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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学术前史介绍

众所周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存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终以民主国家的胜利、法西斯国家的覆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
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四大国之一，不仅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推动世界反法西
斯联盟建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前者的研
究，国内已有很多成果，但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角度
来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目前在国内外尚不多见。
事实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中国最早举起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大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
已经独立抗击日本的疯狂侵略长达四年半之久，在这段漫长而苦难
的时期中，中国深深地感受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迫切性和重
要性，并为此积极奔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四大领衔国
之一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反法西斯联盟
的主要国家之一，并以这种身份活跃于联盟此后的整个发展过程
中。然而，学术界对中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薄
弱，① 这对于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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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ki Dockrill在为纪念珍珠港事件 50 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所作的序
言中说: “中国人如何认识自身在与日本的战争中的作用或如何认识其在太平
洋战争时期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欧洲人知之甚少的问题。”见 Saki
Dockrill． 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The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41-1945．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94: 4. 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虽已
有所改变，但研究仍很不够。



疑是一种缺憾。
关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迄今国内外尚无专门论

述，这里的研究综述只能介绍与本课题相关的成果。①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除了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如李新主编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著作，有部分中外关系的
论述外，没有任何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专门的学术文章也不
多见。一些零星的研究涉及的主要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英美对
日绥靖等问题。②

改革开放以来，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
一大批涉及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 1) 外交通史类著作: 吴东之主编的 《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
国时期，1911—1949 年》 (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是中国
大陆出版最早的一本外交通史。该书运用的中外档案文献，受到学
界好评。石源华撰写的 《中华民国外交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民国外交通史，该书不仅史料丰富，
且研究方法新颖，评述公允客观，受到国内外学界较高的评价。此
外还有宗承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 ( 1840—1949 年) 》 ( 南
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
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胡之信、张德旺等撰写的
《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 ( 1919—1949 ) 》 (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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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内研究状况介绍重点参考了王建朗: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述评》 (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3 期) 、陈谦平: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
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 ( 《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2 期) 、陶文
钊: 《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和李嘉谷: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
述评》 ( 见曾景忠: 《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刘德军: 《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之第 22 章《抗战时期的中国对
外关系》 ( 济南: 齐鲁书社，2005 年版) ，特此感谢。

王建朗: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抗日战争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社，1996 年版) 、杨公素著的 《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 商务印书
馆，1997 年版) 等。

( 2) 抗战时期专题外交史著作: 苏光文主编的 《抗战时期重
庆的对外交往》 ( 重庆出版社，1997 年版) ，主要从政治外交、对
外军事关系和对外文化交往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
系。王真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 (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各国的交
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
系》 (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 则是一部学术性、史料性均堪
称一流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 1945 年抗战胜
利期间的中外关系，包括中国抗战与国联，中国与德国、苏联、英
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该书认为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的一个
重要方面，同抗战相辅相成。此外还有王建朗著的 《抗战时期的
远东国际关系》 (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版) 、沈庆
林著的《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版) 、王真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3 年版) 等。

( 3) 双边外交关系著作: 王淇主编的 《从中立到结盟———抗
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 《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
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
苏关系》、李嘉谷的 《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
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 ( 以上专著皆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1996 年间出版) 、徐蓝的 《英国与
中日战争 ( 1931—1941 ) 》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 、
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等。此外还有罗志刚的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 ( 1931—
1945) 》 (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陈谦平的 《抗战前后之
中英西藏交涉 ( 1935—1947) 》 ( 三联书店，2003 年版) 等。陶文
钊的《中美关系史 ( 1911—1949 ) 》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版) ，虽然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但
战时中美外交关系占到了一大半的内容，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研究

3

引 言



重点上讲，都堪称杰作。
( 4) 以人物为切入点展现外交关系的著作: 如项立岭的 《转

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 ( 重庆出版社，1988 年
版) 、牛军的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史迪威研究中心编的 《史迪威将
军与中国》 ( 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 、岳谦厚著的 《顾维钧与抗
日外交》 (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金光耀主编的 《顾维钧
与中国外交》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陈永祥著的 《宋子
文与美援外交 1931—1945》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版) 等。

除了学术专著外，国内学者就战时中国同各主要盟国关系的研
究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研究层次也比较多样化，既有双
边关系、多边关系的研究，也有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总体研究，
还有关于外交人物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有关
反法西斯联盟问题的论文，如张齐政的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
西斯联盟中的作用》 ( 《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年第 3
期) 、赖悦的《英美苏三国联盟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 《惠
州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余龙生的 《关于反法西斯联盟关
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反思》 ( 《上饶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
年第 4 期) 、杨宝康的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 年第 2 期) 、杨竹芬 《论中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结合》 ( 《思茅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2 期) 、祝中侠 《关于二战期间苏美
英结盟的几点思考》 (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 等。
尽管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发展也比
较缓慢，但毕竟是对外交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的开辟，也属难
能可贵。

从上述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介绍可以看出，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
专著和论文相当多。这些著作和论文涉及战时中国外交的许多方
面，此处不能一一罗列，只就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些重要问
题进行介绍。

( 1) 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中英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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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英美对华政策具有对日姑息和
援华制日的两面性，且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对英美在华利益
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1938 年的桐油贷款
是美国政策由对日妥协为主转向援华制日为主的一个最初的转折
点，这一贷款成为中美走向共同抗日之路的第一步。从这时起，美
国明确把中国看做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第一道防线。1940 年 9
月德意日三国条约签订后，美国政策进入积极援华阶段。① 在对英
美对华政策的评价上，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 绥靖日本与援华制
日，哪一方面是这一时期英美对华政策的主流。一些人认为，对日
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是主导方面。英美纵容日本侵略，把
大量战争物资卖给日本，而在制裁日本问题上回避躲闪。当日本准
备南进时，又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英美为了在中日战争
中获得更多利润和维护自身的安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
对日姑息是主流。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才使这种阴谋破产。刘
天纯甚至认为，以瓜分中国为中心的、完整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活
动，贯穿于从 “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全过程中。从 “九一
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准备阶段，从 “七
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疯狂实施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日本投降是余波阶段。② 但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
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英美对日存在严重妥协，但并没有构成远东
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
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因此，不能把任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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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德坤，韩永利: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 章。( 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
节)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

刘天纯: 《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 年第 4 期; 胡之信: 《1937—1941 年美国对华政策的
演变及其原因》，《求是学刊》，1981 年第 4 期; 梁长平在《抗战期间美国对
华政策及其演变》 ( 《郑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中将 1937—1945 年之
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第一阶段，英、
美对日本侵华以“不干涉”、“不承认”的绥靖政策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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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的旨在阻缓日本侵犯其利益的妥协都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英
美远东政策的主流是援华制日。① 研究者还注意到，英美的远东政
策有所不同。比较起来，英国对日妥协的程度要大一些，1938 年
的英日海关协定、1939 年的 《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 年的封
锁滇缅路事件，都是严重的对日妥协行为，是英国绥靖政策的最明
显的表现。②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为了抵消英国妥协的消极影
响，对日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如英日达成 《有田—克莱
琪协定》后两天，美国宣布废止 1911 年 2 月订立的日美商约; 英
国封锁滇缅公路后，为抵消这一事件的冲击波，罗斯福于 7 月 25
日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等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日作战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这一
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包括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为
此，国民政府采取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方针，
求援对象多样化，不仅限于欧美国家，还率先打破意识形态束缚，
改善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关系，争取其积极援助。国民政府在争取欧
美外援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同时又不得不经常面对英美对日妥协的
困境。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从英美基本利益出发，认定它们必将与
日本发生冲突，始终把它们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而坚持不懈
地展开外交工作，最终，英美成了中国对日作战最主要的同盟国。
就这一时期外交方针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来看，一些研究者指出，这
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是灵活的、基本成功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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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建朗: 《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
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徐蓝: 《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1941》，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
社，1991 年版，第 9、10、12、13 章。 ( 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
章节)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 ( 1911—1949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章。( 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

章百家: 《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丛书
编辑委员会编: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
王建朗: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 4期。



( 2)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与香港九龙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作为支

持中国抗战的一种表示，英美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于 1942 年 10
月 10 日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特权。不久，英美与中国
就废旧约、订新约问题展开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比较顺利，但中
英之间的谈判却波折不断。有关香港九龙问题的交涉作为谈判的最
大难点尤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中方对香港和
九龙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对香港问题是回避政策，实行冷
处理; 九龙问题是谈判中争执最为激烈的一个焦点，但中方未能坚
持住自己的立场，最终作了让步。然而中方并未放弃收回香港九龙
的决心，而是准备战后处理。① 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对
收回新界、九龙问题一度曾比较坚决，但由于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
义态度，国民政府不得已作出退让，在声明保留日后再议的权利之
后，放弃了即时收回新界的要求，中英新约才得以成立。② 有学者
指出，英美政府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英国对重大悬
案的保留，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国民党政权向美国一边倒的主要
原因之一。③

如何评价 1943 年新约? 一些学者认为，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延续数十年，抗战期间得以实
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
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这是基于国力差距而不再是条约的规
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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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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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王真: 《1942 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民国档案》，1997 年第 2 期。
刘存宽: 《1942 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 《抗日战争研

究》，1991 年第 1 期; 李世安: 《1943 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
题》，《历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陶文钊: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
《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

吴景平: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2
期。

王建朗: 《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



有的学者还对独立与平等进行了区分，指出，既然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是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起点，那么中国摆脱这种状态也应以废
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为标志。虽然新约签订后，中国与强
国之间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取得独立地
位。独立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独立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上拥有
主权。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平等的。承认平等新约
的意义在于肯定全中国人民流血奋斗的成果。①

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的签订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标志
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真正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新约内
容简单，废除的主要是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有关的政治特权，外国在
华投资设厂、经商、办学、设教堂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有的不平
等条约 ( 如片面最惠国待遇) 仍然保留了，有些涉及英美实际利
益的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战后，因此，中国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而
且，条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
便是明证。再说，英美当时所放弃的特权绝大部分为日本所占有，
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能说中国已
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②

还有学者指出，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英国的态度不如美国
开明，它不仅在香港九龙问题上坚持顽固立场，而且对其他一些特
权，如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等，也是迟迟不
愿放弃，只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和坚持，英国才最终不得不放弃
这些特权。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③

( 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
史迪威 ( Joseph W. Stilwell) 与史迪威事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对史迪威本人在华的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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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 《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

王淇: 《1943 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
《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王真: 《1942 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民国档案》，1997 年第 2 期。



者们基本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第一，史迪威抵制了蒋介石国民党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第二，史迪威促成了美国政府同中
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史迪威的若干主张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当时的中美关系。① 还有人评价史迪威是一位为人类正义事
业而战的勇士，卓越的军事将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国人民的
朋友。②

对史迪威事件，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史蒋在缅甸战役、租借物
资分配、领导权等问题上产生矛盾的原因。研究者们的观点大致有
以下几种，一种认为，史蒋矛盾不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是美国
与国民党对日作战基本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冲突。美国以战胜日本为
首要目的，要求蒋介石全力抵抗日本侵略，并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
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而蒋介石此时已开始把战后与中共斗争的考
虑放在首位，他总想保存实力，而不愿积极抗战。这是史蒋产生分
歧的根本原因。③ 魏楚雄更进一步指出，史蒋矛盾不是美蒋矛盾冲
突的原因而是结果，史迪威被召回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结果，而是
美蒋矛盾缓和的结果。④ 也有一些学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史蒋矛盾，指出它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斗争。蒋介
石虽有企图借美国武器武装自己军队，待抗战胜利后进攻中共的一
方面，但其抗战方面是主要的。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却不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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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刘迎红: 《史迪威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求是学刊》，1997 年第 3
期。

李振华: 《史迪威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
年第 1 期; 倪良端: 《同中国人民一道抗日的史迪威》，《黄埔》，2005 年第 6
期; 刘建美: 《史迪威将军与中国》，《党史纵览》，2004 年第 5 期。

魏楚雄: 《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 《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章百家: 《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
的》及金光耀: 《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
《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

魏楚雄: 《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 《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态度对待中国，以租借援华物资相要挟，让中国交出军队指挥权。
蒋介石拒绝这一要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利益和主权。史蒋矛
盾的实质，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① 近来
还有人提出，美、中抗战总体战略上的差异是 “史迪威事件”爆
发的根本原因。美国从当时世界格局和自身安全出发制订了 “先
欧后亚”总战略，而国民政府则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从自身的
利益考虑，希望美国采纳自己先解决日本后解决德国的总战略。双
方既定战略的对立，是史蒋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②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想
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它是抗
日战争中美国在华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
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场的军
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事考量转
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起点。③

赫尔利 ( Patrick J. Hurley) 使华调处国共矛盾是抗战后期中美
关系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
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赫尔利访问延安
时接受中共的五点建议，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绝大多
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是要
使中共武装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
联合。④ 赫尔利认为中共五点建议是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
赫尔利后来变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另有原因。一是他
认定，如国共要求不可调和，他的使命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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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吴明: 《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
史研究》，1987 年第 6 期。

李亮: 《“史迪威事件”原因再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
第 1 期。

王建朗: 《试析 1942—1944 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载《中
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 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

牛军: 《赫尔利与 1945 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石; 二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对国共两党分歧的要害究竟在
哪里缺乏了解。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赫尔利的行为看成是个人
行为，而认为赫尔利基本上是在执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赫尔利
毕竟是赫尔利，他在执行罗斯福的政策时，加上了个人的创造与发
挥，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来，从而使他所执行的政策带上了个人
色彩。如赫尔利曾对蒋介石忘乎所以地表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
民党装备精良的师团可以轻易战胜中国共产党军队。但罗斯福从未
主张战后用军事手段消灭中共，他所担心的正是中国会爆发内战。
赫尔利的做法无疑把美国政府的扶蒋抑共政策发挥到了极致。① 陶
文钊还认为，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由赫尔利使华导致
的，而是 1944 年 9 月到 1945 年 4 月期间逐渐转变的，具体事件包
括: 史迪威的召回，魏德迈 ( Albert C. Wedemeyer) 根据罗斯福和
马歇尔 ( George C. Marshall) 的命令对驻华美军及战略情报人员与
中共合作意向的调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改组，赫尔利调处的失
败，赫尔利与驻华职业外交官的争论。②

也有人以 1944 年 12 月底为界，把赫尔利使华分作两个阶段来
观察。认为他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
用，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偏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背离了罗斯福
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③

( 4)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华援助与 《苏日中立条
约》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在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背景
下，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不少学者对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的签订背景、经过进行了梳理，指出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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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第 1 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