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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lj╒言

杜 魯門 :「 將軍 ,您 能代表我前去 中國嗎 ?」

馬歇 爾 :「 是 !總 統 先生 。」
l

以上是發生在 1945年 l1月 27日 ,白 宮與維吉尼亞州某座農

莊之間的一段簡短的電話交談 。當時的中國已經陷入了國共內戰當

中 ,五星上將馬歇爾β eUrgeC.Marshall)才 剛退役不久 ,旋又銜命

飛往 中國調停國共衝突 。本書主要就是在鋪陳馬歇爾使華之前 ,紊

亂複雜的東亞局勢 。

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

l屠
傳德 ,《 美國特使在 中國》(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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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大要

本書作者費斯 (HerbertFeis),曾 任職於美國國務院 、陸軍部 ,

在 寫 作 本 書 前 後 為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高 級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Membet

InstituteUfAdvancedStud汸 PΠncetUnUniversity)。 :白於〞乍灌鉗曾右」玫

府部門任職 ,以如此之經歷來寫作這部著作是最適合不過的了 。他

的作品還包括 《通向珍珠港之路—— 美 日戰爭的來臨 》(勸θRUaσ ㄌ

PθarJHartUr′ 勸θCU沕9Kgt〞乃θN#tθ初θθ刀t乃θ【力9j彪ˊStat“ aK〞

Jφa刀)、 《邱吉爾 、羅斯福 、史達林一一他們所發動的戰爭及其所

追求的和月二》 (C乃πrc乃〃元RUU∫θVθ J先 ∫′a方η′勸θⅣar口吻η Vaεθσa刀σ

〞乃θPθ aεθ勸η 助”′ U等著作 ,由於作者 曾經研究過關於以色列建

立的歷史 ,研究興趣可說相當廣泛 。

本書主要是討論在珍珠港事變以後 ,到杜魯 門總統°resident

Har〃 S.Truman)派 遣馬歇爾使華之前的這段期間 ,中美英蘇 日五國

之間的關係 。作者點出了戰時中美英三國無論是在政治及軍事行動

方面的互不協調與戰後的蘇聯與 中共在東北及華北的協調行動形

成強烈對比 ,藉以說明美國對華外交的失敗 。以下我們試 圖對本書

進行概括性的介紹 。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 ,總共有 田 章 ,玆將章節名稱羅列於下 :

第 1部分 從珍珠港事變到 開羅會議

第 1章 1蛢 1年 12月 :渴 望聯合

第 2章 史迪威使 團的派遣

第 3章 中國被封鎖

第 4章 在緬甸打敗仗之後

第 5章 熱情與拒絕 :1942年 所剩下的時間

第 6章 如何使 中國持續作戰最妥 :1942-1943年之 交的

暗沉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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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為解 中國之 圍 :爭論持續 中

第 8章 進一步的計畫與爭論 :1943年 下半年的月份

第 9章 保持 中國內部的和平

第 2部 分 從 開羅會議到 日本投 降

第 lU章 使 中國成為 大國

第 l1章 開羅會議和德 黑蘭會議 :政治計畫

第 12章 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 :軍 事計 畫

第 13章 在緬 甸又遭遇 困擾 :1944年春

第 14章 又是共產 黨 員 :中 共與蘇共

第 15章 華 萊士使 團

第 16章 華 萊士使華之後

第 17章 1艸4年夏 美國的緊急建議

第 18章 赫 爾利經莫斯科前赴 中國

第 19章 關於 史迪威的危機

第 匆 章 史迪威離開 、魏德邁接棒

第 21章 赫爾利繼續執行其任務(1944年 lU月 至 1945年

2月 )

第 力 章 雅爾達會議症候群

第 ” 章 雅爾達協定 :1945年 2月

第 留 章 政 策的分歧 :對 裂痕的探 索

第 巧 章 爭論 的焦點 :美 國是否應 求助於 中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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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蘇聯 方面

第 η 章 曖昧不明的美國政 策 :1945年 晚春

第 28章 遵循雅爾達協定的步驟

第 ” 章 波茨坦協定 :1945年 7月

第 3U章 從 波茨坦協定到對 日戰爭勝利之 日

第 3部分 從 日本投降到馬歇爾使華

第 31章 為控制 中國而鬥爭

第 笓 章 戰後要給 中國多少援助 ?

第 33章 晦暗的前景

第 34章 同時發生的關於 日本的糾紛

第 “ 章 決策危機 :走向新政 策

第 %章 赫 爾利的罷官

第 田 章 馬歇爾收到命令

作者首先表明 ,他之所以會寫出這本書 ,是想要探究美國政府

在戰時和調解的關鍵時期在 中國所進行 ,以及與 中國一起進行的活

動 。另一方面 ,作者也想瞭解的是 ,盟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外交努力 ,

卻到最後出了差錯而使計畫和希望全部崩盤 。

(一 )從珍珠港事變到開羅會議

由於美國並未中國讓 中國 自尋出路 ,結果使 自己完全捲入了第

二次世界大戰 。在珍珠港事變以前 ,中國人一直對美國抱持著一種

信念 ,也就是美國及其他盟友將在不久之後與 中國並肩作戰 ,到時

候美國將會向中國輸入源源不斷的物資 ,並協助 中國抵抗 日本的侵

略 。1941年 12月 ,美國依據 《租借法案 》仙end＿ LeaseAct)將 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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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緬甸和印度運入中國 。然而 ,若一旦美 日開戰 ,中 美兩國及其

他盟國將如何因應這種局勢 ,仍然缺乏一套可行的方案 。中國方面

主張盟國應該建立一個龐大的聯盟 ,共同制定戰略 ,但是蘇聯方面

則以對德戰事吃緊為 由而不願加入 ,並要求在制定出一套計畫之後

方才考慮是否加入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 ,各 國主要高級軍官不僅在

抵達中國時姍姍來遲 ,他們還認為在中國制定一套戰略方案乃錯誤

之舉 ,更認為對一切事情應有輕重緩急的區別 ,於是就有後來的以

歐洲為主戰場的計畫 ,太平洋跳島戰術為其次 ,而 中緬印戰區成為

第三 ,中 國因而並未得到太多的援助 。

然而 ,美國一方面既擔心 中國軍備的不足將逼使蔣介石屈服於

日本 ,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政府無法善加利用租借物資 ,於是派史

迪威(JUsephW.Stilwell)來 華任職於蔣介石的聯合參謀部 ,美方的主

要 目的在於一方面協助中國持續對 日作戰 ,另一方面則為試圖提振

中國軍隊的效率 。然而 ,史迪威與蔣介石 、英軍駐印度指揮官之間

的協調工作一直不順 ,每一方都想讓其他任何一方的貢獻超過本身

所 冒的風險 。當時的中國軍隊仍然是地方勢力的殘留 ,蔣無法控制

中國境 內的所有軍隊 ,而且蔣所擁有的軍隊相當有限 ,因此有意保

存實力 ,對史所提出的攻緬計畫不願全力配合 。但是如果一旦打通

緬甸 ,物資不僅可以順利運入中國 ,而且 中國的戰略地位比較不會

遭到孤立 。中國方面則希望增加駝峰運輸 (亦 即將物 資以 空運 的方

式飛越 喜馬拉雅 山運入 中國)噸數 。美方則認為光是倚靠空運物資

不足以打擊 日軍 ,解決之道仍在於打通前往緬甸的道路 。中國另外

要求美方實施兩棲作戰 ,而美方不願意提供軍隊參戰 ,英 國更是反

對在緬甸南方實施登陸作戰 。

中美兩國之間意見不合的另一個焦點在於 中共 問題 。史迪威希

望利用第十八集團軍 (共軍)與 國軍協同在華北牽制 日軍 。然而 ,國

共在抗戰時期雖然取得暫時性的合作 ,但是國軍封鎖共區的消息仍

然不絕於耳 ,如此將可能削弱中國的抗戰能力 。美國政府還擔心中

國的分裂可能引起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麻煩 ,蘇聯可能開始向中

共提供援助 ,從而使 國民政府無法擊敗它 ,進而使華北與東北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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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形成共黨國家 ,從而直接控制該地區 。

(二 )從開羅會議到日本投降

美國為了使中國能夠持續抗 日 ,提出了讓 中國在戰後成為世界

四強的其中之一 ,承諾在戰爭取得勝利之後 ,中 國得收復失土 ,而

且國際地位得以提高 。然而 ,在現實生活中 ,各國卻不願遵守宣言 ,

各行其是 ,宣言中所表達的意向無法主導各強國 日後的行動 ,中 國

無法實現列強給予它 的角色及任務 。史達林告知美國國務卿赫爾

CUrdellHull),德 國一旦遭到擊敗 ,蘇聯將立即參加太平洋戰爭 ,

這刺激了美國解決中國問題並打開中蘇關係的決心 ,因而有開羅及

德黑蘭兩場會議的召開 。然而 ,在當時任誰也無法預料到當蘇聯對

日宣戰時 ,美英對蘇聯支援的需求已經不那麼需要了 ,甚至蘇聯軍

隊更開入中國東北 ,與中國形成威脅 。隨著新型的 B毛9長程轟炸

機加入戰場 ,中 國在列強心 目中的戰略價值逐漸下降 ,然而 ,採取

措施保證 中國未來的統一地位的重要性卻變得較為重要 。對中國的

許諾是以一種歷史的公正精神作出的 ,但可以推斷 ,再這時候協商

和公佈這些許諾是有它 的意義 。所有三 國政府都想使 中國繼續作

戰 ,由以美國為最 ,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為此提供大量的

軍事物資 ,以免影響在歐洲的戰事 。隨著緬甸戰事不利 ,且 日軍的

進攻從未 曾停止 ,與此同時 ,卻有部分的國軍部隊正在對共區進行

封鎖 ,因此美方希望國共雙方在軍事上聯手抗 日 ,然美國無法相信

國民政府對中共的戒心與恐懼 ,在史達林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

(W.AverellHarriman)說 出 「中共黨員並非真正的共產黨員 。他們是
『冒牌的 』(margarine)共 產黨員 。然而 ,他們是真正的愛國人士 ,

而且他們要抗 日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 menrywallace9在訪華的途

中經過塔什干σashkent,位 於俄屬 中亞 )與哈里曼會合時被告知這

件事 。華萊士隨後不久抵達重慶 ,最大的收穫是獲得蔣准許美國延

安訪問團成行 。延安訪問團對共區的報告多為正面 ,且強調中共正

在進行頑強的抗 日鬥爭 ,毛澤東對團員謝偉思(JUhnS.Service)表示

歡迎美國人訪問延安 。必須注意的是 ,蔣准許派遣觀察團並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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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關係有任何的改善 。

蔣史關係未見改善 ,史想以強硬手段逼迫蔣交出中國戰區指揮

權 ,引起蔣的不滿 ,最後蔣介石要求羅斯福將史迪威召回 ,改派魏

德邁(AlbertC.Wedem叩 er)來華 。

痂亦同君禾U(PatrickJayHurley)推 妻確雪薅蔧系果θ
、
elsUnTruSlerJUhnsUn)蟲謽

任美國駐華大使之後 ,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調停 國共衝突 。當時有

約 3U萬名國軍對共區實施封鎖 ,赫爾利主張應以政治方式解決 ,

而反對以高壓手段達成表面的統一 ,雖然當時不少列強認為應以用

武力達成這項 目的 。蔣反對 中共所提出的要求成立聯合政府 ,國共

雙方屢經談判仍一是無成 ,儘管如此 ,赫爾利仍盡力使雙方走回談

判桌 。

由於美 國高估 日軍 的實力 ,為了減少美國子弟兵在戰場 的傷

亡 ,因而認為蘇聯參戰是需要的 。這對蘇聯而言不啻為一項籌碼 ,

並且可藉此分享成果 。美國想在西伯利亞沿海州取得空軍基地以便

就近轟炸 日本本土 ,使得美國轉移了對中國戰場的注意力 ,因而有

雅爾達協定的簽訂 。雅爾達會議公開討論的是歐洲問題 ,東亞問題

是附屬部分 ,且被列為機密 ,在美蘇雙方的商議下 ,決定在蘇聯參

戰之後 由美方告知中國 ,並要中國直接與蘇聯交涉 ,遂有國民政府

派遣宋子文 、王世杰等人前往莫斯科談判 ,簽訂 「中蘇友好同盟條

約 」。

(三 )從 日本投降到馬歇爾使華

由於原子彈的使用 ,使得戰勝的來臨讓同盟 國顯得措手不及 ,

因而無法擁有充分的時間規劃戰後的接收工作 ,作為該工作其中一

環的中國戰區 ,中共趁機在東北及華北擴展實力 ,開入東北的蘇聯

紅軍對於共軍在當地的發展則採取放任態度 ,甚至是在暗中提供支

援 ,由於在這段期間中蘇共之間的協調良好 ,使得國軍無法順利的

在當地進行接收的工作 。

與此同時 ,美國卻一直想將海軍陸戰隊撤出中國 。然而 ,國軍

無法獨 自承擔戰後接收 日本佔領區及偽政權地區的工作 ,在當時各



-13U- 史耘 第 12期

地充斥 中共黨員的情形下 ,使得接收工作更形困難 。最顯著者 ,當

國軍前往接收東北時 ,蘇聯紅軍阻撓國軍使用良好的港灣登陸 ,其

他港灣又就早被 中共所佔 ,美國又下令駐軍不准貿然介入 國共對

峙 。中美兩國之間彼此互不協調造成了中共勢力坐大 。

美國力求創造一個 自由 、強盛 、民主 、友好的國家 ,這將成為

美國在東亞和平與安全不可或缺的夥伴 。然而 ,美國的 目的和計畫

存在著各種缺陷 ,在實現 目的和計畫時也存在著各種決策上的錯

誤 。因此 ,由於 中國人民內部的分裂 、共產主義革命的襲擊 ,使美

國的 目的和計畫遭受挫折 。在國共內戰當中 ,美 國的外交與軍事計

畫的制定糾纏在一起 ,美國的失敗在於企圖使 中國依其希望成為強

大的國家 。

三 、讀後心得

本書作者利用美 國國務院的官方資料 ,探討太平洋戰爭期 間

(1艸l-1945)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 ,包括 中國與英俄兩國的關係 、國

共關係 ,以及蘇聯對 中共的強力支持 、對 日問題的處理 ,作者認為

美國的政策是失敗的 。
2

使用 的資料方面 ,作者是站在美 國的立場來看當時的東亞局

勢 ,因此 ,作者所選擇的一手史料多以美國方面為主 ,例如 :國務

院的原始檔案 、《美中關係 》°磁 rθσ&atθ∫Rθ加tjU刀∫祝 t乃 a切a,又

稱為 《中國白皮書》aj刀a眑拋 Pφθr)、 由參議院軍事及外交兩個

委員會所舉辦的聽證會證詞所匯集而成的《遠東軍事形勢 》(」吻Jo〞aη

&tπaKUη j刀 t乃θFarEasU、 參議院司法委員瑾訂/j、 糸且靈暑墯晝瓘氈屈晑方令9╰
xF

洋關係學會(InstituteUfPacⅢ cRelatiUns,簡 稱 IPR)的聽證會證詞等

資料 。作者亦援引邱吉爾的著作以作為對照 。作者在美國官方文件

的使用上可說是相當純熟 ,然而當時外僑在中國所辦的報刊 ,如《中

國每週評論 》(ao刀a厖日〞 Rθv9θw)及 《北華捷報 》(形θⅣU′屁-aj刀a

屁 翔切 都未見使用 ,在瞭解對華外交最前線方面 ,殊為可惜 。更不

必說是援引外文 (以 中文為主)資料了 ,故無法達到所謂 「多文字 」

2張玉法 ,《 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 (台 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2UUU),頁 327。



評介 HerbeΠ Γ由s,勁θa切a%㎎〞 勸θ4祤θ′沁羽 屁夠〃切a加列帖〃屁 arlI,r加 r′U幽e盹脟幼〃瓬 ssㄉ刀 -131-

(Imulti-languages)及  「多多稱螜雪定」 (Imulti-archives)白勺昱妻9尺 。

本書的特色是敘述事實多於評論 ,但實際上則反映出美國國務

院的觀點 ,在書 中我們可以發現某些觀點似乎是在袒護美方 ,例如

在討論到雅爾達協定時 ,作者針對羅斯福簽下該約而導致戰後 中韓

兩國的噩運就有如此的說法 :

當羅斯福承擔斡旋者的角色 ,且 又是中蘇兩國的共 同朋友

時 ,早就接 受 了被人批評的命運 ,因 此後世對他的評價是

不公正的 ,如果羅斯福不在簽約之後的 2個 月病逝 ,他也

許能夠把雅爾達協定變成一種他所想像的以互相讓步而 了

鳥ξ白句勝牙6 。
3

HerbertFeis,刀ㄉ a切 a孔羽�’ Γ拓e⊿〞ε”εa〞 珈 刀 切 C幼刀θ′ㄅ沕 PearJ物rtU′ ㄌ 奶θ

形臼符幼 〃恤 s∫oU刀 (Princeton,NJ:P㎡ ncetonUnivers比 yPress,→53),p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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