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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历史

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

中国代表团组成情况述略

洪 小 夏

(武汉理工 大学 文法 学院
,

湖 北 武汉 4 3 0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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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湖南临澄人
,

武汉理 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

南京大学历

史系博士生
,

主要从事中国现 当代军事史
、

外交史研究
。

[摘 要〕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

但中国参与联合国初创时期活动的情况
,

却一直是

海峡两岸和海外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 节
。

文章阐述了出席旧金 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 团组 成

的复杂背景与曲折过程
,

发掘历史档案首次理清 了该代表团人数等长期模糊不 清的问题
,

并对

中国代表 团的结构
、

中国在 旧金山会议的地位等问题
,

进行 了分析与评价
。

[ 关 键 词 ] 中国与联合国
; 旧金山制宪会议 ;

中国代表 团

[中图分类号 〕 K 2 6 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 0 0
一

5 3 7 4 ( 2 0 0 2 ) 0 3
一

0 3 1 3
一

0 7

中国是创立联合国的
“
巨强

”
( iB g P o w e r

l)[ 〕 (第 54 1 页 )之一
,

但 中国参与联合 国初创时期 活动的情

况
,

却一直是海峡两岸和海外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

例如
,

联合国成立时期的第一次重要大会—
旧金山制宪会议

,

中国以该会召集国之一的身份
,

派出了阵容庞大
、

堪称会议之
“
最

”
的代表团与会

,

近代

以来第一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想独享殊荣
,

不让其他党派
、

尤其

是不让共产党参与其事
。

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原拟仅派 3 名国民党代表
,

后来不断扩大
,

最后成为包括

国民党 (4 名 )
、

共产党 (1 名 )
、

青年党 (1 名 )
、

民社党 l( 名 ) 和无党派代表 (3 名 ) 的 10 名正式代表
,

总人

数近百人
,

具有 比较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
,

其间颇费周折
,

来之不易
。

对于这一代表团的人员组成
,

以往论著鲜有介绍
① 。

本文拟就出席旧金 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组织

过程
、

影响因素
、

人数及代表团在 旧金山会议的活动等情况作一述评
。

一
、

中国代表团组成的曲折过程

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
。

1 9 4 5 年 2 月 12 日
,

美 国
、

英 国
、

苏联三 国首脑在雅尔塔《联合声 明》中

宣布
:

将于 1 9 4 5 年 4 月 2 5 日在美 国旧金山召开
“

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f e

r e n e e o n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 〕 (第 4 5 页 )
,

因其主要任务是制定 《联合国宪章 》
,

故通常称为制宪会议
。

三

国还建议中
、

法两国共 同参 与邀请
。

中国接受 了这一建议
,

而法国则仅 同意与会但拒绝列名 为邀请

国② 。

3月 5 日
,

由美国代表美
、

英
、

苏
、

中 4 个发起国
,

向符合条件的各国政府
③ 发出参加联合国制宪会

议的请柬
。

同 日
,

4 个发起国分别在各 自的首都发表外交部公告
,

宣告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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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从 2 月开始即着手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
。

2 月 22 日上午
,

蒋介石召见其外交

顾问王世杰
,

商量
“

中国赴 旧 金 山会 议之代表 团团员名额
”

事宜
。

王世杰建议
: “

代表名额 三名似 已

足
。 ” 〔 3〕 (第 34 页 )按照国际惯例

,

应由时任外交部长 (兼代理行政院长 )宋子文担任 中国代表团团长
。

宋

子文也认为
,

只要
“
一个 由三人组成 的小型代表团

”
就可以 了

,

即他 自己和顾维钧
、

王宠惠两个人浏 (第

4 7 6 页 )
。

3 月 6 日中午
,

蒋介石召集 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开会
, “

商议 旧金 山会议事
”
困 (第 42 页 )

。

会后
,

蒋

又召见了顾维钧
。

在谈及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时
,

顾建议
:

中国代表团应包含不同政治主张的代

表
,

显得像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代表团
。

蒋介石则认为
:

中国在国民党以外
,

除了共产党
,

实际上再没有

什么其他的政党 了
,

代表 团不必太大
, 3

、

5 个人足矣
。

顾委婉地说
:

中国代表团当然不必像美国那样拥

有 8 名代表
,

不过还是应该具有更多一些的代表性
,

比如
,

可以选派 1 名妇女代表
。

蒋表示
:

此议可行
,

另加派 1名无党派人士作为代表团顾问
,

再加原定的 3 名国民党代表
,

整个代表团可由 5 人组成
。

顾又

建议还可以再增加一点有代表性的代表〔4〕 (第 475 页 )
。

顾维钧所指当然主要是中共代表
。

中共 自己也在力争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资格
。

争取的主要途径有

二
:

一是直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
; 二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并影响国民党决策

。

早在 2 月 18 日
,

延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便讨论 了有关此事的对策
。

毛泽东明确表

态
: “

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需与 民主同盟联合提 出要求
。 ’

)6[ 〕 (第 225 页 ) 同 日
,

周恩来从延安致电

正拟 由华返美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

提出
:

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

应按赫尔利在重庆时所说
“

包括

国民党
、

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
, ”
而且

“

国民党的代表应限于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
” , “

其余三分之

二则 由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选派
。

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代表中国人 民的公意
; … … 请将此讯转达美国总

统
。 ”

但 2 月 20 日
,

赫尔利 回复周恩来时
,

却改变态度说
: “

我确曾与你讨论到行将在旧 金山举行 的会

议
” ,

但该会
“
是一个国际间会议而不是各个国家 内的政党间的会议

。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国家
,

… … 它

是中国的许多政党中的一个
” 。

赫尔利强调
: “

仅只中国国民政府曾被邀请参加该项会议
” ,

并且
“

我无权

对此事作一决定
。 ”

6j[ (第 600 页 )这就拒绝了中共的要求
。

2 月 24 日
,

参加 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

留在重

庆的王若飞找到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
,

代表 中共提出
:

国民政府能否考虑 由中共派代表参加旧

金山会议
。

王世杰回答
:

此事
“

予实不便转达政府
; 因为中共既已拒绝政府所提参加一种

`

战时内阁
’

之

提议
,

则予不知如何能使中共参加对外会议
;
假使中共接受了战时内阁办法

,

则一切意见可在行政院提

出
,

由行政院随时法定通知中国出席 旧金山会议之代表
’

,s[ 〕 (第 36 一 37 页 )
。

显然
,

王世杰企图用 中共答应

参加所谓的
“

战时内阁
”
和出席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

,

作为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交换条件
。

中共不打算接受王的
“

交换条件
“ ,

但仍未放弃争取参加会议的努力
。

2 月 25 日
,

周恩来代 中央起

草致王若飞电
,

电文说
: “
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

,

还不能说蒋介石在此会议前必有

若干让步
。 ”

并指示王
: “

现在
,

各方既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 日民主力量
。

望即以本党之主张
,

发动

运动
,

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 国人 民公 意
。 ”
川 (第 146 一 147 页 )3 月 6 日

,

王若飞致电延安
:

重庆传 闻
“

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 旧金山会议代表
” 。

7 日
,

毛泽东在王的电报上批示
: “

似需电若飞
,

向王

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
,

免蒋随意委派
。 ”

83[ (第 583 页 )同日
,

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 函
,

表示
: “
旧金山会议

英国
、

美国均有各方面代表参加
,

我 国亦应由国
、

共
、

民盟三方派代表参加
; 我党已指定周恩来

、

董必武
、

秦邦宪为代表
。 ” 〔9〕 (第 22 7 页 )如由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

不但不公平
、

不合理
,

而且表示了

分裂 的立场
,

如不采纳中共意见
,

中共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 的一切 言行保 留发言权
,

要求王世

杰将 中共的意见转告 国民政府 l0[ 〕 (第 61 9 页 )
。

此函经毛泽东修改后
,

于 3 月 9 日发出 l0[ 〕 (第 58 3
、

58 4 页 )
。

9 日
,

周又将致王世杰函的内容
,

函告已 回到美国的赫尔利
,

强烈要求赫将中共的意见转达给罗斯福
,

此

信于 3 月 12 日由美国大使馆转交 6j[ (第 15 1一 15 2 页 )
。

3 月 13 日上午
,

王若飞再次会见王世杰
,

将周恩来

从延安用电报拍发的致王世杰 函当面交王之
。

中共与民盟联合为争取参加 旧金 山会议而努力
。

13 日
,

民主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民盟扩大谈话会
,

大家在会上传阅了周恩来致王世杰和赫尔利函的抄件仁“ 〕

(第 63 页 )
。

后赫氏复电
,

请求中共勿作最后决定
,

待赫返华后再商谈
。

23 日
,

王若飞又在沈钧儒家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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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主党派人士
,

通报赫尔利对周恩来函的复 电内容叫 (第 278 一 279 页 )
。

为促成此事
,

中共也考虑作一

点让步
,

将要求的 3个代表名额减少为 2个
,

并通过宋庆龄透露给顾维钧冈 (第 4 80 页 )
。

另外
,

中共提出

要求派《新华日报 》章汉夫
、

《解放 日报 》余光生作为记者参加中国代表团 l0[ 〕 (第 62 0 页 )
。

为了对付中共和民盟的共同要求
,

蒋介石与他的顾问们被迫考虑增加代表团名额问题
。

王世杰想

到有美国背景的无党派人士胡适
。

3 月 14 日
,

王世杰打越洋电话给在美国的胡适
,

询问他是否愿意担

任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之一叫 (第 47 页 )
。

3 月 15 日晚
,

王世杰等建议再增加邀请中国青年党和民

主社会党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
,

获得蒋介石的首肯
。

王当即向青年党李瑛
、

民社党张君动试探
。

张君

动接受了邀请
,

而李瑛则于次 日回电话
,

说要视其本党和其他党 的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接受邀请〔 3口 (第 48

页 )
。

3 月 1 8 日
,

胡适 自美国回电
,

表示接受邀请
,

但
“

似不甚热心
” ; 而李瑛则仍表示需看其他党态度而

定
,

以致王世杰悲观地叹息
:

邀请这些所谓
“

反对党
”

代表的想法
, “

大概须作罢
’

心 〕 (第 50 页 )
。

显然
,

问题 的关键在于国民党是否能在代表团中接纳中共代表
。

蒋介石与他的外交方面亲信如王

世杰
、

宋子文
、

陈果夫
、

陈立夫
、

王宠惠等人
,

均反对在代表 团中包含中共代表叫 (第 4 7 8
、

4 8 3 一 4 83 页 )
。

3

月 1 9 日
,

国民党已决定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正式代表增为 8 人
。

包括
:

首席代表宋子文
,

国民党代表

顾维钧
、

王宠惠
、

魏道明
、

施肇基
,

无党派代表胡适
、

胡霖
、

吴贻芳
,

另外加派徐漠为代表团顾问川 (第 48 2

页 )
。

除了有 3位无党派人士外
,

仍是国民党一党的代表团
。

3 月 22 日
,

外交部预备 的一份供正式发表

时使用的代表简介中
,

正式代表已达 10 名
。

新增加的两人是 民社党代表张君助 (排在第 7 位 )和青年党

代表李瑛 (排在最后一位 )
,

依 旧没有中共代表
④ 。

但事情很快出现 了转机
。

就在 22 日这一天
,

重庆收

到罗斯福致蒋介石关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 的一封专门电报
⑤ 。

罗斯福说
:

中共 曾向赫尔

利提出
“

国民党
、

共产党及民主同盟
,

应以平等基础参加中国代表团
” ;
赫 回答 中共说 旧金山会议是各 国

政府而非各政党的会议
; 罗表示他本人同意赫的论点

。

但又认为
:

如中国代表团能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党

在内
,

将
“

不致有何不利情形
” ,

相反会
“

有显著之利益
” ,

既会使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产生良好的印象
,

又会因

此获得民主国家的
“

实际援助
” ,

从而有利于蒋介石统一中国
。

罗斯福还举例说
, “

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
,

在

美国政府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
” ,

其他国家 (如加拿大 )也是如此 lz[ 〕 (第 9 06 页 )
。

罗斯福电报的口气很委婉
,

但意思却很明白
:

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中共代表
。

3 月 2 3 日
,

离渝赴美的顾维钧受宋子文之托
,

将罗斯福的电报带到昆明
,

交给正在那里 的蒋介石
。

蒋介石看完电报之后
, “

显得心烦意乱
” 。

在与顾维钧
、

王宠惠等人讨论外交问题时
,

再三地琢磨罗斯福

的电报
,

并与在重庆的宋子文
、

王世杰等人商讨川 (第 489 一 4 9 4 页 )
。

王世杰于同日由渝致电蒋介石建议
:

请考虑在中共所提 3 人中
, “

派一人如秦邦宪之类
”
与会 ;

青年党左舜生也致信蒋介石请求政府派中共代

表参加旧金山代表团
; 李瑛亦表示愿无条件参加中国代表团困 (第 52 一 53 页 )

。

3 月 26 日
,

返 回重庆的蒋

介石再次与王世杰商谈
“

中共参加旧金 山会议 问题
” 。

经过权衡
,

最后将 中国代 表团正式代表定 为 10

人
,

其中在野党代表为
:

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瑛
、

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动
、

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
。

将原定

8 人中的施肇基由正式代表改为高级顾间
,

原拟任顾问的徐漠改为专家
,

并调整正式代表排名顺序为
:

宋子文
、

顾维钧
、

王宠惠
、

魏道 明
、

胡适
、

吴贻芳
、

李磺
、

张君动
、

董必武
、

胡霖闭 (第 53 页 )
。

蒋介石作出这

一重大决定后
,

立即于同 日复电罗斯福说
: “

中国政府今 日已派定代表十人
” ,

其中有非国民党代表 6 人
,

即
“

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一人
,

暨无党派者三人
’

,l[
2〕 (第 9 07 页 )

。

3 月 27 日
,

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中

国
“

出席旧金山举行之联合国会议代表团名单
” ,

正式代表 10 人
,

高等顾问 1 人
,

秘书长 1人
,

共计 12 人⑥ 。

中共接受了这一安排
,

但对只给中共 1个代表名额表示不满
,

要求允许董必武多带随员出国⑦
。

而

国民党则只允许董必武
“

自带翻译一人
”

同行
; 经王世杰建议

,

蒋介石 同意董可多带一人闭 (第 65 页 )
。

4

月 6 日
,

董必武携伍修权
、

陈家康等拟任随员者多人飞抵重庆 l3[ 〕 (第 201
、

484 页 )
,

先后 出席了民盟
、

国民

参政会
、

妇女界等各方面的欢送会
。

4 月 8 日
,

王若飞在重庆各民主党派欢送郭沫若及 (被解散的 ) 政治

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宴会上
,

代表 中共要求 国民政府增派郭沫若为 旧金 山会议代表 团的顾问
。

此建议未被接受
。

4 月 12 日
,

董必武在章汉夫
、

陈家康的陪同下
,

离渝经印度飞赴美国川 (第 255 页 )
。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第 55卷

国民党内各集团
、

各派别也想派代表参加此一盛会闭 (第 479 页 )
。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教授林东海

( 属于国民党 C C 系 )
,

早在 2 月 26 日便写信给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侍从室三处主任陈果夫
,

谋求代表或

顾问职位
。

曾在国民党中央党校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外交组学习
,

时在外交部工作 的 C C 系弟子薛光前

(时任外交部专门委员 )
、

缪培基 (时任欧洲司帮办 )
、

万异 (时任美洲司帮办兼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专员 )
、

吴世英 (时任外交部机要室帮办 )
、

孙秉乾 (时任亚东司科长 )等
,

3 月 5 日联名致函陈果夫
; 外交部人事

处长郑震宇
、

行政院参事张平群等
,

也致 函陈果夫
,

要求作为随员参加旧金 山会议
。

中国驻墨西哥新 闻

社社长林霖
,

则分别致电陈果夫和中宣部长王世杰
,

要求到旧金 山去采访
。

经陈
、

王等分别向蒋介石活

动
,

大部分达到了目的⑧
。

二
、

中国代表团
“

扬威
”
旧金 山

联合国制宪会议于 4 月 25 日下午在旧金山市欧战纪念堂欧战纪念歌剧院开幕 〔̀ 月 (第 29 页 )
。

与会

者共有
:

各国正式代表 2 82 人 ;
各国助理代表

、

顾问
、

专家
、

秘书
、

职员等约 1 50 。 人 ;记者
、

大会秘书处工

作人员约 3 0 00 人
⑨ 。

其中
,

中国代表团有正式代表 10 人
,

在五大 国中与苏联并列第一
L ; 还有高级顾

问 1 人
,

秘书长 1 人
,

顾问
、

专门委员 20 余人
,

秘书
、

随员 10 余人
,

共计 52 人⑧ ,

仅次于东道主美国
,

位列

第二
。 。

到美国后
,

继续
“
招兵买马

” ,

增加助理秘书长 2 人
,

秘书
、

随员
、

咨议等 38 人
,

新 闻专员 2 人
,

共

计 42 人
,

合计 中国代表团总人数达 94 人之多
。 ,

与美 国
、

法 国并 列
,

是人数最多的三大代表团之一
。 。

另外
,

还从国内派出新闻记者 20 人
,

加上原 已在国外的记者
,

中国记者团之大
,

也可与英国相媲美
。

中国代表 团的正式代表
、

顾问
、

专门委员共 39 人
,

分别参加了旧金山会议的正式机构
“

指导委员会
”

(每国 1 名首席代表 )
、 “

执行委员会 ,’ ( 由 14 国代表组成 )
、 “

调整委员会
” 、 “

法律专家顾问委员会
”

和 4 个

大委员会
、

12 个专门委员会以及
“

大会
”

等全部机构
。

更重要的是
,

中国还参加了比所有正式机构更为

重要的非正式机构
“

四 (五 )国外长会议
”
及其附设的

“

修正案小组委员会
” 。

因各中小国家对大 国把持会

议不满
,

故对召集 国提出的《联合 国宪章 (草案 )}) 意见很大
,

修改意见颇多
,

争论不休
,

使会议旷 日持久
,

议而难决
。

为使会议顺利进行
,

召集国成立了一个实际主宰会议的非正式机构
:

美
、

英
、

苏
、

中
“
四国外长

会议
”
(5 月 6 日后加上法 国

,

成为
“
五国外长会议

”
)

。

几大国外长每天开会
,

对各种有争议的问题
,

通过

协商
,

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

再到各大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中
,

为会议
“
导向

” ,

几乎是
“

无往而不胜
” 。

中

国自始至终参加 了
“
四 (五 ) 国外长会议

, ,

(4 月 25 日至 5 月 5 日
, “

四国外长会议
”

共开会 8 次
; 5 月 7 日

至 6 月 19 日
, “
五国外长会议

”

共开会 25 次 )
,

以及由五大国代表各 1 人组成 的
“

修正案小组委员会
”

(5

月 7 日成立
, 5 月 8 日至 6 月 1 日

,

共开会 31 次 )
,

在美
、

英和苏联冲突时发挥了一定 的调解作用
,

为会议

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

经过两个月的激烈争论
,

反复磋商
,

旧金山会议于 6 月 25 日晚通过了 《联合国宪章 》
。

6 月 26 日
,

从中午至晚举行了长达 8 小时的隆重 的签字仪式。
。

出席会议的 50 个创始会 员国共有 15 3 名正式代

表依次在《联合国宪章 》
、

《国际法院规约 》及筹备委员会 《临时协定 》上分别庄重签名
。

预定的签署顺序

是
:

首先是
“
四强

”

中的 3 个
,

按 中
、

苏
、

英的国名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签署
,

紧接着是法国 (
“

五强
”
中的非发

起国
,

故排后 ) 签署
,

然后是其余 45 个国家的代表按 国名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次签署
,

最后是东 道主美国

的代表签署
。

这样
,

中国就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 》上签字的国家
。

中国成为最具权威 的国际组织
“

联合国
”
的

“
巨强

”
之一

,

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一项殊荣
。

与一战

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任人宰割的情景以及在 旧
“
国际联盟

”
中扮演的角色

,

实有天壤之别
。

这虽与美

国的努力扶持
、

苏联的战后策略考虑有关
,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坚持 8 年 (若从东北算起
,

则为 14 年 )抗

战
,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战略性的卓越贡献
,

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其他大国的承认与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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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旧金 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组 成情况述略

三
、

中国代表团成员构成及背景分析

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

由最初纯国民党人的小型代表团
,

逐渐扩大规模
,

到最后包括

了中共
、

青年党
、

民社党等不同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

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

中共是近 1亿敌后抗 日根据地人民的代表
,

参加旧金 山会议理所 当然
。

1名代表确实偏少
,

按人 口

比例
,

占 2 个名额比较恰当
。

民社党和青年党
,

社会基础比较狭小
,

各 占 1个名额相对偏多
。

但 因为他

们是民盟中的右翼
,

故蒋介石为了美化 自己容纳
“

反对党
”

并拉拢他们
,

非常
“

大方
”
地将民盟的两个名额

全部
“

奉送
”

给他们 (后来他们果然被从民盟中拉 出
,

1 9 4 6 年为蒋介石一党专政 的
“

国民代表大会
”

装点

了门面 )
。

无党派人士
,

本是中国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代表
,

但也可 以说是国统区大多数未加人任何

党派的群众的代表
,

故 占 3 个名额不算多
。

占全国人 口近半数的妇女
,

只有 1位代表
,

当然不多
。

但当

时中国妇女参政议政的水平不高
,

故女代表人数较少的状况情有可原
。

国民党是 中国当时合法政府中

惟一的执政党
,

占有
“
近水楼台

”
之便

,

在代表团中所 占席位偏多
,

是必然之举
。

这样的成员结构
,

亦属不易
,

它是美 国
、

苏联
、

中国国民党
、

共产党这
“

三国四方
”
相互作用的结果

。

其中关键性的因素
,

是 中共的努力和美国的影响
。

本来
,

在抗战初期
,

苏联是对中国的国
、

共两党关系和中国抗战影响最大的国家
。

美
、

英对 日本采取

绥靖政策
,

无意给中国抗战以实际帮助
,

苏联是中国抗战惟一的国际朋友和真正援助者
。

但是
,

1 94 1 年

3 月苏联与 日本签订《中立条约 》
,

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 同年 6 月

,

苏德战争爆发
,

苏联 自顾不

暇
,

大幅度削减对华援助
,

均引起国民党对苏联的不满
。

1 9 4 2 年新疆盛世才与苏联
“

翻脸
” ,

蒋介石在

1 94 3一 1 9 4 4 年乘势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
; 国民党先是在 1 9 4 1 年掀起进攻新四军 的第二次反共摩擦高

潮
,

后又在 1 9 4 3 年借共产 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高潮
,

这一切也引起苏联对国民党的不满
。

中苏关系遂逐渐冷淡下来
。

美 自 1 9 4 0 年秋 日本与德
、

意结盟之后
,

开始加大对华援助力度
。

1 9 40 年 n 月底
,

美对华贷款 1 亿

美元
。

1 9 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于 1 9 4 2 年 3 月对 中国提供了条件优惠的 5 亿美元 巨额贷款
。

中美关系迅速升温
,

美已逐渐取代苏成为中国抗战最大的
“

靠山
” 。

但国民党在 1 9 4 3 年以后显得抗战不

力
,

引起美国的担忧与不满
。

因为中国抗战不力
,

意味着打败 日本的速度将减慢
,

也意味着美国牺牲的

增加
。

因此
,

美国在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同时
,

有时也与国民党闹点别扭
。

如 1 9 4 4 年的
“

史迪威事件
” ,

就

是美
、

蒋不和的典型反映
。

同时
,

美国开始逐渐关注坚持敌后抗 日
、

战绩卓著的中共
; 19 4 4 年夏

,

美军观

察组进驻延安
,

则是美
、

共友好的突出表现
。

此时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是
:

扶蒋
、

容共
,

促进国共两党团

结抗战
。

对国民党
,

在支持的大前提下
,

给予一定的批评和刺激
,

希望它对外抗战能更积极
,

对内能做一

点民主改革
。

对共产党
,

在未给任何实际援助的情况下
,

也表示一点好感
,

企图能同时控制 国
、

共两党
。

平心而论
,

美国
“

青睐
”

中共的举动
,

多半是做给国民党看的
,

含有打
“

中共牌
”
的意味

。

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
,

一度处于劣势
,

但从 1 9 4 3 年开始
,

逐渐转人战略反攻
,

在 1 9 4 4 至 1 94 5 年
,

更显示了惊人的战斗力
,

成为德国法西斯的主要
“

克星
” ,

使世人包括美国不得不对苏联刮 目相看
。

美国

既要依赖苏联打败德国
,

又想拉苏联参加对 日作战
。

因此
,

美国不仅对苏联表示了极大的让步和迁就
,

还敦促中国与苏联
“

修好
” 。

但美国对苏联的潜力及 日后的威胁
,

也是有所顾忌和预见的
。

因此
,

它极力

拉拢中国
,

希望中国与英 国一样站在美国一边
,

形成一个三国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
。

正是出于这

个 目的
,

美国才力排众议
,

扶持中国登上世界
“

四强
”
的宝座

。

综上所述
,

美国之所以能主持公道
,

要求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里包含 中共代表
,

表面看来

是为了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威望
,

其深层的原因
:

一是因为它与国民政府有矛盾
,

要对蒋介石打一下
“

中共

牌
” ,

施加一点压力
,

迫蒋更积极地对 日作战
;二是想讨好苏联

,

拉拢它认为应受苏联支持的中共
; 三是希

望中国的国
、

共两党团结抗战
,

减少内耗
,

为尽快打败 日本法西斯多尽一份力
,

从 而减少美军 自己 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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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

而国民党之所以会接受美 国的建议
,

主要因为中国是个弱国
,

中国的
“
四强

”
地位主要是仰仗美国得

来的
,

而美国还是国民党能够坚持抗战和维系国内经济
、

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

虽然蒋介石在与美国发

生矛盾时
,

屡次用 中国将对 日单独靖和或倒向苏联来威胁美国
,

其实他并没有能力
、

因而也不敢冒
“

失去

美国
”

的风险
。

另外
,

国共合作 尚未完全破裂
,

国
、

共之间正在进行谈判
,

国内外都有要求 国民党进行 民

主改革的呼声
,

这也是蒋介石作出一定妥协的内部原因
。

总之
,

出席 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能够包含中共代表
,

背景复杂
,

来之不易
。

它打破了国民党大

权独揽
、

一党专政的如意盘算
,

可视为全国人 民团结抗战的一个缩影
,

对 中国抗战及战后的和平建国
,

均

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
。

而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表现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

均达到了近代以来

前所未有的高峰
,

极大地振奋 了中国人 民的精神
,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

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

释
:

除 10 名正式代表外
,

整个代表团人数
、

名单等从未全面报道过
。

如台湾出版的综合各种档案
、

资料而成的《 中华民

国史事纪要》解释说
: “
我 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之顾问

、

专门委员与随员等
,

经报刊陆续作非正式之发表如下
” ,

共报道

了正式代表 10 人
、

高等顾问 1 人
、

秘书长 1人
、

顾问 5 人
、

专门委员 6 人
、

随员 3 人
,

合计仅 26 人
,

参见朱汇森主编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初稿 ) 》 ( 1 9 4 5 年 1一 4 月 )
,

台北
:

中央文物供应社经销
,
1 9 8 6 年

,

第 8 98
;
另据 1 9 4 5 年 4 月 1 6 日

外交部抄送的一份由国内出发者之名单
,

仅 33 人
,

参见参考文献〔1 2〕
,

第 908 页
;
另李铁城在其论文

“

中国的大国地

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
”
中一条未注明出处的注释中说

: : “

中国代表团
· , ·

…共 90 人
” ,

也有误差
,

参见 《中国社会

科学 》1 9 9 2 年第 6 期
,

第 13 8 页
。

法国对列为旧金 山会议邀请国提出一些条件
,

被雅尔塔三国拒绝
,

故法国不同意作为旧金山会议发起国
。

参见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交部档案
,

全宗号 1 8
,

案卷号 2 1 7 5
。

当时发邀请的对象只有 39 国
,

加上先被邀请的法国
,

再加上 4 个邀请国
,

共 44 国
; 旧金 山会议前

,

又补充邀请了黎

巴嫩
、

叙利亚 2 国
,

这样至 旧金山会议开幕时
,

与会国共 46 个
。

在会议期间
,

属 于苏联的乌克兰和 白俄罗斯获单独

的投票权
,

阿根廷
、

丹麦 2 国新加人
,

因此至闭幕前
,

参加 旧金 山会议的国家为 50 个
。

波兰外长会后 在菲律宾和沙

特阿拉伯两 国之间预留的空 白处
,

补签 《联合国宪章 》
,

故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定为 51 个
。

参见 〔苏 〕克 里洛夫著
:

《联

合国史料 ))( 第 1 卷 )
,

中译本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 9 55 年 (俄文原版 1 9 4 8 年出版 )
,

第 61 一 62 页
;
参考文献

[ 2〕
,

第 5 9 页
。

二档外交部档案 18 一 2 1 7 5
。

邓野在论文
“
旧金 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

”
中说

:

李瑛 3 月 23 日向王世杰表态后才

人选
,

似不够确切
,

参见 《历史研究 》1 9 9 4 年第 3 期
,

第 171 一 172 页
。

该电落款是 3 月 巧 日
,

但迟至 22 日才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转发
。

参见参考文献〔1 2〕
,

第 9 07 页
。

其中前 n 人附简历
,

参见 《中央 日报 》
,

1 9 4 5 年 3 月 27 一 30 日
。

王世杰 日记记载董必武
“
坚持须多带随员出国

” ,

参考文献〔3〕
,

第 65 页 ;黄炎培 日记记载董必武
“

要求随带六人
” ,

参

考文献 [ 1 1〕
,

第 “ 页 ;中共确定的底线是
: “
董必武带随员二人

” ,

参考文献〔8〕
,

第 58 8 页
。

参 见二档军委会档案
,

全宗号 7 6 2
,

案卷号 70
。

正式代表 28 2 人
,

各种资料说法一致
,

其他人数则有不同的说法
。

如
:

顾问
、

专家等
,

克里洛夫说 1 50 。 余人
,

蔡 维藩

说 1 444 人
,

故本文说约 1 500 人
。

记者
、

大会秘书处职员等
,

克里洛夫说共近 3 500 人
;

蔡维藩区分为大会工作人员

1 05 8 人
,

另《大公报 》说记者 1 8 00 人
,

则两者相加为近 3 0 00 人
,

故本文说约 3 0 00 人
。

三类相加共约 5 0 00 人 (大

公报则说代表共 856 人
,

全部共近 4 0 00 人
,

可 能是另外的分类法 )
。

以上见前引克里洛夫书
,

第 69 页
;

参考文献

仁2〕
,

第 5 8一 5 9 页
;

参考文献 [ 1 5 ]
,

第 3 3 页
。

五大国正式代表
,

美国为 7 人
,

英国为 4 人
,

苏联为 10 人
,

法国为 5 人
。

参见克里洛夫书第 70 页
。

“

参加旧金 山会议代表团的报告
” ,

二档外交部档案
,

全宗号 1 8
,

案卷号 2 9 8 8
。

美 国为 70 人
,

英国为 45 人
,

苏联为 14 人
,

法 国为 49 人
。

见克里洛夫书
,

第 71 页
。

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后 新增人数和总人数
,

见 二档档案 18 一 2 9 8 8
。

美 国
、

法 国代表团有近百人
,

其余国家均在百人以下
。

参见克里洛夫书
,

第 71 页
。

以上中国代表团参与旧金山会议活动的情况
,

见二档档案 18 一 2 988
。

签字仪式原定 26 日上午 9 时开始
,

后 因故推迟 3 小时
。

故一般资料多说是从上午开始签字
。

本文时间依据是 1 9 4 5

注①

④⑤⑥⑦

⑧⑨

L⑧LO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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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出版的《 旧金 山会议实录 } )(下卷 )
,

重庆大公报馆 1 9 4 5 年出版
,

第 n l
、

1 14 页
,

参证顾维钧 1 9 4 5 年 6 月 26 日

下午致蒋介石 电 (参考文献 [ 1 2〕
,

影印件
,

第 79 2 页 ) ;
参考文献〔2〕

,

第 59 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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