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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2 月 22 日 , 吴 铁 城 出 任

民 国 外 交 部 长 , 时 仅 三 月 , 且 已 近 国

民 党 政 权 崩 溃 之 时 。他 属 于 以 党 务 活

动 家 出 任 外 交 部 长 的 类 型 。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 中 国 官 方 实 行 特

殊 的 外 交 政 策 , 由 外 交 部 主 管 建 交 国

家 的 外 交 事 务 , 而 由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主 管 非 建 交 国 家 外 交 事 务 , 主 要 是 援

助 周 边 国 家 的 民 族 独 立 运 动 。吴 铁 城

时 任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秘 书 长 、国 民 外

交 协 会 理 事 长 等 职 , 成 为 中 国 官 方 推

行 国 民 外 交 , 援 助 周 边 国 家 民 族 独 立

运 动 的 主 管 官 员 。

与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的 交 谊

吴 铁 城 与 韩 国 独 立 运 动 有 着 很

深 的 渊 源 。 早 在 辛 亥 革 命 时 期 , 吴 铁

城 就 与 韩 国 志 士 申 圭 植 交 结 , 尽 力 协

助 申 氏 组 建 新 亚 同 盟 会 。1919 年 韩 国

爆 发 三 一 独 立 运 动 后 ,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在 上 海 建 立 , 吴 铁 城 一 直 与 之 保 持 联

络 。 1932 年 吴 氏 出 任 上 海 市 长 后 不

久 , 即 发 生 韩 国 志 士 金 九 策 动 爱 国 主

义 尹 奉 吉 在 上 海 虹 口 公 园 炸 毙 日 军

驻 上 海 陆 国 总 司 令 白 川 大 将 事 件 , 震

惊 世 界 。 吴 铁 城 不 畏 日 本 的 干 涉 阻

挠 , 尽 一 切 力 量 保 护 韩 国 朋 友 , 使 韩

国 反 日 运 动 得 以 前 仆 后 继 地 进 行 。抗

战 爆 发 后 , 吴 铁 城 任 广 东 省 主 席 ,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随 国 民 政 府 迁 移 , 经 武

汉 、长 沙 抵 广 州 , 继 续 得 到 吴 的 热 心

支 持 , 尤 其 是 当 广 州 即 将 沦 陷 之 时 ,

因 得 吴 铁 城 指 拨 车 箱 数 节 , 才 使 该 政

府 成 员 脱 险 。

抗 战 期 间 , 吴 铁 城 担 任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秘 书 长 、国 民 外 交 协 会 理 事 长

等 职 , 与 何 应 钦 、朱 家 骅 同 被 中 国 官

方 指 定 为 主 管 援 助 韩 国 独 立 运 动 事

务 的 三 名 领 导 成 员 之 一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的 政 务 费 、军 务 费 、党 务 费 乃 至 侨

民 生 活 费 都 由 中 国 官 方 提 供 , 主 管 机

关 即 为 吴 铁 城 任 秘 书 长 的 中 国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吴 铁 城 不 仅 主 持 了 对 于

韩 方 的 经 济 援 助 , 而 且 积 极 推 动 国 际

社 会 战 后 承 认 韩 国 独 立 并 承 认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的 国 际 地 位 。1942 年 10 月 ,

吴 铁 城 还 直 接 推 动 建 立 了 中 韩 文 化

协 会 , 该 协 会 的 成 立 促 进 了 战 时 中 韩

关 系 的 发 展 。韩 国 友 人 回 忆 :“ 凡 我 韩

临 时 政 府 有 求 于 中 国 政 府 当 局 者 , 事

无 巨 细 , 统 由 铁 公( 吴 铁 城 ) 协 助 , 铁

公 之 与 我 韩 临 时 政 府 , 虽 无 顾 问 之

名 , 而 有 顾 问 之 实 也 。 ”

战 后 ,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领 导 成 员 归

国 以 及 其 驻 华 代 表 团 在 中 国 的 一 切

活 动 也 都 由 吴 铁 城 代 表 中 国 官 方 协

助 , 并 给 予 有 力 的 支 持 。 1948 年 8

月 , 大 韩 民 国 政 府 成 立 , 国 民 政 府 特

派 其 为 特 使 赴 汉 城 参 加 庆 典 , 受 到 韩

国 各 界 人 士 的 热 烈 欢 迎 。韩 国 临 时 政

府 主 席 金 九 之 子 金 信 在《怀 念 韩 国 之

友 ———吴 铁 城 先 生》一 文 中 称 :“ 从 国

家 关 系 上 说 , 他 是 我 们 韩 国 人 最 敬 仰

的 人 物 之 一 , 是 我 们 在 患 难 中 的 一 位

良 师 益 友 ”,“ 他 的 声 名 和 德 意 永 远 留

在 我 们 韩 国 人 的 心 底 里 ”。

援 助 越 南 国 民 党 的 复 国 运 动

越 南 独 立 运 动 也 与 中 国 国 民 党

有 着 久 远 的 历 史 联 系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 在 中 国 境 内 和 中 越 边 境 从 事 抗 日

反 法 复 国 运 动 的 越 南 独 立 运 动 党 派

主 要 是 越 南 国 民 党 和 越 南 共 产 党 。吴

铁 城 主 持 的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主 要 是

联 络 援 助 越 南 国 民 党 , 张 发 奎 主 持 的

中 国 第 四 战 区 则 着 重 协 调 和 指 导 以

越 共 为 核 心 的 越 南 独 立 同 盟 。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后 , 中 国 官 方 对

于 越 南 独 立 运 动 的 态 度 进 一 步 趋 向

积 极 。 1942 年 3 月 , 国 民 政 府 立 法 院

长 孙 科 在《中 央 日 报》撰 文 , 公 开 主 张

越 南 应 该 获 得 独 立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加 强 了 与 越 南 国 民 党 的 联 系 。1942 年

1 月 起 , 越 南 国 民 党 中 央 不 断 向 国 民

党 中 央 递 送 各 种 行 动 计 划 、革 命 方 略

等 文 件 。中 国 国 民 党 中 央 常 务 委 员 会

决 定 , 推 举 吴 铁 城 、白 崇 禧 、陈 立 夫 、

王 世 杰 、 陈 庆 云 等 委 员 研 究 越 南 问

题 , 指 定 吴 铁 城 为 召 集 人 。 该 委 员 会

迅 速 确 定 了 抑 制 越 南 共 产 党 、扶 助 越

南 国 民 党 的 对 越 工 作 施 策 方 向 。

1945 年 6 月 , 越 南 国 民 党 中 央 代

表 团 访 问 重 庆 , 蒋 介 石 亲 自 接 见 , 由 吴

铁 城 负 责 接 待 并 多 次 进 行 会 谈 , 落 实

具 体 援 助 措 施 。吴 铁 城 强 调“ 越 南 本 身

如 无 大 规 模 之 革 命 运 动 发 生 , 造 成 新

的 印 象 , 使 联 合 国 注 意 , 则 独 立 为 不 可

吴铁城:
周边国家独立运动之友

他 并 非 职 业 外 交 家 。他 任 职 的 领 域 遍 及 军 、

政 、党 、民 各 界 , 却 为 中 国 外 交 做 出 了 卓 越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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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之 事 ”, 建 议“ 贵 代 表 团 最 好 一 部 分

先 行 返 越 , 告 知 越 人 以 新 的 希 望 作 好

各 种 准 备 , 以 便 到 时 协 助 盟 军 驱 逐 敌

寇 , 一 部 分 可 暂 留 , 与 中 国 陆 军 总 司 令

部 取 得 联 络 , 将 来 随 军 进 入 越 南 ”。

开 展 对 缅 国 民 外 交

缅 甸 于 19 世 纪 下 半 叶 沦 为 英 国

殖 民 地 后 , 中 缅 两 国 人 民 的 联 系 始 终

没 有 中 断 , 在 共 同 的 反 帝 反 殖 斗 争 中

相 互 支 持 。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后 , 两 国 人

民 在 政 治 上 、道 义 上 和 人 力 物 力 的 互

相 同 情 与 支 持 更 为 加 强 。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后 , 日 军 攻 入 缅

甸 , 中 国 远 征 军 亦 入 缅 作 战 , 两 国 关

系 更 为 密 切 。 1942 年 4 月 , 吴 铁 城 主

持 的 中 国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为 加 强 对

缅 工 作 , 特 选 派 了 一 批“ 负 责 、机 警 、

确 实 及 敏 捷 ”的 人 员 赴 缅 活 动 。 吴 铁

城 亲 自 发 表 训 词 , 为 其 规 定 的 任 务 有

四 项 : 1 ,“ 调 查 地 方 情 形 , 认 识 地 方

环 境 , 对 侨 胞 之 帮 派 、华 侨 之 冲 突 、英

缅 之 仇 恨 , 都 要 随 时 提 高 其 政 治 警 觉

性 , 沟 通 其 隔 膜 与 误 会 , 使 中 英 缅 努

力 工 作 , 抵 抗 共 同 敌 人 ”; 2 ,“ 建 立 组

织 机 构 、 工 作 据 点 ”,“ 要 将 当 地 侨 胞

都 纳 入 一 个 组 织 之 中 , 参 加 战 时 服

务 , 帮 助 军 队 作 战 , 尤 其 是 今 后 工 作

据 点 应 建 立 到 敌 后 去 ”; 3 ,“ 与 英 缅

方 面 取 得 密 切 联 络 ”,“ 实 现 军 民 合

作 , 维 持 战 时 交 通 , 安 定 地 方 秩 序 , 如

防 止 汉( 缅 ) 奸 , 肃 清 第 五 纵 队 等 ”;

4 ,“ 加 强 作 战 精 神 与 抗 敌 情 绪 ”等 。

5 月 , 吴 铁 城 又 主 持 制 定 了 中 国

国 民 政 府 之《对 缅 甸 国 民 外 交 实 施 方

案( 草 案 ) 》, 内 容 包 括 对 缅 国 民 外 交

纲 要 、军 政 工 作 纲 要 、对 缅 国 民 外 交

实 施 三 个 部 分 。为 有 效 指 导 战 时 对 缅

外 交 , 实 施 方 案 还 附 有 众 多 基 本 参 考

资 料 ,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 。

战 后 , 缅 甸 独 立 运 动 迅 猛 发 展 与

战 时 中 国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部 在 缅 甸 的

积 极 活 动 是 分 不 开 的 。 缅 甸 独 立 后 ,

中 国 国 民 政 府 立 即 派 出 特 使 往 贺 , 中

缅 两 国 建 立 了 友 好 关 系 。

发 展 与 菲 律 宾 的 友 好 关 系

1940 年 吴 铁 城 任 国 民 党 中 央 海

外 部 长 , 曾 代 表 中 国 官 方 前 往 南 洋 各

地 宣 慰 侨 胞 , 历 时 五 月 , 途 经 130 余

座 城 市 , 除 鼓 励 侨 胞 从 军 输 财 、支 持

中 国 抗 战 外 , 也 积 极 会 见 各 国 人 士 、

推 动 相 关 国 家 的 民 族 独 立 运 动 。菲 律

宾 是 吴 铁 城 此 行 活 动 的 重 要 国 家 。

作 为 美 国 殖 民 地 的 菲 律 宾 虽 于

1937 年 起 设 立 自 治 政 府 , 但 属 于 半 独

立 状 态 , 国 防 外 交 仍 操 美 人 之 手 。 时

任 菲 国 总 统 的 奎 松 系 吴 铁 城 旧 友 , 早

在 1924 年 奎 松 访 问 广 州 时 , 即 由 吴

铁 城 引 见 国 民 党 总 理 孙 中 山 。1932 年

吴 铁 城 任 上 海 市 长 时 , 奎 松 亦 曾 访 问

上 海 , 成 为 吴 氏 之 贵 宾 , 双 方 建 立 友

好 的 关 系 。

吴 铁 城 此 次 访 问 马 尼 拉 , 奎 松 派

出 总 统 座 车 供 其 使 用 , 应 邀 住 宿 马 拉

干 邬 宫 招 待 所 , 盛 筵 款 待 。 吴 铁 城 以

双 方 友 谊 深 厚 之 故 , 与 奎 松 总 统 多 次

深 谈 , 尤 其 是 关 于 当 时 严 重 影 响 中 国

华 侨 生 计 的“ 菲 化 法 案 ”移 民 额 及 华

侨 地 位 问 题 。在 吴 铁 城 的 交 涉 和 努 力

下 , 奎 松 在 担 任 菲 国 总 统 期 间 , 始 终

未 签 署 任 何 排 斥 华 侨 之 菲 化 令 。

1946 年 7 月 , 菲 律 宾 举 行 独 立 大

典 , 吴 铁 城 以 中 国 国 民 外 交 协 会 理 事

长 身 份 致 辞 贺 , 称“ 中 菲 两 国 在 此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均 曾 以 最 大 的 坚 忍 力 与

强 劲 之 意 志 , 抵 抗 侵 略 者 , 而 与 同 盟

国 家 并 肩 作 战 , 卒 底 于 成 , 吾 人 深 望

吾 人 之 友 好 关 系 , 从 此 益 见 增 强 , 彼

此 间 之 合 作 弥 为 密 切 ”等 。

支 持“ 自 由 泰 运 动 ”

战 时 的 中 泰 关 系 具 有 特 殊 性 。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后 , 泰 国 在 日 本 压 迫

下 , 与 日 本 签 署 同 盟 条 约 , 并 向 英 美

宣 战 , 中 泰 关 系 由 此 而 恶 化 。此 时 , 泰

国 举 国 上 下 掀 起 了 抗 日 救 亡 的“ 自 由

泰 运 动 ”, 并 积 极 寻 求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阵 线 的 支 持 。中 国 国 民 政 府 积 极 支 持

“ 自 由 泰 运 动 ”, 主 持 其 事 的 正 是 中 国

国 民 党 中 央 秘 书 长 吴 铁 城 。

1943 年 9 月 , 在 中 国 国 民 党 驻 泰

党 务 特 派 员 邢 森 洲 陪 同 下 , 泰 国 国 会

议 员 、 泰 国 民 族 解 放 委 员 会 主 席 、泰

国 国 营 烟 草 公 司 总 经 理 圣 挽 吐 拉 勒

一 行 访 问 重 庆 , 希 望 拜 会 蒋 介 石 主

席 , 请 求 中 国 政 府 的 协 助 与 支 持 。 吴

铁 城 负 责 接 待 并 安 排 他 们 在 中 国 的

活 动 。当 时 , 泰 国 虽 与 日 本 结 盟 , 但 中

国 国 民 政 府 仍“ 对 泰 国 所 处 之 地 位 予

以 深 切 之 同 情 ”,“ 认 泰 国 为 日 人 军 阀

之 占 领 区 而 非 中 国 之 敌 对 体 ”,“ 号 召

泰 国 军 民 一 面 应 该 以 积 极 的 行 动 反

抗 日 本 军 队 , 一 面 与 我 中 国 切 实 联

系 , 并 肩 作 战 , 驱 逐 我 们 共 同 敌 人 于

中 泰 两 国 国 境 之 外 。 ”美 国 随 即 表 示

了 类 似 的 立 场 , 并 建 议 中 、美 、英 在 泰

国 境 外 建 立 一 个 自 由 泰 解 放 委 员 会 。

吴 铁 城 积 极 参 与 相 关 的 外 交 活 动 , 他

在 致 中 国 驻 美 大 使 魏 道 明 的 信 中 说 :

“ 蒋 委 员 长 曾 对 赫 尔 利 将 军 表 示 , 愿

对 自 由 泰 解 放 委 员 会 加 以 援 助 , 并 以

华 盛 顿 为 集 会 地 点 ”等 。 正 是 在 中 美

的 努 力 下 , 泰 国 最 终 没 有 被 当 成 敌 国

对 待 , 这 对 于 战 后 中 泰 友 好 关 系 的 建

立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为 了 推 动 对 于 泰 国 的 进 一 步 了

解 , 吴 铁 城 还 参 与 了 推 动 建 立 中 泰 文

化 协 会 的 努 力 。 吴 铁 城 考 虑 当 时 重 庆

没 有 泰 国 人 , 便 指 示 旅 泰 华 人 梁 寄 凡

“ 将 在 印 度 的 泰 国 人 一 并 联 络 考 虑 ”,

并 派 出 赴 印 度 工 作 小 组 , 筹 组“ 中 泰 文

化 交 流 协 会 ”, 工 作 小 组 在 印 度 加 尔

各 答 、新 德 里 、孟 买 三 地 开 展 活 动 等 。

战 时 , 中 国 与 美 国 都 把 泰 国 视 为

应 从 敌 人 手 中 解 放 的 国 家 , 承 认“ 泰

国 将 作 为 一 个 自 由 的 、主 权 的 、独 立

的 国 家 重 新 在 国 际 大 家 庭 中 占 据 自

己 以 前 的 位 置 ”, 使 泰 国 避 免 了 划 为

战 败 国 的 结 局 , 也 奠 定 了 战 后 中 泰 建

交 并 发 展 友 好 关 系 的 基 础 。

1953 年 , 吴 铁 城 病 逝 台 湾 。他 的 任

职 领 域 遍 及 军 、政 、党 、民 各 界 , 他 虽 非

职 业 外 交 官 , 但 在 中 国 外 交 方 面 的 业

绩 , 亦 是 一 生 中 不 可 忽 略 的 一 部 分 。w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