为对英国压力的妥协，它在 191 ,2: 81 年 4 月 2'7 日颁布了一项禁止此类贸

易的法令劝鲍尔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了上述两条禁令，而且采购武

器的南京代表团出现的时机次对德国外交部来说是槽得不能再糟了。

鲍尔的活动巳经家喻户晓鲁是德国和英国报刊最热门的话题，就像那

些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刊一样。＠尽管外交部无权禁止他以“私人身

份”为蒋介石效力，而且新的禁令也无法制止私下对中国的武器运

输，但威廉大街能够，而且也确实拒绝了鲍尔的所有帮助要求。

使鲍尔沮丧的是，德国国防军部不再容纳他了。由千战时的经

历，鲍尔为本德勒大街的高级官员们所熟知。一两年前 ，，他曾有充分

的理由期待他们的合作。可国内的政治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塞克

特在 1 1926 年被确信向帝制复辟者做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公开附和，接

着在 191 .27 至 191 281 年显示国防军非正当活动基金的洛曼一福布斯丑

闻曝光，他为这两件事受到猛烈的押击亨被迫辞职。在新部长威廉·

格棱纳( 'Wilh.elrn. Gro1 1ener)的领导下豐德国军方开始对来自公众，尤其

是社会民主党方面要求对资金及以前在德国境内外的秘密活动实施

更多的议会监督的压力做出反应。当南京的代表团提出观看德军演

习的请求时豐格勒纳一听到该建议与鲍尔联系在一起，就”被吓跑

了" ,。据说他的看法是＂鲍尔总是赌错了马，我不能相信他H• 0@ 这次受

挫，使鲍尔得出了“我们不再需要德国军方”的结论，他认为国防军正

在沦为“民主力量”的俘虏。他将转而集中精力从帝国军队的退役军

官中选择其顾问团的成员。＠

此后的事态表明，德国国防军不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而仅仅是

鲍尔本人。本德勒大街对张治中将军的提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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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1928 年春由蒋介石派往德国考察其军事的。只是因为鲍尔的出

现和外交部的反对，才阻止了德国军方此时要把中国当成其原型武

器实验场的企图。德国国防军部还是应张治中将军的请求曾向他提

供了训练手册节并修改了先前的一项政策，允许两名中国军官到设在

德累斯顿的步兵学校学习——他们是此后十年中众多在德国受训军

官中的第一批。次年，鲍尔过世，国内的政治压力也稍有减缓，德国

军方便与在南京的军事顾间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为顾间团招募成员，是鲍尔 1928 年夏天两项确切的成果之一。

最初顾问团人数包括鲍尔共 26 人。他们是由鲍尔推荐书经中国人同

意后受聘的。其中的 lO 人负责直接的军事训练， 6 人与军械及供应

有关， 4 名充任国内政策的顾间. 'i 1 名化学工程师， 1 名市政专家，， 1 名

经济学家，， 1 位铁路专家，最后还有 1 位医生。＠

与此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在鲍尔的提议下设立了一个附属

千中国公使馆的贸易处，中国公使馆坐落在柏林市的选帝侯大街。

该贸易处负责顾问团成员的筛选和聘用，但它同时还肩负着更重大

的任务：集中了中国政府在欧洲全部的武器及工业材料采购活动。

组织者希望以此来杜绝那些低标准与非标准的武器继续在缺乏协调

的情况下流入中国各地。此外，它将使商务活动摆脱汉堡一不莱梅

贸易体系，把南京政府的大量订货单直接送交到德国大工业或军械

制造公司的手上，那些公司据信能够生产出设计独特孛适应中国市场

的设备，由此摆脱收费昂贵的中间商人项

该贸易处于 19i.28, 年 9 月在俞大维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俞是浙江

人，获得过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2'2) ,,. 并到德国继续研习数学

及弹道学 。 俞后来在 30 年代担任过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1944一

1945) 、交通部长 (1946一1'948), 到台湾后，曾出任国防部长 (1 ·95i4一

1964- ) 。在柏林，俞大维获得了鲍尔之子恩斯特 (E::rnst)及谭延闾之子

谭伯羽的协助陟谭延闾 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 、 中央政治会议执行主

席，不久后，（ 『192 ,8 年 1.0 月）成了行政院院长（相当千总理）。＠直到 3.0

年代中期之前，，贸易处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它是中德经济

交往不断走向垄断的制度化的第一步，垄断的一方是蒋介石政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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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则是德国工业界。

1928, 一19:291 年鲍尔在中国

当鲍尔和首批顾问团成员尚在重返中国途中的时候，他正面临

着指责，尤其是上海报纸的指责，说他正在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完

全脱离国民政府的组织尸……一个类似早年袁世凯那样的私人组

织”度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尽管鲍尔等人的

活动并非“限制在军事事务，而是涵盖了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各领域 :u,

但他们首要的工作是强化蒋的“军事实力”。＠与鲍尔和蒋均有私人交

往的《赫斯特》(He·a 了s.t) 记者库尔特袍冯幕维甘德 (Kurt von W .ie

ga:n.1d) 则调门更高，他说鲍尔“曾力劝蒋介石走独裁之路”口＠所有这些

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鲍尔本人提供服务时并未获得书面的合同准但其他的顾问

都得到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在德语译本中，这些合同中的＂中国

政府”是指雇佣他们的党派心这是中文文本中“中国政府”的准确译

法。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法律上，或亭实上的中央，即国家政府的官

方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合同及顾间都是军事机构内的机密 ，，合

同是由军政部常务次长陈仪签署的。＠根据中国官方史书对德国顾问

团的记载 ,,,顾问们是在“蒋主席的宣接领导下 n .,.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该委员会 1932 年后是政权中的最高决策实体。。

但就是在军事委员会建立之前，，顾问团也只受军方和蒋介石本人的

控制。并非偶然的是，设在柏林中国公使馆内的贸易处也不属于外

交部的管辖范围，而是受军方控制，或许这更符合它所充任的军事工

业交易所的真正身份。＠

这一情况反映出南京政府中军事和非军事机构权责重叠的实

质是鲍尔及其一个在军事机构方面的“德国模式”导致了这样的结

果。作为蒋介石一名直接的奴仆，，鲍尔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中所代

表的“德国方面”成功与否 f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蒋介石权力巩固的

程度。这可以通过军事力量和行政机器两种手段来完成。

为了同德国工业界接触，鲍尔在他的报告中有意缩小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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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一1929 年间的国内冲突。他在 1 '9,'29 年 3 月写倌给一位可能的

投资者，称“这里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 ·t 其实此时他正准备奔赴战

场}为蒋镇压不顺从的桂系军阀所进行的“讨逆远征”出谋划策叟在

那年春天协助蒋制服了桂系军阀后，鲍尔希望一个和平的时代能随
之而来，因为他深知，， “每一场新的战争都要破坏其他国家对国民党

的信心，使获取外国贷款、资金和投资的希望化为泡影”。＠鲍尔作为

蒋在 1.91.2:9 年春胜利的幕后“智囊”而赢得了声誉，＠但他为南京政府

初期的结构和发展方向方面所打下的烙印，，意义或许更为深远。

如前所述，鲍尔曾应蒋的要求为有关中国的宪法问题提供建议，

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总体上的观念上的思路，其中很少有具体的意

见。也许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任何一届的国民党政府都要按照孙中

山制定的“五权分立“既定体系来行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

院考试院。然而，孙从来就没有确切地规定军事在政府中的位置。

1925 年广州国民政府建立时，曾设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委员会:a,; Ii 

蒋介石正是通过它才一步步地从非军事机构中争取到了相当多的自

主权。 192 ,8 年，蒋介石，戴季陶和王宠惠（王是研究德国宪法专家，曾

把德国（民法》翻译为中文）等新政府的规划设计者们赋予军事在政

府内的独立和事实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军事和非军事所以能联在一

起，全系千总统（蒋介石）个人鲁噪， 总统同时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军事本身的一套机构清楚地反映了德国模式，即借助千指挥权

与行政权的严格分立使其自主权更为稳固。六个主要军事部门的划

分绝大多数是直接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系统翻版而来：参谋本部（相

当千德国的“总参谋部") :; 总统的军事参议院（相当于德国的“德皇军

人内阁 1;1 ) ; 训练总监部（相当千德国的“军事训练总监部H); 军政部相

当千德国的国防部，仅有行政功能，而且是理论上唯一隶属千政府的

军事机构。这一整套军事机构独一无二的灵魂是“总统一总司令”。

这样，军事基本上从议会的干预中解脱了出来一—如同德国的情形

一样。4'1

- - ---一

崔原文如此，蒋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总统”是 19148 年 。 一一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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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8 年夏所写的关千明确军事划分的一系列备忘录中，鲍尔

尽了很大努力来鼓励对德国军事体系的直接模仿。，O 然而，由千受到

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牵制，德国的这套体制在中国显然大打了折扣，

即使在形式上学得惟妙惟肖，其实质精谜却差之千里。千是，军事参

议院内所充斥的不是忠诚而又具有专长的军官，而是各派系的高级

将领这一职务成为一种荣誉奖赏的形式。参谋本部豐也远非鲍尔所

设想的那样，是受过多年训练军官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多它一设立

就形成了由李济深任参谋总长，他的和其他一些派系的下属军官充

斥其间的格局。

利用分工明确的德国式制度来争取半独立的军人们合作，这一

设想只有在他们同时被说服编遣自己的军队，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建

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时才能变为现实。 1928 年，全中国大约有 2ZS

万武装的军人。鲍尔在 1929 年 1 月召开的编遣会议上扮演了核心的

角色，他在会上所要求的建立一个“军事编遣与整军委员会”的倡议

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采纳了。鲍尔建议 ，，南京政府只掌握一支新式的．、

规模较小的、用德国方式训练的中央军，，而将其余军队遣返，改组为

服务千地方治安和经济建设的民团度在编遣会议上所有的建议中，l

只有鲍尔所建议的民团系统使地方军阀们事实上的独立性有可能不

折不扣地变为“合法化”。无论如何，它也从未得到贯彻，裁撤哪些军

队？留下谁的军队？这一基本的问题导致了编遣会议的破裂，新一

轮的内战由此爆发。

尽管普遍的裁军未获实行，鲍尔及其德国属僚们仍热情十足地

在南京训练并装备了一个“模范师”（教导旅），使它成为蒋介石新军

队的基石。张治中将军领导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黄埔迁到了南

京，与在北平的参谋大学一样 ，许多德国教官在军校内任教。还建立

了一批培训炮兵、坦克及通信等方面参谋人员和专家的专门学校。。

同样重要的是，鲍尔在编遣会议流产后，希望通过改组军事体系来强

化蒋的中央控制功能。

这次采取的形式是让蒋介石以“民国政府总统”的身份正式地获

得对武装部队的实际指挥权。鲍尔强调，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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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机构以统辖所有的军事组织。 192 '9 年 3 月，蒋建立了陆海空军

总司令部－—－它是 1 ·932 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前身。总司令部

独立千国民政府曹六个军事机构中有五个直接归它统辖。按规定军

政部要同时对总司令部和行政院两方面负责准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只

对前者负责。钱端升描绘了这一变化：”由此，军权更紧密地，几乎是

完整地归千总统兼总司令一人了。''" ·&)

鲍尔明白他在军事领域的全部努力垦要取决千经济发展及与德国

工业界密切联系的发展程度：“在一个国家拥有工业之前，无法奢望其

建立一支国家的军队。tt(§作为蒋介石的助手及自命不凡的“德国之斗

士Ht鲍尔为自己那内容广泛的经济建议而呼号，要求兴建铁路、电信、

采矿业卫生保健事业，推动都市发展，他全部工作的焦点是通过创建

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来协调整个经济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扩建现有的兵

工厂，并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以使中国人

能因此而获得培训。 19·.2:-9 年 1 月，他向俞大维写了份建议，提议建一座

钢铁厂；提供制造武器和钢轨所需的钢材。＠这是他有关推动重工业和

交通事业长程计划中的一个步骤静正如鲍尔在每份计划里都提到的，，德

国工业界是否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是该厂能否投产的关键。

鲍尔认为，要使这些努力有所成就，必须促成柏林中国公使馆的

贸易处与德国工业界直接合作。但他那将贸易权收归中央的建议却

遭到了一些德国进出口公司的拼命反对，鲍尔将这些公司视为国内

众多反对他在华活动努力的渊数 。＠它们继续控制着德国工业产品的

贸易，其中甚至也包括那些曾经委托鲍尔担任其在华唯一代理人的

公司。＠更糟的是，有证据表明贸易处本身也在充当“中间人＂，通过转

手抽取一定的“回扣＂。中国驻柏林的公使明显地不尊重贸易处的独

立性和军事性，反而通过售卖经公使馆转道的物资来满足自己的“个

人需要“。对贸易处无实际管理权的中国外交部对此现象”熟视无

睹＂，因为公使没有私人资产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情况是“众所

周知＂的。， ,ft; .. 

崇此时的中国驻德国公使为蒋作宾。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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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德国工业巨子表示愿意配合鲍尔的计划。克虏

伯准备在鲍尔觉得时机成熟的任何时候“向中国派出自己的工程

师”皇 1928 年 12 月，鲍尔开始与好望冶金公司、氮业辛迪加及法本

公司驻上海的代表们谈判度次年 3 月，他与卡尔夸杜伊斯贝格( 'Carl

D,uisbe:rg)见面，卡尔噜杜伊斯贝格既是法本公司的老板又是全德工

业联合会的主席。他是鲍尔战时结识的老朋友，其对中国的访问极

可能是前一年夏天鲍尔和企业家们磋商的结果。 杜伊斯贝格赞成工

业界应“直接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并告诉鲍尔，全德工业联合会已

接受孙科的邀请攒准备派遣一个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鲍尔尽管对

孙科本人怀有疑虑，但仍对前景感到欣慰：现在，事情”终千走上了正

轨了＂戛经鲍尔撮合，杜伊斯贝格会晤了蒋介石，两人讨论了德国以

何种方式参与中国工业化的间题戛

马克斯蠡鲍尔没能活着见到德国考察团的到来。在返回中国七

个月后，他的使命就终结了。 191:2' 9 年 4 月，鲍尔在武汉前线为蒋出谋

划策时染上了天花。这是该地区唯一见诸报道的病例，有谣传说鲍

尔是被蒋的敌人有意传染的。他 5 月 6 日在上淹去世，他的葬礼被安

排成国宾级的。＠鲍尔所留下的，是后来十年中德合作的基础和无数

未竟的抱负。

德国对华”工业外交＂的诞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鲍尔之死或许反倒成了实现他那中德经济

合作庞大计划的前提条件。只要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存在千柏

林—南京关系的核心曹就很难指望德国官方会允许扩展与蒋介石政

权的联系。

鲍尔本人也觉察到这一点骨他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分解了自己的

经济和军事双重任务，将后者交给了男爵冯崛万根海姆 ( 'Frh攫. ·vo1n 

Mangenh.eim)将军叟鲍尔死后，朱家晔代表蒋介石任命鲁登道夫集

团中的另一成员赫尔曼奢柯瑞伯(Hermann Kriebel. )上校填补了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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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位置，而新分离出来的经济顾问一职则空缺皇柯瑞伯在历史上

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 1 1918 年作为德国停战代表团一员时所说的令人

叫绝的临别赠言：“二十年后再见。”他在南京的任职短暂且不愉快。

朱家晔最后到了几乎不得不劝说鲁登道夫亲自出任军事顾问的地

步，幸而前帝国军队总参谋部官员、担任过“国防军军队办公室主任“

的乔治· 魏采尔将军愿出任此职，他千 193.0 年 5 月以“总顾问＂的资

格来到中国度

魏采尔从 1 '91,3 10 至 1 ·9 ,34 年在中国任职的情形将在稍后讨论。现

有资料表明魏泽尔在其任职期间不单单致力于军事训练及战场战术

间题。他成功地通过柏林的＂顾问办事处“确定了德国国防军部和南

京的正式联系上这是鲍尔不曾做到的骨由此，国防军推开了直接涉足

南京事务的大门。＠然而亨他任职南京期间，这种联系限于聘用新顾间

和协调中国的武器购买等事务，其在购置武器方面的竞争力常常使

中国公使馆的努力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鲍尔在经济领域所做的

努力完全被魏采尔弃置一旁。

鲍尔在中国”为德国而战”的最初动机，“曾经强固了蒋介石政

权，反过来，这一政权将趋向偏好德国工业产品，并能吸收它们“夏由

千鲍尔死后的德国顾问们只专注于这—平衡等式的军事性一面，经

济渗透的任务就落到了全德工业联合会内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肩

上了 。

中国考禀团

192 ,0 年代末期，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普遍处千停滞阶段。持续的

内战，南京政府财政状况的不稳定， 1929 年之后美国贷款的取消对千

欧洲（特别是德国）战后的恢复有严重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侵蚀了国

民党政治家们的宏伟计划与同一时期西方人对一个新中国市场的梦

想。但在 1929 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到来之前及大萧条期间，德国

工业界为一种信念所鼓舞，即现在是以其独有的地位，利用与南京政

府的直接关系的时候了，这一关系经鲍尔的培育已有成果。大萧条

期间，I鸽国希望此一关系能发展成为出口市场，来缓解国内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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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自 192'0 年代中期起，全德工业联合会即通过它的《国外报告》告

诫自己的成员公司，对中国市场要投入比对其他任何的外国市场更

大的注意力皇联合会主席杜伊斯贝格在 192:16 年 9 月就向按兵不动

的工业联合会表明了自己对中国结束内战后进入该国市场的可能性

抱有乐观的态度。＠在 1927—1928 年间工业联合会为解决德国对外

贸易问题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确认新市场的开辟是德国经济面临

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自 19l .31 年后外贸已下降了 75 .%' 。必须通过专

家对市场的调查，政府的贷款担保，“如同已经与俄国开展的那样”与

外国政府的宣接贸易，及“为德国工业在海外进行有系统的宣传”等

一系列办法来解决。咀中国在这一通盘的规划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卡

尔咖杜伊斯贝格 1~29 年会见过鲍尔及蒋介石后对工业联合会说，“中

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皇

如果南京所发出的信号可信的话，杜伊斯贝格的乐观不无道理。

孙科 1 1928 年夏天在德国时，曾为德国官员展示了一组使鲍尔当年的

计划相形见细的发展计划。孙”特别地”邀请德国人参与一系列庞大

的项目，包括修筑 10 万英里铁路、新港口的建筑和重工业的基础建

设－这些是从其父著作的相关章节中摘录的。孙强调“私人公司”

没有能力提供中国所需的巨大贷款，也不能承担相应风险。只有一

个获得政府支持的国营工业实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很清楚，，孙的提议只是他那一派在南京政府内权力游戏的

一部分。在此数月之前，他巳邀请德国工业考察团访问中国，也得到

了全德工业联合会的回应。但直到孙担任建设部长的最后一个月的

1928 年 10月（那时他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才接

受了他的“建设大纲草案,.,. I。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胡汉民千次月接

受了此一草案蔓这是建立在孙科能从德国人那儿找到用来支付该草

案所需资金帮助的前提之上的。因为要完成孙科的“十年计划”至少

要花费未来政府全部收入的 45 % ,,. 而它还只是一个更长久的“五十年

计划”中的一段皇

孙坚持他曾亲自考察过德国战后的迅速复兴，因而相信”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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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方面，及技术与质量问题上善德国人都是我们的模范”。＠他筹

募到了一笔接待德国考察团及建立一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所需的

资金，＂筹备委员会“将充实他的中德合作总体计划应他提议的时机

绝但因为提议与 19.2 1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中德贸易条约是一致的，

该条约确立了双方的最惠国待遇戛

全德工业联合会在 1928 年 9 月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接受了孙的

邀请，并在 19·.2:19 年 1 月建立了一个特别的中国委员会，由联合会的副

主席佛罗温(Frowe.in) 出任主席，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董事 A雅各

比 (J.a.cob·y)博士任副主席。它的任务是为工业联合会的考察团前往

中国做准备尹“以一种德国工业界积极投入的态度搜集所有与中国

经济建设相关的信息，据此提出进一步的计划或项目”。@

与此同时，在中国方面，1 1932 年前渗入国民党所有重建努力之中

充满竞争的达尔文主义，似乎随着德国考察团抵华日程的临近而首

次抬头。 1929 年 1 月 1 日，张静江任委员长的建设委员会正式开始

工作。＠尽管孙科也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但他新近从撤销的建设部

调至铁道部，预示了合作前景的凶兆。事实是，负责接待德国来访者

＂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铁道部内骨由孙科出任主任。委员会的

部工商部、衣矿部 、 交通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各部门的代表组成

的患 1 19·29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记录上就充分显示了委

员会内部的不和。委员们在如何应付德国代表团可能提出的条件，I

在哪些项目上给他们优先权，甚至何时召开下一次会议的问题上，均

未达成一致意见皇

至 2 月 10 日，德国人被告知他们的考察团最好能在当年秋天以

后再成行书而原先的计划是在春季。财政部长宋子文称上这样.,, ''我们

将向你们呈献更多的东西:,• :-· 。德国官员猜测，导致延期的真正原因在

千部长们之间的倾轧（也许尤其是宋子文与孙科之争） ，宋希望整个

的建设计划建立在财政改革的基础上并受财政部的控制，而孙则希

望建设项目置于他的部领导之下”应作为铁道部长，孙科现在所强

调的是将铁路的修筑置千较其他项目优先的地位， 1929 年初，他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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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年收入的 510%充做铁路建设专项基金。＠

考察团出发时间的延期给了工业联合会和德国政府一个机会豐

使他们得以系统地研讨当时两个具有迫切性的重要问题：谁在考察

团中代表德国的利益？考虑到中国虚弱的财政状况，在西方国家中

也是资金相对贫乏德国应如何资助中国，及从哪一个具体项目入手？

第一个问题以南京和德国工业界要求一致的方式找到了答案：

汉堡一不莱梅贸易集团对考察团的工作既无发言权，也不派出代表。

早在 191 2:81 年 1 月，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的 F. W"" 谟乐(M.o·h.r)

博士就曾谴责了“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贸易观念。- 19 月间，他

将这一论点直接带到工业联合会 ，初他在演讲中赞扬了小商人们在德

国战后恢复中国市场中所取得的成就 ＇，警告新机遇所显示的前景”过

于绚烂＂，并指责贸易商在这一领域造成了精力与知识的“可怕的浪

费”屉然而，次年工业联合会拒绝了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和摩尔本

人为考察团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谟乐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其缘

由据说，I ''与其说是因为他与工业界反其道而行，不如说是由于他那

老一代汉堡出口商谨慎与多虑的特性”。此外，在中国人眼中，他是

一个典型的＂中间商人“皇

在考察团最后组成时，除了一人外懂几乎全是企业家或银行家。

团长是全德工业联合会主启团成员海因里希遍， 瑞滋曼 (H·einrich

Retzm.ann) 霄他也是萨克森工业家联合会的主席。机械行业的代表是

亨舍尔父子公司的 H沮马矗康塔德(v·o·n Con ta.rd) 鲁钢铁行业的代表是

克虏伯的技术经理 K 温特 (We:n1dt)博士，铁路方面是国家铁路局的

R 拉德马切尔(R,ader·mach1er) , 电力工业是柏林工业大学的教授G零德

特马(Dettma.:r)博士。为调查中国的国家财政、货币和贷款等间题，代

表团中还包括了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海因里希· 席佩尔 (Hein.rich

Schi :ppel)博士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 A.. 雅克比博士。代表团的

秘书长是 M. ., T 'h. 施太维(S1t.re·w1e) .,. 他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兼出版

商，有曾在中国从事外交和商务活动的经验。＠

关千第二个主要间题，即资助中国哪些项目；；当然不得不等待考

察团的调查结果。但柏林对于南京政府财政状况的感觉并不坏亨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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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南京政府的预算是其收入的两倍。＠就德国方面而言，任何项目

都要求大量的启动资金，这只有在帝国政府愿意以某种形式为工业

投资进行担保的情况下才能变为现实。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可供选

择：政府为所有可能的损失担保，，或只担保其中的一部分，即政府只

为特定货物的订货单实行保险。第一种选择在 192:0 年代曾秘密地运

用在对俄国的项目上，但正如外交部所随即指出的沮rs ,ir, 完全是个政

治决定”。它被确认为不适合中国，德国在那儿“没有政治利益" ,。另

外心这必将导致一些在华竞争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敌意，而德国正

在赔偿问题上与它们纠缠不清。最后一一如果工业界并不在意的

话，外交部则很重视一一在俄国担保权的授予，，当时曾伤害了那些担

保覆盖不到的商务活动，对现有的进出口贸易也有影响。因而，有限

的部分担保成了最可能实施的解决方法。但这不能保证使之免受到

意外事件的伤害，如政治环境的突变等，这在中国是不得不用极严肃

的态度对待的口到 1930 年年中考察团返回德国之后，部分担保能否

实行的问题，甚至政府能否从财政的立场去支持任何一种担保的间

题臭仍然悬而未决。＠

考察团准备成行之前，有几个项目巳经在谈判之中了。其中包

括一笔 3. 000 万元的德国贷款，用千修复北平一汉口和天津一浦口铁

路，所需的筑路物资也由德国公司提供；一条四川境内重庆一成都的

铁路建造计划鲁由达姆施塔特银行提供资助；由西门子公司参与完成

广州一汉口铁路的施工；由不莱梅的德国造船和机器制造公司向中

国轮船招商局供应蒸汽船和设备；建立一个中方提议的国内电话机

构复这些是相对小型的项目，但它们大多处千英国公司已占主导性

的地区之内，而且，主要是为未来探路的尝试。

在多次延期后，中国考察团终于在 19 ,3,0 年 3 月 1 日启程赴华，

它的任务不是签订具体的合同，而是要获得中国经济状况的笫一手

资料诤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私人联系气与他们探讨“那些基于孙中山 .,,,

设想，且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项目 f,P- Q 41B 

考察团在中国的时间共有三个月会在中央和各省官员的陪同下

访问了若干省份的十三个城市更考察团的成员们在 6 月返回柏林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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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工业联合会主席团和董事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了简要汇

报夏此后的数月中，他们整理了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它完

成了长达近 2:010 页，或许是当时有关中国经济最包罗万象的报告。＠

考察团的报告千 11 月提交给了全德工业联合会，报告清晰地勾

勒出当时中国政治与财政的不稳定果象，但对中国政府”即将到来

的＂稳定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它预言，只要国内的和平能够维持下

去，中国将“为外国工业和贸易提供异乎寻常的可能性”。中国目前

正处在被完全“纳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之中豐其工业成长及一个“易千

消化工业产品”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已经显现了出来，

在逐一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众多部门后，报告总结道，期望私人资

本承担对中国市场的“密集渗透＂的风险为时尚早。”更重要的是，我

们的工作要从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 ii, 国 I■ …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经济重

建时期奠定中德经济合作广泛的基础 t:P GI@ 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

成，但着手对工业外交的全面研讨却是当务之急。

报告建议德国工商业走向中国之路，应先由“国家在文化及经

济上的宣传”来做“间接的准备“皇采取这种形式，是工业圈内经过长

期讨论的结果及集中行动的目标。

“德意志文化宣传”的范围

“德意志文化宣传“包括了沮也大大超出了那些被认为是纯粹

的文化方面的努力。如前所述平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看，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想国人就认识到了以文化为贸易先导的重要性。那时，此类

努力多局限于德国在华所设的学校里耆倡导在华建立学校的人称其

为＂宣传学校:,:,, 0~ 

战后，虽然德国所设学校只残留下了上海同济大学的技术和

医学分部；“宣传学校”的观念并未彻底被放弃。同济尽管已成了

国立大学，但它保持着亲德国的传统书并在一定程度上仍接受德

国资助。经考察团的力荐，，全德工业联合会决定资助该校，并为

学校的发展制定了新的方向。用一位教育家的话说，，就是要使

”在（中国）工业界……和政府内居领导地位的工程师们，从他们

所受教育的性质和由此导致的思想倾向出发，自然会寻求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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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密切的联系”应设立了专门资助派往同济大学的德国导师及前

往其他的中国大学任客座讲演人的基金急如考察团的秘书长 M噜

Th.~ 施太维所主张的，， “通过学校进行宣传现在是，今后也仍然是，

最重要的一种宣传;, 0 (j 

现在这项工作不仅在中国『而首先是在德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展开了，曾协助朱家晔聘请乌克斯 ，· 鲍尔的德国工程学会会长考拉

德咖马特楚斯教授骨 【1 1930 年 ll 月在工业联合会的中国委员会召开的

会议上提出，中国留德学生的数目因为通货膨胀而大大滑坡，现在应

有大量的增加，留学生要由德国的公司直接资助和培养患这个问题

在 19 .3, l 年 1 月一次会议上由工业协会和另外 19 位政府及私人机构

的代表之间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外交部、文化部、贸易部、通用电器公

司亨舍尔机器厂和学术交流部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同意

协调以财政帮助吸引中国年轻人的各项努力心让他们先在德国的技

术院校学习，然而到德国公司里去工作。当时预料，这些初步的措施

将会在十年后对中德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德国工业和文化的前哨基地”也德国人移居中国也被当成

了德意志文化宣传的一部分 。 1928 年时，中国只有一家德文报纸，即

在上海的一份名为《桥》( .Die Br'.u,ecke)的独立周刊，令人伤心的是，它

”也不能说是代表德国利益的＂ 。 在工业界的资助下，到 1 '934 年初中

国出现了三份新的德国出版物，天津的（德中新闻》( .D,eutse,h-C,hi:neis-

ehe .N ,ach·ri'ch.ten ,.19311) ., 上海的《中国导报》 ( 1China Di,e·n.st , 1932), 上

诲的《远东商务与工程日报》(F·ar Eastern C,omme·rcial an,d E 'ng.e·n,e·er

切g Gaz.et.tg·,. l 9 34) 。 与此同时，德国通讯社所提供的新闻也越来越多

地为中国的传播媒体所采纳皇

所有这些努力主要是针对中国现在与未来的＂权势圈子”，而并

非全体中国人民夏考察团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与中国的领导人建立

“私人关系”，德国人意识到“私人关系构筑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

础，这一点在中国较它国尤甚“皇代表团确实在此方面做了努力准但

将来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与扩大这些联系。在这一点上，在华顾间的

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桃李书斋

72 德国与中华民国

蒋介石雇佣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举动寺促使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

和一些省政府的官吏一一浙江省尤为突出一—在从地质勘探到统

计、治理洪水 、无线电信工厂和空中地形勘探的广泛的非军事领域中

聘请德国顾问度截至 19310 年底曹有 .31 19 名德籍的文职顾问受聘到中

国任职这一数字远比美国或英国的顾问人数为少。然而，，与其所承

担的职责相比，数字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就像施太维对工业联合会

所报告的，”这些顾间——包括军事顾间一—正处千中国工业界最能

发挥其影响的绝佳位置上。“如果有必要，工业界决定自己资助德国

顾间去选择（所要服务的）中国部门。＠

最后，全德工业联合会决心通过中德合作的组织来促进中德交

流。除了对联合会的各类尝试均抱有反感的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

会外，一批有用的组织巳经成立在先了；柏林的“远东协会”，它始

建千 1912 年，宗旨是加深德国和远东的“经济与文化纽带"'•;I 法兰克

才 福的＂中国学院”，它是文化与学术交流中心， 19251 年由汉学家理夏

德·威廉 (Richard. Wilhelm) 组建； 1'9126, 年成立的“东亚艺术协会u,

1 '91 27 年开始的＂莱比锡德亚俱乐部"; 1 ·930 年成立的“德累斯顿德中

俱乐部“以及“在德中国机械制造与电子技术工程师联合会”。上述

的组织中，有一些自建立之日起就直接接受工业联合会的资助』如

同 1931 年在北平新建的“德国学院”一样。＠更重要的是，全德工业

联合会利用它们的专业知识与交流关系，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

研究学会”。

“中国研究学会”成立于 19,Sl 年 1 月，其目标是“考察和深化使中

德关系更密切的所有可能性” ，皇正如考察团成员瑞滋曼指示的，，”研

究中国的工业化间题，并与所有相关的团体合作亨做必要的准备，以

便……德国工业独享存在千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机会.-, ·o@ 

有兴趣的公司每年缴纳 ,31 000 元德国马克的会费，即可加入“中

国研究学会H '91 其成员多是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的“名流”，包括十七

家主要的工业公司和十三家银行皇自 1931 年直到 19401 年代中期，

“中国研究学会”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办公室定期举行的会议，吸引了

来自 工业界、财经界及政界精英集团中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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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萧条与有限的成功

“中国研究学会”对一个巨大而尚待开发的中国市场表现得极为

乐观。理夏德吻威廉在 1930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心理）争布鲁诺癫1 里

施(Bruno .Ri.sch)l9·3 10 年出版的那本论述外国机器在华市场的著作书

以及工业联合会考察团那份广为流传的报告，都是在往升高的期望

上煽风点火。＠

尽管考察团的报告和工业联合会的文化宣传活动均强调开拓中

国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面临着不少急功近利的压力。有人声

称 ,,.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H。如果德国工业界不能尽快

在那儿扎下根来，那么它定会被关在未来的大门之外皇另外，当德国

产品的出口君要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日益增长之时，渗透中国市

场的需要也显得尤为迫切了。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德国工业界

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勹是出千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

二经济危机的愿望” ，皇德国国家银行昔事，也是考察团成员的席佩尔

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

率就能一举消灭，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詹

信贷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一些公司曾要求国家为其参

与中国建设的合同担保，但都遭到拒绝复自 1929 年初将可能实行的

贷款策略明确表述之后［信贷的短缺就变得尖锐起来。从那年起停战

后德国工业依赖甚殷的美国短期贷款降至 192: iS 年总额的 20¾, 同时

早期的贷款也到了偿付期限覃因而，德国大公司的工业投资从 191,2' 8

年的 IS 亿德国马克降到了 1929 年的 ll. 7 亿 .,1930 年再降至 9看 107

亿曹到 '1 19 :31 年更降至只有 511! 2, :2 亿德国马克的低点皇

至 1.91,3,0 年底，由德国政府为在华投资实行担保的问题，，仍然停留

在讨论的阶段，如席佩尔曾对财政部长冯·克罗西克 (von K.rosigk.) 

强调 ，，现在对德国来说，同“尚不发达而外国商品拥有良好市场前景

的＂中国从事贸易，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tit C 4')i 191.3, 1 年 3 月，克罗西

克的办公室又向德国总理布吕宁(Brue.i.n.ng)强调鲁政府的担保是对中

国出口的基本前提息是年 4 月，隶属于政府的”出口担保委员会”成

立净其职责是调查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担保问题。＠



桃李书斋

74 德国与中华民国

当年 5 月，以奥地利庞大的信贷体系崩溃为开端，欧洲银行业总

危机爆发管使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次月，德国发生”提款和清偿

的恐慌H ·t使德国国家银行在外币兑换上损失了 .2:.0 亿德国马克口 6一7

月间，柏林的大银行向储户兑付的现金超过 20 亿德国马克。对协约

尸工的赔款也只能延期了，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是出千政治考虑的话 ，．

为对华出口担保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实际情况也是如

此。 7 月 1.3 日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关闭』及随之而来为期三个星期

的普遍的“银行假期”，使经济尽早复苏的希望彻底破灭戛如此的景

况之下，在尚不稳定的中国市场投资不可能再据有优先的位置。人

们只能像“中国研究学会“那样，着眼千未来了。

在中国，由德国考察团的到访所激起的乐观情绪也在次年消失

殆尽，我们在下一章里就要看到，各部门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依然是通

往全面而连贯的”重建“之路的障碍，也妨碍了外国投资发挥作用。

这里，可以举一个与德国考察团有关的例子。根据孙中山最初的主

张，，外国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国人应占有 51%资本，大多数的

董事和昔事长也应由中国人出任，这一主张在 1929 年 3 月 29 日被定

为法律条款。但中国在 1.92:8 至 1930 年间的巨额赤字及不惜一切代

价吸引外国资金的迫切需要心这些指导方针在与德国考察团的交往

时被忽略了。该团成员们的报告说啊他们得到了“确凿的保证”，只要

德国对中国不抱有政治野心＂这些条件就可以“放宽“皇消息传出“立

即激起了来自政府内部和舆论喉舌的公开反对，其中包括声誉甚佳

的《东方杂志》，官方不得不将那些保证收回戛

不管怎么说，德国考察团访问后的几年，不是在华投资的最佳时

机。在 1 '931 年这一年当中，中国遭受了两次经济灾难：长江洪水泛

滥和日本人入侵东北，后者动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础，同时使中国

商品丧失了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些事件亨再加上全球范围的

银价下跌，使中国货币在 1932 年初跌至其最低点口＠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也震撼了政治生活。 1·91.3,1 年 12 月，蒋介石被

迫第二次“引退＂，孙科成了行政院长，他与汪精卫的“改组派”密切合

作。但这一联合是短暂的，在一个月内即被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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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人合作取代。搬蒋由此迅速地取得了支配地位。然而，孙科在其

短暂的院长任内终千认识到了国家经济的可怕状况，这是几年前他

那宏伟的工业化计划所忽视的：＂留给我的是一份前所未有的遗产。

不仅国库中没剩下一分钱，而且我的前任巳经提前抵押出了未来四

五年的每笔收入。 ''-' ''@

小 结

令管 2'0 年代末 so 年代初的情况证明了鲍尔和全德工业联合会

采用孙科的构想确实过千乐观了，但在 19301 年上半年之前，中德贸易

增长的幅度也确实引人注目，此后的情况则反映了世界性对外贸易

的衰退。德国自中国的进口价值从 19 '27 年的 2飞5 10 5 亿德国马克，＇

升至 19291 年的 3 叠 7 106 5 亿，同一时期的德国对华出 口值也从 1 睿 210 2 

亿德国马克上升至 1 枷. 856 亿。 在这一增长中，重工业产品及设备的

出口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其增幅超过了两倍应可惜的是心没有找到这

一时期德国卖给中国武器的确切统计数目，尽管它们肯定是增加了。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从 1930 年到 1932 年的贸易大滑坡 ,,,尽管

中德贸易下降的速度比起中外贸易总体的下降幅度要稍缓一点一一

大约下降了一半平而后者下降了 2/3皇衰退前，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

中的比例从 1 '927 年的 3,.. 7'¾ 上升到了 192 ·9 年的接近 '1½ 应虽然这

些数字并不能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与 30 年代中期的同类数字

比起来，更是相形见细，那时德国占了中国近 1.7¾ 的外贸额，但它们

和德国工业界新的毫不掩饰的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加在一块，就足以

震动英国和美国的在华利益，随着它的扩张，定能获取更大的收获。

美国的情报机构指出，德国军事顾间团和工业联合会的努力是

一个“经济一军事”的统一整体，它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巳经足以“使我

国政府调整措施以抗衡其盘根错节的垄断后果”。尽管军事方面”对

我们来说相对不重要“，但经济后果却有理由“引起我们的外交及商

务官员们的高度警觉o ,c,1@

英国驻华公使在 1929 年写道 t ,~ii我从本能上就反对用提供顾问

睾． 原文如此，，实际上胡汉民此时没有参加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合作。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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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签合同的方式来缠住中国人。”＠但对眼看着大不列颠所占中

国进口份额从 1913 年的 17%跌到 1 '929 年 9. 5Yn 的英国工业家和商

人来说O德国的异军突起不能不引起警觉。英国人为和德国竞争，

在 19310 年向南京派了个海军代表团主并在次年仿照全德工业联合会

考察团的模式向远东地区派了一个经济代表团。＠一场为争夺短暂的

中国市场而展开的新战斗就这样交火了，这场战斗在 1936 至 1937 年

达到高潮。

但那是将来的事。当时 j除了来自南京德国顾问团源源不断的

武器订单外只有一项中德合作的项目有结果：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参与欧亚航空公司的建设。即使这个计划，也是起步维艰。曾经参

照柏林—巴格达航线，筹划开辟了一条柏林—南京的航线。这一航

线的缺陷在首次试航中就暴露了出来，苏联军机在蒙古上空将飞机

迫降。德国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摔断了骨头，并在一座蒙古监狱中

被判刑五年。只是在西藏班禅喇嘛的仁慈干预之下亨他们才获得释

放应这条线路在 1931 年下半年中止鲁同时也结束了中德关系中那段

承诺多千实际的历史 。

当然，承诺也是重要的。从 1920 年代中期的国内政争中挣脱出

来的中国政府，在寻求其发展的各项努力中，力图广泛地利用外国的

建议和资金，并倾向于与非帝国主义的，非革命的德国合作。透过由

马克斯甄鲍尔开创的军事顾间团和全德工业联合会的努力，德国在

争取对南京政府施加深刻的特殊地位方面，斩获颇丰。

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将由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来决定：“满洲危

机”之后，一个明确的国民党军事和工业发展战略的产生，以及 1933

年纳粹党攫取政权后所激发出的进入中国市场的推动力 。

注释

O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卫o .. 6'.9 ,, 第 153, 页； no4'391, 第 26一29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17) ·: Bel l /t瓦格纳（香港）致德外交部"'(19127 年 12 月 16 日）。

＠联邦档案馆 ：：鲍尔遗件罹 'no,"' ,69· , 第 :150—152 ,, 198 页粤皿 4礼第 1一2 页； no1晕

4] "第 ,31 页及以下几页； nioli .39 .,. 第 14- 页；柏恩德响马丁访问朱国勋(1'97'7 年 l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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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I ,g1 朱国勋将军是朱家晔的儿子。

@1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骨 ,38,, 第 15 页，致迪斯特贝格(Dust.erberg· ) 中校信

函（德绍） i(1 :927 年 ]l 月 1 日）。

＠对这些事件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伊罗生 (Harold」 R~I扭acs) ,: (中国革命的悲

剧》，第 2 版（纽约， 1 1968 年）；乔丹 (Donald. A11o Jordan) ·~(北伐》（檀香山， 19176 年）；郭

恒钰近著 i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帕德博恩， 1979 年）。

®·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1,47—148 页；鲍华德，第 1 卷贞i''75一?'·6

页 。 关千谭延闾在聘请德国顾间过程中的作用尚不清楚喟但是他的儿子谭伯羽

(Beu.e Tan:n. )在中德关系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ti ·1 192'8 年成为附属千驻柏林公使

馆的中国商务处第一任专员。

＠作者访问朱国勋(1978 年 3 月 24 日）巳

, 

＠同上书 ，，（字林西报）(t928 年10 月 16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ID1 26,51一I一3.57 啊“武官（南京）致国防部" (19 ,33 年 2

月 ,2: 7 日）c

＠联邦档案馆：， 鲍尔遗件，n1oi 41 ,, 第 81 及以下几页，（现代德国国防军之组织

机构）；访间朱国勋 < ·19,1s 年 3 月 24 日）。也参见泽普斯，第 S,8 页。

＠李济深已在广州雇佣了几名德国文职助手，但他们大多是该市一所美国医院

被解雇的内科医生。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 .. 319, 第 ,26 页。关于李对德国人可能

存在的看法，见泽普斯，第 42 页凸

＠胡颂平：（朱家驿先生年谱简编） ｝，第 36Si 页。关千对朱的作用所作的精譬评

价，参见泽普斯，第 47'·-4'9 页。

＠作者对朱国勋的采访(197.8 年 3 月 24- 日）· ; 柏恩德攫， 马丁访问朱国勋 (197'1

年 1 月 18 日）；胡颂平，同上书，第 3631 页。

＠鲍华德，第 1 卷，第 7·5一7,5 、 .32:0一321 页；陆培涌：《早期蒋介石》，第 51 页 ：；杜

勉，第 7S6 .、 73,6一731 页。目前尚无关于张人杰的传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关千

他在 1.927 年的活动可参见陈果夫：， 《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臀载（陈果夫先生

全集）。

＠陆培涌: (早期蒋介石），第 51 页 ，0

［＠马斯特，第 26 ... 501—51. 页；秘密采访，台北,19'78 年。

［＠马斯特与塞韦尔；马斯特，第 3,43 页 ctl;!c 关千戴季陶对蒋介石的更多的影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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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书第三章。

＠胡颂平：； 《朱家跸年谱》，第 3,55一356 页；《民国人物传》.. , •. 朱家弊＂条目（译自

中国共产党机密出版物）；胡颂平，同上，第 3162 页。

＠胡颂平（朱家驿年谱》 ＇，第 S,62一86 ,S 页；包华德第 1 卷，第 43',8 页。

＠胡颂平；同上书霄第 86:2一364 页,:;包华德，第 1 卷，第 488 页。朱同戴季陶的

首次晤面显然是通过张人杰，那是 19 ·25 年在北京那所孙中山临终前住过的医院里凸

胡颂平书同上书，，第 36.l 页。

＠访问关德懋(197"? 年 12 月 16 日）。

＠杜勉第 507 页。

＠波多野乾一，第 4! 16} 页。在（国民党领袖传》中，朱也被划入 CC派。见注＠。

@ ·(民国人物传）（中共） ; "'朱家晔＂条。

＠乔治赈魏采尔将军，引自泽普斯，第 45 页。也参见上书，第 4'7一491 页口

＠董显光：（蒋介石）（上海， 19137 年）第 2 册，第 ,52:2 页；陆培涌: (早期蒋介

石）第 5.3 页；包华德 ，Iii 第 1 卷，第 320 页；陈布雷等编；《蒋介石总统年表》（台北，＇

191 5·4 年），第 6 页。

＠《德国驻华军事顾间团工作纪要》 t第 4 页。

＠外文部政治档案(12): ·Bd. l —4, 威廉詹瓦格纳（远东协会）致德外交部(192 '7

年 6 月 18 日）口

＠访问朱国勋(1978 年 3 月 24 日）。

@ ·(德国驻华军事顾间团工作纪要），第 4 页。

＠亨利金基辛格：《白色的革命者：对俾斯麦的看法》.(代达罗斯）·(' Dae.d.a lus·)1 , 

第 917 卷第 3 期 (1.9 16.S 年夏），第 8.88一92'4, 页。关子国民党同它想象中的上海商界的

自然联盟关系所做的有洞察力的分析渗参贝柯博文（小科布尔）书。

＠参阅卡尔攫曼海姆(Karl ·Mannh,eim) : 《保守党人的思想，社会学对德国政治

历史学思想形成的贡献》，载舒曼书；塞缪尔唱亨廷顿：《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美国

政治学评论）·,(A叩叶叩和比如z l s·c·i ,mce· Re如如）第 51 卷 (19157 年）曹第 454-

4.73 页 。

＠易劳逸: (政治保守主义），第 2'·91 5 页。正如易劳逸正确评论的那样，蒋成为

保守主义的象征并不是由千他反对变革，”而是因为他决心要和他的政治集团一道

控制改革的进程H '。同上书，第 2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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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 (Benjamin. l .. Sch.wartz): 《保守主义（尤其是中国）注解），载费侠莉编：

《变革的限度），第 16,一17 页。

®1 马斯特与塞韦尔，第 8,8 、95~ 19 16 页。 ' 

＠杜维明：（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第 247

页。关于戴季陶的工业化思想，参见马斯特与塞韦尔，第 75一7'6 页。

＠林毓生：： 《梁济的自杀 ： 道德保守主义的歧例），载费侠莉编上书，第 1617 页。

＠史华慈: '《保守主义注解》，载费侠莉编上书 ，，第 18i一19 页。

＠陆培涌: '《蒋的思想追求），第 2,32 页；陆培涌： ，（早期蒋介石）毋第 531 页。

＠朱家晔：（德国与中国），（新中国》第 5 卷，第 33i 期 r(19139 年 2 月），第 13—

15 页 。

＠马克斯神鲍尔在（前线与故土上的大战）1 (蒂宾根 t 1 1921 年）一书中描述了他

的战时工作，不过，有关这一时期最好的论述是福格特书导第 34一1S5 页。也可参阅

费尔德曼书；福克斯：， 《马克斯. 鲍尔），第 :2: 3一• :25 页，以及埃里希矗］ 鲁登道夫：《战

争回忆录(1914一191.8))(伦敦 111919 年）第 1 卷售第 } 16 、839 、 :387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lD~6157一1一,357, H戴维斯（贝尔格莱德）致国防部 H'

(192'8 年 1 1 月 5 日）。费尔德曼＄第 151 页；福格特，第 2381一2 '76 页；约翰内斯 ，· 埃

格尔 (Johan.n.es E'~ger J, •: (卡帕·--吕特维茨暴动：对德国国内政策的贡献 (1919一

'I 92:o) 》（杜塞尔多夫 ,.1967 年），第 41 页。

＠克莱姆派瑞尔，第 139 页及以下几页；德珀克斯，第 l一·,34 页。也可参阅许德

科普夫 1 ·(合法的左派） 。

＠＠＠福格特，第 386一3, ,91. 、 388 、 393 页 。

＠鲍尔：（红色沙皇的国土）。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停 DO恤 ·7,3 ' !II 第 89 页；德珀克斯，第 261 页；福格特，第

390 ..,4,00 、, .402一403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 41, 第 31 页；福格特，第 402 页。

0 同上霄鲍尔遗件， no. 3.9 ., 第 216 页 。

® I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5 页；克赖特勒尔，第 90-91 '1 页；福格

特，第 4.:22: 页口

＠联邦档案馆',,. 鲍尔遗件， .D·O.~ ,4),第 31—3,3 页。该备忘录标有“第一号备忘录”

字样，然而它的撰写时间显然是在 19127 年 4 月的《现代德国国防军）一文之后 。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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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很可能是特地为蒋介石撰写的第一篇。

O 联邦档案馆 ：：鲍尔遗件，no... 411第 108一109 页。该备忘录的标题为《关千适

当扩充宪法的想法），注明的日期是：柏林 .,.. 191 28 年 7 月 ，0

＠同上，第 llZ一11 ,8 页。

令（一位返回故乡的老战士；同柯瑞伯中校的谈话》，（民族观察） (Va, 扣sch1e :r

B必ach.ter) (l 933: 年 8 月 2·6 日）；蒋介石曾对弗雷茨喇林德曼将军谈到有成为“孤

儿”的感觉，林德曼在他的（在华服务》一书中引述了这件事。关千鲍尔同蒋介石举

行的时间较长的私下会谈以及蒋个人对鲍尔的尊重，参见联邦档案馆 ：：鲍尔遗件，

皿 ，4:6 :Ii 第 2:s 页； no瞰 6趴第 1 197 页；皿 3趴第 85 页 a。

＠福克斯：（马克斯亭鲍尔》第 4-0 页；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 4,4,,. 第 2,4 页书

“致俞大维信函"(19129 年 2 月 .27 日）。

@'S,$·1\ 大部分存千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ii, 41 :11 但也可以在 no,. -42:, 第 24

页及以下几页中找到； no•i• ,42,. 第 24 页； no1咖 3趴第 ,43; 页；J n.o,~ ,39' 第 30一3,2 .• 46一47 页；

:no ... 691 ,. 第 :208 页；包华德，第 1 卷第 42: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fM:h 43, 第 6 页，＂蒋介石致鲍尔信函"(: Ii928 年 3 月 1 日） ，0

＠阿特利，第 8 页 ，0

0(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 11 卷， noil!• l.166-, 第 3-73.一3;7·6 页，附件书＂鲍尔（南京）致

陶德曼＂（北京） (l9.21 9 年 2 月 26 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ID2:6 :57一1一35 '1',, "马格

二德（北京）致华盛顿H (19129 年 6 月 9 日）。也可参阅福克斯: (马克斯· 鲍尔），第

37一3-8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 40, 第 5一7 页； no1, 4.2a.,, 第 1:251 页及以下几页。代

表团也拜访了鲁登道夫，由千年老体衰，他总是噤噤不休地警告说，蒋介石”将共济

会成员排斥千中国之外。“同上喟no~ ,43. , 第 11 页。

el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 8 卷 'D.0. 16 1队第 351 页广蒂尔 ( 'Thi.el) (上海）致德外

交部t:li (192,8 年 3 月 15 日）。关于黄郣，参见本书第六章。

O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嘈】 16.Q ,, 第 162一16:3 页；no,, 4兀第 4一5 页；华盛顿国

家档案馆 ;Ml区657一1一.357 "' "拉泰(Ratay') 1(在赴德途中）致华盛顿"(1928 年 7 月

191 日）。

C, 孙科：（孙科文集）第 3 卷，第 1116 页；包华德一，第 3 卷，第 164 页。

貊国史馆= 2一12.02 睿 l/26 ,, A , 孙科致行政院勹外交部政治档案 (l.4: )i 1!1! ,14; 孙科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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眢 !l'J.i ( 'koeipe, 德外交部）(l928 年 6 月 8 日）；外交部政治档案{5) ,1 nO奢 3., Bel覃. ] ti, 卜尔熙

(Bo:rch)· ( 北京）致德外交部H (] '91 28 年 6 月 2: 3 日）。

＠引自外交部政治档案{'l) ,Bd .. 趴 1928 年 7 月 ll 日备忘录。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 8 卷币 0·0'1- 166 ,, 第 3-.52' 页 m 蒂尔（上海）致德外交部

1(192'.8 年 6 月 22 日）。

＠卡斯特兰，第 284 页； F037l/l31祖第 19·4一195 页，备忘录：“中国武器交

易 ""' (19'28 年 3 月 1 日）］ ；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G..s·c}泣ft-lie.he. Mit.te,il1t11gen) 

第 10 期 (1928 年），第 8'7 页。

@(柏林日报）（比如.e,. ·Tagebla it) l Q,28 年 10 月 2fi 、 26 、. 27 日；《泰晤士报）（伦

敦）1 19128 年 1 10 月 24 .,.,,25, , .26 、 2'?' 日；（字林西报》1 :9.28 年 ]O 月 16· 日； } 10 月 2·.s 日；（中国

J~ 报》· { Chi.n·a. Morn切II .P10•.:st·) 192H 年 11 月 2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 'Ml02657一I一35? 喟． “卡彭特 (karpente:r), (柏林）致华盛

顿" (1 '92:8 年 12· 月 21 日）；外交部政治档案 (l) ,. 耻 5, .L46·4128f. 引自福格特第 426·

页。关于国防军的政治压力，参见卡斯腾，第 245,一2S0 . ..,28.5, 一2·96 页；福克斯：（马克

斯雪鲍尔），第 3 页 。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i; ,4.4,. 第 188 页，， ＂鲍尔致俞大维;;• c 19,2 .6 年 3 月 15

日） ．；访问瓦尔特 llii 斯特涅斯(197 '7 年 1 月 3,0 日）；“埃里希 ，，施托尔茨纳尔（史脱次

纳）致吉莱斯比 n (R. Gillespie) (19616 年 1 月 ·2.s 日）。斯特涅斯和施托尔茨纳尔都是

南京的军事顾问团成员。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ID26S7一l一35'7 广卡彭特（柏林）致华盛顿,.. (1'928 年

1:2 月 21 日）；联邦军事档案馆 1 :RW'6/86, ·0KW950(1) 庞莱歇尔(Schle.ic··her) 备忘录

(19121' 年 7 月 27 日）；泽普斯，第 ,87一S.8 页。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16—27 页；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血

4趴第 96 页； n.o. 431 t • 第 8 页；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一44/19,第 9!5 页，＂顾问名册·1111 ,Q 

＠联邦档案馆：， 鲍尔遗件噜 no.ii! 41 .,. 第 .so 页，《备忘录：在欧洲的中国商务代办

处）； no嘲. ,44,. 第 51. 页，＂鲍尔致俞大维"(1929 年 1 月 26 日）。

＠许建施（音）等；“施托尔茨纳尔致吉莱斯比·~(191 6161 年 1 月 28 日）；包华德，第

4 暮第 73一1'4 、2:23 页凸也可参见梁希辉（音）＇ ，第 52:一s;a 页。

@《上海泰晤士报） (Sh.a,.g· 加i. Times) 19 :28年 11 月 6 日，藏千联邦档案馆：鲍

尔遗件，no.55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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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1D26517一，1-3.,5 ·7 t M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H (19:2''9 

年 6 月 3 日）。

＠引注同上。

＠合同藏千联邦军事档案馆，,·wo12一44/1队第 2 页及以下几页。

＠（德国驻华军事顾间团工作纪要），第 13 页。

＠访问关德懋(191'1 年 12 月 16 日）。 • • 
俨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II. 心，第 24 页，， ＂鲍尔致佐恩德雷格尔"r(Sondereg-

,ger)(1929 年 3 月 15 日） 。

吩引自福克斯：（马克斯 ti· 鲍尔），第 ,4: 1一42 页；关千鲍尔在前线的时间，参见

-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书no是 3趴第 9'3-101 页。
.. ~ 

＠福克斯 ：；《马克斯幢鲍尔》｀第 4 ,2 页。

憩王宠惠: (德国民法典）（伦敦 t ·i 9107 年）；同上：《新近出现的五个强国的宪法

之说明），（密勒氏评论报）(_ 1928 年 10 月 20 日）；刘镶，第 68 页。

＠刘稹平第 6-4一66. 页。关千德帝国主义内部的军政与民政的关系问题，参见希

尔格鲁伯尔，第 l一4,8 页 。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帛 4-1,关千“国防部“、“陆军建设“和“总参谋部”的

备忘录 ，口

＠福克斯：（马克斯蠡鲍尔），第 36! 页。

＠（革命文献）第 24 辑收录了国军编遣会议的文件。关千鲍尔的作用参见克赖

特勒尔第 102一105 页．；福克斯：《马克斯· 鲍尔）' :t 第 391 页；泽普斯，第 100 页。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28 页及以下几页；联邦档案馆侥鲍尔遗

件， no~42a,《武装部队的技术结构》；卡尔森，第 16 页口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l 第 119 页；泽普斯，第 102 页；钱端升：（政府

与政治》＇ ，第 183 页。

1~(北华捷报》第 1619 期(1928 年 11 月），第 2 ,50, 页；联邦军事档案馆：鲍尔遗件，

nio,. 4 .. 4, 第 61 页，“致俞大维信函"{ l91 2 19 年 2 月 2·7 日）。

＠联邦档案馆曾同上 ：;. '也可参见 no酗 41 , 第 99一100 页，以及泽普斯，第 107-

108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4."鲍尔致俞大维"(1929 年 1 月 2l 日）］ 。也可

参阅 no .. 3·9, 第 84一84a, ., 以及 no•淝 ·491 ,.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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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同上，noi, 47 ,111 第 1 页； no,.. ,49, 第 36一42 页； no矗， 4: 6,, 第 21 、 5 ,3. 页； ·ntl. 6趴第 10一

11 页: 110鼻 45·,~ 第 l09 页。 1 • . . 

＠外交部政治档案(5) ,. no卿 3 、 .Bd11, :3 .. '"比德尔 (Bidder) (南京）致北京 "·"(1930 年 6

月 9 日）。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47第 17一19 页，＂弗雷茨叠威廉（克虏伯公

司）致鲍尔"'' (19·28 年 9 月 11 日）。也参见威廉(Fritz. W'ilhe:'lm)所附的论文：（德国机

械工程的对外出口）； no暹. 69, 第 l8礼 '}96 页； no石..44. t 第 90 页，“致俞大维信函 )!Ii (1929 

年 3 月 15 日）。

＠福格特，第 4:51 页己

＠有关鲍尔病情的传闻，参见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壑 6趴第 1 页 b;no .. 40 官

第 52 页； no!!i Si,8, 第 619 页。关于蒋介石对鲍尔的关心参参见 ·no亳 ·6趴第 4 ,3, 页。

＠同上，no漫 49,., 第 1.23 页，“致梁颖文信函 i!'~(19291 年 4 月 15 日）。

,@t) 胡颂平：（朱家驿年谱）酌第 2:2一 "' :22--2a 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

要》，第 5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1一44/4 .!li 第 l一2':06 页，“魏采尔（南京）致布林克曼”

（柏林）， 1931-1 19133 年。

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ID216,57...._·[-35,7,. « 马格香德（北京）致华盛顿"' (1930

年 3 月 7 日）。

甸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 《施泰因穆勒尔 (St1ei.nmuller) ·k一1趴外贸）】 ，列举了全

德工业联合会 192'6, 年的“国外报告＂。中国有 96 家，美国 66 家名列第二，英国 .4.8, 家

位居第三。

＠卡尔圈杜伊斯伯格(Ca.rl Dui:sbe:r·g): ·(德国工业的经济形势），（全德工业联合

会会刊》第 32 期 (19216 年 9 月）。

＠全德工业联合会；（德国工业通信） ( ·K 01't"r1e.J Pond.en z R e ·ic伈加ius·trie.} { 11927 

年 9 月 2 日）；罗森泰特 (P,. Ros1e-n· 出at) ,; (扩大出口

德工业联合会特刊） { 19 :28 年 1. 0 月 20 日）口

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全

＠卡尔」生伊斯伯格：（全德工业联合会的十年），］（全德工业联合会会刊》第 4.8

期(19'2 ,~J' 年 10 月）第 20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 {14),''孙科致克普" (K.oePe.) (德外交部） (1928 年 6 月 8

日）；阿曼，第 ]32 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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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献》第 .32' 辑，第 ,367一380, 页；（中央周报）l ·Q2,8 年 11 月 26 日。

＠杜勉鲁第 42.3 页；（中国年鉴》() '93,6i 年），第 385 页；《东亚评论）第 12 卷第 15i

期(1931 年 8 月 1 日），第 391 页。关千孙科 1929 年的铁道计划多参见（革命文献》第

26 辑月i 117一135 页。

＠国史馆： 1一12睿 02· 他 l/261 .,.'"孙科致行政院"(1'928 年 '10 月）。

＠国史馆: 1一l2, 02" l/'26 ,. M, 谭延闾致孙科"(1928 年 12 月 27 日）。也可参阅

《铁道公报）第 3 期 {1929 年 2 月） ,, 第 14,:3一144, 页。

@, (德国法律公报》l (Rei,chs.g·.e·s·ret动l.att) 19 .2;8 年 12 月 219 日 ，， TeilD, 第 646 页及

以下几页，以及（东亚评论）第 10 卷第 1 期 (1929 年 1 月 l 日）。

＠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第 11 卷，第 2 期 (192'9 年 l 月），第 13 页；外交

部政治档案(1.S} ,Bet 2, 米歇尔森(Michelsen')备忘录 (1'92:·9 年 l 月 ]2: 日）。

·@· (革命文献）第 22 辑，第 .201一2013 页。

@《铁道公报）第 3 期 (l ·92·,9 年 2 月）］ 骨钰孙科致陈伯庄＂（铁路部建设局）(192 19 年

1 月 16 日），第 54一551 页；“孙科致各部"i(19129 年 l 月 16 日）I ' 第 22一231 页；“孙科致

行政院"fl929 年 1 月 16, 日），第 8i3一84 页。

＠同上，《欢迎德国工业考察团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29 年 1 月 21 日），，

第 14.3一1 ·1·1,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17):飞埃德曼斯多夫（北京）致德外交部H'(l9291 年 2 月 10 日）。

@《革命文献）第 26, 辑，第 l'l 7一l3S 页；辽东情报处情报，南京，第 1 卷， not 6 

(l92'9 年 5 月 6 日） ,, 第 1一2 页。 . 

[~(东亚评论）第 9 卷第 2 期(t928 年 l 月 16 日），第 3,0 页。

＠莫尔(Ft W .. :Mu.hr) t 《中国的经济政策问题》 ,, ]928 年9 月 l4 日演说，载（全

德工业联合会会刊）第 4-2 期 (19128 年 ']O 月），第 38一44 页；也可参阅全德工业联合

会编：《商务报告）第 22 期 (1912,8 年 10 月 2 日），第 18.3 页 0

＠外交部政治档案 (16), .Bd立，米歇尔森与阿尔腾伯格 ( .Alten·bu:rg) 备忘录

(119:29· 年 1 月 12 日）。

＠国史馆立一1:z. 0.2 .. l/26 , .,. 蒋作宾（柏林）致外交部HI· (19·,30 年 1 月 :28 日）；全德

工业联合会：， 《商务报告）第 5 期 (19 ,30 年 3 月 11 日）。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 11 卷 DrQ垂， 2'91 , 第 4.a. 页斗米歇尔森备忘录(l 92.r9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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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选择，上书 no.. 40, 第 169一71 页的阿尔腾伯格备忘录(1 19291 年 1 月

29 日）中有详细的内容。

＠同上书， no衄 29:i! 第 48 页，米歇尔森备忘录 (19 '29· 年 l 月 21 日）；阿曼葆

134 页。

＠国史馆: 2一12. 02. l/26 ii' ,,, 蒋作宾（柏林）致外交部H(l9.3i10 年 1 月 28 日）；同

上[!I, ,i,i, 国民政府致行政院!If { 1 '93,0 年 2 月 3 日）。关于对到达上海的德国人的接待工

作，见同上，2-]2' .. 02,. ,4./2 嘈“铁道部致国民政府,., (19310 年 4 月 14, 日）。

＠联邦档案馆：： 西尔维尔伯格遗件， no,., 243, 第 3一4 页围全德工业联合会 1930

年 11 月 l 日备忘录。

＠同上，第 3 页。由孙科安排的旅行线路显然没有改变 ，，见国史馆： 2—12心2嘻

4/2', ~tli. 铁道部致国民政府t1 ( .19180 年 4 月 '14 日）[~ 

＠全德工业联合会：《商务报告）第 16 期 (1930 年 7 月），第 154: 页。

·@·8@'8 (全德工业联合会中国考察团报告）, (1930 年挪柏林）。该报告主要分

成十四个部分：关于政治发展，j一般经济问题 !I' 法律事财政孛货币，私营金融，银行 3 交

通，电业书机械工业噜煤炭与钢，第 2趴33 ,, ,3: ,4 、 189 、 3,4 页、 189 页，第 18,91一1'90 页。该

报告不仅在德国政府和商业界流传，而且许多同考察团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也读到

了报告复本。下列人士收到了皮革封面的考察团报告译本：． 蒋介石、宋子文、王伯群

（交通部长）、孔祥熙（工商部长）、王宠惠（司法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胡汉民（立法

院长）、朱家晔、陈仪、张群（上海市长）、张嘉激（中国银行）以及许多省级官员。国史

馆 t 2一·12"'02iii 4./2,"施太维 ( :Strewe) (全德工业联合会）致蒋介石Hi(19301 年 6 月 1'9

日）。

＠迪维尔，第 66 页。关于政府所支持的文化政策的局限性霄参见特瓦多斯基，I

第 18一:2.s. 页，有关魏玛时期。关千中德间一般的文化关系，参见郑寿麟书。也可参

阅张其呴（中德文化论集）一书中所刊载的论文。

＠施密特和伯利茨警第 2 卷，第 232 页，这是全德工业联合会在讨论文化政策时

(191.30 年 1.1 月至 19,31 年 1 月）的一项重要工作。

＠联邦档案馆： R,'2/9971: 《全德工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 1930 年 ll 月 ZS 日会

议记录），围绕这一决定进行了辩论。

＠施太维引同上，第 ,42. 页凸

＠马特楚斯(Mats;cbo,ss}引同上，第 38一·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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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治档案(8): (安排中国青年在德国工厂和技术部门接受培训），

1931 年 2 月 17 日会议备忘录。 19,3}一19 ,37 年间鲁在德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

33:,Yo, 至少有 500 名学生在学校注册。外交部政治档案 (24) 啊大洋彼岸的新闻报道

(1 19.31 年 5 月 14 日）。

＠施内，第 5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i(.]5) t]过 1 :,(德国在华组织机构）(1928年 11 月 2 日）；联邦

, 

档案馆： R21·9197 l • 第 46 页；《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ti 第 1591一l. 160 页；外交部政治

档案 (6) 1 M贝伦德（上海）致德外交部"(1934- 年 3 月 l9 日）。

＠联邦档案馆： R2/991 ·11111第 36 页。

＠雷茨曼(R,e:tzn诅11n) 嘈引同上。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第 lJ 卷， ·no., ,29, 第 57 页，米歇尔森备忘录(ti9·29 年 日
八

,2] 日）。

吩联邦档案馆,RZ/!91971 ,,, 第 52 及以下几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15) ,; 阳龟] j《德中组织机构）1 (191,28 年 11 月 2 日）；（东亚评

论）第 11 卷第 19 期 (19,30 年 10 月 1 日）；第 2:2 期 (]91,30 年 11 月 1"6 日）；第 21 期

(19310 年 11 月 1 日）；第 23 期 (.l93:l 年 12· 月 1 日）o

＠联邦档案馆:: R2/l0181, 弗罗文(Fr1ohwein.. ,. 中国研究学会）致德外交部(19 .31

年 6 月 25 日），副本。在同一卷宗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研究学会的章程》(1 ·9:31 年 1

月 2·9, 日）。 , 

＠（东亚评论》第 ']2: 卷，第 7 期(19,,31 年 4 月 1 日），第 11,a, 页。

＠联邦档案馆：西尔维尔伯格遗件 ,no1243,第 57一61 页，（中国研究学会成立

会议记录）()9.31 年 1 月 27 日）。

＠威廉，里施。

＠联邦档案馆: R:2/161 ,441 官 u国家信贷协会”的讨论(19·.31 年 4 月 23 日）。

＠外交部玫治档案(14):"巴黎大使馆致德外交部Ji1lfl931 年 1 月 3 日）。

＠联邦档案馆:, R2/16 .. 44 l ,1..,. 席佩尔(Sehippe!. )致全德工业联合会'"' (193.o 年 10

月 l] 日）广匡家信贷协会？讨论(1931 年 4 月 23 日）。从 19]'2•91 年至 1930 年 12 月，官

方统计的德国失业人数巳从 200 万人以下上升到近 450 万人。参见兰德斯会第

31'3 页。

＠联邦档案馆： R2/ 164,4:l ; "'克罗西克 (K:rosi,g'k. ) 致席佩尔,., (19.30 年 8 月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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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同上 "'5i!!德国经济部致外交部”（副本）(193,() 年 10 月 10 日）。

＠施托尔贝尔，第 113-114 页；兰德斯，第 371一372 页。

＠兰德斯｀第 37' 1 页。

＠＠＠联邦档案馆, ::'R2/l6441 ., '"席佩尔（德国国家银行）致全德工业联合会及

财政部长克罗西克H(1'930 年 101 月 11 日）；“财政部致布吕宁 (Briin:i n..g) 总理"" (t93l 

年 3 月 ]8 日）；“出口担保委员会“报告(l931 年 4 月 .23 日），] 9 ,3, 1 年 4 月 310 日呈送 。

＠卡尔咖埃里希看博恩( ·Ka.rl E.rich. 氐rn) ,: (l 931 年德国银行业的危机：金融

与政治》（慕尼黑， 196, 7 年） ，，第 615- 167 页；兰德斯，第 375-317' 9 页。

＠联邦档案馆； R'2/16441,,, u席佩尔致全德工业联合会和克罗丙克,, i(] 91 30 年 10

月 11 日）。

＠参见朱契： ，（德国实业联合会投资中国之计划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 28

卷，第 1:2 期 (191 '31 年），第 9一1 ·4· 页。

＠施特罗克 (G.. Stroeke) : ·(19 3, l 年之长江大水灾）J , , (中国年鉴》 (] ·91 31 ·-1'932: 

年）第 385一3910 页 t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186 页 ：；（中国年鉴） (1931-19.32 

年入第 ,:3'41~343 页 ，0

＠孙科：（国家面临的难题），第 m24 页。

＠庞宾金（音），第 5, ] 页。

＠同上书，第 54:·-5116 页；《汉堡------不莱梅东亚协会年鉴》（汉堡号 } '934. 年），第 31 1

及以下几页。

彻沃德，第 919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M:tD265,7一1一357,"" 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 ~i (19·3,0 

年 3 月 7 日）；同上，“马格鲁德（北京）致华盛顿"' (1.928 年 1 月 23 日）己美国商业部

远东处负责人对于美国人参与了那种他所想象的“大幅度增长的对华贸易”而感到
担忧。联邦档案馆： R2/ l ·6,4 41 ,. ,., 中国,, (] 1930 年 11 月），第 7 页。

@ F,Q'i• ,4.05/26,l/no遭 82 鲁“蓝普森（北京）致张伯伦·~,, (1929· 年 5 月 3 日）， 0

＠路易斯毫比尔(Lows 氐ale)( 发展会议特别委员会），引自杨恍生（音）书。

@《东亚评论）第 10 卷第 8 期 ( ·19, 29 年 4 月 li6 日）第 208 页 ，；第 10 卷 (1930 年

5 月 16 日），第 3.05 页；第 ll 卷，第 2:4 期 (193-0 年 12 月 16 日）第 7S9 页；英国海外贸

易部：《英国经济委员会关千远东的报告》（伦敦 .193! 年）；《东亚评论》第 12 卷，第

:11 期 (1 1931 年 6 月 1 日），第 2 ·93-2,9 ,t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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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托夫，第 103一130 页；《东亚评论》第 12 喜第 17 期 (1931 年 9 月 1 日），第

4.37一438 页。关于飞行员和机械师的艰苦努力，参见考西第 191一192 页；韩素音：

（一朵枯萎的花） (A .Mo.r-i·a .l Fl叩叮）（纽约， 1965 年），第 2:0-4-201-5 页。关千欧亚航

空公司后来业务的扩展，参见《中央银行月报》第 4 卷，第 10 期 (1935 年 10 月），第

227"7一227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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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欧亚航空公司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开端之后飞在南京

十年期间一直是中外合作和南京政府现代化努力的一个典范。从几

个方面去看，中德欧亚航空公司都堪称是以上这两个过程的缩影，代

表中德合作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依据的是孙中山所主张的原则，

又诞生在一个政治混乱 、内部倾轧严重的时期 。 此后咦它以超越所能

预想的规模得到增长，并发现自身最大的价值唱并不在千成为中国经

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项而主要是可被用来为中国政府的直接需要服务。

欧亚航空公司是根据孙中山为中外企业制定的原则设立的，股

份的大多数和公司的关键位置均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 因而，它是

这样的一种本质上并不属于外国而为国有的企业 。 不过它的产生方
式所反映的中国在规划上的自主决定，远不及中国政府机构内部的

政争书而这些机构本身又是易受国际经济压力影响的 。 在南京政府

正式确认建立民航公司的原则之前，，它发现自己面对两个方案。一

个是孙科自行其是，答应一位美国人所提的关千建立国内航空运输

网的建议，此举结果是创建了中国航空公司神但这被交通部长王伯群

认为是对他所控制领域的干扰。王从 19'27 年起就一直与德国航空公

司谈判，他用创设一个与德国人合作的相类似的航空网，来回应孙科

的行动。王伯群后来因贪污而受到调查，但此时明显是与朱家晔合

作，朱在 1 '9 .32 年取代王当 了交通部长。。

随着这不祥开端而来的，是欧亚航空公司在 19,,32· 年后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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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 19~3 年底，上淹 、南京、北平 、汉口和重庆都通过空中航线被

联系起来。到 193161 年时，一个人能在八小时内从北平飞往广东，从上

海直飞新疆西部的塔城，而主要由德国容克斯制造厂所制造的欧亚

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世界上也是最新式的心

人们一直在说：这些航空服务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一体化大

多并不相干。事实上 ，维托夫(Bo,do w·iethoff) 一直认为，远程航空邮

政服务的发展意味着农村邮政服务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为有利于现

代空中运输的发展，地面服务反而被削减了心人们千是进一步认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干说明国民党不顾中国的具体环境而追求进

口的现代的方式。用维托夫的尖锐的措辞来讲，民用航空使政权

“高高凌驾“千中国之上心

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豐民用航空很好地适应了蒋介石政府所
制定的高于一切的重点任务，即：： 1 '931 年以后，为了有效地抵抗日本

的侵略，作为前提的应是在南京政权领导下中国政治和军事的统一 。

空中联络首先被理解为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工具、重要的政府邮件现

在可以迅速地通过空中航线传递，足有 4,0· %的欧亚航空公司的旅客

是公务乘机戊欧亚航线也常常根据蒋介石的政治需要而动辄突然改

变应从这一角度来看，南京把欧亚航空公司确认为成功的中外合作

的典范，这一信念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中国重工业的创立，是国民党发展努力的重心和中德合作的最

主要的部分。关千那个过程的想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孙中山那里骨而

过程开始时同样也是一片混乱，如同鲍尔 、孙科以及全德工业联合会

最初发起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仅仅是随着一个切实可行的国民党

工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就德国工业在华投资方面来讲重新具有

能力后；；中德工业合作才得以开始认真进行。这些发展是互相联系

着的这里我们将对基本上被设计用来与德国投资相适应的这项中

国工业政策的产生作一分析。 下面一章叙述的即为 193.3, 年后，德国

在华发起工业攻势的基础和手段。

直至 191 ,3,2 年，国家工业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机构和行动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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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本身即为蒋介石尚未完全巩固其权力的标志。 ：1'931 年 9 月 ，， 日 本

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

管开始时嗦受了政治上的耻辱准但在 1932 年间，它使得蒋在南京的控

制权得到加强，并给了蒋一个能够使其他人以他为中心集合起来的

坚固的政策 目标 ，，这就是：为最终抗御日本而进行的工业和军事能力

的创建。同时，东北事变还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

中国的许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首次进入了政

府部门量为他们和蒋介石都视为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提供服务，这个需

要即：创建一个有计划的国防经济。这些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

1932 年 ll 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立。 这个委员会是由地理学家翁

文颜主持的 ．，它属于蒋私人的秘密发展机构，它是为了计划与德国合

作的中国工业化而成立的，它并将逐步实现对中国所有国有工业的

控制。

．
俨

. 

193.2, 年前的工业政策

在东北事变之前，发展民族工业的努力，，是由总体上目标的一致

性和关于由谁来将这些目标加以贯彻的持续不断的争执标志着的。

所提项目在规模和花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汲及其政策的特色霄但

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净收紧的国家预算事实上是很有

限的。

总政策

总的经济发展的指导路线是孙中山所阐述的那些政策平每一项

一业计划都强调它在实现孙中 山的目标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孙中

山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是重工业和通信手段的国家所

有，他还对国外资本的加入予以了重点强调 。＠

这些强调的重点是由国民政府加以贯彻的口正如蒋介石在 1931

年 11 月 15 日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公开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国

民政府设想委员会将希望在这样的考虑下开展工作，即中国在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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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为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时，国家需要的是在一个相当大的范

围内迅速发展工业的保证，这件事要在政府推动和帮助下，有计划、

大规模地去进行。Hr(i) 蒋介石强调：这件事只能在--:-"'个世界经济整体

中去做，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世

界形势，同时也受世界形势的影响”。@

蒋的演讲对工业发展将优先取代其他经济部门的范围作了揭

示。他的设想是瞥尽管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衣业国，它的粮食进口

达到 25% 应但国家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较之它的农业发展来讲，需要

更为迫切。孙中山的关千以土地再分配来重新组织农业这一尝试性

的目的被忽视了？而他的次要指示，即以实现机械化、控制病虫害，发

展较好的运输和从事水土保持来使衣产量得到改进，却得到重视。＠

孙中山从未明确说过用改进农产量而获得的盈余来为工业发展

筹措资金的可能性。由千非常实际的原因，他在国民党内的后继人

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衣业生产率和政府收益之间几乎不存在

什么关系及为寻求那些尚未一体化省份的政治支持，以及承认政治的

现实性，中央政府在 1.928,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正式放弃了

对各省的士地税，中央政府就这样放弃了它向生产 65% 国民产值的

经济部门征税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工业发展的资本必须靠其他手段去获得：或通过鼓

励中国小的私人工业和银行资本形成的政策，或靠国内征税的其他

途径，或利用外国的投资。孙中山曾对后一种选择作了强调。因此，，

在南京政府建立后最初的十年中 ，臀几乎每一项工业发展计划都是以

国外资本某种形式的卷入为基础的。 - 

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有几条。许多担任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家们，

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对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孙中

山曾论证说：“假如我们不是利用国家的权力去建立这些企业霄而把

它们留在私人手中 ，，结果将很简单，这就是私人资本的扩张，以及随

着社会不平等而来的拥有巨大财富阶级的出现。，也孙中山的这一担

心肯定也为那些站在蒋介石左边的那些政治家，如孙科、汪精卫所共

有，而正像前面章节中曾提到的，反对唯物主义偏见和国家统一超过
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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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隔闵的观念，则是国民党右翼的特征。况且，有证据表明，一党

政府出于政治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

现应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国民党看来中国的资本家只是财富的源

泉，而不是发展的原动力。

然而嘈恰恰是资产阶级，在需要为充实政府财源而寻求增加国内

资本的新方式时，他们始终如一地为之作了提供。敲诈勒索这一标

志着国民党在 192 '7 至 192' 9 年间对上海商人团体的政策，决不会完全

－演。＠但是，甚至大多数在与政府做买卖中收益的现代经济部门，如

在 192,8 至 1983 年间，靠购买政府以 ·701,% 的面值公债而获得大量赢

利的银行团体本身少也在 1935 年大部被政府取代了戛

在对中国的国家工业化需要有国外资本参与的强调中，南京的

官员们对外国人表现出来的因受惠而感恩图报的心理，要比对国内

资本家大得多。因为国外的投资将被直接用千国有企业，从理论上

来说它并不损害中国的主权 ，，而是增强了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府的力

量。况且某些项目，诸如钢铁工业，并没有给外来援助以可供选择

的方案。中国的棉花厂 、缆丝厂和火柴厂老板不会成为克虏伯。至

千现代化铁的冶炼，中国所缺的是在项目开始起就需要的大量资本

设备，，数额庞大的启动资金不仅为中心冶炼设备所需要，而且也为

所有相关业务，诸如矿产和燃料储备厂家所需要叟加之且在技术和

现代钢铁工业的规模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正如托马斯奢罗斯基

(Th,o·m.a.s, Raw·ski)在论及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时一直指出的：“通过经

验和利润的积累而逐步实现的生产力不可能从小工场中产生现代大

企业。'"'@

支持国民党发展工业企图的总原则曹包括与外国投资相适应这

一压倒一切的任务，阴白无误地体现在 1 191 ,3, l 年 11 月颁布的（关于国

民生计建设之规定》屯

现代世界之经济关系，至为密切，， 一切经济生产之组织巳超

过纯正国民经济之时代，而入于世界经济之时代……中国为生

产落后之国家，， 欲迅速发展其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事业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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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须谋利用国内与侨胞之资本，然尤非充分利用外国之资金与

技能不可心总理之《建国方略》及实行其方略之方针警实为中国

经济政策上不易之原则 ，应＠

然而这一指导方针与其被看做将来行动的路标习不如更可被视

为对 1931 年之前隐蔽于工业计划之后的种种情况的一个概括。如同

这段话中“不易之原则“准确地反映了发展中的努力一样，它的含糊

不清反映出来的正是它所做事情的混乱骨因为工业政策的贯彻受到

了种种阻碍包括官僚内部争斗，发展重点不明确，和普遍不顾政权

运作中财政紧张的现实。

经济发展纲领
孙中山给南京政权早期阶段政策制定者们的遗嘱，不仅仅是利

用外援发展国有工业部门的理想，也是一项尽快同时发展重工业于诸

如发电站、铁路、码头设施等（仅列出其中要者）的嘱托。在一个由官

僚负责，充满官僚习气的体制中，南京政权的各类机构都用提出一份

相类似的雄心勃勃的纲领来表明他们所作努力的正统性。 存有一

种通过使行政官员真正关心发展，来将孙中山工业纲领的所有方面

尽快尽可能付诸实施的愿望，渴望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和他们

均为不可缺少的人物，并决定他们和他们的职责机构将尽可能多地

对这一过程进行控制。

这样的计划是不走运的，在 19331 年前中国几乎见不到外国的投

资。像孙中山所想象的那种规模的项目，上马的先决条件是如此大

二地缺乏曹即便政府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可由它支配的用千工业发

展的基金。它的收入是有限的，并且继续花费在军事统一上，这是一

个未曾得到解决的国债。国际支付和贸易的严重失衡也造成了长期

的预算问题。总体上来说，，在整个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政府用千军事

目的和偿还债务两项一起，估算一下所占的百分率至少有 so, ¾; 怠不

过，南京政府初期的工业设计者们并没有在这些事实面前怯步。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19,2:19 年在年度报告中说上过去一年“政府的每

一个部门都提出了它最为得意的方案，，所有这些方案又都包括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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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费用。毫无疑问，方案中的许多内容他们自己说起来都是十分

动听的，但由于所知资金的缺乏和他们不能与其他部门计划合作的

事实，这些方案必然成为不可落实的u ,o(iJ 的确真财政、铁道、交通、内政

和工商这五个不同的部，在涉及到工业政策的事务中均是负有责任

的。此外还有一些常设的委员会罹如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

员会等，但它们除握有泛泛的委托权外，并没有什么实权雀除非能从

其他部门获得这些权力。在全德工业联合会考察团访间期间，惯常

的争斗在起着作用立这巳在前述章节中做了讨论。在这里次对 1928一

1932 年间围绕这些办公署的所有方案和争吵作出一一描述是令人厌

倦的，对几个机构的工作做一分析，就足以证明宋子文对之的批评了。

甚至在孙科的 192'8 年“十年计划”巳被证明本身是不可能实施的

之前，他作为建设部部长所需做的事，就巳被全国建设委员会取代

了。这个机关作为指导和协调所有“建国“企业的中央机构 ＇，形成千

192 19 年 1 月。

张静江任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而在 ] ·9 :28 至 1930 年间，他

还担任了浙江省主席，这使委员会在那个省中显得特别活跃。在杭

州，一个电力厂正着手创建，一条从浙江到江西的铁路线也做了计

划｀作为委员会“智囊＂的浙江经济投资周设立了起来。但是 ：委委员会

甚至在成功地获得了对南京和杭小l饲！现存电力设备的控制时』也从不

去将委托它的全国性的管理权付诸实施。在建设委员会最盛时噜在

它的职权之下也只有七个项目。至 19310 年为止，，它巳将其涉及的范

围限制在电力工业、港口建设和新煤矿开采的范围内。在这些范围

中，它的成就也极少。比如孙中山设想的巨大东方港口，仅以重建浙

江渔港的形式成为事实心建设委员会的工作由千频繁地受到行政院

积极性的干扰而变得更加复杂争孙科的例子仅为首例。

1930 年 1 月，工商部长孔祥熙宣布了一个花费在二三亿美元范

围的建立发电厂、钢铁厂、酒厂和化学厂的综合计划。＠而孔在那个部

门的继任者陈公博，甚至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在 1932 年宣

布的一个煤、铁、钢身队石油、酸、机械、汽车、造纸和制瓷企业发展的

四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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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的进展，要比早些时的尝试好些。计划中的国家管理

企业被集中在长江流域里从它宣布后，至少有三个项目吸引了国外

的投资。 一个是需花费 300 万法币，用来制造自来水管的小型机械制

造厂，它是由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提供的资金，附带有这样的规定，

即花费的 2/.3 须用千购买英国的机器。中央机器厂奠基工程被拖延

至 '1935 年初，而等待着一家计划好的硫酸铁工厂的是一个更令人不

快的命运。为了开办这家厂，工商部、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德

国氮业辛迪加 (St:ick.st,o:ff:... Syndikat)之间拟出了一个初步协定，中国

政府打算提供所需资金 I 5010 万法币中的 so,o 万。不过“那不是唾手

可得的，结果英国和德国的商行终止了它们的投标。

人们最抱有希望的，不过也是最令人失望的项且是一家由德国

建造的国家钢铁厂。由千东北的丧失，中国失去了仅有的现代钢的

生产能力这个项目的上马也因此更具重要价值。仅这一个项目鲁就

会将中国煤的生产从每年 101 万吨提高到 27 万吨守使年产量增至原来

的 3 倍，并能用之来年产 1.0 万吨的钢。原项目所需的总费用为8, 1Q,1QO 

万，不过只是在它的规模被—分为二时，才吸引了一个投资者。德国

好望冶金公司(G·ut.e-H~o1ffn,u,ngs) 同意预付 1 6-100 到 2 000 万法币贷

款，这个数字稍低千项目花费的一半。而后书中国政府将发行年利为

7Yo的公债，这些债券由德国人掌握作为保证金，，本金则以分期付款

的方式偿还，工商部并将送人去德国学习德国的钢铁工业憎＂监督和

购买来自那个国家的机器和物质”。在这个项目中，预期所需的煤将

来自安徽噜铁矿来自安徽和湖北两省。然而 ,IE在最后的合同被列入

计划要签订时，却发现最初政府的估计一直就是错误的，由安徽煤所

生产的炼焦燃料极为糟糕。而在对其他方案做调查时，正在执行的

合同因未履行义务而失效了。＠

在陈公博的四年计划宣布的前一年 !Ii! 财政部长宋千文再次谴责

了“政府各部门任意的、互不联系的、不协调的方案”。他呼吁设立一

., 

个“真正的有效率、有计划的组织，以指导国家的生产力，协调部门

活动，并一丝不苟地制定出在几年的时间里每一不同组成部分必须

分别实现的基本目标”。@

. , 

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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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出于对宋子文批评的回复 ，，部分是由千需要一个机构去

与国际上对 l. '91,3, 1 年长江洪水泛滥所做救济努力进行合作， 1 19,;3.1 年 11

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宋子文主持下建立了，并很快地公布了自己的

“三年发展计划”。然而，它遇到了来自现存组织鲁特别是全国建设委

员会的某种抵制，因为这一组织事实上的存在现在被置到了一个不

确定的地位。结果，全国经济委员会直至 193.3 年，才仅仅非正式地开

了会。在它最终被允许成立时，它的职责被限定为以下几项。 (1.) 计

划（考察）和通过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项目； (2) 批准这类项目所需的

资金尹监督项目的完成； (3) 管理和实施它自己的与经济发展有关

的特殊项目。＠

仅仅在最后一个目标上全国经济委员会是成功的，而这大半是

因为来自国联的外援的涌入，委员会在这方面可以取得直接的控

制。＠尽管它在道路建设、蚕丝业、农业合作社，以及公共健康方面所

做的工作，并不与现存机构的工作重复，但全国经济委员会从未去充

当它被指定的中枢、协调的角色。

批评

至 1 ·91.31 2 年为止骨由千国民党工业计划在五年中缺乏具体的成果赞

从而使那些努力成了日益增长着的不满话题。正如一位燕京大学的

教授所评论的：计划”把重点放在需要做什么上，却忽略了组织的方

面，怎样去做它，或者落实计划所需的方法”。＠在计划所建的钢铁联

合企业中始终是杂乱无章的咂为炼焦所需的地区煤矿是否适宜的间

题明显被列为核对的最后一项，而这仅为部一级缺乏技术专家的一

桩惹人注目的事例罢了。”计划的制作已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央和省

级政府机构的一种嗜好”，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写道，这表现出

“对实际情况极少考虑＂口＠地质学家翁文激也这样写道：“每一天我

都听到有关的许多计划 ．，但它们的内容远离实际，……它们并不面对

我们自己国家的现实状况。...在翁和其他一些批评者看来豐政府工业

政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千党政方面跟学术团体的成员，尤其

是那些具有先进技术专长专家们的关系相处得不好。

政府与知识分子及科学家的关系鲁在 1 '9 ,28 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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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主持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时曾有一个很好的开

端 。 蔡的声望和在党内高层的地位成了政界和学术界和谐关系的很

好预兆。然而，至 193,0 年初时呼大、中学校，却成了反对政权的一个源

泉，以及强化中的政治镇压的主题。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和教授经常

在政府和学生的对抗中被抓，而政权看来也已很少利用无党派学术

专家。搞政治的人，而不是精于业务的人，，主宰了对领导经济人员的

职务任命。政府中与经济有关的重要职位被不断地变动改组，以迎

合暂时的政治需要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联想起 1929 年初的军队改

组。其结果，按翁文潮的说法会就是“每个人都是开路人产｀…而当工

作做了一半时，政治形势变了 ，，行政机构被改组，或者他们的领导官

员被调换。每件事都被从头做起。……巳经做了的 工作又从头

开始,..,. o@

1932 年开始的工业政策

1932 年，中国的工业政策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并被—直继

续到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 1931 年 9 月，日本侵占东北，导致了学

术界领衔人物和政府双方对中国工业发展重点等问题的重新评价，

还终究导致了蒋介石权力的巩固，并锻铸了蒋与国内科学家和知识

分子领衔人物的经营合伙人的关系。这一合伙关系在国防设计委员

会平静的工作中得到最好的体现。确实｝其他知名人士骨比如陈公

博，仍在继续发布着范围广泛而又毫无根基的发展计划，不过国防设

计委员会是无可匹敌的，因为它的存在是蒋介石权力的直接延伸，是

蒋试图在中国军事工业发展中获得德国人共同参与的继续。

独立评论派

那种以政治家与专家学者相脱离为标志的早期国民党发展工业

的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出现时事变得再也无

法容忍了。任何人都不会过高地去估价政府和整个民族在 l/S 领士

被日本人夺去后所蒙受的那种巨大耻辱。在这块领土上包含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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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的一半铁产量的 ,4/5,以及占消费预算 l/10 的利润。国民政

府的反应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即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特别是用

“东北和华北的部分空间去换取建立军事实力和统一国家的时间 '"' ,o®'

政府的这一态度在大学生中是普遍不得人心的，他们所持的反对，成

了即将来临年份中政府“白色恐怖＂的目标。0 而这一姿态，在主要知

识分子，尤其是在携手联合在一家成立于 1191,32 年 5 月的时事新刊物

周围的知识分子团体中，赢得了普遍的，即便是有区别的支持过这个

团体就是（独立评论）。

自晚清以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再成为千人一学的单一团体

并向专门化方向发展时,,.围绕（独立评论》的学者们保持了传统精英

议论国事的独立立场和风格霄并相信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判

定并且批评政策方面起核心作用。＠地质学家翁文濒、丁文江，历史学

家蒋廷跋、傅斯年，生物化学家吴宪，以及教育家任叔永（鸿隽）节他们

和胡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家刊物的核心，稍迟加入的还有政治学

家陈之迈和社会学家吴景超，所有这些人物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

中都是居首位的人 1i' 1932' 年间他们中还没有一人在政府担任官职，这

也许是共同具有胡适的这一信念，即知识分子留在政府之外 ，，以此保

持一个公允无私姿态，也许能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魔

独立评论派的成员劝告在面临日本侵略时要耐心，期望政府将

加倍增进其努力，并重新规定其“国民建设“战略 ji以便为最终有效抵

抗日本作准备。蒋廷戴写道：“在军事、经济、外交领域中，没有做好充

分准备时，现在去跟日本打仗 ，，是比无用软弱更为糟糕的事”戛胡适

极力主张，假如有必要的话，中国人为了重新恢复他们失去的领土，

可以等待 50 年，而丁文江则提出了包括与日本签订一个布列斯特条

约式的和平协定的可能性，以此去赢得发展抵抗能力所需要的时

间处在丁和其他人看来，那个能力首位的就是工业，“假如你想谈谈

关千国防的事，那么除了提高钢铁产量之外别无选择“。对现代军事

工业能力的发展来讲亨是不存在“捷径＂的，它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

间 ,,, 而“不管我们是如何奋勉＂。＠如翁文潮所表述的：， ”据说，在古时

候要去治愈一个七年的病，一个人就要花三年的时间去制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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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五年的振兴计划需用五年的时间去做深长考

虑，去调查和研究。”＠只要计划是谨慎和内行地做了准备的。翁认为

用五年时间来详尽拟订一项五年计划是必要的。对要求政府立即采

取军事行动的大学生 3丁文江和翁文濒强烈敦促他们，把自己培养成

有本事的杰出人物，，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国防需要服务。国防被赋

予这样的含义，，即它是如此重要誉以致不能留给搞政治的人去搞，它

需要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 、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身

用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来看，对这种使专家们本身承担义务的

努力，会产生一种“统制经济”。而这个“统制经济”特别适合于国防。

人们在有关“统制经济”问题上呼吁搞“多党制”的舆论，可在 1 ·91,3,2 至

1934 年间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和译著激增上看出来。尽管政府的丁

作被指责为缺乏计划、控制和科学性，］但这种观念使得中国各类政治

主张在理论上同政府所奉行的国营企业变得一致起来。＠丁文江要求

政府能“充分利用中国培养的人才H, 0, 翁文濒对丁的观点做出响应臀

他这样写道：由千“空洞的政治辞藻与这些企事业的性质不相符合，＂

政府必须重新确定它的建国机制和专门的努力方向，“这种部门和政

治空话势不两立飞翁论证说：现在为控制工业发展项目而起的“官

僚争夺＂，是“严重危害每一件事”的，中国需要以一种有计划、有组织

的方式，来对专家治国论者的才能加以利用。＠

政府的改组

按翁文源观点的逻辑，他和独立评论派的其他成员梦是一个能实

行一个较为现实的政策，对工业化和国防途径有巷较好见解的政府

工作人员的一流候选人。实际上，这是在 193.2 至 1933 年间才发生的

事，东北事变除了对政府的批评者来讲，是一个重大转折点的标志，＇

对政府也一样。在一场党派之间进行的剧烈、混乱、连续不断的长期

争斗之后，蒋介石的政权较之以往强大和统一了，并曰益乐意去实现

一个按丁文江和翁文濮所极力主张的路线设计的军工计划政策。在

这样做时皂修正了它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开始吸收有名望的专家进

入政府，并更为严密地规定了今后工业发展集中的范围。

在日本袭击东北之前里蒋介石的政权处在紧张的国内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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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3, 1 年 5 月，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领导下的一个分裂政府在广东

成立。这个由他们那一派国民党员组成的“非常会议”是在 6 月 1 日

开张的，只是在发生了 9 月间日本侵袭事件后噜与南京的议和才开始

进行 。 12 月，为了证明自己对刚刚组成的南京新中央政府是必不可

少的，蒋从政治活动中“引退”了下来。

蒋进行了报复。正如前注中所记述的，孙科在 1 1913 .2 年 1 月的短

命行政院长职位上骨一直被各种问题困扰。这些问题的相当部分，是

由千蒋介石事实上仍继续掌攫着中央财政和军事的权柄而引起的。＠

当孙科的政府在 1 月底垮台时菜介石拒绝重新执掌权力晟除非得到

相当多权力扩大的保证。在他于 3 月 18 日正式复位时，］ 汪精卫担任

行政院长，以此作为新政府外表统一的象征口I 10 月底，实权十分有限

的汪精卫，被迫赴欧度假。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权威则通过政府的重

大改组，大大得到了加强。

蒋介石 1·91 31 年 11 月辞去的国民政府主席职位被削去了权力弗授

给了避免抛头露面的林森。蒋介石任总参谋长兼更为重要的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这个职务现在巳代替了以前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门这个

委员会尽管在理论上为一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集体机构。但难得全

体开会，而由它的委员长行使着他对所有军事事务的职权。I~委员会

也允许蒋介石拥有的广泛的文职权力，在它的名义主持下鲁蒋介石千

193:,g 年成立了由他亲自担任总司令的＂剿匪“总司令部。在有共产党

活动的很多省份中，总司令在行政、党和军事机构之上行使着“充分

的权力”。即便在蒋再次宣称他对南京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机构的控

制时，军事委员会仍然为他的一个额外的、决定性的支持点。行政集

团与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脱离，政府真正的职权位置巳越来越不在

南京，而成为在南昌、武昌和重庆，或在蒋委员长设置其司令部的任

何地方。＠

“整个过程”谏田弘茂写道：“可称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 't ,., 还可

被视做马克斯· 鲍尔在 1928 年至 19:29 年间就巳予以帮助的政治和

军事巩固进程的扩展。现存的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日益被弄得低效

无能的，田说，军事独裁使得文职领袖以设立独立的政府机构和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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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来对军方进行”制度取代”成为不可能。可以这样说—一但似乎

还不能得出结论，正因为如此警“其利在行政改革和现代化的文职领

｀；人势必被孤立HO@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 1932 至 1 ·913 '1 年间，也即蒋的权力在 193.8

年时正式与党和政府机构重新结合之前的那些年中，所发生的事是

恰恰柜反的。的确，在这些年中，由千没有蒋介石的直接支持，陈公

博的那种官僚政治的做法是垮掉了，但是更为重要的发展是节那些以

往一直回避政府职位的领衔的文人开始凝聚在一起 ，注并受雇千蒋的

军事管理机构。

从蒋介石的统治开始时起，他就特别强调军事在国家进一步统

一和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口， 我们应该记得，由千鲍尔是能够使军事和

工业发展达成统一的一个人，所以蒋相当赞赏鲍尔的效劳。如同鲍

尔曾强调及蒋所深信的那样：没有一个现代的工业基础就不会有现

代化的军队，基础性的、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将作为国家工业生产能力

发展的第一步。对蒋介石来说，不幸的是咂当由各种机构所发的工业

计划泛滥时，他未能以一个协调的方式去贯彻这些计划。不过在东

北事变后，蒋的想法已接近了那些呼吁以统制经济去建立一个对日

具有军事抵御能力的工业基础的人士的信念。从 1932 年蒋重新恢复

了他的实力地位起，蒋政权开始实行一项被设计用来促使他的政策

贯彻的措施，首先的一个例子，即为他现在和将来的政府机构中提高

技术专家的地位。

人才的吸收

首先的变化是在教育政策上。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改革

被委托给了朱家晔，一位德国培养的地质学家，教育界的行政官员，

和一位”开拓型的政治家”。朱家驿部分地得力于俞大维的协助，俞

是从派驻柏林的贸易专员的职位上回到国内与朱一起工作的。简而

言之，在朱家晔任教育部长期间(l.98 '2一1933), 为高等教育重定方针，

企图使大学教育离开“文科”方向向较为实利的科目发展。国外留学

哏于那些通过了政府考试、取得学位的人，或具备某些奖学金所要求

的，有毕业后“实践经验”的人。从国内的学科来看，教艺术和社会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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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教员也不再比教科学和工程的教员拥有更多的学生。与此同

时，政府对大学中研究生院的资助也明晟增加，其数目从 1 1931 至

19·32' 学年的 12 所，到 19361 至 193·7 学年底时，已增至 23 所，私人的科

技项目，也通过政府给教派学校直接补助的方式才开始收到政府的基

金。而各省的学校行政机构，则被要求将它们预算的 31 S.%用去发展

职业教育戛

没有对较低教育作类似改革的意图 『，这也许反映了政府希望快

速地引进新人才。高等教育将重点放在科学和技术上，一位历史学

家说“今天在这些领域享有盛名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

但即使如此，，结出果实仍需要时间良限下，技术、计划和执行人才的

短缺只能用给政府机构补充巳有人才的方法和不懈的努力去应付。

这一过程于 1 19·32 至 1933 年间开始认真进行。到 1985, 年底时，

很多《独立评论)的著名人物巳位居政府高位。胡适在 1 19· .31 至 1932

年间，参加了政府负责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管理机构委员会的工作。

蒋廷跋开始与蒋介石一起，就一系列咨询进行协商。丁文江则为一

个由翁文颉当主席的，有关国防和工业计划的，新的政府委员会当顾

问。0翁的这个委员会改变了国家工业政策的方向，为国外对华工业

投资开辟了途径主并在正在到来的十年中亨逐步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

国国有企业。

国防设计雯员会的由来

很长时间以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沿革一直被秘密笼罩着。关

千它的来历，它与其他官方机构的关系，甚至关千它名称的叫法，都

有着很多冲突的说法。委员会的存在，在 19 ,38 年它以国家资源委员

会名义出现前书都一直不为公众所知。除仅一次例外， 1938 年前的出

版物上从未提及过它的名字。确实，在 1937 年 2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

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一个关于委员会活动的报

告似乎是向党的高层领导人所作的首次汇报。＠

委员会运作的秘密状态，导致此后官方国史对其身份的确认产

生了不同的记载。 一个出版千 19431 年的关于国民党工业政策的概

要，和一位叫张共韵的历史学家都叫错了它的名字置分别称其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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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国防委员会”和“国防计划委员会H•。两者并都错误断言，这个委员

会最初是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的。＠由于委员会成员和在编的雇员

都被禁止使用其真实姓名，委员会也只是以它的南京地址”三元巷二

号”而被提及，因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些误称是可以被理解的。。

按国民党军史记载，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在 193.2 年 3 月创设的。

一些为首的文职人员被邀去制定一个综合国防计划。”专家和学者

现在在一个屋顶下聚集了起来沼在蒋主席亲自领导和指引下开展工

作·u ,9在这些叙述中，尽管有关委员会创设的时间是有误的亨但这是一

个为蒋所辖的私家委员会这一核心事实是确凿的。它因此立即成了

为蒋介石服务的“智囊团”组织，和蒋用来防止现存机构对工业发展

政策的方向和执行施加影响和取得控制的手段。

一实上，委员会是在 1932 年 11 月，在参谋本部机构下创设的，它

直接向蒋介石汇报情况霄并以“私交＂的关系与蒋合作。O 它当务之急

的任务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

济动员作准备”。O委员会的秘书长和领导人是翁文源，副秘书长是钱

昌照，一位受过英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并曾千 1932 年时担任了朱家晔

教育部的副部长一职。最初的班子集中了 .5.01 个人预”他们中所有的人

都可被认为是学术圈中最有名望的人物”。@

,. 委员会活动由秘书处协调帚委员会被分为八个部门：军事、国际、

教育、经济与财政原料工业、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人口噜以及专门

人才。军事部门负责调查军事状况和武装力量的需要，而外事部 f

则致力千对华现有的和潜在的外国经济企业的一般国际状况的来龙

去脉作出调查。总之，这些部门试图去描绘出建立国防计划可做的
考虑的初步轮廓。文化部门检查国防的精神基础，在委员会的工作

中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剩下的部门，如人口和粮食部门发挥的作

用也极小息交通和运输被从使铁路、公路网建设与军事和工业的需

要相结合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经济与财政研究则集中在为公有部

门企业提供资金的办法上。

显然，委员会是把原材料和专门人才两个部门，作为最最强调的

重点的。与之相关的任务是测量、勘定和规划中国原料的开采，计划

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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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并进一步为研究、规划，，以及最终对国有工

矿企业进行管理，补充、吸收人才。,9

委员会与其他政府发展机构相比；在几个方面表现出不同。举

一例说它从最初起就单独地参与规划，，一个 1936 年前开办的企业，

位于山西北部的一个油田，就是它亲自试验去做的一件事。按翁文

濒的说法，做计划的三年要赶在 1 ·935 年三年计划制定之前。委员会

还因它是蒋介石庇护之下的秘密机构这一事实而性质特殊，其秘密

状态使之得以免除公众或官僚的压力去从事准备工作，直至它们完

成。同时在委员会试图去取代凌驾千现有公共机构以上的其他机

构时，蒋的支持也给了它一个相对强化的地位。然而，委员会最为显

著的标志之一员是它优秀、忠诚和无党振的名望，这是它的雇员从 50

增加至 700 ,, 乃至在战时最终增至上万时常都一直享有的声誉守周先庚

把委员会的工作视为政府复兴努力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期待已久的

“启蒙“新芽他的文章是写在 1934 年（独立评论》上的这对一直保持

秘密状态的委员会的活动来说，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员迟至 ) ·g,47 年仍

可以说，委员会是全然“非政治的＂，保持了它“无懈可击的整体性”

声誉心

翁文漂在这方面也许是最可信赖的一个人 ．，委员会不只是他的

独立的“智慧产物”，如同一则资料所坚称的那样。＠翁文激从 191 3,:2 年

开始主持委员会工作起至 194- 7 年，正如他的成功和增长的权力使他

在政界稳步升迁一样（他在 193Si 至 1936 年间任行政院的秘书长，

19318 至 1945 年间任经济部长争 1 19·46 至 1 194,7 年间任行政院副院长，

194,8 年主持行政院）］ ，他也在委员会的工作上嘈打下了他决定性的印

记，并对中国总体发展规划也打下了印记。

编文己

翁是浙江宁波人，除了丁文江曾对翁文激早年舍弃他奢侈浪费

的家庭生活，有过一个简短的描述外 ，，翁年轻时代的情况极少为人所

知。在他还是青少年时霄他在科举考试的最后几年中通过了县一级

的考试，成为一个秀才。不久之后，，他想必去了国外求学，因为在

191 12 年也就是他 23. 岁时，他在比利时卢万大学(L.ouva:i-n Univ·1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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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获得了物理和地质学博士的学位。。

就在这同一年里，他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地质学研究最早的开拓

者 。 1 '912 年，他主持了农商部的矿业课。 1 1914 年，他加入了丁文江的

地质调查所鲁成了丁文江“最亲密的同仁和终身之交＂。＠他参加了中

国地质调查，并与丁文江合作撰写了一部该领域的标准中国科技词

典。翁在 1921 年接替丁文江成为地质调查所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

大学地质系系主任~J 1 1931 年，他成为代理校长口

尽管翁是无党派人士，但他经常被划进一个界限不明确的温和

. 

保守的“政学系”中，该派别由知识分子（包括（独立评论》的若干成

员）、军界人物和浙江、江苏一带的银行家等名流组成，他们中的许多

人曾在国外深造过。©翁文濒抱着一种自身特有的、极重实用的政治

观点这与胡适的政治观极为相似，在他的一篇发表在 1932 年中期

《独立评论）上的文章中有着详尽的阐述。他论证说，政府的存在就

是为了去与实际的间题打交道，好的政府是由“好人”组成的，要做一

个“好人停勹就是要成为“有用的”和“实际的“人。O他对确立意识形态

或“主义”极为不信任，认为对此最好保持“诚实的不可知论”的态度。

. 

翁强调，政府和制度会来来去去，而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仍

然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比对任何有关政府形式的争论更

为重要的事。＠

正如上面提到的，翁文濒呼吁科学家与政府在中国面临挑战时

携起手来，为政府能履行其责任提供帮助。rflt 显然在 1 ·929 年时，他认

为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存在。那时他婉拒了政府税务特派官员这一赚

钱的位子庋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美德”，他此后曾这样写道 ＇，他们

并不盲目的试图”为了钱而去谋取官位HQ® 不过，在 191,32 年底时，日

本侵进和中国政府改组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最终使他进入了官方机

构。 1932 年 101 月，当教育部长朱家晔又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时；；曾给朱

家晔教育改革以公开支持的翁文濒被提名为朱的接替人。他在教育

部长任上不到一个月时间，辞去此职（公众以为），又回返他的地质工

作，与此同时，朱家晔重新恢复了他的双重部长职务。但其实，翁文

溺i仍留在了南京，并随即担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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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好像蒋介石最先是把此职给丁文江的，丁依次又推荐了他的“铁

哥儿＂翁文濒。＠

翁是带着睿智的声誉，带着在承担繁重工作时似乎无穷无尽的

精力，带着个人的质朴以及无可置疑的廉洁，进入政府的。在他的朋

友丁文江看来，他是一个“好人”的原型，而这却是南京政府所缺少的

而又十分需要的。＠战时，，在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和雅各比看来，翁是

“极少数几个未被任何人指控为腐败的内阁高级政府官员之一，他杰

出的完美使他高出千一般政客 ,,, Q~翁文濒成了南京在 1932 年后能成

为明智而又值得信赖的政府这一可能性的象征，尽管一般说来这是

极难实现的，虽然翁的个人品质无可置疑地是他工作委员会的一个

财产、但是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口

新的工业战略

翁文濒的委员会在 1932 至 193S 年间计划达到的基本目标骨或许

可概括如下：在华中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开发由国家经营的重工业

和矿产业。这些将主要用千国防需要，并由经过训练的专家按照由

第一步的全面计划朝着完全”计划经济”方向去进行管理。重工业的

发展是与原料开采和新的能源生产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所有

这些发展中，外国的投资和援助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垄断某些原

料出口的国营企业将为之提供必要的外汇。

,”重工业是国防的主要柱石HI 'Ii 翁文源在 1 ,94,,0 年时写道书”这就是

为什么世界先进国家不遗余力和时间，用来扩大和发展重工业的原

因。”＠在翁的观念中，冶炼工业，尤其是钢、铁和铜具有最高的重要

性。其次是电厂，它将被建在计划中的工业中心的附近。第三重要

的是机械工业，它被分为五类；： 军事装备组（军火材料），能量生产组

（发电机、蒸汽机、石油引擎），机器制造组（较为低级的工业）节工业器

具组（如为计划和训练用的工作台的生产），和交通工具组（卡车、汽

车轮船、马车）。第四是电力应用工业，打算用来与政府（主要为军事

方面）的电报和电话通信相适应。最后是国内的化学工业，计划用以

生产基本的化工产品和化学军火物资（氯化氢、硫酸、硝酸、纯碱、混

合碱和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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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将不建在中国现在的工业区域。以往中国的工业集中

在沿海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天津和广州1附近通商口岸。由千战

略、政府和较次要的经济原因，现在计划的中国未来的工业基地将建

在内地。一个具有防御能力的内地经济中心将在湖南、湖北和江西

这些由中央政府控制区域的中心省份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计划是

建立在假如东北和华北的煤将不能继续利用，而战时又将失去江苏、

安徽浙江的铁矿贮存这一设想之上的。湖南江江西一些相对小的煤

矿的开采，和湖北南部贵州北部铁的开采，以及对湖南、江西和广东

北部（假如政治环境允许的话）丰富的铭冉孟、锡、铜蕴藏的尽快勘探，

也都作了展望蔓

经过训练的专家已打算去研究、计划和着手开始这些尝试。 191 ,3 ,3

年底，委员会作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才调查，并增添了矿业、冶金和电

力工业的专门人才部门。矿产蕴藏的规模和工业潜能是地质勘探和

矿物学实验的研究课题。委员会不仅雇佣化学家、地质学家和工程

师，还培训他们为未来的机构设立了国内奖学金，选派个人去国外

（如去国外的矿业学院）学习应

对实现工业化来说，中央计划是必不可少的心包一观念是委员会

工作的基本构想。按照翁文源的观点，无计划的（和纯粹资本主义

的）英美方式对一个“后起“国家实现工业化已不再可能了，这点已被

19 世纪后期德国和 20 世纪苏联的经历所证明息在不同的国家中，

“目标可能是不同的＂ 。 翁论述说嘎“但对于满足需要和实现理想来说，

一个综合的经过很好协调的计划总是不可缺少的。”哼

在走向“计划经济飞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一个为国防所需的

国有化的工业，在翁文源看来，只是第一步。尽管翁所集中的那些建

议，在视野（或规模）上与孙中山的计划大为不同（也就是南京政府早

期的工业计划），翁文颗仍在孙的著作中找到了他自己工作的理论根

据。像孙—样，他对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所应管理的仅仅是那些对国

计民生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以及政府能够很好进行管理的企业这点

作了说明，在翁的概念中心这些企业被限制在五种类型上： (1) 政府

迫切需要和要求特殊管理的企业南 (2) 需要做大规模规划和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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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息 (3) 对私人企业来讲太大或太难负担得起的企业， (4) 为国

防直接需要（如兵工厂），但对私人企业来讲不能提供利润前景的企

业喟 ( :5) 为私人工业提供能量和燃料的企业。1el)

不过除了最后两项外，这只是一个含糊的，对将来来讲可能是很

大规模的行动计划曹对这个计划来说，翁文潮的委员会相当有限的活

动或许仅仅是一个起步。而且，翁把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划为两类

的论证也许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属于人民的“国有之

民有也Ha,@当这项计划发表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章程准许它去”发

展和管理所有的国家基础工业、矿产和发电站:r-, ,o, e; 而它则将从那个基
础上进一步向非常多样的方向和部门发展，直至目标的实现亨即在战

争时期，同自由中国的私人企业相比，，能享有“支配地位"'elf>

最终，翁的计划如同在它之前的其他计划一样龙它是以成功地吸

收外资为基础的。翁认为秀在国外投资者一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失

去信心”，命并且自身很少提供贷款时，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专长的引

进，将只能用中国的出口来支付。这样，就必须要对中国通常的贸易

平衡做出改善，以取得外汇，这是“我们防御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澄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些目标或许能用提高国内制造业水平令以便劝

阻中国人对外国消费品的购买，和用出口高质量的衣、畜产品和手工

业品的办法去取得。＠但是，外汇的一个直接而又较大的来源是矿产

蕴藏，尤其是鸽矿、纯锦、猛和锡矿的有计划的开采和出口。这些矿

产已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需要，而中国华南南部中心地区，拥有的这些

矿产已列入了世界最丰富的储藏之列。噜这些矿的开采和出售，是委

员会整个计划成功的主要先决条件。它们的重要性嘐反映在 19.35 年

委员会采用的新名称上，这个名称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

当这个委员会在 1935 年 4 月被重新命名，并从总参谋部转至国

家军事委员会时，它仍处在保密状态。这一转换，可能与为它增长着

的活动提供基金的办法有关，或许也与蒋介石越来越多地通过军委

会渠道工作这一嗜好有关 ＇，但这一转换在委员会与蒋的“私交”上绝

不意味着有任何变化。0 19136 年初，在委员会通往权力路上的下一步

中，委员会对所有的鸽皂目产品实现了垄断主并对一个矿业和工业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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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秘密三年计划作了详尽的阐述。©准备时期结束了。

结论

国防设计委员会暨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成立 ，，在国民党中国“国家

建设＂的努力中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一个庞大的发展计划中（尽管

其中大多数在整个 30年代都停留在纸上）通过委员会的媒介出现了

一个大胆而又相当紧凑的工业发展战略。

翁文濒委员会的工作与蒋介石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需要有

着不解之缘，所以它与更早些出现的，用于使政府能够工业自给（当

然有可能的话，军事、财政也同样如此），同时又使中国成为“世界经

济体系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的计划有某种类似。“国民”的需要被等

同千政府的需要，翁文濒自己承认，国有化工业的最终目标是“为国

家创造财富,,,. •o GD 不过，委员会将工业发展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在为一

个预计中的战争作准备时，把中国明确置于军事经济的发展取向中，

并且把以往置身千外的一批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团体引进政府

机构，从而使委员会自身的工作显出了特色。

不过噜伴随翁文潮的战略而来的，也存有某些危险，特别是在企

图同时去吸收外援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基础。首先国外机器和技

术的进口，有赖千中国迅速提高提供出口原料的开采能力，而这两者

都来自现有的和新发现的矿藏。作为为湖南、江西地区矿藏开采计

划所需的附加的运输装置一一公路和铁路的建设，， 同样也需要国外

的技术和投资。显然，与可能前来投资的人商定信贷安排的新形式鲁

也要考虑到大量启动资金的投入。这些都将以此后原料出售所得外

汇，或以原材料直接交货来支付。投资者势必要冒着这些物资实际

尚在开采中的风险。如果那样做不成的话，整个计划中的采矿机构

和新的工业发展，就会成为须向列强偿还的严重债务。

再者在这些风险中，寻找国外合伙人不能不与 ,30 年代日益增

长的动荡的国际形势相联系，而形势的不稳定性给新战略带来了利

. 

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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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也带来了弊端。世界对战略矿产的需要（尤其是鸽）是“世界强国

军事准备的晴雨表“多一方面，国际形势愈危险心这些矿产的价格就

上升得愈高妀另一方面，世界的稳定恰恰是中国发展阶段所需要的。

一场东亚战事倘早爆发，显然对整个计划的实现是个威胁。而敌对

状态倘在欧洲突然开始物也会因丧失国外资本和潜在的出口市场而

使中国的规划的基础受到削弱。

即便不发生战争贞形势仍然是充满了危险。以中日关系的逐步

恶化的设想为根据，就必须估计到，在中国军事工业准备工作就结

前，中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全力以赴寻求的就是延缓对抗，并同时

试着在国际大家庭中孤立日本（例如通过国联）。从概念上去看，假

如没有其他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对工业发展中西方合作者

的选择，应是与它们对日本的态度相联系的。从实际方面来看，人们

希望，鼓励西方对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进行投资，也将使西方列强关心

中国的命运，＠因为它们要保护其在华的新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而必

须完全避免的，就是在欧洲和东亚外交之间出现某种连接，那将迫使

西方国家关注日本的抗议而放弃在华的投资，或更糟的是在东亚形

势恶化时，放弃巳经开始的项目。在两种情况下，这些目标在千维护

中国独立的军事工业计划的成功，却十分依赖外国的卷入，，其风险程

度也要视国际政治波动起落的情况而定。

上述所有这些就是翁文激工业战略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存在的危

险性。原则上来说，在这一计划中，，外国的参与是向除日本以外的所

有对中国有兴趣的国家开放的。不过毋实际上，正如在下面一章中将

很明白显示的，这一战略首先是规划用来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推进

德国的参与。在 1932 年底这一战略形成时，翁的委员会就为之设计

了在 19331 至 1936 年间逐步实现这一战略的途径。在那些年里，能看

到就德国军方和工业集团在华投资来讲，新的极富有戏剧性的努力；

能目睹新的德国贸易政策的产生，在这个政策中，用工业设备来直接

交换战略原料发挥了一个中心作用。此外裂德国是那三年中唯一对

中国工业投资表现出兴趣的西方国家。

不管中国新的工业战略内在逻辑如何，抽象去看，国家资源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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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l936 年拟订三年计划的明确形式，也是与德国方面认真谈判的结

果。例如，国家对铭和涕的垄断恰好发生千履行一项中德易货贸易

协定之时。同时，由委员会送出国的经济专家、科学家和受过训练的

人主要被派往德国，这都绝不是偶然的。

新计划中固有的某些危险骨也尤为适用于德国 。 因为即使在

1933 年后，德国开始与中国结成更紧密的经济、军事联系时，德国政

府中的新的、强有力的势力也阴显对与日本亲密交往有着更大的

兴趣。

不过，对最近的将来说，像这样的危险是被新的中德关系的发展

遮蔽了。对于一个指定用来以国家防御需要来协调中国工业发展的

委员会来说，由千德国军方和德国在华利益集团的一致性，从而使与

德国的合作变得容易了。那个过程即始千德国军事顾间团 1 '933—

1. ·93;,4 年到南京时的改组。

注 释

,(D (东亚评论）第 l5 卷，第 21一2·2 期 (19 ,34 年 10一11 月），第 4912 页；（德国外交

-r 

政策档案）第 7 卷， no. 12:., 第 .36 页，科尔布(K.,olb) 备忘录(192"7 年 6 月 6 日）；杜勉，

第 60.S 页；胡颂平 ：：《朱家晔年谱》，第 :28一29 页。

＠（革命文献》第 2,8 辑，第 440一4.42 页；《东亚评论》第 15 卷，第 21-22 期

(19 ,34 年 10—ll 月） ．，第 489一491 页；（中国手册;. 19137一19·4,5) (纽约，J l. 1947 年），第

23. 16一28.8 页；维托夫，第 145 页。

@@1 (5) 维托夫，第 317 页；第 318 页；第 4:5 、 3l8, 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 ti 第 ,4.3; 8一343 页。参见第二章。

＠＠蒋介石： iliill. 1931 年 11 月 15 日在全国经济会议上的讲话”（南京， 19.31 年），

引自阿瑟 ,f 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 2:91 3—,294: 页。

［＠陈公博，载（东亚评论》第 16 卷，第 2 期 (1935 年 1 月 ']6 日），第 32 页。

面孙中山：《三民主义》 ＇，第 4516 、 4,:57一4, 51 8 页 ，。有关国民党在由南京直接控制

下的一个省所进行的发展农村的努力 ，参见迈勒书巳

＠费维也第 ,81 页 ，口

＠孙中山：： （三民主义），第 488 页。



桃李书斋

, 

第四章 国民党的工业战略 1931一191,3.; 3 113 

@1 据张嘉嗷i(19128.一1935 年中国银行总经理）说（访问录）:-'"(国民党领袖）想让

政府对每件事都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如果党的政府不过问生意（工业启银行、商业）

的话，就会失去对国家的影响。一党制剌激政府出千政治目的而对大型企业加强控

制。”方显廷在《中国的工业资本）一书第 7 !5 页中，引用了一位日本观察家类似的评

价：： 他推断“正像其他国家所经历过的那样争这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伤害。”

＠柯博文，第 1一-2:,4 页。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231-233 页；张嘉激：（为了中国货币和金融的现

代化 ,..1'92:7一1 19:37' 》 ., 载薛光前编：：《艰苦建国的十年》第 2 版户第 140一145 、 154一

151 15 页。

＠＠托马斯．， 罗斯基 (Tho:mas. ·G, Ra·w:ski.) :: (生产资料工业部门的增长，

1900一119·71》，见珀金斯唱第 213, 页。

@1 (关千国民生计建设之规定》，1931 年 11 月 l7 日颁布，引自徐龙宣和张明陔

（音）书第 60 页 ，0

＠鲍尔;: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第 11 页。

＠宋子文：（财政部长 1 1929 年度报告），引自汤良礼：（中国之重建》，第 30 页。

＠张人杰：（国家建设委员会 19310 年计划）鲁（公报），远东情报局，南京平第 2 卷

第 2 期 (19.30 年 2 月入第 1一3 页；阿瑟咂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 297 页 ，；

汤良礼： ，（中国之重建》，第 301—3 ·1 页；访问李景潞（该委员会前职员）。如果我们将

该委员会的活动同它最初的规章对照一下（参见（中央周报》1928 年 11 月 9 日或（革

命文献》＇ ，第 22 辑第 3; 61'一380 页）或是同刊登在（革命文献》第 26 辑，第 54一1016 页

上，它自己的充满乐观的报告对比一下，那是很有启发的。类似的夸大观点见张其

韵： ，（党史概要）第 2册，第997 页及以下几页。关于建设委员会的较好的文件选辑

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7 ·74一'78,91 页。

（公报》，远东情报局 ，南京，第 2 卷第 1 期 (l93.0 年 1 月），第 6—8 页；吉登 ·晕

陈(Gideon Ch.e!n)勹：（中国政府的规划与建设），载拉斯克与霍兰德，第 3.5:2一353 页。

关千 1930 年 3 月 4 日通过的孔的计划原文，见《革命文献）第 26 辑，第 150一152 页氐

@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3 辑，第 790一7 19,4 页；陈公博：（中国的新经济政

策》I ,, (民众论坛）第 4 期(19 .32 年 l 月 9 日），第 95,一98 页；《中国的四年计划），（东亚

评论）第 14 卷捐第 18 期 (19331 年 9 月 16 日） :• 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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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盲陈：（中国政府的规划与建设》，载拉斯克与霍兰德，第 35,3一3514 页；

汤良礼（中国之重建》第 16) 页；陈公博% (关千在中国实行国家经济统制的先决条

件），（东亚评论）第 16, 卷第 2 期(19.35. 年 l 月 16, 日），第 3:2一33 页;;, (国家工业发展

计划：钢铁工厂计划》，（中国经济杂志） (Chine·s,e .Eic,onomic· J ,ournal.)第 l5 卷，第 2 期

(193 ,4 年），第 :204—227 页。

＠宋子文：（财政部年度报告》, (]9131 年 3 月 1 日），引自阿瑟詈扬格：， ［（中国建

设国家的努力）＇ ，第 293 页。

®(国民政府公报）(1933 年 3 月 29 日）。关千三年计划参见吉登嘲陈：《中国

政府的规划与建设） ＇，第 357 页。

＠全国经济会议活动报告(193i0一193.5) 以及同国联合作的尝试，见《革命文献）

第 28 辑，第 ,529一S47 页口详见陶秀 (T·a-o S:iu), :: 《中国国家经济会议的工 作》

(L tOeuvre du Consei.l N'ationa.l E'cQ11:om. ig·ue Ch inoi·,.) , 南锡（法） 193,6 年；诺贝特咖迈

埃恩伯格尔(Norbert Meienb:erger) : (国际联盟的发展援助工作）（温特图尔嘈瑞士，

]916S 年）。

＠吉登咂陈，同前，，第 351 7 页。

＠方显廷：（中国的经济统制） ：，第 3i'96 页。

＠［翁）咏霓：： 《建设与计划），第 lrQ一11 页。

＠同上，第 '12 页。关千政府对 193.2 年前工业计划面临困难的描述，参见朱子

爽酢第 96一98i 页 。

＠韦慕庭：《军事割据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再统一过程， 19.22—19 ,35), 载何炳

棣与邹说编: (危机中的中国）（芝加哥，， 19 168 年）第 1 卷喟第 1 册 1第 261 1 页 。

＠， 参见约翰 ，暑， 伊斯瑞尔(John ·1s·rae:I) : (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 1927·一] '937》（加

州斯坦福， 19166 年），第 98'一lOO 页。

＠见最近出版的蒋廷跋口述回忆录：（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 第 103,一

109 页。

®(胡适思想批判）（北京 ,]9155—19,.5 ,5 年），第 3 、60 页，引自汪一驹，第 409 页。

@· (独立评论》，第 41 期社论(193 .3 年 3 月 12 日）10 

＠汪一驹，第 ·4l] 页；蒋廷目（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 106 页。，

＄丁文江：《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已

,(39 翁文源 ：：（建设与计划》，第 9,12 页。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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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 1 ,(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翁文濮；《中国大学生的成绩与缺点）口

．片
．

，

一 j”

1(1) (统制经济问题），（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39 期(193 .31 年 10 月 2 日）；茹春浦：

《实行统制经济的重要问题），（前途）第 1 卷喟第 ll 期 (193,3 年 11 月）；丁文江：《实行

统制经济的条件） ：，（独立评论》第 10i8 期(193; 4 年 7 月 8 日）；龙永贞：《我国工业经济

之危机以及统制计划），（中央银行月报）第 3 卷，第 7 期 (1934, 年 7 月）；张素民；《统

制经济与计划经济） 'ii (复兴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 (191 3i 3 年 8 月 1 日）；罗敦伟：《国难

出路与统制经济），，《国闻周报》］ ，第 10 卷，，第 38 期 (1931 3 年 9 月 :25 日）。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第 6 页。也可参阅费侠莉《丁文江），第 2161

页；汪一驹，第 381·4 页。

＠翁文濒：， （建设与计划）炉第 12 页。

＠参见角克斯，第 ll3一118 页 ，0

尽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仍然保留着过去所拥有的对军事事务作出最后

决定的权九但这实际上没有执行，同时，蒋介石也是这个九人常务委员会的一名成

员，并且他的支持者在该委员会占有优势。参见田弘茂 ；，第 41. 页；杜勉售第 7401 页。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鲁第 184 页 ：；田弘茂，第 41 页。

＠田弘茂，第 43 页。

＠朱家驿： (19 ,3,2 年中国教育之改革》 ＇，第 3,-93一41.7 页；胡颂平：《朱家驿年

谱》＇ ，第 26一30 页；朱家卧（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之说明）；汤良礼；《中国之重

建》，第 76—78 页；汪一驹，第 373一374 页；杜勉，第 5,91 页。

'9® 汪一驹，第 g7· 4 页；第3iS.4 , ,414 页；蒋廷骸：（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第 10a—109 页；费侠莉 l (丁文江），第 :2~ 2 :2 页；翁文濒：（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

问

第 l 5r一 1'9 页。

＠《经济部公报》』第 1 卷第 3 期(I 9138 年3 月 161 日）；周先庚，第 4一9 页，何应

钦，第 I 册，第 19-22 页。

＠朱子爽，第 :94 页；张其购：（党史概要）第 2 辑，第 914 页。这些谬误已经影响

到了西方学术著作：参见杜勉，第 585 页；刘绫，第 1'8·=7'9· 页。

Q,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 83 16 页；访间关德懋(19178 年 6 月 3 日）（关

氏是该委员会的前职员）。

6)) ·(抗战建国史事研述），第 18一19 页。也可参阅徐龙宣（音）与张明陔（音），第

62一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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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孙拯，第 3 页；访问关德懋(197'8 年 1 月 3 日）c
, 
, 

@《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 ＇，第 1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8.3tl, 页。关千钱昌照见珀勒伯格，第 4,5

页；（亚洲名人录）(I95a 年，香港），第 1689 页。

＄孙拯，第 3 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8,316一831 页。

9(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第 l一2 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8 ,37

页；孙拯，第 3一4 页。

＠周先庚，第 4 页。

＠《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1,94,·7 年 6 月），第 1一2 页。这可能是资委会自身的

官方出版物。

＠同上第 3 页。

. G 包华德，第 3 卷第 411 页；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 1第 3 页。

J 

` 

＠费侠莉：（丁文江》嘈第 42 页。

O 翁在这个非正式派别中的朋友包括T文江、蒋廷酸：、张嘉嗷、吴鼎昌、吴铁城

和熊式辉。访问关德懋(1 1978 年 6 月 3 日）。关千这个集团的性质参见田弘茂 ，，第 66

页。中国共产党将翁划入这一集团：参见《民国人物传），第 3 页；（中国近代工业史

资料）第 3 辑，第 1143—]144 页。

＠翁文源：（一个打破烦闷的方法），第 2一5 页。

＠翁文濒：（我的意见不过若此），第 3一4 页。

＠同上，第 4 页。也可参阅他（中国的科学工作》一文，第 8一9 页。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 3一4 页。
谝

~ 

＠翁文濠: (中国的科学工作），第 8 页。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 ，第 3 页；包华德：（民国传记辞典》第 3 卷，第

411 页；访问关德懋(l9178 年 6 月 3 日）。关德懋暗示（申报》主笔陈景韩（陈冷血）和

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可能对这个任命也起了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该项任命倒是同

蒋介石逐渐开始利用政学系分子的做法相一致。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第 2 、 5 页。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第 34一41 页，＂翁文濒＂秩事；西奥多蘑怀特

(Theodo,re .HJii White)与安娜利叠雅各比 (Annalee ]a.coby) 书第 5.5 页。关千翁文源

的不同看法可参见徐运舒（音） ，《翁文濒）；肖铮：（抗战后之土地改革与党政革新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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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t《传记文学》第 3,4 卷，第 3 期 (l979 年 3 月），第 104 页。

＠＠翁文濒：《经济建设的三年），第 5616 页；第 .566,一5 16'9 页；翁文瀛：《中国经

济建设的前展》 ＇，载翁文濒（中国经济建设论丛》，第 7一22 页。

＠见翁文激：（怎样建设内地》＇ ，第 2一5 页；同前《中国的战时经济》，第 20S一

20a 页；朱玉仑，第 8一9 页 ，口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83 '1 页；《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 ．，第 2

页；周先庚（音），第 4 页；朱玉仑，第 9 页。

＠翁文濒：（中国经济概况》，第 8 页。

＠翁文濒：（中国的工业发展及其同外国合作的必要性》，，第 5 页；同上，（国防

经济建设之要义），第 619一70 页 。

＠翁文濒：： （日本的“新秩序＂的经济意义），第 .551 页。

＠由翁文瀛于 19391 年 7 月阐述的官方政策，引自吴元黎，第 461 页。

＠翁文濠：（中国经济概况），第 9 页。

© 《经济公报》，第 1 卷第 3 期(]91.88 年 3 月 1 ,6 日）；也可参见（中国年鉴》(l943

年）第 6 版（重庆 ，， 194 ,3 年），第 ·48.8 页。

＠侯继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211 页。

＠翁文滇（经济建设与技术合作），见《翁文濒），目 。

刊

＠翁文濒：《经济建设的三年》，第 569 页。

＠翁文濒：（大家应努力的要事），第 2-5 页巳

＠翁文源：（中国的工业发展》，第 1一2 ,, 8一9 页；参阅王公秉（音）：《矿石

资源）口

＠显然连资委会职员也没有注意到隶属关系的这一改变口访问关德懋 (1978

年 1 月 3 日 ）口

1@ 江鸿治等：《资源委员会经办国营实业概况》骨《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1 卷，第 1

，

一

I 

111 ., 

•• 
__· 

', 

11 

期(1939 年 4 月），第 '] 0 页

＠引自吴元黎书第 4v ;~ o. 

＠王公秉（音）：（矿石资源》，第 5;2s 页 。

＠恩迪科特的（外交和企业）一书第 139 页对这一过程作了较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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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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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遵循“国防经济“路线的、前后一贯的国民党工业发展战略

显然是同 19 ,33 年后德国在华新利益的出现相一致的。简言之书］ 对

正在迅速扩展的德国国防经济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日渐增长费 l 93. 3 年

后中德关系的发展 ,;, 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自国防经济的互补利

益基础之上的。

在魏玛共和国秘密地重整军备时期，中国就已成为德国武器和

军火的主要销售地。在政治环境不同千 1927 至 192,8 魏玛民主鼎盛

期的情况下，马克斯 ... 鲍尔使团一一在许多方面与 191201 年代德国派

往国外的其他“非官方“军事代表团相类似一一可能已经引起了德国

国防军的更积极的反响并转而促进了工业方面的投入。只是到了

191.30 年代，德国国防军才开始在南京的德国顾问团中起直接作用，尽

勹这种作用很小。与此同时，由千政府无力为在华投资提供补贴或

担保，德国工业界放弃了各自计划，只限于从事为未来打下基础的工

作。然而，由于纳粹党人千 193,.3 年 1 月 30 日攫取了权力，围绕渚进

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军队和工业界开始携手合作。

在纳粹政权之下，德国的重整军备进入了公开与加速的时期。

然而，正像魏玛时期一样，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里，增长的军工产

品并不能完全消费掉。结果，军事和工业对出口市场的需求，以及眼

下在战略原料方面的需求，均十分迫切 。 与此同时，在秘密地重整军

备阶段已发挥过蜇要作用的苏联被德国新的政治领导列为“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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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而成为军队、工业界以及新任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e·hacht)协调外贸政策时用来取代苏联的主要选择对象。 . 

随着德国在出口市场和原料来源方面需求的扩大，， 一项有助于

克服德国在华投资早期障碍的新的外贸政策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

中、一个由军方和与经济部一道工作的工业集团组成的强大的德国

“中国院外集团”在对华政策的制定方面，日益起着支配作用。它的

利益同蒋介石政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铸造了新的中德关系。

中德之间关系的扩大- :, 首先是建立在相互间的经济利益基础之

上的。不过，这些也直接涉及到军事企业。对蒋介石来说，国防设计

委员会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对德国人来

讲，商业和军事关系长期以来一直被看做是中德交往的补充。这样

看来，中德之间通过重组南京顾问团而开始了一种新的密切的关系，

就不足为怪了。

甚至是在 193.3, 年以前，中德双方均把恢复顾问团的活力视为双

方的共同需要。不过豐它的重组方式和目标受到寻求军工合作新方

式的共同愿望的支配，而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只是在 1 19·33 年以后才变

得切实可行。， 领导了这一尝试，并开始就经济交易进行谈判的人是

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汉斯. 冯嗓塞克特。

即使是在经济和军事考虑处于支配地位的环境之中，塞克特的

两次访华以及他同蒋介石良好的个人关系均显示出个人在中德关系

中的重要性。就像蒋同他的首任德国顾问马克斯眉， 鲍尔的关系一

样，个人的和思想观念上的共鸣有助于创建一种工作中的伙伴关系。

尤其是蒋按照塞克特的德国国防军模式重新组建其军队的愿望，以
及他在此后所接受的一些政治、军事和经济设想过这些均融合进了翁
文潭的军工计划中去噜该计划打算为了中国的发展而设立一个特殊

的中德机构亨这看上去似乎对中德双方均有益处。 俨

然而在 19,86, 年的易货贸易协定正式确立了两国间的新关系之

前的三年中，常常需要进行艰难的谈判。德国在中国的进一步卷入，，

给它带来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危险。德国支持蒋介石这件事本身固然

就已被视为介入了尚不稳定的国内政局 r0 但是在 1 1913,-4 至 191.3116-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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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战略原料的寻求使之与南京以及与那些同南京敌对而又表示

愿意提供德国所需物资的省政府的关系均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之

中。结果中德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口

与此同时骨南京和柏林都得克服各自方面对两国密切关系的反

对之声。在中国，这种反对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者对国防设计委员 、

会声望上升的不满情绪。在德国方面，事情却更加复杂。德国国防

军和经济部从来不能够完全左右德国的对华政策。遵循魏玛时代所

制定的政策的德国外交部，在东亚继续奉行着一种谨慎的中立政策，

视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在华的努力为一种危险的冒险举动。纯粹出

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华的德国贸易商行也持反对态度。对德国官方
愈来愈多地卷入对华贸易中去的这些担心—一正确地一一将会造成

它们自身的排斥。

这些势力可以稽延，但却不可能阻挡中德之间更为密切的官方

关系的发展，这种关系到 1936 年时看来似乎很可能致使德国在即将

到来的中日抗争中站在中国一边。然而，正如本章最后一个部分将

要指出的那样，未来的中德关系面临的反对势力更加强大。纳粹主

义分子在亚洲的长期目标是同其他所有团体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日

本在希特勒外交政策纲领中所要起的作用是早有预兆的。此外亨由

于希特勒的外交纲领在军事和经济准备战略方面的设想与德国军方

完全不同，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在他的谋略中充其量只能是个配角。

德国在华的新经济利益

1933 年前后德国的在华利益有相当大的连续性。然而，随着纳

粹党人攫取了政权后重整军备的公开进行，刺激了德国在华的投入。

同样重要的是屋一个有益于德国在华新老利益集团的外贸政策亦随

之而生。

用陆军国防经济办公室主任格奥尔格矗托马斯上校 (Colonel

·Georg ·y·homa.s. ) 的话来讲鲁希特勒漠视（凡尔赛条约》而公开进行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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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决心对德国军方意味着“将大量理论付诸实施的时代巳经到

来“心自 1924, 年成立以来，托马斯的办公室就以各种形式承担着“集

中和协调德国国防军在军备发展和采购方面所有活动”的任务0 。该

机构也是陆军同外国签订大量契约的后台。由千秘密重整军备的魏

玛时代的结束，德国国防军，尤其是托马斯的办公室，试图推行其国

防经济（广义上的国防经济）观念，并使之成为合乎逻辑的论断，即：

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皮必

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 场突发

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心这就要求国内武装力量以及同军

事有关的工业生产在超出和平时期军队增长速度的水平之上稳定增

长，这就转而需要“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增加这类产品的输出，包括在

那些“有希望成为武器和军火进口国的国家里”雇佣“军官和退役军
官,,, 01© .. 

军方巳打算在进一步扩大魏玛时代德国国防军和苏联合作形式

的基础上将苏联作为军工投资的重要区域和原料产地。托马斯上校

千 1 193 .3 年 5 月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便向希特勒明确提出了加强德苏

经济关系的建议。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该项建议主并决定立即中止德

国国防军同莫斯科的一切联系，这是希特勒在其统治初期反对陆军

政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事例之一。除了他不愿意哪怕是部分依赖这

个他最终要加以征服的国家之外，希特勒还深信同这个国家的合作

共事不可能获取任何的物质利益应千是，在德国国防军经济谋略中

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的中国应作为苏联的替代国鲁日益显现出她的

重要性。 .,. . 

诅

'

当然 ，例中国除了巳成为德国武器和军火的主要进口国外。同时

也是该国重工业投资的潜在地区。据德国国防军部的莱谢劳将军

(G1ene.r·al W a:lt.et vo·n :ReichTe·nau)说从这两方面来看，由于需要“依靠

外国的订货来加强中央德国在军备工业方面的生产能力，使之能应

付各种急需H ., 德国在华的地位现在不得不有所增强心然而，这只是

加强了中国在德国加紧扩充军备过程中的重要性。用冯．， 塞克特将

军（他在 :1933 至 1935 年间的两次访华有助千重新铸造中德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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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说，“原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1,®

德国在基本原料和粮食方面对外国资源的依赖憬被恰当地看做

是它在 .2:·0 世纪战争中“唯一致命的弱点”炟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能够自给自足的唯一的战争原料； 85¾ 的石

油、8101 %的铁矿、10%' 的铜、 91 ,Q1 % 的锡、95% 的镜、98%—99 ,%' 的鹄和

梯，以及 20%' 的粮食来自国外夏依照军事设计者的看法图德国在原

料方面永远不会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它只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获取并

加以储备炒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湟希特勒并不持有这种看法，他

古怕在原料方面依赖千国外资源；但是他也认识到目前的原料短缺

会妨碍重整军备的进行，，故而他在好几年内没有干预军方的计划。

不难看出，中国的原料对于德国重整军备具有重要性。铭甩i 、

钥、银和铭是生产优质钢材时不可缺少的合金材料，实际上，所有这

些原料德国都得进口。在国防经济办公室 191,34 年的一份报告中，这

些铁合金被指定必须能在数量增长方面”有所保证”，对镑雇卜铜旦i 、

锌和铅等有色金属的需求也是一样心所有这些金属都可以从中国得

到，其中可供出口量大的是两种最重要的战略金属—一铭和禅，

1929 年鲁德国工业界通过民间贸易从中国获得了其所需的 818 ,½ 的锦

和 5,,3¾ 的鸽。＠不过，在 30 年代初期可获得的东西并不确定，但到了

19.33 年以后德国却指望能够保证从中国得到可靠的供应过这并不是

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德国对这两种矿的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由千

中国政府本身（国防设计委员会）在扩大这些金属的开发利用方面似

乎也乐于合作。

这些金属为什么如此重要？镑的一个重要用途在于使用于制造

弹药的特种铅合金变得坚硬。稀有金属的化合物（如硫化物）被用来

制造榴霞弹的弹片及弹头。中国锦的生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60¾ 以

L ,. 除了玻利维亚之外（它生产景占 10¾; 入中国是 )9,3 4. 年间德国进

口锦的唯一来源应此外，中国矿石质量较高臀它几乎不含难以去除的

杂质，纯涕的含量在 55%'—6,0%。中国禅的 19101 %'来自湖南省的北部

和中部，这些地区完全处千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口＠

对鸽的全球性抢夺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它首次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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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用千切削工具并使军火生产大大增长。鸽千“一夜之间成为所

有战时金属中最重要的＂。＠在已知的所有金属中，鸽的熔点最高。由

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铭铁的首次制造，以及克虏伯公司在 20 年代

生产出碳化钩；并取得了这种“军事金刚石”的专利，鸽因此在精制钢

的切削和磨创过程中变得至关重要。它被进一步用来制造生产装甲

板、穿甲弹、枪管和飞机所需的坚硬、抗高温的钢材，它也可以用来制

造电话机、灯丝和钟表零件魔世界铸的生产统计数字反映出它的军

事价值： 1 19'14一1 191 18, 年间产量增长了 4 倍（达到 3,2 · 0010 吨），这一产

量水平直到 19,36 年才再次达到，

自从 1915 年在湖南省东南部的武陵山脉兼发现了含鸽量达 ·7'91.%.

的黑鸽矿（铭通常是从这种矿中提取的），以及后来又在延绵于四省

的整个南岭地区发现此种铭矿后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鹄

矿来源。 193 ,31 年，中国生产的鸽占世界产量的一半 (6 100 吨）鲁

1 ·91 .5一193 17' 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38, % 。＠气候和经济方

面的条件也有利于中国的鸽矿开采：镐矿地区温暖、潮湿的气候致使

沉重的石头风化侵蚀，鸽矿砂终年暴露在外青大部分能由廉价的手工

劳动来开采。＠

出于各主要强国的原因，德国不能够独自地先全或部分控制它

本身的钩矿。＠当时唯一可以用来替代鸽的便是铝，但这种金属几乎

为美国所垄断，因为美国钜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3/'4。不过，这种矿

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尽管数量不多鲁且通常与黑鸽矿一起被发现。。
贸易政策

德国对外国原料较大的需求使其有必要制定一项外贸政策来加以

保证。直接购买原料将需要大量的外汇。但由千原先指望可千 'l933

至 193i4 年间给国内经济带来复苏的公共支出的增长龙以及外国信用贷

款在同一时期内不断撤回，到 '1933 年底复德国的外汇储备立即消耗殆

尽。作为对策亨德国国家银行总裁(~934 年 6 月任经济部长）沙赫特于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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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东南部应为武功山。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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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原料贸易管制法）而获得了对德国外贸政策的总控制权。

正如在他的“新计划”中所确定的，沙赫特的政策是试图为外贸筹

措资金一一并继续重整军备一一但不用外汇。这就是通过银行间的汇

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和出口补贴等一套方法来进行。

开放的多边贸易的传统方法让位千同那些愿意直接与德国交换出口产

品的国家签订双边协议。这些方法使德国同初级产品出产国进行的贸

易尤为方便，且这些出产国本身基本上也都受到交换的控制，而德国则

根据它在重整军备方面的需求来挑选它们作为外贸伙伴叟

贸易互惠主义非常强调德国的贸易从西欧和美国等国际贸易中

心转向南欧、南美和近东、远东地区。到 1 '93 ,8 年，德国外贸的.2:/5

是 191 3.4- 年前比例的 2 倍多—一是在这些地区进行的，，且在大多数情

况下都保持着贸易上的顺差费这是因为重要的原料只是几个特定的

国家才拥有度中德贸易大概也是这些新政策的受益者。与用德国武

器和机器换取中国原料同时出现的易货贸易还有：巴西的咖啡换取

德国的火车机车，墨西哥的石油换取德国的输油管道，土耳其的烟草

换取德国的汽车等协定。＠正如在中国一样，德国国防军在拉美的工

业代理商，，以及存在千拉美某些国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由德国国防

军在 210 年代培养出来的）在新的贸易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德国在中国将寻找工业市场与原材料协调一致始千 1933 年塞克

特的访华。由于同汉斯·克兰 (192'0· 年代活跃于俄国建设项目中的

业承包商）一道工作，塞克特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

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问题同蒋介石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有悖常

理的是，塞克特同南京的德国顾间团发生联系之时，恰恰赶上顾间团

正处千失掉蒋介石信任的危险之中。
a 

塞克特和中国1(1933—1.935)

魏采尔领导下顾问团地位的下降

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对千（中德间）在并非纯粹军事性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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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合作来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不过鲁它

从来未能实践最初在鲍尔领导时期所曾允诺过的诺言，而且在 1930

至 l :934 年格奥尔格 ，亭魏采尔将军担任蒋的总顾问期间，它受到了严

重的削弱。维持这一机构学对于中德两国相同的利益来说，已成为一

个应予优先考虑的事情。

魏采尔是带着一个“甚至连布隆堡和弗里奇 (. 'Fritsch}这样杰出

的军事人物都相形见细｀的声望来到中国的准1是或许他根本没料

到他所面临的竟是这么落后的军事状况，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在

l93i01 年冲央军没有坦克曹仅有一个野战炮团以及几架用千侦察和绘

图的飞机。实际上没有可供使用的地图。没有中央补给系统，对中

国军官来说，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货栈购买军需品是极其平常的

事。＠在这种状况之下，魏采尔把顾问团人员的精力集中在正规的军

事教育方面，与此同时，他在战场上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他在 l. '91.3101 年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役中所提的建议巳证

明是最有价值的，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他

住在蒋的私人专列里亨据一位中国译员说，在作战计划的制定方面，

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戛然而，到了 1931. 年底，他同蒋的关系已经不

太融洽，或许是由千江西的反共战役没能取得胜利的缘故。

在 1931 年 6 月开始的第三次“剿匪”战役期间（这是首次由蒋亲

自指挥），魏采尔提出了一个对江西根据地实行快速合围的战略，即

“从四面八方毫无限制地向前推进" .,@如果该战略得以迅速执行的

话，中共军队的大部分就会被孤立在福建省东部地区。他的战略在

原则上被采纳，但在实际上却受到忽视。他所谋求的快速的运动战

变成了一个费力而缓慢的、鲁莽的突进，结果使得共产党人占据了魏

采尔称做“金色桥梁＂的地区，并得以越过该地区而重新集结。当战

役亳无效果地拖至同年秋天时，魏采尔公开发泄他的不满虔尽管后

来的反共战役采用了魏采尔计划的某些内容豐但德国顾问们在江西

作战中大概未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了战略上的分歧之外鲁魏采尔性格率直并经常粗暴地批评中

国指挥官，这使得国民党军事部门的整个上层指挥集团都对他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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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忠为此，后来将他同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相比拟夏由千他谋求直接

同财政部长宋子文商定在江西修建公路和简易机场的合同俭从而使

局势趋千复杂，因为这样一来便断绝了中国军政机构惯有的“收

益” ，澄从这以后，他被反对他和其僚属的阴谋所纠缠，并最终亳无根

据地指控他的助手是日本间谍怠

魏采尔同宋子文的密切关系似乎最不能为蒋所接受。早在 1931

年 12: 月初肇魏采尔已迫于压力向蒋提交了一份长达 31.2: 页的备忘录，

以为他的顾间团的继续存在辩护S-蒋在 12 月 IS 日暂时引退这

件事必然已使顾间团的地位发生动摇。在蒋下野期间，魏采尔愈来

愈多地通过财政部长来做工作，，而宋本人同蒋的关系一直在恶化。

在宋子文的力促之下 :!►. 魏采尔于 1 ·9 ,32 年 1 月日本人进攻上海之后奔

赴前线，并在那里共同决定（开始之时遭到蒋的反对）把由德国训练

的委员长＂嫡系”部队第 87' 师投入战斗恩

蒋介石千 193,2 年 3 月复职之后泣立即开始物色替换魏采尔的人

选。蒋要寻找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所拥有的地位要能够协调—支现

代化军队的军事和经济活动；魏采尔独独将精力集中于前者。蒋从

上层入手，试探由德国国防军部长威廉 ,. 格棱纳 (Wilhelm · Gr10,ener)

替代魏采尔的可能性。＠

格棱纳谢绝了。可是德国国防军对军事代表团所承担责任的逐

渐削弱感到担心。鉴于这一点，德国国防军部便不再有理由对魏采

尔感到满意了。魏采尔同本德勒街(Bend.ler·-s.trasse)的关系恰当而又

冷淡木他们感到从其他国家驻北平武官那里获得的情报要比德国从

它在中国首都的顾问们那里得到的还要好。＠最重要的是曹魏采尔是

德国经济利益的拙劣的拥护者，甚至是在他的活动领域中（如军事购

买方面）也如此。他自夸在购买武特方面”毫无偏见气并且更喜欢通

过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商行采办军需品，而宁愿得罪德国工业界和中

国驻柏林的贸易办事处。＠最后，他同他的德国僚属间产生的种种纠

葛－—－更不必说他的中国雇主了一一是众所周知的。＠

一条摆脱这种局面的外交途径找到了：魏采尔愿意（无意地）邀

请他自己的继任者来南京。根据朱家晔的建议，』魏采尔千 19a2 年 3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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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邀请汉斯·冯· 塞克特上将访间中国。＠

－克特与中国(1933 年）

在德国，塞克特根本没有感到大吃一惊。在 1920 年代，他曾同国

民党政府接触过好几次，而且几年来同魏采尔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

信联系，在这些信中，他曾表示过对顾问团工作的兴趣。 . 

., 自 '1926 年退休以来，他的兴趣一直放在三件事上：他创建的想

国国防军、国家政治以及他自己的财政状况。他想成为德国共和国

总统的政治抱负在1925 至 1926 年间已经放弃。O他则是作为极右翼

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1 )在德国国会的代表而进入政界的。但是
当该党在 1931 年后开始同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融合之时焘

对此持较大保留态度的塞克特最终站到了一个由年长的、具有高人

一等优越感的人组成的少数派一边，即使是在国家人民党内部，他们

也是少数派。＠对塞克特来说，受邀到中国去做一次考察旅行，不仅报

酬丰厚，同时也使他可以从国内政治的软弱状态中逃脱出来，并且又

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帮助德国国防军的利益，对他本人来讲在经

济上也会有所收益。 . . 

正当塞克特要赴南京支撑起顾问团的地位时，他也被卷进了一

项在广州单独进行的，据说是“秘密的＂冒险活动之中。这项后来使

德国国防军在南京的工作变得复杂的计划始千 191 3,2 年 6 月 101 日，当

塞克特这天收到安德烈亚斯· 迈尔一马德尔 (A:ndr1eas - Maye·r-Ma.,

如）上尉信时，恰恰魏采尔的信函尚在途中，，迈尔一马德尔声称代表

广西省政府。

迈尔一马德尔是一位雇佣军人，他千 1.930 年抵达中国卫在一家叫

做派尔茨一中国公司(P矗lz,.-;C.hilna Compa.n:y· )的进出口公司工作。 ． ．一

年之内，他受聘为（广西）南宁军校教官量并通过派尔茨公司建议由德

国公司在这个省会建造一座兵工厂。他说服了留德的梧州大学校长

马君武教授，使之确信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千是，他和马受广西领袖
李宗仁将军委派赴德鲁就有关必需的信贷事宜进行谈判。＠

迈尔一马德尔在德国尽力兜售他的计划，他声称广西是中国的

“普鲁士气最后必将统一全国；德国在该省的经济渗透必将导致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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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支配，导致德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特别是德国在中国西

南的军事存在最终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印度构成威胁戛然而，在

访德期间，他发现几乎没有人接受他的这项宏大的计划。塞克特把

他介绍给汉斯磕克兰克兰转而盗用了这个在中国西南进行经济投

资的想法而将迈尔一马德尔撇在一边。

汉斯·克兰从 20 年代起便同塞克特有了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吻 1924 年他加入了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

gelhar1d.t Ba..nk). 该银行深深地卷入了武器交易之中。在那里准他开始

在德国国防军国外事业中广泛活动，最初在苏联，然后又在土耳其。

为了控制德国国防军在士耳其的活动 ，，他最终成为＂施塔玛格”

(Stamag: )的“影子“首脑。到 19310 年时，他已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节并

且同塞克特很熟悉。＠

克兰使马君武确信书由千他同德国国防军的联系以及和塞克特

的友谊，所以比起迈尔一马德尔，他能够更好地满足广西的需要。他

最初开价是 10 万德国马克，，这仅仅是一个考察团赴广西的费用鲁但对

广西当局来说是太昂贵了 骨这时，邻近的广东省政府似乎也已插手这

件事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笔费用。O 这对塞克特来说显然多了一份经

济上的诱因，他被要求在往返南京途中在华南作短暂的停留，以向这

项冒险事业提供支持。

虽然直接同自治的广州政府进行接触巳成为克兰本人的想法，

不过，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德国国防军坚定的支持。＠由千魏采尔顾

问团连一份重要的工业订单都不能弄到手这一事实使德国国防军有

所醴悟，他们便不打算放过向广州提供一座兵工厂的前景，或许这仅

仅是作为一种能在南京产生更重大成果的手段；如果塞克特在南京

获得成功，作为一种“相应的报偿＂，广州的任何计划都可能被放弃。＠

塞克特对中国的访问是一个胜利 。 他在广州的“秘密“使命以及

在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借助蒋显赫的威信维护和扩大德国在南京

的地位这一更重要事务这两方面均取得成功。协调这两方面的成

果有待千今后做出努力。

在允诺对华南进行礼节性的访间之后净塞克特千 1 ,g,3,3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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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抵达上淹鲁朱家晔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

南京期间，他下榻于魏采尔将军的寓所，此时魏采尔因外交事务出差

在北方。从 5 月 ,28 至31 日塞克特在江西枯岭（庐山）蒋的山间别墅

同蒋介石举行了为期 3 天的深入细致的讨论且由朱家晔担任翻译。在

这些讨论结束时，蒋已充分表示愿意请塞克特担任“高级顾间”一职；；

以对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提出建议，并监督德国顾问团的工作。。塞

克特谢绝了这一提议攻如果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扩大同南京的

联系的话，他不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不过，他同意就中国军事现代

化问题向蒋递交一份内容详尽的备忘录。 一

在访问了山东和北平之后，塞克特返回南京。在南京他还会见

了汪精卫，戴季陶和黄郣等政府其他领导人。 6 月 30 日他提交了（致

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这是他首次访华的主要成果。在中国期间他

的确没有见到多少中国军队。正像他的副官后来所叙述的那样，塞

克特本人同中国军队的直接接触仅包括：南京附近所看到的一队正

在行进的士兵；乘坐了几次中国炮艇；以及在北平附近正式检阅了一

营部队，他在那儿发现士兵们试图用沙子和金属丝来擦拭枪支。。因

此曹既然撰写这份备忘录（据刘酸说，该备忘录被证明”对中国后来的

军事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t:.fi, ) 需要时间，那么从表面上来香，塞克特

对于自己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没有切实的客观体验。魏采尔指责

说：＂它仅仅是我从阳台上来了解中国的产物" 10G然而，塞克特的备忘

录并不是一份肤浅之作，相反，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主要通过讨论和

阅读得来的管认为适用于中国的各方面经验的积累。对于有效地扩

大德国参与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发展来讲曹它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份文件不仅仅是塞克特此次使命的产物，而且是他长期以来累积

的意见的反映，通过间接地集中思考后，这些意见首次被最好地理解。

从他退休期间(19 .2 '7—1932)所发表的大量出版物中发现鲁塞克特

的兴致已转移到军事和政治理论领域，并且试图推广他的有关国家

及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的概念。他的政治观念几乎没有新的东西鲁

反映了他所珍视的并巳为之效力的保守而浪漫的传统。O对塞克特来

说，普鲁士国家巳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象征HO- 固然，并不存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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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都行之有效的绝对的国家形式，然而普各士

样板体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中首要的是站

在国家前列并成为国家化身的“领袖人物”观念，］ 以及“像金字塔一

样“不可分割的领导阶层的国家思想，这个领导阶层存在千一种同顺

从的并能恪尽职守的民众有着共同责任的关系之中一一”在最佳意

义上的民主政体”及反对'"1789 年的思想。H,e 他的理想是具有自主政

治意志的君主独裁主义的强权国家。＠

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创建人，塞克特在国家的外部“形态”已发生

变化时所做的工作，是为了维护这个理想化的（普鲁士）结构。塞克

特把军队看做是“国家的表现形式”和“民族团结的象征..., 0-从根本上

说，军队是“政治的工具”及“统治力量的基石”，它的关键成分是一个

统一的、有能力的军官团，这个军官团不能够卷入引起分裂的派系政

治中去。＂军队为国家效力且只效力千国家，因为军队就是国家,, ,o G)1 

当然，塞克特创建的精锐陆军并不单纯是他政治哲学的结果，同

样也是凡尔赛体系束缚的实际后果。然而韦塞克特做了一件在理论

上非做不可的事，却装成出千高尚的动机曹他的军事思想的主要成分

是重视质量甚于重视数量，重视训练有素的领袖甚千军需设备。此

外，从战略的观点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巳使塞克特认识到了小规模、

快速机动且又得到充分支援与装备精良的军队的价值。这样一支部

队的核心可以在和平时期加以训练，使其具备“未来扩展的胚芽"。。

这支部队在人数上的精小，可以使其进—步摆脱对大量陈旧物资的

依赖，使得兵器工业可以按照当前和未来的需要来协调生产。。

简单地说这些就是这位普鲁士君主制度拥护者的一些基本观

点嘈他在 1920至 19,2' 6 年的几年中曾领导了德国军队月用高登帚克雷

格(Go1rdio1n Cr,aig)的话来说，这支军队”从一个有着忿恨不满、士气沮

丧的军官团的种类不同、缺乏协调的各种部队的集合体变成了一支

品质纯一、训练严格的部队，至少从质量上来看，在欧洲无有匹敌

一 者"o'8当然，那方面的成功也是现在蒋介石企盼听到他的建议的

原因。

在其（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中，塞克特巧妙地将其经验中的

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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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同在他所认为蒋可以接受的那些领域中加强德国影响的坚

决主张结合起来。©三个基本思想被从普鲁士一德国的场合下搬进了

中国重建军队的任务之中，井且形成了塞克特备忘录的构架: (l) 军

队为“统治权力的基础飞 (2) 一支军队的威力在千素质上的优良，I

{3) ,11:11一支军队的价值取决于其军官团的价值H~1-

塞克特的建议包括了以下内容。他写道，军队是“中国国内安定

的基础H ,; 但现在的中国军队与其所承担的任务极不相称。． 最迫切的

是一支“统一训练的军队，它只听命于您（蒋介石）一人＂。事实上，“包

括训练管理和调动权在内的整个军事系统都应只属千一个人，“总

司令要高居千由军令和私人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之上。。

这支军队不必过千庞大月有十个师就可以了。中国根本的问题

. 在千军队太多而精锐部队又太少。塞克特告诫蒋介石，想要将名义

上归南京政府节制的全部军队都加以训练是“根本就办不到的＂鲁他

还特地提到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缩减众多政治上不可靠的帝

国军队的经验。指出应该首先建立一支新式忠诚军队的“核心”，该

核心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日后一旦需要，它能迅速扩展，同时它

仍保持其作为一支精锐突击队的特性。未来精锐部队成员在经挑选

后组建成“教导旅”，他们将配备最好的武器，领高薪，享受高标准的

营房与伙食，而且穿着与众不同的军装。这一设想最先是由鲍尔提

出来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新式武器的使用，

组建一个严密的军官团是尤为困难的事。德国毕竟有精这样的

传统，且始终存在着一个武装力量特殊领导集团的社会基础。而在

中国，1一个德式结构的“教导旅”的战斗力，大约只相当于同等规模德

意志帝国军官团的 20% 1 与处于萌芽时期的德国国防军差不多。然

而 A总的来说中国将不得不靠标准化的管理方式来缔造一支职业军

官队伍。塞克特在中国的时间不长，却也深受中国军队上层的私人

关系之扰: ,, 我曾被告知，在军队中有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即一位调防

的将军会带走他的一批下属军官，甚至整个参谋班底。”＠根除这种弊

端的办法是严格地将军事任命制度化，所有军官郪直接控制在蒋的

手中，根据“统一的原则和标准“确定军官的任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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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军事建议的最后一个要素涉及到政治在军队内的作用。

塞克特来自曾是“非政治化的“德国国防军，，在魏玛共和国之前军队

是不能参与政党政治的；实际上，它的政治性是内在的，军队本身就

一种政治力量一一从理论上说，它效忠于国家。魏玛共和国是国家，

但在军方眼里，，它只是一种国家的变体。德国军队这种潜在的政治

性，在中国透过武装力量内部的地域性与政治性派系折射了出来。

塞克特认为要达到目标必须实行“非政治化H ., 军官们要宣誓只效

忠千蒋介石而不是某个派系（因而，作为中国领袖人物的蒋所起的作

用 ，昏要像普鲁士君主政体在帝国武装力量中 ＇，及其思想在国防军中所

起的象征性作用那样）。与此同时，必须把“那些和健全的国家体制

格格不入的因素，毫不留情地清除掉"。@·"最终的目标是国家利益，而

非个人获益。"'-'@

在关系军事重建的所有方面得塞克特均建议要大大扩充德国顾

问的权限。一个经过充实的顾间团将控制”教导旅”的发展；聘请—

位德国精千管理的参谋人员来改组中国的军政部；要将军政部中负

责财政的办公室从该部分离出来，聘请“合适的德国管理者”将其改

建成类似德国“总审计署＂的机构怠那些在他们执行任务时必然会碰

到的障碍必须排除了您……元帅先生（指蒋介石一一译者）……必须

保证德国顾间们的影响力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德国人在推动军火

工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超过了其在别的方面的成就，塞克特备忘

录的最后一部分即与此有关。

据塞克特说，中国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中；“有 7· 5 %·-90 %1 "'不适

合现代军队的需要。“如果你给予士兵劣质武器书你就会失去他们对

你的信任与尊重。”＠在中国自己的兵器工业建成前，新式军队需要的

装备一定要从外国购买。在此期间，立足国内基础又能吸引“欧洲

的“军火公司参加的中国（兵器工业）建设也将起步（它是与内容广泛

的工业现代化项目结合在一起的）。更可取的是，这些军火公司最好

就是向其购买武器的公司，以确保武器的标准化。塞克特继续写道，

”这类公司是极易找到的H ,o OB 最后，发展兵器工业必须＂态度坚定度要

编列较长时间的预算＂，首先要在德国顾问监晋下奠定长期发展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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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然后再交给受过德式训练的中国人来管理。0 - .. 

塞克特的备忘录强调，，达到此目的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在蒋

的绝对领导之下使军事系统中央集权化，二是让德国无所不在的影

响力渗透到军事重建和工业发展计划中去。这一设想最先是由鲍尔

提出来的，它是德国利益与蒋介石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工业雄心壮志

结合的产物。然而，几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塞克特的备忘录格外引

人注目．，比以前的建议更受赏识5 第一，塞克特是德国军界最具权威

的人物，备忘录的理论依据是军事一政治互相作用的观点 ,1920 年代

德国军事的复兴证明了这一理论是卓有成效的，而蒋介石对德国的

复兴钦佩之至戛塞克特日后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IH我在这儿被当成

是军事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第二豐塞克特在德国国防

军中的地位，使他比以往任何一位顾间都更易争取到德国的物资帮

助豐以完成其建议的项目。第三，尽管在中国军队内的实际经验十分

有限，但塞克特却巳经清晰地洞察了蒋的雄心与人品；与尖刻的魏采

尔不同，塞克特从不批评蒋的治军方法，哪怕是委婉的批评都没有，

塞克特总是责辱中国年迈的军官，不忠诚的下属汲及国内各方面的局

限使进展远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最后，塞克特建议中有关工业的

色 内容与国防设计委员会刚开始的工作有不谋而合之处。以中国的原

料换取德国工业产品的方案也恰在此时首次公之千世了。＠

塞克特在提交了建议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在朱家驿陪同

下从上海登船返国，船上还装着 314 件珍贵的礼物及蒋介石夫人赠送

的花篮。他曾在广州做短暂停留，以支持克兰在华南的冒险活动。

然后，塞克特在茫茫大海上开始系统地为德国军界和经济界的领导

入写下他的建议—~这些建议是 1938 年之前德国国防军对华政策的

基石。塞克特预见到在远东将有一场围绕贸易和资源的竞争：
.. 

·. . . 

至千德国吗？它不能也不应（在亚洲）作战。而是应该着手

准备在那儿的开拓发晨 4 我们 要设想当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各个

方面都能强大起来时，德国仍能确保自己的在华地位。德国与

日本站在一边不会失去什么亨但所得也甚微……（如同从前在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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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做的那样），今后的努力还须再一次从军事方面着手，而不

是为了取悦千外交部。，0

事实证明，塞克特在南京取得的成功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料。

蒋介石在 5 月间与他一块探讨问题时就对这位将军留下了难以忘怀

的印象。＠蒋命令朱家晔负责把塞克特的两本书（德国国防军）和（－

个军人的思想）译成中文。0更为重要的是蕴塞克特的“建议书“立即成

了中国军队重建的蓝本。1函

1933 年 8 月 5 且蒋介石写信给塞克特，称他不仅接受了塞克特

的建议而且已经着手实行了；教导旅巳经开始组建，由受过德国教育

的桂永清将军指挥。＠随后，南京政府改组，人们看到较温顺的孔祥熙

取代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急宋反对不断增加军费支出。鲁当年 10

月，塞克特被邀请重返中国去看看执行他建议的情形。朱家晔在致

塞克特的信中强调，蒋巳“无条件地相信您那超人的人格力量。飞9 当

塞克特为是否要再次登船远航而犹豫不决时，蒋介石的压力不断增

加。中国的代办告诉德国政府说，塞克特已经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

而强烈的印象”，并坚持说，＂蒋已铁了心，塞克特绝对要回到中国去。”

蒋甚至威胁，一旦塞克特拒绝他的恳请，他将不得不转而聘请法国的

贝当 (Peta.in)元帅。O最后，塞克特满足了蒋的愿望，国防军也赞赏他

的抉择，保证给予他“广泛的支持。'j;®11 月 l.l 日，他接受任命，担任

蒋的总顾间。

塞克特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也照顾到德国外交部对其新职可能

会引起日本反应的担心，决定只在中国做短期逗留，然后就把军事使

兼宋也反对由国家主办国防工业』据魏采尔称，他是怕“把太多的钱白白扔到
河里。”参见联邦军事档案馆 ， ·wo2·一44./4 魏采尔致布林克曼(]933 年 4 月 2: 4. 日）凸

]933 年 7 月宋子文访问德国时曾努力争取用贷款方式向莱茵金属公司购买机关
枪和 i:so 毫米榴弹炮，这说明他并非反对为所有的“新军事”项目花钱。参阅（德国
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一册亨no.. .35礼 64,趴米歇尔森(Miche:lsen) 的备忘录(]933 年 7

月 10 日）。那时鲁宋子文也试图从德国或其他国家得到大宗的贷款，可除了一笔
5 ODO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外，他一无所获，这是导致他丢官的主要原因。见杜勉书，
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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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移交给此次随他去南京的亚历山大· 冯· 法肯豪森 (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塞克特本人则在柏林继续其在经济领域的

使命。这一安排事先并未通知蒋介石。＠敦促塞克特重回中国的谈判

是秘密进行的，可怜的魏采尔将军几个星期后才知悉自己实际上已

被抛弃了鲁告诉他消息的人正是塞克特。 1934 年 4 月臀塞克特重返中

国，魏采尔当即辞职。他心怀不满地对一个随员说焘”这一切纯粹是

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进行的。”。

然而，魏采尔的抱怨有点不公正，因为他不只是中国利益的牺牲

品也是德国利益的牺牲品。由千塞克特重返中国充任德国在华努

力的领军人物，，一个崭新的规划德国未来在华利益的组织便建立起

.-来了。

“合步楹问的形成

德国重整军备的诸多需要，包括工业产品的市场与原材料两个

方面，预示着国防军与经济部要携手走向中国市场。其中的某些需

要能够（也将要）由沙赫特（氐ha,,c 'ht)贸易控制政策资助的私营工业来

满足。但是，一般人认为，在华的德国贸易团体主要由汉堡和不莱梅

的进出口公司控制的状况鲁已经难以适应为满足国内需要而进行的

大规模贸易拓展行动。托马斯上校呼吁警“在中国设立一个代表德国

工业界的统一代理处”靠以便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水平上处理今后的

贸易。O作为结果，，便有了 193,4. 年 1 月 .24 日”工业产品商贸公司”（简

称“合步楼,.,.)的诞生。

“合步楼”明显地模仿了 192101 年代分别在俄国、土耳其掌握了德

国国防军工业生意的＂盖福”和“施塔玛格”的组织形式，它的建立，为

了解这些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争吵，它在

1930 年代中期中德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少为人们清晰地知晓。． 应

' 

该仔细地寻找它的渊源。
. 

从任何的法律意义上讲， 1934一193,;5 年间的“合步楼”都只是一

家私人公司。它是参照了＂施塔玛格公司”的方式创立的过这一方式

衍生出了“合步楼”和简称“格拉普 ,~( ,Ger.ap1 )的“机械设备商事公司”

(the G,er.a.et~und .. Apparate--Han,d.e,lsa·ese.ll .. Scb,af't~) ., ''施塔玛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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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继续从事对土耳其的贸易叟汉斯睿克兰是“合步楼”的大老板，，

在它最初 20 万德国马克的资金中 ，，他提供了 19,嗣 9 万马克叟该公司

的开张协议书现存千大柏林贸易登记处曹从中可以看出它规定的业

务范围较广泛，包括“国内国际机械、工具和各类日常用品的贸易鲁 ，＂

不久，又改为“从事汽车和衣业机械制造业的工具及成套设备的国内

外贸易。He

单从这份法律本身文件，谁也不敢断言这家公司会与中国或德

国国防军有多大关系。所以要有意识地遮遮掩掩，是基千下列几种

考虑：： 曾任“合步楼“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瓦尔特馨』 埃克特 c ·w·alter

Ecker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一家私营公司而不是外交部或经济部 ,̀  

等官方机构来签订（一份中德易货贸易协定），是明智之举，它有利千

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保守（协定）的秘密。”＠一一这大概是想避免激起

其他在中国有利益的国家的敌对情绪口协订同时规定，在其价值得

到证明之前，允许德国国防军对有关项目不承担正式的责任。当然，

“合步楼“明显的“私营“性质也反映出企业家汉斯睿克兰进取而又稳

健的经营风格。据德国驻日本大使赫伯特· 冯· 狄克森(: 'H 1er·bert

von Dirksen)说，克兰曾号称如果他能自由行动，他可以确保从中国

获得相当可观的原材料。O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究竟克兰期望从“合

步楼“得到何种利益，或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什么。但他以前与德国国

防军方合作时获利甚丰（他在瑞士拥有一座号称价值 715 万喘士法郎

的别墅），很有可能他想通过“合步楼“博取一定的经济补偿戛

尽管克兰刻意强调其事业的私营性质，尤其是与多疑的德国外

交部亳不相干，但德国国防军介入其间却是毫无疑问的。克兰在“合

步楼”的代理人是库尔特遍普罗伊(C:u.rt Pr1eu)上校鲁塞克特首次中国

之行时节国防军曾推荐普罗伊出任随行助手oGIP '"合步楼”和“格拉普”

都由柏林的恩格哈特银行资助，这家银行长期活跃千德国国防军主

办的企业中， 1'91,3.. 4 年克兰也拥有了它的少量股份夏克兰首次与外交

部打交道是经国防军的一位军官引荐亏又是托马斯上校亲自将他介

绍给了柏林的中国公使馆戛最后，与克兰同在恩格尔哈特银行供职

的海因里希·罗伊斯(He:inr·ich. Reuss)皇子 1 '935 年对外交部说宜I .ff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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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兰按照国防军的命令行事，这是千真万确的。”母

克兰早在“合步楼”组建之前就已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他从迈

尔一马德尔公司手中接过了与广东地方当周的谈判。塞克特 193,a 年

两次在华南的逗留支持了克兰，使他获得了在广州以北 30 英里的泡

江口承建一座兵工厂的合同，该厂将生产三种大炮。这是一宗价值

650 万德国马克的直接现款交易。＠自然过这笔交易，尤其是塞克特对

南京的成功访问，为日后的合作开辟了更宽阔的道路，， “合步楼”的建

立显示了克兰的野心，他要作为促成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签订易货

和贷款合同的中间人及获得由财政部长沙赫特提供的信用贷款和德

国的投资保证，克兰此前已得到过沙赫特的帮助旦塞克特重返中国

后，再次成了克兰的庇护人，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保护是来自

南京。

一克特策二次在华使命 119,34一:l!J.35 年

塞克特第二次在华期间曹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的权威

与影响是以往的顾间不能望其项背的，甚至使所有在外国的德籍顾

间都望尘莫及。到 1'934 年底书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按照塞克特依国

防军的建制重组中国中央军的工作进展顺利，与翁文濒合作的工业

计划巳经着手进行，，“合步楼”主持的第一个易货协定已经草签。

塞克特 193 ,4 年 4 月 4 日抵达中国，除了每月 2 Q1Q1Q 美元工资外，

还享受豪华的食宿款待一—其工资是魏采尔的三倍过这是南京政府

付给一位外国顾问的前所未有的高薪戛一位常住中国的德国顾间

说 ，，塞克特”在各方面受到中国贵宾般的照顾。”他的房门口有礼仪卫

兵站岗，平日有四位保安军官形影相随。他外出旅行时乘坐的是政

府特供的车厢。当蒋介石不在南京而塞克特又代表他行事时，他会

坐在蒋的办公室内总司令的办公桌前召见中国军官夏

塞克特不仅是国民政府总顾问售他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信

托的人。＠这些头衔使他能正式参加蒋介石及其高级军官们在庐山枯

岭举行的谈话会，为期一周的谈话会从 1. '91 .314 年 4 月 28 日到 5 月

4 日。

在这次异常重要的谈话会中，蒋介石与塞克特讨论了如何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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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贯彻塞克特的主张，尤其是其备忘录所涉及到的问题。为了抵御

日本的入侵，蒋希望能有两套国防计划：一套短期的“应急”规划，］ －

套长期的“基础”规划口， 两人在前一个规划上稍有分歧 ，，而在第二个

规划上则有完全的共识一尽管有某些中国军方领袖加以反对。

在讨论对付日本攻击事件的“应急”计划时，蒋介石清楚地向塞

克特表明了他的意图，即牺牲华北奔集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防卫长江流

域戛然而书即使这样做带也要等到在江西围剿共产党的作战结束后才

能开始。＠虽存有疑虑，塞克特仍同意构筑沿长江的防御工事官尤其是

修筑从上海至南京一线由硐堡构成的防线主它后来以中国的＂兴登堡

防线”而出名戛

当时有一种反对声音，不同意塞克特在备忘录中提出的要“彻底

地”重组中国军队。但这并非来自蒋而是来自一些军事领袖，他们正

确地预见到，要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只能靠对现有各师的改造，而不

是另组新的师级单位来完成。塞克特带去了他拟订的—份详尽蓝

图：通过两个预定的步骤来确立新军队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军队规

模是 6 个师(10 万人），战时达到 18, 个师 (3(), 万人）旦在德国时，国防

军曾授权塞克特在德国军事院校和部队内对“年轻的军官”进行广泛

的训练皇陈诚将军提出了相反的议案，陈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负责

人，他主张驻江西的 3,01 个师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就地整编。这使

得塞克特担忧自己整套的建议会因此而被否定，他提出要立即返回

德国以示威胁皇蒋基本上站在塞克特一边咂谈话会最后的结论是立江

西的战事结果后编练 6 个新建师豐现有各部队也要按相同比例压缩。

在新编师完成整训前，现有部队的军官要到庐山受训，某些“旧“师也

将以较好的武器来装备夏

与会者对军事工业领域的总体发展达成了共识。塞克特精确地

计算出装备 6 个师、12 个师和 18, 个师每个月所需的武器及军用品，

他提出了—份军工建设的详细规划警以满足部队需求，规划包括建立

数家兵工厂、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一家机器制造厂、一个汽车和卡车

制造厂。＠蒋介石对他的建议极为赞成。塞克特还将与翁文濒的国防

设计委员会及兵工署商讨如何去实施。兵工署是专门负责与购贸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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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军事工业发展相关事务的机构，原先由柏林的中国贸易处管辖曹

经塞克特建议，已改由俞大维将军领导皇这些计划制定前都和德国

国防军磋商过。蒋同意增加顾问团内负责与国防军联络的办公室的

经费也同意将所有军事和工业物资的购买权集中交到一个“合适

的“德国人手中。＠

塞克特 6 月初返回南京亏他在顾问团的全体会议上说：“大元帅

（蒋介石一一译者）走得比我期望的还要远……我能以他的名义发布

各种命令，做各种必要的安排。至千那些大元帅自己不知该如何处

置的情况，我必须独自承担下来月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间

题 :r :;,11尽管塞克特本人也承认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并不能划等

号懂他还是有理由乐观的。

塞克特告诉顾问们，他已经让蒋介石相信顾问团是一个“条顿骑

士团 .,..; :Ii' • · 蒋可以依靠它“把自己的思想直接传输到部队中去。”＠为达

此目的；；他对军事顾间团实行了彻底的改组，严格了责任划分。 ， 只有

一个小规模的联络组在李兼将军领导下继续负责中德军官间的协调

工作，同时，建立了一条新的渠道，使蒋介石的命令能通过塞克特经

过总顾问的参谋班子（由刚到中国的冯｀ 【法肯豪森领导），最后宣接

下达给每一个顾间，顾问团当时共有 61 人。顾间们被分成三部分（分

别负责新建师，装备和兵工厂，现有师的工作），另有两个部门，一个

为顾问团招募新成员，一个负责翻译外文著作守后者由五十位中央陆

军军官学校所属翻译学校的毕业生组成。＠

塞克特随即利用其巳经得到加强的地位，来同中国军事行政机
关密商。 6 月上旬，他以蒋介石“助手”的名义主持了一系列会议，着
匾重研讨落实枯岭会议决议的问题，与会者包括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

总长朱培德参谋次长贺耀组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

在塞克特确定了基本的原勋后噜他的参谋长法肯豪森接手了顾问团

的日常工作，如规划长江沿线防御工事的构筑及对新编师的训练工

已

相传条顿人系日耳曼人的一文，条顿骑士团是中世纪十字军的一种组
~-~ 译者

兼

。

.. 

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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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度从 7 月开始，塞克特全身心地投入到有关国防经济的事务中

去了。 r. 

“合步懊“向窜京的协议

6 月底，塞克特从南京到了北方的疗养胜地北戴河。他将一直在

广少M等待消息的汉斯血克兰召到那儿会商。努力争取签订大笔经济

协定的时机已经成熟""合步楼”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克兰正是德国

方面协调军事工业合作的“合适的“人选詈他被推荐给蒋时胃被说成是

塞克特的“密友”，拥有组织才能与“丰富的建设经验”，在德国政府内

享有相当高的信誉鱼 7 月底鲁克兰在经蒋同意后到了枯岭，经过四个

星期的谈判 ，， 1 ·9r3, 4 年 8 月 23 日在那儿签订了“中国原料和农产品与

德国工业和其他产品互换的协议”。@! . 

在这个“须严格保密＂的协议序言里说壹协议是由蒋介石和塞克

特”为增强两国实力”而菩手合作的产物。其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向

德国输送矿产及农产品，直接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在成船的矿产

品运出之前克兰将用贻账方式向中国提供包括采矿业在内的各类

专家与机械。他也承诺向中国政府提供一笔 1 亿德国马克的贷款，这

笔钱无须兑现，中国政府用此款来订购德国的工业产品，日后也将用

海运的原材料来偿还。协议的条款中并未准确地点明送到德国的

“原料”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塞克特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 (Oskar

Tra,ut.mann.)说？首先是指“高品位的＂矿物。＠其他的资料表明，中国

得到的报酬是：德国企业在克兰调配下参与中国的重工业基地的建

设， 'I 包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矿石加工设备，和能够淌足中国陆军、空

军与海军装备需要的兵工厂。＠在中国方面，除兵器工业的发展归俞

大维的兵工署领导外，易货协议包含的项目都划归一个促进“军事工

业发展的特殊机构”一一翁文潭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领导皇

易货协议的性质和所涉及的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协议并

未规定偿付的期限， 1.91,3,3 年和 193-4- 年两年间，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年

平均值为 4 600 万德国马克，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的年平均出口值

是 1400 万马克皇两者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而且如果一切顺

利的话，这笔 1 亿德国马克的易货协议仅仅是个开端。对汉斯蟾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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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俎协议只是一种“手段＂，它使中国“依赖”于德国，为德国工业界创

造了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涉足的广阔天地，为德国国防军开辟了一个

“独立的原材料市场H o 'fii 对蒋介石来说骨易货协议提供了实现其工业

化规划的手段 ＇，该规划鼓励外国列强参与他的军队重建工作。对一·

个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借款的中国政府来说（它在 1933 年靠以

海关收入作为抵押，才从美国借得一笔应急的农业贷款）． ，协议确定

了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中国第一次成了完全平等的伙伴。中国供给

德国的货物与德国供给中国的一样重要。这表明，中国不必再靠乞

讨国际救济金度日了。

对汉斯 ，雕冯·塞克特来说，］ “合步楼飞的协议是其在中国最后的

一项成果。他曾经拯救了顾间团，曾以其在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帮

助过蒋介石壹现在又推动了中德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他在中囡

只待到次年的 3 月，那时他为能尽早回国，不惜用外交手腕托词称病，＇

将顾间团的工作留给了法肯豪森。当然，直到 1.936 年 12 月去世前，I

他在名义上仍是蒋介石的总顾间，并在柏林继续推动“合步楼“易货

协定的履行。 . 

. 

• 

` 

围绕着“合步搂“和铸展开的斗争 .. 

克兰一南京协议的签订噜并不意味着以货易货行动的立即开始。

1 亿马克的货款还须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并与南京签订一个附加的

协定才能生效。事实表明，l934 年 8 月的签订手续只是一个艰难过

程的开端，由千德国外交部和德国传统贸易商行的反对，再加上克兰

和德国国防军的勃勃雄心，使得以后的事情更加复杂起来。

克兰以国防军和经济部长沙赫特为自己坚强的后盾，但他却得

不到外交部的信任。外交部一直沉涸在自己能主导德国对华政策的

幻觉之中喻威廉大街始终对克兰的谈判过程一无所悉，直到事情结束

后才从塞克特那儿得到了消息。陶德曼大使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推

测曹克兰似乎受到政府内有影响的人支持，，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号冯·

.
冒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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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拉特(Kon.. stantin v·on Ne·urath) 曾在电报的边上写道产他们是

谁？”一位谨慎的下属在空白处写下了答案="据我所知，是国防军

部。”＠在确认情况属实后 ，视德国外交部便将克兰视为冒险分子，他是

一种威胁，可能会破坏德国小心翼翼地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维持平衡
. 

. 

的远东政策。它也害怕克兰的协议会使目前对德国有利的中德贸易
发生大的逆转。更进一步看争易货协议似乎将危及在华的广大德国

商行，德国在华贸易是在商行的努力下才得以在从 .20 年代初期的低

起点上重建起来霄它们部分是靠自己的力量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这

在当时是个有风险的事业，德国黄金贴现银行的董事对此回忆说，

“完全没有保障＂，夏威廉大街因此投入了坚决反对克兰协议的阵营豐

该阵营是由德国对华贸易的主导机构一一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所

领导的夏

然而，外交部和私人贸易商们的担心可能很快就屈服千沙赫特

和国防军部长韦尔纳懈冯晕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对易货贸

易的强烈要求 J只是他们不再允许克兰过分地插手与广州下一个协

议的谈判皇如果说克兰 19 ,33 年签订的那项为陈济棠将军的政府建

设一座兵工厂的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此来与南京讨价还价的

话，那 19.34 年夏天在广州签订的新协定则完全是出于其自身需要的

考虑。因而激起的反响也特别大。
刁

谒

．
俨
『

．

＇

__ • , 
·. . -. . 

广州，唷京，以及铸

塞克特 19·33 年 7 月在广州逗留时，曾认为它是个“不幸的城

市”复克兰（自然还有德国国防军）仍在广州拼命活动，部分是由千对

中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缺乏深入了解，部分是因为德国人在中国

恢复了大国地位的傲慢心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其对战略性矿产

的急切需要。所有这些因素一度曾侵蚀了与南京的关系，使德国卷

入了中国政坛即将爆发的一场风暴。

1 1934 年的广东和它相邻的广西一样，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它

拥有自己的军队，自行征集税收，推行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名义上

的统一仍然存在：如果能换回相同数额的补助拨款的话，两广会向南

京上缴某些税收。蒋介石急千要把西南置千自己的控制之下，，除共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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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之外，西南地区是他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个挑战者。

早在 19,34 年 2 月，南京就对克兰在港江口的兵工厂建设项目做

出了反应，声称反对德国人和广东及“南天王“陈济棠将军打交道口

可克兰对此置之不理。尽管他在理论上承认中国应完成统一，但同

时又强调每个省就是一个“经济上的独立体”，执行发展项目时无须

”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飞何况陈济棠对他“许诺飞兵工厂出的武器只

会用做抗日。。德国国防军部长冯藤布隆堡则坚持，只要德国人觉得

合适就有权与广州交往: ,if;&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

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41 .. 

当然此这些考虑更重要的，是对矿产品的需求。， 克兰相信，广

州在提供矿产品的能力方面丝毫也不逊于南京。他说耆广东不仅是

中国“最富庶的省份;,,"而且还与相邻的省份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

结成了“联盟”，和江西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o 相比之下曹南京实际能控

制的地区似平还不及它在皇这实在是对“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力量

的一种错觉（顺便提一下，湖南不是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成员），它那时

基本上只是一个反对南京的工具而已，而且只在广东和广西有些权

威。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就指出，政务委员会”在两省处理内部

事务时报本就不能起作用。”＠可克兰的错觉很容易地就使他相信广

州有提供鸽的能力，他以为中国的所有金属矿藏郪蕴藏在“岭南地

区”，它包括了云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江西南

部在内的广大区域。克兰所以坚信广州每年能提供 8, 000 吨的黑铸

矿，肯定是从下列事实中推论出来的：即1:933 年中国出口鸽产品总

数的 90¾是经广州的港口运出的皇 二

这是一个易使人产生误解的事实，它既不能反映西南地区的铸

矿储量丰富，更不能说明广州政权有供应鹄的能力。广东省本身的

鸽产量极为有限，．广西和云南当时所占的份额也不大，到 193-4 年底至

193~5 年初之前，在两省内的勘探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已经开发而且

质量上乘的鸽产自湖南和江西。湖南的开采量逐年递减，江西的铭

矿占了全国蕴藏量的 a,o"',总产量的 70Yo 1, 它是中国和全世界铭矿的

中心所在 Ci- 1928, 年前产自江西省西南部的铭用最经济的方式运



桃李书斋

144 德国与中华民国

出，从赣江北上运至九江，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上海。但是共产

党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井冈山恰好位于盛产铭的赣州的北面壹原

先的路线只得关闭，铭产品改由费用昂贵的陆路运往南方（目的地是

广州和香港）。有证据说明在 1933 至 1934 年间，江西的苏维埃政权

至少控制着部分通往南方的出口贸易。＠这种情况到 1 '913,4 年中克兰

与南京和广州谈判时依然存在。当然，大家都在猜测，它可能持续不

了多久，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在大举进攻，，就要把共产党赶出江

西了。

没有迹象表明克兰已经体认到江西贸易的复杂性曹人们很容易

地推测出，他是被广东当局声称的拥有贸易＂垄断权”所打动叟广东

省政府确实在 19,3,3 年宣布了实行统制的命令，可各种外部条件使命

令的效力极为有限。它难以应付铭产品贸易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大

矿区被划成小片，分别掌握在独立的矿主手中。鸽矿“公司”大多是

由商人们组成的宇他们直接进入矿区收购产品，然后安排将其陆路运

出（或走私）。广东省政府试图控制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一一一甚至

将向远远超出本省边界的崎呕山岭地区派出了军队，但这是个困难

重重的尝试。实施贸易统制的最佳办法是对资源直接而牢靠的控

制心这一点广州政权从未做到过。总体上香，广州只能在矿产品从陆

地转为海运时征税，即使在这一环节上也是有缺陷的：每个月都有相

当数量的铭走私到香港。＠

但是，克兰本人认为广东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愕从这种观念出

发，他在与南京谈判签订 193-4 年 8 月 23 日协定时广努力问蒋介石，

说明协定也必须在广州执行。”＠事实上』他已经与广州打交道了。

7 月 20 日 ，，克兰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秘密的易货协定。这份协

议几乎与南京协定完全相同，只是在广州协议中计划提供双倍贷

款，即 2 亿德国马克皇贷款协议千 7 月 2: 1 日签订，要求克兰提供全

长 946 英里的四条铁路的全部建筑材料（其中最长的是广汕铁路）鲁

还要求在黄埔帮助建造现代化的轮船码头并提供设备。O在南京协

定签订后两周，克兰与陈济棠又进一步签订了三个协议，作为双方

易货贸易的一部分：其一为洹江口的兵工厂建造一座火药炸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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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该兵工厂进行重要扩建，其三在广州对面的河南岛建一个防

毒面具厂皇这些工程至少有一项肯定已在 193.3 年秘密地拟订出

来，因为 1954 年 4 月从事码头建设的工程人员就已开始抵达广

州了。＠

到 1 :9134 年秋季，克兰在广州的新计划广为人知时，在南京和柏林

引起一片反对之声。克兰则声称蒋介石并“不曾反对“他与广州方面

打交道。但是在 11 月份，，蒋介石电示中国驻柏林公使刘崇杰，声称他

从未同意过这种交易应该“禁止＂夏德国外交部通过南京的抗议才

首次获悉那些协议。这就引起了一场为废除那些协议而发生的激烈

争论曹从而使陶德曼对“所有那些正在重新发现远东的“极不信任的

观点得到了支持。亚洲司司长迈尔概括了外交部反对克兰一切方案

的理由心）武装广东损害了南京的利益； (2), 武装南京会引起日本

的反响； (3) 从经济上说，所有那些协议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的脆弱

基础之上的皇 · 

但是，克兰及其在国防军和经济部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

至 191,34 年后期，扩建兵工厂和修筑黄埔码头的工作仍在顺利地进行

着。 1935 年初，情况有了新的转折以退休将军泽姆斯道夫为首的 6

名德国军事顾问抵达广州，根据与陈济棠签订的“纯私人合同＂，他们

要工作三年。泽姆斯道夫成了陈济棠的“总顾问"o@

就南京政府方面来说，它对自身所签订的易货协定仍然极感兴

趣。 1928 年广州一南京对聘用鲍尔一事所产生的混乱记忆犹新，在

此情况下，广州政府和南京政府在 1·934 年都派遣了一系列赴德经济

考察团叟很明显嘈蒋介石不能容忍德方另与广州进行交易，而这种事 ．

态可能使德国和南京的关系产生间题。 1. '9 ,31,5 年 4 月鲁塞克特在离开

中国前巳经不再插手广州计划，他的继任者冯· 法肯豪森将军与克

. 兰及合步楼本无关系，因此密告陶德曼大使，在广州的冒险行动将危

及南京顾问团的地位戛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气，已成功地把共产

党逐出该省，后者千 1934 年 101 月被迫进行“长征＂。南京的军队在贵

州、云南和四川追击红军，，这三个省份第一次处于南京的直接影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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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千中国共产党被驱逐出境，广东、广西便失去了缓冲的省份，

在各方面都面临着蒋介石部队的威胁。

在正常情况下，江西苏维埃的结束意味着该省蕴藏的鸽矿将会

再次北运，这样就使克兰在广州进行冒险的主要理由得以消失。但

是在: '1935 年初，江西南部的情况仍不正常。一部分地区为忠千南京

任命的熊式辉将军的部队所占据。熊氏谋求江西省对矿石的垄断，

以此来筹集建设本省的部分资金，因此在 193: ,5 年 1 月 11 日成立了省

鸽矿局。然而书在该省边远的西南部靠近大余的一块矿藏最丰富的

地区，却掌握在余汉谋将军及其指挥的广东第一军手里。尽管余的

任务是尽力满足广州的需求，但他却另有打算，企图建立个人的垄

断。余汉谋当时正准备在南京和广州之间做一笔最大的买卖一一这

就迫使陈济棠在 3 月份取消了广东省的垄断一一翁文源的委员会则

在为计划中的国家垄断做准备。由千办法悬而未决，余汉谋为便利

起见大部分矿石仍然是从广州南下出口戛

且不管垄断的争端如何解决，但间题十分清楚，就是说转运到广

州出口的情况不久就要停止，而克兰对广东的期望则是大大夸张

了皇 1 19135 年 4 月间浅 ，德国驻沪总领事赫尔曼章， 柯瑞伯插手结束广州

的工程。人们可能还记得，柯瑞伯曾经短期担任过蒋介石的总顾问。

作为一名国家社会党党员， 1934 年由希特勒将其安排在这个新岗位

上的。柯瑞伯插手铭矿间题，曾于 1·gi,3,4. 年 12 月与熊式辉在南昌做过

一次讨论平调查德国直接和江西打交道的可能性皇然而 ,,.1935 年 5

月 17 日在法肯豪森和德国驻南京公使馆负责人劳腾施拉格尔的敦

促下，柯瑙伯直接打电报给希特勒，说明在最明确的条件下与南京合

作的重要价值：

铸国武器和军火工业与甫京政府之间的交易的先决条

件……是继续发挥德国驻南京军事使团的作用。任何危及该使

团作用的行动都会生底抽薪地毁掉政府交易的基础。因此也同

禅地损窖了克兰一南京计划的基础 ，。……在广州的德国顾问使

南京顺问团面临被召回的危险。……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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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穗固鲁这就意味着广州不再是真正的竞争

对手叠任何与广州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愿望都有可能使迄今为止

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前功尽弃令我们正在破坏南京疚府对我们的

信任。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一方面支持我们所承认的政府叉可以

同时支持其潜在的敌对方面，这样会产生两头落空的危险 ，．我

建议一种大度的解决办法：即召回广州的搏国顾问，或将他们转

派至南京，放弃克兰与广州的武器和军火交易，转向与南京进行

大规模的交易 O, lil

希特勒的答复无案可查，但一周后国防军部的冯咂， 莱谢劳将军

及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签发了一份致南京使馆的急件，内称克兰

应把他的工作从广州转向南京i如要与广州继续打交道，必须征得蒋

介石同意。，＠
" 

1935· 年 6 月，克兰再次赴华，在成都与蒋介石会晤曹关千初期的

广州兵工厂工程（克兰称之为小事一桩）和黄埔码头设备问题显然获

得蒋氏的默许。不管怎样，这两项工程此时正顺利进行，已快要竣

工 o·Q) 7 月间，克兰与翁文源及其代表钱邑照（此时正全权负责合步楼

协议中国方面的事务）做了长时间的讨论。为了显示南京方面现已

充分控制了铭矿供应，翁文瀛甚至在中国易货贸易尚未正式开户之

前，就答应在秋季把 2 000 吨黑鸽矿运往德国旦这样 f广州问题就不

再成为争端了。尽管在 193.S 至 1936 年的冬春之间，对广州方面防毒

面具厂仍存在着不同意见一—该厂的建设在秘密进行着，蒋介石误

认为这是一座毒气装置卷一一但就整体来讲，蒋介石采取置之不理的

态度，他奄不怀疑，广州的工程不久一定成为其囊中之物。在 1·936 年

4 月签署合步楼贷款协定之前，蒋介石来个官样文章，说“传闻向广东

交货之事，纯属子虚乌有tJi· o(I . 吐 , 

1935 年春，兵工厂扩建工程停止时，轮到陈济棠抱怨德国的背

信弃义了。＠南京和广州的公开对抗终于在 1 ·9 ,3 16 年夏季发生，陈济

棠抵挡不了拥有现代化军事装备的蒋介石，而那些现代化军事装备

正是陈济棠原来希望通过他与克兰签订合约得到的。陈济棠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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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德国军事顾问因为将被解聘，在蒋介石进军西南期间，都采取一

种低姿态。首席顾间泽姆斯道夫将军选择了一个最适合的时

机一一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一死去。碰到 8 月份，陈济棠下野了。余

汉谋倒戈投靠南京，被正式任命为归顺的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以

前德国与广东签订的所有协议，，不是取消瞥就是代之以与南京签署

的新协议戛

:Iii后协定

体现合步楼易货贸易内容的信用贷款协定，是在柏林和南京两

方面的国内反对被平息之后签署的。

在德国一方，汉堡—不莱梅东亚协会的活动总是滞后，该协会对

德国国防军关于克兰与南京打交道会最终会使德国各方面都能参与

更大规模的贸易的许诺置若罔闻。＠尽管塞克特预言在贷款协定签订

后”一些公司也许能再次间接地参与贸易n ,~ 但是德国国防军决定直

接控制这宗易货贸易，原来以为克兰会组建自己的海运公司从事这

项贸易，但最终却选择了梅尔歇尔贸易公司及代表北德劳埃德的海

运公司经营全部的易货贸易，，从而排斥了其他的公司。＠东亚协会所

代表的公司被打乱了阵营，其事业亦因此受到影响。此外，中国方面

也希望排除其他公司。蒋介石在 19,314- 年对塞克特说，“他不想和私人

打交道;;; 0,1Qt 尽管德国国防军部继续许诺，要想办法让进出口公司”参

与“其中，但那些公司仍然被排除在外，，随着易货贸易的开展，它们的

生意逐步趋向衰落。

:1935 年下半年，德国外交部意识到与南京之间进行易货贸易不

可避免，逐步改变做法以调和态度处之。但克兰在威廉大街却成为

不受欢迎的人，对外交部长诺伊拉特来说更是如此，克兰自称在广州

事务中表现忠实，诺伊拉特则将之形容成“废话飞并斥之为＂中国老

虎灶边的饶舌鬼H 1t,@1 191,35 年合步楼在法律上仍然是克兰的私人公

司但是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这种机构不再有用了。＠因此,.从 193 '61

年 4 月 8 日，即签署信用贷款协定的那—天起，对合步楼的控制权便

从克兰手中转入国防部（德国国防军部现在的名称），，国防经济办公

室的托马斯上校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资本从 20 万德国马克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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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101 万。克兰继续以“独立方式”工作，但合步楼却变成一家国有公

司，根据国防部部长布隆堡的说法，它以后要“按照我的指令”进行

工作。＠

在中国反对合步楼协议的几种力量在 1191:35 年就巳形成。塞克

特回柏林以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特别是法肯豪森曹公开地敌视

克兰。克兰的秘密行动引起人们的担忧曹害怕合步楼会从德国工业

利益出发运来中国不需要的军事装备应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似乎也有

同样的担忧，他发现自已发展兵工厂的计划逐渐为合步楼的建议所

代替。@ . 

激烈的反对来自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代表南京政府签署了最初

的合步楼协定。不过，孔参与 1934 年的谈判鲁似乎只是由千翁文濒兰

遇车祸，重病卧床皇 19·3,5 年 6 月 ，，克兰回到中国与翁谈判时，国防设

计委员会已于 4 月份正式改名为国家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家资濒委

员会。德国人被明确地告知鲁国家资源委员会是实施中国工业化的

主要机构叟据推测，孔祥熙之所以不大热衷千克兰的易货计划，多半

是因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翁和孔之间的关系日趋紧

张霄似乎并不在千决策的分歧，也不在于是否赞同与德国的合作。争

执的关键是由谁来控制合步楼贷款，在 1 1935 年，，这项贷款是为国家新

企业提供资金的唯一可靠来源。

这个问题在翁文瀛妥协的情况下千 l :9135 年间获得了解决。在 氐

1934 年的易货协定中，中国中央银行被指定为易货增值的中国方面

授权支付机构。当时，中央银行是政府的主要银行，而总裁就是财政

部长孔祥熙。 1935 年重组银行，政府控制了较大的中国银行，又另外

组建了一个政府银行 ，，即中央信托周。尽管信托局从属于中央银行，

但却享有较大的主权，可以看做是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金融臂膀，信托

局除支配公共信托资金外过还主管官方（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淹外采

购业务控制出口政府统制物品的资金供应。＠合步楼贷款的财务也

委托该局处理，

翁文源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地位的加强还体现在它有权力控制特

定的矿产资溯。这从翁文瀛有权在 19,35_ 年 lO 月运送 ,2' 000 吨黑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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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至德国一事上得到了证明。翁此举，既是一种对德国表示友好的

姿态害也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厦翁文濒与德国合作的国家工业发展战

略在 1'935 年 11 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大

全支持工业国家化原则的广意界说("凡一切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之

事业应以国营为原则,,;)更大会在关千工业化资金条例的详细决议

中，支持了以与德国贸易作为理想手段的论点，并敦促国民政府据此

行动。＠

1 '935 年 1 .2: 月，翁文濒的权力得到扩大，其时行政院长汪精卫已

遇刺受重伤警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在一项反映蒋重用“政学系”和

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动议中 ！，蒋介石组成了“人才内阁”或“行动内阁 H' ·O

在此内阁内鲁翁文源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

圈子内的几个成员也参加了内阁。吴鼎昌任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

育部长曹蒋廷跋任政务处长兼翁文激在行政院的副手令张嘉激任铁道

部长，他曾作为中国银行总裁于 1 ·9131 4 年与德国奥托磕沃尔夫财团就

主要的铁路建设合同进行谈判。新内政部长是前驻德公使蒋作宾夏

翁文濒在行政院任秘书长一职 ：售严格说来是一种行政管理口但

是在行政院长握有实权时（如在蒋介石任职期间），秘书长只管辖行

政院内的众多人员并协调各种行政活动过这就差不多如钱端升所说

的“掌握院内各部和各委员会”了。钱氏对秘书长这一职位做了最好

的描述= ,ff行政院秘书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官员。如果他有能力并获

得院长的器重赞他就能够很好地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 晶，虽然他

多少要退居幕后。他是行政管理的关键人物官能施加巨大的影响。”辱

翁文濒 1.9 .815 年 1.2 月时就处于这样的地位，他同时还保留了国家

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职位。 1936 年初，该委员会正式确立了对战略

矿藏的垄断。 1 月 1 日在湖南长沙建立了禅矿专卖局，， 2 月 .28 日在赣

南建立了铭矿专卖局。(8 . 

1936 年 2 月派往德国签署合步楼信贷协定的谈判代表团既说明

了翁文濒的影响也体现了中德合作的框架。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国家

资源委员会委员的地理学家、天津开涣煤矿总经理顾振。其他成员

包括中央信托周的经理凌宪扬壹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派往德国与布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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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共事的武官鄱惮豫国家资源委员会一位未提及姓名的钢铁工业专

家，， “以及翻译兼秘书齐焕，他曾任塞克特的中国副官，

19,3 16 年 4 月 8 日信贷协定由顾振和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在柏

林签署。这标志着双方曲折谈判过程的结束和中德关系新篇章的开

始。相信这一笔 1 亿德国马克周转信贷会很快茄以利用，因为中国的
订货单的金额是此数目的数倍戛那些订单构成了国民政府 1936 年 6

月所宣布的重工业三年计划的基础口三年计划的结果将在后面讨论。

新的中德关系因冯· 莱谢劳将军 7 月访间南京而得到象征性的

保证，该代表团受到了高级的外交礼遇。莱谢劳向蒋介石赠送了一

把荣誉佩剑向当时巳表示支持易货贸易的孔祥熙赠送了红十字勋

章。德国公使馆的一位副官把那枚红十字勋章称为“预先支付的月

桂花冠••04' . -

菜谢劳在访问期间，寻求推进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提议

增加镶国对中国军备的支持，并和蒋介石讨论了在政治领域内合作

的可能性沮标是搞一份中德反共联合声明，就像希特勒助手里宾特

洛甫和日本人当时正在做的那样戛莱谢劳的访间表明德国军方希望

保护它与中国的联系。 9 月间莱谢劳离华返德时，首次提出要帮助中

国“反对日本霸权"o·lf

在这一进程中骨中德关系能继续维持多久呢？就军事来说，南京

和德国国防部的共同看法是，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因素增强到令日

本不能容忍之前掌应该先闯一闯“危险区”。， 危险情况何时发生，有各

种各样的推测。 19·36 年中羡莱谢劳和他的中国东道主认定只有半年。

塞克特估计得过分乐观，认为至少也要有三四年戛不管怎样； ；问题很

清楚，随着合步楼协定的签署和德国代表团对南京的访问豐此一进程

有了新的势头。对此种情况鲁德国外交部甚至用谨慎的口吻警告说：l

“谁也难以预料日本是否允许这种进程不受千扰；但是由于步子迈得

太快而增加不安定，这完全是自找麻烦。”＠这种危险不仅来自东京，
. 

－－ － －－－－一．一 - -
• 据吴兆洪回忆叠此人是王守竞。一一译者

雀· 原文如此 'ti>赫特应为经济部长。一一译者

a 书＇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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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自德国政府内的另一股势力。
," 

, 

虎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东亚的努力
士

造成德国在华军事工业政策复杂化的因素不难列举。外交部和私

人贸易公司的反对已如上述。此外，个别富有的军人（如在广西的迈

尔孽马德尔上尉辞去南京顾间职务之后先为陈济棠效力后又担任华

北第二十九军指挥官冯治安将军顾问的弗里茨母林德曼将军）一直努

力从事贸易活动戛有些企业冒险家则与克兰竞争，意欲夺得在协助中

德经济贸易方面预计能够得到的利润。这类人中最突出的是安德鲁克

斯博士。 他是国社党技术部主任。他那异想天开的计划和十分讨厌的

个人品质，使德国形成一种罕有的团结以共同反对他及其虚构的公

司一一“世界经济建设电业协会“皇然而，情况很明显，德国重新致力

于同中国贸易的最大障碍则在于最上层即希特勒本人。

希特勒的计划

1933—19 .3.8 年间，希特勒对远东没有多少具体的构想，，尽管柏林

—罗马—东京三角轴心的强大敌手深信德国已制定了此类规划。不

过希特勒确有一项德国扩张的具体计划。在此计划中，日本将发挥

重要作用（即使不是核心的作用）。

希特勒扩张主义的目标书在 20 年代后期业已明确制定。虽然他

在统治期内采取了许多策略性的变化，但他仍坚定不移地为实现既

定目标而努力。简而言之，他的计划是：首先和英国达成全球性的妥

协，，以便德国能在欧洲大陆上自由行动。不管英国同意与否霄德国都

要增强本身的军事力量，保证足以压倒任何一个与它接壤的邻国。

然后逐个孤立其邻国，以“闪电战”方式将其一一击败。扩张后的德

国再挥戈东向，击败种族上和思想上的敌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 ,, 

武力夺取地理上的原料基地§即俄罗斯的整个欧洲部分，从而使德国

成为自给自足的“世界强国”。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处于根除犹太

“细菌＂的殖民奴隶地位。 最后，，也许在下一代，拥有强大舰队的德意

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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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大陆帝国，将最终对抗英美的海上力量。到那时噜世界上只有美国

是有能力与“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强国"'<:!·111

亚洲在此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没认真加以考虑，得视不同阶

段的具体需要再做决定。这就构成了德国对亚洲政策矛盾性。希特

勒在一般情况下同意让不同的权力中心追求各自的利益，推行各自

的政策，只有当他那项计划的中心原则受到威胁，或者当那些为了实

现其目标的重大政策改变在其执行进程中趋千不利的时候鲁他才进

行干预。因此鲁直到 1938 年德国至少同时推行着几种不尽相同的亚
洲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自称具有那种神奇而朦胧的力量，，即“支持

元首,.,4。然而，早有迹象表明鲁如果非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挑选其亚

洲朋友的话，希特勒将会选择后者。
希特勒重新武装镶国的想法，根本上不同千军方和国防经济负

责人托马斯上校的想法。除了上面曾提到过的希特勒不愿意与俄国

交换原料之外，其“闪电战”的总体设想也与军方“强化军备＂的希望

背道而驰。尽管在重整军备初期希特勒认识到出口工业品和储备原

料的重要性，但他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因为

他并不打算打一场军方所设计的那种战争戛

至于中国人本身，希特勒决不因中国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

回报（见第六章）。尽管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希特勒眼里都是“弱小种

族”，但在他的“种族”价值天平上，日本人似乎稍重一点。例如在（我

的奋斗）中，只在一处提到了中国人，还是在种族方面将他们与黑人

并提。在希特勒看来，尽管日本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千“雅利安

人的影响＂，但这个对“国际犹太民族”的阴谋无动于衷的国家，却午

.19104一190.5 年彻底打败了俄国。书中对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表

示又妒又羡息日本可能成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工具，这种想法促使

希特勒在其统治的初期就对东京采取行动兰当时，他告诉德国淘军负

责人说，他希望和日本和平相处应后来又进一步千 19,3 16 年 11 月就

反共产国际协定与日本进行谈判。 - 

德日在政治上结为伙伴关系的坎珂进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戛

但其经济方面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经济上的结果必然对当时德国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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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有较大的冲突。赫伯特 ,. 冯. 狄克森于 1933 年被希特勒派往东

京任大使，奉命执行与日本建立更友好关系的政策，他说过“政治第一”的

话。”不过，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充分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德日）经济

关系方面的任务”戛他的意思是说，改善与日本方面的经济关系池也包括

与愧偶政府“满洲国”的经济关系，有可能促进政治上的了解。这种考虑，

便是希特勒在亚洲第一次做出具体努力，即派遣费迪南德孽 H 寸每耶使

团(Fer·di皿nd ·H~Heye)去满洲的原因。

海耶使团

1 1933 年 3 月 6 日，费迪南德叠海耶由帝国部长戈林推荐来到了

威廉大街。海耶陈述了他的计划，即用德国资金在“满洲国”组建一

家银行，凭藉德国资本和工业产品开发漕洲和内蒙古。他说，日本人

将承担该项计划 1/3 的费用，”他熟悉的蒙古王公”将承担其余的 2/3

费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海耶考虑霄可以强迫定居的中国人用作新工

业城市的劳工。滞耶恬不知耻地继续说道，到那时将说服日本人采

取行动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越过西伯利亚”给布尔什维克主义以致

命打击" .oil

外交部对此建议十分反感才打发掉海耶，禁止他把这种建议写成

书面文字。可是海耶并不是轻易打发得掉的。他本是在满洲贩卖军

火和鸦片的走私犯，而且与戈林关系密切。希特勒本人可能对他也

有好感。实业家弗里茨· 蒂森( .Frifz Th:y·,sseo.)对其也颇感兴趣，便伙

同戈林，出资让淹耶千 191 313- 年夏天前往满洲和日本戛

诲耶在日本时与日本陆相荒木讨论了政治和经济间题。他在满

洲会见了“满洲国”主要官员，也拜会了日本参谋本部负责人小矶将

军口海耶对所有的人都宣称他此行具有代表希特勒的“特殊身份,,, 0. it 

小矶相信了海耶的官方地位，请他带给希特勒一封信。内称德国如

果想要在“满洲国”获得“特殊经济地位飞必须以承认愧倡政权为交

换条件戛

1 1933 年 11 月 ，，海耶返回德国，尽管遭到外交部和国防军部的强

烈反对，他却成功地使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临时特派员，在建立德

国与｀满洲国贸易关系方面充当前导“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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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回到满洲后，只因为他一次单独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就阻碍

了 1934 年德国与日“满“集团之间一项重要协议的达成。 1934 年3
月 9 日日本大使拜访威廉大街，解释日本为何“不再重视海耶＂的原

因。淘耶要求德国在“满洲国“享有的特惠待遇，甚至超过了日本。日

本政府既不喜欢也不相信海耶。他企图为自己走私鸦片的历史开

脱，这只能进一步毁坏他的名声。现在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总是和 z,o

年代一起未破获的谋杀另一名鸦片走私犯的案件联系起来。最后，，

他在贸易关系方面的实际知识显得极其有限与浅薄皇

可是，海耶继续独行其是。他宣称自己是“德国第一个派到｀满
洲国的外交使节飞继续和那些与他交往的“满洲国“高级官员进行

谈判。 情淹耶宣布 1934 年 6 月 5 日与新京签订一个虚拟的协定，但又

不将协定副本送交柏林，此事无疑地在德国和日本激起了义愤- ~ 到

19.316 年 2 月 4 日，希特勒正式将他免职。＠

淹耶使团虽然干得十分糟糕，但其意图却是十分明显的 0 蒂森

在同外交部官员讨论总政策的前景时引用了海耶的看法。”从长期

打算，就德国和俄国、日本、美国发展关系的全程来看，德国在亚洲必

须倾向日本，而不是中国飞蒂森向希特勒详细汇报了讨论情况，“元

首“同意了讨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蒂森最后说，“若扩大视野＂，淹耶

事情”仅是个一个枝节问题':'' oil· : ; _"' 

一匡一”，满洲国“易货协定

海耶使团预示了德国与日元集团之间新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

反过来又促进了德日进入政治合作阶段。

在经济萧条之前鲁德国与华北贸易的基础是需要满洲的大豆；结

果，德国成了满洲经济最大的市场之一。这种交易成为德国一满

洲一日本三角贸易关系的一部分，德国购买大豆主要通过日本公司，

支付办法是用德国对日贸易中出口的多余部分抵偿。 } '.9131 年，日本

脱离金本位，使日元贬值 1/3 ,,从而危及这种贸易关系。德国采取立

法的反措施，减少猪油和植物油进口良因此贸易在 1933 年处千停滞

状态。从经济方面来看，当时淹耶使团去执行任务，可能是赶上了最

坏时机。 "r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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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千同日元集团的相互往来失去了经济基础，再加上德国园防

军在南京越卷越深鲁纳粹领导人便谨慎地设法减轻日本的忧虑。
1934 年 5 月，在塞克特第二次到达中国后，希特勒邀请日本海军中

将松下访问德国港口。 19135 年 5 月，法肯豪接替塞克特主持南京顾

问团时警希特勒和戈林接待了第二支日本海军的舰队。同年秋焘由

尚和钢铁厂总经理率领的日本兵器代表考团察了克虏伯各厂 ，并就

购买克虏伯的直接制钢工艺的事宜展开谈判。不过预， 只是到了

1935 年底，才有了第二次试图把德日关系建立在原料基础之上的

重大尝试。

那时鲁增加贸易的经济前景已有一点好转。在德国，重整军备的

急速发展，已开始影响到油脂消耗。但是，自 1 '91 :33 年起，德国也已经

开始发展替代资源谭即利用满洲的大豆戛当 19·35 年秋一个中国研究

学会代表团由海路去中国的时候书 ，随即又派出以奥托一基珀博士为

首的德国远东经济代表团前往“满洲国”。 1 191,36 年 4 月 30 日停就在同

南京的合步楼协定签约三周后，基珀宣布了德国、日本和满洲国之间

的易货贸易三角体系。

根据协定，德国向“满洲国“购货的总值为 1 亿满洲元，约为 7 .200 

万德国马克；“满洲国“购买德国产品鲁价值为 2 s 1op 万满洲元虏弥补差

额的办法国德国以四对一为基础向日本出口和进口货物。不过在

法律上讲，对“满洲国”可能出现的亏空，日本并无义务做出担保戛就

经济方面来说，这就是整个问题所在。

协定的结果使“满洲国“大为满意：日益增加的需求迫使大豆

价格在年内上涨了 5 10% 。但是鲁＂淌洲国”和日本向德国的购货量

并未达到预期之数（实际上，从上一年起的绝对期限内，购货量就已

下降了），而德国却以高价购买了更多的大豆。德国与满洲国的贸

易赤字在 1936 年 5 月 31 日为截止期的年度里为 2 890 万马克，而

到了 1937 年 5 月 31 日为截止期的年度里却增加为 ,3, 81 .5, 10, 万

马克，

尽管协议执行的结果对德国来说相对地不利，但在第一年“试

行“后，合同还是得到续定，而且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内又予以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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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同“满洲国”的贸易赤字便年复一年地增加，该协议真正的

飞要性在千政治。协议的实际形式是承认了“满洲国”像从而构成了

对日本的重大让步。 - . ~-! . 

希特勒以巡回大使约阿西姆咖冯鲁里宾特洛甫和小岛将军在柏

林进行的谈判又加强了德满协议重要的政洽意义。谈判千 1 1935 年春

季开始，到 1936 年 ll 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时达到高潮。里宾特

洛甫认为这是有限的反共联盟准但日本则对之做了比较广义的解释，

说对日中关系具有直接的影响。正如枢密顾问官荒井在 11 月内阁会

议上说：“利用这一形势叠促进日中谈判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并

非没有希望”戛蒋介石在德国军方的支持下，曾经想在 1.935 年末和

1936 年初参加这种尚未证实的反苏谈判，但被日本断然拒绝。鲁， 正如

前面已经提到的，冯 ; _, 莱谢劳将军在 1·9 .3 16 年中期曾经提议单独签订

中德反共条约，也未能实现。 : ,.' ' .. 

德国对亚洲政策中的矛盾预既无法解决痹而且还十分复杂互至

1937 年 6 月 9 日象征性地达到顶点。那天晚上在柏林育经济部长沙

赫特宴请来访的孔祥熙，他宣布: .. 德国作为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可

以用磋商和行动站在中国一边。，“孔致答词时说：“中国把德国视为最

好的朋友。……我期盼德国将参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开发中国

的资源和原料，建设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同一天晚上丑E

5000英里以外，德国贸易特派员则在新京设宴庆祝德满易货协定续
定。他又宣称：＂协定虽不理想上1牺牲是必要的，因为高于协定所追
求物质目的的是一种发展亲密友谊的愿望:f;i 0-

畿要求德国调解中日关系和德中日在经济领域与反共方面的合作，是汪精卫千
].9,35. 年 10 月首先提出的；蒋介石千 193,6年 1 月参与此议。尽管德国和日本（小岛
将军在柏林）最初是赞同的准1中国反对日本所发动的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
察哈尔、凰绥远）自治运动曹就又健东京的态度强硬起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四册皿. 416 ,., 829 ,, "埃德曼斯道夫 19135 年 11. 月 18 日备忘录"' :i no~433 ., ,8i6,4 青
＂狄克森（东京）致外交部#(iisa.5 年 I.l 月 18 日）；皿 4:"93, , 991,, 经柯瑞伯（上梅）致外交
部:It(1936年 1 月 13 日） 1Q ' ,. 



桃李书斋

15i8 德国与中华民国

注 释

0 托马斯: (德国国防经济史》，第 62 页。

＠卡罗屎第 5;16 页。也可参阅韦特金德，第 495·一,496 页。

0 同托马斯上书，第 51 页；古多 ·咂费舍尔，第 20一21 页；卡罗尔，第 46一4:7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 Wi/lF ,5 咂 381 :3,.和档案记录"(1935 年 6 月 12 日）；同上. .., 合

同记录岭以及托马斯 191,35 年 6 月 218 日在经济部部务会议上的谈话。最终于 19,35, 年

形成了一份“国防物资出口合作协议.,,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4 册，第 7·91

页，编者注释。

0 托马斯：《思想与事件》 :II 第 538 页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1 册 ，， no邕

2S2, 第 41sa .......... ,10 页，附件；“哈特曼 (Hartma血 ，曹驻莫斯科武官）致德国国防部“

(l. 1933 年 5 月 16 日）。

＠联邦军事档案馆： w··v1F·5 .. ass 嘈《机密指令）广兵器部（托马斯）致陆军部和
德国防军负责入＂（莱谢劳） ('19i34 年 4 月 16 日）。

(:/)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2 册，. no. 262 i 第 ,49,6 页，”部务会议备忘录”

( '19134 年 2 月 16 日）。

®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3 册枷 no睿 l-80 ti 第 365 页鲁”与塞克特会谈备忘

录＂，附于“陶德曼致德外交部Hi('l.934. 年 8 月 23 日）中。

＠卡尔，第 38 页。

＠耶格尔，第 2:9 页。

. 

＠托马斯: (德国国防经济史》·. 第 94一95 页；卡罗尔，第 46一47 一；路易 ，鲍洛
赫勒尔( 'L-oui;s P. Lochner) : 《巨头与暴君：从希特勒到阿登纳时代的德国工业）（芝

加哥 l9145 年），第 1913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 R:H扣9141 ,(未来的原料（质量）监督与保证一览表》(1934

年 6 月 14 日）。

＠王公秉（音），联邦军事档案馆 ：： Zu1.Sl/661,1no,, 3幻国防经济与装备部论文：

（中国的经济力量》］ ，第 7,3—7'4 页；陈炳繁（音）《中国的矿产资源）（台北， l.954 年），第

163: 页及以下几叩
~. 气 r .,. -

＠联邦军事档案馆: Z.u,·51/66 !I no孛 32 醇《中国的经济力量》f. ' 第 '73i 页。

＠施皮戈尔，第 :253 页。

＠美国商业部内外贸易局：（贸易情况公报》第 82'7 期 (193.S 年），第 41 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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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周报）第 13 卷，第 ll 期 ·(19,36 年 3 月 2.s 日 ），第忙一12 页。关千在湖南的早期梯

矿企业，参见小安格斯辱麦克唐纳( .A吨us ·w·.. :M心妇iald,Jr,1) ; (农村革命的城市源

头：中国潘南省的精英与群众{1 '91 11一1927)》（加州柏克莱，. 197'8 年），第'6'7一80 页。

＠阿尔费尔特( .F.. Ahlfeld) :· 《锡和鸽》，见《金属原料）（斯图加特， 1958年），第 2

册，第 l .52. 页；李国欣与王宠佑，中博尔金与韦尔西枷第 26:2 页。

＠耶格尔，第 26 页；李谡欣与王宠佑，第 262一:2187 页；博尔金与韦尔西，第

260 页。
• . . 

一．

＠李国欣与王宠佑，第 418 页。

＠同上书，让一正H;·《贸易情况公报》 ＇，第 ,41 页；陈炳繁（音）第 l ,S.3 页。

a 

＠贝尔与王，第 134 页。

＠美国的生产量占世界铭铁供应量的 91> ,(¾. -,英国控制着占全球总产量近 20%;

的缅甸钩矿业。罗什，第 141 页 i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 ＇，第 28 页。

0(远东观察》(Far Easte,.. ,s·urvey.)第？卷，第 16 期 (' 193-8 年8 月 10 日）第

19 :]一19'2' 页；联邦军事档案馆： Z屯51/66· ,.皿 31,21《中国的经济力量），第 ao 页。

＠沃尔夫拉姆· 费舍尔｀第 71一1·2 页；施托尔贝尔等，第 145 页，佩茨那，，第 18

页；卡尔；第 39 一心页。 , 

1@施托尔贝尔等，第 145一1461 页；德林，集 &6一70 页。参阅米尔瓦德（德国贸

易与世界贸易》骨第 4,7,5一480 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贸易分崩离析形成经济“集团句一一如英镑集团和日

元集团-一的时期对其他实行管理外汇的国家来说，德国重返国际贸易市场也是

. L 

., 
I 

这一全球现象的一部分。

＠克劳斯·卡拉宾(Kl印. Kan叩in) :~ 《论 1 19-3:3一194-3 年纳粹在阿根廷的政策》

及利赛洛特 ，镶克拉迈尔一卡斯克(Liese.lotte ·Kra-,mer--Ka.ak,1) :. 《论 1. 913.S一1941 年

国法西斯在哥伦比亚的政策》，均见(:1933一1 -9,4,5 年德国法西斯在拉丁美洲），（柏林，

1966 年）广，第 81一~102: 、, 12:s一144: 页。克劳斯亭福兰德(.Klaus Volland) : 《第三帝国与

. . 

` 

墨西哥）（法兰克福骨 19r?,6 年）第 8·3一164. 页；赖讷 ， ·i 波墨林( ·Reine,r ·Pom_merin') i . (第

三帝国与拉丁美洲》（杜塞尔多夫鲁 1,9·77 年），第 2:·0....-27 页。

＠刘镶 i: .第· ·1S 页。

＠沃尔什：（埃里希重施托尔茨奈尔》，第 ss: 、 71 页；访问埃里希晕施托尔茨奈

尔（史脱茨纳）；联邦军事档案馆: W102一·44/'l ,, 第 1.35 页，“勒曼(Lehmann)和默伦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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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Moellenhof:f)致克鲁姆马切尔1!111 (1913 10 年 5 月 29 日）。

＠王洽南分第 26 页。

®r~ 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一44/2, 第 Q17 页，魏采尔关千江西战役的笔记

{1931 年 6 月 24\ 日，6 月 2'6, 日）；第 121 页 (l93l 年 7 月 ll 日），第 )3,3. 页 ()9 ,31 年 7

月 :22 日

＠关于德国顾间在第五次“围剿”中发挥了最主要作用的神话巳被瓦尔特圈佐

默尔所打破噜见（德国顾问在 1 1930 至 193 ,4 年封锁与围剿华南苏维埃共和国中的作

用），第 287-2:.89 页，也可参见怀特森与刘，第 9一10,l? 页。

O 刘额，第 76 页。

1(1 包括何应钦、朱培德以及陈仪：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 一4.,4/趴第 1]8一119

页；4Vl, 第71 页； ,44/2 ,, 第 1013 页 ，；访问朱国勋(1978 年 6 月 6 日）。

S 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辗，第 2 册 11 n,o,., 15孔第 292 页；“陶德曼（北京）致德外

交部(19 ,33, 年12: 月 30 日）”。

＠参见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一4.. 413 ,111 第 45一6'0 页。

＠见联邦军事档案馆： w·o2一44/3 。

＠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4.4/:2 .t 第 35一92 页，特别是 l 1ea2 年 2 月 l. 日与 15

日笔记；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塞克特遗件（微胶） .,Roll24 ,,not' :20.S .,, 信函：“魏采尔致塞

克特"(19,3.:2 年3 月 14 JI) 。关于魏采尔与宋子文见同上，第 131 页 'ti -&Ii, 魏采尔致布林

克曼Jjl (19· ,3.3 年 4 月 ,24, 日）。

＠外交部政治档案(7') t 因咂 6 ,, Ai陶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1932 年 4 月 17 日）。

＠联邦军事档案馆:: W02一.4414,第 21 页，“塞克特致魏采尔H(]933 年 6 月 ao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120 ,, Se.r .• 90,7·a., .Rall3.5l趴 E.637457' 1 tM, 陶德曼（北京）

致德外交部t.iii{l93,3 年 6 月 23 日）；访问埃里希蠡施托尔茨奈尔。魏采尔也透过德国

贸易商行同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做生意：：联邦军事档案馆： ·w·o2一44,/4•第 137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富克斯(Fuchs)致恩斯特· 鲍尔"(. 19.3:0 年 12 月 6

日）；联邦军事档案馆： ·wo2一”化第 1.03 页，“魏采尔致布林克曼n (1933, 年 5 月 2.s

日）。也可参见林德曼，第 3'78• 页及以下几页口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il 塞克特遗件， Roli24 11 no. 203, , "魏采尔致塞克特"'(l933

年 3 月 29 日）。

; · · O 卡斯腾，第 !05:一,206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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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埃尔 鲁 韦尔克尔，，第64.3 页。 , - - 

＠联邦军事档案馆： 'Wo,2一44, 第 l一11 页，， “迈尔一马德尔(Maye~Mader) 关

千他活动的报告"'(19,33 年 3 月 :22: 日）；访问关德懋(19·_71年 l2 月 16 日）；珀勒伯格；

第 159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 :: ·wo2—,44第 1 1 页。

＠访问齐悛温尔费里希，第 111一112 页。 ；

0 马君武同广西与广东两省政府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偶尔地他也调停两省间

的政治分歧，保持着调解人的身份，埃克特，第 9一12 页 。 我非常感激路德兑务: • 维
尔讷弗里德里希 ，· 布塞(Friedrich Busse)和约瑟夫 ， 施木克u守也乙丘1uck)诸先
生，是他们使我得以利用到这些有关中德易货贸易谈判的内幕材料。

O根据汉斯哺克兰的一位密友透露鲁德国国防军部答应在 19132 年度向克兰提

, 

供 4000 万马克的出口信用担保金，访问齐悛。

f@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2 册鲁皿 2612. 第 497 页 『：各部门会议记录(18.184

: 

年 2 月 161 日）。 -·· 

t9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豐第 6一8 页；国防部史政局：＂蒋介石致塞克

特n(. 1'9331 年 8 月 5 日）；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第 6, ,42: 页。

09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第 247.113.S 鲁“旅行日记"(1933, 年 7 月 .so

日）；第 67/'9;. 书撫因茨致拉宾劳"(1987 年 10 月 :21 日）c

15) 刘镶，第 93 页。

L 

' 

＠联邦军事档案馆，W102一44/4 净 618 ,1. , 魏采尔致布林克曼"(193,3 年 11 月 9 日）。

O 古斯克；《冯啊塞克特将军的政治思想》＇，一书非常深刻地论述了塞克特的

思想 。

匈塞克特：《德帝国的未来》＇ ，第 99 页。

. 

. 

＠古斯克，第 '96一917 页；塞克特：《德帝国的未来）鲁第 191 页。

00 古斯克，第 132 页；塞克特 ,= (,-位军人的思想），第 1131 页白

＠塞克特：（德国国防军》，第 7'8 、617 页：；塞克特，《一位军人的思想》，第 116 页。

已

＠塞克特!; (德国国防军），第 30 页。

0 戈德弗雷曲谢尔(Godfrey Scheele) 平《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的肇始）（伦敦曹

• • . 

1945 年），第 110 页。

0 克雷格，第 382 页。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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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克特已注意到蒋制定的宏大计划和目标中带有“乌托邦色彩＂，以为塞克特

的每一项建议都可以立即实行。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蒋非常厌恶授权予人。在掌

擢了领袖人物所通常具有的这些令人讨厌的性格之后（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第 652

页），塞克特便试图提出一套坚持了蒋的最终目的的、行之有效的计划目标，，井且允

诺最大限度地恢复蒋的个人权力。】 .. 

＠刘截，第 93 页。塞克特备忘录的全文可在这些地方找到：华盛顿国家档案

馆塞克特遗件壅Roll2,4 平no ... 205; 爱泼斯坦（塞克特与蒋介石）一书。我引以为据的是

后者。 ,.... ,~ 

＠爱命'Pt.!@t 《塞克特与蒋介石），第 5,38息1 页。
＠同上书，第 ,538 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Sl一52 页。

@1@ ,(D 爱泼斯坦 ·: (塞克特与蒋介石），第 539 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1 册， no1. 412 !Ji 第 1'13 页，“陶德曼致外交部“

()g,,33, 年 8 月 26, 日）。

＠＠＠＠＠爱泼斯坦 ：：《塞克特与蒋介石），第 53'8,54-0一1541 页；第 .53 18 、 sa1· 、

539 、 S40 页。

＠见第六章。

＠拉宾劳，第 7'07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o, 6切9.,,43瞥“罗伯特·齐悛翍拉宾劳"(19138

年 8 月 3 日）。
匾

＠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第 662一661.3 页。

O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 no飞2/Ql J·43 t. N罗伯特咖齐悛致拉宾劳,, (]19138 

年 8 月 3 日）。

密朱家驿编: (中德文化协会》，第 7 页。

＠刘颉，第 9,,3 页。

＠国防部史政局，＂蒋介石致塞克特M· (1 ·913,3 年 8 月 5 日）。

密联邦军事档案馆，W02一44/4· , ·•魏采尔致布林克曼作(193a. 年 4 月 24 日）；（德

国外交政策文件》心辑第 1 册， n.o 酗 3,57· , 第 64,3 页，“米切尔森 ( 'Mich•elsen) 备忘录”

(l9SS 年？月 10 日） ．；多麦斯 ，，第 501 页。

母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第 66 '7 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8 页；胡

颂平；《朱家葬年谱》 ！，第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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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JS·II(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揖，第 2 册 no~... ,4:8, ,, 第 8,5 页，科比洛(BU.low)备忘

录H (1 193,3 年 11. 月 8 日）； no., 47:S ,, 第 8.56·一8'5,7' 页僧芍劳藤施莱格尔{ La·uien1chla1e,r) 

（北京）致外交部H'(19:34 年 5 月 29 日）田江礼第 113 页，“诺伊拉特备忘录"'1(193.3 年

1.l 月 11 日） 1no·. 4-8, 第 8S一B6, 页；皿 63,1 第 113 页。 －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一4\.4/,5 ,, 5'7,. u魏采尔致布林克曼,,. (193.3 年 12 月 4 日）。

＠联邦军事档案馆，.·w·v·1Fs. ass :, M机密指令ff :I (1933 年 12 月 4 日）。

©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120, Se:r看 ，90178 ,, Roll35 l ,5 工乃~7,497, ~ 屈尔博恩

(K.o.hlborn)备忘录 ·"-' (1934 年 6 月 23 日）i o, . . . - 心

＠前合步楼公司官员路德维希晕维尔讷收集的关千合步楼历史的未加标题的

文件中发现了这些资料。这些文件后来被认同为“维尔讷合步楼文件飞

I) fl维尔讷合步楼文件",. l.986 年。

＠埃克特，第 24 页。

＠德克森，第 171 页。

＠黑尔费里希，第 '112 页，克兰别墅价值之评估。根据截止期为 1~,37 年 3 月 31

日的“合步楼审查报告”，克兰获得了销售总额的 l¾奢但这是克兰将合步楼移交给国

防部后的第一年所得。路德维希嘲维尔讷对黑尔费里希就克兰财产所作的估计提

出了质疑，井注意到 1.95? 年克兰逝世时“极端贫穷飞见维尔讷致作者的信(1.981 年

9 月 6 日）。 : 

＠维尔讷合步楼文件，“合步楼资料飞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120,Se:r伽 '9078 噜， Roll35 l 5 ,,. .E637•491'7 ,, •; 屈尔博尔恩备忘

俨

录"(191.34: 年 6 月 .23 日）；黑尔费里希，第 112: 页。 . '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辄，第 2册，0011 ·8队第154一151.5 页，转，阿尔腾贝格(.Alt·一

1enhur.1,)备忘录"(t93,,3 年 11 月 27' 日）；同上皿 2:3,5 Ji第 4.45 页，“阿尔腾贝格备忘录妯

(1.9-34 年 2 月 2 日）。

＠同上，C 辑，第 3 册, no-.. 4 7.61; 第 900一901 页事“福斯(V,o,ss)备忘录"' (1985 年 2

月 2 日）。 上

＠埃克特算 15 页；路德维希 ,i 维尔讷致作者信函(1:978, 年 9 月 1_1 日）；（德国

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 3 册， no!lj, 291,, 第 92.!9 页，飞［德曼斯多夫（正如1ann.sdo1rf·f) 备

忘录飞 l.935 年 2 月 1.4 日）；陈景训（音）：“第四十二兵工厂＂，联勤总部(1) .第 261一

262 页 1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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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步楼活动计划经过同塞克特和沙赫特的密切接触后于 19'33 年冬至 193,,4

年制订出来：埃克特护，“小结'"2(参见本章注fO)o

＠联邦军事档案馆,w·o2一44_/6第',4:] 页，“塞克特致李兼,•• (1'934; 年 6 月 1 日）c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n ,no删 62/9,第 53.;一54 页，“克鲁姆马切尔致拉

＿ 宾劳 !Ill!'(19.39 年 ll 月 18 日）；

＠国防部史政局，“塞克特致蒋介石,,,, (l 19-3 4 年 5 月 5 日）。

＠蒋告诉塞克持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将仅有 16¾'用千长江以北。华北的防

御将仅仅有选择地修建几座防御工事。当塞克特争辩道，日本人只要绕过这些防御

要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时 ，消蒋的回答是：载那么日本就不能够占领这些战

略要地”。蒋告诉塞克特过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同华南形成对照的是，华北在

政治上是未知数，华北的军人飞没有任何军事价值”。“联邦军事档案馆,•. ],. W02一

4:4/'5 t第 2:09 、 237 ,2l7 页，“塞克特同蒋介石会谈备忘录 •;.;. (1934 年 5 月 4 日 ""is 月 2

日、4 月 2.S 日）。

＠对塞克特建议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军队应从江西战争中解脱出来，蒋介石回

答说：“在江西战役结束之前臀不可能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剿匪必须首先完成。“同

上，第 207 页 (191.34: 年 5 月 4 日）。

＠在同意了这一点之后，塞克特显然巳清楚他对蒋的华北计划不负有任何责

任。同上，第 23.5 、2,37 页， (1 1934 年 5 月 2 日， 5 月 1 日）。

咀建立一个适合千装备 18 个师所需武器的军事工业的“塞克特计划”在俞大维

的文件中发现：： 见联勤总部(2) 。

＠＠＠联邦军事档案馆圉W02一4.. 4/51, 第 2:,31 页，“塞克特呈蒋介石"(.19 ,34 年 5

月 1 日）；第 201.S 页，“塞克特致蒋介石信函1\'11! (19, 34 年 5 月 3 日）。军政部次长陈仪将

军可能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访问朱国勋，台北，(1978 年 1 月 l8 日）；第 199 页，“塞克

特对德国顾问的讲话"'i(193;4 年 6 月 5 日）。

,@.,1 q塞克特计划 !Qi f联勤总部(2) 。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一44/.5 ,, 第 l83i 页，“塞克特致俞大维,;;, (1931-4 年 5 月 22

日）；同上，第 151 页，, "国防部致塞克特"(193,4 年 6 月 26 日）。

谕（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2 册， no.. 4江第 825 页，ii~陶德曼致德国外交

一
．, 

部ii• (] 935 年 5 月 17 日）。 牖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4 ·4-/S,. 第 [9~ 页，“对顾问的讲话H(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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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 ；第 194 页；第 7l-1"7 页，＂雇佣顾问的规定t''-'(1934 年 6 月 1 日） ：；访问王洽

南将军；第 7 页，，“塞克特会客一览表"(1913'4 年 6 月 4一9 日； 11一16 日）；第 139一

148 页，同贺耀组将军、王洁及其他人的通信；第 ll9一191 页，“塞克特致朱培德将

军 ,,; (19134 年 6 月切日）句（德国驻华军事顾间团工作纪要》，第 11 页。 一

＠联邦军事档案馆 ，.. ~ 塞克特遗件",no画 GZ/9: ,第 4.:3 页，“齐悛致拉宾劳,,, (19138 

年 8 月 3 日）。

' 

', 
.. 

＠原文藏千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一120 .,S纪 6680 ,. Roll2918 ,. Ho96lOi51一1101 。

..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3 册 no.. 180, 第 ,365 页，， ＂陶德曼备忘录:,I! (1934· 

年 8 月 1'9 日）。

＠埃克特，第 24 、,36 页；国防部史政周，“塞克特致蒋介石,,. (1,93,4 年 8 月 ,2,2 日）。

＠国防部史政周，同上；联邦军事档案馆，:wo2,一44/.S,第 99, 页，“梁颖文（蒋介

. 

石秘书）致塞克特"(193·4 年 9 月 16 日）。 ，雪 ·

. 

＠布洛赫菁（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 ＇，第 27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兀一120 , .s釭 166:80 ,, R.o,ll298a, Ho9'6 l 87ff, 克兰，“谈判报

告＂（没有日期，但德外交部档案中的日期为 1935 年 1 月）。

＠迈埃尔一韦尔克尔，第 683 页。朱家晔也确信塞克特的病根更多在于外交：

访问朱国勋(l978 年 1 月 18 日）。

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3 册，1 DO摩 1810, 第 365 页，“陶德曼备忘录”

(193-4 年 8 月 l9 日）； noi. 488, 第 923 页，“埃德曼斯多夫备忘录 '" (1 193,5 年 2 月 11

日） ，。外交部的反对集中反映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 册，皿 23.8, 第 .34.;· :t _Ill福斯

俨

备忘录"'(1936 年 3 月Sl 日）中。

＠黑尔费里希，第 107一140 页。

一．

, ·' , ..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 3 奶詹. no~4,88第 9122一923,""埃德曼斯多夫备忘

录",, (19,.35 年 2 月 ll 日）；同上，no., 554, 第 1042 页，“布隆堡致诺伊拉特~ 1(1935 年 3

俨 月 :23 日）。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 ，鲁 no.. 2-11/135 ,, "1J良行日记"(1933 年 7 月 16, 日记毅）。

＠克兰,., • 谈判报告＂，见注＠。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3 册， no咖 5514, 第 1.042 页，“布隆堡致诺伊拉特”

(1935 年 3 月 23 日）；同上，第 5 册书 DO .. 4·951;, 第 :872 页圉＂费舍尔（北戴河）致德国外交

, 

部:11:li ('19·3;i6 年 8 月 8 日）。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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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谈判报告飞见注＠。

＠拉里算 160 页。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箕第 3 册， no,, 4:8·8, 第 9,2,4 页屑照会(4),"·阿尔腾贝格

（广州）致德外交部"(}9,35 年 ·1 月 ,3) 日）。阿尔腾贝格注意到 1.93·4 年广扑l黑鸽矿出

口的官方数字是 l 8,66 吨，非官方数字是 4, ,(J'75 吨鲁那个 8 000 吨的数字是想象出来

的：陈炳繁（音）第 16'7 页。

＠李国欣与王宠佑，第 2.S 页，第 4 ·7一50 页；“湖南：经济调查"' t I《中国经济杂志

和公报》第 1.8 卷第 4 期 (1936 年），第 S75一.57 16 页；“广西最近之发展飞同上 ，，第 20

卷第 4 期(1937 年）第 402 页 ，；王公秉（音），（中国的矿石资源）复第 626 页。

1tlg1 (江西的特产），第 191一20 页；《江西经济问题》，第 249一250 页。华盛顿国家

档案馆 T一120; Ser·,. 9011', Roll351趴£6,37440 :•· A柯瑙伯致德国外交部II!!!!' (19,3,5, 年 1 月

2·3 日）；同上, Ser, 6680 t Roil291,8,8 , H,0196 21-4 • ~-阿尔腾贝格（广州）致德国外交部“

(] 9135 年 2 月 l 日）。此外可见，柯伟林管《国家政策和地方政治：南京十年时期的江

西鸽矿贸易）i售美国中西部关千亚洲事务会议论文('l. 98il 年 10 月 2 日）第 6一11 页。

＠克兰像＂谈判报告＂。见注＠。 ．值

Gj (经济旬刊》第 2 卷，第 16 期(1.934 年 6 月 1 日）1; 法贝尔 ，，第 l:22 页；华盛顿国

家档案馆，T-........ l2101, Ser·,., 66,80,. RoUZ198i.S 令 Ho916214,,'"阿尔腾贝格（广州）致德国外交

部"(l93S 年 2 月 1 日）。

＠塞克特在同陶德曼的一次会谈这样说的』记录干（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帛

第 3 册渭 n10誉 1 ,8·01第 36,4: 页，, Hl934. 年 8 月 1 19 日备忘录飞

＠＠＠原文藏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120 噜釭r I!!·1661810 1 Ro•112:91S.8, ,. Ho96 09 7一l10.S1

H10916] l]一117』 ; Ho916l31 ]一 144\ 。

＠埃克特，第 18 页。也见《1984 年经济情报》(1934 年）。

Qtltlf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揖，第 3 册, no., 301 :1 第 5 ·75 页广迈尔(Meyer· ) 备

忘录11' (1.934 年 11 月 6 日）；； ·no昌 50·4, 第 g1.5i9 页，＂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5 年 2 月

22 日）；“迈尔备忘录"(1935 年 2 月 2:0• 日）附在“诺伊拉特致沙赫特切(19.35 年 2 月 21

日）信函中，同上 n,o-... 508.,. 第 '966一9618 页； no厚 5, 54, :li 第 104-2 页；外交部政治档案(21),,

Chi曹耻 1 憎“法肯豪森致南京大使馆"' 1(19'36 年 8 月 2:1 日）。关千兵工厂和码头设备，

见埃克特置第 2'9 页。

＠（东亚评论》第 ]5 卷量第 '11 期 (1934, 年 6 月 1 日），第 264\ 页；同上， no,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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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9 月 l 日）鲁第 ,01 页；《柏林交易所报》（比diner 脱rsen&Zeitu噙）， 中 HH' 年 10

月 i:a 日。 , ,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3 册， ·no芦 ，366 鲁，第6,94一,iss :t"陶德曼致德国外

交部'H! i(1913·4 年 1.:2 月 1 日）1; 照会{1)·和 1(2) ;I 辛达谟，（传记文学》，第 1!9 卷，第 5 期，第

88 页。 .. 

＠《经济旬刊）第 4 卷 ，弊第 5 期(19.35 年2 月 l5 日）；第 4 卷第 1:2 期{'193:5 年 4 月

:25 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120,Ser'., 的80 . .,Rol比9818 , Ho9·6 21,4 , "阿尔腾贝格（广

州）致德国外交部" 1(1935 年 2 月 1 日）o 也见柯伟林（上注 14,4) 。

＠见注＠。他们也担心假如南京控制了广东之后，兵工厂和其他项目将被无偿

接管：联邦军事档案馆， ·wo12一4411 鲁第 61一6,2 页，“劳腾施莱格尔（南京）致北京”

(19,35 年 5 月 15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一120 1 Ser恤 ·90·77 1 RoU3515, ·E63t440· 1 柯瑭伯“旅行报

告"(1'934 年 12 月 7 日）可在他 19136 年 1 月 23 日致德国外交部信函中找到。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4册， no平 94,第 167 页，巳柯端伯致希特勒”盲

附在“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信函中 i(19,35 年 5 月 17 日）；联邦军事档案 ，詹W012一44/

1, 第 63 页善“劳腾施莱格尔致法肯豪森'"'(19·3.5 年 5 月 13 日）］ ；皿. 101, 第 1912一'198,

页 ，＇＂迈尔致陶德曼"' (193,S 年 5 月 24 日）。这对禁谢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曹因为

他之所以支持在广州的胃险举动也有其个人的原因：他那不中用的兄弟受雇于挹江

口工程。埃克特，第 at一32 页。

＠埃克特，第 .36 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置第 5 册， n~156" 第 202 页广陶

德曼关于同蒋介石会谈致外交部的报告"(19.361 年 3 月 19 日）。

访关德懋，， 19'1'8 年 6 月 3 日。“布罹堡致蒋介石的感谢电飞华盛顿国家档

案馆，T-120 .,Ser·., 6·6610. Roli2198118. :H.01961334鲁鹹埃德曼斯多夫备忘录" 1(,l93S 年 11 月

13 日）。 ~ 

4B1. 1fi),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C 辗· t第 5 册，no屠' 1561 ., 第 202 页（同注-) ·; no1,11. :254 ,, 

第 384 页，“蒋介石致布隆堡'"(19136 年 4 月 3 日）；第 4 卷 ,. :no•. 432, 第 864 页，“陶德曼

（广州）关于同陈济棠会谈致德外交部的报告"(l.9135 年 12 月 2a 日）。

＠辛达谟，《传记文学）' :ii 第 19 卷，第 5 期 ，，第 8,8: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21) ·, Bd. 1, 

“法肯豪森致德国国防部b(1936 年 6 月 6 日）o ~.. 

幔外交部政治档案 ，周 R幻161,44.2 , ,(ii; 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 (1.9361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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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I .. 外交部政治档案(2, 1) , Bd" l ,. '"德外交部致中国研究学会.,, (l93,·6 年 101 月 10 日）；

法贝尔，第 14, l 、 14. 3 页。

＠黑尔费里希，第 107一lll. 页 0 .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3 册，n01 1, 1801第 365 页。注＠。

＠克兰鲁“谈判报告＂，注＠。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5 册，' no.~ ,491S , 第 8'71 页书 '~费舍尔（北戴河）备忘

录Ill (193.16 年 8 月 4 日）；访问路德维希廉维尔讷。

,(9,@(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揖，第 3 册, .no,,. l 810 , 第 36 :5 页。注(8);第 4 册 :no厚

517 111 第 1032一1033 页身“诺伊拉特和克兰会见纪要"' (1936 年 1 月 2·4: 日）。

＠克兰在 ']9135 年 11 月就巳致函布隆堡嘈声称合步楼对“伟大的德国利益”至关

重要，“个人的私利将不再起作用HG 他因此打算退出。联邦军事档案馆， ·w·i-lF5 .• 

370, 轻克兰致布隆堡"(1 '93;.5 年 ll 月 20 日）。

＠维尔讷合步楼文件(19,36 年） ,"合步楼资料";《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5

册 , :no, . 206 曹第 283 页，“布隆堡（柏林）致蒋介石 "'(1936 年 3 月 :24 日）。信用贷款协

议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 '!i• 第 5 册， no遵 2701 :I 第 411 页。克兰后来的作用在

他致布隆堡的电报中已详细阐明。注＠。

＠辛达谟： ，《传记文学）第 21 卷第 1 期鲁第 66一6,'7 页 ：；华盛蟆国家档案馆，，历史

部分停美军，欧洲， MS。 B-2819 ,,, ,w, 冯·法肯豪森， (1922一]9.4.5)", H法肯豪森对美国

审讯官之供词,t (l9S.O 年 1.2' 月 21 日），第 6一7 页；法肯豪森：《回忆录》，第 60 页及以

下几页。

＠埃克特，第 sa一5,9 页。

＠古拉零安德森(J. Gun四r .Ander.son) : (中国为世界而战）（伦敦督 1913-8 年），第

16 页；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 ］，第 2一5 页。

＠吴相湘，第一册，第 2193 页；埃克特第 41 页。

＠阿瑟·扬格: (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 263一264- 页口

＠埃克特 1第 61 页，访问路德维希酮维尔讷(1977 年 8 月 8 日）戊访问关德懋

(197-8 年 6 月 3 日）。

＠采访关德懋(1978 年 6 月 3 日）。

, 

＠＠朱子爽，第 164 、 65,一6 16 页凸

＠蒋廷敲: (行政院》，第 94—96 页；蒋作宾喟《蒋作宾回忆录》（台北骨 19188;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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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页。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漕第 1'72:一178 页。

＠吴相湘，第一册，第 Z194 页。

信五聿 新的关系 .1. 9a.1·-1sas .169 

＠联邦军事档案馆，w·v1Fs嘈 31710, -翁文瀛致塞克特电报＂、附千“塞克特致布隆

堡H(19816 年 1 月 8 日）信函中。

＠埃克特，第 ,48 页。

QI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 5 册 ,n.o"'49S :. 第 3·74, 页，“费舍尔（南京）致德国

外交部"(1'936 年 8 月 4 日）。

＠根据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莱谢劳帮他获得在德接受军事教育的担保）说，莱谢

劳计划在两年内用德国武器装备 80 个师，但“第三种力量”破坏了这一计划：采访蒋

纬国。莱谢劳的翻译，资委会的关德懋提出的数目是 601 个师，并认为蒋介石夫人是

实现该计划的障碍：： 采访关德懋(19·11 年 1.2 月 16 日）。在南京的一名德国顾间说，

由于蒋担心德国使中国成为德制武器的试验场，莱谢劳关千德国国防军在南京发挥

积极作用的建议成为这种忧虑的牺牲品:: 访问埃里希重施托尔茨奈尔

{ 'ErichStoelzne·r) .。关千政治协定，关德懋说蒋对莱谢劳的建议态度不明朗，这可能

是因为他早先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努力失败的缘故勺另一方面，合步楼的瓦尔

特咂埃克特写道，对千莱谢劳德中“结盟“反对苏联的计划，蒋的反应是赞同的。据
说蒋介石坚信曹由千中俄接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测俄国对中国形成的危险比日本更

大。埃克特，第 45. 页。

QIQt,(1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iC 辑，第 5 册， ·no,. 536. 第 9•6 16—967 页，“同莱谢劳

会谈备忘录"''4!11费舍尔（南京）致德外交部H' (19'3·6 年 9 月 14 日）； DO·.. 363 ,, 第 1607一608,

页，陶德曼：”（德国与中国》(1 ·93;6 年 6 月 10 日）； :no匣 4,9,5 I 第 873 页，＂费舍尔（南京）

致德外交部ff(l.936 年 8 月 4 日）。

＠林德曼，第 288 ."N,30.8 、 5,0,2 页。

＠华惑顿国家档案馆鲁 T一120 霄 Ser~91078 ,., Roll351S ,. £163,7,4619 及以下几页；

R.aiU.2987 憎 Ho9·:56•819-94 l; 德国经济研究所，科隆，帝国工业组织，“通函H(,1936 年 1

月 8 日）。

＠希尔格鲁伯尔，第 49一55 页；希尔德布兰特，第 19一:23 页；埃伯售」 哈德· 耶

克尔(Eberhar-d J亘ckel)(希特勒的世界观》，（密得镇，康涅狄格， 197.3 年）。

急托马斯：（历史），第 98一91'9 页；托马斯：《思想与事件），第 .538一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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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豐希特勒：， 《我的奋斗》 ,1 R... 曼海姆译（波士顿 ,194.3 年）］ ，第 388 、 291 、

1sa 页。

＠希尔德布兰德，第 28 页。

＠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书佐默尔：（德国与日本》；』 马丁: (德国与日本） ｝；梅

斯基尔(Joha.n:na M,., M.es.'k.ill): 《希特勒与日本：虚假的联盟）（纽约 '19166 年）。然

而，关于希特勒在 19 ,35 年以前对日本的态度还缺乏充分的研究。

@《东亚评论）第 14- 卷第 l 期 (_ l93i3 年 11 月），第 474 页。

＠急＠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1 册， no~50'!I 第 lU4一101· 页书

＂迈尔备忘录"(19133 年 4 月 6 日）；第 2 卷， no唱 97 ., 第 173 页，＂迈尔（柏林）致驻华和

驻日外交使团"(198.8 年 ·12 月 2 日）；, n.o,11! 2.4 I :Ii 第 454 页，“狄克森（东京）致德外交部“

(1934 年 2 月 7 日）；， no. 216 91 , 第 510 页湟“乌利希 (Ulrich) 备忘录 "' ( '19134 年 2 月 19

日）；皿 312. ,. 第 S,82 页，“比洛备忘录"(1934 年 3 月 10 日）； ：no. 438 ., 第 797 页，＂狄克

森（东京）致德外交部"(l934 年 6 月 7 日）；第 3 册， no幽 22,. 第 53 页,, ... 诺伊拉特致狄

克森(1 1934 年 6 月 21 日）；no, .. 4. 7趴第 90,4 页 ．，“诺伊拉特致黑斯,..,, (H,ess) (. 19' 3"5 年 2 月

4 日）；第 2 册， no!I! 4l:29, 第 785 页，”里特尔(Ritter)备忘录1"(1 :934 年 4 月 i1 日）。

＠德国的大豆进口从 1933 年的 1 148 00:0 吨下降到 1.9,36, 年的 45 '7 000 吨：琼

斯，（满洲》，第 20'] 页。

＠布洛赫；（德日在东亚的伙伴关系》，第 243 页。

＠（远东评论》(19'37 年 6 月）唱第 2191 页。

＠（远东年鉴》,(东京， 19·41 年）第 670 页。

＠弗兰克曼伊克莱 ( :Fr,ank IK]e) 橹《lQ3;6一19'4 10 年之德日关系），(纽约， 191 51 6 年），

第 37 页。

＠雹《东亚评论》第 11 卷(1937 年 6 月 16 日）］ 害第 3.3 ·0一33 '~ 页 l (193.7 年 7 月 17

. 

日）曹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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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3 年开始的中、德新关系，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

面。然而，中国之所以乐千与德国合作，还另有重要原因，这是基于

中国对德国的一种观察，即研究了德国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情况 i认为

它所取得的经验有可能被中国取而用之。如果说德国向中国输出武

器和工业设备，，中国向德国运送战略矿产贞是中德关系纽带的物质方

面的话，那么，中国对德国国民性、历史与政治生活的感知，则构成两

国关系的另一个无形却是重要的方面。 `, 

如前所述，个别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对德国的认识，就影响

过国民党与德国的初步接近。 19 ,3、8 年以后鲁随着中德关系的日益

强固，德国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活跃分子中所产生的魅力则变得

颇为普遍鲁而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物又都认为，除了中德合作的

军事一经济基础之外，还可以从德国本身不断获得启示和鼓励。德

二！的这种魅力值得专门讨论。本章暂且不谈中德关系中“无形”的

一面，先来具体而集中地叙述一下 .3110' 年代中国人对德国的种种

观感。

．旮
k

H 

国心理”时，常常寻求解答德国为什么会从一个“诗人和思想家节的国

家转变成一个“法官和行刑者ff. 1(%) 的国家。然而赞美国人对德国曾经有

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克里斯托弗雪拉什(C-hr:t.stop:h.e·r Las,ch)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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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国家形象”的中心向题，根据约瑟夫喻德·里维埃拉 (J.o
seph H :,, de Ri.v·er-a. )所云，乃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人们很难理解，是人

创造了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现实。＂我们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视为当

然。……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并相应

地行动。H(i)

但在中国，发展过程却比德叠里维埃拉所说的还要复杂。不能

说，30 年代的中国人巳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视为当然。他们生长的

时代是其帝国及帝国的文化支柱倾塌的时代噜他们见到 1 '91 1 I 年以后

那段时间的政治体制一—立宪主义和军阀主义一一具有固有的不稳

定性，而国民党革命本身的困难处境又从蒋介石于 193 ,4 年提倡“新生

活运动”而得到证明应促成中国如杰克拳， 格雷 (J,ac:k G·r,ay· ) 所云去

“寻找政治模式”应并在寻求中明确认识了德国的形象的原因，并不

在千不自觉地接受现实，而是在千自觉地不满现实。

关千 1930 年的中国人如何香待德国问题曹我们将集中在三个主

要方面来论述。首先要谈的，是南京政府十年间颇为流行的中方对

德国“国家形象”和德国近代历史的看法。其次，将以较大篇幅谈论

喂国

中国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人物眼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形象间

题。我们将说明，对纳粹主义给予的广泛肯定的评价中，包括对纳粹

主义在中国适用性问题提出的各种不同看法，而不同意见本身又是

阻挠出现“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原因。最后，要谈谈蒋介石的新

生活运动，探讨一下蒋介石把他从德国经验中所认识到的价值与观

念融入自己政治思想和行动的复杂手段。
.. 

中国人限中的德国国民性和历史

云圈国民性

一位美国作者曾写道 ，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德国国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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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说，健四人是沙文主义扩傲慢

自大，感情用事，古板拘谨，缺乏幽默，骨走根墙，办事有条有理，＇

盲目顺从……一会儿盛气凌人，一会儿驯服谦奉涵锋国男

人……兼有家长专制的性格和自怜、殉道的心理，而女人则被说

成是清扫住房 ，A 铺地毯、 ，晒床曼的狂热爱好着曹终身解不开的柬

缚是……嚷子、教堂和厨房。。 . . . . . 

, 

另一位作者认为德国人的处世接物有三个基本原则，即和蔼、忠

诚和幸灾乐祸应一位身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官的观感是 ：，德

国乃是“文明的基督教的民族”。但是法国人［史达尔 ( 1de 鲁 Sta邑i): 夫

人除外］对德国的看法零一般说来却不那么友好 ！，他们说：“德国人是

屠夫和音乐的混合体”，或者如戴高乐所说查德国人是“天生的艺术

家，却无一点欣赏能力u, o(!) 

非西方人士对德国人的看法量就不像欧洲人和北美人的看法那

样富有争议性。0 .3101 年代中国人对德国人的定型看法，则强调其具有

执著：、有条理、忠诚和思想深奥等特点。一位中国观察家说 1 ,u德国人

具有一种务求精确的精神，这也是一种神秘的品质。”他们做事，不论

巨细，均投入充分而无比的热忱。德国人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

沛活力的民族，他们缅怀过去，但精神上却保持年轻。＠到过德国的中

国人特别赞扬德国人的整洁、真诚和遵纪守法的习惯。＠德国人办事

极其绒密也表现在德国产品的质量上，按标准的中国说法，“其水平

永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是，供职千兵工署专司购买德国军火的李祖

冰说，德国之有别千他国者，不在千技艺之超越，而在于精神之完美。

按李氏的说法，美国货”也不错＂。但他认为美国人“太浪费＂，这不仅
就金钱而言。中国贫穷，德国的“精神”是强调节俭。不像美国人曹令

国人是“老古板飞世代相袭的特性就是诚实、率直和简朴。。

相对而言，蒋介石赞同这种看法。他对将去德国学习的儿子说：

“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淌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

幻想办事。－ 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一一他们的产品制

做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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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

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

攫-国历史

对德国国民性的看法也给中国人对德国历史的解释蒙上一层色

彩。 1 19·36一1 93-8 年间的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写道：作为一个优秀民

族，I il!°4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科学艺术诸领域内享有最高声誉·~ I。由此而

产生的德国国家的飞速发展，乃是“世界历史上的罕见之事.., 01 1@ 从政

的历史学家蒋廷鼓也认为，德国人享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知识和专

门技能”。这一点与他们的＂责任感和守纪律”的品质相结合，构成了

德国战后复兴的基本因素。©

中国人对德国过去的认识，在短时间内就有了重大的发展。直

到 1911 年，有一份关千德国历史的报告，其内容还充满了根本性的错

误夏到 191,2:i9 年，就有一篇较有见地的文章把德国历史描绘成民主、

独裁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诸势力之间的一种巨大的＂矛盾冲

突＂＇ ，在敌视的国际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一但是这种敌视环境

往往是由德国人的行动造成的魔

然而，在 30 年代，学术观点上的细小分歧并不是大多数论述德国

历史的文章的明显特征。德国是一个独特的、飞速发展的国家，既是

西欧政治的一部分，又与之存在着矛盾，是一个受诸帝国主义压迫的

帝国主义国家，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具有唤酮民族意识，调动国民

力量度过困难时期的特殊能力。对中国来说，它的历史是一本重要

的教材。

有关中国革新的刊物如邵元冲的（建国月刊），黄郣的《复兴月

刊）均对德国的理想主义和国家主义哲学作了指导性的分析。一位

作者写道 1;: illltl从德国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教导我们的人豐他名叫

费希特。”费希特 (Fichte)大力引发德国人的智能与情感，人们信服

他，因而德国得以“东山再起鲁既强且胜＂。作者接着间道：＂中国的费

希特在哪里？”＠其他人则把整体的德国理想主义思想视为“新民主哲

学”，视为一种“以国家为最终目标的国民意志运动”。问题不在千这

样一种哲学是否合乎理想，而是在千中国是否也能产生一种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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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像德国那样唤起民众的爱国之情，支持那种能使中国团结

． 一致，协力同心的哲学~- ,(!Ii@ ,, 

从 19 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中也能吸取实用的政治经验。有位作

者在（建国月刊》上谈到普鲁士改革运动时曹建议对政府机构、教育和

军事作一系列改革，他说，这些改革再加上明智的外交政策和牺牲精

神，正如挽救普鲁士那样，也会挽救中国。＠

中国评论德国的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俾斯麦促使继国的

统一，从（从德国外交活动中我们应该学习些什么）、（德国统一时期

的外交及我们从中吸取的经验＞等文章标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说教

的意图。俾斯麦被誉为伺机运用权力，宽严得体的领袖人物。他统

一德国各邦的手段，对当前的中国领导来说，既能引以为戒书又可获

得启迪，

众所周知，蒋介石企图统一中国，并不像俾斯麦那样具有坚固的

国内基础处或者，如广东有篇评论蒋介石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文

章指出的那样，1816 16 年普奥战争和 1870一1 ,871 年的普法战争的实例

证明了击败外敌乃是国内统一的先决条件曹而蒋介石所奉行的政策

正相反。＠在俾斯麦身后可以启迪中国的经验中，《外交月刊）的一位

作者挑选出以下几条即“孤立敌人”、“策略联盟” 、 ,＂盟国间调停"、“利

用外交政策消灭内敌“以及“欺骗政策＂。关千欺骗政策，作者指出，当

今只有日本人在运用，中国人太诚实兰当然无法做到。＠

对蒋介石来说，俾斯麦时期的经验稳重沉着，更符合他自己的政

策。运用俾斯麦的实力政策咂确实能够统一国家，但必须建立在坚同

的基础之上。关税同盟的经济统一、普鲁士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长、

北德联邦所取得的政治统一，所有这些节都是战胜法国的先决条件。

”由此可见，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乃是抗敌战争的基本先决条件。H,@,

俾斯麦提倡眢遍竞争惯与他所李行的不甚明确的“铁血“政策有

关。俾斯麦的“铁血”一词被中国人拔高为一种“主义fli ,, 成了“铁血主

义”，并被认为是俾斯麦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一位论述国民党政策

的左翼评论家认为，中国对满洲事变反应之软弱，说明了缺乏铁血主

义，缺乏作战之准各与意愿。 政府的反抗对策只是“发表讲话与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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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决议”口＠更进一步来说，“铁血主义”可能是蓝衣社保护下的彻底

军事化的一种口号；蓝衣社这一组织的原名是“中国国民党铁血团H;

戴笠的“特工部＇勹在国内往往被称为“铁血队H o,•9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铁血主义”和俾斯麦的经验（如果说具有讽剌意味的话）

在中国词汇里轻而易举地融合为“血汉主义飞这个词的发明权属千

丘吉尔戛

中国对德国人严谨性的崇佩 ，，多数表现在军事领域之内，这也影

响了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看法。即使在战败后，德国的

军事机器仍被视为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战争期间中国驻柏林公使

回忆说：，“他们组织得如此之好”，一旦被投入 1914 年 8 月的战争，”就

毋须人从高层来指挥调遣,, DGl) 特别在国民党人眼中—一人们会记得豐

孙中山在 1 '91 17 年就曾反对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并不是敌人曹而是

一个同占优势的敌方进行英勇战斗的国家。＠而中国 30 年代发表的

大批文章中，都盛赞德国战时财力物力的动员中认为是中国学习的

典范。1@

凡尔赛条约从两方面增加了中国对德国历史的研究。条约要求

德国放弃其特殊权益和特别优惠心这就使中德两国在平等基础上重

建关系度同时，条约的签订又使中国和德国同样处于被剥夺的地位。

像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赔款一样，这条约乃是一张“抵押未来的空

臼支票”。。

魏玛政府政治上的不稳定及其早期和晚期经济上的困难，都被

说成是赔款负担和凡尔赛条约所导致的后果戛然而书德国在逆境

中所取得的惊人的“复兴”成绩也被夸大了。蒋介石的顾问及心腹

黄郭 193 :2, 年创办（复兴月刊）时，在创刊社论中强调中国有必要向

“全世界”学习。该刊第一期就登载了一篇论述德国战后恢复的长

文，＠文中着力阐述德国如何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枷锁＂，变成现今

国际社会中的领袖之一，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在千精心的计划安排

和存在于人民之间的一种“和谐精神”。在阐述那些导致镶国从被

压迫中寻到“出路”的政策时，作者希望那些政策可以使中国人得到

“启迪和鼓舞”。@
可

• 

倡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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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政权得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专家钱端升的高度赞

扬。钱氏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魏玛政体，认为那种共和体制是若干世

纪以来德国政治发展的顶峰，能够经受得起最为沉重的打击。不巧

的是，正在纳粹推翻该政权的 1~133 年，他的书付印了，真可谓生不

逢时。。

蒋介石和一批以德国军官为顾问的军事人员次对千魏玛政权以

及中国应从该政权吸取什么经验的问题国却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o

德国军事顾问们一一有些是政治流放人员一一对魏玛政权普遍抱着

反感，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来宣传德国的复兴。 －鲍尔、柯瑞伯及其他人
都认为他们本身就是真正的德国精神（虽然暂时被抛弃了）的保持者

和复活此种精神的先驱。弗里兹耋林德曼将军在北平陆军大学对中

国军官们说，德国精神是“不可摧毁、强大有力的＂。保存此种精神的，

不是魏玛政府，而是德国军队。作为“德国军人精神的代表n ·t 顾问们

可以用“最大的个人参与意识”＠支持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蒋介石

也作了同样的表示。他对德国顾间们说，中国和德国“处境相同"",均

受“外国势力压迫＂，必须“让自己挣脱锁链U• Q@

中国人对德国人和德国近代史的看法，是既崇拜又同情。总的

印象是十分肯定的，尽管仍存在不同见解。但是，更使 30, 年代中国的

评论家和政治家们着迷的，不是德国的过去 ．，而是德国的现在。德国

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赞许，其原因不仅仅是这与

中德关系的重大发展同步一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沮法西斯主义是

中国借来用于本身争取国内统一和国际自主的某种手段。1 德国法西

斯主义是中国最能了解的一个品种。而所谓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

历史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对德国国家主义领悟的历史。

德国与“中国法西斯主义”

大概没有哪种政治或历史术语能像“法西斯主义”这样具有多种

含义。当然焦解释这一术语最简易的办法是用千说明墨索里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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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体系，即“法西斯蒂所持诸原则的总体H o,O然而，到了 20 年代煦

此术语显然已在意大利以外通用了，，而且有了“国际法西斯主义”的

概念。德国的一位作者在 1928 年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

们区别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就思想而言事它既具有国家

性，也具有国际性。国家主义思想作为此时此地的宗教信仰，它是 Ill

际性的而在某个具体国家内官集合和发展民众的力量则是国家性

的＂。他继而指出在 20 世纪警通向现代国家之路，］ “便是建立法西斯

国家之路n1 0 0. 

“全世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常常被认为是根本不

合逻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没有势力的思想。 1 19137 年墨索

里尼在柏林对希特勒说: iii尽管我们两国的革命过程可能多少有些差

异豐但两者所追求和达到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民族的统一与伟

大。 ;11,,9 H . 统一与伟大气是中国许多崇拜法西斯主义的人所看到的结

果。对中国来说，法西斯主义变成一种普遍观念，只是在德国国家社

会主义获胜之时。

“法西斯主义”一词是在 :20 年代以“泛牺”进入汉语词汇的，显然

是译自意大利语。早期还译作“棒喝＂，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令人十分

愉快，即“持棒喝打，振顽起愚"。 i 这两个词语仅用千意大利法西斯党，

例如“棒喝党气或按原文音译为“法西斯蒂"。 1913-3 年以后，后者又特

地缩略为“法西斯”，泛指法西斯主义，很少具体运用千叙述意大利的

情况。法西斯主义如今已变成一种跨国运动哼作为“主义”噢它与“泛

＋ 牺”或“棒喝“巴不属一回事了。舫确切地说，希特勒德国的崇拜者也可

能就是墨索里尼意大利或凯末尔土耳其的崇拜者一一人们从严厉的

政府控制、有计划的经济增长和国家使命感等方面着眼，］往往把表面

上相似的一些国家归为一类戛但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则是中国人

潜心研究最深的。

在研究中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中国

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时，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内不同的政治

派系方面。除了一个集团一一到 19,316, 年中期仍未与政府一致的两广

西南政委会一一其他各政治派系一般都对纳粹主义反应良好，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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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促进了中德关系的不断发展。然而，由千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

崇拜存在善分歧清这就足以阻碍该政权采取任何真正的“法西斯化”

步骤。正如卡尔夸曼海姆 ( 'Ka.rl Mann·heim. ) 所说: "'即使在同一国家

里，当词语被不同的群体使用时，也不能表达相同的含义，而语义上

的细微差别量则为某一社会里不同的思想潮流做出最好的提示。”＠在

中国也正如在纳粹掌权时的德国学不同的人物对法西斯主义都有不

同的认识。

匡家社会主义的信息来瀑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并不难获取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信息的文献

资料。从 3,,01 年代的期刊目录索引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专题普遍

地深感兴趣， ［《人文月刊》即是如此。例如在 1933 年 11 月份的目录索

引中，有 1/'3 以上论及“外交政策”的文章都谈到德国、希特勒或国家

社会主义；在“政治”类目里，几乎有半数的文章谈到法西斯主义；而

在“政党”类目里月有一半是论述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关系的。＠

. 

除了每年有数百篇关千德国和纳粹主义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以

外，中国人还自由选择，翻译了各种各样德文原著和英文转译的著

作。军学编译局为中国军官翻译德国的军事科学著作，还在 1934 年

末大量出版发行戈特弗里德· 费德尔(G01ttf·ried Feder) t 9, :2:0 年的（德

国国社党党纲》，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圣经,.. (J ,O 在一年之内， ，《我的奋

斗》也被译成中文，在“各大报摊和书店”都有出售。。作为德国商界和

学术界“文化宣传”努力的一个方面，费希特（（论）德意志民族的演说》

被译成中文，并附有一篇确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引言。莱尼•· 里芬

斯塔尔(Leni Rief ensta:h'l)拍摄的 19,314 年纽伦堡党代会的电影（意志

的胜利）在放映时加上了中文字幕。＠中国的期刊杂志也经常翻译希 ' 

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说和第三帝国的重要法令需诸如《权力法案》、《纽

伦堡法》等等。611 1 1937 年外交学会（南京）出版了一本国社党官方文件

和声明的选集。。

中国的报纸主要依靠英美新闻社的材料报道国外消息。但从

19313 年以后，则更多地采用德国越洋新闻社的消息，该社从 1929 年

起诮渐渐变成竞争强手息德国政府也力求在中国媒体上反映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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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德国外交官们知道，中国公共租界以外的断闻界是受政府监

督的，所以他们就进行干预，阻挠发表”煽动文章”，鼓励刊登有利于

“新德国”的各种报道。165)

在德国学习或前去访间的中国人士有可能获得关千国家社会主

义的第一手材料。 19.3'6 年净有 l 6,Q,O 多中国人客居在德国佛其中多数

是留学生。$ 1 1936—1937 年间，南京政府还资助大批技术”学习代表

团“前往第三帝国。在此期间嗅不少高级政府官员和重要人士也越洋

赴德。若开列一份很短的名单，就有张学良、胡汉民、汪精卫、汤良礼、

勹季陶、张君动、蒋廷跋、翁文源、张发奎、宋子文、孔祥熙诸入。＠

蒋介石虽然不曾去过德国，但却有自己的渠道获得有关国家社

会主义的讯息。他的两位顾问鲍尔和柯瑞伯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

有密切联系的。 193.2: 年夏，纳粹主义得势时，蒋介石转而向已故的马

克斯· 鲍尔的儿子获取纳粹党的信息。受雇千柏林中国公使馆商务

处的恩斯特 'Ii· 鲍尔(Ernsit Bauer)说，蒋介石”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

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特别想了解党的领导人物怎样能够“在

众多追随者中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

已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成功”。@

1932 年 12 月，蒋介石获得情报，于是派遣两名“执行秘密使命”的密

使去柏林，亲身了解国社党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可能在 1. 2 月底与当

时的国民议会主席戈林见了面，

·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蒋介石获取纳粹主义讯息的需要也随之

增长，千是通过梁颖文（蒋的秘书，前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商务参赞）与

鲍尔联系。蒋所需要的讯息，涉及到一般的军事教育、体育、青年为

国服务的形式等方面。鲍尔满足了蒋的所有要求鲁并且增加了他自

己所偏爱的关千国家社会主义章程的报告。他说i "'你不能想象…·舶叠

情况变得有多么好。”。

背景：对独裁的争论

蒋介石对恩斯特嚼鲍尔的要求，反映了 193,3, 年政府内外一种普

遍的关心：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能够抵抗日本侵略的国

家，除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努力之外，党和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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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控制。随着 l. ·93, 2 年国民政府的重建，蒋介石的个人权力无疑

地不断增加了。然而，他所领导的，却是一个派系林立、缺乏 19·.26-·

19· 27' 年间那种革命热情的党。蒋氏 1·9i,3, .3, 年秋在庐山对军事将领说 s

“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巳经失去的革命热情 I ""0在严责国民党是一个

＂亳无生气的粘赎＂的同时，蒋介石赞扬了“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

党”，这些政党的革命精神已经指引它们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民族。©越

来越多的人，众口一词，谴责国民党主并提出中国是否像德国和其他

国家一样，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府问题，蒋介石仅是其中之一。

这个问题已由不少领袖群伦的知识分子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

1932: 一1933 年之前还一直赞慕魏玛民主的钱端升，到 19134 年跑出来

拥护“集权政府”了。他说：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

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

露无遗'·' ,aO他的观点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陈之迈的赞

同。陈氏承认，在“当前形势”下，一个集权政府更加适合、更加有

效良他的观点又与丁文江的观点接近。丁氏倡导一种“新模式”，即

专家型的独裁，他说：有一个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强领导来统治，就可

能最有效地使用训练有素的中国精英戛 1933 年末瞥当时任教于清华

大学的历史学家蒋廷跋明确地道出这种呼吁独裁的原动力。为了倡

导他那独特的、以现代欧洲早期国家为模型的中央集权独裁政体，他

采用了明确的现代说法: • 我们要办实事。我们要修路治水，1 建钢铁

厂，办更多更好的学校。……谁办了实事彝我们就支持、崇拜谁。，0

知识界趋向于拥护独裁事其势力之加强骨也许是一个最好尺度，

可以用来衡量为民主观念辩护的力量之薄弱。国民党”训导“全民，

最终目的莫过于此。胡适是少数几个仍然支持民主的人士之一o 但

是，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知识界人士豐是以脆弱的根据进行争辩的。胡

适和批评他的人都相信中国民众在政治上是“无知无能”的，但胡适

却认为这一点正是不能实现独裁的原因，而是实行“幼稚园式的政

府气即民主的理向他说，独裁若要成功，亟须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

这正是中国所“奇缺＂的。既然他认为没有杰出的人能做独裁者，那

么由“平庸之众“构成的这个国皇势必要由平庸之才来领导。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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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来说，还是去领导轻松的共和制政府比较合适b@事实上这是用

无力的表扬来责难民主，在 } '.91,8;5 年以前，，这种声音不过是荒野里的

呼唤。

在（独立评论）、《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争论文章的作

者中，只有钱端升明确号召仿效欧洲的集权主义。但他们的信念助

长并反映了一种思想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提出的中心问题，并非“是

否实行独裁＂，而是“实行什么样的独裁飞张卫滨概括了众人的观

点。他千 1935 年 6 月写道，现在不再是独裁与民主的选择预而是独

裁与分裂的选择，因为一人统治（独裁）的反面是地方割据的多人统

治（多裁）。毯

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争论凡有时带有浓厚的理论

色彩。但他们的争论却与那些具有更直接的政治关系和责任的人们

对这同一问题的争论相呼应。中国是否能够或应该仿效德国建立一

个“中央集权政府”，这个问题则是党内不同派别的重要议题痹而派系

分裂本身又是国民党间题的一部分。

蒋介石政权是由许多派系组成的，而这些派系又各从其私人关

系或依附关系隶属千蒋。在辅佐蒋介石巩固其统治方面，他们起过

不同的作用，但各派系却待有不甚相同的思想观念一一尽管内涵并

不总是一致。派系成员虽有很大的流动性，但效忠千派系则是个人

参政的一个重要方式（对 3'0 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如此，现在的历史学者

亦作如是观）lo-
简单地说，有三大派系隶属于蒋氏。黄埔军校系，起始千蒋介石

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该系是支持蒋氏个人军事力量的最早

的核心置控制着军队的政治教育曹并且通过秘密的蓝衣社从事于搜集
情报、灌输思想、制造恐怖政治等任务。＠第二是 cc: 系，该系可能因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而命名。该系控制着党的组织和干部任命事宜。

该系的领导成员共同信奉“全民思想再塑造”的理念，再造则依靠传

统道德为基石和“推动力”心陈氏兄弟在南京政府期间，不遗余力地

推动了尊孔之风的复活。第三是所谓的政学系，这是由政客、官僚、

学者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松散团体且因相互间有依存关系及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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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附关系而凑合在一起。如果不怕把它归纳得太简单，政学系的

成员可以称为精英，他们往往是经过西方训练的解决问题的能手，与

其他派系相比亭该系则显得组织较差，影响较小。然而，他们诚实正

直，又有专门技能，蒋介石可以依赖他们去执行他个人的外交使命鲁

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派系有两个帚其领导人

是蒋的敌手，要求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一派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仍是

南京政府的一部分。另一派是聚集在胡汉民周围、划分不太明确的

一群，胡汉民本人与实际上半独立的粤桂两省西南政务委员会有

联系。 一
. , . 

所有这些派别都出版刊物过这些刊物由其重要成员编辑，或至少

从一般意义上说表达出各派观点。从这些刊物发表的有争议文章

中 ，，可以收集到各派系对独裁、“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对德国国家社
. 

会主义的种种观点。

. 一之系和篮衣杜

从 20 年代中期蒋介石控制黄埔军校时起响该校教官和毕业生陆

续在政府和军队里取得了职位，他们可以算作蒋介石最忠实的拥护

者。作为军队基本力量来溯的“黄埔系”，在蓝衣社．组成之后响仍力

求在党和国家内充分扩大其影响。

成立蓝衣社的建议显然来自何应钦将军的机要秘书刘健群。刘

氏设想在党内成立一个能“产生党的灵魂”的精英团体。该团体的成

员将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和可望严格效忠于领袖的理想主义者。＠

成员要向蒋介石宣誓效忠。其组织形式更像是传统的秘密社团，并

不似现代的政治团体。吸收成员的程序严格。以至到 1.98;5 年，成员

人数还不到 14 0010 名，形成众多分支和小组的网络，行动秘密，每周

开会一次。蓝衣社的活动包括以下诸方面：： 向党的基层组织、学生团

体和地方军阀的部队进行渗透并灌输思想；在刚刚夺自共产党之手

的地区内进行宣传；广泛地进行收集情报、侦察监视和制造恐怖活
' 

崇关千蓝衣杜，请参阅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译本附录（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
出版社 19119.2' 年出版）· o -译者



桃李书斋

1 ,8,4- 德国与中华民国 " 

动度但是，该组织的权力基础仍保留在中央军事机构中曹由千蒋介石

始终掌握着国家军事委员会瞥因此蓝衣社的领导人便控制了中央军

事机构。[~

蓝衣社的信仰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就广义而言掺杂着本

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三者的混合体已他们反对

资本主义、唯物主义介个人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他们所寻求的是，

全国上下服从“领导原则”，思想统一才行动统一，实行教育“军事化,,. ,, 

工业国家化，还有饶有趣味的衣业集体化陪

刘健群写过赞美墨索里尼、凯末尔和希特勒的文章，这三人都是

在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舞台上起家掌权的。但在中国能否引进

他们的成功之道这个问题上，他推漆说: ff, 我们必须坚持民族立

场……中国仍然是中国。”＠但是与此相关的其他人则比较明确地号

召公开仿效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正如一位编辑所写的，“法西斯主义

是国家濒于崩溃时唯一的自救工具。……中国不得不仿效意大利和

德国……的法西斯精神HC·@

在一些较著名作者的议论中，蓝衣事业的代言人用伪历史观来

解释实行独裁的必要性。在蓝衣社刊物（前途）上，有位作者说，民主

是资本主义早期自由市场的政治反映。自由市场的那种竞争，最终

要为卡特尔化和垄断所代替予这就使议会制那种混乱的政治竞争无

法控制社会。最后会出现一个希特勒，将“民主斩草除根＂，并集中国

家政治权力，以便与集中化的经济结构相一致。作者尽管无法就当

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产生独裁问题作出论断鲁但却声称中

国的病症如经济、政治、文化的混乱，恰似一个国家的民主处千痛苦

的最后阶段。因此，这就需要独裁。”这是一个新时代，独裁是这个时

代……进步的手段n ·O@

蓝衣社运动因强调军事服从和军事行动而使该社成员鄙视中国

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认为它们不适合于“新时代"o@) 这种鄙视也表

现在希望机械地照搬欧洲独裁主义”经验”方面。在蓝衣社的某个刊

物上，有位作者写道，历史既不是由伟大运动，也不是由伟大人物创

造的，，而是由既靠天才又靠手腕拥有权位的＂中心偶像“创造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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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统治中华帝国尹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任何奇品大德”，而是因

为他成了大众所崇拜的偶像。这一经验:,现已被中国置之脑后，而慧

大利和德国却正在运用。作者间道: ,g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中，

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墨索里尼的）才千?' •; • : ·…他们崇拜的不是他本

人，而是他的形象，他的精神。”希特勒、斯大林和凯末尔，皆属这种情

况。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创造一个新的中心偶像，是国家统一和强盛

的前提。该作者还直言：“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

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 '!'' 181) ;_ 

与蓝衣社有联系的刊物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社会主义

德国是与他们“法西斯主义复兴＂的信仰相一致的。《社会新闻》在

1 ·93 ,3 年初介绍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亨把他们说成是德国的救星、经济

的恢复者、德国人民的导师和纪律的训练者、国民精神的宣传员。总

而言之，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变弱国为强国所必需 ff' ,00 如果这

意味着要压迫犹太人和终止个人自由，I那也只能这样了。该杂志社

驻柏林记者以赞美的口气说：“如果任何言论或行动有害于国家……

政府则将进行干涉，迫使那些人回头踏上德国政府和全民所规定的

统一方向。"D

1938 年 4 月，1 (前途》月刊报道了希特勒为应付国际政治经济压

迫夺取政权的消息，并预言他的成功是全欧法西斯化的前兆。（前

途）在后几期中还翻译了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德国工人阶级状况

转好的报道。接下来且该杂志几乎用好几期来报道欧洲法西斯主义

进展情况。

在外交政策方面， ，《前途）的编辑们则认为希特勒是个能使其他

国家政策按他个人意志转动的“怪杰兀他太伟大了，因为他熟练地运

用外交政策，巩固了国内形势，恢复了德国人民的自豪感度另一篇社

论说，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一个“英雄”，他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制服了形形色色的小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统洽善别人而不为

他人所控制。”念

蓝衣社成员反复引用德国的例证来支持他们在中国进行激进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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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论点。（前途＞的编辑刘炳蔡写道，德国的成功可供中国效法，尽

管两国的客观情况不同。念（前途＞的另一位作者孙伯睿说鲁德国的范

例清楚地说明了独裁、中央计划和经济复活三者的相互关系。＠另外，

孙氏还说，德国国社党党纲已掌握了”组织革命群众＂的技巧，这类技
巧可以有效地运用千中国。夔还有—些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

政策，为复兴的人民指出了一个有希望的必要方向。憩最后，对反民主

的蓝衣社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

个人需要服从国家需要的国家，不然，德国人民何以投票支持一个强

有力的独裁政府呢?'@

在中国的军事教育领域内，从实际目的出发，德国和法西斯主义

的有利形象便成为所设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方面，只能部分

地归因千中央军校中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教导，因为顾问们大部分待

在技术领域里，即使在 19 ,3.3 年以后过这些顾问当中也只有很少几个国

家社会主义者。尽管有些课程确实由国家社会主义者任教，如林德

曼将军教授过《政治基础），但政治教育基本上是由中国人担任的。＠

最重要的是蓝衣社的活动范围。 一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

就是蓝衣社活动的中心机构，它控制着各个军事教育分部瞥负责挑选

各地的教官和干事。该机构不接受 CC 派控制的国民党组织部所下

达的指令，反而服从复兴社指挥口复兴社是蓝衣社的另一称号。＠贺

衷寒将军一一“蓝衣社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G-一就任中央政

治训练处处长，从而保证了蓝衣社对军事教育和出版物的控制，而蓝

衣社另一重要人物康泽的“别动队”，其职责中有一项是负责在军队

中进行宣传工作良

南京中央军校的刊物《黄埔月刊）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介绍其

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在“政治体系”方面，讨论的问题

有: '"' 民主与独裁＂ ＇，， ？独裁及其领袖Jt ,; , I~ 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思想ft ti ,.,., 法

西斯主义的政治机构!!1:1! ,, "墨索里尼的独裁政府,,_ :, '"希特勒统治下的

. 

. 

德国独裁”及“独裁政府与中国”。酌上述问题观点十分明确。有位
作者说，通过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家就能迅速地”摆脱苦境”，实现军

事化和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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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航空学校的期刊也提供了同样的宣传内容；除了向读者展

示纳粹党如何”战胜阶级冲突＂的详情细节，还常常报道德国编写的 呵

国际事件，例如 19,36 年挺进莱茵兰。·fl>

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军事院校关心的焦点，这些院校的刊物都集

中报道 301 年代德国军队建设方面数量增加及质量提高的详细情况。

不过也未忽略政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 ......;.,._个国家，只有具备了不容置

疑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才能有效地”操纵“经济为国防服务，并确保

其所需的牺牲精神。＠

,cc 系

若论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倾心仰慕之情，其他任何政府团体均

无法与蓝衣社和黄埔系并驾齐驱鲁而这两个派系又是那样渴望从根

本上解决中国间题，其急切之情也是其他派系所未有的。这两个派

系之存在，以及它们努力想向党的各种机构的渗透，就是对 1CC 系或

改组派的一种威胁。正如田弘茂所指出的，后者是用比较保守的方

式”使国民党成为蒋介石掌握权力的有效工具的H• 0e)1

cc, 系不允许蓝衣社独家崇拜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前顾问纳粹
分子赫尔曼嘈， 柯瑞伯以驻上海总领事的身份向柏林报告了在中国

“法西斯思想的扩散＂。在 19,34 年秋的报告中，他集中谈了邓文仪领

导的蓝衣社前沿组织中国文化学会与上淹有 CC 系背景的政府官员

吴醒亚 、潘公展和吴开先等领导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之间互相倾轧

的情况旦这两个协会几乎在各大城市都有分会，加上蓝衣社的另一

个前沿组织中国文化协会，互相之间为争夺地盘和吸收会员展开了

剧烈的斗争，并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可是 CC 系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的幕后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陈立夫自己。＠

和蓝衣社一样，陈立夫所关心的是秩序和控制问题。他派出—

个党的代表团去欧洲调查法西斯党的组织情况，并编辑发表代表团

对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执政党的研究报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组

织、领导原则和吸取青年成员的方法评价很高度在波多野乾一所鉴

定的 CC 系最初 20 名成员中噜还有几个是公开的“新德国“崇拜者，，朱

家晔便是其中之一。他在 1927 年向蒋介石推荐过德国顾问， l. '913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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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另一个是程天放，曾任驻德大使，号召

中国“追随德国榜样＂叟但是，与蓝衣社不同导 1CC 系最赞美的或许是

德国国家主义的“民族”特色。 ．，所谓德国的榜样，若归堋千大众的和

日耳曼的思想体系，那么就可以说复兴是植根千一国人民的文化传

统之中的。
. . 

, 

尽管 CC 系缺乏一个严格的思想体系准但公正地说，其重要成员

还是与陈立夫具有共同的信仰，即认为要使中国社会复兴完成得最

好，必须凭藉传统道德来做变革的工具。因为，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再

次以自己往昔的辉煌为荣，他们也许会克服阻碍进步的民族自卑感a

自信和对辉煌往昔的信念一一这是多数蓝衣社成员所蔑视的一一会

使中国具有心理力量去吸收西方最新最好的东西。陈氏的中国文化

建设协会的各个分会在与蓝衣社开展的竞争中 ，，也许想探讨如何把

学习新政治思想和技术与继承中国传统鞣合在一起。

邵元冲也是 CC 系最初的 :2'01 名成员之一帚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

他也持上述见解。邵氏反对西方民主和个人主义，强调“民族心理建

设”之必要亨并将此作为革新的先决条件。＠］他主办的（建国月刊），是

最早也是最强烈地赞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重建的。有位作者写

道，国外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勃兴，乃是“假民主”和共产主义因无法实

现人的内心需要而招致失败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显著特点是能够

聚集调动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共同精神去进行改革重建戛

从 1933 至 1936 年书《建国月刊）具体地讨论了德国复兴精神在国

社党政权下是怎样被转化成经济、政治独裁、政府机构改革和军备诸

方面的政策的。＠然而，值得吸取的可贵经验是，这种复兴是在一国的

历史环境内产生，是具有民族根源的。“第三帝国”这一称号，，就可追

溯到德国的中世纪。程石泉指出，有两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即帝国

主义式的和民族主义式的。日本属于第一类』德国属于第二类。第

二类的目标是恢复一个民族的意志、独立和力量，然后“精力充沛地

去重建国家,~,。此外，将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反民主的一面视为“反

动”，这是一个错误；相反它是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必要阶段书也就是
民族自由的阶段戛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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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系

该系重要成员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关系具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看法。该系成员越来越多地担任政府内的高级职位，有

些人还广泛参与了中德外交关系的事务。张嘉嗷作为铁道部部长m曹

与德奥托嘟沃尔夫公司协商签订了重要的铁路合同。翁文源作为

行政院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秘书长，完成了复杂的 1936 年易货贸

易协定，在这方面，，他得到蒋廷跋的支持口蒋氏在 1935 年 12. 月之

后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些事实证明，寻求与德合作的动机，不

是出千意识形态奢而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一般地说），或许是政

学系的主要特点。

该系成员所写的文章中鲁纳粹主义之所以得到好评，倒不完全是

因为法西斯主义天生优千别的思想体系，而更多地是因为它看上去

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黄郭是政学系一位学识渊博的领导人，他的

刊物（复兴月刊》集中介绍了别国的“复兴“经验。 19.33 年 1 月以后，

该月刊认为国社党政体使德国在复兴过程中又迈进了一步节是继续

而非中断。在《复兴月刊》的文章里，，纳粹主义被大大抬高，甚至说它

能减少失业，增加生产。到 1 19'3.4 年，该刊经常以赞许口吻详尽介绍第

三帝国处理失业、劳动管理、义务劳役、军事防空等等具体的政策。

在这些方面，德国被认为是值得中国学习的领先国家戛

除了偶尔押击个人主义外。《复兴月刊》小心谨慎，避免卷入政

治独裁的争论。但经济独裁噜则是另一码事。不少作者大谈学习“法

西斯经济控制”，学习计划经济策略的价值。＠国社党对待托拉斯和卡

特尔的政策一经透彻介绍，就可明显地看出霄德国经济计划所面临的

问题与中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强调这样一个基

本点，即政府控制经济增长确实有利于中国为实现工业化所做的＂准

备工作“，诸如机械化、商品标准化、使生产活动适合国家利益等等。

该刊还进一步指出，在这方面值得大力学习的国家，不是像苏联那样

实行”计划经济tt ., , 由政府全面控制生产的国家，而是实行不怎么过死

的＂控制”或“指导经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纳粹

，德国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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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改组派

把中国引向新的专制政体的观点在 30 年代所受到的欢迎程度，＇

可以从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态度来衡量。汪精卫自称是孙中山

“民主”遗产的继承人，1927 年他曾和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1931 年以

后豐他与蒋介石的合作很不顺利，作为行政院院长，只是名义上负责

南京政府，实权则掌提在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手里。

汪精卫自视为南京政府内的进步力量，公开攻击独裁运动。＠

1-9.316, 年，他在德国居留了很长时间，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明显成

果也给他留下了印象，他曾说: ,c一些先进国家巳增加了国家活力和

人民力量，不再害怕外国侵略了。”＠汪精卫集团里的一个主要评论员

汤良礼在 1.9 .3;7' 年写道，“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手段和政策，不管我

们抱有何种想法，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领袖已经得到各自

民族的热情支持。”尽管他们为完成德意两国人民政治前景的巨大改

变已经做出了许多＂愚蠢的、不明智的，甚至残忍的事情”，但是；汤良

礼仍清楚地看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几年内所做的要“比许多国家

在几十年内所做的还多＂。汤良礼强调说帚他不是在鼓吹中国法西斯

主义不过，在中国，如有必要，强迫推行压倒一切的“国家纪律”还是

需要的。QB1

汤良礼在他的（民众论坛）上开辟专栏刊登拥护纳粹的评论，其

着重点有别千其他杂志的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

这一观点与汪精卫所拥护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改组派们时常关注的

社会和经济变革论比较一致戛余绍备（音）写道: ""'在中国，我们听到

太多的有关纳粹的飞民族的 ［＇和其他沙文主义的活动，却很少听说他

们正在做的｀社会主义＇工作。，“余氏印象颇深的是德国工厂里改善工

作条件的报道，例如通过娱乐增长精力的假期、雇用者和被雇用者的

良好关系、公用事业服务团、青年的“社会主义”活动等。言外之意，是

说国社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相类似。＠《民

众论坛》的另一位作者提出，“社会一体化”是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中

心目标，这个中心目标是寻求怎样把“工人群众……与国家社会主义

的国家融为一体废除……现代资本主义的罪恶因素n· ofJJ-位德国作

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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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话被引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中国领导人“要做的工作，与希特勒

（在德国）己做而取得成就的工作，相差无几气那就是让“自私的“个

人利益服从千“社会福利,.,, ,c@ 

中国人限星的镶匡种旅主义 『 ·

前面所谈到的各个派系管都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中发现了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对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一间题各方持有不

同意见。由千存在众多不同的原因，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赞羡德国

致力千国际自主和国内政治团结，并指导全国发展军事和经济。但

在另一方面对纳粹所谓的“优秀种族”则不敢苟同 。

马克斯· 鲍尔在192'8 年致鲁登道夫的信中说，中国没有犹太人，

因此“丝毫不理解（我们的）种族间题H c,fl如果确实如此书那不是因为

中国人对“种族问题“根本不关心。事实上亨大多数崇拜国家社会主

义的人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几乎都没有异议。许多人发现，纳粹所关

心的是种族的健康与有活力，这对千国家的复兴肯定有利曹势在必

行，从“中国人种的未来”来说警他们赞成纳粹的国家改革纲领。可以

肯定地说，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民族”与“种族”之区别；

了解得并不全面，前者被认为是一种输入的政治概念瞥而后者则被视

为团结人民大众的主要根源。两者与中文的“民族”一词混淆在一起

了国为中文“民族”，其含义既可是前者，又可是后者。＠不管怎样，中
国人中没有几个反对德国的纳粹民族主义政策，许多人甚至公开号

召仿效德国对“种族”的关注。
. ` 

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用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居留柏林的

中国学生认为中他们亲眼所见的反犹太主义似乎比外国的报道要温

和一些夏（外交评论）在 1.9 .35 年发表了＜纽伦堡法＞的文本，却无任何

评论。享有声誉的（国闻周报＞仅把此法看做国社党纲领的目的和经

济策划者的目的之间的矛盾骨而经济策划者则被视为与此法对立戛

中国的确有些人持反对意见，，那是因为希特勒把中国人和其他

“弱小“民族混为一谈。但这种反对多半限于驻柏林的中国外交使

团。《我的奋斗）中有一段特别冒犯了侨居德国的中国人。希特勒写

道，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够加入德国生活，这是错误的，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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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是说他们不配享受此种荣誉。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就此段文

字提出抗议时鲁德方对他郑重宣告，希特勒从来不想伤害中国人的感
情，而且答应再版时删去此段。,@

另一个争端是纳粹把异族通婚等同千气种族背叛"。 19•3",S 年 9

月异族通婚被第三帝国认定是一种要加以惩罚的罪行，此时中国代

办谭伯羽要求德国权威方面予以解释。尽管德国外交部声称这不是

意在对“远东具有古老文化的种族，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但将来的

德中婚配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需要官方同意，得到普鲁士司法部特

殊的豁免许可。@ .30 年代歧视事件不断发生。 1936 年月中国人被禁

止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圣诞节皇不管怎样，对中国外交人员来说，关

于德国种族歧视的争端是个次要问题，而种族歧视问题从来不像在

日德关系中引起争端那样变成中德关系中的争端，在外交圈子之

外，这方面甚至算不了什么问题。

不少中国人所共同关心的是纳粹关千一个统一而充满活力的种

族的间题。在军事千部学院里，军官们听过“种族对政治之影响＂的

报告。＠蒋介石本人就把统一国家的困难归咎于“种族情况之糟＂，

在蓝衣社刊物（前途）看来，为保护汉族，中国有必要多学纳粹优生

学，因为只有保存和完善汉族（区别千少数民族），才能抗击其他国家

的文化、军事和经济的侵略，

蓝衣社的半月刊（社会新闻＞力图以赞赏态度去描述国社党德国

反犹太主义的情况。据该刊驻柏林记者说，德国反犹太主义仅是德

国人民正当感情的流露。毕竟，“德国的银行、报纸及其他商务事业

几乎全被犹太人控制住了 '" 0 lJ l931S 年，《前途》上的一篇文章，号召中

国直接仿效纳粹的种族排外政策：“我们必须认识到种族的崇高和优

越的地位，恢复其古老的荣耀，排斥破坏种族的畸形变种……像在德

国那样，打击犹太人和非日耳曼人。H,IJ;

在学术界，对纳粹的种族政策，可以找到相似的理解。蒋廷跋

（也是政学系）公开表示接受纳粹对千除犹太人以外的种族政策的解

释，并对德国自称尊重中国人感到满意息有时候井中国学者也谈到中

国需要“种族统一”。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地教授和中央政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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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的张其购在 19.3i,5 年写道，需要作地缘政治学的种族分析，来汉化

中国的少数民族：＂必须尽快完成中国种族统一任务曹特别是考虑到

这样的事实：那些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边境地区，他们所占的共和国领

土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11'9

总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中国人像国际社会那样反对纳粹

的种族政策和种族学说。相反，他们按照自己的（不见得是刻毒的）

文化主义和种族偏见以及民族复兴的愿望去解释德国的种族主义。

独截运动

1934 年秋美千独裁法西斯主义和仿效纳粹德国的争论具有直

接的重要政治意义。一场政治大合唱运动兴起了鲁目的是要在预定

千 1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授予蒋介石以独裁权

力。早些时候，蓝农社和其他组织曾经呼吁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新

形式，现在又增加了其他众多呼声。东北“少帅“张学良千 19,31 1 年被 千

日本人将其部队赶出家乡后， 1 19,3,3 年出洋考察德意两国，归来宣称，

独裁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嘈而堪当此任者非蒋莫属。为将此

想法付诸行动，他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国家社会党＂（国社党）度国民

党元老张继竭力拥护蒋介石为＂中国的希特勒,,o@ 早在 1'91 .3,,4 年 3 月，

2.10 个省市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

这本是孙中山的头衔，他过世后一直无人担任此职。有时也用以翻

译德语的 F'Uhre,r(元首）' oQli

中国国内明显涌出的支持法西斯式独裁的潮流，在外国人的评

论中也有所反映。一名德国新闻记者指出，I "'国民政府和德国国家社

会主义政府之间的活动”书一来一往，互相对应，，不断增加。＠美国人编

辗的《中国每周评论》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日本的军事情报发现“中国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竞

争”，并对此感到“不安.. o,(i 

然而这公开的独裁运动却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也许主要是

因为这场运动被视为是一幅帷幕费人们担心黄埔系会在蒋介石的公

开独裁下取得新的显赫地位。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西南政务委员会

大有反叛之势；因为他们实际上的自治受到了独裁的威胁。然而，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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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外，甚至在南京政府内部也极少有人支持此项运动。其他主

要派系，没有哪个愿意公开支持这种独裁政权管他们的政治交易是，

一 以本身的政治影响去换独裁的原则，而对于独裁的具体实质，他们并

未达成一致意见。结果鲁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推迟一年召开。独

裁式的统一运动宣告结束，说明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蒋介石认t

了这一局势，千 1 ·934 年 11 月 2: '7 日做出特别安排，接受一名日本记者

的访问＇．，说:"中国的情况与德国、土耳其、意大利不同噜 啊所以不需要

独裁。"(i, 1. 
• • .. ' 

胡汉民对“中圈法西斯主义”的批评

独裁运动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对所谓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有条

理的批判。诚然帚西南军事长官们也反对独裁，却不能用思想体系来

解释。他们最关心的是地区自主权问题（陈济棠本人就迷恋纳粹主

义，如前所述，他有自己的一大批德国顾问）。另一方面，胡汉民本人

虽与西南政务委员会有联系 ，，但他仍然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位主要的

反对派理论家，千是他对实行法西斯式独裁发起严厉的批判。

胡汉民不是民主派。他一贯反对颁布临时宪法，认为有必要实

行扩大的一党统治。 1928 年他去欧洲考察，公开表示赞慕凯末尔的

土耳其叟但他个人对蒋介石独裁主张表示貌视，使他和他的支持者

们在其主办的＜三民主义月刊）上系统地阐述了反法西斯主义的理

论。此举不仅仅是基于反蒋，而且是出于他自己对德国法西斯主义

的理解。

胡汉民及其追随者， ，（三民主义月刊》的撰稿人，为达到自己的目

的，借用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原理。他们的论点由刘

芦隐教授阐述得非常明确皇刘氏是同盟会老会员、国民党员，获约

翰·霍普金斯和哈佛学位，, 1928 年曾随胡汉民赴欧洲考察。在同独

裁拥护者进行论战的高潮时期，他写过一篇＜从三民主义立场批评法

西斯主义》的文章O他承认法西斯主义显然是时代发展的趋向，但他

问道这是进步的吗？不。它的盛行，并非因为本身具有种种优点，而

是因为资本主义议会制政府遭到失败书因为“假民主”给社会带来了

种种弊端。再者节它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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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

刘氏将欧洲法西斯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进

行了一番比较。他说书法西斯主义是用民族主义伪装的军国主义豐希

特勒利用民族主义的言辞为扩张主义的独裁作辩护。法西斯主义也

明显地反对“民权”；没有一条法律保护德国人民。至于“民生HI 尽管

纳粹经济政策可能在表面上增进了社会福利噙但在实际上它是为大

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人们只要把 1933 年以前希特勒的“社会主义,,,, . 

辞令和他现在与德国工业界的良好关系做一番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德国法西斯主义不单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比以往更强大并给国

家“套上锁链的“资本主义。

刘氏总结说，在中国，法西斯主义只能是没有资本主义基础的军

国主义一一换句话说亨乃是军阀主义的还魂。再说管欧洲的法西斯主

义虽有可能暂时激起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但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读

做蒋介石的领导）只能是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从而使民族精神丧失

殆尽。

《三民主义月刊）上连珠炮似的文章都支持这一批判，并宣告说，

想把法西斯主义移植到中国来，实属“荒谬＂。胡汉民来了个修辞性

的发问：谁会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元首”呢？当然不是蒋介石嘈他已

经演坏这个角色了。＠徐天一写道，蒋介石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 这

是说，他心向往之上而力不逮鱼最有力的是许大川的批判，他把刘芦

隐的论点推进了一步上问道，”中国法西斯主义”是否“真正代表这场

运动”？然后批判矛头直指蓝衣社帚他说他们不同于欧洲的法西斯运

动，没有群众支持的基础，宁可说他们是一个“没有经济、社会或历史

基础的独裁的军阀集团飞因此无扩展指望，也无前途口他们只是向

欧洲借来口号做空洞的宣传，他们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皇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褒实性

许大川的批判构成了坚实的根据，可以提出这样的间题：在中国

历史环境里“法西斯主义”确切地说意味着什么？在一方面，对许多

当代的辩护者和批评者以及某些以后的历史学家来说，法西斯主义

看上去是一个一般概念鲁是一种具有多民族表现形式和某种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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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普遍现象。在另一方面， 3;Q, 年代被称作“法西斯”的往往是表面

上与德国或意大利正在发生的情况简单相似的东西。如前所述，中

国的各种团体和个人对国家社会主义镶国普遍持肯定看法，但他们

的理解却截然不同。诚然项很少有人自视为是~"法西斯主义者" ,, 即使

有些人自视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也不—定就真的成了法西斯主义

分子。

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许多法西斯主义理论，但中国的法西斯主

义崇拜者很难从中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论。 1·9133 年共产国际对法西斯

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守它是“金融资本最反动和最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的公开的恐怖独裁气这当然不合适，关千此议题的最新的各种定义

也不合适。勋不可能想象一种普通的理想主义方法会广阔得既包含

“文化危机”一—弗里茨雨施特恩 ( ·F·rit:z. S,t,c,rn) 、乔治匿莫斯 { 1George.

M,oss,e: )和克勒门斯· 冯叠克莱姆派瑞尔( :Klem.ens · vo,n :Kl1em P 1e:rer) 

等人把“文化危机”看做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前兆，同时又包含 20 世

纪中国在政治和道德信仰方面的危机。与德国情况最相似的中国情

况可能是c.c 系企图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迷恋引入民族文化的渠

道，就像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做的和（建国月刊）上所写的那样。不

过这种努力部分是对抗蓝衣社的一种反应，因为蓝衣社不想承认而

且不想恢复早期的文化遗产。按照（前途）月刊的说法，这种对历史

和传统的态度将会招致“某种毁灭“皇

试图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也难以适合中国的

国情。极权主义学派的思想显然不能运用于中国，因为它首先是现

代技术发展的产物，它把全面控制的体系看做是在结构上进行的法

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戛比较起来更可萱疑的是“中国法西

斯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间题。

诚然丑E中国普遍推行“法西斯？，思想，不能解释为是丧失社会

地位者的一次群众运动。在德国，丧失社会地位者是指那些在工业

化进程中遭受损失的中产阶级人士皇寻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的人

很难说是中国前现代化的生产者，倒不如说是中国的知识界、军界

和政界的精英。再进一步说令不管“法西斯主义”还意味着别的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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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对中国人并不像恩斯特喻诺尔特 ( 'E:rnst ·Nolt1e) 所说的亨意味

~ 着“对人类庸俗化进程，I匣，心和国际一体化的反叛＂叟恰恰相反，对

于具有同情心的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阶

梯。其第一原则，如（前途＞一位撰稿人所云嚼“是组织强大的民族和

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a (i稳健的政学系成员 ，争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所

重视的精确地说，是它的现世的成功鲁即有计划地把经济与国家目

标结成一体。

这些看法与本章开初引述的观点近似，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可以

是通向现代国家的途径。亨利豪 A., 特纳 ( ·H,en,ry A ,"" Tur·n.ie,r)就曾试

图把法西斯主义纳入现代化理论。特纳认为，近代历史的根本力一

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而迅速的改革进程去取代传统社会 ，，不论
在哪里，情况基本相似，包括工业化、现世主义文化和理性化”漫但特

纳总结说，，至少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乌托邦的反现代主义气把现

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看做可以复兴前现代社会的工具。＠只有把特纳的

看法倒过来，如同伦佐蠼德遍1 弗利斯(Renzode Felii1ce)或特别像 A~- 詹

姆斯咖， 格雷戈(J .a.m1e.s G·rego1r)那样把法西斯主义看做通向发展中国

家特别重视的现代化的一个步骤时壹人们才能开始谈论”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 0 豢

格雷戈概括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把它与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

格雷戈不仅根据意大利语原义把法西斯主义看做“在行动和动机方

面是一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运动”亭而且把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概括为

一种“适用于部分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性的独裁“皇格雷戈认为

遵循“法西斯主义信条”是民族运动多样化的表现。他承认了民族运

动的差异性，但民族运动是否与他所称的＂典型法西斯主义”有相似

之处，他则持不同意见，他对“典型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是：它的“目

的在于建立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秩序

• 伦佐呻德 ，售弗利斯说，法西斯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那些处于落后状态…嘈…
经济政治畸形面临着变革的国家里n· o 他还说这；体现了正在出现、并非走下坡路
的中产阶级的愿望。德孽』 弗利斯书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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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所有的人、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生产门类将集合起来奔向一

个目标，即在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领导下的集权主义国家的民

族及其发展的 1可理想目标,, p皇

把上述主张运用于 30 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 ，如

吉尔伯特噜阿拉迪斯(Giilb,e·rt .Al:lard·yce)所指出和格雷戈所承认的，

如果对法西斯主义下那样的定义，那么，带有反现代化偏见的纳粹

主义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像佛朗哥的西班牙那样不同的政权就可

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了。＠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法西斯

主义，这一事实会给 3>0 年代的中国带来极大的震动。第二，格雷戈

的定义认为要具有群众动员和群众参加的要求，这在国民党的法

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当中是十分缺乏的。就法西斯主义崇拜者汴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各种不同感性认识而言，他们大多数唯一能

够同意的一般化标准是一种有用的控制方法，即对全民的控制

（蓝衣社所主张的），对党组织和民族文化的控制（陈立未所主张

的）和对经济的控制（政学系所主张的）。可他们对于应该控制什

么和如何实行控制却未能达成一致。如果说法西斯主义似乎允

许控制层次的多样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崇拜者们一般都把已有的

法西斯主义政权视为自己的典范，而并不把法西斯主义运动看做

典范。如此曹他们只着眼于现存的“权力集中飞的政治制度耋而对

在这种制度之前就有的并帮助它获取权力的官通常又是无政府的
那种社会革命的力量却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蒋介石在纳粹即将

夺取政权之前的确对纳粹主义很有兴趣，他对此运动感到兴趣的

是它的可以称为政权式的性质，它的”组织”，它的＂纪律”以及它

对“异己分子”所采取的“严厉措施“。迷恋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人，l

：愿意致力

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在夺取政权前的年代里所显示出来的特征，

在他们号召仿效法西斯主义时鲁常常出现矛盾对立贯但他们对话
的对象确系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骨而不是人民大众。他们通过

出版、争论，而蓝衣社则不时通过高压手段，来寻求表达各自的观
点。他们不想唤起低级阶层。如果说蒋介石企阳通过 1 191 31 4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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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新生活运动（下面将要讨论）来建立群众支持的基础鲁那将是

一项预先做好精心安排并加以控制的运动。

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会同意情如果法西斯主义

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的话警那么曹它就包含着这一点，即对以前不曾

参加过政治活动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动。但是，在法西斯问题

上很少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中国人却在下面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即他

们无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这一中心内容。就连最称得上公开信奉法

西斯主义”楷模＂的蓝衣社，最多也只是在“思想轨迹”上与欧洲法西

斯主义接轨戛蓝衣社的活动受到本身组织秘密性的限制，即使在国

民党内部也绝难取得优势。

如此看来警＂中国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各部分的总和。中国的各

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崇拜者，意见分歧，互相对抗，对定义的解释各

不相同，因此没有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致观点可以调和他们的

纷争。

在中国，并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ff .,, 而只有一种与中德密切关

系的出现相符合的风尚。法西斯主义和胡汉民的反法西斯主义一

样，都是根据国内的政治安排所做出的定义，或如前所说，是根据对

当代德国现象时常产生的模糊概念而得出的定义。
一平

. 

蒋介石，德国和新生活运动

如果正式独裁是蒋介石 1934 年的目标，那么，他的企图遭到了失

败。 1938 年他接受了总裁的头衔，表面上看，可能是抗日战争的需要

产生的推动力量。蒋介石从未放弃“领导原则”或个人使命的信条。

在战争期间簪他对埃德加檐斯诺说：“不管我走到哪里围哪里就会有政

府官有内阁鲁有抵抗中心。战争的结局并不决定于几座城市的失守会

而是决定千领袖如何指挥人民抵抗" .c,1@ 但他永远不会变成希特勒式

的领袖。

如果说他当年建立蓝衣社是希望形成一种“法西斯主义运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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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中国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二次打错了算盘。这个组织的秘密性

导致其他政治派别怀疑和夸大了它的活动。其最为人知的那些活

动，例如戴笠特工部的恐怖活动证明，这支部队不是促进团结 ，售而是

加速分裂。举例来说，广州的统治者陈济棠发动反抗，于 1933 年逮捕

了 7' ,4 名蓝衣社嫌疑分子，并处决了 9 名。＠

很有可能，在蓝衣社成立两年后发起新生活运动之时，在叫嚷独

裁甚嚣尘上之际，蒋介石本人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尽管新生活运

动可以视为企图给予蓝衣社所缺乏的组织群众的基础一一最初，蓝

衣社确实是站在新生活运动的最前线的，但这也几乎可视为企图超

越一个政治派系去扩大民族复兴的运动。

1934 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成立“新

生活运动促进会”。简而言之，发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结合孔孟之道

和现代军事伦理学，通过宣传礼义廉耻儒家之道和“全国人民生活军

事化”来慢慢地向全国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度蒋

介石说这种结合是古代齐楚两国的治国之道，也是“当今德意两国

力量的主要根源”。蒋氏把德中两国的经验作了一番对照比较。和

中国一样，德国也曾丧失军事地位，承受不平等条约和巨额赔款。但

它又不同于中国，它迅速地恢复了自己的地位，正在逐步废除那些不

平等条约。原因何在？蒋介石断言，在千“精神”。一个外国能够强

盛，而中国却仍衰弱，这是因为前者有一种“适当的生活方式”，特别

是把一种特有的精神灌输给它的人民＠的缘故。

蒋介石希望恢复中国人民的精神，通过实行中国传统的道德价

值来铸造温顺服从而又“军事化”的公民，这在任何人看来，似乎有些

道理。蓝衣社推崇新生活运动，是因为这项运动强调社会“军事化”。

如果说不能指望他们在强调传统道德方面达成共识鲁即使把儒教的

礼义廉耻加以淡化也不能。那么仅这一要素也能与陈立夫及其 C1C

系的观点相协调。甚至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基督教的其他部分都被引

入这个运动，以示其兼收并蓄，包罗广泛，尽管不可避免地产生混乱。

191-34 年期间，蓝衣社和 CC 系的两个不同的“文化协会”也都被更大范

围的新生活运动所吸收了。新生活运动看似矛盾纷呈，但其目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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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就是要把蒋介石送到一个既包括党政军三界而又超越其上

的国民运动的领导高位上去。＠

就新生活运动的内涵来说，究竟是受外国，特别是德国影响的

呢，还是基本上遵循中国传统的思想要求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争

论不休的问题。在 30 年代，，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纳粹德国是新生活

运动的幕后影响者度 193-4 年德国总领事柯瑞伯电告柏林，说这项运

动的“理想”，是“本质上的……法西斯主义,., 0,18 甚至中国驻欧洲的外

交官豪， 一开始也不能肯定“新生活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夏在另一方

面有几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则宁愿选择运用具有本土特质的说

法，例如，在蒋介石所使用的孔教口号里有 19 世纪中期同治中兴的回

响，或者说这个运动在诸如三民主义青年团那里可能有具体的外国

先例可循，但就整体而言却是独特的中国式的卫因为运动的理想是要

回归到传统哲学良

但也可以这样说灌蓝衣社对待新生活运动的军国主义立场和陈

立夫强调复兴必须植根千中国传统的观点，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在

当时的观察家们和以后的分析家们看来要比在蒋介石本人眼里表现

得更为明显。就蒋氏而言，吸收外国思想和组织形式与根本依靠“中

国“道德来建设一个新国家，两者并非不相容。他致力千新生活运

动，是以这样两个坚定信念为基础的，其一是道德原则（及其规定）能

够把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其二是这一真理巳在像德国那样的外国得

到最好的实现。

要想更好地评估蒋介石理解和运用中外思想，努力从中国人民

之中锻造出一个民族的复杂做法，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首先要了

解一百年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对他的影响；其次要分析他对德国经验

的看法；最后要研究他是怎样把不可比较的各种要素鞣入新生活运

. . - . —- - -~ 

响中国驻德国全权公使在否定新生活运动与国家杜会主义完全类似的同时，也
强调蒋介石的目标与国社党领导人的目标之间的相似性，（刘崇杰访问记》， 1934 年
3 月 l.7 日无标题新闻剪报，科隆德意志经济研究院收藏。中国驻荷兰大使金问泗承
认了新生活运动与希特勒主义类似的这一看法”广为人知,.. ,, 但他却使用外交辞令回 、

避此问题 ，。金问泗书第 188.一1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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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现代中国发展的思想

蒋介石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里贯彻一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气

质，其特点是主观的，道德力量被视为优越千客观的物质力量。可以

肯定地说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他的新生活运动被某些人

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皇

蒋介石和太平军起义后恢复礼教的政治家们一样相信道德榜样

的改革力量。 1924, 年当他第一次研究同治中兴(1862一187,4)的历史

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平军领袖们的才能之“卓越”并“不低于“中

兴时期的政府官员，然而后者却在道德方面更胜一筹，结果就能”改

变公众的道德，恢复国家的元气”皇蒋介石的观点与曾国藩 (18.11一

18172' ) 的观点尤为一致。曾氏也许是同治年间最杰出的官员。他们两

人都相信杰出人物。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说，少数道德完善的人

可以通过榜样的力量改革社会习俗。这种思想运用千军事方面，就

有了这样一旬中兴名言: ;H夫为战者，在于人，而不在于器也。”＠在蒋

介石方面虽有差异，但他对曾氏理学仍奉行不悖。在这种理学里，传

统的礼被认为是得体行为的内在实质和外在表现的一种整体概念，

因此成为道德哲学的中心。正如李文逊(J.o,s ,e.:ph Leve·n:s1on)所说：“无

礼亨就内在观之则无道无德，即无形而上学的真理或正直；就外在观

之则无政治无统治。 it' 1@

曾国藩强调以德对物心这种观点为 20 世纪早期的文化巨人梁启

超(1873一1929)所响应，并予以现代化。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充斥千梁

氏在 19102 年所写的《新民说》一文之中。梁氏说，国家的力量有赖于

人民的力量，而人民的力量就是人民的道德力量。蒋介石不同千曾

国藩，，，而颇似后起的梁启超，他发现中国人在道德上有缺陷，与“私＂

德相比咂“公“德尤显不足口要恢复中国的力量才有赖于发展“精神思

想”，这其中包括自律而服务千群体，如今是服务千国家。＠

与此相反孙中山并未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精神方法，但他也不

能被视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口他所持的是广泛的折中主义的态度 ，，自

由地吸取东西两方思想响在这方面不同千曾国藩的儒教之大成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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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展纲领就变得最为乐观，也许最为浪漫了。孙氏主要是借用

西方社会的例证来阐述他的三民主义，但他也主张在将来会需要那

些一度曾使中国伟大的孔教道德。“我们应该保留我们过去有用的

东西，只抛弃不好的东西,,, 0, 1@对孙氏而言，一个国家的崛起，固然需要

军事手段，但要保持强大，只能靠实行完好的道德原则。＠

从 192 -5 年末到 1926 年，蒋介石在戴季陶的影响下研究过孙文思

想。戴氏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19.25)使蒋介石坚信孙中山是一

个精神主义者。＠蒋氏在他本人的著作中认为孙中山所说的＂简而言

之 ＇，凡非物质者均可视之为精神”这句话的意思是，诸如衣食住等物

质的东西既有赖千、又应该用来为更高级的“精神”领域服务，

蒋介石和梁启超都认为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巳经退化了。蒋氏和

梁启超、曾国藩一样术相信“精神的“解决办法。如果说蒋介石在强调

孙中山的“精神主义”方面向孙学习是有所选择的话，那么，在自愿将

西方思想和经验的成分融入本人的意识观念这一方面，蒋氏则更是

孙中山的信徒。

蒋介石和镶国：体与用 . . 

不论在蒋氏的个人生活还是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蒋介石都是把

东西方结为一体。他与一个西化的基督教徒结合壹并不认为淡化了

自己的原则，而且相信基督教义正体现了“那些与振兴中国息息相关

的原则” ，应蒋介石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文化主义者，基督教义对他

之所以重要，仅是因为它证实了孔教各种真理，二者并行不悖。他对

德国的看法亦复如此。

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得势，蒋介石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与

蓝衣社的理解不同。蓝衣社在开展其最简单的运动中呼唤谧＂中国

的希特勒＂，他们最残酷的政策则是由“中国的希姆莱＂戴笠一手执行

的。蒋介石的确赞慕纳粹所具有的对内控制和引导人民力量与对外

再张国威的能力。但他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中却看到了德国“国

民精神”的复活。 20· 年代末期，马克斯亭鲍尔曾向蒋介石解释说，魏

玛民主的危机僭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危机。在此危机中，国民文化之根

遭到了自私的唯物主义的摧残，蒋介石能够君出，这种危机可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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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通过重新强调民族传统和习俗的办法来克服，比如在意大利，墨

索里尼有意识地宣扬罗马帝国；而第三帝国，其称号本身就同中世纪

的过去有联系。＠蒋氏还能看到，复活国民精神能够表现在物质方面，

例如在德国就表现在军事方面。

蒋介石在青年时期就崇拜和研究过德国军事理论，曾经有七年

时间接受过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而且对普鲁士保守派和国家社会

主义派评价甚高。对蒋介石来说，最小的公分母便是国民精神，是在

魏玛时期受到“压制”的那种精神。纳粹之所以受到崇拜，固然是因

为它能够激发某种（已经存在的）精神，但它的最真实源泉仍然是德

国的军队 11在蒋介石看来，］这种精神最明显地表现在对他最具有影响

力的德国顾间冯蠡塞克特身上，即传统的普鲁士一，德意志价值形

式之中。

塞克特说，“军队是国家力量的核心”，蒋介石也同样接受这样的

前提，即国家是缔造在传统和国民价值之上的。塞克特在特别为蒋

氏翻译的他自己的著作中说，这种传统”不是死的东西骨而是活生生

的 。 它日日新……而且创新,.:., '。 国家并非“冷冰冰的概念＂，而是有血

有肉的东西，它所需要的是一种个人从属千整体并为祖国尽责的信

念夏－个优秀的军官团不但体现这种概念，而且要在保卫国家中使

之发扬光大 。 从广义上说』塞克特赞成另一个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

关于中国军队之作用的定义，，，即“人民的教员"e· Q) . 

相信人和“人的精神“优千物质，质量胜于数量，这是塞克特军事

理论的核心注t从十万德国军队中找出许多例证。他认为或必须建立

一支精锐的攻击部队，不但在道德上而且在技术上（因规模不大可以

做到）都要胜于对手，这对中国和德国都应如此。这支部队，是“依靠

而非消耗“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涵的夏蒋介石以双重态度接受塞克

特的观点，一方面同意建立一支核心的精锐部队，另一方面在新生活

运动中又否认单靠军事力量就足以维持统治戛他企团把建立这种新

力量的价值观用以教育人民大众，从而使举国上下“军事化”。

“古板的“普鲁士人塞克特及其继任者法肯豪森的私人影响，使

得蒋介石对德国的国民性做出肯定的评价，这一点在本章的开头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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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及了。蒋氏对其子蒋纬国的教育就是德国的军事教育（他甚至

甘冒可能陷千政治上尴尬处境的风险，让其穿着德国军服陪伴首批

入侵奥地利的德军，还参加德国对苏台德高地的占领）度他告诫儿子

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坚实的而非虚设的国家'' ., 这一点是与新生活运

动的重要主题一致的。蒋介石写道，新生活之“新,,., ,, 并不意味着现代

“风格”。相反噜“简单”和“朴素”是最有价值的内容戛

因此，蒋介石对 .so 年代“新德国”的崇拜决不局限千德国的法西

斯主义曹他对普鲁士军事伦理学的崇拜实际上更加强烈。在他心目

中，这种伦理学与他自己所珍视的中国传统完全一致。他的中国传

统并不是 19 世纪二分法的、可能通过西方技术之“用”来保存不变而

神圣的中国之“体”。相反沮蒋氏企图使中国之“体”与当代相适应，并

用以挽救中国。他在致力千统一国家和发扬国民精神的过程中例发

现德国之“体”中有许多方面很合他的冒口。这些方面，再加上传统

的中国思想，就可用来改造已经变质、缺乏纪律秩序和效率的中国精

神了。

李文逊写道，在 30 年代，不再有人坚信世界上有一种“实体”可以

因为它是所谓的“正道”而必须加以保护，然而中国的“体”需要保护，

因为它是中国的体，是“国粹＂。虽然李文逊认为蒋介石抓住“中国精

神”不放，是要在引进西方的阶段中维待一部分平衡，＠如果我们把它

看做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国家和人民的束缚以便通向新“体”的一种手

段，则更加正确。如果这种“体”警如蒋氏所说，一度存在千中国古代的

齐国和楚国，而当今又发现于德国的话，那么，能够把外国经验和中

国历史融成新的混合体的过程，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了。

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是怎样使这些要素互相结合的呢？蒋氏

在发起这一运动时说过，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1'!!1 I。要完

成此项任务，就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蒋氏说，这样

做，并不意味着军队本身专司此责：“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日，军队

只能担负部分责任＂，而大部分责任则应由公民来担负。

德国的“卓越榜样”在蒋介石的思想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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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论述对“德国复兴＂的看法。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

已完全听任敌人摆布，在重整军备问题上，不得敌方许可则”不能迈

进一步”。其实际军事力量削减得“几乎等千零,,,。但是员尽管没有武

器，在不到 15 年的时期内，德国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现在可以与

最强的国家分庭抗礼了。这其中有什么经验？比较而言国德国的军

队、人口和土地远远不如中国，何以德国能够成功而中国却遭到失

败？因为德国人民意在必胜。＂人民要求军事平等，于是就获得了军

事平等。人民要求取消战争债务，于是就取消了战争债务" ,。其他四

家也许会加以猛烈谴责，但最终只好默然同意一个民族的统一意志。

如果中国人民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和德性”不如德

国人民。

蒋介石深入分析德国成功的经验，并将其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

结合，以后者界定前者。尽管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外国人正在做

的＂一切”却与“礼义廉耻＂协调一致。它是古老的道德，又是从人民的

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做起的，可是蒋却使之产生现代的更为

直接的关联，引导人民”按照现代公民的义务行事豐激发爱国忠种之

清气成为救国要方。”这便是德国有能力要求平等而别国无力拒绝

的经验总结,,.., 0 4i) 
俨

接着是“军事化.,,, ., 动员并组织训练整个社会去追求国家的目标。

在蒋看来，这样做并不有悖于礼义廉耻，相反的正是体现了它的实

践。实践四德可以先从个人不在公共场所吐痰做起，但最终却会培

养出“勇气和速度，忍受疼痛的耐性呥承担艰苦工作的能力忒尤其是养

成统一行动的习惯，准备为国牺牲＂。蒋氏说，“真正的军事化，是植根
于礼义廉耻的。,,,._

这种看法，蒋介石在其以后的演说和文章中，除了加以发展，从

未有所改变。 1934 年 3 月，他问道：“土耳其意大利及德国一直把它

们的革命引向胜利骨而我们的革命现在反而好像走向失败过这怎么可

能呢？”他说，区别就在千一国人民知礼而另一国人民不知礼。德国

和意大利显然是知礼之邦：“在他们的全体公民中，没有哪个不尊重

和不遵守社会秩序，没有哪个不严格按照集体的法规办事。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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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降服了国内敌人，而且使所有的外国人见此情势不得不敬

而畏之。.. ffl1 . 

曾国藩道德思想基础的“礼”，就这样变成了蒋介石改革动力的

中心要素，现在一经普舍士化，可以说就意味着要遵法守纪。它在此

时的着眼点，指的是现代化国家。蒋介石在大约十年后的（中国之命

运＞中写道：：“如果人民不能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则国将不立，，民将

不存飞只有引导人民像”究全合格的……现代公民“那样行动，才能

使国家“新生"'C1,t)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彻底的失败了。它动员中国人成为“新

公民”的努力未获成功，哪怕仅就从来没有去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这一

点而言也是如此。对儒家道德规范和普鲁士式纪律的双重强调，决

不能促使人民大众自愿地参加运动。＂动员”的真意就是“组织训练”。

运动因缺乏一个人民大众的发动机而失去了动力嘈“动员”也就逐渐

变成仅限于遵守一小套公众卫生的规则了口在新生活运动两周年

时，蒋介石抱怨说，就连这—小套规则也无人遵守了。＠

这种融合中西的运动并非蒋氏的独创。他是个知道自己的力量

和局限性的人。他取得个人成功的方法是＂谨小慎微的自制”和行动

的能力 !II 4t他正企图把这种特性传之全民。他自知不是一个精深的理

论家。正如他在《中国之命运＞里所说的“我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建设

的主张是坚定不移的，但在任何理论和组织方面，我却没有确定的观

点 if, 0·1- r 

然而，他一旦冒险涉足理论，就寻求把不同现象的特定方面结合

成一个图表式的标语口号化的整体。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概念非常明

晰简单，足以画入小学生的图册，，但又非常宽广，足以概括使其产生

的各种根源。

南京的十年是史无前例的引进外国事物一一既有原原本本的又

有象征性的事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曹蒋介石与其说是他后期自

称的严格传统主义者耆不如说更像卓越的他山之石的借用者。在他

的思想和个人生活以及管理作风上，他总是从东西两方选择他所需

要的东西。他身上所留存的最强烈的儒家传统成分橹便是相信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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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乃社会之基础。但是心5一点似乎在国外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在国外，个人道德是由独裁主义的国家来引导和控制的。蒋介石的

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根于他对外国情形的洞察。

有许多中国人通过部分地参照外国民族发展模式来寻求一条使

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蒋介石仅是其中之一。在德国成为中

国最亲密朋友并处千重建民族自尊之际，各种（时常是矛盾的）德国

模式都被视为特别适合于中国国情。蒋介石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有

所选择地引进德国经验，接受那些似乎与他们的信仰和政治形势相

吻合的东西。但是，他们有所选择的借鉴，往往基千他们对之缺乏全

面了解的所谓“楷模气而这些东西同时也是在外国独特的历史、政治

及社会诸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在赞赏德国民族性格的明显力量、有

效的独裁统治以及人民的顺从的同时，常常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即这

些方面的引进，并不像输入武器和工业设备那样简单。值得赞赏的

是，蒋介石即使在向外国寻求指导时佛也认识到这些方面最终必须产

生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嗅所以他要发起新生活运动。即使如此，他的政

府在引进设备方面却远比引进外国伙伴的思想要成功得多，这一点.. 

现在可以香得一清二楚了。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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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制度在美苏关系中的作用“，同上，第 179一1 18•4 页；欧内斯特嘈贝克爵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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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克里斯托弗嘈1 拉什(C屈s·top'her· Laich.) :: , 《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与俄国人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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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建国月刊）第 9 卷第 3 期(1933 年 9 月）。也见张群力（音）。

＠袁道丰~(德法两大民族之复兴经过》，《建国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3 年 lO 月）。

贮



桃李书斋

:210 德国与中华民国

＠周还，第 2:2 页；卓敏（音） ,, 第 10a 页。

＠周还 ．，第 26 页。

© 蒋介石在《统一与救亡）第 5 页中，将批评归咎千“广东和广西的军事负责人飞

＠拙民，第 11018一111 页。

＠蒋介石，《统一与救亡》，第 5一6 页。

＠拙民书第 1018 -· 109 页。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610一61 页；田弘茂，第 ·59 页。

＠杨杰，第 5514一:555 页。

＠颜惠庆，第 91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ri..3趴第 39 页，（旅行报告》i(i9128 年 l 月 17' 日）c

＠罗仲言（音）；（日）小岛精一良赵如珩译《德国战时产业统制组织》申 ，（复兴月刊》

第 3 卷，第 10 期(1935 年 6 月），第 1 页；不同的意见可参见尹以理；《战时之经济统

制），（国闻周报》第 1'1 卷，第 34 期 (1934 年 8 月 27 日），第 1一9 页。卡尔· 黑尔费

里希1(Karl, HeJfferich)的《世界大战）一书中有关经济动员的一段也由王光祈翻译出

版，书名为《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上海，1 1.93 .2 年）。

＠协议原文在《外交文牍）中发现。

111) 圣辅，第 10 、 15 页。

＠参见袁文章（音） : (德国的经济恐慌及其社会的结果》，《北京半月刊》第 4

卷，第 14 期 (1930 年 7 月）；（德国失业人数繁多》，《工商半月刊》第 2 卷，第 6 期

( '19180 年 3 月）；谷滨泉: (德国之现状》霄．《黄埔月刊》第 1 卷，，第 5 期(19.310 年）。

＠黄郭：（发刊词）＇ ，第 3 页；孙几伊，第 135一13:-7 页。

O 孙几伊，第 ]31? 页。对德国战后复兴的积极反应可参见《德国的复兴》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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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保罗看， 兴克勒尔H' (Paui H'ink.l1er,. 纳粹党国会领袖）1 (1913Z 年 8 月 3 日）。

＠同上， "E1'1 鲍尔致戈林"(193.2 年 121 月 19 日）。

0 同上，第 185 页；"·E,. 鲍尔致梁颖文" ·(19134 年 8 月 2t0 日）。还可参见第 2214

页 b ,, ,, 梁致鲍尔,. (1934 年 9 月 11 日）；第 16-3. 页枷“梁致鲍尔 t'I: (1933 年 l2 月 19 日）；

第 171 页书＂鲍尔致梁"' (:1-934 年 3 月 15 日）；第 11'"5 页，＂鲍尔致梁 H (193,4 年 4 月 13

日）；： 第 177 页，“梁致鲍尔 !lli!!(t934 年 4 月 17 日）；第 179 页子＂鲍尔致梁'f.J (Ji934 年 4 月

21 日）。

＠蒋介石： 【《庐山训练集）第 1 册，第 5 页。

＠引自“社论.,'《民众论坛）(: P,oople" :s, T,ri,b,un1e)第 12 卷，第 5 期 (l93f,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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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一般性的叙述。陈少校则就其内幕作了最好的论述。

＠见易劳逸: (1930 年代的国民党），载费侠莉;, 《变革的限度》 ＇，第 ]9·91 页；田弘

茂，第 41一52 页。

＠包华德，第 2 册噜第 ]9] 页；田弘茂，第 ·61一68 页。一般地说有关所有的派

系集团可参见《民国人物传）序言。 . 

＠刘健群: '《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载千（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书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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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一112: 页。

＠田弘茂，第 57一59 页；易劳逸 it 《流产的革命》曹第 6,4—77 页句

＠田弘茂，第 61 页口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47一52 页。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 8 、 10 页。

＠（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 ，《社会新闻》第 4 卷 {1933 年 8 月 24 日），第 27 ,4

页；也可参阅易劳逸： ［《流产的革命） ,,, 第 ,41 页。

＠伊仁 ，f (民主与独裁），（前途）第1 卷第8 期(1 !9331 年 8 月），第 1一4 页。

＠梁园东：《中国民族之特点》一文是较好的例证。

＠（组织与领袖）唱］《社会新闻）第 3 卷，第 16 期 (191.33 年 5 月 18 日），第 :z.,2一

2,43 页。

＠许思邦：（德国之法西斯蒂》，第 2:35—236 页。

＠许思邦：（德国政闻》，第 36 :2一3,9.3 页；也可参阅（社会新闻）第 3 卷，第 24 期

(1933 年 6 月 12 日）续篇，第 378一3.791 页。

＠张慕霖译：（德国劳动状态与工业生产的景气》，（前途）第 l 卷，第 10 期

(1931 3 年 1.0 月）；关千法西斯主义的译文可见该刊第 1 卷，第 11 、 1.2 期 (1933 年 ll

月， 12 月）；俊：《希特勒外交宣言与欧洲政局），（前途）第 3 卷，第 6 期 (193 !5 年 6

月）c
一
，

命（德国国民之特殊性质》，（前途）第 3 卷第 6 期 (1935 年 6 月）。

＠刘炳黎: (民族复兴的意义》 ＇，（前途》第 1 卷，第 6 期 (1933 年 6 月），第 4 页；

（民族图存的基本条件），（前途）第 1 卷，第 8 期(1 193 :3, 年 8 月）。

＠孙伯害：（统制政策》骨（前途》第 1 卷第 11 期 (19.38 年 ll 月），第 3 页。

密孙伯睿：《今日的中国革命》 'ii (前途）第 1 卷，第 11 期 (1933 年 11 月）嘈第

2 页。

＠陈普，第 62 页；卫聚贤，第 11一1.8 页。

@1 陈普启 ，《民族复兴与中国政治》。

＠林德曼第 161 页。

＠＠陈少校，第 41 页；,a 页C11

＠易劳逸: (流产的革命），第 ,41 页口

＠《黄埔月刊预定编辑》，，《黄埔月刊》第 4 卷，第 5 期 (191 35'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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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星野; (法西斯蒂意大利之新武力），《黄埔月刊》第 4 卷，第 5 期(1913 .5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16 页。

＠志青：《国社党“国民革命”之正体》谦《空军）第82 期 (1934 年 6 月 17 日），第

13 页；（法西斯蒂的考察）唱《空军）第 l:83, 期(1936 年 7 月 28, 日）；沈民九：（德国第二

次炸弹宣言与欧洲之新局势），，（空军》第 17'6 期(1.9.36, 年4 月 161 日），第 39一40 页 。

＠泗清~(德国重整军备及其经济情势》，《黄埔刊月》第 3 卷，第 6 期 (193:5 年 6

月 15 日）；雷锡龄：（中国战时工业统制论》，（黄埔月刊）第 3 卷，第 5 期(191.85 年 7 月

15 日） i德恒：《统制经济与中国》尊《空军》第 108- 期(191,34 年 12 月 ao 日）。

＠田弘茂，第 sz 页；也见杜勉鲁第 596一,59,7 页仓

＠外交部政治档案(11) 鲁“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 (19,34, 年 9 月 :2. ,4, 日）；“陶

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H· (193,·4 年 10 月 4 日）；“贝伦斯（比hrens, ) (上海）致北京”

(1935 年 1 月 ,3· 1 日 ）。

＠陈少校 ，『第 42'·一43 页，第 4.,5一,4,61 页；外交部政治档案室(ll) 啃＂柯瑞伯（上海）

致德外交部1"' (1934 年 9 月 24 日）。

＠张冲等: (意、德、土访问录》，陈立夫辑(1935 年喟南京），第 2 册。

＠波多野乾一，第 461.一46:2 页；参阅田弘茂，第 200 页；程天放的陈述可在（北

平纪事》(19,35. 年 7 月 5 日）中发现。

＠参见邵元冲；同前，］（个人主义与思想改造），］《建国月刊）第 8 卷，第 5 期 (1933

年 5 月）] 'Cl, 

＠程石泉 ； 《论法西斯蒂的起缘及其前途》，《建国月刊）第 7 卷，第 5 期{] :9 ,32: 年

liQ 月） 。

＠寿昌: (德国复兴运动下的经济实况》，《建国月刊》第 ll 卷，第 6 期 (19,34 年

l2 月）；蒋绍炎：《德意志的政党与独裁制度的由来），（建国月刊）第 9 卷，第 6 期

('19.33 年 12 月）；缪钟彝 ，：（德国之经济政策），（建国月刊）第 14 卷，第 3 期(19:36 年 3

月）；祝世康 : (德国之公务员保险》，（建国月刊），第 11 卷，第 5 期 (193:f 年 11 月）；胡

少米: (最近德国的军备概况）酌《建国月刊）第 ]51 卷，第 5 期(19·,36 年 ·11 月）。

＠程石泉。

＠郑独步: (德国劳动统治的现实），＇，《复兴月刊》第 4 卷，第 11. 期 (1936 年 7

月） ：；吴文英:. (希特勒之救治失业政策》，（复兴月刊）第 4 卷，第 11 期(1936 年 7 月）；

怀雅:. (德国的劳动服役制度》唱《复兴月刊》第 5 卷曹第 9 期 (l.937 年 5 月）；叶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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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统治下之企业制度》I •·'《复兴月刊》第 4 卷，第 10 期 (l9S5 年 10 月）， ．（德国政

府指导下的民间防空》谓《复兴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 ( -1 '9134\ 年 8 月）；张素民。

＠胡善恒：（个人主义思想之嬉变与没落）骨《复兴月刊）第 2 卷，第 8 期(1934 年

4 月）。
, 

＠例如，郑独步 i (法西斯统制经济的认识》，（复兴月刊》第 2 卷，第 7 期 (19,34

年 3 月）。

＠叶乐群：（希特勒统治下之企业制度》 ：；荫南：， 《统治经济在中国》净《复兴月刊》

第 2 卷书第 5 期(1934 年 1 月）；郑独步；（苏俄计划经济的批判》］ ，（复兴月刊》第 2 卷，．

第 6 期 (1 19.34 年 2 月）；张素民 :: (19.33 年英美之统制经济运动》曾《复兴月刊）第 2 卷，

第 5 期 ( 193,,4 年 1 月）；同前，（统治经济与计划经济》，（复兴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

(1 '98,3 年 8 月）。

＠参见汪 19•.3 ,4 年 11 月 27 日通电原文，裴胡适 ；：《我们需要或想要独裁吗？》 ·t 第

89 页。

＠汪精卫：《在主要工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鲁第 206 页。

＠汤良礼:: 《今日之国际问题》，第 23一24 页。

＠参见汪精卫』博伊尔，第 26 页。

. 

• 

＠余绍备（音）声（中国能向德国学什么？）（民众论坛）第 lS 卷，第 4 期 (1936 年

11 月 )61 日），第 241一246 页。

QB (中德文化关系），《民众论坛）第 13 卷，第 6 期 ,( -l93·6 年 6 月 16 日），第

3176 页。

flt(德国对中国发展的称赞），《民众论坛）第 15 卷，第 4 期 (1936; 年 ll 月 l5

. 

日），第 :22,91一230 页。

＠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逾 38 ., 第 2 197 页，］ ＂鲍尔致鲁登道夫" (Ludend01rff) 

( 'l 91 28 年 7 月 18 日） J 0. -

@《辞淹》将“民族”解释为＂在种族、生命、语言、宗教和风俗方面有密切联系的

人们飞《辞海》第一册，第 1620 页。当将之翻译成6'i nation."时，意思便有些模糊不

清，因为 ·".na tio·n"一词在英语中，有时是''Cou,nt可＂（国家）的同义词。

＠采访黄佑。黄佑曾是柏林警官学校的学员。

＠奉生 :. (德国国社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纪》，《外交评论）第 5 卷，第 4 期

(']935 年 11 月），第 179一)8,3 页；《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37 期(19,35.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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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政治档案室(t) 1,."l9.3S 年 1.:2 月 2.0 日备忘录飞这段话可在希特勒

（我的奋斗）（柏林 ,1933 年）第 2 册，第 429 页中发现。

＠福克斯（德国的远东政策》鲁第 87一88 页。 . · 

＠外交部玫治档案室 (2:2),, u普罗茨 (K. P:ro:tze·), 致德外交部.. (19a6 年 lrO 月

19 日）。

＠福克斯 i (德国的远东政策），第 92: 页。

＠＠林德曼导第 161 1 页；第 2:6 ,4 页。

＠卫聚贤。

＠许思邦: (德国政闻》，第 36:2 页。

＠陈普，第 162 页。

＠（东亚评论》第 JS 卷(1935 年 3 月 1 日）情第 13.7 页。

＠张其购：《民族的危机》，第 169 页。

＠吴天威，第 5 页 ：；高金宣（音）；（中国需要独裁者吗？》，《民众论坛》第 8 卷，第

1 期 (1935, 年 1 月 1 日），第 12一). 16 页；外交部政治档案(11) ,," 贝伦斯（上梅）致北京”

(19351 年 1 月 31 日）；“普勒森(Pl.es.sen') ,(北京）致德外交部" 1(1936 年 1 月九日）。不

可以将 1935 年 1 月遣散的张学良的小党误作为张嘉森（君劭）大的国家社会党。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第 113 页1l72 页。例如ii.Fuhrer"一词的翻译参见

（希忒拉国策演词全文》＇，《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31 期 (1 '9•3;5 年 8 月 12 日）。然而

"'Fu h·rer';, 一词更通常地被译作“元首”。

＠（佚名）“汉堡通信H ,;(中德文化关系》.,.(民众论坛》第 13 卷，第 6 期 (1936 年 6

月 16 日）、第 3 ·7· 7 页凸

＠（密勒氏评论报》(Ch切a w, 必l:, R·evi« 心）第 68 卷痹第 10 期 (l9,3,4: 年 5 月 5

日），第 387 页。

＠（日中战争）；，《现代史资料）．（东京 ,t964 年）第 8 册，第 :aa,s一387 页。

＠引自胡适: ·(我们需要或想要独裁吗？》，第 89 页。关于该运动的失败也可参

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175一17'6

＠包华德，第 2 册，第 164—1 165 页。关千胡汉民的恩想见小肯尼迪书。

＠珀勒伯格，第 145 页。

＠刘芦隐，第 15一20 页。 . 

＠引自钱实甫：（法西拓蒂给中国的是什么？》售《三民主义月刊》第 4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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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_g;.4 年 11 月 15 日）第 4,9 页。参阅胡汉民，第 18一2:2 页。

＠徐天一；（不伦不类的中国独裁政治），《三民主义月刊）第 4 卷，第 5 期(1934

年 ll 月 15 日），第 83一34 页。也可参见“西烛＂；《法西斯蒂主义辨伪）］ ，同上，第

50一7 :2. 页。“森元＂（音） J: 《意大利法西斯蒂与中国》噜 ［同上，第 '7.S.一84 页 ；刘大白：：

《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经济之现状》，《三民主义月刊）第4 卷，第 3 期 (: 193,4\. 年 9 月 15

日），第 916一103 页。

＠许大川，第 21,.28~29 页。

＠约翰， 董卡迈特 (John M1, Canimet.t) :: (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 1920一

Ji93S) 售《科学与社会） (Se1ience an,d 沁ciety) 第 31 期(lf67 年春），第 15.S 页。

＠施特恩:: 《文化玫治的绝望》；莫斯(, 1G,入心sse)1 (德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第三

帝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纽约售Jg1&4 年）；克莱姆派端尔：《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梁园

东书。

＠弗里德里希(C~J ..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 .. , K. .. Brezins.ki) t 《极权主义专政

与独裁政府》（麻省剑桥， 119·65 年，第 2版）一书或许是最好的实例句］ 也可参阅汉纳耐

阿伦特(H:a:nna'h &end;t) : 《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 l9.51 年）。但是最先提出这一

看法的是汉斯 1 科恩 (ff.ans 'Kohn) ,. 他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专政：比较研

究》；（现代世界的专政）(D虹ai·or·ship i.n. th~Mod8m 1"'.url.'1d), I 明尼亚波利斯， 1 19135,

年。关千文学方面的评论可参见西德尔和迈克尔书。

(IQD 参见绍尔：（国家社会主义） i第 413 页；参见诺尔特( .Nolte) ·1: 《法西斯主义

三面观》。

＠陈秋云曹第 1 页。

＠＠特纳 t1 第 548 页；第 555 、 557 页。

＠格雷戈：（法西斯主义与现代化），第 3邸一3.34 页。

＠格雷戈：《法西斯主义者在激进政治方面的主张），第 398 页。

＠阿拉迪斯，第375 页。

＠易劳逸:, 《流产的革命》，第 80一81 页。关于同其他受到公认的“法西斯主义

运动”对照起来看，参见阮疆林兹(Juan. J" Linz)·: (用社会历史学的观点对法西斯主

义比较研究的注解》，和阿列斯苔尔蟾亨内西 1(AHs也ir· Hennesa.y): (拉美之法西斯主

义和民粹主义》 ＇，均见奈奎尔书。

＠埃德加曲斯诺：（为亚洲而战）（纽约，1941 年），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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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劳逸: (流产的革命》，笫 78 页口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第 ：1.3一231 页。 一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复制本藏外交部政治档案室(13'),柯瑞伯（上

海）致德外交部(1'93,.5 年 1 月 2,3 日）；同前，（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第 :20 页。

＠上海总领事柯喘伯密切注视着“文化协会”间的斗争这些井已被带入了新生

活运动：外交部政治档案(11) ,,. '"柯瑞伯（上淹）致德外交部''' (1934 年 9 月 24 日） ;. ·!Ill贝

伦斯（上海）致德外交部"(193,5 年 1 月 ,31 日）。据陈少校说，蒋介石最终命令蓝衣社

文化协会解散盲解除了邓文仪的职务。陈少校，第 4:5一561 页。

＠哈里蠡佩克斯顿暮 ，霍华德(Harry· P.a ·zm• .:Howard.): 《希特勒在中国的失败）

(Hitle,r·'s F«iJu:,-e i·n Clii·na.) 渭《中国季刊）第 3 卷，第 3 期() ·913;18 年夏） ＇，第 299 页。

＠外交部政治档案(11) .• ,,u. 柯瑞伯（上海）致德外交部"' (193,4 年 9 月 2:4 日）。

＠同刘崇杰会谈，无题剪报(19.34 年 3 月 17 日），藏千德国经济研究所，科隆。

也见金间泗，第 '188一189 页。 , 
, 

＠赖特（芮玛丽）：《从革命到复辟》；寒缪尔摩朱，策 15 页。芮玛丽和雅各比

(At. Jaco1by)(来自中国的惊雷）(Th血der Out ,of Chi血）（纽约， 19,416 年）均认为三民

主义青年团有“法西斯飞色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亦然：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

Bl. 243( 引自德累切斯勒尔，第 -40一41 页）。青年团是体现蒋介石想通过训诫、教育

和控制的方法来革除国家的陈规陋习（下文讨论）的综合看法的极好例证。

＠德利克 ，鲁第 945 页。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 8 册，第 3.7a·一40b停引自陆培涌

. 
i 『

《思想追求），第 215 页。

＠芮玛丽：（同治中兴）' , 第 68一1691 页，第 30S 页；林毓生:· 《梁济自杀事件：道

德保守主义之歧例》嘈载费侠莉《变革的限度》，，第 161 页。

＠李文逊，第 1 册，第 56 页＄参见黑尔穆特噜威廉(Helimut: Wilb.elm) ·:: 《曾国藩

思想的背景）廖《亚洲研究》(Asiat is.ch.e St.utlien)1 第 3—4 卷(19'49 年），第 195一97 页。

＠参阅汪一驹，第 2:14 页；张濂：： 《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鲁 19001一

) 9107) t麻省剑桥,1'971年，第 214,一219 页，第 30i'l 页 i李文逊;: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

思想）（麻省剑桥 ，， l9S,3 年），第 8,8 页。
. ,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 1 卷，第 612一63. 页；第 62 页，参见汪一驹，第

3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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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一书第 34一:ss 页引用的铁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蒋 ．

介石转述这个故事的各种途径包括在陆培涌《思想追求），第 222一223 页。

＠陆培涌 t (思想追求》，第 2 .24 页。

＠引自董显光：（蒋介石：军事家和政治家》（上渴， l937年），第 595 页。陆培

涌认为蒋显然是要将基督教“用的于中国的“体”上:· 《思想追求》，第 251—232' 页 ，0

＠联邦档案馆 ： 鲍尔遗件，no•. 4,1., 第 ]0·9 页， 1.928 年 1 月备忘录。

＠在这一点上，鲍尔告诉蒋要研究“墨索里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理解了他

的……完全颓废了的人民飞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no.41,第 1.l4 页。

＠塞克特,. ,(德国国防军》 ＇，第 63一64 页，第 67 页。

＠林德曼，第 81 页。

＠塞克特：《军人的思想），第 8.5—86 页，第 90一100 页；同前，（德国国防军），

第 3,0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 塞克特遗件喟 rol124, , no. 205,. (关于蒋介石元帅之备忘

录）＇ ，第 1 页。

＠塞克特与新生活运动有着更直接联系的可能性同一个叫做齐梭(Robe·rt Chi 

·T·sun,)的人有关，他曾在波茨坦理科中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并成为塞克特的中国副

官。齐声称在 1.93,3 年秋向蒋呈交的计划几乎一字未改地成为蒋 1934 年 2 月的新生

活运动宣言。齐后来成为蒋的秘书以及翁文11在资源委员会的助手。尽管还没有

确切的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但也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声称该运动最初的思想来自杨

永泰或黄郭的断言（见欧阳纵（音）（中国内幕》第 17 页）。齐悛、齐褽访问录 (ti97'8 年

4 月 11 日）；关德懋访问录{ 191'7 年 12 月 '16 日）。关于齐的父亲齐如山，见包华德

《传记辞典）第 1 册诤第 2:99-·3011 页。

＠蒋纬国将军访问录，台北，J 197'8, 年 3 月 22 日。

＠蒋介石： 119,36, 年 1 月广播词，引自（民众论坛）第 12 卷，第 2 期 (1936i 年 1 月

16 日），第 105 页及以下几页 ：；同前，《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第 5,8 页。

＠李文逊 ： （儒教中国》第 2 册，第 116 页。也见劳伦斯辛施奈德(Laurene,e A .. 

Schneider) : (国粹与新的知识界》，载费侠莉：《变革的限度》，第 517一89 页。

＠蒋介石 i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第 15一17 页。

＠同上书，第 2:1 页；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第 34 页。

＠蒋介石：， 《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第 25 页。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 .201 页。阿里夫., 德利克注意到新生活运动关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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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的概念同荀子对鹹礼”的权力主义的阐述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强调通过外部的

严格规章来达到改进飞德利克曹第 966 页。

＠德利克，第 952 页。

, 

＠陆培涌：（早期的蒋介石》，第 4,4 页。 ．•_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第 .224 页。有关对蒋介石嘈好的“明确的、基本的解

释＂，可参见陆培涌上书第 4,4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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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德国有着比其他任何外国列强更密切的关系”，伦敦（泰

唔士报） (Tim邑s} 驻上海记者在 19351 年 11 月写道鲁“她的整个经

济一一商业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对这里的德国人来说是了如

指掌＂，心这段引述暗示着当时的一种看法：即塞克特 19,34 年对中国

的第二次访间开始了中德交往的重大变革。

裹 l it33一1937 年簪圃对华贾易 （包撰东北 )1 (百万马克）
.. 俨曰 ... - - - 俨- -

... 
-- 

__ __ · ·- - . 
I 

' 

年 份 出 口 进 口 ' 进出口总数
' , 

I 
'. 

193.:3 ?'5 , 41 116 
, 

1'9134 73 51 I 124 . . 
I ' 

I I 1'913.5 I 90,, 5 56,il! ,2 1416,.,? , I ., 
I 

I I 
1936 

, 
125.8 69., 8 1.95 I 

I 

, 
19137 168), !9 '93』 8 262,., '1 

, 
~" -一 千一

• 一一 一 一 - - -

责料来瀛：贝弗莉春考西（酝Yerley Ca·u叩y) 曹 (1918一】1941, 年德国对华政策）（哈佛大学博
士论文， ~942 年），第 231 页 ，Q, - -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德贸易有了显著的增长，而与此同时，这

两个国家同外国的贸易额均有所减少。从 192'9 年以来，德国的对外

贸易已经丧失了 .2/3 .. 中国的损失亦在一半以上。但当这两个国家在

1934 年以后同外国贸易处千低水准时簪它们相互间的贸易却戏剧性

地增长起来Cl!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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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价值却增长了 67% 。, l929 年，中国在德国欧洲以外的出口市场
中占第七位，德国对华出口价值仅仅是对它最主要的非欧洲贸易伙伴

美国的18%。到了 1937 军中国成了德国欧洲以外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从德国的进口总值是德国对美输出的 80½ 。O 在从中国进口方面噜

德国进口的中国物资比重不断上升，从 192'91 年占进口总额的s. ;t 2%上

升到 19133 年的 1. 9%, 后来又有了惊人的增长， 1936 年达到 15. 9½ 。

19316 年上半年，德国输入中国的产品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日本，在美

国之后居第二位，仅仅同美国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心 1936 年 4 月，在

中国的出口市场中，德国取代英国而位居第三应尽管中德之间易货贸

易的性质，加上德国在华没有治外法权，使它不能相应地增加霄默

(C.. :F . . R叩血）所说的“直接投资＂，这种投资使财产保留在外国控制和经

营管理之下，但是，德国在华投资总额（包括间接的商业性投资和中国

政府偿还的债款）还是从 1931 年的 87【OO 万美元上升到 191ST 年的 3 亿

美元，在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也从 2: ,. 7 %上升到 6藤 6S, % 1, 在外国

在华投资中的地位从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仅届英、日之后。。

巾：,国

有关中德之间某些特有商品的交换将在以后详加讨论。这里要特

别提到的是，尽管在 119·.~, 1 至 193,8 年间这些商品一般来说没有变化，但

其品种已有很大的侧重。例如，尽管德国对中国输出的制成品的优势

(1932 年占总值的 9,3Yo' )没有改变，但是相对千成套的机器设备和铁路

. 器材出口来说，，化学和金属制品的输出已经失去市场。然而，恰恰在贸

易的结构发生变化之时，对华化学品输出在某一绝对期内仍有增长。

1~31--:-1~37 年间，染料和颜料的出口仍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之上，但

却由于硝酸皱（用于炸药）的出口增加了 ,35 倍而相形见细。＠德国对

华军事输出的构成也有了变化 ，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

备，重炮、飞机，甚至连潜水艇也加入了中国军队的行列。

中国对德出口的产品依然是她所独有的未经加工的原料。在

1932 年以前，满洲的大豆和豆制品在对德出口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日

本占据了东北之后卫它们在中德贸易中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补

偿这一损失， 193 .4,一1937 年间中国芝麻、花生以及其他油料对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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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倍地增长，蛋类产品也是如此 ,0(%)然而，最引人注目地改变还是金属

矿方面的出口。表 2 所显示的是 1 ,9,gs 年合步楼(Hapro尸物物交换

协议中关千德国从中国进口金属矿的数量。在这些金属矿石中最主

要的是鸽（关千它的特殊地位将在后面详述），当然也包括少量的镜、
，锡和铜。

下面首先叙述中德贸易的实际结果，它使德国在中国的重工业

和军事发展方面取得了事实上的势力范围，即使其时间持续不长；然

后我们将分析它对南京政府发展方向及其成就的影响。要讨论的第

一个中心问题是始于塞克特第二次访华的德国工业攻势，它得到沙

赫特(Schac.hlt)外贸政策的激励，并试图使刺激贸易发展的非经济的、

文化的潜在因素得到充分发挥。接着，将考察在国家资源委员会的

三年计划（那是对国家工业基础的规划和建设）中的中德合作。然

后鲁再探讨德国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就外国对德国在

中国获取市场后的反响加以评估。最后，还要就中德合作对民族主

义的中国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和遗产进行讨论。 I 

泉 2 119:3·2一1937 年镶圈进口中圈金 矿的敷二
. . ~. . . “ ... I • r - . " 

,. 
配

... 

年份
从中国进口总额 I 从中国进口的金属矿 金属矿所占
（百万马克）

, 

（百万马克） 的百分比j , : 

- - 俨一 '. " . . - I I 
. ~ 

l 
~- ~ 

-· 气

19132 ! 54. 0 1 嘈 2 2:,, 2 , 
., 

I ' '} 91.33 41,.. O· I -3~l ？恤 6, I 

' 刁l

1934 5l. 0 61., 6- 12潭 9

1935 , 56可。 81 6- .- 15喻 3
• 

19'36 - "69,!I! 2 8屠 0 11嚷 5

193? , 93圈 8 21 帚 ，l 2:2 卓 5, 冒·

I - -
一－－

.. 
酝｀．．．， .. 

资料来撇 : 库尔特 ,iii, 布洛赫( 'Kurt Bloch), ·(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纽约鲁 19.891 年）重
第 .2'9 页。

兼， Haprro 为德文!M. H an.delsa还ellschift ftlr 加lu~:triell.e · Produkte"的缩写，意为工

业产品商贸公司，是垄断中德易货贸易的专营机构。一—译者

. 



桃李书斋

224. 德国与中华民国

. 
己 ，一

一国的工业攻势
. 

塞克特使命对全德工业联合会产生了较大作用，该组织当时相

当千纳粹政府管理德国工业的国家机构。该联合会的中国研究学会

主席淹因里希恤瑞茨曼 ( ·Heinrich R,e,tzm~nn)观察到了发生在中德贸

易中的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心在德国对苏联的出口从 193,2 年的

6,. 26亿马克（占出口总额的 110.~9 Yo' ) 下降到 1934 年的 O蠡 63 亿马克

(1 .. 5%)时，中国却一反常态地显示出其“世界上最繁荣的开放市场的

前景,., ,Q CD) 

塞克特每次访华之后市总是同德国工业集团中渴望得到在华投

资第一手信息的人密切联络。不断进行中的合步楼谈判答应考虑让

那些参与该项计划的行业得到优惠，因为所有的命令都将通过设在

柏林的合步楼总部直接发布。但是当两国正在完成国家条约的谈判

时鲁德国经济部促进、资助并为在华工业投资提供担保的新愿望却使

德国工业界有可能在 ~9·~,4 年初同南京直接做生意。

贸易的乎法

经济部长沙赫特通过多种渠道支持德国在华工业投资。最初的

做法是由国家对投资作直接的担保，随后又向几个出口公司发放津

贴。 193,4 年间也出现了进行易货贸易的两种类型：“补偿贸易”和

.. ASKI""• 马克。直到 1936 年合步楼统一协调之前这两种类型是中

德贸易的主要方式。

在“补偿贸易”中允许进口商将其商品低价销售给出口商；后者

则以外汇向进口商付账（进口商需要以外汇来支撑他的生意）。交易

允许出口商在中国低价销售其货物__;_常常大大低于市面价值。在

HAs,:K·1tt马克贸易中，德国进口商收到同其实际货物相比巳大大涨价

懈 .ASKI 是德文NA,udaender 10-nder·k,o:nto f·ar In缸血nhlu吨＂的缩写，意为国内
付款的外国特别账户。一一译者 ' 

咖



桃李书斋

策七章 樽汲与中国的现代化 ,19,3,5,一1931· 2.2:.s

的货款并将之存入授权银行的 ,iit,A.SKIH账户上，然后他将其 A.~Kl 马

克减价卖给德国出口商。这样，出口商就可以降低其产品价格，而同

时进口商在出口交易的过程中得到补偿。在中国的 A.SK.I 马克贸易

由中国银行管理，相应的德国机构是德累斯顿银行 (Dr·es,d,ner-·

:Bank)0.G 上海德商会在 19·35 年的—份报告中指出，＂补偿津贴”和

,., AS,KI"'"'马克贸易对于德国对华输出的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为了促

进易货贸易的发展，中国官员在这些办法之上又增加了自己的措施，

首先是议定偿付用千货物装载的信贷利息，其次也包括在易货交易

过程中给予较大比例的佣金应

德国各商行在研究这些办法的可行性方面并没有花费太多时

间，许多大企业的特派代表赶赴远东。 19,34 年下半年，据德国驻华公

使陶德曼报告：， 德国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 G. Fa.,rben) 的一位董事正

在中国旅行，达姆施达特尔银行(Da.rrnstad.te·r 压n.k) 前董事（亦是中

国研究学会会员）雅各比(Jaco,b:y)正在上淹就德国参与中国轻工业投

资一事展开调查研究。格利茨(Goer·litz)机器工厂前董事，过去在苏

联占有极大利益的莱茵兰工业家族成员蒂尔曼 (Tillma·nn)先生在致

函陶德曼时声称书”他在中国的计划同其先辈在俄国实行的计划完全

相同＂。最后，在钢铁、矿业造船和铁路各行业均具有实力的鲁尔工

业集团一一奥托·沃尔夫(Otto Wol:f'f}公司的代表已在上海开设了

分公司。奥托· 沃尔夫本人则期待很快”就能对大规模开展易货贸

易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考察。no

所有的德国商行现在都注视着中国 ．，沃尔夫公司最雄心勃勃，也

最成功。由于有帝国新的外贸政策的支持，沃尔夫率先在中国铁路

建设上注入资金，并且参与了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

的建设。． 他同中国当局所签订的协定条款开创了中国和西方经济合

作的现代新阶段。

云托·沃尔夫与蒲江一贵州铁蹄

孙中山最宏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中国修建 10 万英里的铁路。

到 1926 年时鲁中国铁路总里程只有 7 683 英里。 19,27一1935 年期间，

中国的铁路又增加了 2· 0 191·01 英里，不过近半数修筑在东北。在南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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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控制的地区，虽经铁道部、各省政府、中国银行共同努力以及来自

英国、比利时庚子赔款基金的资助，在 1934 年以前也仅铺设轨道 623

英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由张人杰的浙江省政府修筑的从杭

州到玉山 ·2,21 英里轻型铁路；后来，那条铁路也不得不重新铺设标准

规格的铁轨应 吓

进展缓慢的原因不是由千缺少计划而是缺乏资金。因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以及 192101 年英、法、美、日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使得大

的外国铁路贷款和抢夺铁路修筑权的时代宣告结束。银行团的目

的本来是要使外国在华投资系统化、规则化；但由于需要该组织所有

国家的一致同意，所以其实际结果是使中国从上述任何一国取得信

贷的来源均告断绝。在其存在的 1. ·7· 年间瘦该银行团或其成员国没有

主持或提供过一项对华贷款业务。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责任在千日

本人在政治上的不让步： 1934 年的《天羽声明）威胁说，如果“援华国

际合作搅乱了”“和平与秩序”，日本就将采取行动。＠铁路信贷前景特

别暗淡的重要原因还在千自 191201 年代中期以来，用千早期中国铁路

建设的许多外国贷款拖欠不还，中国一些铁路债券的价值已跌到仅

有其面值的 5, Yo 。＠

这种局面在 1934—19 .36 年间有了极大改变，中德签订了一系列

的协议来建设玉山一南昌、南昌一萍乡以及株洲一贵阳间的铁路，从

东部的浙江延伸到西南部的贵州，筑路里程达 :947 英里。易货贸易和

德帝国的担保噜使一个铁路系统得以在贷款条件下开始修建，这将满

足那个权力基础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权的军事需要；加快那个规划

中的“新经济中心”的工矿业发展；并运输原料供出口之用。与此同

时，这些协定促使其他列强对中国铁路重生兴趣鲁并最终导致新四国

银行团在 1 ,93 ·7 年宣告解散。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奥托· 沃尔夫公司

起了核心作用。

科隆的奥托 iii 沃尔夫公司 1 :9'0'4 年成立之初仅是一家从事金属加

，二的小商社，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积极从事国际钢铁贸易诤到

1920 年代便成为向海外供应加工工业设备的能手。＠该商行完全一

千精力充沛而体态肥壮的老奥托癫沃尔夫所拥有。 ， 这家公司是苏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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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工业计划的主要参与者' ,,特别是在 192 ·9 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霄

这项计划为该公司提供了最大的收入来源；从 1928 至 193,2 年间，奥

托 ，豪沃尔夫向苏联提供了价值 2 亿马克以上的工厂与铁路器材恩

沃尔夫对中国的兴趣始千 1'913l 年中国研究学会(China ...... Stuclien一

1Geeellsc:ha·ft. )成立之时在那次会议上』他最早提出要将在苏联获得

的经验应用于对华贸易。当 1933 年失去了苏联市场以及塞克特首次

访华后上这种兴趣更为急切。由千确信”中国将是他的下一个苏联:n' f1

沃尔夫于 1934 年初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并由中国研究学会的财政

专家保罗· 迈斯纳(Paul ·Me'is1sner)协助工作更

19,34 年 4 月 '26 日骨沃尔夫在上海的首席代理人保利蠡贝克

(Pauli Be1eclc)博士同以中国银行为首的中国银团、中国国民政府以及

浙江省政府签订了修筑玉山至南昌 181 英里铁路的协定。，这顶独特

的协定条款规定，，中国的银行共提供资本 80101 万元作为建设基金豐沃

尔夫则以相同的金额作信贷携提供铁路器材（包括钢轨、转辙器、筑桥

材料、工场设备以及全套机车车辆和补给品）和技术援助。与过去的

中外铁路合约所不同的是噜外国人并不参与铁路管理，只有财务监督

权。对德国公司也没有提供抵押品来作担保。中国银团打算担当起

贷方委托人的任务曹按照银行界的想法，它将发行价值 16,010 万元的

新铁路债券来作为现金贷款的抵押（债券以所有政府拥有的铁路盈

余和浙江省盐税做担保），并按德方的需求来偿还。德方信贷的本金

由铁路债券的利息和兑现来偿付，到那时，将用原材料一一尤其是鸽
和锡一一如期偿还。I> . . 

从财政方面来说，这项协定是建立在极不牢靠的铁路基本收益

以及国家与省政府按期偿付债券的基础之上的。对中国银行总裁张

嘉嗷来讲，中国方面对这一协定的态度』是认为合约体现了一种尝

试，如果该种尝试获得成功的话，必将促进铁路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并最终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吸引其他外国投资。＠对奥托暑沃

尔夫来说，这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气但由于帝国政府对其投资的 10½

予以担保瞥因而风险并不会太大。用张嘉激的话说，这项协定的真正

担保",,是建立在反对往日不平等、推进平等的经济合作的共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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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它开创了外国在华投资的历史新篇章H o·O 

铁路的修筑始千 19314 年 7 月。当 1936, 年 1 月该段铁路完工时惫

沃尔夫又同南京政府缔结了一项类似的协议（称做德华 1 0010 万元信

用贷款）来修筑南昌至萍乡的铁路。·O 由千该铁路分三段同时兴建，速

度较快，到 1937 年 9 月， 169 英里长的线路全部竣工。， 该铁路同原先

已有的萍乡至湖南株洲的铁路接轨后，就使浙、赣、湘三省铁路连成

一片，并同株洲的粤汉铁路相交叉，这样，，上述三省的货物便可直接

运往沿海港口。

19316, 年 4 月，沃尔夫又同克虏伯 { :Kru.p1p)公司、钢铁联合出口公

司 i(S1tahluni,on :E·xp101rt)i 合作，签订了第三个协议，向中国提供价值

31 0001 万元信贷资金购买器材，修筑 6123 英里长的湘黔（株洲一贵阳）

铁路，计划在三年内完成。与此同时鲁还同钢铁联合出口公司订立了

10·010 万元贷款，用千平汉铁路的维修与黄河铁桥的建设工程。＠

从 19134 至 1936 年的两年中，已达成的德国信用贷款总额共达

6·4 37S ,436元（包括克虏伯公司提供的用千购置机车的 6 375· 53,6 元），

可折合 57 3161 0010 马克（按 1 '9135 年的汇率）。这些建设计划有的已经

完成，有的尚在进行之中。尽管由于德国榜样的刺激，当时同其他国

家的谈判亦在进行，但在这些合同最后签字之前，奥托· 沃尔夫公司

已经开始第三条铁路的工程了。

杭州一贵阳铁路网的设想©符合中德其他方面合作的构想。由

于蒋介石决心依靠德国的军事援助来增强长江流域的防务上这一条

铁路将会便利后方线的军事运输一一即使上海和南京陷千敌手。该

条铁路同粤汉铁路接轨以后，便成为东部沿海与武汉地区唯一的铁

路运输线，这条铁路的重要性为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所证实 (11,s 由于

冯砸． 法肯豪森将军(v,on Fal'kenhausen)参与了第一、第二阶段的铁路

谈判，因此该条铁路的军事效用得以突出心

浙黔铁路的设计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警即把中南各省开辟

为国家资源委员会所规划的“新经济中心”的一部分魔它要为位千湖

南湘潭的中央钢铁厂服务，该厂将建造在离铁路枢纽株洲仅 2,0 公里

的地方。它要通过公路同位于江西吉安的钩铁工厂相连接，以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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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的输出和成品（包括计划中的装置与设备）输入。此外，铁路通

过湘潭向西延伸的目的还在于开发湘西的煤矿与贵阳的铁矿。 一位

美国观察家在 1937 年评价了这条铁路的前景: ' 

， 杭州一贵阳铁路线将贯通到目前为止尚未实际开发的富庶

地区”“”
.. 

一甫昌铁略的完成，，使饱受战乱的江西省在经济上二

搬兴起来畴新的矿区得以开发。最基本的商品流通也巳开始

'L ... . ~ --. : _:_言 ，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并且其规模难以预料叠＠

这些铁路也许是中国按期偿还德国贷款最好的担保，因为它们

可以开发、运输原材料。在中德易货协定中，奥托· 沃尔夫直截了当

地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ta无论中国的铁路修到了哪儿，货物就都能源
源不断地输出。”。

中国汽车剩造公司．

连接长江以南各省与西南铁路网的成功，部分要依靠其他地区

交通运输的发展，尤其需要修筑相当多的公路＇，利用重型卡车运载原

料平以及在战时运送军队和军事装备。中国直到 19131 年才有了一条

现代化的公路一一湖南长沙至湘潭间一条长 53, 公里的公路。在修建

能够供机动车行驶的公路方面，南京政府显示出相当大的进步。t l.'91:2:.1 

年这类公路仅有 736 英里，到 11913,01 年书已增至 2·9 Q 1QQ 英里，而 1935 年

则增加到 59 000 英里。。例如，浙江省的公路建设猛增，从 19·27 至

19,37 年间修筑公路 10010 多英里。这些建设计划对整个人民或传统

经济来讲尹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利用公路不仅要收取沉重的通行

税，而且旧式的牛马车常常会堵塞路面而被禁止上路；但是，这些公

路确实使“运送军队，警察和政府供给品更为便利,. 0(1 

外国企业对这类公路建设本来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但中国的

所有机动车辆及装备——公共汽车 、卡车及少量的小汽车一—完全

依赖从外国进口。通过进出口公司壹 9 家德国工厂在外国公司中展开

角逐，竞争那个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大的市场：中国在 '19 ,36 年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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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约 8 万辆各种类型的汽车。然而，自 1932 年以来，进口数量已经

增长了 3 倍。O塞克特关于国防工业的建议之一，就是建造一座汽车

制造广，以摆脱对进口的依赖性戛

建设这样一座工厂的谈判开始于 191 3,5 年，当时老奥托 ，．， 沃尔夫

已到达中国。沃尔夫在戴姆勒睿奔驰公司 ( 'Daimle忙 Be·nz: )拥有少量

股权并且是其董事会董事。通过法肯豪森的关系，戴姆勒患奔驰公

司当时正在为中央军的德械化师提供军用运输车辆。那些车辆显然

已使中国官员确信：德国柴油发动机卡车的性能比美国汽油引擎车

辆要优越的多。在同蒋介石的直接谈判中，沃尔夫建议在中国建一

座卡车装配厂，以此作为实现汽车完全国产化的第一步。 1 '9 ,35 年达

成了协议草案，19361 年下半年，政府拥有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宣告成

立，资本为国币 6100 万元恩

协议要求沃尔夫每年提供 l ·200 台柴油卡车底盘。装配厂千

191.3, 7 年初开始兴建，位千铁路枢纽湖南株洲附近，I那里还将建造一座

生产驾驶室、车身的工厂以及一座修配厂。轮胎、玻璃和皮革都由上

淹的分厂制造。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将监督设备的安装并负责培训中

国技术工人。根据最初的计划，到 1941 年，所有的德国工厂设备必须

安装完毕，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必须完全能够生产戴姆勒—奔驰型卡

车。沃尔夫这项生产卡车的五年计划合同共耗资 2 0·010 万马克。。

19 ,317 年秋株洲汽车厂生产出第一批卡车。由于同年 7 月战争

的爆发而加快了汽车底盘的交付速度鲁到 1939! 年已超过 7 .000 台。

19 ,38 年 1.0 月武汉失陷之后曹生产设备转移到了广西桂林，汽车底盘

最初通过香港进口准后来又假道印度支那。在 194·0 年印度支那通道

丧失之前，底盘都是在海防卸货，然后运到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在

那儿装上驾驶室刮桂林进行最后的总装配。此后，直到 1914- 1 年 6 月

苏德战争爆发以前 j奥托· 沃尔夫公司假道苏联陆路，继续向中国提

供汽车底盘，几乎达订购数的一半。1@.

中国航空嫌材喇遭公司

德国商社除了在铁路和公路交通方面开辟了中德合作关系外，

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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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通过欧亚航空公司探讨了德国在中国早期民用航空的发

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该公司是 193,10 至 1931 年间德国对华工业成就的唯

—有形的成功。在军用航空领域，存在着美国和意大利的有力竞争；

1929 年发生的导致两名中国飞行员丧生的容克斯(J ·urike:rs. )教练机坠毁

事件，使德国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在军用航空领域中重新立足。 1932

年曹杭州的航空学校聘请了以约翰咖乔伊特上校(Colonel J1oh·n Jou.ett.) 

为首的一小批美国人.,1'9135 年初墨索里尼派遣了一个意大利代表团到

达那里后，这些美国人的使命才告结束。然而习不管怎样霄塞克特 1984,

年带着他自己的航空顾间施太秋(Streccius,)将军返回中国嘈更重要的

是，他决心使德国企业获准建造中国的第一座飞机制造厂。。

在奥托．， 沃尔夫加入的情况下鲁容克斯公司开始谈判建造一座

工厂及训练中国技术人员事宜，商定的最初资本为 -400 万马克，由南

京政府、中国银团和德国公司各出资 l/3.。蒋介石在 19.34 年 3 月原

则同意了这项计划，并千 9 月 ,2 191 日签订了初步合同戛根据这项为期

十年的协议条款，容克斯公司承办所有飞机材料的供应，其中包括飞

机引擎才并负责培训飞机制造厂中方工程技术人员并使之合格。计

划在第一年生产 54 架单引擎轰炸机和 2~ 架多引擎飞机，此后产量不

断增加。德国在初期阶段每年预计可提供价值 -800 万马克的飞机零

部件。在协定执行后的最初三年内，将建造 21010一·250 架飞机。19

飞机装配厂的地点最初选的是南邑，后来是萍乡｀最后定在杭

州。然而且由千意大利人也想建造一座类似的工厂而使该项建设工

程受到延搁。.. 1935· 年期间的种种阴谋意味着为建造容克斯飞机而创

办的国家企业一中国航空器材制造公司仅仅是徒有虚名。但是，

当中国人在 1936 年以“严重混淆了顾问工作与商人工作”的罪名逮捕

了意大利籍空军总顾问洛迪(L,ordi) 后，意大利的竞争也受到沉重的

打击。＠与容克斯公司的最后协定千 1 ·936 年 10 月 1 日在国民政府获

得通过，工程立即开始进行。＠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找到

有关的协定文本来确定当时的生产情况。这或许是由千地理位置的

原因，在 1·91,3'7 年 7 月战争爆发后很短的时间内杭州的工厂设备便被

迫转移。然而 ,,, 可以确定的是，该公司在 1937' 年订购了价值 701 雪 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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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的飞机器材，其中价值 251 '7 万马克的器材实际上已千 12 月 31 日

前交付中国。，＠

嘈国滚本化学工业公司马克斯·伊尔檐勒尔的访问

从 1934 年起曹大量的其他工业公司来华进行调查研究，其中一些

公司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西门子公司(Siem令n,s)在陇海铁路东端的淹

州新港获得完成价值 100 万美元码头设备的合同，供给北平市政府一

台 1 .. 5 万千瓦的汽轮机，并为交通部所属的成都无线电台提供设

备身德国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马克斯唾伊尔格勒尔(Max. llg·ne·r·) 

1934-193.5 年在中国进行的考察旅行，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伊尔格勒尔的此次访问 ＇，使法本公司开始参与中国军工计划中

化学工厂的发展工作览但这次使命更显著之处是他调查了德国工业

在中国的潜力。在返回德国后所撰写的三卷本的《东亚报告）中，他

分析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在总体评价德国在华企业问题上，伊尔格

勒尔的地位特别适当，因为他除了是这个化学工业巨型企业的董事

外，也是法本公司与军队的国防经济部之间的中介人，并同托马斯＿

校交谊极深。8 ' 

对伊尔格勒尔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谁来开发中国？”他从德国

与南京非同一般的关系中看到了极好的开端。不仅仅德国军事顾间

团巳得到加强，而且德国人现在也担任了铁道部、中国银行的顾间，

对浙江、江西｝、福建、湖南等省政府各厅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还有

几名顾问成为中国研究学会的代理人。正如伊尔格勒尔所写的那

样：“通过顾问施加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一保证（德国）生气勃勃地

投入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去。H(JJ.1

从心理学的标准来看，伊尔格勒尔认识到中国领导人中存在这

样一种感觉，即德国同中国之间有某种共同的命运。然而，更重要的

是，中国的发展政策所带要的恰恰是德国企业所擅长的而而且它能提

供出口机会。按照伊尔格勒尔的观点，德国工业不必害怕中国工业

部门的增强会导致它的独立性；其后果反而会是“产生额外的购买

力气而这种购买力必然是转向帮助它建立重工业基础的国家。＠

对伊尔格勒尔来说酮日本在华的野心对德国利益形成最大威胁，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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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能发现自已被迫同其他西方列强合作，而在以后再去反对它们。＠

同时瞥正如他在送这本书给塞克特时所写的那样誉主要的问题是:. ,ii德国

必须怎样做才能一方面保持它在中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保证它在中国

未来的发展中恰当地享有这种地位。'"IG)在这里，伊尔格勒尔相信工业

界早期的做法，即积极的“文化宣传“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法发挥效用，＇

在他那本书中鲁他用了最长的一章来阐述协调该项工作的方法。©

伊尔格勒尔的论文印刷了几百本喟在私下流传，其对象主要是工

业商社、银行、政府官员（包括希特勒）以及那些现在或将来对同中国

人做生意有兴趣的人。从他收到的反应来判断鲁该书已被一个正在

形成的主要由重工业企业、大银行和国防军组成的“中国院外集团”

视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和手册。O特别是他对“文化宣传”价值的信

念既反映出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关注，又有助千产生新的积极性。

扩大文化宣传 ' 

工业努力的最初成果是通过“文化”手段促进商贸发展（这一文

化手段的应用始于 1 '9131 年“中国研究学会”的建立）＇ ，它在 1 191301 年代

中期已初见成效。当时尽管中国留德学生数量比留英、留美学生要

少得多，但为工程师手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一一德国是学习这些职业最

理想的地方一一提供的资助与工读安排却大大增加。中国驻柏林公

使 1936 年 4 月告诉中国研究学会，这种尝试是＂（中德）经济联系的一

个重要因素。……在他们回到祖国后，这些中国学生将继续扩展德

中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这项工作已明显表现在德国在华的关键性努力

中。两名受到德国教育的工程师 (1933一1'91 .3, 4, 年获学位）担任翁文濒

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和德国企业（尤其是合步楼）间主要联络官。 119131 .S

年，资源委员会选派了大批年轻的地质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德国

的大学进行深造。俞大维在兵工署充实了许多 191.ao 年代在德国受过

训练的人一一当时他任中国驻柏林商务办事处主任一并安排有才

能的年轻人直接到德国的军火企业中接受教育培训。朱家晔无论是

作为交通部长(1932—19 .35)还是以后担任浙江省主席，都能够保证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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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在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 Hoc:hsch ule ,, Berlin) (他本人

曾在该校学习过）搞到德国奖学金过这些学生的专业包括航空测=、

铁路管理和警察培训等鱼甚至在西部的四川省谓，一位德国领事馆官

员惊奇地注意到，相对说来，该省政府机关各部门中，曾留德或在同

济大学读书的官员人数所占比例较大。。

德国人在华兴办教育也不可忽视，尽管当时由千中国政府对私

人教育加强了控制，使之在 193, l 年时还无法达到较高的水准。上海

同济大学在 1932 年 1 月遭到日军炮火轰击之后，又用德方资金加以

重建扩展。＠在汉口、南京、上诲、天津、济南、青岛和北京，德国中学

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学制度:,;eo中国大学里选修德语的学生

人数亦在增加，就拿金陵大学来说，学德语的学生从 80 人增长为 120

人。中国研究学会帮助向中国大学提供德国师资，至少有一名经济

学家在长沙教书，并兼任该学会的代理人。＠

马克斯叠伊尔格勒尔的计划之一，，是邀请政界、科技界、经济界

和新闻界的领导人来德国访问，逗留 3一4 周急让他们亲眼目睹德国工

业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在访问德国的无数中国考察团体中（特别是

193.5一193 ·7· 年间）更多地是受到私营企业的邀请，而不是德国政府。

中国研究学会负责接待了中国高级代表团，从孔祥熙，戴季陶、翁文

濮到中国化学家联合会等，其参观路线至少要包括柏林的西门子公

司、埃森( 'Es,s.en)的克虏伯工厂、德绍(Dessau)的容克斯飞机制造厂和

法本化学公司的企业。＠

中德文化组织的数量在 1930 年代中期继续增长，，而原有的各种

协会同时也在不断扩展。奥托噜沃尔夫、法本和德法格(Defa,g)等公

司捐款为法兰克福中国学院(Ch:i.n.a ...... lnsti.tu't z:u. Fran.kfurt)建造了—

座新大楼，并成立了以朱家晔为会长的中国学院联谊会。＠新近成立

的组织包括德国工业界中国俱乐部 ( 1Chin.a - K:tu·b der euts.c·h1e·n In-

1du.strie 嘐 1 ·9·8 ,4)一一中国研究学会所属的一个比较封闭的小集团；德中

学术协会(Deu.·tsc:h........ Chinesi.scher Akadenii.ker ..... K ·r•eis.,11935); 以及成

立千南京的中德文化协会。＠中德文化协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

无论对于从德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它源千欧美同学会），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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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感兴趣的德国商人来说，它都是一个资源中心。该协会由朱

家贵徐培根将军（德国参谋大学毕业）、谭伯羽（中国驻柏林商务处）

和沈士华（前驻汉堡领事）等人千 19351 年筹建，以朱家跸为会长。该

协会在合步楼谈判过程中以及冯· 莱谢劳将军 1 1936 年访华期间掣均

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鲁一般来说，它帮助那些初次来到中国做生意

的商人解决交通和住宿问题 ，，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处理商务的令

人感到满意的社会中心。该协会的房屋、家具等费用大部分由奥

托彝沃尔夫、西门子一舒卡特(S,iem1ens -· Sc:hucka:rt)公司以及驻沪的

德国商社负担口。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德文化协会非常重视文化，尤其是法

兰克福的中国学院与北京（中德学会）的德国学院(Deut.sch'Ia.n1d - ln

stitut)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口在这些地方嘎德国的汉学研究首

次形成一个重要学科督并培养出一代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和艺术史的

德国学者。＠德国学院也帮助德国人在中国学习；除了政治性读物外

（翻译（兴登堡传）和（我的奋斗）等，在（意志的胜利》下还加了中文副

标题），学院还翻译与发表席勒 ( ,Sc'h·ille:r) 、歌德 ( 1Goet'he) 、维兰德

(Wielan.d.)和克莱斯特(Kleist)的作品恩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对于那

些提供了大量资助的德国工业公司来说，文化协会还具有更广泛但

却是非正式的作用：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传播有关德国的知识；把

学术交流作为促进经济交流的一个步骤和手段；帮助中国人到德国

学习；最有普遍意义的是为同中国当今或未来领导人建立联系而提

供文化和社会的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宣传是双向的，中德双方都努力寻求。例

如, 1937' 年初，德国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倡

导中德关系”口O这也是驻德国中国国民党组织的任务， 1 1936 年初在

柏林、汉堡慕尼黑布雷斯劳(B1reslau 懈）和法兰克福等 5 个城市均有

中国国民党组织的存在。©国民政府在德国的主要宣传刊物是《新中

国）(Da.s Neue Ch. 叩），从 1 1913- 5 年 11 月创刊起它就作为南京政府在

• 现属波兰 ，口，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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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喉舌，并试图通过强调两国相类似的编辑方针和在宣传中德

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来引导官方舆论支持中国（同时反对日本）戛

但是就宣传的视野、敏锐度和成功性来说，中国人的宣传努力远远赶

不上德国人。

在 193.4. 至 1937' 年间，德国私营工业实现了许多在发展中的中国

进行投资的早期计划。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中德工业合作创造一

个全新的一互利的一一结构恨基本上同中德政府间关系的发展有

密切的联系。如果说塞克特的访间和沙赫特的外贸政策是德国在华

工业努力得以恢复的起点，那么， 19,35 年的合步楼协定以及国家资源

委员会随后制定的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则使这一努力达到高潮。

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

在 1930 年代所有由中德合作主持实施的计划中 ,:1936 年的三年

计划在规模上是最庞大的。该计划在中国方面由翁文濂的国家资源

委员会来执行，同时由现属国家经营的合步楼来协调与德国工业发

展的关系。

资委会的三年计划是在德国顾间的帮助下最后定稿的，O 并千

1936 年 6 月得到国民政府批准。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反映了

上年 11 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采纳的有关中德工业合作决议的意见：同

德国实行的易货贸易对工业发展的＂准备与实施”来说，，“确是一个便

宜的途径＂戛用蒋廷骸的话讲，该计划也同行政院的主要目标相一

致即要用特别手段来寻求他称之为“大规模复头发展计划”的迅速

贯彻执行。,® ' 

可以将三年计划恰当地称做国民党中国的“大跃进”，它的目标

是要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中国中南“新经济中心“内首先创建

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来成功抵御日本入侵鲁最终为中国工业发展前景

奠定基础。它共分十部分：＠

(1) 对鸽和错的开采§销售与出口完全实行统制，，开办新矿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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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开采数量管并在江西吉安建立一座炼鸽厂。

(2) 在湖南湘潭建造中央钢铁厂，其产钢量将是现在全国产量的

两倍。

(3) 开发湖北灵乡和湖南茶陵铁矿。

r(4) 扩大湖北大冶和四川彭县铜矿鲁事并在四川彭县建立一座炼

铜厂。

(S) 计划修复并开采湖南水口山之铅锌矿。

(6) 通过开发江西高坑煤矿（在浙黔铁路线上人江西天河煤矿和

湖南谭家山煤矿来扩大华中和西南地区的煤炭产量。

(7) 准备在江西建造一座煤炼油广，开发陕西延丿小延长油田和

四川巴县油田。

(8) 准备开办一氮气工厂，以生产兵工方面所需之硫酸、硫酸亚

铁和硝酸，开办一酒精厂为掺合汽油之用。

(9) 在湖南湘潭建一座中央机器制造厂，包括飞机发动机厂、汽

厂 =

央电器制造厂，全国各地均设分部冲央建设办事处

, 1~-,11 · 口~~入J' 、， 卜【J 心、云工曰 .1 、屯， 如、屯砰':示厂和

项目都是中德经济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公
提供全套工厂设备并为工业设备作出技术鉴定，为

....-飞＿保之. .Lr-'i: .· 

- · 一. ~--- I __ , •• •-贞造，部分产品

划的预算费用说法不一卫因为最初的 1 亿德国马克的
敷，必须在完成过程中多次续订凸 ，仅钢铁厂一项预

o,oo 万马克戛合步楼南京办事处主任瓦尔特蠡埃克特

r·tJ估计中国人通过易贷协定所订购的全部器材，总数巴

: ==:=沁一一：：：丁=:: .::::. -~".:: -; 广＝总数已达法币 6, · -6 亿

.. - -

矿，似．．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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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一一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因为中国政府 1935 年 7 月至

193161 年 6 月财政收入总额为 11 •. ,8.2: 亿法币，其中仅有 8, . ·01 1 亿元是直

接税收入（不计借款）魔然而，埃克特的数字似乎也包括了重型武器

订单，因此，，资源委员会后来公布的更保守（尽管还是十分庞大）的数

字即法币 2"' '7' 亿元节可能更接近事实。＠

很难确定三年计划的完成对中国国家预算会产生什么影响，因

为尽管合步楼信贷协定巳明确规定了最初的信贷总数和利率（每年

5,%) .• 但没有明确规定由船运原材料来偿付贷款的时间长短，而只规

定商业信用贷款应该“在往来贸易中自动付清并一再续订" .o@ 当时财

政部顾问阿瑟•· 扬格( .Ar·t:h.ur You.·n.g)认为，三年计划估计成本的 1/3

来自国家总预算其余部分则来自外国信用贷款，然而壹很可能是对

德国信贷寄希望更大，该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中仅由入不敷出的国家

预算中拨款 1 Qi 1Q1Q 万元，后来第二年又追加 2 0001 万元。。

矿砂出口量增加的前景显然使得该计划可以更多地依赖德国

信贷，尤其是 1936 年以来战略矿砂价格的猛涨。这就意味着同样

的矿砂产量能够偿付更大数额的信用贷款；增加产量就能进一步扩
大贷款数额—一因为不用担心市场会出现战略矿砂过剩。例如，欧

洲的鸽砂价格在 1932 至 193i6 年间上涨 2 倍以上，以后的上涨率更

高：：： 1937 年的最高价格几乎是 1932 年价格的 9 倍。＠正如冯叠莱

谢劳将军(Von Reichenau)指出的那样，懈即使中国出售给德国的矿

砂价格比国际市场低 10% .• 只要鸽矿价格持续暴涨，中国就能够

从支付条款中受益，这点已从种种迹象中得到证实。实际上，在

l 9.3 161一1938 年期间，由千美国和（英属）缅甸提供给国际市场的鸽

矿愈来愈少噙中国便能够决定现行价率。根据翁文瀛在资源委员会

的一位助手说，考虑到中央钢铁厂的建设计划骨中国在 193 ·7 年擅自

提高了铭砂的价格，

崇莱谢劳声称条约中有这种规定，但这是不对的；可能只是商定过这类问题。
莱谢劳也（错误地）相信不存在价格上涨的危险，“因为交货牵涉的是外加的问题，即
新产品飞《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 辑， no嘈 316 ,,.. 第 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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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

三年计划是不断增长中的所谓的技术专家治理经济的最具体体

现，政府的立场是试图要尽快地为一个“统制经济”建立基础。即使

资源委员会并不是主张经济独裁的人所寻求的那种真正的“经济参

谋本部n ., 'a但它在中国中南建设一个“新经济中心”的尝试也是朝着

国家对工业实行完全统制计划的第一步。据资委会的一位官员说，＇

“一切都巳按计划进行，所有的工业均将国有化”。©它提出的所有方

案都必须得到国民政府的完全认可；不吸收私人资本（即使是以特别

债券的形式），不允许任何个人参加。＠鉴千政府官员所扮演的计划人

和债券持有人双重作用秀存在着“官僚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资
源委员会雇佣的是受过训练、拿薪金的经营管理人员，更确切地说，

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但应该明确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

“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德国的“国社主义”，而是“国家控制的社会主

喻

义”，最好还是把三年计划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尽管这一术语用得

极少，，因为这个特别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要在经济上获得自主，并获取

利润。但这个计划也不同千控制了金融部门的那种“国家资本主

义,, ,,, 因为在工业界并不存在必须加以接管的机构，只是到了抗战期

间才试图对私营轻工业加以控制霓

政府内的警告主要来自铁道部长，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激曹这井

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张本人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受害者。张看到

计划的预算支出在膨胀屯担心资委会只图多、图快，而低估了开发新

矿所需要的费用和时间。他也认为行政院里三年计划的主要倡导

人一一翁文澈和蒋廷跋—一作为学者，在总休经济发展方面”有些外

行“。张提出一个更稳健的看法书仿照同奥托·沃尔夫签订的铁路合

同誉原材料主要用于支付利息，新计划要依靠发行国内债券的方式来

筹款开办，且要先完成原有的计划。憩然而臀张的担心同政府长期以来

的经济主张格格不入，，另外，他尤其没有察觉到，在日本威胁日益增

大的最后时刻需要立即行动起来。”行政院的成员怎么可能敢不有

所行动呢？＂蒋廷戳间道。噜

不管按照什么标准来看，资源委员会在三年计划指导下所做的

,· 

工作是值得重视的 。 然而，由千几种原因过这项已经进行的工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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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被人们所忽视。首先，不论是资源委员会还是其德国伙伴合步

楼，其工作都是在暗中进行的。资委会的名称直到 198'8 年才对外公

布嘈兼而合步楼的活动一直在秘密进行。0第二点最为重要，三年计划

的大部项目因 1 ~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的突然爆发而取消或改变。许多

项目被迫停止或疏散到西南地区，，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危急到企业

的安全或阻碍了德国提供的工厂设备和器材运进中国。由千战争的

介入，三年计划所拟定的项目仅进行了一年。最后，，基千上述原因，

我们在评价三年计划时，，最好少依据计划完成情况，而更多地根据它

开创时期的情况。更何况在有限的时间内售各项目已能依照计划进

行甚至在战争造成的拼凑状态下仍能这样，那么它所取得的成就就

更引人注目了。

啊m

. 

铸矿业和铸铁厂

由于中国共产党于 1934 年秋被逐出江西，黑鸽矿从 193.51 年 7 月

开始向北方出口。 1936 年 2 月国家宣布对鸽矿实行统制，还在西南

政务委员会倒台之前，南京政府便逐步对这一极其重要的矿藏实行

了控制口

一旦江西省政府所处的困境得以缓解，国民政府对赣西南产鸽

区实现了有形的控制，那么建立起政府的统制就十分容易了。大庾

（即今大余）县西北约 110 公里，离广东边境约 20 公里的西华山，，有一

块世界上最大的铭矿床，其覆盖面积直径达 6 公里。 1915i 年以来，这

块铭矿床己生产出 10 万吨优质铭矿，其蕴藏量估计在 so 万—,50 万

吨之间。即使其生产率很低，但仅该矿产量就可以满足和平时期世

界鸽矿需求的一半。在政府实行统制以前耆矿区被划分成许多小块，

每小块独立经营，漫山遍野充斥着杂乱无章的露天矿坑和浅矿道。

现在政府圈住约 ,4 000 多码最丰富的矿区，并在整个地区建立了中央

. 

. 
呵“

兼资源委员会执照在（经济部公报）第 l 卷第 3 号(1 193,8 年 3 月 1.6 日）上首次公
布，经济部成立后，资委会即隶属于该部井对外办公。合步楼的保密情况最明显的
证据是，它同德国通信联络的电报密码每天都要改变。这一情况系从与路德维希辱
维尔讷的谈话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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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部门习于是它的垄断地位立即得以形成。在其他较小的矿

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1 9)

像采矿业本身一样，矿砂的备制过程以中国特有的手工劳动方

式来进行。用锤子将含矿的石头敲成小块，然后将矿砂倒进漆黑的

竹底篮子应放进一个大水箱里使劲地摇晃、颠动。这个过程重复几

次，矿砂便从石头里分离出来，沉到水箱底部，看上去更像黑砂。这
时矿砂的氧化鸽(WOs}含量为 5·0¾ ,0 然后将矿砂卖给政府加工厂，

在加工厂里，通过一个简单的磁性分离器提取锡，再把矿砂放到一个

特制的炉子里熔炼呈去掉碑（砒霜）并将之作为副产品加以回收。最

后，矿砂的氧化鸽含量为 70兑锡和碑的含量分别少千 1.Ya·和 0.1% 警

其品质要比欧洲市场所规定的标准（含锦量 ,5,5¾ ·-6-5½ ,,含锡量 2¾ 骨

含珅呈 0, 11o 2: Yo)高得多。中国人加工矿砂的程序费用相当低廉。鉴于

矿砂销往国外后其价格约为国内原产地价格的 8 倍，所以这就意味着

资源委员会能够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

当然亨鸽砂产量和出口量的扩大，对于中德易货贸易，从而对整

个三年计划均十分重要。表 3 显示了中国铭砂出口的上升 『，以及德国

对这些坞砂的依赖性和支配性增强的情况。

裹 3 1,2., 一J.-9,31 年间德国婢砂进口和中匡铸砂出口的情况 （吨）
.. 

．勹~ -气一 ” 
、．． ．

- - 

年 份 ［ 德国进口铭砂总数 德国进口中国钩砂数 中国出口铭砂总数, 
' . -

俨--一. .. - -- - 可 一 可

I , , , 

119291 3 774 '1 l 19·91,8 8 7'99 I ,, 

1934: 4 385 I :2 SlO 4 7016 
I 

" 

. 

193-Si '1 88'1 4 7'84- 7 38,3. 
, 

:193.·6 8 '1.26 5 091 , ; ·650 

1'937 11 372 • 8 0:3'1 1.6 5,18 
' , , 

1·93,8 I 14 200 } 8 9162. 11 3'35 I 

• 气

一俨

恤 日 . - . ` . • 一- - • - -

资料来源 ，； 《中国的经济实力）I ., 附录，第 4 页，这是基尔 (Kiel.) 的世界经济研究所 1939 年
10 月为国防经济和军备部准备的一篇论文。现藏佛莱堡的联邦军事档案馆，军备部档案，
10KW /Wl ·au.e A·mt 唇 Zu11/66,.皿 32 。

中国所有的鸽砂产品皆用于出口。除了国际市场的需要外，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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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由就是铭砂在国内没用，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现代炼钢能力、重

兵器与电气制造厂。然而，由千中国决定要建设上述设施，发展中国

自 己的铸铁生产能力，以便不必向那些进口本国铭砂的外国工业客

户购买合金制成品，就显得十分有意义。此外，，即使鸽铁在国内用不

上曹也还可以出口，甚至比出口铭砂所赚取的利润还要大。＠

炼鸽厂的地点选在江西吉安，，位千赣江中游，赣州南部的鸽矿区

和浙湘铁路的清江车站之间。该地点千 1936 年夏由资源委员会和来

自克虏伯与西门子公司的合步楼技术人员最后确定。该厂的生产能

力预计为日产铭铁 6.• ,5 吨噜或年产 2 107'2 吨。 1936 年 8 月，曾赴德国

慕尼黑大学进修的资委会工程师杜殿英被任命为炼铭厂筹备委员会

主席。总工程师汤元吉也曾在慕尼黑受过培训。整个工厂的机器设

备均由德国船运来华，建设工程于 1 '9137 年 2 月兴工口尽管突如其来

的中日战争使工程受到耽搁，191,3,7 年 8 月，眼睁睁地看着运抵上海的

工厂设备落入日本人之手，但到 1938, 年春末，中德工程技术人员仍将
工厂开工的日期定在 1931,8 年 8 月 1 日。但战争是无情的， 1938 年 7

月初，除了拆除设备并将机器运往安全的地方外，别无选择 。 资源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写道：“两年的工作在一日之内丧失殆尽。n1111)

从 1 [9,3.sl 年下半年开始，，战争也使政府对铭矿业的统制遭受损失。

尽管 193 :8 年对德出口实际增长了 9010 余吨，但同 l '937 年相比，对其

他国家的出口量却下降了 5 191018 吨。中国直到 194,4 年才失去了对赣

西南的控制，从 1939 至 1 1943 年间平均每年的铭砂产量稳定在 11 8510 

吨左右叟但是战争期间增加的运输和人力费用使统制所得到的利润

有所减少。大部分鸽砂从大余县的一个简易机场运出，最初运往香

港掌后来改运桂林；同时，战时通货膨胀使得付给矿工的工资不断增

加咂陆路的运输费用也有所增长 。＠

中央钢铁厂

如前所述启东北丢失以后，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没有任何现代

化的钢铁冶炼能力。私营金融机构既无这么多资本~若撇开政府

保证的高利率公债不谈，也没有向冶金工业投资的动力。＠在 19 世纪

下半叶中国“自强”运动中引以为自豪的汉阳和大冶钢铁厂就因无法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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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国进口产品竞争而负债累累曾被迫停产。其他工厂，像北京附近

石景山的龙烟高炉就因缺乏资金而空闲着；太原的山西钢铁厂年产

生铁7 万吨书尽管其产品质量不高，但大部为该省所消耗。＠

中央钢铁厂在三年计划中的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10 万吨。设备

包括两座鼓风高炉、一座炼钢厂、一座水力发电厂以及生产副产品、

辗轧废金属的其他设备口＠筹备委员会建千 1936 年 5 月鲁一个月后，

合步楼信用贷款协定签字。 6 月警资源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间了德

国，通过合步楼的帮助，选择了克虏伯公司向该厂提供设备并监督工

程的进行。同时孛工厂职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德国开始。在柏林工业

大学毕业的齐褽(And·r1eas 1Chi., 其兄齐悛曾任塞克特的中国副官，时

为资溯委员会与合步楼之间的联络官）率领下，2:01 名中国青年开始在

埃森的克虏伯工厂接受冶金和工厂管理培训；当钢铁厂的建设工程

兴工时胪资源委员会的专员室又挑选了数十名中国技术人员前往埃

森受训戛

钢铁厂的地点选在湖南湘潭城外的浙湘铁路上。对于设备运输

和原料供应来说，地点的选定十分妥当。该厂离湖南谭家山煤矿不

到 210 公里，距江西萍乡和高坑煤矿约 100 公里，且有新的铁路连接。

西北 60 公里是正在开发中的宁乡铁矿，与此同时，湖南的茶陵铁矿也

可以利用。此外，湖北大冶的旧矿将重新开采诤铁路直达该地。至千

该厂所需的其他原料，湘潭以北发现了丰富的猛矿，石灰石和白云石

亦可通过铁路从萍乡运来。 1936, 年 11 月，该地点得到中德各方面专

家的同意叟

1.9137 年 6 月，翁文濒亲赴德国同克虏伯公司一起完成了工程计

划表夏尽管战争巳在 7 月爆发，同年秋建设工程仍然破土兴工，加紧

进行。由德国运抵中国的第一批物资中包括工程所需的机器沮还有

萍乡、，高坑煤矿所需的钻井设备戛

到 19.3 ·9 年 7 月，一切均己就绪：地基巳经打好争设备安装到位嘈

内外铁路系统已完工，仓库和供中德技术人员居住的宿舍已建成，维

修设备和一座临时水力发电广安装完毕，所有建筑材料也亦调集齐

备。然而就在此时，工厂接到了停工命令，所有的材料、设备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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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云南一个更安全的地点。由于德国工厂设备当时无法经上海

或香港运达，故希望能通过印度支那进入云南。然而， 194,0 年日军侵

入印度支那，遂使这一希望破灭。＠

中央钢厂和巴昙油田 在决定建造一座炼铜厂时咂有两个地点

可供选择：湖北大冶阳新铜矿附近，或四川成都以北的彭县。在正常

的年代里，由千前者的铁路、水路运输便利，连接着沿海与内陆交通曹

自然会选择阳新；但由千计划将陇海铁路向南延展到成都和重庆，出

于战略的考虑，最终选择了后者。

有关中央铜厂建设的详细资料很少。通过合步楼参与该项工程

的德方企业包括古特一霍夫隆冶金厂 ( 1Gute~-·Hofnungs - ·Huette) 、

联合钢铁厂(Verei.nigte Sta.bl we·:r·ke)和杜伊斯堡( ·oui.sburg· ) 的德国机

器制造厂 (De·utsche ·M.a.sc:h.in.e:n·fa b1·rik) 。＠该厂年产量预计为 3 600 

吨，其中 2 4.0,0 吨将从新矿中提炼.. 1 2 ·00 吨由废铜熔炼度 1937 年春

最后制定了工厂建设方案，一条从铜矿通向炼铜厂的缆车铁道设备

也交付中方。＠铜厂建设似乎于同年秋或翌年初兴工，因为在 1939 年

4 月为了便千设备从印度支那交货而将该厂改建在云南昆明时，主要

设备均已安装完备。该厂被命名为昆明炼铜厂，这或许是因为它并

没有按照最初的设计规模来建造。战争期间誉该厂生产出一定数云

的铜丝皇

资源委员会和合步楼最初在四川开展的另一项工作是开发巴县

油田。正如在三年计划的第七项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石油生产计

划的一部分平同时还包括建造一座年产 36 万加仑汽油的煤炼油厂。＠

巴县油田的产量估计每年为 2 S010 万加仑。尽管已通过合步楼为巴

县油田订购了钻井设备，但上述两项计划均未完成皇

化学和制造业

在合步楼协议缔结之前，德国公司就巳获准参与两座省级酒精

厂的建设：一座在咸阳,. 19:l.5 年同陕西省政府合作；另一座在沉江，

系为湖南省政府筹办。后来，至少在 1937 年 6 月，该两厂均完全投入

生产。＠

19361 年秋，资源委员会完成了在四川内江附近的裨木镇建造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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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精厂的计划，并开始通过掌管易货贸易的机构安排从德国购买

机器聘请技术人员。由于战争的爆发上这项计划被耽搁下来，指定

用千这个项目的贷款显然转向了购买军用物资。但是，由千资源委

员会同四川省政府合作，该厂还是以较小规模建立起来主并千 193118 年

9 月开始出产酒精。，＠

塞克特在 19.34 年就呼吁过的氮气厂的建设对国内军火工业十分

勹要 ,Gt也在三年计划中有所体现。这座可以生产硫酸、硝酸和硫酸

亚铁的工厂鲁作为汉阳兵工厂的主要扩建项目，是同俞大维的兵工署

合作建设的它是战前中国军火工业化学产品的主要生产厂家。 19.3;7

年秋，该厂迁往湖南 ,1940 年初又迁往四丿LL巴县。＠

在制造业中冲央机器制造厂（替代了 19,34 年由实业部创建的名

称相同的工厂漫千 1937 年 1 月兴建。尽管该厂是三年计划中唯一

不属中德交换项目的企业，但承办该厂设备供应的瑞士公司似乎是

德国商社的子公司。另一个能证明德国人作用的事实是，该项目的

负责人是留德的杜殿英，他此时担任鸽铁厂筹委会主任。该厂在

1938 年 1 月迁往昆明前，飞机发动机厂、汽车发动机厂和工具厂等各

分厂的建设工作均顺利进行。＠

最后，中央电器制造厂规划千 19B16· 年开始实行—一该厂总厂设

千湘潭各地有六个分厂，，因此这个名称似乎不大妥当。尽管该厂最

初是中德交换项目的一部分，，但 193 ,8 年设备迁往重庆之后，英、美也

加入了一部分股金。该厂似乎在 1937 年 7 月就达到了一定的生产水

平，因为资委会的一份小册子后来声称直到 l9a1191 年该厂才再次

开工。1@ .. 

小绾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在三年计划指导下实际进行的各个项目。由

千战争的干扰，由于德国向战时中国提供机器存在着实际问题，，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中国人需要利用合步楼信用贷款来加强自身

的武装力量，因此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被看做是完全成功的。但这些

项目均是根据 1 ,9,,35 年草案而兴建的一一且其中有一些已经完成，哪

怕是降低了标准也罢—一正是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三年计划同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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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早期发展工业的努力有所区别。该计划的制定人并不认为计划

是失败的。钱昌照在 1937 年 7 月评价第一年的工作时说耆整个计划

进展”令人百分之百的满意H ·0l1!1甚至在 l. '9 ,3,9, 年，钱昌照也仅对在战争

期间许多计划项目不得不迁往内地”不适宜与不经济的地点”表示

遗憾皇

在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人已证明了张嘉嗷是正确的：在太短时间

内不能完成太多的事情。由千八年中日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共内

战，，国民党将不会再有机会主持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

了。但是资源委员会的三年计划确实留下了一笔遗产;: 无论是在战

时经济或是战后经济，甚至在 1950 年代台湾的工业经济中，均能在这

一机构和政府所起的主导作用中见到它的影子。

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亨不能完成三年计划尽管并不是一场绝对

的灾难，却也令他们非常沮丧。直到 19-40 年，还有少量的战略矿砂交

换武器和军火的交易存在。但是，，由千战争的阻挠，德国工业界不可

能不受限制地加入中国的发展计划。根据前德国驻南京公使馆的一

位副官说亨若不是战争爆发 ，，三年计划提供的合同“可以使德国工业

在未来的几年中保持相当的活力u ,odl: , . , 

. . -

德国与中国军事现代化
.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德在中国军事现代化领域内的合作反映了

两国在工业建设上的努力。在生产军火和武器的同时，武器的购买

和整编新的师团在资委会工业计划之前便已开始，且在 19~36 至 193,8

年间，其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但同样地，其潜力在能够得到充分展现

前的几年中便被扼杀。

兵工厂的发展

1934- 年以后，在俞大维的领导下，中央政府的兵工厂有了较大增

长，但在此之前，德国公司巳参与了好几个省的兵工厂现代化的工

作，包括沈阳(193- 1 年前）、太原、济南 、 昆明、重庆和南宁一一当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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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汉斯晕克兰在广东兴建的泄江口兵工厂。后四个兵工厂到 1936 年

中期为南京政府兵工署所控制。＠

l. 1913,4 年噜由于塞克特来华以及俞大维就任兵工著长之职，，德国在

扩建长江流域兵工厂、创建新的兵工厂、弹药厂和研究军队装备的发

展等方面警均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尽管不是所有的弹药和枪炮

厂（塞克特在其 1934 年拟订的“创建一个适应 18 个机械化师所需的

军事工业”计划中所设计的）都在战争爆发前建立起来．，但就国内军

工企业现代化来说，主要的工作都已进行。＠

汉阳兵工厂所属化学厂的建设在三年计划中已提到过。 1935 年

初，该厂，生产出“中正式”步枪该枪设计同“毛瑟,,,. (Ma.user) 98 型步枪

”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可以互换枪机.. .,@· 南京兵工厂前身是 19 世
纪中叶建立的旧江南兵工厂曾到 19314 年时已残破不堪， 1935一1936

年它得到重建，并开始生产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

厂也被扩建，并能生产一种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在德国顾问团的－
位军械专家指导下，那儿还建造了一座防毒面具工厂。很可能该厂

还有一项建造并子气厂的计划。1Qt

一座由全套德国设备组成的全新的兵工厂建立在“新经济区“湖

南株洲，主要生产 20 毫米、37 毫米、75 毫米和 1010 毫米大炮以及相应

习径的炮弹。该厂千 1938 年 5 月开始生产，同年秋迁往重庆皇另一

座新设施是南京附近的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该厂的设计方案于

1936 年秋由 3 名留学德国的军械专家负责曹并得到蔡斯 ( ,Zeis:s)光学

公司的帮助。 1.937 年 7 月建设开工，但该项计划没能完成，并千 19 ,38

年 3 月迁往昆明复

在 1935 至 191 ,37 年间兵工署建立几个研究机构的过程中豐德国技

术顾间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黑色火药专家，法本化学公司的布卢梅

(Blume)博士领导的理化研究所；在克兰茨(01. 1C.r.anz)教授和沙定

(H.~Schardin)博士指导下的弹道研究所；以及杜尔豪泽尔 (S;. Dull= 

hauser)领导下的防毒处和化学品组。德国顾间也参与了材料研究所

和南京城外的白水桥精密研究所的工作皇

在俞大维的领导下，留德的工程师和军火专家在兵工署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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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中占据优势。总务处处长是李祖冰（柏林工业大学）；兵工技术

司司长是江构（慕尼黑和柏林大学）；兵工署副署长是杨继曾（柏林工

业大学）勹，他千 19144 年接任俞大维的署长职务。此外，戴季陶之子戴

安国（柏林大学）抗战时曾任总工程师皇另外，兵丁署官员和年轻的

受训者被派往德国的化学和弹道工业部门接受各种培训。＠兵工署的

各种图表一律使用中德两种文字，并以德国工业规范为标准戛

向德国购买武瞿

恰恰是在兵工生产扩大的同时，由千南京政府训练的精锐部队

大量增加，武器的进口量也随之增长。除了少量武器用外汇购买外，

武器进口主要经由合步楼来进行。该机构同俞大维和德国军事顾间

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合作并不容易，但逐步改善了关系。合步楼的技

术人员一般系来自克虏伯、亨舍尔 (He·nschel) 、 蔡斯和莱茵金属

(R.heinmetall)等公司的休假人员，他们为使用这些装备提供指导。

这些装备不是少量的零碎部件嘈而是整批地供给某支特定的部队。

正如＜民族观察） (Vo1lk.i.sche .B:e1obachter· ) 驻远东记者所写的那样：“整

师整师的（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

使用过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这就是合步楼的工作。H-

秉 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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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所提供的是 191,3, ,5 至 1936 年间德国向其主要客户出口武器

和弹药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反映出合步楼关千对华军事输出条约

的作用。不过曹这些官方数字尽管精确描绘了贸易趋势，但对出口的

实际数目却低估了十倍。 例如，根据官方统计数字， 19·36 年共向中国

运送了价值 640 .... 5 万马克的武器和弹药；实际上，交付给中国的这些

货物应为 16 458. 10 万马克。第二年按合同应运送的货物总数应为

6 10'98. 35万马克。由于一大部分应千 19316 年交货的器材直到 1937

年才运抵中国用所以德国在 19136 年实际交付给中国的军火总额应为

2: 3·7·4. 8 万马克，而 193.7 年则为 81 27,8,j, 816 万马克皇

到了 1937 年 7 月，南京城防配备了德制 81,81 毫米高射炮和德制防

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 75 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

M ... A"'N幽 型坦克；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tt)和斯阳加(St.u.ka)型战

斗机即将被进口以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斯飞机。中国海军已向德

国订购了 12 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经过“整编＂的师共 30 万人诤其中

8 万人是精锐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l 他们大多是用德制武器装备起

来的皇

军队的整泗

法肯豪森顾间团的工作是编练精锐的陆军师，他也试图将原有

的、数量庞大的陆军师加以训练，使之具有适中的作战能力。塞克特

原计划的第—步：整编过的精锐部队人数由平时的 10 万人增加到战

时的 ,3,01 万人，这一计划到战争爆发时已完成了 810¾ 。然而，到 1 191 3.7

年 7 月时，新编师中有许多没有能够编练完成，这主要是由千时间不

' , 够，但还有一个因素，即“整编“师（主要来自江西战场）的数量似乎超

过了塞克特1934 年在枯岭同蒋介石商讨时所达成的协议的数目夏

根据枯岭协议，在新的陆军师编练完成后噜原有陆军师将按照新

编师建成的同等速度予以遣散。但军队遣散所面临的老问题即哪些

部队应予以缩减似乎再次出现；而任何文件都没有提到大规模的编

制缩减 。 按照德国人的观点，原先的中央军（大部分由 19.24 至 1927

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指挥）只是比早期军阀部队稍好一些。对千蒋

介石来说，他们的真正价值在于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在于作战、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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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或管理方面的优点。黄埔教员在将官阶层具有压倒的优势闱订该

校毕业生在 l'f~34. 至 1935 年期间多数担任团长或营长职务皇

新编师（蒋介石对其很感兴趣）和原有部队（蒋从中依然受益）之

间的紧张关系到战争爆发时仍旧存在，虽然很难精确估量它对军事

准备工作的影响。最坚决地支待军队向机动化和机械化转变的人似

乎巳成为蒋的战略顾问：： 蒋百里将军（蒋方震）于 1935 年晚些时候访

问德国，回国后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他同塞克特的会谈记录；参谋

次长杨杰在 1 1913, 3 至 1934 年间也曾赴德作了相似的旅行，，他后来在

《国防新论》一书中发表了他当时的看法；德国训练的教导旅旅长桂

永清将军；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军官被派往德国受训（他们

当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皇在日本人进攻之前，，蒋和他的德国顾

间们不得不努力避免在各种国内冲突中使用其精锐部队。例如 ,.1936
年 10 月管军政部长何应钦力催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

长朱家晔利用其对蒋的影响力，劝蒋派出精锐部队去替代当时正在

陕西南部同共产党作战的张学良的东北军戛蒋介石拒绝了，并且没

有迹象表明他对自 己的这一决定表示后诲一一甚至是他在西安被张

学良扣押之后。

l19·,37 年 7 月以前在军队重新组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并没

有达到其倡导者所希望的程度）使得南京政府抗击日本的自信力有

所增加。起码有一位中国领导人担心这种情绪加上日本方面的不同

看法有可能会导致灾难。正如宋子文在 11913-7 年 8 月对日本特使西园

寺公一所说的那样= . . 

日本军人对中国军队仍抱有偏见。他们还是认为如果你们

一旦打击我们，我们就会投降，按照你们的要求行事。自满洲

变以来，中国军队巳在努力学习。他们交由穗国人训蚌，为使之

现代化我们花了很多钱。要知道中国军队更强了，这次有信心

不再被动挨打了 ，问所以，日本军队低估了中国军队鲁， 而中国军队

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心， 这就是更大的危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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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这种乐观心态最明显的表现是： 19·3.7 年 7 月中旬，，蒋介

石决心“将日本人从长江上赶走，没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战舰……打

一场非周部的而是全面的战争"''。从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法肯豪森

发往德国文电中也可清楚地发现这种乐观情绪，不能排除这种乐观

是“中国事变”逐步升级为八年中日战争的重要原因。＠

因 193 ·7· 年夏末和秋季的战争而产生的灾难，意味着德国人在军

队整编方面取得的成果迅速丧失，其速度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快。蒋

介石保卫上海和南京的决心一一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对这一决定的

做出起了很大作用撸即使他关千防守南京的战术建议被忽视了＠＿＿

可能巳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但从军事方面来考虑，这是一个代价

昂贵和灾难性的错误攫蒋丧失了他的新编军队。从 19.37 年 8 月 1 .3, 日

到 1937 年 12 月 15, 日期间， 30 万之众的中央军至少损失了 113 :, 有人

估计损失高达 16,01 % ,。精锐的新编师蒙受的损失最大，失去了 1 万名

低级军官。纵然蒋剩余的“精锐部队”后来对台儿庄＂胜利”做出了贡

献，然而由千战争最初 6 个月内在人员和器材方面的综合损失，致使

大量精锐部队残缺不全，丧失独立作战的能力。＠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的灾难。他的这支新编军队巳经

营了将近 110 年主并且是他个人权力的基础。 5 位德国总顾问进行了

110 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就被毁掉。此外喟由千“总司令的嫡系”部队

受到损失，蒋被迫更多地依靠原有的大量地方部队，在每一个关键时

刻，这些地方军队的忠诚都要用金钱来购买。从此以后，蒋介石就越

来越不是作为独立的权力实体而越来越以派别集团的操纵者的身份

进行统治了，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中日战争的历史警尤其是中国

内战史将会证实这种统治方式的局限性。

外国对撼国在华地位的反响
; 

19 世纪和 210 世纪初，，外国卷入中国的标志鲁是列强为各自在中

国市场的“合法分配”而激烈竞争。帝国主义在华全盛期的标志是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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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经济＂租界”、承包合同和“势力范围伊勹然而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后已不多见。 1 1926一1 '9127 年的国民革命使所有在华拥有特权

的国家处于守势，对大多数国家来说， 19Z101 年代末和 1 ·93.0· 年代初的

中国经济使它们的投资前景十分暗淡。当时霄只有日本在中国仍然

继续实行一一多少不受阻碍地－—-·l 19 世纪帝国主义政策的最新翻

版。由千 ，1930 年代中期德国在中国的经济成功，这种形势有所改变。

日本开始公开敌视德国的在华目标，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

的兴趣重新燃起。这就转而导致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德两国间）在

中国重新竞争亭争夺一种新的“势力范围飞

日本

宋子文关于中国人过千自信的评价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日本人

关千德国在华军事工业活动的大呈抗议显示，日本政府（即使不是军

部）是以极大的不信任感来看持德国加强南京政府实力的举动的。

东京政府自从 l934 年以来就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任何援助（（天羽

声明》就是部分针对塞克特的使命），＠它把德国军事顾问使命的加强

和合步楼协议的签订看做是不必要地加强了中国的力量，，是在经济

上“侵占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 :o (l!ll1 

至千合步楼协议，日本政府发现在柏林提出抗议是比较棘手的。

由千它同德国国防军部关系不太融洽，递交给外交部长冯· 诺伊拉

特( ·von Neurath)的这份官方抗议只得到了一般的答复：德国外交部

“仅仅部分得悉这些情况tit 0-递交给参加反共产国际谈判的德国代表

里宾特洛甫（贮bbentrop)私人的抗议也毫无用处，因为里宾特洛甫本

人一直同合步楼毫不相干。德国官方声称，合步楼只是一个“毫不重

要”的公司，主要经营“光学仪器、造桥器材和港口设备＂，东京对此种

答复显然十分不满鱼还有一事也令日本政府很不高兴，即德国拒绝

按照日本所要求的那样》发表一份关千合步楼协议不涉及对华供应

战争物资的公开声明身在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之所以并不顾及德

国在华经济利益，它对德国在华意图的猜疑起了很大作用。

日本并不是对德国在华获益感到惊恐的唯一国家。当然存在着

这样一种意见，即德国企业并没有从其他国家夺去什么；德国长期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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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供应战争物资方面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 193 '7 年以前没有任何

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大笔的商业信用贷款。但一些美国人和许多英

国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匾l

美国人对德国在华作用的关注得追溯到鲍尔使团来华之时，他

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垄断效果”令华盛顿极为担忧皇然而湟美国人对

德国 1.9310 年代在中国所取得的利益反应相当消极。当美国对华出口

在中国进口外国货物中所占比重，从 19,34. 年的 2161 .. 2:¾ 下降到 1935

年的 18磕 9 .¾,在 1 ·9361 年前 6 个月中又下降到 1·7'."" 7 ·9¾t 售几乎比占

九 24Yo的德国领先不了多少的情况下0美国官方集团依然毫无反

应。美国政府没有能通过南京政府各类机构中的美国私人顾间慎努

力一致地展开实业外交皇例如，美国国务院只是在乔伊特上校空军

顾问团的成员申请护照时才获悉该团使命，随后便坚决反对这一冒

险行动叟美国官方在对华信贷态度上的一次例外，是 19.3 ,3, 年对华

5 00·0万美元的《美棉麦借款》，这唯一的一次信用贷款被说成是按市

场价格倾销卖不出去的棉花和小麦的一种手段。＠

从私人方面来看置］一些美国企业家很关心美国在华地位，尽管其

人数太少。 19.34 年奥托暑沃尔夫同中国的第一期铁路合同缔结时，

一个非官方的组织：全国贸易委员会(fbe N'atio:nal, Tra1d.e Coun.cil), 

试图建立一个由主要银行和企业组成的辛迪加，在获得政府支持后，

了向中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由千当时国务院还把中国视为投资的

“危险区,.'所以该委员会千 1935 年 3 月派遣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去中

国，团长是卡梅伦彝福布斯(W. ., Cameron F·,or·be:s) 他的家庭同旧中国

一家叫作罗素公司 (Russell ,an.d Com.pan.y· ) 的贸易商行有生意往来。

七个星期的旅程使福布斯确信中国“现代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同

国民政府和各省官员讨论了美国人能够参与的各种计划，其中最明

显的就是一项开发中国锡矿资源的易货协定。福布斯试图说服摩根

公司(J攫 P .. Morgan and Corn:p.a.n.y入美国钢铁公司cu·咖 S.• Stee:l) 和美孚

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出资赞助建立一个中国信贷公司 (China

Cre1dit. Corpor·.atio•n), 但由千这些公司根本不予理睬，该项计划毫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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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到 1937 年初豐美国显然在中国错过了一个铁路建设非常繁荣的

时期，在这期间，只有一家美国公司同中国签订了提供价值 1.501 万美

元的 2:0 辆火车机车的合同，然而由千中日战争的爆发，这项合同大部

泡汤。＠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即在竞争中豐美国不能够、也不应该依靠

德国人已采用过的那些空前的贸易手段一一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睿

詹森(Nelao:n Johnson. )称之为＂骗子手玩弄的把戏”更只有美国报界

对美国在中国市场兴趣之低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例如, 193'7 年 6 月

发表在（远东评论）· (Fo ·r E 1ast-ern .R.e力ie心）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询每一

个迹象都已表明，德国人将成功地夺取英、美在东方贸易的相当大

部分。''8

英国

英国对德国工业攻势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屋后来似乎还认为，中

国人希望能通过同德国签订的协议来导致其他外国资本对中国的

投入口

早在 19129 年，英国驻华公使就认识到及英国在那个国家“原有的

权利”一一旧有的修筑铁路特权、在四国银行团中的地位，等等

己“优劣并存＂。他说骨“未来的合同很可能与过去不同＂息这一思路

导致英国继 1.9310 年（德国的）中国研究委员会 (China - Stu1di-ent -

Ko·m,mi.:ssion.)代表团之后，也千 1930 至 1931 年派遣了英国经济代表

团赴远东访问戛上海的英商总会并不持有这种看法，它们寻求英国

政府的帮助，并不是在中国增加新投资，而是要多多保护英国在华特

权"'"使治外法权不受中国人的侵犯“皇而另一方面，英国国内的工商

界人士在 1934, 至 193 -5 年间则不断要求政府在向现代化的中国投资

方面寻找新的途径，如果需要的话，甚至不惜以牺牲英日关系为

代价。＠

这些压力对千英国政府内不断进行的有关是否要同日本保持非

常友好关系的争论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4 年，由于英国无论在

政治上还是在淹军问题上均未能同日本达成协议，下述观点便占了

上风，他们极力主张：英国在华利益正受到德国的威胁，必须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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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直接合作来保护英国的利益。尽管那些利益从经济方面来

说是很小的，英国在华总投资比它在阿根廷的投资额还小。但中国

拥有未开发的资源，有潜力成为英国工业产品”首要的世界市场ff , , el 
这些导致它们在中国要尽力同德国竞争。

德国人一一用弗雷德里克誉李滋一罗斯 (Fr·ede:ric·k :Lei.th- -

Ross)的话来说，“既无资本又无信用'H-~在中国的成功被视为是

对英国在华传统利益和新近利益的双重威胁。 1933, 年，外交部认为

塞克特首次访华无关紧要而根本不予重视皇然而到了 19,3;,5, 年，德国

取代英国成为对华第三大出口国，英国企业只获得中国铁路合同的

5 .%(这还多亏 1,9,33· 年庚子赔款的恢复）亨这些“长期以来英国影响占

据优势”的领域正在被德国人所占领，这种担心剌激了英国进行新的

贸易努力。＠

这一新的贸易努力主要依靠李滋—罗斯来推行，他千 19.35 至

1937 年期间来华完成他的使命。李滋一罗斯在 1935 年 11 月实行的

中国币制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量而他的许多更宏大的计划（包括逐步

取消英国的治外法权）却一一流产。在他首次访华期间，由于合步楼

信贷协议的签订，英国在华地位实际上已大大下降。英国驻上海商

务参赞路易斯暑比尔(Louis. B·eale)概述了该协议对英国在华抱负的

影响：“这一协议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发电厂、煤矿、工厂和铁路，到

处安装的是德国设备，由千顾客往往喜欢向原供应厂商订购产品，，循
环往复，这一自然趋势必使生产同类产品的英国制造厂商的利益受

到危害。这是在中国发生的非常严重的事态。••(I

英国人对合步楼的反应是要企图暗中破坏它同南京政府的关

系霄将向南京派遣英国工作人员与顾问作为应对措施旦这一企图失

败后，李滋－罗斯又试图学习德国人的方法戛他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出

口信贷保证局 (the G,over·nm,ent E.xport C,r·ediit Gu;a·r.antee :De·p.a·rt

ment)向对华贷款提供保证，并在提供贷款的条件上同德国相等（每

年 5%:利息，而该局利息通常为每年 12½) 。 1936 年下半年，出口信

贷保证局的代表访间了中国，但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并没有提供贷

款或担保物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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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希望将英国企业吸引到中国来，更多的是出千“政治上

的原因",Qt而不是期望英国在同德国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督这种原因导

致其在 1936 年末和 193'7 年初提出了经济合作的形式。面对日本的

侵略，为了能使英国从中国的国家完整中享有既得利益壹南京邀请英

国厂商参与建造从重庆南下贵州、广西和广东（穿过广州）然后北上

到达上淘的弯形铁路，，该计划将从 200 英里长的广州一梅县铁路开始

实行，汉斯 俨· 克兰在 19 .34 年同后来被废黜的陈济棠签订了那条铁路

的合同。英国人认为曹英国正在被邀请在南部建立一个“势力范

围"—或许同德国人在华中已享有的差不多。英国在 1936 年首先

建议英德划分利益范围嘉就信贷条款、市场界限等问题订立一个“君

子协定Hi Cli'I- 19 3 ,7• 年初英国在华力量有所恢复｝当时蒋介石请求英国

人指导广州的防御工作，最显著的姿态是强烈要求把海南岛纳入英

国的保护区域以以阻止日本人占据那个岛屿戛

然而诚如英国公使在 1929 年所预见的那样，英国在华的旧有

利益阻碍了它建立新的利益。旧中国的铁路公债一直拖欠不还，新

四国银行团以此为借口将对华信用贷款的拨付工作一直推迟到很

晚。 1 '937 年 7 月战争爆发后，伦敦市场上的中国债券价格大跌昆致

使2 ·000万英镑的货币贷款成为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在任何一项

铁路信用贷款拨付以前，必须首先处理新银行团问题；而当银行团

最终千 193 ·7' 年春末解散时豐英国政府却不愿意参与庞大的铁路建

设项目，仅为广梅铁路支付贷款 15. 1 ,01 万英镑，而该铁路旋即成为战

争的牺牲品。＠

对千英国迟迟地仓促返回中国市场不能够估价过高。一位研究

英国对华政策的历史学家写道，英国的这些努力使南京政府的政策

“从对日放任自流转变到对抗＂，＠这种说法完全是言过其实。中国从

没有得到过英国人真正的帮助，南京政府对日”放任“政策很早就已

结束，这部分是由千得到了德国的合作。到 1 1913,8 年，对各有关方面来

说事情都巳晚了，甚至连李滋－罗斯也逐步认识到德国在同南京政府

的经济交往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先向汉斯髻克兰，然后向法肯

豪森的副官克鲁姆马切尔(Kru·m·ma1cher)试探了英国加入中德易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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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可能性。＠ -#' 

` 

结论：撼国的势力范围
, 

当李滋一罗斯极力主张英国“模仿镶国人的样子”时，他可能还

没能充分意识到必须承担的责任口德国样板必须创造—种与蒋介石

的军事需求共生的关系；必须同中国国防工业发展机构保持最密切

的合作；必须通过一个协调一致的“文化”纲领，对中国受过教育的年

轻一代产生吸引力；必须从事于冒险的、有创造性的信贷或财政援助

方法以图对中国市场的某些部门取得垄断权。

在讨论外国人对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发展所起的作用时，

不能轻视美国民间人土和国联在衣村地区的复兴、教育与行政改革

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但是，这种援助在一个“发展援助”计划的概

念还处在初期阶段时，它必然是零碎而不成系统的，最多只能达到一

个长期的效果。当英国的李滋－罗斯试图缓解中国的信贷局势，通过

货币改革来作为大规模投资的前提时 ，，德国人却避开了这个问题，通

过易货协定来满足国民政府的急切需求，并收到了更实际、更迅速的

效果。尽管其他国家也有活动，但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南京十年期间

＂中国面向西方 lt!II' ,@更多的是面向德国，而不是美国或英国。

合步楼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回忆道，由于一

项协定而“使得中国基础工业建设和中国军队的训练毫无疑虑地交

由德国人掌握＂，该项协定“应允中国人在重建其经济的过程中将会

得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专家和科学家的指导，，同时保证德国工业

界可便利地得到一个安全而庞大的市场f!I 夏尽管这有些夸大其词，但

这种德国中心说的观点注并非完全不是事实。在其他国家因有顾虑

而放慢对这个似乎存在问题的市场投资之时，德国却能够在平等的

基础之上同中国合作 ，建立起一种互补的经济利益一一在某种程度

上讲，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经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这种合作还有其

他鲜为人知的原因：蒋介石赞同塞克特的政治一军事战略，并同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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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的发展计划合一；在一个想要复兴的中国，人们广泛钦佩巳恢复活

力的德国；上述所有因素的结果使德国成为培训中国未来的工业和

军事人才的学校。

虽然这个措辞更多是文字的而非政治的含义。在这两个领域中，德

国人被认为能够胜任同中国的一切合作。也许有人会设想，假如蒋

介石不去关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 、世界第一流的军队；假如南京政府

选择的工业发展战略不是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书而是利用中国丰

富的资源、低廉的劳动力发展轻工出口制造业，那么当时就没有理由

一定要求助于德国了。然而，因为南京试圉建立的是一个强调重工

业、交通与整军相结合的“统制经济”」 ，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又使上述

一切进程的速度加快，具有意义的是一一正如马克斯嚼伊尔格勒尔

在《东亚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在这危急关头，恰恰是德国人在那

些领域中提供了一个值得模仿的样板nfjJ 。 一篇写千 1937 年的关千

中德贸易的报道印证了伊尔格勒尔的观点: J!i: 德国（对华）出口的大部

分都是用千｀经济发展的货物＇，它们非常适应中国的需要。...
请设想如果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没有经历战争鲁那她“可能

会是什么样呢？”这个间题总是令人很感兴趣。就中德关系而言，更

好的间题是：，“假如战争推迟几年爆发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由千军

事和工业发展相结合的计划是建立在中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基础上

的，或许这不仅仅是一场由日本发动的战争。＠同样，资源委员会用出

口战略矿砂来支付工业信贷的计划至少也是建立在欧洲战争威胁的

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种战争威胁 佛国际市场上鸽、锦和其他金属

的价格必然会暴跌。然而，如果这场给中国的准备工作带来巨大破

坏的战争（正如下一章就要叙述的那样，它导致希特勒明确选择了日

本）被推迟的话（这当然是可能的，人们应记得中日战争是从“事变”

出乎意料地扩大为战争的），那么，我们便有理由同意刘魏的观点，

扫日本将会碰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敌手 ,,,. o·Qt 

如果战争延迟的话，中国可能会建成一支有空军支持掩护、有潜

水艇防御海岸线的更强大的军队。如果有一支建立了中央供应和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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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的更现代化的中央军月中国军队可能不必一一但从 1937 年起

巳被迫一一为了生存而依靠老百姓供应并同民众关系疏远叟如果战

争推迟二三年的话，至少能够增加日本的＂冒险因素' !I~ ,, 这个问题前面

已讨论过。在工业方面，如果三年计划得以完成，并在兵工发展方面

继续取得进步，那么可能就会使中国在工业和军队方面有较大的自

给自足能力争更能适应一场重大战争需要息而不必像在 1938 年以后那

样，被迫竭尽全力神寻求外国的武器信贷。 勹

有关中德关系在 1938 至 1 1914,01 年间结束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

论 ．，但这里要谈一下它所带来的遗产问题。那个遗产部分地可从国

家资源委员会自身的发展中找到，该会拥有 130 个企业， 1.7',i, 2 万名员

工，从 19,44 年起在自由中国的工业中起了主导作用漕随着战后没收了

大量日本人或“通敌分子“经营的工厂龙它的活动范围迅猛扩大。＠

它也可以从某些人的职业生涯中找到』如翁文濒鲁 193,8 年成为中

国经济部第一任部长，该部是以德国经济部为模式建立起来的、＠职

权范围广大的组织查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担任该职，同时继续兼任隶

属于该部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再看看俞大维，从兵工署长

到交通部长(1946 年），接着在台湾担任国防部长。

或许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人，他们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后即

在资委会或兵工署任职，或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后由上述机构派往德

国学习的。这些人本该在战后所起的作用为内战所打断，但他们中

许多人后来在台湾做出了贡献。

最初曹台湾所有重要的工业均由迁台的国民党政府掌管 ICII 在台

湾最初几年政府所拥有的 16 个工业企业中 ，，有 9 个由 l,9 .30 年代或

19410 年代初曾留德的中国人所管理。它们包括：煤矿开发公司、台

湾机械制造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台湾造船公司、台湾

糖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裕隆汽车公司和人造纤维公司。同时，留

德人员还担任了台湾省工业研究院和台湾烟酒专卖局的负责人。当

上述企业在 1950 年代末、 196101 年代初实行非国有化时，留德人才依

然在这些公司最高领导层中担任职务夏

同样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豐台湾经济部的三任部长皆是留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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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江构(191 .S,S一195 ,8) 、杨继曾 (1958一1965, ),, 这两人都曾在俞大

维领导下工作一一以及陶声洋(19'6:9' .) ., 他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

德国的工厂工作。另外，经济部的两位副部长和交通部长（沈怡青

191610一1968)也是留德返回的。在军队方面，除了俞大维外，遗产并不

太强，这是由千战争期间的牺牲和美国影响的干预。前驻柏林武官

唐纵将军成为内政部副部长 (1915 10—19 .5<2: ) 和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1 1957一1958) 同时徐培根将军曾任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学校长

(1 '959~197'0) 。其中两名留德人员同蒋介石的关系或许最为密切，这

就是现任三军大学校长蒋纬国将军和驻法兰克福贸易办事处主任戴

安国叟最后，台湾各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工程、化学、地质等院系噜以及

研究所内，有一大批留德博士在那里任职夏

如此大量的留德人才是那个早已瓦解了的关系带来的结果。我

们现在就转到关系破裂的过程中来，由千中德双方有若共同的利益

范围，所以这一破裂过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只是到 l941 年 12 月 7

日以后 ，，俞大维才清理掉他的德文书籍害 ，以英文著作取而代之，并在

他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罗斯福总统的肖像。＠

注 释

(1) (泰晤士报）（伦敦） ] 93. !5 年 11 月 27 日，第 14, 页。

1(%)(3) 整个德国外贸从 1929 年的 ,26i'9 亿马克下降到 1932 年的 104 亿马克

19.33 、 19,3; 4 和 l 193S 年，分别是 8, 16 亿、【84 亿和 89 亿马克，整个中国外贸也从 '19.S

高达 :23 亿海关两的数额下降到 19132 年的 l,2: 亿滑关两"I l 193,5 年的 19. 6 亿海关

全部的统计数字以及欧洲以外的德国贸易参见考西，第 2.81 、. ·23,s. 、 232 页；第 280 、 2851

页; (l.'934 年经济情报》，第 ;83. 页； ，（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 21 19 页；罗恩 (Th., M,.. 

Roh.n.) :: (中德贸易》，（中国经济杂志》(Ch切e.rst· E切nom·ic ] ournal)第 1 16 卷，第 4 期
(l93.5 年），第 ,36,0一3167 页。

©(中德贸易发展），（民众论坛》第 13 卷，第 6 期 (1936, 年 6 月 16 日），第 3915

页；武增干：《近十年来的中国国际贸易》官第 2:41一242 页；《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

247 页。

~I 雷默，第 615 、 651 页；高平叔和丁雨山，第 9一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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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贤平第 1096一1 109.8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 Z.u15 l/66, no圈 2,S t, Wi RU Amt 

Studyiji, (远东的经济建设及其对德国国防经济的意义》，统计表喟, Bl .. 13 。

(?11 何炳贤，第 1104,一1. 107 页；联邦军事档案馆嚷 Zu151/616, no. 2-3 ,., Bl. 12:; 库尔

特画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 28 页。

＠＠关于中国研究学会 193i,4 年 6 月 2'1 日会议的报告，载（福熙报） (Fosnsche 

Z,t.itun.,g) 19 34 年 7 月 3 日；布洛赫统计数字，（德国利益），第 2:2 页。

吵布洛赫上书第 2:5 页；考西，第 ,23 '1一2:3i9 页。

＠考西，第 239 页 ，0

＠关千易货交易技术上的讨论见马季廉: (现代的物物交易），《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40 期(1935 年 l1~ 月 14 日）；周白棣，第 8'9 页及以下几页；（为什么不进行物物

交易？），《民众论坛》第 10 卷，第 4 期 (1935 年 8 月 16 日），第 20-9一212 页。 '"barte:r"

一词被译成各种词意 ：：“交货贸易制”、“物物交易”、“物物交换黯，偶尔也音译成

“巴塔 iii• ·O;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 ， 第 3 卷 No1. -4-04,. 第 761 页，陶德曼致德外交部

·(1934 年 12 月 31 日）。
,. . 

＠张嘉嗷，（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以下简称（奋斗）），第 76-86 页；《浙赣铁

路》，第 2一3 页。
. 

［＠鲍格，第 ·75一?' 6 页。关千过去和现在外国参与中国铁路建设的问题，参见陈

晖：《中国铁路利用外资间题的研究》,,(东方杂志》第 .aa: 卷，第 2 期 (1 19317 年 1 月 16

日），第 ll一,20 页。

＠张嘉嗷：《奋斗》，第 91 、 15.3 页。

＠采访克劳斯攫舍费尔(K'laus .Schif'er) 口1 . 

＠《奥托蠡沃尔夫的思想） 'II· 第 102 页。

＠采访弗莱特欧(G... Flat_ow)。也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揖，第 3 册， ·no~. ,40.4,, 

第 7612 页，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4 年 12 月 31 日）。

＠张嘉嗷；《奋斗）第 719一80 页;(浙赣铁路》，第 3 页；《1934 年经济情报》，第

19 16 页；简笙簧；（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与抗战的关系）＇，硕士论文，中国大学督台湾，＇

196?' 年，第 107 页及以下几页；联邦档案馆，R.2116,442,《奥托·沃尔夫的中国贸易》，

19 .35 年 5 月 5 日备忘录。合同原文可在台湾交通部档案中找到，交通部，《铁路债

务汇编(19)2,一1.9.34: 年））。也发表在（军政旬刊）第 22 卷 (1 1934. 年 5 月 20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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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8 页上。 •• 

＠张嘉嗷:. (从事铁路建设工作的回忆》，第 1 页。

＠张嘉嗷：（奋斗），第 BQ 页计有关奥托矗沃尔夫的担保见联邦档案馆 .,. R2/

• 

16,4--42'19135 年 5 月 5 日备忘录。

O(中央银行月报）第4 卷，第 9 期(1935 年 9 月），第 2048 页；《浙赣铁路》，第 4

页；原文藏交通部书《铁路债务汇编），合同千 1936 年 1 月 30 日签字。

『＇

＠张嘉嗷：《奋斗），第 112一113 页；布鲁诺壹克罗克尔(Bruno .Korker), : 《修筑

中国铁路的德国人》，（远东评论） (Fa·r E'a也rn Re如心）第 3;3 卷，第 1 期 (l9"r31 年 1

月）暑第 21 页；原文藏交通部 t 《铁路债务汇编》。

§1S 该路最初通过杭州至玉山轻型铁路连接杭州的东部港口，后来那段路铺设

了标准轨距的铁轨。株洲至贵阳铁路东段约 10'9 英里巳完工，但 1939 年 3 月 1 日由

中国统帅部下令拆毁：张嘉嗷：《奋斗），第 11.6 页。该路实际上恰恰到株洲西部为

止；第 98, 页。

＠辛达谟：《法肯豪森的回忆中的蒋委员长与中国》，，《传记文学》第 19 卷，第 6

期 (1.972: 年），第 86 页；法肯豪森：（回忆录》，第 5S 页；《奥托善沃尔夫纪念词》 ＇，第

122: 页口

＠张嘉嗷：； 《十年来的中国铁道建设》，］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 275 页 4翁文

~-= ·(中国经济概况》＇ ，第 16

＠克罗克尔：《修筑中国铁路的中国人》，第 23 页。

＠赫尔曼，第 151 页。

＠郑友揆：《中国的外贸与工业发展》（华盛顿特区 t 19156 年），第 31 页。

＠迈勒，第 242 页，＇一般见第 23.3一za.4. 页。关于传统的道路系统在农村手工业

中的作用，参见钢钊（音） l (现代纺织业的成长），载珀金斯书，第 189—)911;) 页。

@《为中国公路而发行的中国汽车公司股票）停《民众论坛）第 14 卷，第 5 期

(1 '9316 年 9 月 1 日）嘈第 3·61 页；外交部政治档案(2:6) ,i ·H温特费尔特(Win.terf'e'ldt) (上

, 

悔）致汉口飞1988 年 2 月 4 日）。

＠塞克特起初支持赫尔 ,.. 路斯迪西(Her:t' L四ti1)的计划，他们曾经在船上见过

面:· 外交部政治档案(2:7) , .Bd. 1, '"劳腾施拉格尔（南京）致北京lll!li(l9,8i -4 年 5 月 16 日）。

0 同上，“埃德曼斯多夫（柏林）致北京"(l9B,4年 6 月 30 日）；］《奥托哩， 沃尔夫纪念

词》，第 12l---al22 页；采访弗莱特欧；（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册，第 1102 页。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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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促成这项交易，在 19316 年 7 月赠送给蒋介石一辆 M型汽车；访问弗莱特欧。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揖，第 1102 页；（为中国公路而发行的中国汽车

公司股票》，第 as.:2 页；《奥托·沃尔夫纪念词），第 122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102:一1103 页；采访弗莱特欧;:华盛顿国

家档案馆叠T· ..... 1zo. rio,11 1801. 第 138608 页售“维尔备忘录"'(1 ·940 年 1 月 20 日）。

~-阿瑟廉扬格: (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 35,3 、 3.SS 页；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憔

T - 120 ,,,Ser.., 8804 喟 roll 340:3 ,. :E,613 530 页及以下几页，］ “陶德曼（北京）致德外交部“

{1935 年 1 月 2 日）； 'E613, ,4; 7 31一613474,"多伊特尔莫泽尔(Deutelrnos,e;r)致德外交部“

(] '913,4. 年 4 月 23 日）；I E.6, 13,51210 "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u,(1934 年 lO 月 9 日）；国史馆（台

北）： 2 一']2:ill ,02. l 'iJ iM行政院致国民政府H(l9·3,i6 年 9 月 310 日）o

＠国史馆，同上；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警T - 12:0 停 Ser~8804 图 ro1ll ,34.04 , .. E613S61l ;, u陶

德曼致德外交部"(l 9i.3 ·61 年 1 月 9 日）。也见霍姆茨，第 2104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IT· .... 120 ,. Ser售, 8,804 ,, roll 3404 ,, Etl13566, • 施特休斯(S1trec,... 

ciu:s) 备忘录飞附千“陶德曼致德外交部'ft (193,6 年 1 月 1 日）中。

＠国史馆 ,2-, 1:2:醴 02 •. 1,"国民政府致行政院政务委员会秘书处" (1936, 年 10 月

1 日）o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0 辑，第 1 卷 no.. 57'6, 第 692一6913 页霄“维尔备忘录”

(1913;,8 年 4 月 23 日），盲，0

＠《密勒氏评论报） (l93S 年 2 月 2 日）第 3441 页。也见国史馆 :Ii 2 -12嘎 0:211! 1 

(1934一）9.37)和考西，第 2431一244 页。

＠刘酸，第 }101. 页。

＠约瑟夫蠡， 博尔金= I《法本染料公司的罪与罚）口加 C·n·,加叩.. p血岫叩叩叮

l, G ... Fa心,n) ,, 纽约， J.i978 年，第 58 页。

＠＠伊尔格勒尔号第 2 册，第 2 、7 、40 、 43, 页。福建省主席（陈仪）和江西省主席

（熊式辉）很早就同德国顾问团有联系过；有助千各省的努力。朱家晔当时是浙江省

主席；第 13 、. 8, 、 69页。有关对伊尔格勒尔中国工业发展观念所进行的列宁主义的阐

述可见德累切斯勒尔，第 '1 16 页。

＠伊尔格勒尔，第 2 册，第 7 页及以下几页吞

O 联邦军事档案馆，塞克特遗件， no. 247/1913,"伊尔格勒尔致塞克特飞19 .S&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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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切斯勒尔，第 1'7 页；伊尔格勒尔，第 2 册，第 4 章。

·'511 对伊尔格勒尔著作的反响可在联邦军事档案馆，RWl趴附件 1/5-:32 中找到。

＠见程天放在（新中国）第 2 卷，第 7 期(1936 年 4 月 5 日）上发表的演讲稿。也

可参阅高欣（音）：《旅德华侨之今昔》，载张其购：：，（中德文化论集》，第 1:33一1.38 页。

O 采访齐悛，关德懋(.191 '77 年 12 月 16 日），，李祖冰，李景潞，埃里希蠡， 施托尔茨

勒尔，张嘉嗷。

0 外交部政治档案(13) ,, Bd嘈I :2'f "• 舍费尔（重庆）致北京飞附千＂陶德曼致德外交

部"(1932 年 9 月 23 日）中。

., 

0 迪维尔第 168 页；《东亚评论）第 'JS 卷，第 5 期 (l9184- 年 3 月 1 日），第 11.2一

ll3 页；第 16 卷，第 19 期(1935 年 10 月 1 日），第 .513 页。

＠（东亚评论）第 15 卷，第 5 期i(]9,34 年 3 月 1 日），第 199一10.3, 页。

9(东亚评论）第 16 卷第 4 期(1'935 年 2 月 16 日），第 110 页；外交部政治档案

(12),H. 汉口总领事致北京:,t (.19.34 年 11 月 1.3 日）。

＠伊尔格勒尔，第 2 册，第 58 页。

O 参见《东亚评论》第 16一19 卷所提到的各类中国代表团以及程天放书，

＠外交部政治档案(2.3) 立一1几中国中央通讯社，19136 年 8 月 12 日报道；联邦

军事档案馆嘈，塞克特遗件， no,., 247/1'90 ., 信函量 '"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友谊协会致塞克

特”（南京） (191.34 年 9 月 3 日）凸

10 , 《东亚评论》第 15, 卷第 14- 期 (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3,36 页；第 16 卷第 7

期 (l. 1935 年 4 月 1 日） ，，第 1 '93, 页 !01

Q1 朱家驿编(?) ;. (中德文化协会），第 1 、4 、8一9 页。

＠郑寿麟；胡传因（音）＇ ；第 112一123 页；奥托奄 ，弗兰克,( -Otto Fra·n~e): (德国的

汉学研究》，（研究与进展》( .Forsckungen ·u.na F叮isc·hri'中）第 1,s 卷，第 7 期(1939 年 3

月 1 日），第 ·as一88 页。

0 胡传因（音）；《新中国》第 3 卷，第 2:0一21期,(193'7 年 5一6 月） ＇，第 38一,391 页。

＠＠（新中国》，第 3 卷，第 1贮-19 期 (']937 年 3一4 月），第 8 页，第 2 卷，第 1 期

(1'93, 6 年 1 月）口

＠例如1参见同上第 3 卷曹第 2·9一301 期 (1938 年 8一9 月）第 20 页常关千三民主

义青年团的报道。

＠吴元黎，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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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爽，第 66 页。也可参见朱玉仑，第 2 页。

＠蒋廷蔽: (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l !I 第 ,95 页。

＠翁文瀛：《战时经济建设），第 1页。该计划在翁文瀛《中国经济概论）第 :]8

页中也有所概述；吴相湘喟第 1 册，第 29·4 页；何应钦，第 1 册第 19一216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90.3一904 页；王家虹（音）: (近百年中德

关系概要》，，载张其购编：（中德文化论集），1 第 25 页。王尽管弄错了日期 ．准但他详述

了“十大计划”。

＠访问齐悛。

＠埃克特，第 48 页。

＠阿瑟·扬格：（中国战时金融与通货膨胀），第 331 页。

＠（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第 2 页。这一数字折中了扬格(2.~3 亿法币）和齐

悛 ( ,3 亿法币）估计数：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 ［，第 291' 页；访问齐悛。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誓第 5 册 n10暹 270,第 4.12 页， 1936 年 4 月 8 日信贷协

定原文，0
,l
' 

＠扬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第 2197 页。

＠吴相捆第 1 卷酢第 294 页人资源委员会过去与现况），第 2 页 。

＠李国欣和王宠佑，第 4.3] 页。

1~(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嘈第 5 册 ·no羊 36 ,, 第 ·503 页枷“国务秘书比洛(BUiow)

关千同莱谢劳会谈的备忘录"(1936 年 5 月 4 日）c

1G, 访间关德懋 ,.l91 78 年 6 月 3 日。

＠秦璋：《战时经济统制与经济参谋本部），（黄埔月刊）第 3 卷，第 5 期 (1 1935 年

5 月 15, 日 ） ＇，第 1 ~9一2'1 页 。

函采访关德懋(19177 年 12 月 1 16 日）勹；见翁文濒；《中国经济概况》，第 8一9 页。

_
l_

, 

＠采访关德懋(1977 年 12 月 ，16 日）。

fb.1 翁文濒：（战时经济建设》，第 I—2 页；翁文濒：《国防经济建设之要义），第

619一71 页。关千政府和金融部门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 231一233 页。 • 

您采访张嘉嗷；姚松龄，第 118 页。

＠蒋廷酸! (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第 195 页。

Im 见（经济部公报）第 1 卷，第 3 期 (1938 年 3 月 l6 日）。

＠周道隆，第 12' ],一12 .5 页；法贝尔，第 ]22 页；联邦军事档案馆，, WV ff Cs. ,4 .. , 国

' .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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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经济部报告：（世界上较大的铭矿开采业》{1943 年），第 12 页；李国欣和王宠佑，＇

第 4 .2一4 ,3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同上，］《世界上较大的鸽矿开采业）第 la 页。关于在所谓的

“汉堡 A 契约·" (H·a,mh·ur.1· Con.tra,ct A)约束下的欧洲市场规定，参见李国欣和王宠

佑，第 458一459 页臼关千利润，见（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书第 166 "!1,:220 页。

函参见朱玉仑，第 5 页。

(t,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903一910·4 页；杜殿英：：《铭铁厂筹办之经

过》 ．，《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1.931 9 年 6 月），第 ,85i一1.00 页人资源委员会

鸽铁厂筹办委员会章程）喟同上情第 158:一159 页；《抗战史话），第 2 页；信函：路德维

希矗维尔讷致作者的信 (19781 年 9 月 11 日）；埃克特，第 S·6·一57 页；（中国年鉴

( '1916; 2一191•6 .3 年））（台北，1 1963, 年），第 '789 ,酢 .8•73 页；（自由中国实业名人传》，千右任编

（台北 ，， l '9S.·4 年），第 15,135 页。

© 李国欣和王宠佑，第 42 :2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同上，（世界上较大的铭矿开采业），第 12 页。

＠在 19 .35 年，商业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中至少有切4 投入了面粉加工业和纺织

业，而没有用于重工业；伦纳德咂丁，第 6,05 页。

＠《钢铁》，行政院编（南京，, 1947 年）第 19 页i赵兰坪，第 108 页。

fJ (中央钢铁厂筹备概况），第 1 163 、 16 16 页。生产量估计每年为 15 万吨：采访

齐褽(19178 年 4 月 11 日）。

Q) ·(中央钢铁厂筹备概况）， 第 163,-164 页喟第 168 页；采访齐褽(l97'8 年 4 月

11 日）。关千筹备委员会也可参见（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1 卷，第 2 期(19319 年 6 月）惯

第 337 页。

＠（中央钢铁厂筹备概况） ＇，第 164 页。关千矿业的发展见《萍乡煤矿整理局事

业经过概述》，《资源委员会月刊》第 3 卷，第 4 期(1941 年 6 月） ，0

. 
＠程天放，第 183一l93i 页 ：；访问关德懋(1978 年 6 月 3 日）。

@《中央钢铁厂筹备概况）第 163 页。＂费里德里希廉布斯(Friedruch B'Usse)致
• • 

作者的信 ,,,, < 19178 年 7 月 15 日）；“路德维希糟维尔讷致作者的信,,. (197:8 年 9 月

11 日）。

QI ·(中央钢铁厂筹备概况》． ，第 16 ,3 页。

＠迈勒尔，第 2131 页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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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湘，第 1 册，第 2·94 页； 1(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906 页 。

＠埃克特，第 ·66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揖，第 sag 页； ，《本会各实业工作进行概况》，《资

源委员会月刊》第 2 卷，第 I 期 {l :940 年 1 月），第 37 页。

＠《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 171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9016 页；路德维希矗维尔讷致作者的信

(1 191'8 年 9 月 11 日）。

＠金贵铸 ，：（抗战八年来之酒精工业），（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6 卷，第 12 期

(l9481 年 6 月），第 132'一13.3; 页；金培松：（湖南酒精厂之调查及改进拟议） .,(工业中

心》第 9一12 期(1937 年 12 月），第 370一,37'2 页。

«It (近十年之中国酒精工业），《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5 卷，第 1 期(1945 年 3 月）喇

第 ~-3 页；（本会各实业工作进行概况），第 :37 页。

＠联邦军事档案馆，W02一44.15, , 第 99 页，“梁欺文致塞克特"(1 19314 年 9 月 1.6

日）；同上，第 1.11 页，“塞克特致俞大维;, (1935 年 1 月 28: 日）。

＠联勤总部(1),第 225 页。

GS1 (19·34 年经济情报》，第 133. 页。

＠杜殿英：， 《抗战八年来之机械工业》，，《资源委员会季刊）第 6 卷，第 ]2: 期

_ 
i.I' 

，

上

宁

一

·


lL-.1 

(19,46 年 6 月） :•., 第 li08一101 '.9 页；（自由中国实业名人传》，第 15 页。

i})1 (抗战中的中国经济） ：，第 169一]70 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90,4

页，第 906 页；，《中国国家资渊委员会》(Ji94 '7 年），第 8 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9'0入9-04 页。

＠马丁 !1 费舍尔，第？页。
•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8Z一817 页；联勤总部,(1)1 第 240"'i, 260一

2:6 ,2 、2:65 、 269一270 页。

＠为了能将中国在军工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论述清楚，可参见杨杰将军

1934 年访德归来后的报告，该报告在杨杰的书第 51.S 页中刊载。这份报告同塞克特 ．

隧

的计划非常接近书赞成实施塞克特关千军事工业最终按照克虏伯由小到大的模式发

展的意见 。

＠采访弗莱特欧；联勤总部(1) ·:J 第 210, 页。

＠联勤总部(l),第 2:32 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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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颉，第 101 页；；《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83,87 页。

,@.@)@联勤总部(1) it 第 2 :26 页；第 2:35一.23-6 页；第 :28.1一294 页；（德国驻华军

-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8'2一816 页。参见联勤总部(2),第 2 辑所载的克兰茨( ·Cranz}

和其他人的备忘录。

＠采访李祖冰；《中国年鉴(1QS7一1958)》（台北）第 622 页人中国年鉴(19161 2一

:19613)-') JI 第 a10 页。

＠参阅（新中国》第 3 卷，第 l 9----·2 0 期(1937 年 5一6 月），第 3,9 页。

＠采访弗莱特欧。

＠申克，第 38 页。

Gj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D 辑，第 1 卷 DO唱」 s ·1a1 .,第 692一69131 页，维尔备忘录(1938,

年 4 月 23 日）。

＠刘酸，第 :102 、 147 页。关千中德海军联系参见埃克特，第 614一65 页。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往往严重夸大了它所拥有的炮兵、装甲兵和骑兵等团队

数址。例如（抗战史话》（台北国防部史政局；]912 年）第 17 页举称，到战争爆发时已

训练成了两个装甲师，而法肯豪森的（回忆录》第 66 页特别提到当时仅有一个坦

克团 ，0

＠这一观点已为最近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参见贾尔斯皮，30.2一303 、 5 ,21 页。

@(国闻周报）第14 卷，第 4 期 (1931 年 1 月 18 日），第 64一65 页 ：；也可参

照蒋百里的军事工业计划｀］ 载蒋方震（百里）（国防论）（庐山， 191 37 年）第 1一16

页。关千杨杰，参见上注 1:22 。关于中国军官在德国学习的情况参见联邦军事

档案馆， W02一44/4 .,. 第 18-3 页，（关于派遣中国军官到德国军队中接受副职指

挥官训练的规定）。关于中国陆军大学毕业生在德学习人员的部分名单，参
见

威廉曲怀特森(WiHia·m 'Whitson) :: 《中国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军事援助顾问团，

台北， 1 196? 年）。

@M何应钦致朱家晔信函"(1936 年 10 月 16, 日），引自杜勉，第 1656 页。

＠引自博伊尔，第 67 页。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D 辑，第 1 卷， no,.. 4 65 ,. 第 6101一60.2 页，陶德曼就法肯豪

森的一份报告致德外交部 (l.93'7 年 7 月 :21 日）。

＠法肯豪森：（回忆录》，第 73,—7'4 页；刘酸称接着而来的是继“凡尔登战役以后

最惨烈的战斗:,-, ,, 见刘酸，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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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埃里希蠡施托尔茨勒尔；刘酸，第 1419一150 页；卡尔森，第 691一70 页。

＠鲍格，第 77一78 页；恩迪科特：《外交和企业），第 ·46一·( '7 页。

«itlt41CD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 辑，，第 5 册 no圈 338 ,1 第 565 页鲁 『＂狄克森（东京）

致德外交部"'(193 16 年 5 月 19 日） ;no. 38i6, 第 6SO 页鲁＂诺伊拉特备忘录,. ,(l.1936 年 6

月 1 19 日）；同上 DQ~461, 第 1'86 页，“福斯备忘录ft (193, 16 年 7 月 18 日）； n.10. 502, 第

886 页，“诺伊拉特备忘录”」,(1936 年 8 月 7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部门， 2657'一 1 一357 ,, "马格鲁德

(Mag·rud.e:r) (: 北京）致国防部1"(1.93,0 年 5 月 7 日）。

＠考西，第 280 、2,8S 页。

＠关于在华各种国籍的外国顾问名单，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美国国防部军

：二情报部门 邑 '265'7一 I .......... , .3 196,.1~2: ,.1985 年 ll 月 ·2,0 日的报告；更早一些时期的参见

联邦档案馆，R为16,4,41,(中国政府内的外国顾问）。

＠鲍格，第 7·3 页。

＠特罗特，第 6,.3 页。

＠鲍格，第 256-2 164 以 0

＠张嘉激：（奋斗）｝第 14:4· 页。

＠鲍格，第 265 页。

@· 《远东评论》第 33 卷，第 6 期(19.37 年 6 月），第 218 页。

＠英国外交部， F0405/261/no~8,2,"蓝普森（北京）致张伯伦" (Cb.amberlain) 

(19219 年 5 月 3 日）。

＠参见路易 唾比尔(Loui:s 比ale)的评论毋引自杨洗生（音）书。

＠］ 特罗特，第 18 页。

＠＠恩迪科特： ，（英国的金融外交与中国），第 48,4、,'483 页。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133 页。

＠英国外交部, :F0405/'27 3/·no蛔， 73,.'"贾德干(Cado1an) (北京）致西蒙"'i(Simo.n)

(193 .3 年 5 月 8 日） ID .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 , 第 133 页。

＠英国外交部，F040·5/'276,/no". 13 勤“比尔（上海）致许阁森"(Knatchbul卜Huges~

se,n)i(南京）(1 19361 年 11 月 24 日）。

＠英国人的希望建立在对由南京德国军事使团组建的合步楼大发牢骚的基础

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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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这就导致他们错误地认为该项易货交易进行的非常不好句I P0405/'27.16/no1. l -3, 

＂许阁森（南京）致艾登＂（因en)(.1936 年 12: 月 4 日）；“许阁森致艾登"(19311 年 1 月

1 日）。

@《东亚评论）(1937 年 3 月 1 日），第 1181 页。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 ，鲁第 13Z 页。

(t F0405/276/·no雀 )31 书， “许阁森致艾登行(1937 年 1 月 7 日）。

. 

41@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13:2 、 138一139 页。

＠恩迪科特：（英国的金融外交与中国》唱第 4:91 、49·4 页。 . 

＠特罗特，第 2'10 页。相似的观点参见恩迪科特l (英国的金融外交》，第

494 页。

＠联邦军事档案切R'W6/86111克鲁姆马切尔：《关干我在伦敦逗留期间的报告）

u-

(l '.93 18 年 11 月 1 日）；采访齐煌。

＠关于美国的作用见汤普森：《当中国面对西方之时》；关于国联的工作参见拉

. 

斯克和霍兰德的概述 ，，第 Si62一36.3 页。

＠埃克特，第 42 页。，

＠伊尔格勒尔，第 2 册博第 8 页。 贮

＠罗敦伟，第 108 页。

＠蒋纬国已经谈到过军事准备一旦完成后就夺回满洲的计划，访间录(1978, 年

1 月 5 日）勺

＠刘镇，第 10:2 页。

＠由千没有一套完全独立的供应与调拨体系，在 1937 年混乱的形势下，德国训

练的整编师甚至比“传统的“军队更无视民众的利益。 E.Fl!!i 卡尔森指出，精锐部队体

现出一种”等级特权”的观念。在新的部队内部，军官与士兵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对

立，这体现在报酬的差距上，士兵每月只有 7 元，而将军则高达 8-00 元。卡尔森，第

30一.Sl,第 aa一34 页。

＠侯继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公共金融，l t93'7'一 19145),,载薛光前（抗战时期的

国民政府》，第 209一211 页。关千战后时期见佩帕尔(:S. P,epper) ,;,, 第 35 页。张嘉嗷

（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战后的接收政策“过千自信＂，并认为这是轻工业（纺织业等）达

不到战前生产水平的主要因素。

＠采访关德懋(1977 年 1:2 月 16 日）。也可参见克兰关干成立“国防专厅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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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第 4:3 页 3仁 .· ~. 丛－－ ＇

＠下面所列出的在台湾工业界担任领导职务的留德人员名单可能还是不完整

___ 

. .
. 

- 
. 

. 
肥
．

-
.. 

-̀
. , 

, 
.. 

J̀. 
『..
. 

. 
, 

的，他们包括：杜殿英，台湾机器制造公司理事会主席(194!7一19-58)-; 汤元吉，台湾肥

料公司董事长(19146一19S8, ,. 191601); 袁梦鸿，台湾肥料公司董事长(1961 2一l,Q,6,5), 台

湾糖业公司总经理(l9166) .; 严庆龄憎裕隆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经理(195?' 一迄

今）；刘青河亭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 19,s3一1964); 吕凤章，中国人造纤维公司董事

长，(1954.一 ）；雷宝华 ( :Powers. A ... ·Ley) 息中国煤矿发展公司理事会主席 (l9o6一

1958) ,, 台糟公司董事长 (19'6.2一 ）；吴道畏昏台湾烟酒专卖公司总经理 (l. 19591一

1965) :; 孙丰华，台湾铝业公司总经理 ：沿朱谦（朱家弊侄子入台湾电力公司理事会主

席，台湾造船公司理事会主席，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r(:19,4·91一1952); 周茂柏，台湾造'

船公司理事会主席(195"2一1961)., 台湾工业发展公司董事长(1962一 ）。有几个留

德人员至今还很活跃：他们分别是兄弟或堂兄弟鲁塞克特的中国副官齐悛 (Ro·bert

Chi: T·s;un. )战争前后曾在德国受过短期培训，齐褽(And妇S· Chi)现任嘉新水泥公司

总工程师（过去在台湾水泥公司亦任同样的职务），同时齐熙(Ja1oob Chi)是台湾造船

公司的董事和顾问。采访李景潞、黄佑、齐褽；（中国年鉴） (1957· 一1915,8 至 19169一

19170) 。
. 

Gt ·(中国年鉴）(: 1957一]9.58 至 :1 19619一1970) ;i采访齐见

＠一个不完整的名单包括罗云平，成功大学工学院院长，成大校长；毛子水 ，，国

立台湾大学教授；林世芬，中原理工学院教授，化学系主任；李焕桑，国立中国医药研

究所所长；沙学浚，前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秦大钧，台湾大学工学院院长

（秦只担任过台大教授，台南工学院院长和成功大学校长。一一译注）。《中国年鉴》

( '19162一19 16.3)。根据齐褽说，成功大学早期教员大部分是留德的，在大陆沦陷以后，

他们搭乘一艘轮船直接从德国返回台湾。访问录。

＠访问施托尔茨奈尔。埃里希 1 施托尔茨奈尔是 l:93:B 年 6 月德顾问奉召回国

后留在中国的少数几名德国军事顾问之一。关于他的履历，参见沃尔什：； 《埃里希 枷

• 
施托尔茨奈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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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杂志）( .Zeit..sch五f汀缸G,eo l,J1olit.ik:) 1 191 3•4 年发表的这

篇评论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德国利益集团 1937 至 19,3;81 年间在中国面

临的窘境：
. 

保留在中国主权控制下的每一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都向

外国工商界人士展现出未来加强中国经济基础的良好前景臀此

外并显示出中国以她的出口物资来支付日益增长的进口物资的

可能性…"Iii …

在日本势力影响下的每一平方英里中国土地或多或少地使

其他国家工商利益受到损失……并且 －除了一般的经济竟争

外一一－加强了我们在远东市场最强劲的对手——－ 日本的经济

基础心

尽管纳粹领袖默许了在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计划，但他们至少打

算加强同日本的政治关系。从理论上讲，这不必以牺牲同中国的经

济关系为前提，但是中 日 战争最终爆发，迫使希特勒选择他的亚洲盟

友。然而，他选择日本却遭到了来自德国“援华院外集团”的强烈反

对且还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和请求，并迫使中国先是向苏联，后来

又向美国寻求援助。 正当中德官方关系于 1938 年处于低潮之时，纳

粹政府新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企图通过继承帝国主义时代政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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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的方法来挽救德国在华利益，寻求同得胜的日本在中国实行分赃。

但日本人并不愿意让德国分得一杯羹 ＇，很少为德国提供方便。 19.3 18

年末至 .1939 年，德国军方和工业界在自由中国重新进行努力一，它

们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过这种努力，中德经济贸易因而在环境允许

的范围内得以持续到 1941 年中期。恰恰是在那时，在德国调停中日

和平的几次努力之后，中德关系以及梦想在战后中国能够享受到比

1930 年代更优惠特权的伙伴关系全都完结。

希特勒日本和中国，19,37—1.931 年

1937 年 7 月 7 日开始的那场战争是由日本声称依照防共协定而

发动的。由千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统一战线”

（自 1931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军队公开宣称它们有责任将中

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联盟中解救出来。在南京，德国大使陶德

曼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陈词滥调，在远东没有人会相信它“心但希特

勒意不在远东，并不准备冒险支持中国鲁以便失去他反苏的工具。

1937 年 8 月 16 日，他对部下宣称，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

点。,,,. 8 月 ,21 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宣布反而使他的决心更为坚

定。然而，到那时为止他尚没有下决心彻底抛弃中图。他命令按合

步楼协定巳同意供给的武器和物资应尽快运往中国，并”相应运回原

料，此事必须尽最大的可能瞒住“日本人豪，但是拒绝向中国提供进一

步的信用贷款。。

1937 年 8 月至 1 ,9,3 ,9 年 6 月期间德国对 日 外交的转变，是一个巳

咖继续运送武器的问题成为第三帝国政府内暗斗的主题。 1937 年 10 月 18 日鲁

戈林利用他掌握“四年计划”大权考下令停止所有的装运工作。而这项命令下达仅仅

两天，就被军方完全改变。国防部长布隆堡当时通知戈林，他已命令有关军官以更
隐蔽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项生意。货物被伪装起来，由丹麦轮船运送到新加坡的一
家英国公司，并责成参与者严格保密。（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 1 册， no暑 .s2 .,. 第

77'2 页噜海德一林希备忘录(1938 年 JO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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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比较透彻的课题。这里仅列举几个基本要素，并将重点集中

在各有关方面的反应上就足够了。从 1 '937 年 10 月下旬到 19381 年 1

月中旬，陶德曼试图调解中日关系。但他受到柏林方面的限制，只能

扮演递信人的角色，这种身份使他成为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的工具，而

日本人的态度则随着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日本人最初

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 1 :2 月 3 日被蒋同意作为谈

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 (12 月 12 日）促使日本系统地提出

令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调停的努力宣告完结亭日本于 12 月 16

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宣布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

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因为日本已在

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气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

在德国方面，武装部队和外交部领导层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改组，＇

预示着它将进一步支持日本。国防部长布隆堡一一中德关系强有力

的支持者一被撇职，希特勒亲自掌掘了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

此后不久， 1938 年 2 月 4 日，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为里宾特洛甫所取

代。 ． 两个星期以后，希特勒给“满洲国“以外交上的承认。当他千 2 月

20 日向德意志帝国国会宣布这项决定时，他指出 I '"我不认为中国强

大得足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

的任何进攻”；另一方面，日本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安全因

素”而受到重视。0 日本人非常满意净现在他们更能够坚持提出让德国

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的要求。 is.as 年 4 月 2 ,8 日，，戈林下令禁止对华

运送战争物资，即使是那些合步楼协定中已承诺提供的物资。＠在日

本的进一步坚持下，里宾特洛甫 5 至 6 月间向蒋介石召回了德国军

事顾问团。 .. 

-『国的反应

对帝国政策的反应表现为在德国人的同情与兴趣上不断出现的

意见分歧。反对亲日路线的人从来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

的反对最初是公开的、畅言无忌的，后来是在政府内的：受到压抑的。
不同的主张是很明显的，例如对 1987 年 8 月中苏条约的反应。当时

纳粹党的喉舌《进攻）(Der A.-n .. B. 戊ff)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亲日宣传，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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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德国国防军》( .Di,e W吐rm.a.chi)上的一篇文章则明显反映了

国防部的观点，该文宣称：面对中国人的抵抗决心，还不能指望日本

人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格奥尔格神托马斯 (G-e·or·g T·ho,mas)将

军为了支持同中国的联系而大吵大闹，，他认为至少应该尊重合步楼

协议。据托马斯说事希特勒的回答是：“在政治方面无信义可言，……

在适当的时候，协议是可以被撕毁的。"-'ii) 但是，对托马斯的国防经济

处来说，并不只是个信义问题：合步楼的损失不仅体现为“军火工业

严重的财政损失气而且危害到“它自身的存在“，因为“工业界撕毁合

同这事已众所周知痹并被竞争敌手彻底地加以利用。tt(I)

政策的转变也使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受到震惊。战争刚爆发时，

德国金融集团在《交易所报》(.Borsenzei:e·u;ng)上表达了谨慎的乐观，

认为冲突不太可能扩大口然而，当战争发展趋势和纳粹党的政策明

朗化之时，对新政策的反对之声便吐露出来。 1938 年，中国研究学会

的汉斯蠡席普尔(Hans Schippel) 竟然在《新中国）上发表一首长诗，

赞颂”中国的伟大元帅＂蒋介石，

根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一份报告景德国舆论在战争的

重大问题上鲁绝大多数站在中国一边。©这是真实的，生活在中国的德

国人也是这样，大部分德国商人都通过显示亲华的感情来反对其政

府的政策。据一位德国侨民说：“上淹亲日的德国入屈指可数'' ,QO 举

例说：汉口的德国人和德国公司向中国国际红十字会捐献的资金比

该市所有其他外国人和中国人所捐献的资金总额还要多。O 出乎人们

意料之外的是鲁居住在中国的德国纳粹党党员的反对之声亦很强烈。

广州的纳粹党地方支部负责人打电报给该党国外组织机构（德国国

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简称 A.O.) ., 声称在华党员对（纳粹）党的

刊物发表文章称赞日本是在中国领土上的“反共堡垒＂一事持反对态

度。］＠在上淹的德国人对国社党的政策不再抱有幻想过这是非常明显

的，以致国外组织负责人恩斯特譬］ 威廉鲁波尔( .E:r'ns.t Wilhelm Bah.le) 

直接写信给该党上海负责人说，他的职责是“支持元首的政策……在

任何情况下，个人对中国的同情以及我们的人民同志 ( ·volksa;e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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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物质上的损失都不能凌驾于元首的伟大政策之上……即使是在

帝国的路线还没有能被完全理解的时候。"@

德国在华军队政策的化身一一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也表示

了抗拒。出千个人经济收入和集体的荣誉等原因曹他们希望留在中
国。当回国命令下达之初，冯事法肯豪森将军采取了对抗的态度：

“我向蒋介石元帅保证……我个人将会履行我的合同“魔然而亨里宾

特洛甫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归国几顾问和他们的家庭就要承担“严重

的后果”口 193 ,8 年 6 月底，所有的德国顾问（有 5 人除外）鲁包括法肯

豪森本人一一在向蒋介石保证他们决不会利用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了

解去帮助日本人之后一一最终都离开了中国。1@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亨最有预见性的反对声音却是来自德国驻华

外交使团。外交部很早就反对在华的军事和工业努力，它发表的有

关中日战争的公开声明均严守中立；但它比纳粹政府的官员们更清

楚地认识到，，对日政策的突然改变将使德国在华利益遭受损失。巳

随蒋介石政府迁往汉口的陶德曼大使和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埃米

尔承维尔(Emil W'iehl)带头批评希特勒的政策。

陶德曼关于德国在华可能受到的损失数额的备忘录让里宾特洛

甫大伤脑筋，大约价值 10 亿马克的财产会成为＂赌博的筹码＂。陶德

曼间里宾特洛甫鲁难道能够相信“我们不再需要注意中国了吗？当中

国和日本开始和谈，而此时我们又已经放弃了在华利益时，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或者难道可以如此肯定日本一定会成为战胜者吗1· "'0 维

尔同样以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谈及在华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在

偿付方面面临的窘境时，他特别提到，“从前，尽管财政桔据，中国总

是非常严格地履行合同和责任“。但他不敢肯定中国是否能够继续

偿还尚未支付的贷款．＇，并估计可能至少要损失几亿马克。他强调说，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在华全部德国企业损失的最小部分。他设想，出

千无奈，德国可能不得不与“满洲和华北打交道，但老实讲……一切

得从头做起用而这里的基础又同我们在中国所适应的完全不同。"®

中匡的反应

开始国民党领导人很迟才意识到柏林官方打算改变政策。中



桃李书斋

纂八章尾声 1938-.. 194'] 2717 

日战争爆发之初，一个由孔祥熙率领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正在欧洲，他

们在伦敦参加了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同时也赴德国谈判加快对华运

送武器和工业品的问题戛该代表团由孔祥熙、翁文源、湿军部长陈绍

宽、桂永清将军和曾任蒋介石秘书的齐悛组成，在德期间受到德国的

中国院外集团所有成员的热情款待；代表团成功地完成了安排克虏

伯、法本以及其他公司对华供货计划的最初任务心 7 月间战争的瀑

发以及 8 月间希特勒对日政策的初步转变使孔推迟了回国日期，并将

其使命改成直接为南京政府所处的状况向希特勒进行游说。

在 9 月 3 日致希特勒的一封信中，孔用希特勒能够理解的语言表

达了他的吁求，并相信纳粹德国将会站在它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经济

上的忠实朋友=—一中国一边。 9 月 3 日的这封信首先对希特勒进行

个人吹捧，称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伟大的政治家,, ,. 41作为一位为公正、

民族自由和荣誉而战的伟大战士飞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为了反

击日本人关干在中国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的宣传，孔将中国形

容成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在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和一个强有力的道

德领袖领导下实行儒家教义的统治。它决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另一

方面，由于议会制度的衰败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壮大，日本倒很可能变

成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方面嚎孔强调南京愿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

面给德国以优先权气授予德国”重要矿藏开采特权并竭力满足德国

在原料方面的需求“。此外警如果战争阻碍了中国原料的输出，中国

将用它剩下的外汇来偿付德国武器款项。孔确信“无论在军事、政治

或文化的意义上，中国的当权者都将能得到阁下（指希特勒）特别的

理解。”＠孔的这番相当特殊的呼吁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另一个国民党代表团于 10 月抵达德国且由蒋百里将军率领，还有

他的侄子、留德学生蒋复嗯，留意的薛光前(P,aut·k T嘈 Sih) 。蒋百里希

望至少能得到德国在亚洲中立的保证准但纳粹政权甚至连这一点也

不予以满足。代表团在柏林郊外的达勒姆(Da.hlem)呆了一个冬天，

毫无所获于 l'9 .3,8 年 3 月返回中国。O就在这个月，临时首都武汉正

在考虑派遣一个以朱家晔为“特派员”的代表团赴德，但由千中德关

系在那年春天迅速冷淡下来，，再做一次努力暂时不切实际；千是朱接



桃李书斋

278 德国与中华民国

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之职。＠

到 19,38 年夏，中德关系达到最低潮。东京一家报纸宣称“中国从

德国获得援助的希望已彻底破灭"o,e 对中国政府来说，除了苏联之

外，已无别的选择，中苏于 3 月 1 日签订了一份 5, 000 万美元的易货信

用贷款协议事苏联还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间过这就部分填补了由千德国

人撤走而留下的空缺。伟大的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到此时为止尚

没有以任何方式提供援助度就纳粹政府来讲，他现在必须试图在一

个新的基础之上保障德国在华利益：同日本合作。

. 

, 

在华北和“满洲国“寻找撼国的“范围”

即使孔祥熙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既定政策卯那么至少他提出的判

断比纳粹决策集团所作的更具洞察力。孔告诉希特勒，假如日本成

功地征服了亚洲嚼德国在那儿既不会得到原材料，也不会找到出口市

场： ，“从经济上看卫本是一个工业国家噜需要为自己的工业品寻找原

料和市场。仅仅从这方面看，日本就决不会成为德国的真正朋友,,. ,0 CJJ1 

但德国政府内的亲日分子却持更乐观的看法：德国将会在其新

盟友日本的保护下继续一一实际上是扩展一一它在东亚市场的地

位。早在 "19351 年 l .2 月，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森就极力主张“德日间

就德国参与开发中国问题进行秘密讨论,., !I -区域集中在那些日本控

制最牢固的地区－~满洲鲁特别是华北。他的设想是当中国大部分

地区都有可能成为战场时鲁“华北五省在长时间内将成为中国最和平

的部分，（大多数）人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在这一地区，私营工业可能

巳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Ii ·•ct但进一步的开发将是我们政府的任

务Ii.It ,o OJ1 

一位在华投资庞大的私营实业家已经赶上了日本的潮流。或许

是迫千柏林的压力，奥托垂沃尔夫千 1 '937 年 9 月同“满洲国”缔造了

一项 210,0 万英镑贷款和贸易协定。0里宾特洛甫要求其他德商都这样

照着做：； 他向他们建议，中国人在履行合同方面遇到的任何困难都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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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他们摆脱责任的理由:. '"这样，我们就能在同日本人的谈判中

支持（德国公司） ,,,, •Q®1 

1 ·939 年春，另外两家公司，克虏伯和礼和{Carlo·wit:z)贸易商行同

日本在华北谈判易货协定，并保证立即生效。美国人以前一直垄断

着天津的羊毛贸易，现在他们撇出了，到 7 月份，德国人占据了该项贸

易的 85, %, 并用他们的工业产品来交换。＠相反，日本人却似乎很爽

气。据（东亚评论） (O·st·.as·iat·isc.he .Ru·nit:lschau. ) 报道很德国货主预先得

到警告曹日本将在 1937 年底以后对该国紧缺的进口商品实行控制，，因

此德商便可在最后期限之前大量增加交货量应由于这些有效的限

制 ,..1938 年上半年，德国进口商品受到了日元集团的优待。 1938 年的

头 6 个月，日本从德国与“满洲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进口只是 1 19·37

年上半年进口总额的 SO%。而同一时期德国的进口则上升了 1.4 个

百分点。＠

然而，蜜月是短暂的曹只持续到德国同中国决裂已无法挽回之

时。 I. ·9 .38 年 8 月，曰本借口军事需要，禁止华北羊毛出口，从而驱逐

了德国人，拆除了易货贸易的基础。另一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开始传

到德国。从前向德国工业公司订货的华北企业，，许多已被日本没收，

并改向日本公司订货。贷款的利息，如由津浦铁路担保的贷款，现因

该路被日本控制，便不再支付澄同年底，天津的德商总会说：“有迹象

表明华北的事情正如｀满洲国 ，＇发生的一样气在日本占领以后，许多

外国商人已被逐出这一地区。O在南方的上海青 ：德商总会也哀叹“德国

商人白手起家量辛辛苦苦……经营了 210 年的心血＂毁千一旦，并指责

日本人垄断了上海的所有港口处除了对金钱的欲望之外，他们的人

身和财产也都受到侵害。上海德侨领袖之一的保伦医院 (Paulun.

:Ho,sp,ital)院长爱德华·比尔特博士 ( ·or•. Edward 'Bi ·rt)就遭到一名蛮

横的日本士兵的殴打。中德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断受到日本飞机

的骚扰，被迫降落。r(I 1938 年底在天津流传的一个故事最好不过地概

括了这种情绪:: 一位喝醉酒的日本军官向他的一名德商朋友透露，尽

管德日是好朋友一一但德国人终将会被踢开。＠

面对日本的外交欺骗，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无计可施，日本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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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德国同北平和南京的愧偶政权完全没有关系，］ 但仍把罪责归诸

于它们i o ,(Oi 外交部不得不断定日本军方正“力求使东亚经济处千日本

统治之下，按照日本的利益独自运用这种经济，并要排斥与消除所有

外国的势力。“德国利益＂顶多不过受到同其他任何外国利益”一样的

待遇心不久便已清楚，只有同日本举行更高阶层的全面谈判才能保

护德国利益。

里宾特洛甫在就任外长前“完全不了解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重要

性;,,, ' 11) 这是英国外相艾登(E,den)的看法，他在 193-7 年 1.01 月曾同里宾

特洛甫讨论过中国周势。但作为外长，里宾特洛甫受到各种事件的

严重困扰，也受到那些满腹怨气的德国工商贸易集团的围攻。他起

先相信他巳解决了商业上的全部问烟，因为 1 19 -37 年 11. 月量一个非官

方的日本经济代表团在柏林暗示，日本将准备“同等“对待德国，排斥

在中国的其他国家应然而里宾特洛甫有关德日分赃的不明确的计划

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当他以备忘录形式将该方案交给日本驻柏林大

使外五时，外五告诉他这种打算根本没有法定的依据。里宾特洛甫

抱怨道，德国在中国已为日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外五反驳说，“直到

你们自称损失巨大之时，日本才了解到德国必定巳（向中国）提供了

数量多么庞大的战争物资啊。”＠关于这项计划的谈判从 1938. 年 5 月

开始进行，，直到同年秋仍未有结果。

除了日本军队要在中国实行垄断的趋势外，更大的困难是日本

政府正寻求同英国就在华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将

不会向德国提供更多的优惠。英国不像德国 ：，它仍然专心致力于亚

洲问题，并拥有一种外交影响力。德国已经这样做过了，但正如陶德

曼所指出的那样膺“德国在中国所有的牌均巳打完。”＠外五和东京所

能允诺的充其量”也只是与其他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 ; 考虑到日

本军方在中国的活动，这些允诺几乎等千零。

主要经过德国经济部的努力，德日终千在 1939 年 7 月 28 日草签

了《华北贸易协定》. .. 10 月 1 日 正式生效。但由千仅同意德国可以参

与该地区的开发，因此这份协议是微不足道的，反而成为德日关系方
面非经济因素矛盾的牺牲品。由于日方对 8 月宣布的德苏条约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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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德日关系尤其是德国同日本军方的关系达到冰点。德国新任

驻日大使欧根叠奥特(Eug1e·n ·O·tt)被告知：“现时的欧洲局势”使得“该

协定不可能千 10 月 1 日生效＂。协定将被延期，“直到能够确定实际

环境已显示出能够重新执行该项协定为止:,, 0(@1 

必须注意的是，不论是否同日本分赃，德国在华北有利可图的投

资期望一一像日本自身在该地区的志向一样一并不切合那儿的经

济现实。战争和占领已使经济遭受破坏，正如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远

东分公司所报告的那样，“日本人实际上只是控制了铁路线……在这

种条件下，从内地运输货物便遇到极大的困难。”＠除了交通困难之

外，日本特定的政策促使经济恶化：北京愧倡政府印发了数额巨大、

,-无信用的钞票，结果迅速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日本

人统购政策下所强制实行的农产品低价格政策致使农产品出口严重

减少，跨区域的贸易受阻夏天公亦不作美 ,,.1939 年一场大水灾，综合

上述因素，结果导致衣业大歉收。当德国人在想象着输出机械、机床

和化学制品时 .,1938 年和 1939 年（华北）更大的进口需求却是谷物和

面粉。。

尽管德国人做出了所有的努力来保证它在华北的最惠国地位，

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实际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德国在华北进口中所占比重巳从 1937 年的 18¼, 下降到 1 '9,38 年和

19.3, 19 年的 6% 。刮

最后噜“满洲国”的情况又怎样呢？德国也希望在它们的“联盟“保

护之下建立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在承认新京政府章之前，希特勒曾

对意大利大使炫耀说当然“我们得要求日本人为我们的贸易提供某

种保证。U 1S然而由于纳粹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想显示对日本人的亲善，

里宾特洛甫决定，＂鉴于一个划分精确的优惠权要花太长时间”，德国

在“满洲国“新地位的详细内容将在稍晚时候再制订。据此，维尔被

授权同“满洲国“贸易专员加藤举行谈判，试图用一个协议来取代那

个不痛不痒的保证，该保证承认产一有可能“德国就可以得到“最惠

. 

~ 

嫩 19.32: 年 2 月伪满洲国建立时，将长春改名为新京。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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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位。”。

经过 7 个月的谈判，, 1938 年 9 月 14 日形成了一个德满易货条

约，而该条约与其说是一个新的优惠协定书，倒不如说是 19 .31 6一

1937 年协定的续订，增加的主要条款是，若“满洲国“再一次无力购

买德国货物，则德国将提供一笔 4 5,0,01 万马克的新购货贷款。这笔

贷款将用额外的一一但却是没有人要的,____满洲出口产品来偿还，

因此德国实际上同意向这个愧倡国家大量支付它们自己的出口商

品虔该协定在 1939 年 5 月 ,3, 1 日又得以延续，并稍加扩大』从而又

安排了一笔 4 5 10 ,0 万马克的新信用贷款守与此同时，还允许:· ''满洲

国“延期偿还他们得到的第一笔贷款。O这些协定确实使贸易有一

点扩大，尽管主要是靠 1 ,9, 35—1937 年的协定才取得进展虔然而，

这些交易根本无法弥补德国对中国贸易的损失。例如，“满洲国“输

入德国的价值 1'690, 万马克的货物中，大豆为 6, ·990 万马克，菜油为

2 ,8 10 万马克，根本没有重要的矿砂与金属，而金属矿的出口完全被日

本人所垄断。＠“满洲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德国输入的机器、机床和

载重卡车无疑帮助了“满洲国“工业现代化的五年计划 (1937 年宣布

的）：：例如，尚和钢铁厂便能够雇佣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并以优惠的条

件购买德国的机器戛

德国同“满洲国”的贸易并不能指望得到长期的利益。正如德国

国防经济部在评述该计划的一篇论文中所争辩的那样官同“满洲国”

贸易的三边性质（它听任更多的工业原料运往日本）将有助千加强日

本的工业这反过来又使日本有更大的力量来促进它在“满洲国”的

将只会是“日本完全控制住满洲的工业，＂。

由千欧洲战争的瀑发，“满洲国“完全失去了它对德国的市场价

值(194-0 年同“满洲国”的贸易仅仅是 19139 年的 8%) ,, 它只能作为有

限的货运过境地，这些货物将经由西伯利亚铁路横穿欧亚大陆运往

德国。 1939 年 101 月 1 日，德国就利用这条铁路问题同苏联达成一项

协议，但困难依然很大。日本人每个月仅提供一艘轮船用于向符拉

迪沃斯托克（海参殿）运送货物，后来仅勉强增加了船只数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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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缺乏训练有素的职员，在过境许可上的延误，德、俄、日官员之

间相当严重的不信任豐这些均致使纳粹上演的德国亚洲市场之梦这

出莹脚戏的最后一幕草草收场。。

11 · 

德国和自由中国、19,39一【194,1 年

除了德日经济会谈之外，德日间的军事和政治谈判在 1939 年间

继续进行。这些谈判也亳无结果主并于同年受挫，因为希特勒』斯大林

条约的宣布使日本大为震惊。 19391 年 8 月 22 日，希特勒向他的军队

指挥官们透露了对日本的不满：“自从 193 ,8 年 8 月以后，我就发觉日

本不会无条件地跟随我们……我已决定同斯大林合作……我同日本

的联盟从不受欢迎。此外，，我们将在远东制造混乱。,;o

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该条约受到热烈欢迎。 8 月

'28 日 . ,,., 中国驻柏林大使陈介拜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 冯· 魏

茨泽克(Ern.st ·van W eiz:sae·c·k ,e,r) ,. 表达了改善中德关系的愿望。＠事实

上，即使是在 19,3.a, 年黑暗的日子里，德国对蒋介石的兴趣也从没有完

全消失

直到纳粹一苏联条约签订之前，纳粹集团都在继续攻击和冷落

蒋介石政权。当陈介于 1938 年 9 月试图向希特勒递交国书时，却被

搁置了几个月而无人理睬。＠在 1938 年纽伦堡党代会上，宣传部长戈

培尔称国民党掘开黄河大堤（试图阻止日本人的推进）是一种“比曰

本的飞机轰炸还要野蛮得多的罪行。''0 1939 年 1 月，希特勒告诉国

会，中国人的胜利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亚的胜利—一一个除了

国际犹太人之外对任何人都无益处的胜利”。@

但是在宣传的背后，那些过去参与大规模对华贸易的人士却在

补救与修复中德关系。许多“自由＂（反日的）评论继续在亲商界的出

版物上发表，尤其是（法兰克福报》(F·r·a心fu.丁t.er Ze·it:u;ng) 。O 中国研

究学会继续发挥作用：在 l. 19138 年 7 月为中国大使举行的一次宴会

上，该学会主席赞扬蒋介石和中国的“公正抵抗＂，并声称绝大多数德

.,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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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都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大部分在华投资者，包括法本和

奥托嗤沃尔夫都继续支持中德文化组织恩在政府中佩经济部和国防

经济部试图在中德间维持一些礼仪上的关系。例如节当容克斯飞机

公司准备偿还重庆购买飞机的预付款（因为这些飞机将不再交付中

国）时，戈林加以阻止，并宣称“偿还意味着支持蒋介石！”但经济部长

冯克(Fu :nk,他千 19,38 年内阁改组时取代了沙赫特）私下保证将通过

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b. 1e Ban.k) 偿还这笔款项。。

1 19·,38 年初，亲华的力量巳适应了变化了的形势。汉斯拳克兰返

回中国 ，臀计划建立一个中德进出口银行，其他对华友好的国家也可参

加屉尽管这一计划无法实行书但由克兰创建的中德贸易最初的媒

介＿＿一合步楼不仅还在运作，而且到 l938 年底和 1939 年初注入了新

的活力。 漕

合步楼在 1 '9137 年秋名义上属千戈林的四年计划办公室管辖。然

而 193.81 年 1. rQ 月，德国经济部控制了它的股份，，代表该部的德国审计

信托公司( ·oe:u.tsch.e Revisions. - und :, 'Treu.h.a:nd ·- ·Gesells·c:ha.f t)成为合

步楼的官方拥有者。在其作用有效地扩大方面一一这是长期以来德

国在华利益趋于垄断的真正顶点—一合步楼由一个纯粹的贸易商行

转变成为对所有在自由中国的德国商社实行管理的组织，根据提供

的商品将它们划分为”组'".,®1938 年夏，合步楼新任“全权代理”赫尔

穆特 ，I! 沃伊特(H1ellmuth Woidt)博士前往汉兀并千同年 1,0 月 19 日

同孔祥熙签订了一项新的合步楼协定。新协议倡导每月交易货物

l 1000万法币（合 '750 万马克），，放宽了对中国偿付条件的限制，允许继

续向中国运送德国工业产品以及中国矿砂输往德国陀它对戈林

嘈. 193,8 年春下令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一事作出广义的解释掣同意那些在

易货协定之前订购的物资可以运送，但新的订货必须支付外汇。然

而，甚至连后面的这个限制也没有完全遵照执行田德国的武器和机器

又开始通过香港流入退却中的国民党政权手中。在香港淮r步楼的

代理人路德维希蠡维尔讷 ( :Ludwig w·er-n.er) 同中国国防部设在那里

的一家经过伪装的公司一起工作，安排货物运往内地的广西和云南，

先是途经广州，后来假道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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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这些既成的事实使里宾特洛甫受到公开的羞导， 1 191,3,9 年

4 月 13 日，他下令停止装运。但经济部长冯克却辩解道，这是恢复

“德国原料需要的利益”，他并告诉外长，无论如何，价值 30 万马克的

物资必须在那一天运出::"这些货物已经装上轮船……他请求（外交）

部予以理解H •J维尔是这样记录的鬼里宾特洛甫只好顺应了形势发

展，对这位外长所做的唯一让步是，将来德国军事装备应该以零部件

的方式运抵中国，再在那里加以组装。®·

七 尽管奥托响沃尔夫公司在“满洲国”也有了新的利益，但它也支

持自由中国。沃尔夫本人是反对纳粹的，同前施莱切尔 (Sc·hleicher)

政府关系密切（实际上，在 1 '934 年 6 月的清洗中弗施莱切尔就是在属

千沃尔夫的一幢房子里被党卫队暗杀的）。沃尔夫任用那些愿意逃

离德国的受迫害者到中国办事处工作令其中包括几名犹太人和至少

一名共产党员恩此外，他也真正是“对华友好飞考虑到战争所造成的

困难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都准许中国延期偿还贷款。从对铁路合同

的影响方面来说，要这么做是很困难的，因为付款要依靠铁路运营的

收益；但贷款的偿还被同意延长到 1938 年，当时中国的欠款已达 700

万马克。®193·7 年底和 1938 年初，沃尔夫第二次访问了中国鲁此时他

的雇员参加反纳粹宣传＠，并在香港为中国情报机关工作，搬他却故

意视而不见。

至于沃尔夫成功地向中国汽车公司提供了数千具汽车底盘之

, 手，我们前面巳经叙述过。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贡献，他受到中国人的

敬重，当他于 l.94:01 年逝世时，重庆制作了一块悼念匾，蒋介石也向在

科隆的公司总部发去了咭电，声称中国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最有益

的朋友~IP' rll)~[

在 191 3,19 年春夏之际德日关系冷淡期间，德国人对重庆政权的支

持更加广泛。外交部在昆明开设了一个德国领事馆，经由印度支那

切

. .. . . 

嫌蒋的私人卫队司令，德国人瓦尔特售斯特涅斯 (W,alther S·tennes,, 前冲锋队领

导人， 191.33 年曾被纳粹囚禁）也领导着“委员长空中运输中队”，这是抗战前几年中存
在的一个主要通过外国人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团体。参见德雷格书，阿特莱(Ut1iey)文

第 9 页，梁希辉书，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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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和仰光公路的援华货物都运抵该市。＠在柏林，受到希特勒冷落

的陈介大使同年春得到中国研究学会的尊重。宾客名单里皆是中国

的老朋友：尤利乌斯· 德普米勒(Julius Dorp·milller) ,. 前德国总顾问

法肯豪森和柯瑞伯，国防经济部的托马斯将军。©英国驻东京大使对

这样的事实感到十分惊诧 ：了德国既能够组织中国人进行抵抗，并向

中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而至少还能在面子上保持对（日本）的友谊＂。＠

克莱琪( 1Cr.aigi.e)或许并不懂得正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多元性才导致了

这一明显的矛盾。或许日本人也不明白这一点：同年初夏，他们的军

用飞机在轰炸重庆时 ，鲁炸毁了标记明显的德国公使馆，同时也袭击了

合步楼办事处。＠
·19 ,39 年，由德国来斡旋中日和平的想法再度萌生口同年 3 月发经

济部长翁文濒就此事与他的德国同僚一一穗戌顷：部长冯克进行了接

触才并千 1 10· 月由中国驻柏林外交官正式提出这项计划。该外交官通

. 知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 •• 蒋介石仍然是非常亲德的.....德国的

调停将给德国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带来优越的地位”度同时，孔祥熙提

议就扩大以德国武器弹药换取中国铭砂的易货协定问题展开谈判，

而中国有一些钝砂当时已供给苏联。如果德国能够同意的话曹孔表

示愿意“保证今后 50· 年之内均可向德国提供鸽砂。"*0 这两项倡议皆

因里宾特洛甫的干预而未能实现，但即使是外长本人也越来越不对

日本抱有幻想了萱乐千考虑一项建立在德国产品基础之上的新的易

货贸易但武器不在交易之内。,s

-后的努力

不管怎样书 1 19·39 年 9 月欧战的爆发使一宣存在的中德合作前景

趋于复杂。 193'91 年，德国在对华进口中还占据第三位，，贸易额占 12.咖

164 ,Yo: ,, 其中绝大多数输往自由中国一一不过，从急剧减少的中国贸易

状况中确实可以察觉到 1'91 .38一1931191 年间 f中德贸易下降了一半曹贸易
总额仅有 l;,. 102 亿马克。然而， 19140 年间，德国对华出口额再度猛

降，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16, . ,45·%。＠由千英国和法国在缅甸和印度支

那加强了控制，而使得利用这些路线更加困难鲁即使当时日本还没有

切断它们。然而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对铭砂输德是有帮助作用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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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允许伪装成苏联所购货物的鸽砂经香港出口，用苏联货船运往

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通过漫长的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运往德国。

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铭砂总数已从 1938 年的8 191161 2吨下降到 1939 年的

4142 吨，｝ 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在 19.3i9 年头三个季度中运到的。＠苏联

自 1 '938 年以来通过它同重庆签订的易货协定，已获得了中国鸽砂产

量的很大部分；但由于德苏经济合作在 194-0 年所取得的进展，德国也

从中国获得了约 4.20 吨鸽砂。除了西伯利亚铁路之外曹矿砂还通过陆

路运输，”由骆驼和卡车沿古丝绸之路”运往阿拉木图奔然后转道莫斯

科运往德国。'91

不能再期望一个处千战争状态的德国对华提供武器了，，且由于

德国人用缴获的波兰装备作替代品，蒋介石对（德国）也不再感恩恩

但 119·40 年期间，德国在重庆的影响仍然很强，这同中德贸易规模以及

居住在这个战时首都的德侨数量均极不相称。当时的德侨基本上是

这些人： 5 名不顾纳粹的威胁依然留在中国为蒋介石服务的德国军

事顾问，奥托崛沃尔夫公司和礼和洋行的几位代表曹记者沃尔夫鲁申

克( 'Wolf Sc:henke)一—他兼任德国国防军情报机构驻重庆的代表，德

国代办比得尔博士(DT.• Bid.de:r') ., 蒋介石的保镖瓦尔特·斯特涅特曹以

及合步楼代表路德维希彝维尔讷。自由中国还对德国抱有期望，维

尔讷在整个战争期间均住在重庆，并靠孔祥熙提供的薪金生活这一

事实，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叟

在 l'91 4·0 年 5 月，合步楼的账簿上还有总值 9 90,0, 万马克的中国订

货，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已经付款但还未收到货的项目（如潜水艇）。＠

到 1940年 7 月，考虑到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可能使它的地位比斡旋亚

洲和平时更加强大，中国对德国的兴趣更多在于政治而不是经济了。

1940 年上半年，德日关系仍然冷淡，尽管日本人在希特勒－斯大林条

约签订之后力阳恢复日苏关系，也尽管在德国对低地国家豪的胜利

(1940 年 5 月）后，日本希望加入柏林—罗马轴心国员在日本几乎完

全处千外交孤立的时刻沮］朱家晔领导的重庆亲德力量为获取德国

拳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口,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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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日谈判而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誉他们提出了重建传统的中德友

谊的承诺。 5 月在柏林进行了试探， 当德国 6 月对法国的闪电战取得

胜利后，这项工作的劲头便更足了。＠

1'940 年 7 月 7 日一一中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周年－~当时的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长朱家晔致函德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威廉 ，顺凯特尔

(w·elh.elm K.,eitel)元帅。朱就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向凯特尔表示祝贺鲁

称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对“从事自救斗争的中国人民来说确
实是极好的教育”。朱竭力主张德国应利用它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来

建立欧洲和平并将它的注意力再次转向远东。 在做了 日 本决不会打

败中国，也根本不能够帮助德国的警告之后，他暗示，现在是德国通

过外交途径介入中国利益，保证其在战后中国的地位的时候了。由

千德国处于统治地位，孙中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发展中

国”的愿望在即将到来的战后时期有望变成现实1

'̀ 

我们需求德国援助的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民的想象。中国

人民深入而普遍地尊重德国的科技和工业。最重妻的是，国民

党对贵国的政策（总是）有一种亲密无间的特殊感情。从孙中山

时代直到现在，这种感情从没有消逝。因此，在战后所有的重建

工作中，我们必须得到你们更大的援助。无论在任何领域骨以何

种方式，中国的复兴都能使德国受益。, ·S

a 

两个星期以后冲克向德国国防军报告说，蒋介石计划派一个高

级代表团赴柏林进行谈判。＠在德国此次斡旋和平中，自由中国所要

求的条件不详，但在上年秋天，中国大使陈介就已建议，中国愿意正

式承认“满洲国”，并同意 日 本在华北的经济特权，以换取日本军队从

华北非全面撤退口＠这些条件似乎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一一日本对华

政策在他任内得以调整一一在 19·40 年夏末乐意制定的谈判条款比较

接近，尽管该方案以重庆与汪精卫愧倡政府间的协议为前提条件戛

这一尝试因德国在“不列颠战役”中未能征服英国而告吹。希特

勒因此变得更愿意听从日本人关千建立＿．个联盟的意见，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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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美国参加一场两面战争，促使美国人放弃英国。一个主要

是泛泛而谈的“防御联盟”经过谈判迅速变成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

“三国同盟条约,. c· II 在一次愚蠢的外交行动中，里宾特洛甫试图迫使

蒋采取一项在政治上根本办不到的步骤：参加“三国同盟条约"'(19·4 i0

年 9 月 27 日该条约签字时他未参加）节当此事在重庆传出后，引起了

蒋介石的共产党盟友的强烈反对，他们指控＂中国的动摇分子”正企

图发动”一场新的反共运动，并以此作为中国向日本投降的理由。"''1i

即使是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德国斡旋和平的机会也还是

存在卫因为当时日本正威胁说曹如果重庆依然不屈服的话，它将承认

汪精卫愧偶政权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里宾特洛甫此时根本不是一

个“诚实的中间人H 'I' 尽管由新任驻德武官桂永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

于 1940 年秋抵达柏林，但纳粹和日本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威胁鲁致

,, 使斡旋失败，迫使中国更明确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在日本承认汪精

J的同一天(194.rO· 年 11 月 30 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给予重庆 1 亿美

元的信用贷款。，＠

此后经常谣传中德要恢复友好关系，这似乎主要是重庆为了获

得美国更多的援助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例如烹蒋介石 1941 年初在接

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声称；除非民主国家增加对重庆的援助，否则中国
将认为完全有理由转而依靠轴心国家，包括同日本嬉和蔓但是希特

勒 19-4l 年 6 月对苏联的进攻，虽然疏远了日本也结束了德国和自由

中国之间残留的最后一线联系。为了平息日本的怒气鲁德国千 19,41

年 7 月 1 日承认了汪精卫政权，重庆第二天就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

系。然而甚至在这以后.,西方报刊上还谈到在重庆存在一个由亲德

官员（大概以朱家晔、孔祥熙和俞大维等人为首）领导的“纳粹阵

线 :111 ,o (Ii 直到 1.9 -41 年 12 月 1 日，官方的重庆电台还宣称，如果西方国

家不赶快提供更多援助的话，中国可能被迫与日本和解度只是在日

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直接卷入了对日战争后，中国才最终停止了同

德国的调情，，并千 194- 1 年 12 月 9 日对德宣战。

如果说中国人在美国找到了武器和信贷的新来源，他们的铸砂

也输往美国的话，那么德国人就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战略矿砂的替代

霾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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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如翁文潭 1939 年对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那样 ＇，即使是在

最好的时候，德国人”也坦率地说鲁德国并不满足千目前的原料供应 j1

而必须进行储备”夏但是从德国国防经济部和统帅部矿业经济办公

室的战时档案中可以清楚看到 ，，尽管自 1933 年以来，德国采用了哄

骗、投资和订合同等各种方法，但它们的储备仍然不足。当它们的日

本伙伴得到了中国鸽砂生产能力的一部分时，它们就为自己留着。＠

1 '943 年 1. 1 月 ，，阿尔贝特雪， 施佩尔 (A:lbe:r·t Speer)向希特勒报告，将不

会再有更多的矿砂进口了，供应最多只能持续 10 个月。＠当德国受到

矿砂即将用尽的威胁时，军队军械部门官员的反应可想而知。在最

后的阶段，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易货贸易计划，”设立在中国的德国（贸

易）公司“应该购买铭砂，并用黄金来支付戛但这些公司一—德国政

策本身的牺牲品一—已经不复存在了。

注 释

@《地缘政治学杂志》(Zeii,s.r:hri ,ft Gea1p心心）第 2 期(19,34. 年 9 月），第 568 页。

(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第 l 册， no.47'61 第 7 ,4.s 页，“陶德曼（南京）致德外

交部"(1937 年 8 月 1 日）。

＠同上，no., ,4·1e, 第 7 .501 页，”里宾特洛甫备忘录"'(191 37 年 8 月 17 日）。

1(1) 关千外交上的转变，参见琼斯：（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特奥· 佐默尔；普雷

塞森；劳尔。关千蒋介石临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辗，第 l 册嘈 no.528, 第 78r7 页，＂陶德曼（汉口）致德外交部"(1937 年 12 月 3 日）。关

千日本扶持的愧倡政权淳参见博伊尔书。

$(国际事务文件》，第 8一9 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第 1 册 "R10蘑 5, 7队第 856 页，“维尔备忘录"(193a 年

4 月 2a 日）。

0 汤因比和鲍尔特，第 298 页。

,(!)托马斯：《思想与事件》，第 5,39 页。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 1 册， no螂 594 ,, 第 a1, 页，施特拉赫维茨(Stra.eh.

w.itz)关千对华交付军火的备忘录(1 1938: 年 6 月 1.:5, 日），附千“维尔备忘录行(191 ,38 年 6

月 1 16 日）中。 191,37' 年 8 月 11· 日前签订的合步楼武器合同总额已达 2•. 18: 亿马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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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以后缔结的通过合步楼购买的武器合同仅价值 0. 4.7 亿马克。同上。

卯汤因比和鲍尔特，第 298 页；（新中国》第 4 卷，第 31一;32, 期 (1938 年 11—12·

月），第 36一88 页。

＠《中日战争与世界舆论）。

＠访问瓦尔特奄斯特涅斯。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 T—120 ,1 $e,r. 1.9;5, roH. 164 Ii 第 13.746, 9一13 ''1471 页，“汉口

总领事馆致南京"(1'93,7 年 10 月 4 日）。

＠同上，第 137465一13'14.66 页，“库尔特(H血. D. Kuhrt, 广州）致纳粹党外组局”

(A0)(]91 37 年 9 月 1 日）。

＠同上雇 roJll.624, ,. .D7 006 92 嘈“波尔（柏林）致拉赫曼,.,,, (Lahrman.n., 193.8 年 6 月

18 日）。

®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根，第 1 册，［皿 5,80, 第 86.(~ 页，“陶德曼致德外交部“

(19 .3,.a 年 5 月 9 日）。

＠同上，:no,.. 5 912 ., 第 8'7'2 页，”里宾特洛甫致陶德曼 H (1 193,8 年 6 月 13, 日）。也可

参见（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 ．，第 8,91一94. 页；法肯豪森：， 《回忆录），第 8,0一

83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 'T~1.20 , Ser曝 7072 1 roU 3185 , :E5264 S!', u, 陶德曼致德

外交部!11111 (1'93,8 年 3 月 3 日）； E ,5261·44 l ,, H维尔备忘录",(193 ,8 年 2 月 20 日）。

＠关于孔祥熙动身前往欧洲的目的参见《国闻周报》第 ，14 卷，，第 14 期 (1937 年

4 月 12 日）第 5,5一·5 16 页；以及第 24 期 r(191,37 年 6 月 :2Qi 日），第 53 页。关千孔此次访

间的一般性描述参见瑜亮，第 l2'1一137 页；顾僧（音），第 180一:182 页；程天放，第

18,3, 一]95 页；李毓万：（为国尽瘁之孔祥熙先生）'(传记文学）第 3肛卷第 3期(19178

年 3 月），第83, 页。

＠孔祥熙6 月份访德的详细情况见（新中国》第 3 卷，第 22 期(19,37 年 7 月），第

26一.32 页。

＠华盛锁国家档案馆： T-120 .,S立 19,5,,. r,oll164, 第 l3 '7,45,6-l3 l163i 页胪“孔祥

熙致希特勒:ii:!!(193 '7 年 9 月 3 日）。关于孔氏同年秋天试图影响德国政策的努力参见

联邦军事档案馆； :R.W5✓3lS, 尤其是“汉斯恤克兰关于同孔会谈的报告·"'(19,3?' 年 'J2'

月 lo 日）。

＠访问蒋复嗯 ：；包华德，第 1 卷第 316 页；《蒋百里先生全集）第 1 册，第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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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页。

＠胡颂平：（朱家驿年谱）停第 .45, 页；包华德，第 1 卷，第 4 .39 页。

＠（朝日新闻）啊引自（密勒氏评论报）(1938 年 8 月 27 日）“第 4:25 页。

＠阿瑟 !1 扬格：《中国战时金融），第 9i8 一 99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20 中沁r ... 1. 9S .111 rol.1164 ., 第 1374.59 页，,·"孔祥熙致希特

勒»(] 9137 年 9 月 3 日）。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 4 册唯 no"'47队第 956 页，《关千德日军事与政治

合作可能性的备忘录）(:19,35 年 12 月 28 日），附于“狄克逊（东京）致埃德曼斯多夫”

(lQ ,J ,6 年 1 月 1 日）口

＠同上嘈D辗第 1 册，no,... 564-., 第 826 页 "'!Ill!,狄克逊致德外交部"(1938 年 I 月 26 日）。

0 布洛赫：： ，（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 38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1.20,S吐 707 2 .,. :roU3185 , E:5126-436 .,. ... 克洛丢斯(Clodi

us)致陶德曼t,j; r(l 1938 年 2 月 2: 6 日 ）。

~ ·(德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华北羊毛的经销商）＇，（远东观察）第 7 卷中第 2:5 期

(l.938 年 12 月 21 日），第 a.oo 页；考西，第 3:61 页。

＠布洛赫：（德日的伙伴关系），第 244. 页。

＠布洛赫：（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第 4.2 页。

＠考西，第 3611 页。

(I@ 罗辛格: (远东与欧洲新秩序），］ 第 3,SB 页；关于来自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

会的抱怨 f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120 ., ,Ser昵 70172, ro1H 3185 1 E526,461 7 衢“维尔致

上淹总领事馆'l!il!(l 1938 年 12 月 17 日）。也可参阅考西，第 .362 页 。

@1 'i) 考西停第 360 页；第 362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120 ·!Ii Ser!li 7'01'2 ,, roll3185 曹 E5261 -439,. 8(天津）致德外

交部的商务报告~" (1938 年 11 月 101 日）；ES264 77 .1 ·"劳腾施拉格尔致德外交部飞 19318

年 7 月 1.0 日）。

@1 F0486/ '1,F869·7./9/10 平“艾登致亨德森（柏林）"'(19,3?' 年 10 月 27 日）。

＠琼斯；《日本的新秩序），第 9.2 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第 l 册， no嘈 S.8趴第 .867—8.68, 页，”里宾特洛甫

与日本大使外五会谈备忘录"(1938 年 5 月 2'0 B) , 该备忘录千 193,8 年 6 月 2 日呈

交 。 也可参见里宾特洛甫的（提醒），第 86·6 页，他叙述了德国希望在华北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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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1 'T.......... 120'- ·roll.31,85. ES,261410 ,,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1938

年 3 月 ,31 日）。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揖，第 8 册 ，， n,o. 2'7 ti- 第 26 页憎“奥特（东京）致德外交

部ift { 19391 年 9 月 8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8.2 , roU.715 ,,. 第 232566 页喟德法格{ .Defag)"形势报告”

（上海;, 19,40 年 l 月 I 日）。

＠诺曼．， 汉维尔(Norn1an D, Hanwell)与库尔特伽布洛赫：《华北的饥荒），（远

东观察）第 9 卷，第 6 期 (1 1940 年 3 月 13 日），第 67' 页。例如书华北最大的主顾日本

发现它从该地区的进口由 1'913 !8 年的 0.. 78 亿元到 19319 年头 7 个月下降到 801D 万元

（中国货币）。

＠施密特：（华北： 19,3,9 年的外贸），（东亚评论）第 21 卷 ，，第 8 期 (19,401 年 8

月） ＇，第 146 页。在 l.937 年间，华北（经过天津港）进口了价值 420 万黄金单位的机器

和机床，价值 75.] 万黄金单位的谷物和面粉；到 ti931 9 年，机器和机床的进口上升幅

度不大，价值 s.a,o 万黄金单位，但谷物和面粉的进口却一跃上升到 3 9401 万黄金

单位。

＠同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华北进口量的增加（从 1931' 年的 a1%到 193'9

年的 5,3%)看来似乎是在损害了德国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英国同期在该地区的进

口实际上有所上升（从 1.6%:到 1 '9%) ,, 而美国只是略有下降（从 12%到 11 %)。

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 1 册，no,, 526 "· 第 1'8-6 页，' ..,.德外交部致罗马大使

馆"'(1 1937 年 10 月 27 日）。

0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 T—120 嘈芯r•. 7107'.2,., ro,ll,3515,, E6,37087一6,,3; 7 0.88 t .., 维尔备

忘录"' (1938 年 3 月 24- 日）。

O 协定原文见同上，'E367'3l .5 以下几页。

@1 续订的协议原文见(1941 年远东年鉴》（东京， 1.9141 年），第 670 页。

~1@ 通过这些协定，德国同“满洲国”的贸易不平衡额很高， 1936 、 19137 、 1938 和

l9.3i9 年分别是 :3 720 、 5 29·0..., 4. f)'70 和 4 180 万马克。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 az, 

rolI9:2 ,,. 第 24,84 ,84 页 111国防经济部论文：《“满洲国”的国防经济）(1940年 9 月 151 日）；

第 248502 页。

0 罗辛格：《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远东政策）骨第 426,一42:7' 页口



桃李书斋

2 ·94 德国与中华民国

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8,2 ,, 'roll912 ,. 第 248,4i84 页：（“满洲国”的国防经济》。

＠来自汉堡一不莱梅东亚协会的报告，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 T-·82 曹 roll6趴第

:213.350 页。

＠普雷塞森，第 21,8 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D 辑，第 7 册 ，， :no" 327 11 第 333; 页，“魏茨泽克

(Weizs且ck1e:r)备忘录"(1939· 年 8 月 26 日）c

6)@$11)167) 考西，第 -35,51 页；这是对于中国政府直接请求的回答，该政府曾向德
. 

国驻华代办提出请求，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不要提到中国。马丁嘈费舍尔，第 22

页；第 3:5 '7一35,8. 页；第 3;63 页 ：；第 363一·3·164 页。

＠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82: , :roll73 ,, 第 2:2,9,9,93i 页及以下几页中的有关

通信。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T一:t20 ., :Ser围 7072 ,1 ro1l3li85, E52655,61, 111j. 劳腾施拉格尔致

德外交部"(191 ,38 年 11 月 22 日）；同上， E52:6352 (119.38: 年 12 月 9 日）。

＠同上，E526480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H• (19'3,8 年 l 月 291 日）；访问齐悛。

＠访间路德维希亭维尔讷(1917 年 8 月 8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lT一l20 潭 Ser漕. 7072, ,roll3.185, E526371,. ... 维尔致汉口”

(l 9138 年 8 月 6 日） ; E526,38i5i,. ~i费舍尔（重庆）致德外交部.. (1938 年 10 月 13 日）；

Es2·613614 , "费舍尔致德外交部'lil 1(193,8 年 lO 月 ]91 日）；阿瑟遍扬格: ,(中国和援助之

手》第 60 页 ：；《新中国）第 5 卷第 34 期 (193i9 年 3 月），第 73 页。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一120 醇 Ser... 7101·2 , roH,31 as·, E52163,a 5 ,,, "维尔致汉口”

(]9.38 年 6 月 4 日）；访问路德维希漕维尔讷()9i77 年 8 月 8 日）。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12:0,, riall'] 7·9 ., 第 14:52,47 页，,'"维尔回忆录"' r(1939 年 4

月 t.4 日）c

＠参见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 :P'eck)在同翁文濒会谈后，于 19•3, 9 年 3 月 28 日致

国务卿赫尔(Hull)的报告湟见（美国外交关系(1939') 》 'l!I 第 66, 1. 页。

＠海尔曼，第 14.9 页；电话采访汉斯噜雷斯( 'Hans. A .. Ries) 1(1978 年 8 月 1:2 日）；

访间瓦尔特·斯特涅斯月弗莱特欧。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1210- :I! ~ 沁漏 7072• :, rolt3185 ., ES261480 豐“张嘉激致奥

托 II! 沃尔夫" ,,, 附千＂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7 年 11 月 5 日）中； E5126;4l '70 t M张嘉嗷致

沃尔夫''"(1!937 年 12 月 10 日） ,; E5i26,4,33 情， “克洛丢斯致汉口 'H (1 193,8 年 3 月 1 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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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R切16443- , ·德国审计信托公司：（滑单：从中国担保金中得到的补偿》(l939

年 3 月 3 日）；也可参见即/164-42曹＂沃尔夫致沙赫特H-.(1937 年 9 月 9 日）。中国汽车

公司的那笔款项中国人至少到 19,41 年才通过上海的银行账号汇往德国。访问弗莱

特欧 ，0 ~ 

＠访间斯特涅斯弗莱特欧以及海尔曼榆吕特尔(Hermann N·oeth,er) "1978. 年 2

月 3 日。

Qt ,(科隆评论》(.K·珈ische.· .R·und's-c尬u)(l975 年 5 月 22 日）凸1 该匾显然一直保留

到文化大革命：』 访问克劳斯 Iii• 舍费尔(Klaus .Sc证fer) 。

®11) 考西，第 36$ 页；第 3616 页。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l9一1 '931i8 年）， no.. 2,07, 第 189 页 !ii ... 克莱琪（东京）致

哈利法克斯:ii'jl (1913,8 年 11 月 4 日）。

＠考西，第 3.67 页。

＠忿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 8 册喟 110唱】 201; IN, 克诺尔 (Knoll)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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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邦军事档案馆 :: Zu15 l/66 ,, no." as ., 国防经济部论文；《中国的经济力量）鲁

经济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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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10一1941 年）。

＠访问路德维希亟维尔讷(197'7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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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0 日和 2:2; 日）。

＠马丁：I'《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倡议与强权政治），第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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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消息来源报告说，孔祥熙急切地要同柏林重新对话，。申克在 6 月 30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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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一1944 年期间，葡萄牙与西班牙是德国铭矿的主要来源。四年中，他们能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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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德国的铭矿总数只有 4, 112 吨还不到中国对德出口铭矿最多那一年数量的一

半。 194,3 年初，希特勒本人也直接关心鸽的短缺问题，同年 7 月，某些类型的军火因

缺钩而被迫停产。耶格尔月第 2'67 、 28'1 页。也可参见詹姆斯帚科塔达 (Ja:mes W~ 

Co1.r·tada) •: (美西关系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塞罗那 .,1971 年）。关千从东亚继续

进行的有限的铭矿走私参见米夏克斯书。

＠参见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T-,82 ,. rol[6趴第 2,13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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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1917 年的宣战一样亨中国人 1941 年的对德宣战豐与其说是 干 牖
一种反德举动，不如说是希望借此来博取盟国的援助月r位名叫贝弗

莉·考西(Be:v·erley· Cau.se·y)的美国历史学家在 1942 年写道，中国第

二次对德宣战意味着中德关系一个周期的终结。考西推测壹新的周

期也许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起步，那时德国仍可能”在中国

找到友好而又有利可图的前途“心他的推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在希

特勒给德国人民的两个选择一“世界强权或者败落”一一之中，后

者成了德国寻求世界霸权不可避免的结局。当被缩小了一半的那个

资本主义德国复兴为经济强国之时，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中国却

基本上对世界市场关闭了大门。奥托佩沃尔夫· 冯·阿梅龙根(Otto

Wolff von Am,e·r·ong1e.n)对中国市场抱有与其父辈同样的热情，经他牵

针引线， l '9.S7 年联邦德国的“德国工业东方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签订了一项“易货贸易协定”，协定的交易仿照了早年的方式

以中国的原材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但是，两国官方的外交关系直

到 19'72 年才正式建立。中德经济关系缓慢却持续地发展到 l.960 年

代末后来由千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陷千停滞。只有在中国

的“四人帮”倒台后，它们才重新恢复了上升的势头心

因此，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关系，首先要注重它所依存

的条件以及它分别向我们昭示的德国和中国的情况，而不仅仅把它

当作是一个延续过程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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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国家来说，它们的双边关系自 1921 年起就是对 19 世纪末

201 世纪初帝国主义实践的背离。一种建立在平等与亲密原则基础之

上的关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德国在东亚的利益和政策来说，都是全

新的。在所有大国中，唯有德国在东亚既无政治特权，又不占有他国

领土，而只有经济利益。在 1 ·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十多年间，，强权

政治的观念尚未主导中德关系，它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 随着

希特勒统治的确立，富有侵略性的强权政治在德国复兴，中德成功合

作的基石被抽掉了。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希特勒强权政治的牺牲

品立在华北与扩张主义的日本进行合作完全是错误的判断，其作为

巳经回到了帝国主义时代。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书中德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那段时光，很大程

度上是确立在军备贸易之上的，而这种关系却以双方将在新的一场

世界大战中成为敌对国家而告终。军阀时代或南京政府建立的最初

几年，陷于内战泥淖的中国为忙千重整军备的德国提供了一个绝好

的市场，它还拥有充裕的战争资源。 1. i931 年后霄中国准备对日本作

战，它不仅从德国找到了建设现代化军队和战时经济的榜样，而且还

通过为德国提供其重整军备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切实赢得了德国的

帮助

尽管地处不同的大陆，两个国家对未来战争的这种准备，给它们

的关系带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无论如何，它仍是国民政府

在南京执政的十年当中所拥有的最密切、最富成果的对外关系。撇

开经济因素不论，德国工业界与中国崛起的新一代经理、科学家及工

程技术人员之间日益加深的联系，，预示若将来会在经济领域有密切

的合作。自然，没有人能知道，，假如双方在最终爆发的那场战争中都

能打得更出色的话，中德关系会演变到什么地步。我们只能说，一种

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自军事带求上的关系管只能靠在战争中的

运气来决定其命运了。

. , 

然而，在短暂却活跃的中德关系存在的期间内，中国与西方的经

济关系从根本上得以改观。如果说（西方在中国）追求经济”让步”与

特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逐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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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的话（日本除外），那么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西方对中国的投

资就不知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在民族主义的中国政府可以接受

的条件下成功地重新吸引外国投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德国

在华投资的条件是，建立一种双方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关系，在经济关

系中视中国为平等的伙伴，承认中方对中德合作的一切设备拥有完

全的控制权。特别是，要遵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在“三年计划”中规定

的中国经济主权的原则，这些原则自出台后就无人能成功地与之相

对抗。在同一时期，德国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意图也迫使其他国家，尤

其是英国，重新审视其原先对中国市场谨小慎微的态度，到 19,3,7 年

时，它们试图与德国人进行竞争，而德国人是在接受中国人所开列的

优惠条件下对华贷款的。”四国银行团”的让位或许是此一进程的最

好体现。

在德国国防军和工业集团的利益主宰着德国对华政策的日子

里，出现了一种在帝国主义时代难以想象的，尚处千萌芽状态的援助

他国发展的努力，先是通过军事顾问团、后是经由“合步楼”所提供的

技术援助，虽然它在结构上（以及政治上）与 5,0 年代及 610 年代在西方

和第三世界国家间迅速发展起来的那种双边或多边援助计划并无多

少相同之处。可以确定的是，德国 310 年代对中国的援助管受制于德国

工业外交的出口战略，很少有人将它说成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发展”模

式”一—“模式”这一概念更像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德国的在华努

力中某些成功的因素以及所面临的危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筹划

更为绩密的援助计划时常常被借鉴的。

强权政治的因素实际上从来就未彻底消失过： 19.31.31 年后的中德

关系至少部分是希特勒关闭苏联市场的产物，，德苏关系的演变恰恰

就是强权政治所致。但在国际强权政治直接冲击到它们的努力之

前，德国人在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它们在对华贸易中赢得

的巨大利润也使西方的竞争者们付出了代价，，它们的投资不但没有

威胁到中国人对经济的控制，反而是有意识地去扩展南京的政治、经

济军事权力。然而，在这种援助形式中，也潜伏着两种危险：其一亨

是德国卷入中国内部政治冲突的威胁诤如 .193 ,4 至 1 '936 年间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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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短暂的调情举动；其二，更重要的则是因本国政府政策的骤变而

招致的灾难。事实证明曹正是第二种危险使德国人在中国的苦心经

营毁于一旦。 L 

., 

" 

对德国体验的透视

就德国方面而言，与中国联系的扩展，是随着其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全球范围的武器及机械出口而成长起来的。 1 '9·20 年代德国国防

昏 军和工业界在同苏联 、东南欧 、拉丁美洲建立军事联系方面的合作，I

为在南京的国民党政权稳固后同中国发展军事—工业关系树立了样

板。然而，只是到 1 1933 至 1934 年德国在纳粹政权下加紧重整军备之

时，中德交往的坚 ，实基础才通过各种的易货和信贷协议得以奠定。

这些协议，加上在此前后对中国管理经营精英分子的培训（它是内容

广泛的“德意志文化宣传”的一部分），导致了德国在中国军事和工业

领域中确立了一个无形的、非政治的＂势力范围”。 "!! 

德国在华的新地位是由国防军、各主要工业公司透过全德工业

联合会所属中国研究学会的活动，以及 1933 年之后希尔玛藤沙赫特

的经济政策相互的利益渗透所造成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

一个德国式”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它所设想的中德关系的进程先是

与德国外交部，后是与纳粹党领导人的思路大相径庭。 如果说日益

乏力的威廉大街确实无力阻止德国在军事上与经济上卷入中国

务这种卷入有悖于德国官方在亚洲推行的中立政策，那么，与之戴

然不同的希特勒强权政治，却成功地挫败了军队和外交部双方在亚

洲的努力。

德国在华所显示出的各式各样政策嚷反映了“第三帝国“内部不

同势力集团间的相互矛盾与倾轧：军事工业界的领袖，它们所追求的

是二十年以上的持续利益；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僚，它们试图在德国的

力量和利益都很有限这一概念基础上推行平衡外交政策；，一个“革命

的“纳粹党领导集团骨它们遵循着希特勒激进的 、充满种族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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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扩张路线幻想德国重返“世界大国”的行列。

实际上，早在 1937 至 1939 年德国在华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暴露

无遗之前，德国国防军及工业界在中国的成功就已经损害了另一些

德国人的在华利益，，即那些属千汉堡—不莱梅贸易协议的公司的利

益。 1 '9•28 年中国公使馆内建立的贸易处， 19.31 年中国研究学会的设 一

立，及从 1 1934, 年开始运作的“合步楼”，目标都在削弱传统中间商在贸

易中的作用。希玛尔着沙赫特的出口扶植体系只适用干帝国政府同
意补贴的企业。政府始终只资助那些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公司，而较

小的德国进出口公司与外国竞争者相比剿毫无优势可言。尽管“合

步楼”签订的一些合同规模之大确实超过了老式”中国商行”的能力

与想象，但那些被排斥在外，正在为生存而战却吃了败仗的商行不会

因此聊以自慰。 1920 年代在苏联就曾因为只确保那些特选的大企业

投资，结果失去了许多未受担保的生意争同样的情况在中国重演。．

德国对华政策中最有力量的两条？：路线”早在 1933 年就处千对立

状态它们一方代表了军界与工业界，另一方则是纳粹领导集团 ，，但

直到 193'7 至 193 '91 年间彼此才发生了正面冲突。希特勒可能愿与中

国进行某些短期的交易，但他既不具有德国工业界那种将日益繁荣

的中国市场看作德国产品销售地的眼光，也无军方那种把中国当成

一座必需的战略原料仓库的思想。他关千德国未来需要的设想，建

立在德国人只需武装到能打赢一系列短促的“闪电战”的目标之上，

此后即可用武力攫取它争夺世界霸权所需要的原料储备。比起他那

征服一切的野心，中国市场及其矿产这些琐碎的问题太微不足道了。

如果亚洲能在其战略中发挥一部分作用，希特勒也只会选择日本，而

不是中国作为伙伴（即使是不能合作的伙伴）。 一

德国在中国拥有利益的这段历史，折射出德意志帝国自身持续

不断的发展。国防军方追求其在魏玛时期就确立的目标，纳粹在

193 ,3 年后曾是支持这一目标的，但随后又将其摧毁，这与它们在中国

的表现互为表里。德国工业界的雄厚实力得益千军队，它们在国外

的境遇如同在国内一样，都曾借助国家给予的优惠待遇去挤垮势单

力薄的竞争者，直到有一天它们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更高级“目标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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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牺牲品。最后鲁纳粹党在德国统治的实质也在其亚洲政策中得以

体现：倒行逆施的政治支配了经济，最终使两者同归千尽。

对中国体验的透视

就中国方面而言，1930 年代的中德关系或许是中国国民党为使

中国现代化，跻身千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中最明确的成果。中国国

民党自孙中山开始就致力于“国际发展中国”警孙是意识到中德军事

与工业合作可行性的第一人。孙遗留给国民党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

发展战略规划，它强调在国家指导下的革新技术 ，，尤其是在交通和重

工业领域。蒋介石其后又增加了自己的内容：创建一支现代化、世界

级水准的军队。

只是到了 19·31 年，孙中山的理想在用“国防经济”的概念加以压

缩并修改后，才在同德国的合作中找到了得以实现的手段。虽然中

德合作是从蒋介石利用德国人才重组其武装力量正式起步的上但与

德国合作的意愿绝不只是蒋个人所独有，或只是其政权”军事化”的

结果，中国政治界与学术界的领袖们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在

“满洲事变”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共识，促成了他们与蒋介石的

合作，并到南京政府中去做官。构筑中德关系的，并不是那些黄埔出

身的军事将领，而是南京政权中那些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最好也是最

有才干”的人士一一翁文濒、钱昌照、蒋廷敝、张嘉嗷、俞大维和朱

家晔。

除了中德合作的现实性需要这一基础之外，蒋介石和其他的领

导人还确信，日本人曾经依靠学习德国经验获得成功一一德国也能

够为另一个”后来者”，即中国提供殷鉴。

德国在 19 世纪最后的三十余年里，从分裂状态迅速发展为世界

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似乎展示了一种希望：国家的振兴之路并不

必定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挫败，

虽远未危及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却使它沦为与中国同属“不平等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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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重压之下的“无权“国家。魏玛和纳粹政权下所谓的那种德国“复

兴飞足以用来说明德国人和中国人对待＂压迫＂的不同反应。纳粹政

权在引导全民追求国家重建和重返国际舞台的双重目标方面，，似乎

已经获得了成功。即使是对复兴德国的广泛景仰尚未发展成“中国

法西斯主义”和但德国是最适合帮助中国“国家建设＂的强国这一观念

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清晰的体现——在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的

进程中在蒋介石尝试融德国与中国的政洽 i道德观念于一炉的新生

活运动中复德国的决定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并没有一个单纯而清晰的德国发展“模式”供中国借鉴。

孤立地看，在南京十年间从德意志输送到中国来的观念并无多少连

续性。马克斯幽鲍尔是一位“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人批评家。

汉斯暹， 冯心塞克特所奉献的是一个普鲁士式的概念，即精锐的军官

团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蒋介石一手扶植的蓝衣社睾运动寻求的是在

＂中国的希特勒＂统率之下的军事化和新生。然而，从总体上看佛德国

经验的方方面面造就了这样一个国家的形象：尽管随时都有障碍，国

家的领袖与公民们已经为强有力的国家结构奠定了基础。

因此，任何德国“模式”都必须从国家的现状而非意识形态的角

度来看待，并首先将其视为南京十年期间中德两国在军事、经济和文

化方面密切联系的副产品。从中国人这方面来看霄概括中德关系的

最佳办法瞥或许是简要考察一下国民党政府在与德国的合作中，或从

其对德国的基本认识出发鲁是如何处理几个基本难题的：即军事现代

化、工业发展和民众动员。这是 20 世纪所有的中国政府都会遇到的

问题。

军事珊代化

自清代起启按西方模式组建中国的武装力量巳经成了国家生存

的先决条件。从国内讲，现代化的军队是 2:01 世纪里一个派别制服其

他势力的工具。毛泽东主义者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其 19,27

年遭到蒋介石那支主要受苏联训练的军队镇压的结果。民国初年居

髻应为复兴社。一译者 •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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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正是那些最易获得外国军事装备和专家帮助

的人。 在解雇了苏联顾间后，对身为军人的蒋介石来说，没有什么能

比转向德国这个世界主要的武器出口国和传统的军事科技强国更自

然的了。

但是辉介石及其德籍顾问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 。 通过一个集中统一的军事院校系统，借助千只从一个特定的

国家引进武器、军械和专门技术 ，并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军需

工业，他们希望达到军事物资、军事训练和军事伦理的标准化。简而

言之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支属于国家的职业军队，它在理论上说

是不间政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效忠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蒋最终依照汉斯鲁冯· 塞克特提出的原则来重组其军队。塞克

特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如下观点：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团统率的精

锐部队噜是“统治权力的基础＂过这里面也包含了普鲁士式以阶级为基

础的军事理论的精髓。可要把这一观念运用到中国，还有一些困难。

在帝国时代，德国军队及它代表的那个阶级是“统治权力的基

础＂，这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军事意义。而在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不

是依阶级来划分的，既缺乏军事伦理的传统，在军队和国家之间也不

可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延续至今的军事分裂主义则是重建军队的

大敌。青年军官团的组建必须从零开始； 对此，既缺少时间，又没有

先例。

公元前三世纪的哲学家荀子说过；“民犹水，君犹舟也。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蒋介石想用将军队之舟与水相分离的办法，避免这种

危险。他对军队的社会作用有如下看法：军队可以成为全民团结与

遵守纪律的道德楷模，它的“精神”足以成为民众的榜样。更重要的

是豐他试图通过集中供应和使用所有物资的办法，1从物质上把军队与

社会分开，以此来改变中国军队有史以来的低下地位噜军队历来是靠

人民供养的，人民视之如瘟疫。回顾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这是所有

力图创立一支成功军队的中国当权者所能选择两条途径之一。另一

条是毛泽东的路线，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毛比荀子更高明，

把军队融入民众之中 ＇，他说 ：:"军队是鱼，人民是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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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也制约了普鲁士模式在中国的运用。在德国，， 军队的

威望与其在对外战争中的功绩休戚相关。它不愿也不能被用来维持

国内秩序。而蒋所需要的是一支既能统一国家，又能抗击日本侵略

的军队。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特别要执行后一项任务。因而它的装

备和训练都将是世界级水准的。然而书穿上德式军服并不能给这支

军队带来威望和声誉，声望要靠在战场上赢得。蒋介石新式的精锐

部队在 1937 年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基本丧失了执行其两个既

定任务的能力。

对蒋要引进军事现代化而言”更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当时的

税收来源要比今天的中国小得多，基本上来自商业和有限的现代工

业部门，引进军事现代化所需的费用超过了中国的承受能力。或许 ti·

今天的中国政府面临的选择要多得多，因为同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千军事方面的经济能力（如工业和农业）要比民国

南京政府时期强得多。那时，将军队限制在纯粹的军事活动中，使它

与社会分离噜需要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口今天的中国仍面临同样的

间题：没有一支用世界级水平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职业化军队，能够抵

御现代化军队的入侵吗？或者说，在中国相对贫穷但人口资源丰富

的条件下，防御性的“人民战争“真是合乎逻辑，且在政治上也算是明

智选择吗？

最后，仰赖外国帮助实现军事现代化有一个致命的危险：一旦政

治风云有变化，外国的帮助就会消失。 19.3 ,8 年德国顾问们奉希特勒

之命突然撤走寺大规模的援助也在最急需的关头中止，，迫使蒋介石为

援助而四处奔走，先是找苏联人，后又求美国人。军事依赖的政治后

果同样地惊人，中国随即加入了所谓的“民主阵营”，这在几年前香来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工业政策

“满洲事变”后，国民党工业规划者们的基本目标是，增强工业生

产能力以应付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由千德国是具有最先进的国防经

济观念而又愿意为中国工业的前途投资的国家，因而德国援助之下

的军事重建与德国援助之下的工业化便得以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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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千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理由，重工业化将在国家控制

下进行。孙中山提出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工业国有化才是避免外国

人（或中国的私人）控制国家现代经济的正确途径，他对资本主义和

利润原则也抱不信任的态度。大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赞同他的观

点。除此之外鲁193·0 年代还有这样一种论点，，即德国、意大利皂甚至苏

联等一些复兴的国家就是由于从国家利益出发控制经济进程詹才获

得了成功。南京政府通过与一家代表德国其他大工业企业的国营公

司合作，试图避免造成与私人资本协作的形象。

资源委员会在中国中南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的尝试豐

虽然主要是出千战略考虑霄但这对以往中国工业集中于通商口岸地

区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预示了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工业发展

重心迁至内地的努力。在国民党时期，似乎还缺乏如何把国家经营

的重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源委员会

和蒋介石保持着“个人的联合”，它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政权实现工业

自给自足为国家创造财富。资源委员会在工业领域内核心工作的

性质，更像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本质

似乎为下列观点提供了论据:: 即在其统治期间，，该政权基本上是一种

“自主的力量”应最起码它自信是在奉行旨在维持本身自主性的政

策，，并将此视为与“国家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 l. _9 .30 年代起步的工

业建设，被直接引导到最急切的国防需要上了。如果它能获得一段

和平时间而侥幸完成，我们仍不清楚它能在什么情况下对中国经济

有所回馈。这—经济大体上划分为通商口岸的沿淹地区和以衣业为

主的广大内陆地区。倘若没有整体经济的观念，不能认清衣业在未

来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指导下的工业似乎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

断扩张，同时却又是孤立的国有经济部门。

国民党政府在 1930 年代缺乏向农业征税的能力，哪怕只是将它

作为资助工业化的辅助手段。所以对任何达成工业化的努力来说，＇

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是生死攸关的了。后来的人民中国切实地做

到了这一点，它对国内经济行使着充分有效的控制权。在民国南京

政府十年间，对外贸的控制意味着对中国矿产资源，再稍扩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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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某些农产品的控制它们构成了中国出口的主体。南京政府在

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也反映出它对政治和领土控制能力的

增强。

中德在工业领域的合作，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中国在某些方面寻

求自给自足的一个步骤。实际上骨实现目标重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

合作中所规划的是一种模仿曹但又不是完全依附性的工业结构。但

是像军事现代化一样，外国援助下的工业化也有着仓促收场的危

险－这种情况随着日本的入侵而出现，它使工业设备的交换成了

泡影，还对“新经济中心”形成了军事威胁。

注意到下列现象是有趣的，某些 30 年代由中德合作开工的建设

项目（如湘潭钢铁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人帮助之下竣工的，

中国人也是以出口矿产品作为偿付手段。然而，无论是对人民中国

还是国民党政府均存在着同样的危险，就是外国对工业化的援助可

能会中断口正如托马斯咖罗斯基(T.homas Ro,w·sk·i)所指出的那样，只

有到苏联在 196101 年撤销了技术援助的时候 ，!I! u才使中国工业最终摆脱

了对外国援助的舒适依赖，并迫使生产部门去发展创造能力，这种能

力才是工业化经济，而非落后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众的支持

国民党领导人所面临的一个中心间题是，如何无须用动员的方

式就能激励民众，如何向民众灌输梁启超所大力倡导的“公德:11'1 ·., H公

德”是老百姓普遍缺乏的。在地方一级，这是通过所谓的“地方自治”

来推行的：即将官僚控制延伸到内地，从而将地方的控制权从“士豪

劣绅“手中拿过来应但在中央一级 ，，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曾风行一

时：即法西斯主义油观念。

国民党内崇拜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人士中息对法西斯主义的取舍

各有不同。对某些军官来说，它是建立权威政府的手段；对那些希望

实现现代化而又不想否定儒学遗产的人来说且强调“种族意识”的纳

粹主义似乎是振兴国民精神的方法；而在另外一些人者来，它却像是

控制现代经济的适当工具。以上差异有助千确认一点，即事实上并

没有一种明确清晰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当然，所有派别都隐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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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时代进步的标志，而不是一种反动的反革命现象。

这样看来，一份名为（前途》的刊物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优越性就

不足为奇了。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短暂命运，说明了将一国的政治观念移植

到另一个国家是何其困难。即使在“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观点被眢遍

抛弃后，不少与法西斯主义有关的主张仍有其生命力。许多倡导者

将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尤其是一个能攫

有铁的纪律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独裁领袖。蒋介石到 1938 年仍然强

调 ，旦“战争的结局不是取决千几座城市的得失，而是领袖如何指挥人

民去抵抗:11" o, 

但是，蒋和其他人都误解了，或翻译者根本就译错了，“领导”与

“统治”之间存在薯差异。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领导”是指从群

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富有魅力的领袖，I 1W 统治”则是特指专制主义的

统治。。

中国那些崇拜法西斯主义的人，大多看重的是后者，因为他们所

,. 

刻意模仿的是法西斯体制？而不是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

义运动与希特勒政权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后者包括了希特勒的政治

纲领、官僚机构、政治机器，及在极小范围内的”运动”。确实，运动在

希特勒政权建立之初辱几乎没有地位并遭到过取缔。但运动对建立

法西斯政权是必不可少的，那种认为—个国家可以不经过奋斗便能

收获河以跳过最初的动员阶段也能实现国家“军事化”的观点，是对

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误解。

蒋介石 1934 年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或许是要创造一种凌驾

于党军队和政府之上的”运动”且由此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但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是儒家道德理想与另一种从德国引进的普鲁士军

事体制的混合物，，它所强调的是民众的服从，排斥民众的参与。没有

他们的参与，就不可能是动员意义上的”运动,11·'I 而只是一场政治教育

运动。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 20 世纪的中文能够贴切地翻译许多西方

政治术语。西方的术语常常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准但具有恰如其分的

,. 

. 



桃李书斋

310 德国与中华民国

中文含义：：如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共产主义是“共享产品”。法西斯

主义尽管也被翻译了过去亨但却从未给它以中文的解释。

中国人尝试着学习外国经验既不是从国民党开始的，也未在它

手中结束。自 1 ,842' 年后，中国已经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大

潮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可能 1966一19 ·69 年的那一段时间要除外。有

的是外国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月有的则是中国的政治家们出千自身的

目的引进的。当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牺牲品的时候，这包含涫巨大的

危险性准但也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当中华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

构在 1911 年瓦解之时令对所有信仰不同但都意识到中国当务之急是

恢复国家富强，重返世界强国行列的中国领导人来说管他们的面前已

摆着不少进步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似乎还有许多潜在的伙伴和榜样。

在国民党崛起并夺取政权前十五年的共和时期督北京政坛上就

实验过了舶来的政治形式，君主立宪和议会政治。在政府之外，社会

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先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俾斯麦国家

干预经济理论相混杂的模式，继而又以列宁式共产主义的形式在中

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19.2:7· 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孙中山具

有折中色彩的思想成了官方的“主义”，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西方

影响的结果。但与德国的密切合作，实际上导致了对该国某些基本

经验的模仿，国民党政府在谋求国家统一、增强经济实力、寻求民众

支持的各项努力中，均打上了这种模仿的烙印导所有上述努力都是在

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胁下进行的。
民国初年对外国模式的频繁更换围部分原因是历届中央政府极

不稳定这表现在对国内的控制与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两个方面。国

民党政府也不能够幸免，因为它在中国不代表一个单独的社会集团曹

而且还受到无孔不入的外国威胁。我们可以将其引进德国在军事、

经济和政治方面享有盛誉的经验的举措，看做是它挽救自身发发可

危地位的挣扎。

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都对德国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是军事化与工业化造就了德意志帝国口一个精锐而忠诚的军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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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保证并强化了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地位。法西斯主义甚至能够

成为“一个衰落社会的强心剂”。©尽管德国在军事和工业方面的专业

技术与国民党所称的“国家建设“十分吻合洼且在那些特定的领域内

相当的成功，但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德国人的经验似乎并不灵验。当

然有的历史学家对德国的成就并不以为然，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德

国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经济现代化飞速进行的同时亨未能建

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回顾一下德国稳定的历

程——从危机四伏的君主制走向脆弱的共和制，再走向其存在的目

的就是战争的法西斯主义=它就不那么令人羡慕了。我们也许会

想到蒋介石的首任德国顾问，他之所以到中国来，，恰恰是因为德国的

旧秩序已在革命中崩溃了。这里，有必要提起他的继任者关于如何

对付共产主义者的“忠告”：把他们统统枪毙。这个办法 191 1 19 年在德

国曾行之有效， ，“自然会证明在这儿也同样有效”。@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有竞争力的政治力量，它极其艰难地把另一

种外国模式一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运用到中国的环境中，追求着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在国际上自主自强的地位 i而这些也是国民党

当年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注 释

＠考西，第 402 页。

0 法布里采克 ( :Fa'britzek) ;1 第 23, 3一239: 页。 1 957 年协议原文可在第 218—281
.. 

页中找到。

(3) (荀子），伯顿咖沃森( :Burton ·watson)译（纽约， 19163 年），，第 37 页。关千荀子

同毛泽东的对照借用了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 版（麻省剑桥，1979 年）曹第 2 192 页。

＠参见易劳逸: (流产的革命》，第 2,86, 页；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i(192: 7一193:7))(麻省剑桥， 1'98,0 年）唱第 2·68 页。

0 托马斯鞭罗斯基= (生产资料工业部门的增长， 19,00一197 1 》· , 见珀金斯，，第

2 ,3. 3 页。

＠参见孔斐力(Philip A. Kuhn) 1《民国的地方自治：控制且自主与动员的间题），

载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和卡罗琳攫格兰特(Carolyn Grant)编：《中华帝国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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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冲突与控制》(Con.. f :l··i.ct: and Co九tro,l 切巨比如，严由.l Chi血）（加州柏克莱， ，l91S

年），第 257'一.298 页。

O 参见弗兰茨·诺伊曼(Franz ·Nev:mann)就“国家领导阶层中具有超凡魅力的

领袖”所作的论述，见（巨兽》一书，第 8.3一97 页。

＠据说这是蒋介石在一次对蓝衣社发表演讲时所作的评论：易劳逸；《流产的

革命）＇ ，第 4,0 页。

＠魏采尔在江西的第三次围剿中提出的这个建议也适用千在“战区怜发现的任

何一个农民。联邦军事档案馆 ，： W10.2一44/2,, 第 l231 页嘈. -魏采尔同熊式辉将军的会

谈"(1 19· 31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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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缩略语用于注释和参考书目中。

AA: 

ADA.P ,: 

BA.:: 

CCWH: 

cc·YK: 

CKYK: 

CT·P: 

DGFP: 

.FHYK,: 

F01:: 
.. 尸

H:PY氐
'K .. MWH: 

KS:K.: 

KW',CP: 

KY'T ·:L ,:: 

L .CTP1 

德国外交部

（德国外交政策档案）( '1 ,91.8一19 ,45 年），波恩， 196 16 年一

联邦档案馆，科布伦次

《传记文学），台北

《军政月刊），南京(1935一1941 年）

《建国月刊），南京(.1931一19·.36 年）

交通部，台北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191 ,8一1945 年），华盛顿 ,. 194-9 

年

《复兴月刊》，上海(19,33—1 '9137 年）

英国外交部

《黄埔月刊》憎南京(1 19·30一193 ,8 年）

《革命文献），台北， 1 '91,5 ,3 年—

国史馆，台北

《国闻周报）曹天津(1 '9 ,33一1937' 年）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编，北京， 1961 年

MA: 

MID:: 

联勤总部台北

联邦军事档案馆，弗莱堡

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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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

OR: 

P,A: 

RD.I: 

:SCC: 

.SHH·w ·: 

SM:YK ::· 

'TFTC: 

·T ·KK'WT: 

TLP1L ,•: 

T 'T 'KP:; 

T ··yc.K::. 

TY'KP: 

TYYK: 

WCPL1 

, WCYP: 

国家档案馆，华盛顿

《东亚评论》｀汉堡和柏林(19 .27一1940 年）

外交部政治档案室，波恩

全德工业联合会

国防部史政局书台北

《社会新闻》，上海(1932—1 1934 年）

（三民主义月刊） ．，广州(1933一1935 年）

《东方杂志），上海(19128一1937· 年）

. ＇ ， 可 丛 ,. . . , 
'" • •• 晶 一..
．，、 , , ,. 一~-

• • 
．．于·

《德国驻华军事顾间团工作纪要）鲁国防部史政局编，台

北 ,1969 年

《独立评论），北京 (l.932-一'1937' 年）

《铁道公报》 ＇，南京(19·27'一1937 年）

《资源委员会季刊）＇ ，重庆和南京{ 1'941一,19461 年）

《资源委员会公报），重庆和南京(19 ,41一194,8年）

《资源委员会月刊》，汉口和重庆('1 '939一1941 年）

《外交评论），北京(1933一1'9r31 7 年）

《外交月报），南京(1932·一 :i,9 ,34 年）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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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奋振（音）：《18 ·98, 年以来之中德外交关系）］ ，上海， 193-6 年

张其韵，」 （中德文化论集）喟台北， 1966 年

《抗日战史），台北，， 19 161 16 年

《民族的危机与民族的团结），《民众论坛）第 101 卷，第 3 期

(19 ,3 ,5 年 8 月 1 日）

《党史概要》，第 5 册，台北， 1951一1'9153 年

张传普：《德国学史大纲），上海， 19.26 年

张君励：（非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再生）第一卷，，第 3、趴6

期 (1932 年） ·

张嘉墩: (从事铁路建设工作的回忆》，《传记文学，第 2.5,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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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禄：（德国现代史》，上海，192 ·9 年

张素民：《德国纳粹运动之检讨）】 ，《复兴月刊）第 2 卷，第 6 期 1(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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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法：． （中国现代史》，，台北,, 1 1977 年

赵兰坪::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台北，195·6 年

＜浙赣铁路》 ＇，行政院编，南京， 1914-7 年 . 

陈秋云：（法西斯蒂与中国》，（前途》第 2 卷;, 第 2 期 (1934 年 2 月

.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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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中德文学研究》，，上海 ,,1936 年

陈果夫 ：：《陈果夫先生全集），台北喟1 1 ·952 年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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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范：（中国矿产资源》耆台北书 191 ,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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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铭矿之管理》，南昌， 19.3.5 年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f非力浦·杰夫辑，纽约，1947 年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1934 年 2 月 19 日之演讲，（革命文

献）第 68 辑

-《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 193,4 年 3 月之演讲，．《革命文献）

第 68 辑

＿＿《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 1937 年 2 月 19 日之演讲，I

《革命文献》第 68 辑

《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19 ,34 年 3 月 1 19 日之演讲，《革

命文献》第 168 辑

《庐山训练集）雀阳阴山，19S10 年

－《统一与救亡＞，《军政月刊》豐第 7 期(1 1936 年 7 月 31 日）

蒋恭晟：《中德外交史）上海， 1929 年

（蒋百里先生全集）蒋复瑭 、薛光前编，台北， 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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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5 期 (1.977 年 11 月）

，一一（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 口 述回忆录嚼《传记文学）第 28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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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盈编：《当代中国实业入物志》，上海，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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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 1 :984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时，这位年仅 3,4 岁的美国圣

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教卓著的学术成就膏为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汉学

家所瞩目。

从 191:2.s一19.3i ,3, 年间，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外国列强

的关系都要密切，而这段历史关系的研究当时在中国大陆仍处于空

白。柯伟林教授的这本书利用了极为丰富的中屯英、德文档案，期刊，

研究专著和回忆录，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德间的政治、军事及经济、

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关系，详实可信，见解独到。已故的德国著

名汉学家、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 .z·u Berl:in. ) 费路教授

( :Roland Felber)认为，该书对民国时期中德关系这一研究课题作出了

”重要的和详尽的学术贡献＂。时至今日予该书仍不失为研究中德关

系史的权威之作。

该书是 1994 年首次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蒋介石

政府与纳粹德国》为名出版的。柯伟林教授在获悉我们有意将此书

翻译成中文时，欣然同意，将该书的中文版版权授予我们和中国青年

出版社注并撰写了中文版序言，使我们深受感动。张宪文教授对千本

书中译本的问世，无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钱乘旦教授在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进行校对工作曹付出了心血；本书当时的翻译工作卫自始

至终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潘平先生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仍要表示

. 

'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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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的感谢。此外，我们还要对南京大学法学院邵建东教授、南京大
'. 

学信管系叶继元教授、南京图书馆姬贵林先生的帮助表示谢忱。

由千这本书在学界有重要影响，承蒙刘东教授和美国北卡罗莱

纳大学陈意新教授的慧眼识珠，将其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恢复（德国与中华民国）原名重新出版。对此我们表示衷

心感谢。柯伟林教授特意撰写了新中文版序言，进一步阐述了对相

关间题的认识。我们也借此机会对全书进行了审订，润色词句，并纠

正了翻译中的若干错误：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集体合作完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绪论，第

一、二、三章，结语，由陈红民译；第四章，由申晓云译；第六章，由武菁

译；中文版序言，第七、八章，全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由陈谦平译；第

五章，由陈谦平、陈红民、武菁各译三分之一 ＇，陈谦平校对。陈谦平担

任全书的通稿工作，并统一校订了全书的中外人名、地名和机构名

等。新中文版序言由朱适翻译。在新版修订过程中，陈红民承担了

组织协调工作。

由千我们的学识有限，加上原著内容精深，虽经再次修订，翻译

中的错误与疏漏仍然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择一

2·006 年 8 月 8 日千南京大学

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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