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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　論

緒  論

對我來說，火線是一處神秘的漩渦，雖然我還是

在離漩渦心很遠很遠的靜水裡，卻感到旋轉的急

勁緩緩然，擋不住、逃不掉地把我往裡面吸下去。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1

一、風起雲布的中日關係
近代中日關係發展的特色，可謂是一部戰爭與外交

交織的歷史。在歷史巨輪轉動過程中，每一段期間交織

的核心問題各有不同，中日兩國即是針對各時期核心問

題展開外交與戰爭的交鋒。「在與日本的關係中，中國

也試圖實現大體一致的目標和政策。但對付西方帝國主

義卓有成效的手段――執著、合法度、經濟抵制――在

中日關係上最多只能說未起作用，最糟的說適得其反。

而中日關係則從外交爭端走到公開軍事對抗，最終進入

野蠻。」2

探尋 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期間中日之間交織的問題，在爬梳相關文獻與檔案

後可以發現中日關係的演變受到防共問題影響，並且成

1   雷馬克（Erich M. Remarque）著，黃文範譯，《西線無戰事》（臺
北：桂冠圖書，1994年），頁 44。

2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
係〉，《二十一世紀》，1997年 12月號（1997年 12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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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國外交爭執與戰爭衝突的框架所在。本書將嘗試從

中日之間交織的防共議題視角，考察此段期間兩國關係

的變遷，理解此問題在兩國戰爭與外交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對兩國當局外交政策的影響。

該段期間中日兩國戰爭與外交的歷史糾結，起

源於 1920年代東亞國際局勢，即所謂華盛頓體系

（Washington System）的背景下而逐步演變形成。此體

系緣自美國在 1921年 11月至 1922年 2月間邀集英、

法、義、日、荷、葡、比、中等國召開華盛頓會議，解

決巴黎和會沒有解決以及新出現的遠東問題。會議期間

與會國家簽訂「四國條約」、「五國海軍條約」與「九

國公約」，以追求太平洋海軍的軍備限制體系與東亞相

對安定的政治協調體系為中心，建構成為日後學者入江

昭指稱的華盛頓體系，3 確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在

東亞與太平洋的國際關係。4 之後雖然學界對於此觀點

有不同的討論與批評，但基本上此體系仍是解釋 1920

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一個架構。5 其中「九國公約」是

該體系的骨幹，6 而各主要國家曾於 1937年 11月在比

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員國會議，商議處

3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 
193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 劉笑盈，《眺望珍珠港》（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
頁50-8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辞典編纂委員会編，《新版
日本外交史辞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頁1098-1102。

5 川島真著，廖敏淑譯，〈再論華盛頓會議體制〉，收入金光耀、王
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年），頁81。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收入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頁 63。

6 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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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緒　論

理中日戰爭問題，說明華盛頓體系在 1930 年代仍在

運作。

入江昭認為華盛頓體系「暗指一種思想狀態，它表

達了列強相互合作、維護地區穩定、協助中國逐步轉型

為現代國家的意願」，「所象徵的理念，是有利於地區

穩定的多國磋商與合作」。7 然而，「九國公約」為主

體的華盛頓體系阻礙日本向中國大陸擴張勢力，而且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造成經濟與社會的不安定，加

上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與蘇聯共產主義的出現，影響及

威脅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促成欲改變現狀的日本少

壯陸軍策動九一八事變，企圖獨占在滿洲的權益。日本

內閣接受事變後關東軍在滿洲策動與發展的既成事實，

並以作為今後外交政策的前提條件， 8因此齋藤實內閣

於 1932年 8月 27日閣議制定「由國際關係所見之時局

處理方針案」，決定日本的國際關係以九一八事變為契

機，將採取自主外交，獨立經營滿蒙。9

1933年 9月，廣田弘毅（1878-1948）接任外相並

提出協調外交的口號，但實際上日本方面自九一八事

變以來即採取競爭路線而不斷地衝撞華盛頓體系的約

束。10 不過，入江昭認為日本內閣並非在事變後即完全

7 入江昭著，李响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 3。  

8 緒方貞子，《満州事変――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岩波書店，
2011年），頁 2、6。

9 「国際関係より見たる時局処理方針案」（1932年 8月 27日），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
1978年），頁 206。

10 熊沛彪，《日本外交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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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該體系，而是期望通過修正的華盛頓體系重建國際

合作機制。直至 1936年 8月，廣田弘毅內閣制定「國

策基準」與「帝國外交方針」，決定追求日本在東亞的

地位、抵抗蘇聯與向南洋擴張等三項目標，才暗示將

拋棄華盛頓體系，企圖在亞太地區建立日本的優勢地

位。11 在此過程中，新崛起的陸軍少壯派自九一八事變

期間逐步參與及掌控日本的外交決策，而且軍部的主張

逐漸地納入日本國策，12 結果日本對外政策方面呈現出

上述三項目標的訴求，並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清楚

地對各列國表明華盛頓體系已經失效，13 並欲建立日本

在東亞的優勢地位。此種優勢地位立基於日本陸軍推動

防共國防措施並輔以日本內閣展開的防共外交，實可視

為東亞防共體系。此後日本陷入中日戰爭的泥淖，不得

不在其所追求目標之下漸次地調整對外政策與戰略，最

後展開南進而爆發太平洋戰爭，擴大戰場與規模。

日本陸軍少壯派欲打破美國主導的華盛頓體系而採

取競爭的自主外交路線，必須具備與美國抗衡的武力與

國力。而戰爭性質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已經截然

不同，戰爭型態成為必須具備國家全部力量的總體戰

（total war）形式，資源貧乏的日本難以自力建構國家

頁 35-37。
11 入江昭著，李响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頁 28、44。

12 緒方貞子，《満州事変――政策の形成過程》，頁 6。
13 「九国条約国会議不参加に関する帝国政府の声明」（1937年 10
月27日），〈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12巻，《戦前期外務省記録》，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Ref. B0203053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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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緒　論

總動員體制所需的軍需工業。在此情況下，滿洲被日本

陸軍少壯派視為國防資源來源地並成為其構想推動總體

戰的一環。不過，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與蘇聯勢力東進衝

擊日本在滿洲的權益，同時蘇聯企圖推動世界共產革命

的陰謀，直接威脅日本國內的天皇體制與國家安全，也

讓陸軍少壯派萌生覬覦獨占滿洲以防範蘇聯的野心。在

上述各種因素夾雜之中，蘇聯於 1928年推動第一次五

年計畫，逐步強化遠東蘇境軍備，更加引起日本陸軍方

面對蘇聯的強烈警戒心。14 此種當面威脅的危局，促使

陸軍少壯派決定日軍的備戰將以對蘇作戰為主體，15 是

以學者梁敬錞認為九一八「事變陰謀之發端，殆始於關

東軍幕僚情報處之對蘇作戰研究」。16

就日本外交方面而言，蘇聯對於日本的威脅並非是

九一八事變前後才產生，早在明治初期雙方因為庫頁島

問題，日本即針對蘇聯的前身俄羅斯而宣傳俄羅斯威脅

論。1917年俄羅斯共產革命後，俄羅斯威脅論變成蘇

聯的威脅，同時加上世界共產革命的意識形態威脅，使

得蘇聯威脅論夾雜軍事與共產主義的涵意。此項俄羅斯

或蘇聯威脅可謂是橫貫日本外交史上決定外交政策的主

要因素之一，深刻影響日本外交的走向與目的。17

14 松下芳男，《日本国防の悲劇》（東京：芙蓉書房，1976年），
頁 23-24。

15 川田稔，《戦前日本の安全保障》（東京：講談社，2013年），
頁 216。

16 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臺北：世界書局，1995年，5版），
頁 39。

17 関静雄，《日本外交の基軸と展開》（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1990年），頁 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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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從日本外交史視角觀之，防俄與防蘇（包含防

共）的概念應分別置於明治時期（1868-1912）與大正

時期（1912-1926）的脈絡展開。不過，就中日關係史

的變遷而言，日本對外政策因為蘇聯威脅因素推展防共

措施而對中日關係產生鉅變則為 1930年代，一般多從

1935年岡田啟介內閣制定廣田三原則前後開始論述，

然此項著眼點仍是侷限於外交場域為主。若是同時考量

外交與軍事的因素，即包含日本軍部置喙對華政策與在

華日軍干涉中國問題所造成的影響，以及諸項日方作為

牽動中國的對外政策等因素，防共問題糾纏中日關係的

發展，實肇端於日本陸軍少派壯以對蘇作戰為目標所策

動的九一八事變，背景則為日本欲打破華盛頓體系以建

立東亞優勢地位的企圖。故而本書將防共問題聚焦於中

日關係史變遷的文脈下，擬從 1931年 9月九一八事變

嚴重影響中日關係展開論述，至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

而中日關係的局面為之一變而結束。

二、變幻無常的防共概念
防共所指涉的對象，包含共產主義、共產國際、蘇

聯與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等不同概念。學者酒

井哲哉指出，日本的對華政策採取在東亞防止共產主義

滲透的觀點，同一時間也在歐洲訴求共同的反蘇情感，

將反共概念作為媒介以有利展開對各國的關係。18 有關

18 酒井哲哉，〈防共概念の導入と日ソ関係の変容〉，《北大法学論
集》，第 40 巻第 5、6合併号下巻（1990年 9月），頁 114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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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華訴求的廣田三原則之共同防共內容，係指「來

自外蒙等之赤化勢力之威脅」的語意籠統詞句，19 防共

概念可視為是前述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的看法。不過，外

務省於 1935年 6月召開「對支政策討論會」研擬三原

則之際，外務次官重光葵（1887-1957）認為陸軍方面

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是立基於對蘇備戰，20 故而容納陸

軍的期望而擬具共同防共的草案。因此日本對華政策所

訴求的防共，在廣義上應可認為包含共產主義與蘇聯。

此外，本書後續將會說明，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軍在

肅清占領區治安的作戰，防共對象卻又逐漸地形成以中

共為對象的治安作戰。至於日本在歐洲訴求反蘇情感

部分，日本與德國在 1936年 11月簽訂「防共協定」

（Antikominternpakt，簡稱德日「防共協定」），協定

的秘密附屬議定書是以蘇聯為對象的防衛性政治條約，

但公開文件則載明共同合作防衛共產國際的威脅，21 說

明日本對德國推動防共外交的對象則為共產國際與蘇

聯。可知，日本在國際關係場域以防共為訴求，但防共

概念卻隨著對外關係與情況而變化。

中國方面自 1927年 4月中國國民黨清黨以來，國

19 「対支政策ニ関スル件」（1935年 10月 4日），〈帝国ノ対支
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 4 巻，《戦前期外務省記録》，JACAR 
Ref. B02030150900。

20 太田一郎記，「対支政策討議会討議要録」（1935年 6月 29日），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一部第四巻（上）
（東京：外務省，2006年），頁 46。

21 「共産『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に対する日独協定」（1936 年 11
月 25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
京：原書房，1978年），頁 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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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面對中國共產黨武裝動亂的問題，係採取軍事

圍剿方式，於 1930 年 12月至 1934年期間進行五次剿

共。雖然中共問題背後有著國際因素，即共產國際和蘇

聯在幕後的秘密指導和扶助，但中國方面的防共主要對

象基本上為中共。當日本政府於 1935年 10月正式向駐

日大使蔣作賓（1884-1942）透露以廣田三原則改善兩

國關係，其中共同防共原則的內容雖未言明針對蘇聯，

但中國方面對於日本劍指蘇聯的企圖已是瞭然於心。外

交部訓令蔣作賓針對中共問題，說明經過數年來剿除，

「赤禍已不足為慮」；對於以蘇聯為目標的共同防共問

題，則表明中國並不拒絕與日本商議此事，惟應以尊重

中國主權獨立為意旨的中國三原則為前提，22 但中國的

答覆內容未被日本接受。

由於日本的防共概念變幻不定，以及中國明示防共

對象基本上為中共且自力剿共的態度，使得中日關係的

防共問題有著被視為假議題的印象。例如：1936年 3

月，「支那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1882-1948）與冀

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1885-1940）簽訂華北「防

共協定」，一般認為是日本以中共由陝北東渡入晉為藉

口，以達其侵略冀察目的。23 此外，日本自盧溝橋事變

至二戰結束期間的戰爭主要對手國為中國與美國，日蘇

22 「蔣大使對廣田外相傳達中國政府之回答」（1935年 10月 20
日），〈革命文獻—華北局勢與對日交涉（二）〉，《蔣檔》：
002-020200-00026-038。

23 陳世松主編，《宋哲元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頁
243；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7年），頁 138-139；常凱，〈「華北防共協定」考〉，《歷
史教學》，1985年第 11期（1985年 11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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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緒　論

戰爭僅於日本投降前一刻蘇聯投機性地對日宣戰，方於

中國東北地區與千島群島有過數日戰鬥。日本對中美兩

國的戰事、日蘇簽訂中立條約、戰爭後期日本對蘇外

交，以及戰爭結束前夕嘗試透過蘇聯仲介和平等事，因

為日本防共概念的一再轉換，完全模糊化日本推動防共

國防的目的，增加防共議題在中日關係史上的複雜性而

難以捉摸。

此外，在日本對中國提出廣田三原則前夕，蔣介

石（1887-1975）透過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

（1880-1967）於 1935年 7月 4日向蘇聯駐華全權代表

鮑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 1890-1938）提議締結

互助條約。24 10月18日，蔣介石約晤鮑格莫洛夫並直

言詢問：「蘇聯政府是否願意同中國簽定一個多少能保

證遠東和平的協定。」25 中國在九一八事變後與蘇聯復

交，並展開簽訂條約談判，雖無成果，但蔣介石所以積

極對蘇交涉實與廣田三原則有關。26 另一方面，蘇聯自

1925年與日本建交後多次對日本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

約屢被拒絕，後改採出售中東鐵路方式試圖緩和日蘇關

係。而日本方面則是密切關注中蘇復交之交涉進展與訂

約內容，積極偵查各種訊息。此期間中日兩國各自展開

24 「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電報」（1935年 7月 4日），
李玉貞譯，〈《中蘇外交文件》選譯（上）〉，章伯鋒主編，《近
代史資料》，總 79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頁 218-219。

25 「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電報」（1934年 10月 19日），
李玉貞譯，〈《中蘇外交文件》選譯（上）〉，頁 219-221。

26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
30 版），頁 69。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0 合作或衝突──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關係（1931-1945）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Anti-Comintern Issu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31-1945

以蘇聯為目標的外交交涉，期間甚至出現德日締結「防

共協定」插曲，中日蘇三國在國際外交場域上，以防共

問題為重心展開縱橫捭闔戲碼。隨著盧溝橋事變引發成

為中日全面戰爭，日本的策略從有意藉由調停中止戰

事，到尋求與「新興支那政權」合作，成立附日政權共

同防共，再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促成蘇聯中立，以及

戰末探尋蘇聯協助媾和等，其行徑猶如前所述，結果徹

底模糊其防共國防的目的。

故而此為本書要將防共議題置於戰爭與外交場域檢

討的重要原因，嘗試透過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對外關

係及其長期戰爭的面向上，逐一爬梳防共概念的轉變，

釐清防共議題對於各階段關鍵歷史發揮的影響性，不受

限於議題的真假概念，重新加以檢視，才能清楚地檢視

此一時期中日關係的面貌。

三、相關研究成果與觀點
防共問題是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因素之一，而且是

一個眾所周知卻概念模糊、不容忽視但未曾深刻分析的

重要議題，故而甚少有系統且全面性的研究成果，相關

著作並未仔細且縱觀地分析此項因素對中日關係在各

階段發展與轉折的影響，但部分期刊文章與專著章節仍

有以防共視角論述此段歷史的研究成果值得參考。例如

學者黃自進〈蔣介石的對日戰略：以反共為結盟訴求的

探討（1933年-1935年）〉一文，探討蔣介石「以在華

北建立親日反共政權為號召，爭取日本政府以及關東軍

的認同，藉此得以接收戰區及順利完成關內外的通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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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緒　論

通郵之談判過程」，同時以反共結盟為訴求，「成功瓦

解關東軍主導的華北自治運動」。27 此外，波多野澄雄

〈國共對立與日本：戰爭末期有關「容共」政策的糾

葛〉一文，以外相重光葵支持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與中

共延安政權交涉的看法，探討重光葵推動「容共」政策

以謀打開日蘇關係的外交特質。28

然而，黃自進文章以蔣介石為主體論述中日關係，

但在防共問題上卻未能同時觸及對蘇外交構想，忽略蔣

介石多線外交思考習慣，僅有平面鋪敘對日戰略而欠

缺立體史實；波多野澄雄文章單純探討重光葵於 1944

年推動「容共」政策的過程與內容，並未說明重光於

1944年 4月就任外相以來即展開積極的對蘇外交，以

促成德蘇媾和與推動重慶工作的背景，使得此項政策的

出現有著唐突之感，且難以理解戰爭末期日本對蘇外交

的全貌。

至於其他與防共議題有關的研究成果，約略可歸納

為以下幾個觀點：第一種觀點是以「防共外交」解釋日

本對華政策與中日戰爭的歷史性質，以酒井哲哉《大正

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內政と外交》、大畑篤四郎
〈日独防共協定．同強化問題〉與家永三郎的著作《太
平洋戦争》敘述最為詳實。

27 黃自進，〈蔣介石的對日戰略：以反共為結盟訴求的探討（1933年
-1935年）〉，收入黃自進主編，《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新北：
稻鄉出版社，2016年），頁 113-165。

28 波多野澄雄，〈國共對立與日本：戰爭末期有關「容共」政策的
糾葛〉，收入黃自進主編，《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頁 21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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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哲哉的專著內容分成兩部，第一部從日本外交

危機與內政的關係，分析大正民主政治體制的崩壞；第

二部探討華盛頓體制下日本對外政策的蘇聯因素，並特

別論述對滿政策的蘇聯因素，以及滿洲事變對於日蘇

關係的影響，並據以論述「防共的國際協調主義」的形

成與推展。29 大畑篤四郎指出在防共反共產國際的基礎

上，外務省與陸軍方面有相同立場，贊同陸軍方面與德

國締結「防共協定」，同時外務省也高揭反共大旗，藉

以調整與世界列強的關係。而且日本與德國商討締結防

共協定之前，廣田弘毅內閣已於 1936年 8月制定「對

支實行策」，推動與中國締結「中日防共協定」與「軍

事同盟協定」，故而認為廣田內閣此時高呼的「協調外

交」就是「防共外交」的路線。30 家永三郎於其著作特

別開闢「侵略中國與反共思想」一章，說明日本發動戰

爭的理念。該書承認中日戰爭目的涉及很多方面，但也

指出「這場戰爭是帶有對共產主義之預防戰爭的濃厚性

質」，因為日本的戰爭行為「包含侵略中國在內，在其

戰爭目標根柢之中，依靠武力來破壞共產主義的理念，

始終一貫地表露於外在或潛藏於內在的事實，是最值得

注意的地方」，並進一步認為當時的英美兩國領導階層

也有不少人將日本視為遠東地區共產主義的屏障。31

29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內政と外交》（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30 大畑篤四郎，〈日独防共協定．同強化問題〉，日本国際政治学会、
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5）：三国同盟．
日ソ中立条約》（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頁 1-155。 

31 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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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緒　論

然而，酒井哲哉的著作第二部觀點著重於日本的對

蘇外交，專闢一節論述對滿政策的蘇聯因素，但並非是

對華政策的全貌，惟其「防共的國協調主義」的論點值

得參酌。大畑篤四郎論點的關鍵問題是，無法解釋日本

防共外交的意涵是否就等同協調外交的疑義；家永三郎

一再強調英、美等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即冷漠對待中

國遭受日本侵略與容忍日本侵犯其在華權益，隱含「要

將日本視為遠東的共產主義之屏障」意識的看法，32 同

樣是偏頗地忽略中國態度與國際情勢演變的因素。以中

國立場而言，中日外交談判過程中，日本的方式與態度

是否就是協調外交？而且日本自恃國力優勢，對於中國

問題係採取亞洲門羅主義態度與強硬外交，拒絕其他國

家介入，所謂「協調」應有待商榷。

第二種觀點是以國際認同日本的防共動機，合法化

日本對華戰略的行為。所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相關

著作採取此種論點自無需詳述，部分對日本戰爭行為採

取反省觀念的論著，其實也隱含著此種將戰爭行為合法

化的意識。

32 不過，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認為英、美等國的態度在抗戰
爆發之際已然改變，指出：自九一八事變日本取得中國東北後，
「許多在開放通商口岸的外國人都認為，日本人所為是一劑可以
解決中國失序和內戰的猛藥；有西外交人士則相信，和日本合作
會提供東亞的穩定局勢並保護他們的殖民資產。然而，［1937年］
淞滬會戰改變了這種態度。日本持續招致公眾輿論譴責的同時，
中國在眾人眼前表現的是堅持遵守國際合約、國際合作和開放市
場，並堅決抵抗侵略和軍事主義。」請參閱：家永三郎，《太平
洋戦争》，頁 119-120；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著，何啟仁譯，
《戰火中國 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
崛起》（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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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讀賣新聞社於 2005年成立「戰爭責任檢證委

員會」，調查與分析日本的戰爭責任，並於次年出版兩

冊《検証戦争責任》。編著者將十五年戰爭時期以縱向
分為八個階段，並橫向分析各個社會階層，點名批判將

日本帶入戰爭之路的各個責任者，希望反省日本的戰爭

行為。但是，編著者對於九一八事變原因指出肇始於日

本受到外部壓力，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已對日本

政治和社會產生影響，使得中國東北被日本視為國防安

全的最前線，故要保衛並且進而占領此地區。重點是對

於國際聯盟及各列強沒有強制要求日本軍隊由中國東北

撤軍一事，則引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勞動局諮委員會的

說法，指出各大國認為「可把日本當作滿洲的警察，當

作中國與俄國的緩衝材料使用，如果中國發生共產主義

革命，可借助日本的力量」。33

另外，政治評論家關岡英之《帝国陸軍見果てぬ

「防共回廊」》一書雖非學術性著作，但亦值得作為例

證參考。該書從地緣政治的視角指出日本陸軍曾有秘密

建立「防共回廊」的戰略構想，即在滿洲國成立後，計

劃支援蒙古與維吾爾族獨立，沿著東亞北方成立反共親

日國家，防止蘇聯勢力南下，遮蔽蘇聯與中共聯繫，以

阻止東亞赤化。但因為日本戰敗，此段歷史未被正史採

33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編著，《検証戦争責任》Ⅰ、Ⅱ（東
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年）。日本讀賣新聞社為紀念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 60週年，主筆渡邊恒雄於 2005年在報社成立「戰爭
責任檢證委員會」，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調查與分析，並以連
載方式在報紙上陸續發表調查結果。2006年中央公論新社集結連
載文章出版此兩冊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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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而不為人知。作者並認為若是當時實現防共回廊構

想，中共與北韓即不會建國，韓戰與越戰也不會發生，

如此就不會因為戰禍而犧牲上萬人生命。34

此種觀點係以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史觀理解戰前日

本的防共政策。然而，戰後冷戰史觀的意識形態並無法

正確理解戰前歷史的本質與演變，欲理解 1945年以前

日本的防共觀念與政策，應該回歸當時歷史情境方能予

以正確評價，不致於陷入「以今論古」的謬誤。另外，

該種看法完全漠視中國的態度與立場，中國對於防共問

題的看法是否與日本相同？何以中國必須迎合日本推動

的防共政策？此事對於兩國是否有共同利益？尤其是當

日本以外交方式推動不順遂，是否表示可以採取戰爭行

為來強制推行？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再深思與探究。

第三種觀點恰與第二種相反，批判日本藉由防共之

名，行侵略中國之實，基本上並不認為有所謂防共問題

的存在，係為日本實施大陸政策，對外侵略的假議題。

相關著作有彭敦文《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及其變化――從

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以及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

研究（1936-1938）》等。

彭敦文的專著分析日本執意對中國提出共同防共的

目的，認為日本目的包括實現華北自治，以控制華北；

34	関岡英之，《帝国陸軍見果てぬ「防共回廊」：機密公電が明かす、
戦前日本のユーラシア戦略》（東京：祥伝社，2010年）。該書
於 2019年更名《帝国陸軍知られざる地政学戦略：見果てぬ「防
共回廊」》，在同出版社重新出版。作者為政治評論家及非小說
類散文文學作家，此書亦非學術性著作，但其看法代表部分人試
圖以防共合理化戰爭行為的想法，茲作為例證舉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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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中日結盟，打破中國聯蘇制日戰略，間接完成對蘇

作戰準備；取得歐美列強同情而緩和日本的國際孤立形

勢。35 陳仁霞的專著則指出 1936年至 1938年間德國對

中日兩國的關係分別是以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為基準；

中國與德國交好除了獲得武器、技術與資金之外，也希

望利用德國來遏制日本，實行以夷制夷的傳統外交策

略；日本則是為了侵略中國，但擔心蘇聯援華抗日，所

以願意拉攏德國，希望藉由與德國締結「防共協定」以

合法化對中國的侵略。36

彭敦文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民族主義史觀論述日本的

防共動機，以中文史料為主，偶有日文史料點綴也是翻

譯資料。陳仁霞因為留德背景而以德文檔案為主要論述

資料，對於中德或日德關係的論述較為精彩，但對於中

日關係多是抄錄其他著作論述，甚至出現史實錯誤的基

本問題。在此種前提下，兩位作者對於日本防共動機的

分析自有其盲點，尤其是未釐清防共的因果邏輯問題。

例如彭敦文認為日本是為了控制華北才提出防共藉口，

但日本究竟是為了推動華北自治才提出防共，或是為了

35 彭敦文，《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及其變化――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
事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此書內容有關
共同防共問題的分析，曾經先以單篇文章發表為〈中日華北「共
同防共」問題交涉與國民政府的抉擇〉，《抗日戰爭研究》，
1997年第 2期（1997年 5月），頁 42-60。另外，周開慶的《中
日關係史話》一書的論述與所持論點亦相同，惟其著作原書名《現
階段的中日問題》，於 1936年 8月由南京拔提書店出版，1975
年在臺北影印再版，為時人對時局的看法與評論。請參閱：周開
慶，《中日關係史話》（臺北：四川文獻月刊社，1975年，再版）。

36 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新華書店，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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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共而策動華北自治，未能釐清此種因果邏輯，自難明

瞭防共的名實問題。同樣地陳仁霞指出日本為了侵略中

國而憂心蘇聯援華抗日的論點，同樣未能理解日本究竟

是為了達成侵略中國目的才要防備蘇聯干涉，或是為防

備蘇聯才以侵略方式來控制中國。對於是項因果關係的

盲點，除了要摒除民族主義史觀的偏見，更應該要回歸

日文檔案，直接探究日本的防共觀念、政策與目的，方

能真正釐清此項因果問題。

第四種觀點是由中國外交策略視角進行分析，針對

戰前中國積極備戰的各種措施，在外交策略方面提出

「日蘇先戰」與「制蘇攘日」論點，前者以黃自進〈「安

內攘外」的另一章：蔣介石對「日蘇先戰」的期盼〉的

論述為主，李義彬〈南京國民政府的聯蘇制日方針〉一

文也是持此種論點；後者以鹿錫俊〈蔣介石的中日蘇關

係觀與「制蘇攘日」構想〉為代表。

黃自進指出「日蘇先戰」是戰前蔣介石對日政策的

基本方針之一，因為蔣介石認為日蘇矛盾更大，故採用

「戒急用忍」心態，不欲先與日本發生衝突。雖然此項

政策因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無法實踐，但為中國

奠下長期抗戰基礎。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也利用日本

防蘇心理，精確預估日本可調度兵力，使兩國戰事得以

在蔣介石設計的軌道進行。37李義彬則指出九一八事變

37 黃自進，〈「安內攘外」的另一章：蔣介石對「日蘇先戰」的期盼〉，
收入黃自進主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 1》（臺北：稻鄉出版
社，2006年），頁 123-170。本篇文章後來被作者收錄於其專著《蔣
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一書之中。此外，作者以是項觀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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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日關係惡化，促進中蘇關係的改善，尤其在 1935

年起蔣介石加緊聯蘇步伐，直至 1937年 8月 21日雙方

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表明國民政府的聯蘇制日

方針收到成效。38不過，鹿錫俊卻認為戰前蔣介石並未

單純地採取「聯蘇制日」政略，而是在進行「藉蘇制

日」政策的同時也推動「藉日制蘇」的牽制戰略，也就

是以中立立場促成日蘇兩國相互牽制，實現既「攘日」

又「制俄」的雙重目標。39

關於第四種論點，主要著重於蔣介石構思如何促成

「日蘇先戰」的策略。不過，由於其關注層面在於蔣介

石的思考策略，卻忽略蔣介石習慣採取「多重路線」的

思惟與策略方式，沒有說明蔣介石是否曾經考慮接受日

本的共同防共要求。事實上，蔣介石曾於 1936年 9月

底預定召集何應欽與高宗武來廬山研究對日外交，首要

之點即是要與日本「談判東北問題之解決，以和緩其防

共問題之強迫；與之明言第一步解決滿州問題，取消塘

沽上海協定，恢復兩國情感，然後第二步再談共同防俄

攻守同盟問題」，並且認為「防共問題必須有相當代

價，且須與華北問題並論」。同年 10月 10日，中日

「調整國交」會談期間，蔣介石亦曾考慮「防共以邊區

的著作尚有〈日本的侵華政策與蔣介石的對應：1932-1945〉，《思
與言》，第 41卷第 4期（2003年 12月），頁 187-258。

38 李義彬，〈南京國民政府的聯蘇制日方針〉，《歷史研究》，
1991年第 1期（1991年 2月），頁 63-79。

39 鹿錫俊，〈蔣介石的中日蘇關係觀與「制蘇攘日」構想――兼論
蔣汪分歧的一個重要側面（1933-1934）〉，《近代史研究》，
2003年第 4期（2003年 7月），頁 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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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作為地方事件」，並於同月 21日決定「對防共

事要求先組織委員會討論辦法」。40 說明蔣介石確實曾

經動念接受與日本交涉共同防共問題，藉以解決滿洲國

與取消「塘沽協定」等問題。但上述文章卻都未曾說明

蔣介石的是項想法，使得其所持觀點的分析不夠完整，

而且會產生論述基礎是否穩固的疑慮。此外，由於論述

主體著重於蔣介石個人，並以戰前時期為期限，同樣地

無法全面性論述防共議題在中日關係史的演變。

以上先行研究成果在相關問題的史實發展過程均著

墨不少，各有詳實的敘述與觀點，均具有啟發與參考之

價值。但是，遣留的研究空間以及應當探討的疑問與需

要釐清的看法仍然不少，因此難以深刻理解防共議題

在近現代中日關係發展所造成的關鍵性影響及其歷史

意義。

四、歷史分期與章節架構
關於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的分期與階段性問題，鶴見

俊輔於 1956年針對 1931年至 1945年期間的中日關係

史提出「十五年戰爭論」觀點，獲得日本學術界回響與

運用。其看法是將九一八事變至日本投降的近十四年期

間，視為中日兩國進行長期戰爭的一個過程，強調歷史

的連續性。

「十五年戰爭論」與當初同盟國採取的方針一致，

40 《蔣介石日記》（手稿），1936年 9月 26日下週預定表、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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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軍事法庭即為根據此種方針，追究日本自九一八事

變以來的戰爭責任。鶴見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肇始於

九一八事變，指出「把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看成

是對美國的戰爭並不恰當，因為這種戰爭觀點無法掌

握這次戰爭的結構，而且這樣會使日本人淡化戰爭的

責任。」41 此種觀點避免偶然性的「無構造歷史觀」缺

點，42 對於探討中日兩國走向戰爭的發展過程有極大貢

獻與成果。43 另外，華人方面也有採用是項觀點，吳相

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即為華人學界綜述九一八事變

至日本投降的有名通論著作，因其認為「寫抗日戰爭史

的書如果不詳細論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對東北和

華北的種種行動，也無法顯露出日本侵略中國的全貌，

不能傳信世人」。44

不過，日本方面也有反對此種以「戰爭」觀點貫

述該段中日歷史論點的看法，其中學者臼井勝美與秦

郁彥認為中日在 1933年 5月簽訂「塘沽協定」，結束

九一八事變以來兩國的軍事衝突，此後至盧溝橋事變之

41 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1931～ 1945）》（東京：岩
波書店，2001年），頁 11。

42 「無構造歷史觀」是指在研究歷史問題的過程，以進行微觀的實
證研究為理由，強調各個事件之間的非連續性、偶發性、外因性，
而回避各事件之間必然的聯繫與事件的必然性。請參閱：步平，
〈《檢證．戰爭責任》讀後〉，《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 2
期（北京：2007年 5月），頁 238。

43 相關著作有：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東京：青木書店，
1986年）；藤原彰等編，《十五年戦争史》（東京：青木書店，
1988年）；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等。

44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下冊（臺北：綜合月刊社，
1973-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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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國呈現一種相對性安定期，直到盧溝橋事變後雙方

才又進入戰爭狀態。「十五年戰爭論」忽略中間此段歷

史的不連續性與重要性，故而強調「塘沽協定」的歷史

意義。45

歷史發展是一種連續性的變化過程，九一八事變至

日本投降是中日關係史上非常重要且關鍵的階段，單純

地將之劃分為戰前期與戰爭期，只是讓一般人簡單地瞭

解前後歷史的表面差異與特色，無法說明中日兩國最終

以戰爭方式解決雙方歧見與紛爭的原因。「十五年戰爭

論」雖然以連續性來觀察此段歷史，但「戰爭」觀點無

法說明盧溝橋事變之前兩國尚未展開全面戰爭的狀態，

而且當時雙方也曾經嘗試以外交方式緩和雙方緊繃關

係，特別是 1936年下半年期間為打開兩國陷入僵局情

勢而有謂中日「調整國交」會談，所以同時採取戰爭論

與非戰爭論，即戰爭與外交觀點以及連續性看法來解釋

此段歷史將會更為適合。換言之，應該要找出圍繞此期

間中日關係發展的主軸問題並重新審視各階段的轉折，

才能真正探究此段橫跨相對安定與戰爭狀態的歷史進

程，是項主軸問題即為防共議題。

戰前中日關係的發展糾纏於防共問題，在戰爭期間

雖然因為「日蘇中立條約」與太平洋戰爭讓日本防共政

策隱而未明，但日本對外政策與戰爭策略的背後因素均

與是項訴求息息相關。因此欲探明中日關係史上防共問

45 代表性著作有：臼井勝美，《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東
京：筑摩書房，1983年）；秦郁彦，《昭和史を縦走する：柳条
溝事件から教科書問題まで》（東京：クラブ社，198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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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實質性問題、日本推動防共的目的，以及中日未能

達成共同防共的原因，不能僅由幾件獨立的歷史表象來

斷定，應該由歷史發展的連續性過程中探求，方得釐清

中日關係史上防共問題的演變歷程及其本質。同時經由

此種連續性過程，亦可呈現中日兩國在國際競合與衝突

的應對與互動，深刻理解中日關係發展的困境。故而透

過雙方各自的史料呈現己方立場，不存成見，臨空鑒衡

才是客觀性的方式，所以兩國檔案史料是本書敘述與分

析的主要基礎。在參考文獻方面，將以中日雙方官方檔

案為主，同時參酌相關人物日記與回憶錄，以及臺海兩

岸與日本出版之各種相關史料彙編。其中各檔案館要求

引註的格式不同，為齊一全書格式，原則上以華文的歷

史學界習慣使用的註釋格式為準，但仍登錄完整的檔號

方便讀者檢索查閱。

本書立基於前人研究成果，嘗試對糾結於防共問題

的中日關係，作一整體性的考察，探討自九一八事變至

二戰結束，防共議題對於中日兩國在外交與戰爭所引發

的作用與影響。章節架構除了序章與結論外，各章主要

內容為：

第一章「日本防共國防與九一八事變」，先釐清

九一八事變的發端與日本陸軍研究對蘇作戰的關聯性，

探討日軍國防策略與防共的關係。同時分析中國對於事

變性質的認識與調整因應策略的過程，以及中國對於事

變原因的調查與理解。

第二章「防共議題與中日『調整國交』會談」，

主要內容曾在〈中日外交談判述略〉（《抗戰史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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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12年第 1輯，2012年 6月）與〈中日華北「防

共協定」與 1936年日本對華政策〉（《國史館館刊》，

第 39期，2014年 3月）發表刊載。本章以此兩篇文章

為主體，略予改寫與調整，並增加「中德日反共同盟構

想」篇幅，論述日軍防共國防訴求演變成日本內閣制定

廣田三原則之一，以及防共概念何以由對蘇軍備擴大為

包含共產主義而成為中日外交場域重要議題的過程。同

時將敘述汪精衛（1883-1944）嘗試透過德國中介來建

構中德日反共同盟的構想，最後則考察防共議題模糊化

中日為了改善邦交而舉行會談的原因。

第三章「中蘇日三角關係與互不侵犯條約」，描述

日蘇與中蘇各自交涉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歷程，以及日

本探查中蘇復交與合作的談判內情，論述中日蘇三國因

防共議題在國際上展開錯綜複雜的政治和外交暗鬥。

第四章「中日戰爭初期雙方的因應」，主要敘述蔣

介石在 1937年初構思籌謀對日與對蘇政策的內容，以

及中日戰爭突發情況下迅速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的過程。同時描述日本多次研擬以共同防共為主的停戰

議和方案與比較陶德曼調停向中國傳達內容，並分析此

際日本防共概念的內容。

第五章「汪政權與日汪共同防共」，描述汪精衛倡

言議和的背景與主張，並分析日本與汪精衛等人歷次接

觸會談討論的防共議題內容。同時論述日軍分別在華中

與華北推動清鄉活動與治安強化運動的背景與結果，考

察日汪共同防共的情形，理解日本對中國訴求，以蘇聯

與共產主義為對象的防共概念在占領地區轉化為以中共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24 合作或衝突──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關係（1931-1945）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Anti-Comintern Issu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31-1945

為目標的原因。

第六章「戰爭末期中日對防共問題的調整」，主要

論述日本因應各階段戰爭情勢而展開南進政策與聯蘇策

略的背景，與相應地調整防共政策的方式，以及日本的

防共概念在中日戰爭泥淖與太平洋戰場失利的惡劣局勢

壓迫下的轉變結果。最後，將分析中日戰爭時期蔣介石

處理中共問題策略演變過程與內容，以及戰爭結束之際

迅速遣返在華的投降日軍，未將其留下協同國軍打擊共

軍的原因。

如前所述，防共的目標包含共產主義、共產國際，

蘇聯與中共等不同概念；而在層面上，涉及日本外交、

軍事、體制的思想與政策，以及中國內部國共的思想分

歧、武力衝突，甚至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等範疇；對象

則牽涉中國、日本、蘇聯與中共，甚至是納粹德國等，

為求聚焦於中日關係發展，以及兩國在外交與戰爭的決

策與因應過程，深化中日關係史研究，因此本書係以中

日關係的發展為主軸，圍繞著防共問題引發的糾葛進行

論述與分析。同時囿於篇幅，有關蘇聯方面將略論日蘇

與中蘇針對防共問題展開的外交縱橫捭闔過程與影響。

關於中共方面，擬敘述蔣介石處理策略的演變階段與國

際政治的關係，並且回歸以中共為對象的防共策略。因

此並未直接處理以蘇聯與中共為主體造成的防共議題，

而是間接略述蘇聯與中共作為直接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

因素以及造成的結果。總之，期望透過本書的詮釋，

可以深刻理解此段歷史發展的脈絡，擴展歷史視野的

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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