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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其间中德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

辛亥革命大大冲击了德国的侵华权益 ,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 ,而辛亥革命

的基本精神又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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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一场大革命。 本文以中德关系为例 ,尝试性地探

讨辛亥革命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一、辛亥革命对德国侵华权益的巨大冲击 ,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

自 19世纪 90年代以来 ,德国通过三国还辽和借口山东教案 ,强取山东胶州湾为租借地 ,以山东为

势力范围 ,利用清政府“新政”之机渗入到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领域 ,清政府已成为维护德

国侵华权益的工具。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 ,矛头直指清王朝 ,德国侵华权益顿时失去保障。德国此时

正忙于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力东顾 ,当务之急便是扑灭革命 ,力保清王朝。为此 ,德国公然宣称:德国

非常愿意扶助清政府 [1 ]
(第 47页 )。

早在武昌起义前夕 ,德国驻汉口领事获悉起义密谋后 ,立即向湖广总督瑞徵告密 ,企图将起义扼杀

在摇篮里。但是革命洪流已无法阻挡 ,武昌起义于 1911年 10月 10日提前爆发了。在革命的炮火中 ,德

国积极保护从武昌逃到汉口德租界的湖广总督瑞徵 ,协助他电奏清廷速派重兵来鄂和向驻汉口各国领

事求援。驻汉口的英、美、法、俄、德 5国领事为此于 10月 10日举行领事团会议 ,德国领事在会上视革命

军为义和团 ,主张向革命军开战。德国当即派海军舰队前往武汉 ,其中“老虎”号、“祖国”号、“水獭”号 3

艘炮舰直接配合清军 ,卷入了对革命军的“热烈战争” [2 ]
(第 231页 )。 同时 ,德国德华银行向清政府提供

100万两白银的贷款
[3 ]

(第 203页 ) ,德国还鼓动消除币制实业借款中的障碍 ,使清政府得以从中提取经费

镇压革命。就在这时 ,日本与俄国尤其是日本乘机将大批军队开进中国 ,意欲混水摸鱼 ,趁火打劫。德国

清楚地意识到 ,列强间新的瓜分争斗必然会危及实力明显不够的德国远东利益。 为了牵制日本与俄国 ,

再加上革命军已宣告不进犯列强在华权益 ,德国积极伙同其他尚在观望中的列强于 10月 18日宣布“局

外中立”。但是 ,德国援助清政府的宗旨并没有改变 ,只不过在手法上由明变暗。 这时 ,清军在汉口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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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庙溃败 ,急需军费 ,德国德华银行立即表示愿意暗中配合。湖广总督瑞徵据此致电清政府: “兵费紧

急 ,请速拨银百万两 ,交德华银行电汇。” [ 3 ]
(第 213页 )此后 ,德国向清军大量供应军火 ,为清军装运军火

和运送部队。 同时 ,汉口德国租界大量掩护清军的客货车进行军需运输和人员掩护 ,租界内仓库里存储

的大量大米专供清军之需 ,还掩护清军向武昌城区开炮。在德国的暗中支持下 ,得势的清军直扑汉阳。在

战火中 ,德国不仅向清军大量供应军需物资 ,而且还派遣德国军官积极协助清军作战 ,帮助清军架桥以

强渡汉水 ,使清军顺利地攻占了汉阳。同年底 ,德国驻奉天领事和德国驻华大使先后请求本国政府援助

尚在清廷统治下的奉天 ,以防止该地滑向革命。由于这一切做得太露骨 ,引起了其他列强的注意 ,尤其是

日本和俄国 ,为此 ,德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解释: 这一切均系德国民间个人所为 ,与德国政府无关
[3 ]

(第 212

页 ) ,以此蒙混过关。从 1911年 10月下旬开始 ,武昌起义在全国大多数省份获得响应。为了遏制革命 ,德

国积极伙同其他列强派兵到已爆发革命或可能爆发革命的地区 ,加强在中国领水和领海的军事警戒 ,对

革命势力进行武力威胁。德国还积极伙同其他列强劫夺各地关税 ,并以偿付“庚子债务”为名控制革命区

域内许多重要税收 ,根本否认革命军政府的借款资格 ,企图对革命政权进行经济制裁。尽管如此 ,革命浪

潮仍势不可挡。

面对熊熊的革命烈火 ,德国寄希望于清政府重用铁腕人物来镇压 ,实力雄厚且对帝国主义友好的袁

世凯便成为德国及其他列强所选中的目标。德国与袁世凯的关系早在天津小站练兵聘任德籍教官时就

开始密切起来 ,袁世凯通过在山东镇压义和团 ,赞同“东南互保” ,后来又曾赞助过未成功的“中美德同

盟”计划 ,自然给德国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因此 ,辛亥革命一爆发 ,德国驻华公使立即支持美国驻华

公使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的倡议 ,认为“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 ,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
[ 2]

(第 208页 )。

在德国及其他列强的敦促下 ,清廷于 11月 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全权代表清政府镇压革命。

德国闻讯欢欣鼓舞 ,其驻华公使立即到清政府外务部“道贺” ,并伙同其他列强电促袁世凯即日到京商讨

对付革命的办法。 鉴于清廷国库空虚 ,德国驻华公使积极鼓动“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 ,并在给

本国首相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不必在乎革命党人对侨民的“暴动”和抵制德货运动 ,“无保留地立即予袁

世凯以金钱协助是应该的” [2 ]
(第 208页 )。由于中国革命势力的强烈反对 ,英国等列强害怕因此危及其侵

华权益 ,致使这一贷款计划搁浅。德国对此十分不满 ,担心“倘使它 (袁世凯政府 )得不到钱 ,它不能镇压

革命 ,欧洲将首先受害”
[2 ]

(第 213页 )。于是 ,德国决定单独行动 ,通过德商瑞记洋行慷慨地贷款资助袁世

凯。然而 ,袁世凯镇压革命的结果是使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到 11月下旬 ,中国大部分省份纷纷脱离清廷

而“独立”。为了阻止革命势力进一步发展 ,德国伙同其他列强极力敦促袁世凯与起义各省议和。1911年

12月 18日 ,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举行。 德国一方面伙同其他列强照会和谈双方 ,声称他们有义务非正

式唤起双方代表的注意 ,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防止目前冲突的协议 ,实则压迫革命党人让步 ;另

一方面 ,德国又替袁世凯打实力牌 ,鼓动驻山东的北洋陆军第 5镇和其他清军尽可利用德国控制的津浦

铁路北段运兵南下 ,以便与驻扎在徐州的张勋残部一同进逼南京 [ 4]
(第 105页 )。 德国驻华公使后来索性

将“中立”幌子放到一边 ,公开声明:赞同内阁总理 (即袁世凯 )所代表的政府和策略。然而 ,革命形势势不

可挡。 1912年元旦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

立 ,享誉海内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 ,袁世凯后院起火 ,滦州兵变 ,秦皇岛不稳。

德国及其他列强迅速出兵 ,借口铁路有遭受破坏的危险 ,分头占领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铁路 ,帮助袁世

凯稳定后方。同时 ,德国又单独行动 ,借口不平等条约中关于胶州湾 100里内中国驻军应与德国“会商办

理”的规定 ,威逼刚刚起义的山东即墨革命势力后退 ,并严禁革命军通过胶州湾附近 100里之地 ,而后暗

中放入清军 ,杀害革命党人 30多名 ,阻止革命向北发展 [ 1]
(第 54页 )。 此外 ,德国积极劝阻英国等其他列

强贷款给南京临时政府 ,还伙同其他列强借口他们劫夺的全部海关税还不足以抵充到期的外债和赔偿 ,

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一再催索 ,企图使经费奇缺的革命势力陷入绝境。 另一方面 ,为了解决袁

世凯经费紧缺的问题 ,德国积极鼓动“四国银行团”将一笔大约 8亿马克的贷款提供给袁世凯政府。由于

慑于革命势力和各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 ,贷款搁浅。 德国对此非常不满 ,德皇威廉二世怒斥英国: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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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道义地抛开清室的好听的借口”
[2 ]

(第 214页 )。 为此 ,德国通过德商瑞记洋行连续两次向清政府贷

款 75万英镑 (合银 730多万两 )以购买精良的德、奥军火 [5 ]
(第 108页 ) ,而德国“细勒细亚”号军舰早已装

运大批军火开往华北 ,随时供清政府备用。

清朝垮台后 ,德国及其他列强转而扶植势力强大的袁世凯。 1912年 2月 15日 ,袁世凯利用革命党

人的软弱 ,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德国与其他列强立即改变原来对临时政府的

敌视态度 ,纷纷向袁世凯道贺。 应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要求 ,德国积极赞助“四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洽

商。银行团决定垫款 700万两白银 [2 ]
(第 217页 ) ,德商瑞记洋行还另外提供 45万英镑 [ 6]

(第 35页 ) ,以应袁

世凯急需和解散革命军队。然而 ,南方革命势力并没有完全屈服 ,孙中山坚持袁世凯必须来南京任职。这

时 ,袁世凯部队在北京、天津与保定间发动兵变 ,反对袁世凯南下。 南京临时政府立即决定从汉口、浦口

和烟台调兵北上平乱 ,但遭袁世凯的断然拒绝。 德国闻讯 ,立即伙同其他列强出兵北京和天津 ,决定“以

强有力的外国军队在通衢大道上担任巡逻” ,“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7 ]
(第 494页 ) ,借以向

革命势力施压。同时 ,德国伙同其他列强照会袁世凯 ,将 1911年暂允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周围 20华里的

变通办法作废 ,“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 [7 ]
(第 502页 ) ,实质是用武力阻止南

方革命军队北上。为了稳住阵脚和增强实力 ,袁世凯向“四国银行团”请求提供一笔垫款。德国驻华公使

积极赞助 ,主张: “迅速给袁世凯款项 ,俾他发放兵饷以防再有兵变及扰动事项是迫切的。”
[ 2]

(第 216页 )

德国的倡议获得有关列强的支持 ,“四国银行团”遂于 3月 9日向袁世凯垫款 110万两白银
[1 ]

(第 62页 ) ,

从而稳住了袁世凯的后方。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压力下 ,南方革命势力在内外交困中屈服 ,袁世凯

于 3月 10日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临时政府也随之北迁北京。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后 ,为报答帝国主义的支持 ,要求国人对于列强 ,尤须讲信修睦。鉴于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危机仍很严峻 ,

德国参加的“四国银行团”于 3月中旬决定分期向袁世凯政府提供 1 300万两白银的垫款 ,总数为 6 000

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也将尽快启动。在商洽“善后大借款”的过程中 ,银行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包括

监督原则在内的严苛条件 ,意在控制中国财政 ,被袁世凯政府严拒。德国担心此举不利于稳定袁世凯政

府而有害于自己的既得利益 ,于 5月上旬由德华银行出面表示: “必须给中国政府充分的垫款以支付军

饷” ,认为此事比“四国银行团”规定的监督原则“还要重要”
[ 2]

(第 296页 )。在德国的积极策动下 ,“四国银

行团”总共垫款 5次 ,共计白银 1 210万两 ,其中 650万两用于遣散南方革命军队 ,余数充作袁世凯政府

的军政费用 [5 ]
(第 108页 )。然而 ,这种临时性的垫款只能是杯水车薪。 1912年 7- 9月 ,由于“善后大借

款”的谈判仍无转机 ,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德国除积极清除大借款的障碍和主张放

宽贷款条件外 ,德商曾利用各种名目向袁世凯政府紧急提供了 300万两白银又 800万马克的贷款 [1 ] (第

99页 )。 1913年 3月 ,德商瑞记洋行第三次向袁世凯政府贷款 30万英镑 ,德商捷成洋行也向袁世凯政府

陆军部贷款京公砝银 20多万两 ;同年 4月 10日 ,由德商瑞记洋行经手 ,奥国第一次向袁世凯政府贷款

120万英镑 [5 ]
(第 118页 )。这些贷款虽然能给袁世凯政府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恰

在此时 ,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 ,南方革命党人决心武力反袁。德国利用其他列强共同敌视革命的因素 ,

因势利导 ,促成“善后大借款”合同于 1913年 4月 26日成功签订 ,贷款总数达 2 500万英镑 [2 ] (第 377

页 )。袁世凯以出让中国财政控制权为代价 ,用借得的这笔巨款向德国及其他列强购买新式武器 ,借以加

强他的亲信部队和解散或改编南方革命军队 ,并于 5月中旬完成了监制南方革命军队的军事部署。德国

伙同其他列强密切配合 ,出动海军分布长江中下游一线 ,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武力威胁。同时 ,应袁世凯

之约 ,德国克虏伯炮厂准备在 3个月内提供大批野炮、快枪 ,加强袁世凯的武装力量。反袁的“二次革

命”爆发后 ,德国及其他列强虽然均宣称“不介入” ,却已无法协调一致地发布“中立”声明了。德国外交大

臣甚至公然宣称: “德国因它的重大经济利益 ,不得不要求立即扑灭 (二次 )革命。” [2 ]
(第 270页 )为此 ,德

国在向袁世凯供应大量军火和经费的同时 ,还派遣军官直接参加段芝贵率领的北洋军进攻江西 [2 ] (第

270页 )。 在德国及其他列强的扶助下 ,袁世凯的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 ,毫无准备的革命势力很快被他打

得七零八落。 “二次革命”失败后 ,德国及其他列强一方面在经济上大量援助袁世凯 ,借以巩固他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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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另一方面借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之机希望袁世凯正式确认他们的侵华利益。德国一开始是追随其他

列强共同行动的 ,但它很快发现 ,日、俄、英正乘机向中国政府敲诈勒索 ,这是德国所不容的 ,况且此种争

端易引发列强间在华新的争斗 ,不利于保护德国的既得利益。 因此 ,德国迅速改变立场 ,申明:中华民国

正式总统一经选举产生 ,德国立即承认中华民国
[2 ]

(第 277页 )。然而 ,袁世凯抵挡不住日、俄、英三国侵略

势力 ,表示严格遵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列强新近获得的侵华权益。 由于侵华现状得以维持 ,出

于共同扶植袁世凯的目的 ,德国与其他列强在袁世凯于 10月 6日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次

日向袁世凯政府外交部递交了文字措词相同的承认国书 ,德国外交部就选举结果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表示热烈祝贺
[2 ]

(第 385页 )。当然 ,对于德国的帮助 ,袁世凯是非常感激的。 德国为此欢欣鼓舞 ,并自信

“最近之将来可能特别适宜于保证德国愿望从中国政府得到一个顺利的接受” [2 ]
(第 271页 )。

德国要保障其既得的侵华权益 ,还须维持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现状 ,避免因新的纷争而危及德

国无力东顾的既得侵华权益。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 ,日本试图利用西方列强正在准备世界大战而无

力东顾之机欲大举独吞中国。为此 ,德国的对策是: 利用其他列强也不愿意日本独吞中国而不利于其自

身利益的动机 ,巧妙地联合其他列强制止日本的单独侵华行动。辛亥革命刚爆发时 ,德国是直接干涉的 ,

后来看到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开进中国 ,德国立即警觉地联合其他列强打出“中立”幌子 ,并利用英国向日

本施加影响和压力 ,阻止了日本单独干涉的企图。在南北议和期间 ,日本以“换防”为名 ,派遣 500名士兵

前往汉口 ,同时不怀好意地资助南北双方 ,企图在中国内战中混水摸鱼。德国为此与美国紧急磋商 ,确定

了各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 ,迫使日本放弃武力干涉中国的计划 [ 2] (第 102页 )。 1912年 1月 ,日、俄

两国秘密协定:由日本出兵中国东北 ,以防止满洲地区卷入到长城以南的混乱。德国闻讯立即联合英国

重申不干涉政策 ,但是日本决心很大 ,借口“革命党在满洲的骚扰”非常严重 ,向日本军队发出了准备随

时出动的命令。德国急了 ,立即宣布将采取军事措施保在华德侨 ,以示对抗。同时考虑到自身力量有限 ,

德国再次与美国紧急磋商 ,德国代理外相还直接警告日本: “难以同意日本国此时对中国采取单独行

动。”
[8 ]

(第 372页 )美国从一贯推行“门户开放”的宗旨出发 ,于 1912年 2月 8日将美国给德国的复函同时

在华盛顿和柏林发表 ,并分别送达英、法、俄、荷、奥匈等国政府 ,重申不干涉中国的原则 ,得到各国政府

的一致赞同 ,被完全孤立的日本只得被迫同意。 1913年 9月 ,发生了张勋杀害日本人所引起的南京事

件 ,正愁无缝可钻的日本立即借此提出种种勒索和要求 ,杀气腾腾地准备动用武力。德国立即联合英国

牵制日本 ,加上袁世凯已答应了日本的要求 ,日本武力干涉的企图才没有得逞。正是由于德国利用了协

约国之间的矛盾和美日之间的矛盾 ,才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间彼此相互制约的局面 ,从而避免了新的瓜

分中国狂潮的出现 ,确保了德国的既得权益。

可以说 ,辛亥革命对中德关系的直接影响就是对德国既得侵华权益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因而 ,德国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基本策略是: 竭力维护德国既得的侵华权益。为此 ,德国积极扶助清政府和袁世

凯势力来维护其既得的侵华权益 ,竭力镇压革命 ;同时 ,成功地阻止了日、俄两国尤其是日本的单独侵华

行动 ,避免了新的瓜分中国的狂潮 ,德国的既得利益也因此避免了灾难性的冲击。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冲

垮德国既得的侵华权益 ,却迫使因准备世界大战而无力东顾的德国转而采取睦华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

的 ,在中国政府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统一与稳定。正因为如此 ,中德关系在整个辛

亥革命的过程中呈现出稳定与互利的态势。

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 ,但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种西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现在外交

上 ,就是要学会并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外交手段与国际惯例为国家利益服务 ,其核心是重契约 (如条约、

协定等 ) ,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这种体现既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需要 ,也是当时中国统治者维护其自身

利益的需要 ,因而是大势所趋。因此 ,中华民国成立时 ,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演说中承认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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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平等条约 ,继任的袁世凯也做了类似的承诺 ,并通令各地讲究约章 ,切实遵守。 当然 ,由于当时形

势所逼 ,这种近代化的外交带有浓厚的屈辱色彩 ,其作用在于避免帝国主义新的瓜分狂潮。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 ,中德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朝着稳定与互利的方向发展。袁

世凯当时非常钦佩德皇威廉二世称霸全欧的强权政治与德国著名宰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常说中国要

在东亚图强必学德国与模仿德国及获得成功的日本。因此 ,袁世凯聘请大批德国人来华工作 ,帮助国内

各方面的建设 ,特别是在军事近代化方面 ,袁世凯完全采用了德国的军事教育方式。德国乘机渗透到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 ,特别在经济领域 , 积极参与对华的铁路借款和盐务借款 ,进一步扩

大在中国的势力。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继续显示出稳定与互利的特点 ,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风波。当时中

国财政全靠外债维持 ,为此向包括德国在内的“五国银行团”申请一笔 2 500万英镑的新借款 ,建议由银

行团选择抵押品。 银行团拟准备把未付诸实施的 1911年币制实业借款扩大为第二期善后借款 ,该款原

定以满洲税收作为担保。视满洲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俄闻讯反对 ,银行团立场动摇。 但中国政府不能

容忍这种霸道的侵略行径 ,坚持以满洲税收作担保 ,并拒绝日、俄两国银行代表参与贷款谈判
[ 2]

(第 387

页 )。由于银行团内部的争夺而使贷款交涉陷于停顿 ,中国政府决定将借款总额由 2 500万英镑减为 1

500万英镑 ,便于早日获得现款。开始与中国保持相同立场的德国这时闻讯反对中国 ,理由是借款总额

的减少将意味着短期债务的再次缓偿 ,而德国的短期对华贷款比较多 ,因此警告中国当局: 此举会“损害

中国的信用” [2 ]
(第 393页 )。 经过再三权衡 ,中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大借款不易实现 ,尤其是缔结币制实业

借款有可能完全陷于依靠对华侵略野心最大的日本。从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需要出发 ,中国政府不仅

没有听从德国的劝告 ,反而将借款再减到 800万英镑 ,并剔除币制实业借款。借款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体

现了中国外交在中德关系中的主动性 ,敢于运用西方外交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中德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波折 ,而中国外交在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外交手

段来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显得更加主动和成熟。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错综复杂的斗争极易把中国拖入战

火 ,中国政府于 1914年 8月 6日果断地宣布中立。德国立即赞成 ,因为这符合德国维持东亚现状的愿

望。野心勃勃的日本却要打破现状 ,倒向协约国 ,于 1914年 8月 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德国将

胶州湾无条件地交付日本 ,企图以此为基础独霸中国。德国自知无力抵抗日本 ,连忙向中国政府表示可

以立即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 日本却蛮横地阻止中国与德国会谈 ,于 9月 2日进攻山东德军 ,并公然

将胶济铁路完全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中国政府对日本霸道的侵略行径非常愤慨 ,多次抗议。为此 ,

中国政府一方面请求美国会同英国设法阻止日军扩大行军区域 ,另一方面与驻华日使会商 ,要求按国际

法规定的交战兵舰在中立地区内应由中立国解除武装的惯例 ,胶济铁路应由中国接管。这也符合德国的

利益 ,德国立即同意将胶济铁路交给中国接管 ,等候战后解决 [9 ] (第 67页 )。然而 ,日本一概拒绝答复。中

国政府在抗议之余 ,只好让山东地方当局同日本侵略军签订维持地方治安的地方性条款 ,以防侵据胶济

线的日军越出范围 ,但声明这并不是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占领。在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过程中 ,中德关

系中稳定与互利的特点由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的中立只能是暂时的 ,各交战国在中国的明争暗斗必然会把中国拖入战火。 1915年秋冬之际 ,

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均在拉拢中国加入战火。由于日本与协约国在远东的势力

远远超过德国 ,袁世凯拟倾向协约国集团 ,想藉此取得英、法、俄等国对其帝制活动的支持 ,还可取得协

约国在财政、军事上的资助 ,并乘参战之机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 ,遏制日本的侵华势力。 于是 ,袁

世凯政府提出:由协约国立即借给中国 200万英镑 ,作为参战的交换条件
[1 ]

(第 216页 )。德国当然不愿看

到这种局面 ,极力争取中国 ,甚至在袁世凯帝制活动于国内外不受欢迎的情况下 ,德、奥两国公使敢于前

往袁世凯政府祝贺 ,并要求晋见袁世凯。但袁世凯从有利国家的利益出发 ,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 ,借故拒

绝 [1 ]
(第 182页 )。 1917年 2月 ,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争政策。美国借此对德国宣战 ,并积极拉

拢中国入伙 ,保证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 此时袁世凯已去世 ,掌管中国政府实权的

段祺瑞政府继续袁世凯的外交政策 ,就德国的新政策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 [ 9] (第 76页 )。为了阻止中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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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协约国 ,德国驻华公使四处奔走 ,甚至采取“银弹攻势”即贿赂中国政府要人 ,但无济于事。段祺瑞于 2

月 28日向协约国驻华公使提出了中国参战的三条希望条款: 1. 逐步提高中国的关税至值百抽七点五 ;

2. 废止《辛丑和约》及附属文件中有碍中国防范德国行动的有关军事部分的条款 ; 3. 延缓 10年偿付庚

子赔款 ,并不另加利息。在这些条款的基础上 ,中国政府答应给协约国提供原料和劳工 [9 ] (第 89页 )。由此

可见 ,中国参战的目的只是在于收回国家的部分主权。协约国原则上同意中国的条件 ,但希望中国先行

对德宣战。 1917年 3月初 ,一艘载有 500名华工的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没。段祺瑞趁机于 3月 14日

宣布与德国绝交 ,先后收回了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 ,解除在华境内的德国武装 ,没收德国在华的侵略

财产 ,基本废除德国的领事裁判权 ,但是保护在华境内的普通德国民众 ,也尊重德国皇族的称呼 [2 ]
(第 57

页 )。德国很不甘心自己的既得侵华权益的丧失 ,秘密资助张勋复辟帝制 ,以期“开复中某 (指德国 )国

交”
[4 ]

(第 74页 )。然而 ,张勋的复辟如同昙花一现 ,段祺瑞迅速从天津率军进入北京 ,打败张勋 ,重掌中国

政府实权。 1917年 8月 14日 ,中国政府正式向德、奥宣战 ,在废除德国在华侵略权益的基础上 ,废除了

奥匈帝国在华的一切侵略权益 ,但是对中国境内的德奥民众仍持保护态度 [ 1]
(第 219、 277页 )。这一行动成

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声。

中国是被动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中的。但中国政府变被动为主动 ,运用谈判、协商、绝交与宣

战等西方资本主义的外交手段与国际惯例 ,废除了中国与德、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取消了它们的种

种侵华权益 ,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日本的侵略扩张 ,不费一枪一弹地维护了本国的根本利益。德国虽然

不甘心 ,却不得不因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失去了它在本国以外的一切殖民利益。 同时 ,德

国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仅仅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 ,而且中国政府对德国民众是宽容的 ,中德间的商务活动

并未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止。 后来迫于协约国的压力 ,于 1918年 5月 17日颁布了一项禁止与敌通商条

例 ,但亦未严格执行。直到战后 ,由于美、英施加压力 , 2 000多名德国人才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1 ]
(第 229

页 )。中国政府对中德关系的处理是公正的和明智的 ,中国只是要求平等。因此 ,德国仍然对中国有好感 ,

中德关系的基础仍然很牢固。这是中国政府灵活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外交手段与国际惯例的必然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 ,中国也以战胜国资格参加。 在

巴黎和会上 ,帝国主义列强在承诺归还德国种种侵华权益的同时 ,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

本。 消息传来 ,神州共怒 ,中国人民纷起抗争。 在此背景下 ,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 (即《对德和

约》 )上签字。德国也不甘心将其在山东的权益交付给日本。由于共同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的原因 ,中

德两国开始了恢复两国邦交的行动。 1919年 9月 ,中国大总统正式宣布对德恢复和平 ,但是声明:自中

国宣战后 ,中国政府对德奥两国人民所订各项章程 ,非有废止或修改明文 ,仍应继续有效。这表明中国政

府对收回被夺去的侵略权益的公正立场。此时的德国正欲在夹缝里求生存 ,急于与资源丰富的中国合作

以振兴本国惨遭毁灭的经济。因此 ,新成立的德国共和政府对于《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的条款除山东

3条外 ,不论中国签字与否 ,一律遵照执行。 于是 ,中德两国关系在互利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1920年 7月 ,以德国公使冯· 博尔希为团长的德国代表团来到中国 ,要求恢复中德之间的通商 ,重建两

国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同时提出非正式声明与正式声明书 ,放弃德国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中国政

府对此积极响应 ,两国频繁地磋商 ,于 1921年 5月 20日在德国声明文书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德协约》。

协约规定: 1. 恢复中德两国邦交 ,建立尊重主权与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 ; 2. 废除德国在华的其他一切侵

华权益 ,废除德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偿还中国在各处收容德国军人的费用 ,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 ,保

全了中国日后索回山东主权的权利 ; 3. 以本协约及德国声明文书作为将来中德间协约的根据
[10 ]

(第 10

页 )。 《中德协约》签订后 ,又经照会往返说明 ,中德关系至此完全恢复正常。 此后 ,战时的禁锢被完全打

破 ,中德间以平等互惠的原则发展着双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

1921年的《中德协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这个协约中 ,中德双方的地位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 ,

协约内容互惠互利 ,从实际作用来看 ,完全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是近代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一个

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平等互利的条约 ,开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外交的新纪元。不仅如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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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协约》还废除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保全了中国日后向日本收回山东主权的权利 ,成为日后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声。当时的《东方杂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很有影响地评述说: 《中德协约》的签订“使

吾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 ,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气者 ,惟此一事而已” ,“故吾于新约之签字 ,

对中德关系之将来 ,抱无限之乐观也”
[11 ]

(第 99- 100页 )。这一成果的取得 ,固然是德国战败后无力维持

不平等条约的结果 ,但也反映了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用在辛亥革命烈火中确立

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现在中国外交上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 ,中国政府在中德关系的发展中始终

占据主动权 ,因而辛亥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的根本因素。

总之 ,辛亥革命严重地冲击了德国既得的侵华权益 ,在客观上促使中德关系走向稳定与互利 ,而辛

亥革命的基本精神促使中德关系最终走向平等。这是辛亥革命在外交领域中的一大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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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911 Relation in China had promo ted the process in the moderniza tion of Chinese dip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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