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

杨天 石

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人 中
,

蒋比较喜欢并信任孔祥熙
。 ‘

年 月
,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体制
,

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

长
。

同年 月
,

宋子文愤愤地对潘汉年说
“

蒋之用孔作行政院长
,

就是为的准备好与 日本谈判和议
。 ” ① 蒋之用孔

,

原因很多
,

宋子文

的这段话有很大的片面性
。

但是
,

中日战争期间
,

蒋介石确曾通过

孔祥熙多次与 日方进行秘密交涉
。

由于除孔祥熙外
,

他的大儿子孔

令侃等人均参与其事
,

因此
,

有的人称之为
“

孔家的和平运动
” ②

。

关于抗战时期孔祥熙和 日本方面的秘密交涉情况
,

我在 前些

年曾有所论述 ③
。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
,

全面探讨孔祥

熙与抗战期间中日秘密谈判的关系
。

前文 已详的
,

本文将从略 海

内外其他学者著作 已详的
,

本文也从略
。

④

①

②

《南湖 胡鄂公 致孔令侃密函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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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贾存德与营野长知

年 月 日旧 军占领南京
。

同月 日
,

日本政府通

过德使陶德曼
,

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面交中 日实现和

平的基本条件 条
。

由于中方没有按照 日方的规定时间作出答复
,

骄狂不可一世的近卫 内阁于次年 月发表声明
,

宣称今后
“
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
” ,

从而表示出对蒋介石的决绝态度
。

但是
,

这以后
,

日本军方和
“
民间

”

都仍然有一部分人企图做国民政府的工作
,

诱

使蒋介石等人投降
。

年 月底
,

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与旧 日一起做过情报工

作的 日本人松本藏次在上海相遇
。

松本当时在 日本华中派遣军总

司令烟 俊六大将处任嘱托 高级咨议
,

他劝贾出而奔走
,

早 日和平

解决中 日之间的战争
,

以免俄
、

英等国收渔人之利
。

① 松本并利用

孔
、

宋之间的矛盾进行挑动
,

声称
“

宋子文为未来政权企图计
,

亦有

似此活动
。

愿君勉为之 ” ②
。

当时
,

胡鄂公 伯良
、

南湖 是孔祥熙 留

在上海的顾问
,

指示贾提出先决条件
、

介绍烟俊六见面
、

烟俊

六亲笔写信给蒋介石或孔祥熙
。

日军的下一个进攻 目标是武汉
,

烟俊六企图在此前以
“
和平

”

方式解决中国问题
。

月 日
,

烟俊六与贾存德会晤
。

他仍然坚持

近卫声明
,

声称
“

现在 日本的对家 已不是蒋委员长
,

而是南京新成

立的维新政府
” 。

但他表示了一点灵活的态度
,

声称如蒋委员长
、

孔

院长
“

有所觉悟
,

亦未 尝 不可谈判
” ③

。

烟俊六旋即介绍查野长知

与贾存德交谈
。

营野在辛亥革命前后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
,

当时受 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之命在上海找寻谈判线索
。

他对贾述说

《伯 良 胡鄂公 致王 良 梁 甫 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贾存德阳 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伯 良 胡鄂公 致王梁甫电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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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自己与孙 中山
、

孔祥熙
、

宋霭龄及 国民党当局诸人的交往
,

声称
“
中 日战争结果

,

必二者俱伤
” ,

表示愿遵 烟俊六之命
“

写信给蒋委

员长和孔院长调和 ” 。

①

营野长知当时虽服务于 日本军方
,

但和军部并不一条心
,

企图

另辟议和渠道
。

月初
,

贾携带营野函件离沪
。

临行前
,

首野对贾

称 日本军阀要价过高
,

要实现中 日和平
,

只有设法使 日本和平派

抬头 ②
。

日
,

贾存德经港飞汉
,

会见孔祥熙
。

日
,

孔祥熙复函营

野长知
,

陈述侵华战争对 日本的危害
,

要求置野做 日本
“

少数军人
”

的工作
。

函称

敝国坚持抗战
,

纯为 自卫起见
。

故解铃系铃
,

仍在贵国少数军人

之手
。

先生欲 自救以救人
,

必设法使贵国少数军人早 日醒悟
,

必先使

其了解此次战事对于贵国之利害
。

③

同时
,

孔祥熙并致 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一函
,

内容大体与致首野函

同
。

④ 月 日
,

贾存德携带孔祥熙函回到上海
,

与首野
、

松本会谈
。

贾称 武汉等地
“

抗战极坚决
” , “

人心镇定如昔
” 。

他转达了孔祥熙

的意见 要求 日方
“

放下屠刀
,

使我领土完整
,

为东亚两大民族千年

万年谋真正共存共荣 ”。 “

苟能利和平
,

即敝展现院长地位
,

亦愿与

二位共同奋斗
” 。

营野表示
“
拟 回东京联络同志作后盾

,

然后分渴

内阁
、

军部
、

重臣
、

元老
,

征求意见
,

一致以谋和平之早 日实现
。 ”他

并说
“

余老矣
,

士为知 己死
,

蒙院长不弃
,

同情管见
,

余誓以老命报

之
。 ” ⑤ 日

,

营野与松本飞返东京
,

和头山满密议
,

接着
,

与近卫首

相
、

宇垣外相会谈
。

日返沪
,

对贾存德称 近卫
、

宇垣对孔祥熙函

件都表示同情
。

营野并要求与孔祥熙择地会见
。

⑥

日方积极
,

孔祥熙却表现得很冷静
。

月 日
,

孔祥熙的秘书

① 《伯良 胡鄂公 致王梁甫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② 《王梁甫致孔令侃函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③ 《孔祥熙致置野长知函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

④ 《支那事变善后措置 》旧 本外务省档案
,

一 一 一 。
。

⑤ 《贾存德致孔令侃转李青选电 》 年 月 日
、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⑥ 《贾存德致李青选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李青选 汝 秀
、

毓万 致 电贾存德
,

指示他说话须
“

慎重 ” ,

电称
“

事

关重要
,

一 言可 以兴邦
,

一言 可以丧邦
,

应付失宜
,

危险至巨
。

现在

彼方既感 困难
,

我方尤须沉着 如过急反以示弱
,

更难得 当也
。 ”

其

后
,

李青选 一再致 电贾存德
,

声称孔祥熙
“

不便轻易离汉
” ,

要贾 了

解 日方
“

切实办法 ” ,

并要求置野长知亲笔开明
“

真实条件
” 。

①

日方一 方面宣称条件不高
,

烟俊六表示
“
日将领同士兵

,

除海

军一部分外
,

多 已厌战
。

今次 日提和平条件
,

极平正
,

绝不使孔院长

为难
。

除经济合作
、

防共产外
,

无苛求
。 ” ② 一方面则要求解散国民

政府
,

蒋介石下野
,

由孔祥熙出面组织政府
。

日
,

贾存德再电孔

祥熙
,

告以首野意见

此事至难而不难
。

盖双方着重顾全颜面
,

中国之颜面重在军队退

出
,

领 土完整
,

日本之颜面重在解散抗 日政府
,

老蒋暂行下野
,

从新

组府
,

任之孔院长
。

老蒋下野
,

换汤不换药
,

故难而不难者
,

即此之谓

也
。

③

营野认为在上海不便
,

要求与贾存德共同赴港谈判
,

并要求面见孔

祥熙
。

月 日
,

李青选电告贾存德
,

明确拒绝解散国民政府
、

蒋介

石下野等条件
,

但表示可以孔祥熙下野作为转圆
。

电称

彼方果有诚意
,

当以可能条件与我商洽
,

否则漫无边际
,

可不必

谈
。

如 军部所提
,

非惟政府不能因人要求而解散
,

委座不能因人要求

而下野
,

且全国民众亦不能允许委座下野
。

此等话实使夫子无办法说

出
。

前曾与兄谈及
,

现在最高行政当局本为夫子
,

如果彼方以为无法

下台
,

夫子本人情愿牺牲地位
,

以为彼方转圆面子
。

④

营野长知等并不十分同意近卫
“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
,

听

了孔祥熙愿意牺牲院长地位的表示后
,

便表示可以不坚持要求蒋

介石下野
。

⑤

① 《李汝秀致贾存德电 》 年 月 日
、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②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 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③ 《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 电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④ 《李青选致贾存德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⑤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电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 ,



月 日
,

贾存德
、

营野长知
、

松本藏次等转到香港谈判
。

此

前
,

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 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谈判 已

经开始‘①谈判中
,

贾存德等提出
,

希望 日军暂勿进攻汉 口
。

月上

旬
,

日方声称
,

蒋介石可以预先作出下野表示
,

而在和平后 自动实

行
。

在此情况下
,

孔祥熙表示可以出面与 日本外相宇垣谈判
。

但是
,

日本陆军妄图在当年秋季结束对华战争
,

正积极准备进攻汉 口
、

广

州
,

同时热衷于诱降汪精卫
,

对蒋介石不感兴趣
。

月 日
,

宇垣

下台
,

拟议中的孔祥熙
、

宇垣会谈流产
。

② 同年 月 日
,

武汉陷

落
。

二
、

胡鄂公与津 田静枝

孔祥熙的对 日谈判大量是通过胡鄂公进行的
。

③

孔祥熙一面动员营野长知等人做 日本
“
少数军人 ”

的工作
,

一

面力图和 日本军方建立直接联系
。

年 月
,

孔令侃在香港指

示胡鄂公
,

利用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为枢纽
,

在孔祥熙与 日

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之间建立
“

谅解
” 。

胡返沪后
,

即嘱满铁上海

事务所的伊藤武雄
、

铃江言一二人赴大连与石原商量
,

石原表示同

意
。

④

① 关于这一谈判的情况可参阅杨凡译《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与 日本
‘

和谈
’
的

记录 》
,
《孔祥熙其人其事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年版 中村丰一《知 乌扎 答为宇垣
·

孔秘密会谈 》
,

《秘的 屯扎龙 昭和史 》,

日本河出书房版
,

第 一 页
。

② 参阅拙文《抗战前期 日本
“ 民间人士

”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
。

③ 胡鄂公一生经历复杂
。

曾参加辛亥革命北方起义
。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

年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

发行《今 日 》杂志
。

不久
,

《今 日 》派的主要骨干被

并入共产党
。

年 月
,

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
。

年 月
,

中共中央因其

有帮助曹馄贿选嫌疑
,

决定停止其
“
出席小组会议

” 。

年在潘汉年领导下联络

西南派
,

反对蒋介石
。

抗战期间担任孔祥熙的私人政治
、

经济顾间
,

先后在上海
、

香

港为国共两党做秘密工作
。

年任孔祥熙系《时事新报 》发行人兼总经理
。

年去台湾
。

年在台北病逝
。

④ 《情字第 号电文 》
,

《档案史料与研究 》 年第 期
。

· ·



同年 月
,

胡鄂公与伊藤武雄等商定
,

以 中 日在野名流
,

用私

人资格进行初步谈判
。

中国方面人物以唐绍仪
、

吴佩孚为领袖
,

实

际谈判人物为江天铎
、

汤萝铭
、

罗家衡
、

易敦白
。

伊藤武雄同意这一

计划
,

即联络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
、

在陆军参谋部任职的柴

山兼四郎
,

在海军任职的律田静枝中将
,

以及坂西利八郎中将等
,

于 月上旬向日本政府提出说帖
,

得到同意
。

① 月 白
,

近卫首

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
,

改变原定
“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

的方针
,

转为诱使国民政府改变政策
,

更换人事组织
,

参加所谓 日
、

满
、

华的

合作
。

于是
,

日本政府一面命土肥原统一汉奸政权
,

一面派津田静

枝
、

今井武夫
、

伊藤武雄等到沪
,

与国民政府方面进行私人谈判
。

月 日
,

伊藤与胡鄂公谈话
,

说明 日本转变政策的原因
。

伊藤称 强硬派原以为攻下武汉
、

广州后
,

中国的抗战即可结束
,

但

事实并非如此
。

强硬派也认为 必须
“

双方政府直接商议
” ,

由
“

最高

责任者在适当地点会见 ” ,

因此
,

原来反对宇垣的一派已经在原则

上和宇垣的主旨一致
。

伊藤并称 日本希望以
“

东亚门罗主义 ”
为和

平基础
,

排除西洋各国的干涉
。

② 自 月 日至 年 月
。

胡

鄂公与津 田静枝等共进行了 次会谈
。

前三次会谈属于一般性会

晤
。

胡鄂公根据孔令侃指示
,

提 出
“

各原则
” ,

据称
“

所得结果极

好
。 ” ③

年 月
,

汪精卫等出逃
,

叛国投敌
。

日本当局即企图以

扶持汪精卫为筹码
,

要挟重庆国民政府妥协
。

次年 月 日
,

胡鄂

公与津田第四次会谈
。

津田探询重庆方面情形
。

胡称 汪精卫离开

重庆后
,

情形更安定
,

汪精卫“ 离开全国民意
” ,

不会成功
。

胡强调

②

③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
,《档案史料与研究 》 年第 期 参见《伯

良 胡鄂公 致孔令侃电 》
,
《近代史研究 》 年第 期

。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
。

《胡鄂公致孔令侃密电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关于津田静枝与胡鄂公的会谈
,

可参阅伊藤武雄为铃江言一所著《孙文传 》所作的跋
,

东京岩波书店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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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是 目前中 日战争的当事者
,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和全中国

的领导者
,

建议先在私人间就基本纲领达成谅解
,

然后再在政府间

进行直接谈判
。

胡提 出的基本纲领是
、

承认两国间的战争不合

理
、

恢复卢沟桥事件以前的状态
、

发展两国合理的经济提携
、

目前不采取防共协定的形式
,

而在精神上一致
。

①同年 月第六

次会谈时
,

津田提出
,

希望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合作
,

胡称 汪精卫 已

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被国民政府通缉
,

同时在道德上
,

是反复无常

的小人
,

日本政府以之为谈判对象
, “

非常失策
” 。

② 至此
,

胡鄂公与

津 田静枝的会谈告一段落
。

三
、

胡鄂公与船津辰一郎

年 月 日
,

胡鄂公在上海与前 日本驻上海领事
、

上海

日本纺织业会长船津辰一郎会晤
。

胡企图使船津放弃对汪精卫和

吴佩孚的工作
。

胡的谈话大 旨为 汪之领导权已丧失
,

号召力消

灭 吴佩孚决不做傀儡 旧 本欲得真正和平
,

应以蒋及国民政府

为对象
。

胡要求船津运动 日本当局
,

先行举行中 日私人谈判
。

日
,

胡鄂公致 电重庆
,

声称此项工作
, “

可以阻止汪
、

吴傀儡之运动

复兴 ” 。

同时使
“ 日本方面多一主张和平之说客 ” 。

胡并称 此项工

作与津 田方面并无抵触
,

可收
“

殊途同归之效
” ③

。

月 日
,

胡鄂公与易敦白
、

彭希民约船津聚餐
,

双方辩论至

小时
。

其后
,

船津表示采纳胡鄂公的意见
,

将向 日本军部提出建

议
。

②

③

《情字第 号电文 》,《档案史料与研究 》 年第 期
。

以下所引史料
,

除注明者

外
,

均见该刊 年第
、

第
、

第 及 年第 期
。

《情字第 号电文 》
。

《情字第 号电文 》
。



四
、

胡鄂公与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曾任袁世凯顾问
,

长期在中国做特务工作
。

年 月 日
,

胡鄂公与坂西谈话
‘

,

提出中日和平意见 与条
。

日
,

孔令侃复电胡鄂公
,

认为胡的意见非常
“

周详
” ,

特别是第五条
,

由

日本邀请美国以第三国立场参加保证一节
,

办法很好
。

孔要求胡鄂

公以私人立场继续试探对方真意
。

① 此后
,

双方多次会商
,

胡鄂公

始终坚持
,

必须邀请第三国参加保障
,

然后停战撤兵
。

② 谈判不了

了之
。

五
、

樊光与喜多诚一

樊光 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

与孔家关系密切
。

还在

年春
,

樊光就曾与北平 日本浪人 山本荣治发生关系
,

为他去

汉 口 向孔祥熙递送
“

中 日和平意见书
” ③

。

年 月下旬
,

樊光得

到 消息
,

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
、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

中将将于 月 日南下
,

谈判和平
。

他向孔令侃请示
。

日
,

孔令

侃复电
,

指示 以 “

恢复七七以前原状
,

先由日皇下诏撤兵 ”为要 旨
。

喜多要求面见孔祥熙
,

表示希望在汪精卫登台以 访
“

得到办法
” 。

为

此
,

樊光曾赴重庆报告
。

同年 月 日
,

喜多应原上海中
卜

话局局长

鲍观澄之邀到沪
。

会谈中
,

喜多重提蒋介石下野问题
,

受到樊光驳

斥
。

樊光称 日方所提条件
,

不外共同防共
、

经济合作
、

取消抗 日三

条
。

其中经济合作一条
,

如在平等互惠条件之下
,

可以商量 防共间

《渝情字第 号电文稿 》
。

《情字第 号电文 》
。

贾存德 孔祥 熙与 日本
“
和谈

”
的片断 》

,

全 国政协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 辑
,

文

史资料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参见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
,

么孔祥熙其人其

事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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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现在德苏已成同盟
,

日苏关系亦 已妥善
,

日本真有诚意与 中国

和平
,

共党一节不成问题‘至于取消抗 日问题
,

只要 日本无侵华之

举
,

华人又柯所抗 当喜多询问有何办法实现 中日和平时
,

樊光称
“

中日双方相持下去
,

日军必至有不能不溃退之一 日
,

国必紊乱
,

难

以收拾
。

若 日皇下诏
,

撤兵言和
,

似过便宜 日本
,

然孔院长则以为中

日兄弟之邦
,

彼此牺牲均属可惜
,

故愿赞成此举
,

使 日方亦能得利

也
。 ” ① 对此

,

喜多表示
,

此事体大
,

非一人所能作主
,

容回北平后详

细商量
。

会后
,

鲍观澄对樊光说 喜多不愿汪政权成立
,

造成既成事实
,

使和平多生枝节
。

如孔院长能与之秘密会晤
,

彼必 出全力做成此

事
,

汪政府即可消灭
。

日
,

樊光将会谈情况报浩重庆
。

月

日
,

孔令侃复 电称
“

喜多谈话
,

全属空泛之词
,

仍以委座下野为题
,

而无切实表示
,

自无诚意可言
,

显系试探性质
。 ”

孔令侃并批评樊光

的答话
“
句句着实

,

诚如代表院座答复
,

而反示我方求和心切
。

万一

为彼方灌音
,

收去留为话柄
,

如何是好
”

孔令侃要樊光以后对外谈

话时
,

多问少答
,

试探 口气
,

在对方答话中寻觅线索
、

。

②

六
、

樊光与今井武夫

年 月上旬
,

原大限重信亲信
、

日本《报知新闻 》记者
、

特

务机关政务课长百武末义与樊光在上海会谈
。

百武称 因受平沼首

相及参谋本部中国科长今井武夫委托
,

与国府联络和平
,

特由东京

赶回
。

当时
,

报载平沼内阁己与汪精卫结约
,

樊光据此提出责问
。

百

武称 平沼与汪敷衍则有之
,

但通过本人说明
,

已确知汪并无能力
。

今井并深知联汪拉吴
,

均已失败
,

言和只有向蒋及孔祥熙处觅取途

径
。

百武并称 和平沼首相多次畅谈
,

平沼表示
,

若能和平停战
,

撤

忿
《情字第 号 电文 》

《渝情字第 号电文稿 》
。



兵 自可办到
。

共同防共
、

经济合作及满洲国事
,

均可不提
。

这是空

前宽松的条件
,

樊光表示怀疑
,

百武贝犷发誓愿负责
” 。

①

月 日
,

百武再次会见樊光称 过去 日本少壮派军人受汪

精卫蛊惑
,

以为蒋完全受共产党包围
,

因此有不与蒋政权交涉的声

明 现在唯一的条件是共克回题
,

接洽和谈时
, “ 只须蒋先生或孔院

长表明
,

与共产党无关态度
”即可

。

百武并称 只要能让平沼看得出

孔祥熙
“

真有意和平
” ,

今井武夫及平沼代表即可来华
。

日
,

樊光

致 电孔令侃称
“

弟意现当汪正在勾敌时
,

总当设法使彼方对我言

和者不失望
。 ” ② 日电再称

“
现汪精卫已上当

,

完全受 日人摆布
,

傀儡登场
,

不可不速为设法破其奸谋也
。 ” ③

日方一面积极扶植汪精卫登场
,

一面引诱国 民政府进行
“
和

平
”
谈判

。

百武多次表示
,

只要平沼
、

今井确信已和国府取得联络
,

即刻放弃与汪精卫等人的联络活动
。

月 日
,

今井 自东京抵沪
,

要求与孔令侃在港见面
。

他对樊光表示 本人主张 以蒋先生为对

手商停战
,

以孔院长为对手商和平谈判
。
④ 今井了解孔祥熙与营野

长知之间的关系
,

因此特别表示 “ 所言决负责任
,

非为一般浪人首

野等可以随便说话
,

毫无实际
。

如所不成
,

当出家当和 尚
。 ”

今井在上海坐等孔令侃消息
,

但重庆方面直到 月 日才有

回音
。

日
,

樊光约见今井
,

重庆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同时出席
。

樊

光声称 孔令侃公务冗繁
,

交通阻隔
,

到港恐来不及
。

他出示孔祥熙

特别指示三条
、

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
、

尊重中国的领土

主权
、

由美国出面调停
。

⑤ 樊光并补充了三条意见
、

此事由 日

方主动
,

当然应 由 日方提出确实办法
、

须 由日方政府作明显表

示
,

予我诺言之保证
、

停止一切分化运动
,

专诚向国府及蒋先生

① 《情字第 号电文 》
。

② 《情字第 号电文 》
。

③ 《情字第 号 电文 》
。

④ 《情字第 号电文 》
。

⑤ 《今井武夫回忆录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言和
。

今井对未能见到孔令侃感到不悦
,

于 日回 日
。

同年 月 召
,

柯部信行内阁成立
,

今井武夫调任驻华 日军

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中国科长
,

邀请孔令侃到上海谈判
。

月

日
,

百武末义对樊光称
‘

旧 政府仍望对重庆有办法
,

如中央确具诚

意
,

能有相当负责代表密行接洽
,

决即放弃汪事
。

但如仍无确实办

法
,

则 日方于无办法中只好从汪方面进行活动
。 ” ① 此后

,

日方扶汪

活动加紧
。

月 日
,

樊光对今井武夫说
“

君等既支持汪组织所

谓新政权
,

似不必与我们再谈和平矣
”

今井表示 汪为和平而 出

来
,

又商谈过很久
,

不能不予 以支持
。

但汪并无
“

十二分把握
” ,

因

此
,

日方 仍 愿 与重 庆 谈判
。

今 井表 示
,

希 望 重 庆 来 一
“

负责大

员
” 。

②

月 日
、

日
,

樊光与今井武夫连续两次会谈
。

今井提出
,

日

华两军的停战交涉以蒋介石 为对手
,

实现和平之后
,

汪蒋合作
。

③

其后
,

樊光声称赴重庆 出席 国民党五届六 中全会
,

离开上海 今井

武夫则在香港找到了所谓
“

宋子 良 ”
的关系

,

开始
“
桐工作

” 。

七
、

胡鄂公等与和知鹰二

年初
,

日本军部部分人士逐渐感到依赖汪精卫不会结束

对华战争
,

力图在国民政府内部另觅诱降对象
。

为此
,

日本华南特

务长和知鹰二大佐奔走于香港
、

两广间
,

竭力拉拢李宗仁
,

结果失

败
。

其后
,

和知便全力投入拉拢重庆方面的工作
。

④

年 月
,

和知调任驻上海机关特务长
,

晋升少将
。

同月

日
,

和知与易敦白谈话
,

试探性地提出 如 日本以蒋为对手谈判
,

而

蒋又拒绝如何 接着
,

又提出经济提携
、

反共及满洲三问题
。

易称

《情字第 号电文 》
。

《情字第 号电文 》
。

《今井武夫回忆录 》,

第 页
。

《情字第 号电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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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臼信奉三民主义
,

政府已不认共产党存在
,

至少已对其

控制
。

又称 现在解决七七事变
,

满洲问题待将来别求合理解决
。

易

并称 如果 日本真能退出华北
、

华中
、

华南
,

取消不平等条约
,

废除

租界及 内河航行特权
,

则 中国
“

对满洲何尝无壮士断腕可能 ” ①

月 日 和知与易敦白第二次会晤
。 ,

当时
,

汪精卫政权 已预

定于当月月底成立
。

和知要易敦白作出估量
。

易答称 汪精卫等寄

食 日人
,

等于消毒
,

抗战阵容更加坚固
,

足以争取最后胜利
。

和知

称 日本政府将在一二月内承认汪政权
,

届时以蒋为对手的谋和计

划将无法进行
。

他询问易敦白 可否在二三月内
“
办出头绪 ,’又询

问 中国政府最低条件如何 可否提出一具体原则 ②

会谈后
,

和知向板垣汇报
。

板垣时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参谋长
,

他认为与重庆方面谈判为时尚早
。

实际原因是
,

当时与
“

宋

子 良
”

的谈判正在中国南方进行
。

不久
, “

桐工作
”

停滞
,

板垣便催促

和知继续与孔祥熙方面谈判
。

月初
,

和知与孔祥熙的亲信
、

院长官邸秘书处第六组负责人

盛升颐在香港会晤
。

和知称 日本元老
、

重臣及军部一致要求停战
,

希望 由孔祥熙与何应钦主持
,

开始正式谈判
。

③ 当时
,

孔令侃企 图

利用与和知的谈判
“

侦查 日本意向所在
” 。

④ 同年 月 日
,

易敦

白向和知提出 个问题
、

日自动撤兵 问题
、

东三省交还 问题
、

美国参加和议及保证问题
、

汪逆引渡问题
。

易声称
“

这也许是

蒋先生的真面孔
。 ”

和知则列举蒋介石和 日本人交往的事实
,

说明

上述 条不一定是他的
“

真实面孔 ” 。

他以
“

中 日两国共同建设亚洲

大局
”

和
“

防共
”
等引诱蒋介石

,

声称
“

中国要收回安南
、

缅甸
,

日本

可以协助 要收 回外蒙
,

亦可协助
。 ”

关于汪精卫
,

和知要求不究既

① 《情字第 。号 电文 》
。

② 《情字第 号 电文 》
。

③ 《 与和知谈话记录 》
。

④ 《情字第 号电文 》
。



往
,

子以相 当位置
,

否则
,

也不必重办
。

①

这
一

时期
,

中方雍容 自如
,

而 日方 则逞急无奈
。

月 日
,

易敦

白根据胡鄂公的指示
,

故意对 日本 洲厅和平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
,

同时表示
,

中国决心继续进行持久战
,

无意谈判
。

② 板垣为了表示
“

真意
” ,

竟在第二天就亲书委任状
,

委任和知鹰二为全权代表
,

令

人飞沪转达和知
。

胡鄂公分析了和知的谈话后
,

认为
“ 日方阳假和平之名

,

阴行

政治进攻策略
” 。

重庆方面也指示
“

非侯其觉悟 自动撤兵时
,

决不

与彼谈判
。 ” ③但是

,

谈判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
。

月 巧 日
,

胡鄂公
、

易敦白
、

陶菊隐与和知鹰二等在上海虹 口会谈
。

其间
,

胡鄂公起草

了《中 日恢复和平之基本原则 条
,

主要 内容为
、

中国为领土与

主权独立而战
,

故亦愿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谋和
。

恢复卢沟桥

事变以前局面 改善卢沟桥事变以前种种不安状态及不安适事

件
。 、

中国放弃恢复辽
、

吉
、

黑
、

热
“

九
·

一八
”以前原状的主张

,

日

本放弃承认
“

满洲国 ”
独立的主张

,

由中日合组处理满洲 问题委员

会 共同管理满洲
,

年后 由满洲人 民投票 自决
,

或仍属 中国
,

或

独立
。 、

中
、

日
、

满同盟一事绝无考虑余地
,

但可商订中 日互不侵犯

条约或中 日友好条约
。 、

防共协定非中日当前急需
,

可商订文化协

定
。 、

基于平等互惠原则
,

谋两国之经济利益
。 、

双方全权代表会

晤后即签订停战协定
,

召开中 日和平会议
,

合组善后委员会
,

办理

日方撤兵
、

中国接受事宜
。 、

邀请第三国参加保证
。

日
,

胡鄂公

致 电重庆
,

报告以上 内容
,

同时声称
“

设与 日本谈判顺利
,

和平可

以实现时
,

我中央对于共党红军似宜以发动内战
、

破坏统一抗战之

罪名
,

而用最迅速之手段加以剿灭 ” 。

④

月 日
,

和知飞宁
,

向板垣汇报
,

当 日返沪
,

约见易敦 白
,

希

《情字第 号电文 》
。

《又 字第 又 冰 号电文 》
。

《情字第 号电文 》
。

《情字第 号电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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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中方早 日提出和平基本原则
。

日
,

板垣电话通知和知
,

此后 中

日谈判决与胡鄂公接洽
,

过去 日方所有接触关系概行停止
。

①

日
,

板垣派其亲信秘书迁政信少佐赴沪
,

通过和知介绍
,

与孔祥熙

派驻上海的秘密电台负毒人沈养吾会谈
。

迁政信转达板垣的两条

原则
、

承认
“

满洲国 ”
为 日本最低限度要求

,

希望中国予以谅解
,

日本可在其他方面给予中国补偿或让步
、

组织东亚联盟
,

中日两

国平等
、

独立地互商政治
、

经济
、

军事等问题
。

迁政信并要求携带板

垣亲笔函件赴渝面见蒋介石
,

声称
“
只要能将板垣心情达于委座

,

即被渝府枪决
,

本人决死而无怨
。 ” ② 同 日

,

胡鄂公致电重庆
,

内称

板垣
“ 确认委座为唯一之对象

” , “

除承认满洲及建立东亚联盟两原

则外
,

其他均可让步
·

,

汪更不成问题
。

只要委座肯有表示
,

则彼可负

责提 出具体方案
,

彼已委和知为代表
,

希望渝府能派员 出面
,

则谈

判立可开始
” 。

③

当时
,

在阿部信行之后 的米 内光政 内阁又即将倒台
,

和知声

称 日本内阁即将改组
,

希望在此前讨论胡鄂公所拟中 日和平基本

原则
,

并盼能在 月初讨论结束
。

如双方意见一致
,

板垣将在同月

日与谈判代表见面
,

然后 回东京与 日本政府作最后决定
。
④

日本方面希望在 年内解决中国问题
。

板垣为了取得对华
“
和平工作

”
的领导权

,

声称 月底可以实现 中 日停战
。

但是
,

日方

在有关策略上
,

又存在种种分歧 影佐祯昭热衷扶持汪政权 今井

武夫热衷通过
“

桐工作 ”实现重庆与南京的合流 板垣虽声称
“
对汪

已看穿
,

对影佐 已失望 ” ,

但实际上
,

对
“

桐工作
”
一直寄以希望 汪

伪集团为了 自身利益
,

支持今井的合流方案 和知鹰二则热衷于与

重庆的直接谈判
,

对今井的工作持怀疑态度
。

同年 月
,

近卫第二

次组阁
。

月底
,

日方南京会议认定
“

桐工作 ”无望
,

决定将此事交

《情字第 号电文 》
。

《情特字第 号电文 》
。

《 字第 只 又 号电文 年 月 日
。

《情字第 号 电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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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办理
。

① 于是
,

对华
“
和平工作

”

便改归外相松冈洋有主持
。

八
、

王子惠与板垣

在和知鹰二之外
,

板垣还曾通过王子惠
、

贾存德与孔祥熙发生

关系
。

宇垣
、

孔祥熙会谈流产后
,

孔祥熙命贾存德通过各种关系
,

继

续议和活动
。

年夏
,

贾存德将这一任务交给伪南京维新政府

实业部长王子惠
,

并于随后报告孔祥熙
。

孔同意这一安排
,

要王辞

去部长职务
,

伺机去东京
“
团结主和派人物

,

抵制主战派 ” 。

切 年

月
,

王子惠 自东京返沪
,

声称已将 日本主和派闲院宫金子伯爵
、

头 山满等人联络一起
,

并称军部及在华 日军首脑板垣等人希望从

速结束对华战争
。

月间
,

王子惠送来板垣亲书的中日和谈五项条

件草稿
,

主要 内容为 共同防共 中 日经济合作 取消汪精卫政权

休战 撤兵
。

王称 板垣急于与孔祥熙见面
。

月 日
,

贾存德携带

板垣草稿赴重庆向孔祥熙报告
。

孔祥熙同意板垣提出的条件
。

月

底
,

孔祥熙命贾和王子惠派来的蔡森共同起草报告
,

上报蒋介石
。

同年 月
,

王子惠
、

贾存德
、

蔡森在上海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会谈
。

岩奇要求在察哈尔
、

绥远及平奉线等地驻兵
,

贾存德拒绝签字
。

会

谈无结果而散
。

②

九
、

胡鄂公与松本重治

松 冈接任外相后
,

在香港找到 了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浙江银

行家钱新之
,

因此
,

在 内阁
、

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夸下海 口
,

保证

月底完成对华议和
,

实现蒋汪合作
。

他一面派特使赴香港
,

一面派

①

②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
。

贾存德 《孔样熙与 日本
“ 和谈

”
的片断 》

。



原联 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赴上海
。

年 月 。 日
,

胡鄂公在上海与松本重治
、

伊藤武碱铃

江言一等会谈
。

松本称 近卫第二次组阁之后
,

日本 内部 已经统一
。

中 日问题
,

过去由军部主持
,

负责人为板垣 现则系根据宪法
,

由松

冈外相主持
。

日本巫愿在年内结束对华事变
。

日
,

二人第二次会

谈
。

松本提出
,

日本新发展方向为南洋
。

为实施 南进政策并在北方

对苏联有充分准备
,

必先解决对华事变
。

日方要求
、

驻兵 内外蒙

一线
,

必要时驻兵沧州及石家庄等地
、

华北煤矿之开采权
、

日

本驻兵各地
,

铁路与交通线之使用
。

胡鄂公则表示 中 日如谋永久

和平
,

日本 言须放弃其优越感及特权要求
,

中国不能因对 日本之和

平而支持 日本南进政策
。

关于满洲问题
,

松本提出
,

希望中国政府

予以承认
,

或决定承认原则
,

留待将来实行
。

胡鄂公对此坚决拒绝
。

胡称
“
此 问题最好搁置不谈

,

因为承认满洲国一事
,

断非中国政府

能考虑也
。 ”松本 又称 松 冈正通过张群

、

钱永铭
,

使汪精卫与重庆

重归于好
,

实现渝汪合作
。

如两个月 内无所成就
,

则 日本不能长此

忍耐
、

必出于长期战争
一

之 一途 同时
,

日本将断然承认南京汪精卫

政权
。

松本并邀请胡鄂公赴东京
,

与近卫
、

松风等相见
。

对此
,

胡鄂

公表示
“

中国政府对于背叛 民族与国家者
,

不能予以宽容
。

此为一

国之纲纪问题
,

与外交无关
。

胡称
,

松 冈外相既然与张群
、

钱永铭等

进行谈判
,

自己不愿多头进行
。

胡劝松本暂勿进行
,

侯其放弃或失

败后
,

再进行未晚
。

①

卜
、

夏文运赴 日与 日本
“

和平工作
”
的末路

“

桐工作
”

失败后
,

板垣企 图继续利用和知对 中国政府进行诱

降
,

但和知不愿与板垣合作
。

日本政府决定进行
“

钱新之工作
”

后
,

军部决定派和知协助松 冈
,

但和知认为汪蒋合流不会成功
,

在二人

① 《胡鄂公与松本第 二 次谈话记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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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时 又认为松 冈
“
蛮横

” , “

自以为是
” ,

因而不愿合作
。

年

月
,

和知在香港会见胡鄂公
,

要求取得孔祥熙的书信
,

以此作为

谋和成绩向军部邀功
,

遭到胡鄂公拒绝
。

①

月 。 日
,

和知偕夏文运赴 日
。

夏是 一个勾挂双方的人物
,

既为和知作中文翻译
,

又与孔祥熙通气
。

到 日本后
,

首先会见 日本

政界元老秋 山定甫
,

秋 山提 出
,

由陆相东条英机
、

海相及川古志郎
、

首相近卫
、

头 山满及秋 山五 人组织小组委 员会
,

由和知 出面奔走
,

建议蒋介石指定负责人员
,

最好由孔祥熙组织 同样委 员会
,

交换意

见
。

夏其后 又会 见浪人领袖头 山满
、

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
、

陆

军大臣东条英机等
。

杉 山称
’‘

取消汪伪及延期承认汪伪一事
,

系政

府份 内
一

事
,

碍难容咏
。

然中 日战争应速停止
,

此为 日本军部所愿望
,

务期加速进行
。 ”

杉 山表示
,

希望重庆派人到东京商量
。

东条 则询

问
,

何不带同重庆代表来 日
,

若然
,

可打消对汪政权的承认
,

和平立

可实现
。

东条称 今后如再无办法结束事变
,

军部即希望与蒋介石

议和
。

此事不会因承认汪政权而停止
。

②

松 冈主持的
“

钱新之工作
”

有过一定进展
。

月 日
,

重庆方

面要求 日本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
,

同时无条件全面撤兵
。

日
,

日

本四相会议决定同意重庆条件
。

但是
,

日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

会议又决定推翻四相会议的决议
,

决定承认汪政权
。

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了汪政权
,

但仍不 愿放松对重庆的诱降
。

月 日旧 本当局致 电和知
,

命其 回东京
,

商量承认汪政权后 的对

策
。

日
,

大本营任命和知为部附
,

并同意恢复其在华所设特务机

关 兰机关
。

③

和知设想的条件是
、

无条件撤兵
,

代以对外防御性质的中 日

军事协定
、

满洲 国间题暂缓
,

将来有条件的承认
、

南进时可得

政 电 》
。

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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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协助
、

经济合作
,

以平等互惠为原则
、

中国在华南海岸予

日本海军以便利
。

① 不过
,

这以后和知的工作并无多大进展
。

年 月
,

和知调任台湾军参谋长
。

月 日旧 军偷袭珍珠港
,

太

平洋战争爆发
。

日
,

重庆国民政府向 日本宣战
。

同 日
,

和知电询中

方对于 中 日问题的意见
,

胡鄂公答称
“

中 日谈判
,

若 日方不悬崖勒

马
,

此时实难进行
,

且视明年三四月局势之发展
,

或有机会
。 ” ②

和知的工作没有进展
,

津 田静枝等人亦然
。

年 月
,

津田

静枝
、

伊藤武雄
、

松本重治等在东京进行和平活动
,

因 日本陆海军

意见不一
,

无结果
。

同月底
,

津田邀请胡鄂公赴东京
,

与海军当局交

换个人意 见
,

表示可 以备军舰迎送
。

胡答 以正患病
,

不耐舟车之

劳
。

③ 同月下旬
,

和知在东京会见侍卫长官本庄繁
,

本庄称 在 目前

情形下
,

只要蒋先生对于 日本任何要人有书面之表示
,

则 中 日问题

即有解决办法
。

④ 不过
,

这时
,

蒋介石 已经与英
、

美联盟
,

看到 了胜

利的希望
,

对
“

和谈
”

兴趣不大了
。

抗战期间
,

孔祥熙与 日方进行的议和活动还有其他线索
,

不能

一一列 氢

十一
、

孔祥熙主和的思想基础与策略 目的

孔祥熙主和
,

有其思想原因
,

也有其策略 目的
。

年 。月
,

孔祥熙 自欧洲返 回南京
。

月
,

德使陶德曼受

日本政府之托
,

向中国政府提出议和条件
,

孔祥熙力主接受
。

⑤ 他

在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后
,

仍经常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
。

⑥ 年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
。

《情字第 号电文 》
。

《情字第 号 》
。

《情字第 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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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

参阅同书 年 月 日
、

日条
。

《王世杰 日记 》
,

年 月 日
、

月 日
。

一直到 年 月
,

王世杰仍认为

孔祥熙是
“
悲观而气馁者

” ,

参见 同书 。年 月 日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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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旧 本大本营发出准备进攻武汉命令
。

日
,

长江要塞马

当失陷
,

武汉形势 日益危急
。

在 月 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
,

孔祥

熙力主与 日方妥协
。

① 月 日
,

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
。

当 日
,

王

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
。

日记云
“

汪
、

孔均倾向于和平
。 ”

可见
,

孔祥熙之主卯
,

有其思想基础
,

他的议和活动和他的思

想状况有其一致性
,

反映出在 日军的锐利攻势下
,

国民党和 国民政

府内部一部分人对抗战信 亡汽内动摇
。

孔祥熙不是一个 自作主张的人
。

年 月
,

他就任行政院

长后不久
,

曾在致蒋介石密函中表示 曹随萧后
,

自亦不必另有主

张
,

另有政策
。 ”又称

“
以党治 国

,

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
,

听命领

袖
,

而抗战时期
,

最重意志统一
,

政策一贯
,

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主

张
,

致涉分歧
。 ” ② 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

,

有些

事
,

并曾向蒋汇报
。

因此
,

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

盘对 日策略中的一招
,

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

略
。

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 日本
,

与 日本作战
,

中国必败
。

从
“

九
·

一八
”
到卢沟桥事变

,

蒋介石终于走上 了抗战的道路
,

但是
,

蒋介石思想上的恐 日症并未消除
,

因此
,

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
,

一

面和谈的两手政策
,

根据不同形势
,

交互为用
,

以便进可以战
,

退可

以和
,

左右逢源
。

孔祥熙曾说
“

蒋先生向来的做法
,

是找一部分前

进分子
,

找一部分落伍分子
,

听二派的意见
,

从中采取一点
。 ” ③ 蒋

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和
、

战两派的利用
,

与此类似
。

在对 日策略上
,

孔祥熙与蒋介石之间有时也有分歧
。

年

月 日旧 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声明
,

对
“

不以 国民政府为对

手 ”的僵硬政策有所修改
。

在此情况下
,

国民党内主和势力增强
。

④

《王世杰 日记 》,

年 月 日
。

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

《冯玉祥 日记 》第 册
,

年 月 日
,

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参阅《王世杰 日记 》
,

年 月 日 “
杭立武为余言

,

近 日国民党 中倾向于和议

者渐多
。 ” 。

①②③④



月 , 口
·

王世杰等到重庆黄 山官邸议事
。

蒋介石主张坚持抗战

方针
,

但孔祥熙却表示和议亦 当考虑
, “

并 以敌 人将 由桂攻黔为 可

惧
”

一

, 。

。月中旬
,

九祥熙对合众社记者有一次谈话
,

被外人视为意

在请罗斯福 出来调停中 日战争
,

引起蒋介石不满
。

日
,

蒋介石在

赴南岳 召集将领会议之前
,

约孔祥熙与王宠惠谈话
, “
嘱勿向美国

表示盼其 出面调停之意
” ②

。

孔
、

王都是主和派
,

受了批评之后
,

先

后 向蒋要求辞职
,

蒋一度考虑接受孔的要求
。

③ 这些地方说 明
,

蒋

介石界想 中
,

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
。

不过
,

将孔祥熙和蒋介石的议和活动完全视为信心不足也未

必妥当
。

年
,

贾存德与营野长知谈判期间
,

曾致 电孔令侃下属情

报组负责人王梁甫表示 这种谈判可以
“

藉机探讨 日本真相
” ④。

王

梁甫在 向孔令侃汇报时则称
“

似不妨虚与番蛇
,

以分化其国 内主

战及反战之势力
。 ” ⑤ 后来

,

胡鄂公也说 谈判可以
“

促成 日本和平

派势力成立
,

惮与主战派对立
” ,

同时可以
“

破坏 日本组织统一伪政

府 企图
” ,

并可以“

利用中日在野名流私人和平谈判
” ,

团结
“
国内

在野人物
” , “

争取中国荣誉和平
,

以达到最后胜利
” 。

⑧
‘

应该承认
,

上述云云
,

证以胡在谈判中的言论
,

并非完全是虚语
。

责任编辑 梁尚贤

作者杨天石
,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① 《王世杰 日记 》
,

年 月 日
。

② 同上
,

年 月
、

日
。

③ 同上
,

年 月 日
。

④ 《贾存德阳 电 》 年 月 日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⑤ 《王梁甫致孔令侃函 》 年 月 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⑥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