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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九

·

一八
”
事变后孙科内阁

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哀成亮

“

九
·

一八
”

事变后
,

随着 民族矛盾的激化
,

全 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 日不抵抗政策
,

国

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 出抗日招牌
,

真抗 日乎? 假抗 日乎? 一时令人难以分辨
,

本文试

就
“

九
·

一八
”

事变后孙科内阁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
。

! 9 31 年 2 月
,

蒋介石与粤派元老
、

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
“
约法之争

”

发生冲突
,

蒋一

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
,

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

花月 30 日
,

从南京南

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
、

林森
、

萧佛成
、

古应芬等发出弹劫蒋介石
“

独裁专制
”

的通电
,

5 月 25 日宣布成立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 员会非常会议
” ,

并通电蒋介石在 招 小时

内辞职
,

随后 又于 28 日在广州正式成立
“
国民政府

”
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

与此同时
,

各

方反蒋的代表人物孙科
、

汪精卫
、

许崇智
、

陈友仁
、

李宗仁
、

陈济棠等也都集结在广州国民政府
,

在反蒋的旗帜下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

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了武

装侵略我国东北的
“

九
·

一八
”

事变
,

驻守东北的张学良部在蒋介石
“

对 日不抵抗
”

命令下
,

不战

而退
,

使东北大片国土倾刻之间沦为 日军的铁蹄之下
。

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

纷纷谴责蒋介石不

抵抗政策
,

要求停止内战
,

一致抗日
。

9 月 21 日
,

广州国民政府也趁此通电全 国称
: “

今 日之计
,

舍蒋下野
,

对内对外的一切救亡大计
,

皆将无从进行
,

伏望全国同胞
,

一致赞助
,

促蒋下野
,

以挽

危亡
。 ” ` ” 在此情况下

,

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 力
,

不得不向粤方频频摇动橄榄枝
,

表示
“
和平解

决
” “

共赴国难
” ,

并于 10 月 l 刁日释放胡汉民以 示诚意
。

而广州国民政府也表示
,

愿意在适当条

件下
,

与南京政府
“

息争御侮
” ,

并派汪精卫等人北上到上海与宁方代表李石曾
、

蔡元培等进行

会谈
。 ` , ,
此次会谈

,

就迫在眉 睫的对 日问题达在以下四点协议
:
(一 )对外交涉 由南京办理

,

(二 )

如果 日军来攻
,

就应抵抗
,

(三 ) 不主张对 日宣战
,

(四 )不退 出国联
。 `
5)1 0 月 28 日

,

又决议
“

在 日

本未撤兵前决不与日交涉
。 ” “ ’

会谈还决定
:

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各

自选出新的中央委 员
,

然后合并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以产生新的中央政府
。

然而问题并未

因此得到解决
。

胡汉民
、

陈友仁等因上海会谈没有提出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先决条件而指斥

汪清卫等出卖广东派
,

声称
:

蒋不下野
,

粤方中委决不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 会
。

而蒋介石对 日

不抵抗政策则成为粤方攻击蒋介石最具威力的一张王牌
。

日 月 16 日
,

胡汉民在上海称
: “

南京

政府如继续推行
`

无办法
,

无责任
、

无抵抗
’
之对 日政策

,

必将亡国亡种
。 ”

(5) 12 月 5 日
,

以胡汉

民为首广东派 又发出公开通电
,

要蒋下野
。

在粤方强烈攻势下
,

蒋介石招架不住
,

便以退为进
,

暂避锋芒
,

于 12 月 15 日通电辞职下野
,

通电称
“

胡汉民同志等 5 日通 电
,

且谓必须中正下野
,

解除兵柄始赴沪
” ,

中正
“

权衡轻重
,

不容稍缓须臾
,

再四思维
,

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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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兼各职
,

另选贤能接替
,

以维团结而挽危亡
。 ” (6) 蒋介石下野后

,

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

(不负实际责任 )
,

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
。

12 月 2组 日
,

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新政府
,

由

于蒋虽下野
,

其势仍在
,

四大中委蒋系人物居多
,

因而会议宁粤双方争斗激烈
,

蒋作宾在其日记

中述及此会时称
:

会议
“

提案毫无系统
” , “

徒求因人因利而争也
。 ’

,(7
,
在会上

,

蒋介石亲信吴稚晖

攻击广东派称
: “
国人全体前往拚死

,

有人暗中勾结敌如何 ! 我欲驱敌使去
,

有人诱之使来又如

何 ? 我曾亲见广东某要人致沪某要人 电
,

谓 日本在东三省已发动
,

务须使之扩大
,

则易于倒蒋
,

有人敢驳我此说为不确实乎?! ”
并称这个卖国贼就在眼前

。 `8 ,
25 日会议讨论锦 州问题时

,

吴又

向广东派发难称东北事件
“

南京绝未卖国
,

卖国者另有其人
,

锦州之危
,

其咎不在张学 良
,

咎在

某某
。 ”

(9) 孙科因此一怒之下离京去上海
,

并在上海发表讲话称
: “

南京派尽侮辱广东派
,

几 目广

东派为卖国奴
,

吴狗种种之侮辱
。

实不堪受
,

非于右任
,

陈铭枢
、

孙培德
、

何应钦在南京负责者亲

来沪与予商洽
,

予不回京
。 ’ ,( ’ “ ,

后经南京派人多方劝说
,

孙科才重新回到会议桌上
。

经过激烈争

论
,

12 月 28 日
,

四 届一中全会才决定 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任行政院长
,

陈友仁为外交

部长
,

19 3 2 年元旦新政府正式宣告就职
。

孙科内阁成立后面临主要 问题就是对 日政策问题
。

新

任外交部 长陈友 仁代表政府发 表 宣言称
,

政府主 要任务 是
“

消灭战祸
,

誓保主 权
,

积极抵

抗
。 ’ ,( 川陈友仁还拟定了一份以

“
消灭战祸

,

保护主权
,

并于最 短期间务达恢复失地之 目的
”

为

主旨的对 日外交计划
。

与此同时
,

孙科同阁还大肆宣扬对 日
“

绝交
、

宣战
” ,

大造抗日声势
。

然而

要改变以前政府对日政策并非孙科内阁所说了算的
。

四届一中全 会选出的中政会三常委对孙

科内阁均采取不合作态度
,

蒋在奉化
“
不问政事

。 ”
汪精卫因前时上海和谈受到广东派指责而怨

气难消
,

称病上海并请辞中央党部常委
、

中政会常委职
。

胡汉 民也因蒋虽去而势力仍在不愿前

来而滞留香港
。

按道理
,

行政院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
,

蒋
、

汪
、

胡三巨头不来南京合作
,

孙科内阁

束手无策
,

哀叹
“

一切内政外交大计
,

行政院无所承秉
,

新政府决不 能发生任何力量
。 ’ ,( ’ 2 ,

为摆

脱困境
,

1 月 9 日孙科一行特到上海找汪精卫商谈
,

但被汪拒之门外而不得一见
,

蒋
、

胡经孙科

内阁再三催促也依然不愿来宁
。

在 中政会无法 召集情况下
.

经孙科与冯玉祥等商议乃于 l 月

13 日
,

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下组织
“

特务委 员会
” ,

在中政会常委未到南京前
“
以应付困难和处

理各项政务
。 ”

特委会以汪精卫
、

蒋介石
、

胡汉民为常委
、

孙科
、

陈铭枢
、

何应钦
、

于右任
、

陈友仁
、

冯玉祥
、

李宗仁
、

李济深
、

朱培德 9 人 为委员
。

特委会成立后连 日开会商讨对 日政策
,

大多数委

员均认为
,

对 日
“

不能 再循柔弱
,

应采取断然手段
,

虽然任何牺牲
,

亦所不惜
。
” ’ “ ,
两广势力在会

上所提对 日绝交计划因蒋系阻挠虽未获通过
,

但陈友仁等 ,对 日绝交宣战
”

调子却唱得更高了
。

其实
,

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其本意并非要真正对 日开战
,

只要我们看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

后对 日实际行动便不难看 出这一点
。

早在九
·

一八事变前的 6
、

7 月份
,

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曾多次到 日本东

京与日本币原外相会晤
,

陈提出以尊重日本在满洲权益为代价
,

希望日本承认广东政府为中国

正式政府进行谈判
。 `川九一八事变后的 9 月 21 日

,

陈又到东京与币原会晤
, “

拟将满洲权一切

赠送 日本为交换条件
”
来换取日本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

。 ` ’ 5 ,
由此可见

,

吴稚晖在四届三中全

会上攻击广东派勾结 日本之言辞并非空穴来风
。

孙科内阁成立后
,

虽一再 电令张学 良固守锦

州
,

万勿撤退
,

但却不予一枪一弹
。

12 月 26 日
,

张学良致电孙科内阁称
: `

旧 在天津现 已集结大

军
,

锦战一开
,

华北全 局必将同时牵动
,

关于此节
,

尤须预筹应付策略
,

否则空言固守
,

实际有所

为难
” ,

要求迅速派兵支援
。 ` ’ 6 ,
然而

,

孙科内阁仍无半点援助
。

锦州之战开始后
,

12 月 29 日
,

东

北军参谋长荣臻以
“

损失过重
,

后援不继
”

为 由下令锦州附近驻守军队撤入山海关
。

前方将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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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发表言论谴责孙科内阁称
:

此次失东三省之责
,

须邹鲁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
、

陈友仁

负责
,

陈等种种勾结 日人事实昭然
。 ` ’ 7 ,
但孙内阁却百般推御责任

,

12 月 31 日
,

陈友仁对记者发

表谈话称
: “

锦州驻军退入关内一事
,

过渡政府不 负责任
,

应由张学 良负责
。 ’

,l<
“ , 1 月 3 日锦州失

陷后
,

日本为吸引国际注意力
,

以便为制造伪满洲国打掩护
,

积极准备进攻上海
,

但孙科内阁仍

毫无战意
,

当 日舰在南京至上海长江江面示威时
,

孙科内阁对 日却毫不戒备
。

相反
,

还打算将驻

在京沪一带对 日持强硬态度的 19 路军调往江西剿共
,

以便使 日方领悟他 们
“
和平绝交

”
的本

意
,

陈友仁在 l 月 咒 日举行的中央委员谈话会上更露骨地说
: “

我 们对 日宣传绝交后
,

我们把

所有的军队都开到江西去打共产党
,

表示我们并不对 日本作战
,

以达到和平解决
。 ’

,(j 幻

孙科内阁既噢续不愿对 日开战
,

为何又要大肆宣染
“
对 日绝交宣战

”
的气氛呢 ?其目的主要有

以下两点
。

第一
,

为骗取国人对孙科 内阁的支持
。 “

九
·

一八
”

事变
,

随着东三省的沦亡
,

蒋介石对 日不

抵抗政策 已成为众 矢之的
,

就连蒋介 石本人也难以招架
,

有时也不能不做做表面抗 日的文章
,

在其 下野前的 12 月 10 日
,

蒋介石政府致 电张学 良要其切勿不战而退
, “

否则
,

外启友邦之轻

视
,

内遭人 民之责备
,

外交因此愈陷绝境
,

将何辞以 自解
。 ’

,(2 0)
在蒋下野的第 2天

,

12 月 16 日
,

各地学生赴京示威团电汪精卫转粤方各委员
,

质问
“

新国府当局能否与日宣战 ?能否收 回失地 ?

能否退 出国联 ? 能否惩办张学 良 ? 若不能
,

抗 日民众将与对待原执政者同等对待之
。 `2 , ’
在此情

况下
,

以
“

抗 日
”
旗号进行倒蒋而上 台的孙科内阁在抗 日问题上不能不表现的

“

坚决
”

一些
。

同

时
,

孙内阁还欲借
“

抗日
”

来获取 民众支持以防止虽已下野但实力仍在的蒋介石暗中拆台
。

第二
,

为取得国际对其政府的同情与支持
。

孙科内阁上台之时
,

日军正在积极谋攻锦 州
,

美

国因 日本谋犯锦州违背 日本对美所承诺的
`

旧 本对东北行动限于锦州以北
”
的诺言

,

因而
,

对 日

态度开始趋于强硬
。 ` 22 , l 月 7 日

,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 日两国
,

不承认 日本侵占东北
,

并称

凡违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条约者
,

美均不承认
。

这就是著名的
“
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 ”
由于美

国态度的这种转变
,

一 向以美国
“
马首是瞻

”

的英法等国对日态度也趋向积极
,

英美等国对日态

度的这种变化使孙科内阁感到要取得英美对新政府的支持
,

有必要配合英美等国对 日态度
“
强

硬
”
一番

。

对此
,

特委会两广势力曾解释说
: “

对 日绝交非对 日开战
,

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

段而 已
。 ” ` 2 3 ,

孙科内阁所倡导
“

对 日绝交宣战
”
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

。

早在蒋介石下野之前
,

因对国

联公理解决东北问题的失望
,

便开始着手准备与日直接交涉妥协
,

以便贯彻其
“

攘外必先安内
”

政策
。

为此
, 1 93 1年 11 月 23 日

,

蒋介石起用一 向主张与日交涉的顾维钧为外交部长
,

要其
“

布

展其才华
,

发挥其天才
” , “

俘我国外交得 以转败为胜
,

转危为安
。 ”
倒 ’
不料顾刚着手与日交涉

,

便因蒋下野而连带辞职
,

对 日交涉被迫中断
。

蒋对 日交涉虽受此挫折
,

但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

重续对 日交涉之弦
,

因此
,

他深恐孙科内阁对 日绝交宣战激怒 日本而断绝其 日后对 日交涉的通

道
。

为阻止孙科 内阁这一
“
冒险

”

计划
,

1 9 32 年 l 月 11 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 问题与

对 l通方针 》的演讲
,

针对孙科内阁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
,

提出了
“

不绝交
、

不宣战
、

不讲和
、

不订约
”

的方针
。

为破坏孙科内阁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
,

蒋介石不顾
“
在野之身

” ,

决定重新出山
,

逼孙科内

阁倒台
。

l 月 协 日
,

蒋乘专机从奉化到杭州
,

1 4 日
,

蒋在杭州为其重新出山辨护说
“

余山居谢

客
,

不问政事
,

而在广东至今尚有防止蒋氏独裁复活等言论
,

且政治仍在割据之中
,

此次谢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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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

而尚不能见谅于人
,

何能再以此身出问政事 ?余若不 出
,

人将谓不负责
,

余若出问国事
,

则必

谓独裁复活
,

进退均无所逃于责备
。

故余只得 以个人 国民之地位
,

尽我党对国之忠心而已… …

当此内忧外患
,

余力所能及必当贯彻赞助当局之初衷
,

惟熟审政治之环境
,

以及最近之事实
,

实

鲜余负责之余地
,

故不得不以在野地位
,

尽个人职责
。 ” (25 ,

为了排斥孙科内阁
,

蒋采取联合汪精

卫政策
,

早在蒋下野回奉化故里前
,

蒋约汪派陈公博
、

顾孟余
、

王法勤谈话称
: “

本人甚盼汪先生

能不顾一切
,

任此艰巨
,

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
,

汪太客气
,

希望三位再代传达
,

中兴本

党
,

非汪先生莫属
。 ” (26 ,

蒋介石此次到杭州后于 16 日亲函汪精卫要其来杭会谈
,

此 函由陈铭枢

带到上海后由顾孟余转交给汪
,

顾在转交此函时对汪说
: “

孙哲生搞不下去了
,

行政院长非公莫

属
,

机不可失
,

时不再来
,

应当机立断
。 ”

(27 ,
权欲薰心的汪精卫接函后立即赶到杭州

,

17 日蒋汪

在杭州西湖烟霞洞进行会谈
,

此次会谈
“

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
” , “

商维持南京局面事
,

并有

另行改组之说
。

,,( 28) 会谈结果双方达成汪主政
,

蒋主军的分脏协议
。

为遮人耳 目
,

同 日
,

蒋汪致

电胡汉 民迅即入京共商国是
。

对于蒋汪之意
,

胡汉 民了如指掌
,

为阻止蒋汪联合
,

胡以
“

需休

养
”

为由拒绝入京并电蒋称
“

抵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
,

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的政策
,

而

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府之助
,

则对内对外 自能发展
.

开一新局面
,

以付国人之期望
。 ’ ,( ’ 9 ,花 日胡

又电蒋汪称
, “

望各矢忠诚
,

俘哲生兄 (孙科 )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
,

贯彻其政策
” ,

警告蒋汪

勿插手孙内阁之事
。 `

30) 但蒋汪对胡并不理会
,

为逼孙内阁下台
,

蒋还派飞机将孙科
、

何应钦
、

吴

铁城等人接到烟霞洞
“

会谈
” ,

蒋露骨地称
“

余不入京
,

则政府必贸然和 日本绝交
,

绝无通盘计

划
,

妄逞一时血气
,

孤注一掷
,

国必灭亡
,

故余不顾一切入京
,

以助林森主席挽救危机
,

本我 良

心
,

尽可尽天职而 已
。 ’

,(3
, ’

孙科内阁在外交上因倡导
“

对 日绝交宣战
”

而受到蒋介石派的压力与制肘
,

在财政上因蒋

的暗中拆台也陷入困境
。

蒋在下野前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之职
,

搬走财政部重要档案
,

遣

散财政部科长以上职员
。

并且拖欠银行界 1 0 0 0 万元债券不作交待即行离去
。

孙科内阁手无分

文
,

催债者不断
,

孙科为此一愁莫展
,

哀叹说
“

现在政府一个月支出不敷达 1 6 0 0 万元
” , ’ `

几年来

债台高筑
,

罗掘 已穷
,

中央收入每年本有 d
.

5 万万元
,

但除还债项外
,

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元
,

欲再发公债
,

则抵押既 已净尽… … 以是影 响到 外交军事种种 问题
。 ” (3 2 ,

此外
,

孙科内阁因空喊
“

对 日绝交宣战
”

而无实际行动也遭到舆论谴责
.

美国除空嚷一阵
“
不承认主义

”

外再 无下文
,

而

英国态度更趋 消极
。

孙科内阁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

内部斗争更趋激烈
,

为摆脱困境
,

孙科一反前

嫌
,

求助于蒋介石
。

对此
,

蒋作宾在其 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 “

闻阿科新政府因分脏问题屡起斗争
,

环顾四周
,

空气也知不妙
,

欲结蒋以固位
,

无如不满之风声 已播
,

恐难达弥月之期
。 ” 川

, 1 月 21

日
,

孙科赶到杭 州请蒋回京
,

然蒋汪早已达成联合协议
,

蒋对孙科非但不合作
,

反与汪精卫联袂

入京
,

特委会陈铭枢等人见蒋汪合作已成定局
, “

对 日绝交宣战
” 已入绝境

,

便倒向蒋汪
。

l 月 22

日
,

在南京举行中央委 员谈话会上
,

陈友仁继续倡导对 日绝交宣战之主张
,

陈铭枢起而反驳说
:

“

前几天
,

我所以不反对绝交
,

是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路
,

一是我们决不妥协
,

尽我们力量去做
,

二

是我们屈服
。

如果我们对 日不妥协
、

准备和他宣战的话
,

那么绝交是第一步表示我们的决心
,

所

以我并不反对
。

现在我们为达到和平 目的而绝交
,

我是不能赞成的
。 ’

,(3
` ’
陈铭枢等人的

“
倒戈

” ,

孙科内阁
“

对 日绝交宣战
”

再也唱不下去 了
,

而蒋介石
、

汪精卫在 1 月 23 日下午的会议上
,

力主
“

先行安 内
,

方可攘外
” ,

并对 陈友仁对 日绝交大加 指斥认为
“
只凭一 时之快意

,

不顾国家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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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

” 5) 孙科为保住行政院长的职位
,

也表示支持蒋汪主张并按蒋汪之意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
“

本 日下午与蒋汪两先生评商应付上海事件
,

金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
,

对 日方

要求
,

只能采取和缓态度
” `

36) 但蒋介石并不因此罢休
,

非要赶走孙科内阁不可
,

他对蒋作宾说
:

“

应对于 日本外交宜求一迅速了结方法
,

政府无能力应设法改组
。 ”
伽 ,同 日

,

在 国民党中央召开

的紧急会议上
,

蒋汪等又大肆攻击陈友仁外交方针
,

并借此责难孙科政府
。

在此情形下
,

孙科与

陈友仁及财政部长黄汉梁愤而被迫离守赴沪
,

陈并在上海发出辞职通电
。

蒋汪见赶走孙科内阁

目的 已达
,

便于 1 月 24 日在南京召集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
,

蒋汪在会上称
“
已往既

不能战
,

又不能和
,

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
” ,

并指斥
“

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
,

妄作孤注

之一掷
” , “

作博民众之彩声而于国难毫无利益
,

且足以使时局不能善后
” ,

表示
“

将以忍辱负重
,

同时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
。 ” `

38) 会议决定对陈友仁辞职不予挽留
。

1 月 25 日
,

国民党

中央政治委员会置 日本侵华于不顾
,

决定
“

先团结 内部后定对外方针
” ,

而陈友仁到上海后继续

以
“

抗 日
”

旗号进行反蒋
,

25 日
,

陈友仁在沪发表宣言称
: “

余敢正告国人
,

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
`

更进一步
,

难保其不接受 日人之要求 … … 蒋氏至今实力犹存
,

而其反对余之外交主张又若是其

坚决
,

此余所 以不能不即 日辞职以谢众
。 ”

s(9 ,
孙科也电国府主席林森

,

要其
“
另选贤能

,

免误国

是
。 ” “ o )

孙
、

陈既去
,

南京政府
“

对日绝交宣战
”

呼声也随之消声匿迹
,

蒋介石为防止此种论调再起
,

便于 l 月 27 日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
,

成立外交委 员会
,

以蒋作宾
、

顾孟余
、

顾维

钧
、

王正延
、

罗文干为常委
,

指定蒋作宾为主席
,

并对外交委员会权限作了明确的限制
:

一
,

外委

会只对政治会议负责
,

二外委会对外不发表命令
,

三外委会决议案由外交部 长执行
,

四外交重

要方针
,

外委 会须提清政治会议决定 之
。 “ ”
这样

,

蒋汪便通过 中政会牢牢地把持了外交大权

(中政会三常委为蒋介石
、

汪精卫
、

胡汉民
、

胡拒绝来宁
,

中政 会实际 由蒋汪主持 )
,

外委 会无权

决定外交方针
,

且不得对 外发布命令
,

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御用工具
,

再加上新任外委会成 员

多主张对 日交涉
,

这又为蒋介石恢复对 日直接交涉铺平了道路
。

1 月 28 日中政会宣布接受孙

科
、

陈友仁的辞职
,

并决定由汪精卫组阁担任行政院长
,

宋子文为副院长
,

罗文干接替陈友仁为

外交部长
。

2 月 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成立
,

经汪精卫提议
,

中政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
,

这

样蒋主军
,

汪主政的蒋汪合作体制正式告成
。

通过这种体制
,

蒋介石将汪精卫推到前台办理最

为棘手的对 日交涉妥协事宜
,

而 自己在幕后进行牵制
、

操纵
,

同时 又可以军人 可不负责的身份

唱唱
“

抗日
”

高调
,

欺骗舆论 以免重蹈下野的覆辙
。

无怪乎汪精卫称 自己与蒋介石此次合作是
“

跳大坑
。 ”

尽管如此
,

面对群情激烈的抗日情绪
,

汪精卫虽极力反对陈友仁
“

对 日绝交
” ,

但也不

敢放弃 口头
“

抵抗
” ,

因此
,

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便亮出
“

一面交涉
,

一面抵抗
”

的旗帜
,

实行
“

假抵

抗
,

真妥协
”

的对 日政策
。

对此
,

汪后来承认说
,

1 93 2 年 l 月 28 日
“
我 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长

,

我提倡的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来矫正当时反对
`

直接交涉
’

的论调 … …我当时的用意
,

仍是本

于冤仇宜解不宜结的观念
,

想从局部的暂时的安定
,

进而谋全国的永久的和平
。 ” ( “ , 1 月 31 日

,

汪精卫发表演说
,

为其对 日政策辩解称
:

日本
“
不但侵略中国

,

而且侵略各国
,

不但中国对 日有

正当防卫之权利
,

各国对于 日本有干涉其野蛮举动的义务
,

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 国以制裁 日

本
,

用不着宜战的
。 ”

s(4 ,
但蒋介石对汪精卫仍放心不下

,

汪刚刚上任行政院长
,

宋子文便按蒋 旨

意去劝汪不要 涉及军事
,

称
“

蒋先生最怕过问军事
,

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
,

最好不要过问军

事
。 ” `

46) 这样
,

即使汪欲摆摆抵抗架式
,

因无军权也是徒然
。

而蒋介石为确保自己意愿的实施
,

却能随意
“

干政
。 ”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

,

蒋派人专程到南京送两封信给林森及在京其它国民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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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九

·

一八
”
辜变 后孙科 内阁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政委员称
: “

抵抗是其心愿
,

宣战万万不可
,

因为宣战是以国家为孤注一掷
,

我们万万不能
,

要以

国家存亡为重
。 ”
诩 ,
继孙科内阁之后的蒋汪合作体制

,

就其实质来说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综上所述
,

九一八事变后
,

孙科内阁所谓
“

对 日绝交宣战
”
只不过是一场用来获取国人及国

际支持以巩固 自己地位的骗局
,

并非要真正起而抗 日
,

它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在本质上并无

区别
,

因而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

对此
,

宋庆龄在 《申报 》发表宣言称
:

国民党早 已丧失革

命集体之地位
,

谴责宁粤双方同为革命罪人
,

号召真正之革命者奋起斗争
。 `

48) 正因如此
,

孙科

内阁
“

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
” ,

不仅未能加强其地位
,

反而成了 自身灭亡的催命符
,

蒋介石通过拉

汪排孙的策略
,

多方面干预
,

致使孙科内阁土崩瓦解
,

成为历 史的匆匆过客
,

而其臭名昭著的
“

对 日绝交宣战计划
”

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废纸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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