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爆发后
,

中国政府急需

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
,

除通过

正规的外交途径努力外
,

蒋介石

还派出
一
批由政府要人

、

国民党

元老等担任的特使
,

游说列国
,

争

取援助
。

立法院院长孙科率高级

代表团两度访苏就是蒋介石抗战

初期开展高层外交活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
,

对此史学界 已有较多论

述
。

而孙科在访苏过程中
.

数度赴

法开展抗战外交活动
,

在发展中

法关系
,

争取法国外交
、

物资援助

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

史学界却较

少论及
。

现根据掌握的资料
,

对此

作一介绍
。

1 9 3 8 年 1 月
,

孙科从重庆出

发绕道欧洲赴苏访间
,

途经荷兰

的阿姆斯特丹
。

在这里
,

孙科与中

国驻法大使顾维钧
、

蒋介石派到

法国的特使李石曾等在一起交换

了国 内外有关军事
、

财政等诸方

面的情况
。

孙科向顾
、

李介绍了国

内的军事形势
,

认为中国军队存

在着严重的组织问题和 协调问

题
,

也缺乏调遣运用宠大军队的

经验
。

孙科还重点谈了他出使莫

斯科的情况
,

称此次赴苏首先是

要使苏联明白
,

中国无意将苏撇

在一边 自己与 日本进行和谈
。

为

使苏联确信这 一点
,

孙科将向莫

斯科建议建立攻守同盟
,

并协力

促成与英美法三国间的合作
。

孙

科对苏联寄予很大希望
,

认为中

国 可以从那里取得最大援助和支

持
。

顾大使也向孙科介绍了欧洲

局势
,

法国对中 日冲突的政策
,

以

及顾在巴黎与各有关方面会谈的

全面情况
。

由于 当时法国内阁出

现危机
,

濒于解体
,

法对华政策是

否会有变化
,

只能耐心等待
。

同时

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
,

正积极

备战
,

自顾不暇
,

虽 同情我国
,

但

爱莫能助
,

顾对前景表示了担忧
。

孙科从介绍中对法国情况有了一

定的了解
。

从当时形势看
,

德意两

国因与日本结盟
.

公开采取疏华

亲日政策
,

要求撤退在华顾间
,

所

以 中国政府 已开始修正外交方

针
,

希望加强同英美法苏四 国的

关系
,

但英美当时与 日本尚有往

来
,

且心存观望
,

所以在争取援助

方面
,

孙科认为苏法当为争取的

重点
。

孙科第一次赴苏
,

会晤 了斯

大林等高层领导人
,

发展了两国

的友谊
,

取得了第一批援助
,

完成

使命之后
,
3 月初来到 巴黎

。

为了

能与法国高层人士会晤
,

以从中

了解法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所持立

场及相机请求法国给予援助
,

顾

大使为孙科安排了欢迎宴会及一

系列访问活动
。

在顾的陪同下
,

孙科首先对

法总统勒布伦进行了礼节性拜

访
。

勒氏等法国领导人对苏的外

交政策和苏维埃制度都抱怀疑态

度
。

孙科谈了他对苏联的良好印

象
,

认为苏联是在经济和工业复

兴中充满新精神的新国家
,

经济

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已经取得了

巨大进展
。

随后
,

在顾为孙科举行的宴

会上
,

孙科又先后见到国民议会

议长
、

内阁总理等一些要人 以及

一些国家的驻法使节
,

在一 起交

谈了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
。

但就

在此时
,

法国内阁又一次出现危

机
。

孙科在顾的陪同下还会见了

法新 内阁的殖民部长莫泰
,

孙科

向其表示赞赏和感谢
,

感谢莫泰

在上届政府殖民部长任内为中国

抗战事业提供的帮助
。

孙科第一次访法由于很快接

到 中国驻苏军事代表杨杰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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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催其速回莫斯科与苏方商订

第二笔贷款事宜而提前结束
。

此

次访法
,

一方面通过与法方政界

人士的广 泛接触
,

对欧洲局 势及

法国对中日之战的态度等有了更

进一步的了解
,

同时也证实了顾

的担忧
,

在欧洲局势 日益严重的

情况 下
,

法国主要关心的是欧洲

的局势
,

在此条件下谋求法国援

助是有
一

定困难的
,

而法国政局

的不稳定
,

内阁濒濒出现危机
,

对

华政策也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
。

因此孙科也很难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
。

1 9 3 8 年 6 月初
,

孙科完成了

在莫斯科的使命
,

第二次从苏联

来到法国
。

此时法国政局在经历

了又一次危机之后 已开始稳定
。

鉴于上次与法国政界人士的接触

大多 属一般外交应酬
,

流于形式
,

无法作深入 交谈
,

孙科希望此次

能打破惯例
,

与政界核心人物直

接接触
。

因为拜访政界要人须由

大使馆循例照会法国外交部
,

由

礼宾司代为安排
,

而法外交部向

来很保守
,

且在对中国问题上与

殖民部素有矛盾
,

而礼宾司向以

圆滑著称
,

门面话说的好听
,

不办

事
,

公文旅行
,

拖延时日
。

驻法其

他一些国家大使馆往往不通过外

交部
,

直接与国会及内阁首长联

系
,

有例可援
。

为此
,

孙科决定避

开顾维钧和大使馆
,

通过中国驻

巴黎总领事黄正帮忙安排与法实

际负责人谈问题
。

孙科认为中国

正值非常时期
,

外交上应争取主

动
,

寻求突破
,

要避免繁文缚节
、

外交辞令
,

因为
“

中国抗战事关中

华民族生死存亡
,

应尽一切可能
,

争取外援
,

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

的勇气
” 。

黄领事为孙科安排拜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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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象是法国内阁总理兼国防部

长达 拉 第
。

达 氏在 1 9 3 3 年 和

1 9 3 4 年两次出任内阁总理
,

1 9 3 8

年 4 月
,

正值希特勒称霸欧洲
,

法

国军事
、

外交吃紧之际
,

达氏第三

次组阁并自兼国防部长
。

他对中

国一向十分同情
。

对与达拉第的

见 面
,

孙科非常重视
,

拜访之前
,

亲自拟定谈话要点
,

希望与法总

理的会谈能有较大收效
。

在黄领

事的安排下
,

孙科很快与达氏见

面
。

为节省时间
,

提高效率
,

简单

寒暄后
,

孙科请黄领事用法文向

达氏表示
:

法国在国际联盟上仗

义执言
,

支持中国
,

1 9 3 7 年 比利

时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上促使通过

谴责 日本宣言
,

中国政府及人 民

对法国真挚的友情极为珍视
,

希

望得到进一步的支援
。

随后
,

黄领

事代孙科宣读了谈话要点
,

主要

内容有三个方面
: (一 ) 希望出售

剩余军火给中国
。

法国武器精良
,

如能将剩余军火售给中国
,

可增

加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

(二 ) 希

望派遣军事顾问来华
。

法国陆军

的威望在全世界
,

特别是在远东

非常高
。

中国原聘有德国军事顾

问
,

由于中日战争
,

最近德国已决

定召 回
,

因此中国希望从法国聘

请军事顾问
,

这对中国军队的训

练
、

作战必多助益
。

(三 ) 希望法

国能批准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

(今越南 )进入中国境内
。

中国与

越南毗邻
,

唇齿相依
,

为抵抗日本

侵略
,

两国密切合作实有必要
,

海

防至河内
,

河内至昆明
,

铁路运输

极为便利
。

如准中国战略物资出

海防运至 中国境内
,

使中国战略

物资充裕
,

有助于长期抗战
。

黄领事宣读时
,

达氏用心倾

听
,

且频频点头
。

待宣读完毕
,

达

氏 回答说
,

他对中日战争深为关

切
,

儿乎每天都在注视它的发展
,

中国抗战的英勇事迹
,

时有所闻
。

在战争初起时
,

绝大多数人认为

中国不能长久坚持
,

很快就会屈

服
,

但他们错 了
,

日复一 日
,

中国

已经抵抗住 日本
,

而且由于这种

长期抵抗
,

显然已使中国成为一

个值得重视的国家
, “

友邦如此
,

值得支援
” 。

关于孙科提出的三个

要求
,

达氏一一作了回答
:

对于军

需物资援助问题
,

如在平时
,

军火

供应不成问题
,

但目前法德战争

迫在眉 睫
,

法国正在重整军备
,

军

火虽加紧生产
,

仍感不足
,

因此没

有多余部分可以供给中国
。

关于

军事技术援助 间题
,

达 氏称他本

人持赞同态度
,

但因法 日尚有邦

交
,

派遣军事顾间
,

可由退役军官

以私人受聘方式前往中国服务
,

同时为了避免外界指责法国公开

介入中日冲突
,

他建议邀请英
、

比

也参加这一派遣军事顾 问的计

划
,

使这项行动具有国际性质
。

至

于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运至中

国境内
,

达氏认为原则可行
,

但必

须严守秘密
,

以免 日本轰炸铁路
。

因为法国也顾虑 日本将向安南侵

略
,

在此问题上
,

中法利害
一

致
。

这一间题
,

殖民部长孟戴尔主管

安南事务
,

可与其商谈细节
,

军事

顾问一事也交他承办
。

达氏并表

示他随后就与孟氏联系
。

与达氏

会晤
,

求援三案
,

两案已获达 氏承

诺
。

孙科回寓所后即电蒋介石作

了汇报
,

蒋很快回电
,

同意与法方

就此两案进行交涉
。

很快
,

孙科就在孟戴尔的约

请 卜与其在殖民部会晤
,

二人 见

面后彼此掬诚
,

毫无拘束
。

关于孙

科提出聘请军事顾问
一

事
,

孟氏

称他愿意出力
,

一定选些优秀军

官应聘
。

孟氏提出了军事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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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 4一 1 9 18 年的第
一

次世界 大战中
,

中国作

为协约国的一员
,

曾经对同盟国中为首的德国宣战
。

按参战的先后顺序
,

对同盟国德意志
、

奥匈帝国
、 _

土

耳其
、

保加利亚作战的有俄
、

法
、

比利时
、

意大利
、

美
、

中 等时 国
【 )

然而
,

当中国北洋政府于 1 9 1 7年 3 月 11

日对德宣战时
,

欧战正酣
,

中国并没有派一 兵 一卒
、

一枪 一械去欧洲参战
,

而是以民间的名义派出 了 1 4

万华工远赴法国战场支援英
、

法联军对德作战
,

从而

在战后使中国得 以进入战胜 国之列
,

在近代中国屈

辱的外交史上争得了些许荣誉和光彩
。

可是
,

当年华工参战的
一

页历史
,

今天已逐渐为

世人所淡忘 据数年前来自法国的 一则新闻电讯指

的雇佣条件
,

建议 由他选派一名

适宜的法 国将军担任顾 间 团 团

长
,

应聘军官如为现役
,

为方便起

见
,

可办理假退役
。

经考虑后
,

孙

科认为孟氏提出的有关顾问团的

薪金
、

待遇等雇用条件完全可以

接受
,

后这些条件也得到了蒋介

石的批准
。

至于中国战略物资假

道安南的方案
,

莫氏认为为求保

密
,

可由中国军方代表签字先订

一密约
,

这样可以不经外交途径
,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

与孟 氏

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

孙科的第二次法国之行因需

要再次赴苏而结束
,

行前交待与

孟氏的联系暂由黄领事代行
。

孙

科到莫斯科后
,

考虑到向法求援

两案均与军事有关
,

于是电告蒋

介石
,

建议由当时在莫斯科的驻

苏大使杨杰继续与法方商谈
。

杨

杰到 巴黎后立即与孟戴尔会晤
。

孟氏向杨杰介绍了 5 名军官
,

其

中陆军中将 l 名
,

陆
、

空军上校
一

各

1 名
,

中校 1 名 杨杰亲自接见考

核后决定聘用
。

此 5 人 中有 4 人

为现役军人
.

在办理 了假退 役手

续后很快就启程赴中国应聘
。

关于 战略物资假道安南 一

案
,

双方按事先商定
,

先汀立 了密

约
。

密约内容大致为
:

法方同意中

国的战略物资利用海防至河内以

及河内至昆明的铁路运到 中国境

内
,

运费由中方负担
。

双方商订

后
,

杨杰呈报蒋介石
,

自请以中 国

军方代表身份签字
。

南京接到 电

报后
,

为慎重起见即向外交部询

间
,

外交部 又电询驻法的顾维钧

大使
。

因孙科与达氏
、

孟 氏的会见

均绕过大使馆
,

且杨杰到 巴黎后

也未曾拜会顾
,

军事顾问已启程

赴华等
,

顾一无所知
。

于是顾回电

称密约绝 无其事 这样 一 来
,

密约

之事曝光
,

亦无法保密
。

)硕大使对

孙科
、

杨杰的所作所为亦有些 不

满
。

不久
,

在欧洲法德战争爆发
,

法国无暇 东顾
,

密约之事就此搁

浅
,

军事顾问亦 因法国国内发布

动员令被征召 回国
。

抗战初期
,

中国在非常困难

的条件下孤 军与 日本作战
,

迫切

需要得到充分的军需物资和实际

援助 以抵抗侵略者
。

孙科根据中

国抗战时期外交政策
“

多求国际

友 谊合作之方针
” ,

数度赴法
,

多

方奔走
:

为寻求突破
,

甚至 不怕得

罪大使馆
.

用心良苦
。

孙科采用此

种方式是必要的
。

因为法 国内阁

在外交政策方面存在分歧
,

法外

交部认为欧洲 间题重于 一切
,

所

有对远东问题的考虑必须服从外

交部这 一工作重点
。

因此
,

把与援

助中国有关的事情尽可能地对法

外交部保密应为可取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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