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杭 日战争与 日本对德关系的演变

·

胡德冲
·

众所周知
,

在二次大战中
, 日本和德国是盟国

,
是法西斯轴

心集团中的两个主要国家
。

但 日本的实力不如德国
,
难以在远东

单独与反法西斯盟国抗衡
,
它力图借助德国的力量来达到称霸亚

洲
、

太平洋地区的 目的
。

因此
, 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外政策的基石

是与德国结盟
, 以便互相配合

,
采取协调行动

。

然而
,
在整个战

争期间
, 日德两国却始终是各自为我

,
各行其是

。

其 重 要 原 因

之一是
,
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牵制

,
使 日本不能自由行动

,
导致

日本对德关系经常处于被动
、

消极状态
。

换言之
,
中国的抗 日战

争牵制了 日本陆军主力
,
使日本深陷于持久战的泥潭不能自拔

,

无法跟上德国的战争步伐
。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日本与德国的

配合
,
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伐

。

加速了法西斯集团

的崩溃
。

.曰

1 9 3 7年
, 日本法西斯挑起七七事变

,
发动全面 侵 华 战 争

,

到 1 9 3 8年
,
相继攻占中国华北

、

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
。
日本的

战争行径
,
不只是要灭亡中国

,
而且是它实施北进 进 攻 苏 联

、

南进进攻美英的世界战略
,
夺取亚太地 区霸权的重要步骤

。
正如

毛泽东所指出的 : “ 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
,
为了南

攻南洋群岛
,
北攻西伯利亚起见

,
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

,
先打中

国
。 ’ “ 日本打了中国之后

,
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

命的打击
, 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

,
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

亚 ,
甚或两处都打

。

欧洲战争一起来
,
它就会干这一手

。 ” ① 为

① 《 毛泽东逸集 , 合订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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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中国变成它实施北进
、

南进战略的从地
, 日本在 中 日 全 面

战 争初期
,
采取速战速决方针

,
妄图在短时间内一举灭亡中国

。

但
“

!
,
国军民的顽强抵抗

,
打破了 日本速决战方针

,
迫使 日本渐次

地兵
,
将陆军主力相继投入了中国战场

。

到 1 9 3 8年 10 月
, 日本投

入 中国战场的陆军兵力达 32 个师团 ( 含关东军 8个师团 )
,
占陆

军 总数的 94 肠
, 国内仅剩下 1个师团

,

可 以说是倾巢而出
。

此后
,

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相持
,
中 日战争长期化的局面形成

。
日本终于

陷入持久战的困境
,
欲进 不能

,
欲退不得

。

这种局面使 日本当局

热 虑不安
。

因为只 要存在中国抗 日战场
, 日本无论是北进还是南

进
,

都会出现两线作战
。

于是 ,
中国抗战便成为 日本实施世界战

略的最大后顾之忧
,
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成了日本国策的中心

。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
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

,
它

在 }闷际上更加孤立
。

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
,
苏联和英 美 等 国 家

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
是中国能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

。

为此
,
要

利用外交手段改善国际地位
,
促进中国问题的解 决

。
日本 企 图

通过 日德结盟
,
在欧亚两洲威胁牵制苏美英等国

,
迫使苏美英减

少或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
达到孤立中国

,
使中国屈服的目

的
。

同时
,
由于苏联在道义和物质上对中国援助最多

,
因而

, 日

本将外交重点放在遏制苏联方面
。

出于 以上考虑
,
中日全面战争

初期
, 日本外交的基本 目标是 : 与德国建立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

关系
。

于是
, 日本便展开了积极的对德外交

。

中日全面战争之初
,
德国是支持中国的

,
这使 日本 感 到 难

堪
。

1 9 3 8年初
,
德国开始在欧洲扩张

,
矛头直指奥地利和捷克斯

洛伐克
, 它担心引起英国干预

,
需要 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

,

于是转

而采取敌视中国
、

支持日本的态度
,
这就为 日本谋求与德国结盟

准备了前提
。

1 9 3 8年 6月 16 日
,
在日本内阁五相会议 上

,
陆 相 板

垣征四郎根据首相近卫文膺的考虑
,
在 《 中国事变指导 的说明 》

中指出
, 必须确认 以解决中国事变为根本方针

, 应该以积极作战

解决中国问题
。

如果这场战争长期化
, 日本就必然要同苏

、

英对

i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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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
而要同苏

、

英对抗
,
就必须加强 日德意轴心同 盟

。 ① 7月 3

日 ,
板垣在 《 陆军对时局外交的希望 》 中再次强调

, 强化 日德意

反共轴心
,
使苏联不能积极参加中国事变

,
使英国放 弃 援 华 政

策
,
使美国至少维持中立态度

, 以便迅速而容 易地解 决 中 国 事

变
。 ② 7月 19 日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
, 迅速强化同德意 的关

系
,

建立对苏军事同盟
, “ 以有利于迅速解决中国事 变

” 。 ③ 8

月 2 6日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 《 强化 日德意防共协定案 》 ,

决定尽快与德国协商
。

对 日本的提议
,
德国不感兴趣

。

这是由于

德国继吞并奥地利之后
, 正图谋吞并捷克

,
极希望 日本 在远 东

牵制英国
,
因此

,
不同意缔结只限于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

, 而 要

求将同盟的对象扩大到英法两国
。

这使日本当局十 分 为 难
,
这

时
, 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

,
无法同时展开北进

、

南进的战略
。

它

力图将北进放在第一位
,
将主要矛头指向苏联

, 以此缓和与同持

反共立场的英美等国的关系
,
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

但陆军鉴

于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形势
,
强烈要求向德国让步

,

尽快与德国结

盟 , 以改善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被动处境
。

在陆军推动下
, 1 9 3 9年

1月 1 9 日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向德国进行有限的让步 : 同 盟

以苏联为主要对象
,
根据情况也以第三国为对象 ; 以苏联为对象

时
, 日本进行武力援助

, 以第三国为对 象 时
,
则 根据 情 况 而

定
。 ④对这一方案

,
德国仍不满意

。

此时
,
德国已通过慕尼黑协

定吞并了捷克苏台德区
,
准备进一步向英法施加压力

,
全面肢解

捷克
。

因此 ,
它不体谅 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困境

,
坚持要订立包括

卜 、

1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 所战史室
: 《 战史丛书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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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子

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
。 3月 15日 ,

德国肢解了捷克
, 又将矛头指

向了波兰
。

德国的得寸进尺
,
激化了同英法的矛盾

。

于是
,
德国

要求迅速与日本结盟
,
共同对付英法

,
但 日本却无法满足德国的

要求
。

3月 24 日
,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在给驻德大使 的 电报 中指

出
: 日本准备先解决中国问题

,
进而解决对苏问题

,
然后积蓄力

量对付英法
。

在中国事变还在进行时
,
如果同英美关系恶化

,
会

给日本经济带来混乱
,
这将对解决中国间题影响甚大

。

因此
,

_

应

将日本的处境告诉德国
,
取得对方的谅解

。 ①然而
,
德国没有耐

心与日本讨价还价
, 5月 7日 ,

与意大利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
, 即

“ 钢铁同盟
” 。

德国的行动对 日本是一个重大冲击
。
日本从本国利益出发

,

希望外交上能 “ 以我为主
” ,

但由于它实力不足
, 又受到中国战

场的牵制
,
难以自由行动

,
不得不向德国靠拢

,
虽然这种靠拢是

缓慢的
。

德国撇开 日本与意大利结盟的行动
,
引发了 日本当局内

部的一场大论争
。

海军从本身力量出发
,
认为不宜过早同英美对

抗
,
因而坚决反对订立 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

, 以免卷 入 欧 洲 战

争
。 ② 陆军急欲从中国战场脱身

,
因而主张按照德国要求尽快结

盟
。

陆军认为
,
与德国结盟对处理中国事变极为有利

。
5月 7日 ,

陆相板垣在内阁五相会议上强调指出
, 目前

, 日本最重要的国策

是处理中国事变
,
其困难在于苏英对中国的支持

。

如果与德意结

盟
,
则可把苏英牵制在欧洲

,
方能有利于中国事变 的 解 决

。 ③

5月 9日 ,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

,
与德意结

盟是极为重要的: 一是从未来战争来看
, 可利用德国牵制苏联

,

利用意大利牵制英国
,
有利于日本北进攻苏和南 进 攻 英 ; 二 是

从解决中国问题来看
,
利用三国同盟可迫使苏英改变对华支持政

① 《 现代史资料 10
·
日 中战争 3 》 ,

美铃书房
,

东京 19 7 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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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而德意又可同日本采取 一致行动对付中国

。

在世界大战未全

面爆发时
,
利用三 国同盟牵制苏英

,
使中国问题易于解决

,
当世

界大战全面爆发后
, 又能利用同盟对付苏英

。 ①尽管陆军积极推

动
,
但内阁中多数人不愿冒风险

。
6月 .5日 , 日本内阁会议未采纳

陆军意见
,
但又向德国作了让步 : 在德意同苏联战争时

, 日本予

以武力援助 ; 当德意同英法战争时
, 日本则以无形的威胁牵制苏

联参战
。

对这一方案
,
德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

德国外长里宾

特洛甫指出
, 日本出于解决中国问题而重视苏联

,
但妨碍处理中

国问题的还有英国
,

当德国同英国发生战争时
,

是 日本在远东打击

英国的绝好机会
。

②他以此诱导日本按照德国的要求结盟
。

可是
,

日本深感中国战场牵制之苦
,

在未摆脱中国战场的形势下
,

过早地

同英国对抗
,
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

。

在此期间
,
陆军还利用诺「1

坎事件来推动日德结盟
。

陆相板垣企图利用日苏间的局部冲突
,

将事态导向促进日本与德意结盟
。

7月 20 日
,

日本大本营在 《 诺门

坎事件处理要纲 》 中指出
,
要利用这一事件迅速解决三国同盟 l’of

题
。 ③但日本百万大军投入了中国战场

,
关东军无法集中优势兵

力对苏作战
,
招致惨败

。
8月 23 日

,
德国在入侵波兰前 夕

,
突 然

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
推翻了日本对德外交前提— 缔结

以苏联为对象的军事同盟
。

这对日本当局来说无异是晴天肺雳
。

g

月 2 5日 , 日本政府下令停止与德国结盟的交涉
,
宣告了这一时期

日本对德外交的失败
。

从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外交我们可以看出
,
中国抗日战场是 日

本实施其世界战略的最大后顾之优
, 日本企图与德国结盟

,
借助

德国的力量争取结束中日战争的有利国际条件
,
也因中国的牵制

不能与德国保持一致步调而告失败
。

① 《 战史丛书 8
·

大本曹防军部几》 ,

第5 89 一5 92 页
.

② 《 走 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5
·

三 国同盟
、

日苏 中立条 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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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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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几̀ .

13 9 9年 9月 1日 ,
德国闪击波兰

,
英法对德宣战

,
二次大战全

面爆发
,
引起世界形势剧变 : 世界大国的注意力均转向欧洲

,

英法与德国对峙
,
无暇顾及远东

,
为日本南进提供了 良机

。

但日

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
,
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

,
只好眼睁睁

地坐失良机
。

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
, 日本阿部信行内阁束手

无策
, 于 9月 4日宣布 : “ 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

,
全力为解决中国

事变而迈进
。 ” 9月 13 日 , 阿部内阁在基本政纲中又 规 定 : “ 将

政策的核心放在处理中国事变方面
。 , ①尽管日本国策的重点在

中国
,
但谁也提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
日本陆军深知

,
结

束中日战争只有两条路 : 或是以大规模攻势占领重庆
、

成都
,
或

是从中国撤军
。

走前一条路 “ 缺乏余力
” ,

走后一条路又为内外

形势所不允许
。 ②既然 日本不能以本身的力量解决中国问题

,
便

只能借助外交手段来创造解决中国间题的国际条件了
。

1 0月 4日 ,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制定了 《 欧洲战争形势下的对外政策 》 ,
决

定
: “ 帝国对欧洲战争维持中立态度

,
利用国际形势

,
按照既定

方针
,
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

。 ”

为此
,
对英美采取协调方针

,

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
。 ③ 这显然是冷落德国

。

对此
,
陆军大为不

满
, 阿部内阁组阁仅 4个月便被米内光政内阁所取代

。

面对中日持

久战争
,
米内内阁也 回天乏术

。

此时
,
欧洲战争 进 入 “ 奇 怪 战

争
”
时期

, 不战不和的战局
,
使米内内阁一筹莫展

,
无法开展对

德外交
, 日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

。

1 9 4 0年五六月
,
德国闪击西欧

,
击败英法军队

,
迫使法国投

降
。

欧洲战局的突变
,
对日本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

德国在短时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 《 太平洋 战争史 3 ·

日中战争 2 》 ,

年版
,

第 28 3页
。

《 战史丛书 9。
·
中国事变陆 军作 战 3 》 ,

第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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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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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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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取得的戏剧性胜利
,
大大提高了它在日本的影响力

,
使日本

感到只有依靠德国
,
才能达到称霸亚太地区的目的 ; 同时

,
英法

的惨败
,
使它无力控制东南亚地区

,
为 日本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

的良机
。

于是
,
德国的胜利

,
使日本与德国结盟的欲 火 重 新 燃

起
,
而英法的失败

, 又促使日本掀起了南进的狂热
,

它推动着 日

本的世界战略迅速向南进倾斜
。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重 大 转 折 关

头
,
米内内阁下台

, 7月 22 日
, 近卫文膺再次组阁

。

当 天
, 日 本

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议制订 了 《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 局 处 理

要纲 》 ,
其方针是 : “

帝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
,
改 善 内外 形

势
,
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

。

同时
,
捕捉 良机

,
解 决 南方 阿

题
。 ” ①这就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 日程

。

为 了实施南进战略
,

该文件规定
:
对外政策的重点是迅速强化 同德意的关系

, 以加强

日本同英美对抗的地位 ; 谋求对苏关系的迅速调整
, 以消除南进

的后顾之优
。

此后
, 日本便开始了向南进体制的转变

。

日本在向南进战略的转变中
,
最棘手的仍是中国问题

。

虽然

《 要纲 》 把解决中国问题同南进 准备放在平行地位
,
但前者仍是

重点
。
日本大本营在解释 《 要纲 》 时指出

,
在目前态势下

,
从政

略和战略来看
,
重点是指向正在进行中的中国事变

。

这是由于中

国依赖第三国的支持
,
轻视日本

, 继续抗战
。

为此
, 日本将集中

施加政略
、

战略压力
,
对援华国家采取断然态度

, 以迅速解决中

国事变
。 ②要阻止其它国家援华

,
就需要借助德 国 的力 量

。

因

此 ,
近卫内阁一成立

,
便迅速制订对德政策

,
频频向德国暗送秋

波
。

7月 3 0日 ,
外相松冈洋右主持制定了 《 关于强化 日德意 合 作

的文件 》 ,
强调 日本对德意结盟的重要性

, 认为 日本正在进行中

日战争
,
德意正在进行欧洲战争

,
双方都需要互相支援

,
有着相

同的利害关系
。

与德意结盟的主要内容是 : ( 一 ) 划 分 势 力 范

围
,
德意承认日本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权

,
支持日本

在这些地区建立
“
新秩序

” 。

( 二 ) 订立以英国为主要敌国的军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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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盟
,
双方互相支援

, 日本对英发动武力的时间
,
由日本根据

情况 自主地决定
。

( 三 ) 德意协助 日本解决中国事变
、

对苏联关

系调整
,
在对美发生战争时

,
双方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协商

。
0

根据这一方针
, 日本通过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

三郎
,
向德国试探

。

此时
,
德国继降伏法国之后

, 正威逼英伦三

岛
,
向英国施加强大政略

、

战略压力
, 企图不战而使英国屈服

,

因此
, 不愿在此时与日本结盟

, 以免刺激英国
,
从而对 日本的试

探反应冷淡
。

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和德国驻 日大使奥特
,

对 日方提出的日德结盟的愿望
, 不予理睬

。 ②但英国顶住 了德国

的压力
,
同时

,
美国支持英国

,
参加对德作战的倾向愈 来 愈 明

显
。

这种形势使德国感到迫切需要 日本在远东牵制英美
。

于是
,

德国对 日本要求结盟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
。

8月 23 日
,
德 国 通

知日本
,
准备派遣特使斯塔玛访日

,
商讨结盟间题

。

德国主动上

门
,
使 日本欣喜不 己

。
9月 6日 ,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订 了 《 关于

军事同盟交涉的方针案 》 ,
会议认为

,
由于 日德的接近

,
导致 日

美关系恶化
,
便决定在同盟敌对国中增加了美国

。 ⑧ 外相松冈表

示
,
争取在一二周内解决好这个问题

。 ④

9月 9日
,

松冈同德国特使斯塔玛举行会谈
。

由于双方都有着强

烈的结盟欲望
,
会谈进展很快

。

在谈判中
,
德国极力怂恿 日本用

一切手段牵制美国
, 阻止美 国参战

,
要求 “ 当三国中的一国受到

未参与现在欧洲战争或 日中战争 的一国攻击时
,
三国以一切政治

的
、

经济的及军事的方法相 互援助” 。 ⑤ 这就意味着当德美开战

时
, 日本有自动参战义务

。

对此
, 日本深以为虑

。
日本虽同意以

美国为同盟的敌对国
,
但不愿被德国牵着鼻子走

。

尤其是海军
,

既未做好对美作战准备
, 又无对美作战取胜把握

,

因而
,
极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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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日本不能自动参战
, 应由日本自主决定

。 ① 但如果提出这种条
-

件
,
德国肯定不能接受

。

于是
, 日本当局内部又进行紧急磋商

。

与海军相反
, 日本陆军和内阁持积极态度

。

其所以如此
,
是

因为陆军和内阁被中国战场拖得精疲力竭
, 深感在短时期内从中

国脱身是没有希望 了
,
他们对结束中日战争感到绝望了

,
便把解

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南进
,
即通过南进打败美英

,
再利用南

进的胜利使中国屈服
。

曾任 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
,

在 《 突入大战的真相 》 一书中
,
披露了日本当局的苦衷 : “ 近卫

也好
,
松冈也好

,

对中国事变灰心 了
,
对现在的政策 失 望 了

。

他们说
,
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

, 已经没有希望解决了
,
应插足南

方 … … 。 ” “ 从窘境来看
,
想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

了 ,
中国事变的解决

,
只有作为欧亚 国际大变化的一环

,
才有希

望
。 ’ ② 由此可见

,

日本陆军和内阁都认为
,

日本已不能征服中国
,

只有扩大欧亚战争
,

打败美英
,

才能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
。

出于这

种考虑
,

陆军和内阁都急于同德意结盟
,
使海军处于少数

。
9月 14

日 ,
在 日本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议上
,
外相松冈强烈要求按德方

意见订立三 国同盟
,
他指出

,
现在日本 已不可能站在美英一边

,

如果按照美国的主张解决中国问题
, 日本就不能实现建设 “ 东亚

新秩序
”

的目标
, 况且

,
就是蒋介石不抗日

,
中国的抗 日也会更

加激烈
。

所以
, 日本只剩下同德意合作一条路

。 ⑧ 松冈的发言代

表了陆军和内阁的意见
,
在这种情况下

,
海军也只好赞成

。
9 月

19 日
, 日本御前会议对三国同盟方案进行最后的审议

,
仍有一些

人忧心忡忡
。

军令部总长伏见宫担心由此会引起日美战争
,
而 日

本已因中国事变国力消耗
,
怎能对付美国呢 ?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

也指出
,
如果签订三国同盟条约

,
美国会对日本进一 步 施 加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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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

竭力援助中国
,
进一步妨碍日本对华战争

。 ①尽管有这些担

心 ,
但 日本要称霸亚太地区

,
也只能依赖德国

。

所以
, 原嘉道无

可奈何地说到
, 鉴于 目前中国事变的进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不

得 已而与德意结盟
。 ② 会议最后通过了三国同盟条 约

。
9 月 27

日 ,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 三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

。

日本与德国结盟走走停停
,
时快时慢

, 重要的一点是受到中

国抗日战场的制约
。

日德结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

的需要
,
即是说

,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

, 日本仓促与德国结盟
,
被

迫过早地走上与美国抗衡之路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
这 已注定了

它 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
。

在帝国主义外交史上
,
每个国家都是把本国的利益置于盟国

利益之上的
。

盟约是形势发展的产物
,
是盟国相互需要的结果

。

日本与德国的结
.

盟也是如此
。

三国同
.

盟建立后
, 日德两国都借助

盟约来增加对敌国的威压
,
但在政略

、

战略上却仍是以各 自的构

想为轴心
。
日本充分利用三国同盟

,
来实现南进的战略转换

。

利用三国同盟改善对苏关系
,
是日本外交的重要一环

。
日本

与苏联改善关系的目的
,
一是为 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

,
二是为

了阻止苏联援华
, 以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

10 月 3日 , 日本外

务省制订 了 《 日苏国交调整要纲 》 ,
希望与苏联缔结类似德苏条

约的互不侵犯条约
, 主要内容是 : 使苏联协助日德意三 国建 设

“ 世界新秩序” ,
并加入三国同盟

,
承认中国和东南亚为日本势

力 范围
,
把外蒙

、

新疆
、

中近 东划为苏联势力范围
,
苏 联 承 认

“
满洲国 ” ,

改变援华政策
,

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等
。 ③松

冈把 《 要纲 》 精神通知了驻苏大使建川美次
,
建力l立即会见苏联

外交人民委员
,
提出缔结 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的建议

,
但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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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

松冈又指令驻德大使来栖三郎
,
要他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 、

甫提出: 德国协助日本改善对苏关系
,
德苏共同或分别劝告蒋介

石政府同日本实现和平
,
如果日苏关系得到改善

,
中国事变得到

解决
, 日本将协助德国打倒英国

。 ① 里宾特洛甫表示
,
愿意劝告

苏联与三国同盟保持一致
。

n 月 10 日 ,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

,
里宾

特洛甫向他提出
,
希望 日苏两 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
德国愿意从

中斡旋
。

莫洛托夫表示
, 愿意同日本改善关系

,
但不能订立互不

侵犯条约
。 ② n 月 18 日

,
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大使建川

,

提出订立中立条约的方案
,
松冈大为不满

,
使日苏交 涉 陷 入 停

顿
。

12 月
,
在德国与英国久峙不下的情况下

,
希特勒决定挥戈东

向
,
进攻苏联

。

德国便背着日本悄悄地准备侵苏战争
, 显然 不愿

意日苏关系密切
,
但又不能阻止 日苏接近

。

松冈不知德国意图
,

决定于 1 9 4 1年春访欧
,
改善对苏关系

。

1 9 4 1年 2月 3日 , 「!本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议审议 《 对德意苏

交涉要纲 》 ,
总方针是利用德意牵制苏联

,
使苏联同意三国关于

势力范围的划分
,
服从三国同盟的宗旨

。

在中国问题 上
,
要求苏

联放弃援华
,
要求德意帮助日本进行南进军事准备

,

包括缩小在

华战线等
。

会议认为
, 日本要南进

, 就需要从中国战 场 抽 调 兵

力
,
就必须缩短在华战线

。

参谋总长杉山元坚决反对这一意见
,

他认为
,
缩短在华战线

,
中国事变就不可能解决

。

首相近卫支持

杉山
。

会议最后否定了这段条文
,
改为希望德国促进 日本同中国

的和平
。 ③ 根据这一文件

, 3月 26 日
,
松 冈到达柏林

,
向德方 寻

求其对订立 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支持
,

德方断然予以拒绝
。

松冈坚

持说
,
他打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

,
与苏联缔结友好条约或中立条

约
,

里宾特洛甫告诫说
,

最好不要这样做
。 ④ 但这没有引起松冈的

注意
。

4月 7日 ,
松冈到达莫斯科

,

13 日 ,
同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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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才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仅 2个多月
, 1 9 4 1年 6月

,
德国突然袭击苏

联
,
给日本的南进战略以巨大的冲击

。

为在短时间内征服苏联
,

德国极力劝诱日本北进
。

6月 30 日
,
德国告诉日本 : 德国的进 攻

将使苏联在短时间内崩溃
,
其结果将促进战胜英国

,
这对日本攻

苏是难得的好机会
。

日本在未做好南进准备之前
,
应该先参加解

决苏联问题
, 以保证南进时背后 的安全

。
日本应毫不踌躇地对苏

作战
。 ① 面对北进 良机

,
是北进

,
还是南进 ? 日本当局内部争吵

不休
。

刚刚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
,
却力主北进

。

在 6

月 2 7日的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议上
,
松冈提出 “ 道义外交” 论 ,

认为 口木应遵循三 国同盟条约
,
配合德国

,
先打苏联

。

松 冈 深

知
,
影响 日本北进的要害是中国问题

,
由此

,
他提 出

,
如 果 日

本北进
,
就会影响到蒋介石

,

也许蒋介石会同 日本全 面 礴 和
。

他甚至认为
,

即使在某种程度 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
。

松

冈的主张遭 到陆军的强烈反对
。

陆军深知
,
其主力正 在 中 国作

战
, 没有余力北进

。

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 提 议
,
他 指

出
, “ 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 。

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
: “ 搞

道义外交当然可以
,

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
,
实际

办不到
。 ” 7月 2日 ,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
,
杉山又进一 步 指 出

:

“ 对德苏战争
, 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

,
但帝

国 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
,
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

。 ” ② 会议

赞同陆军的主张
,
认为

,
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

,
瓜熟

蒂落
,
才能趁火打劫

, 不战而胜
。

因此
,
会议通过 了 《 适应世界

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 》 ,
决定

: “ 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
,
帝

国均将以建设
`
大东亚共荣圈

’ ·

一为方针
” , “

向处理中国事变的

目标前进
,
并为确立 自存自卫的基础

,
跨出南进的步伐” 。 “ 如果

德苏战争进展对帝国有利时
,
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 。③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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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
,
即南进方针

。

此时
,
德国最需要的是日本北

进
,

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
,
偏偏要南进

。

这就表明中国抗日战场

的牵制
,
对三国同盟建立后 日德第一次战略配合的破产起了重要

作用
,
而且也使 日本失去了北进的最后一次良机

。

这同时也表明
,

社会主义苏联在卫国战争最困难时期
,
得到了中国的有力支援

。

1 9 4 1年12 月
,
苏联顶住了德国的闪击战

,
使德国焦虑万分

。

此时
,
德国急切盼望 日本北进

,
造成苏联腹背受敌

。

但日本从本

身的利益出发
,
决然南进

,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

日本 对 德方 针

是
:
力避随其参加对苏战争

,
利用三国同盟先使英国屈服

,
根据

情况让德苏议和
。 ① 日本的南进举动 , 使法西斯集团兵力分散

,

战线延长
,
迫使德国对美宣战

,
增加了德国的负担

。

12 月 n 日 ,

日本与德意订立了军事协定
,
但实际上

, 三国己完全不能协同作

战
, :

这在客观上为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

我们

完全可 以说
:
由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

, 日本在南进之前
, 没有余

力北进
,
南进之后

,
就更没有余力北进了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德国希望日本北进的愿望完全成了脱离实际的奢望
。

1 94 1年底至 1 942 年初
,
苏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
大

挫了德军的锐气
。

希特勒恼羞成怒
。

于 1 9 4 2年 6月发动斯大林 格

勒战役
,
这是关系到苏德战争胜负的关键一战

。
7月 20 日

,
德 国

紧急吁请日本对苏参战
。

7月 25 日
, 日本大本营

、

政府联席会 议

制订 《 关于答复德国的文件 》 ,
强调 日本对苏坚持既定方针

,
防

止对苏战争
。

为了安慰德国
,
文件空洞许诺日本将在印度洋配合

德国作战
,

促使英国屈服
。 日本当局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

,一是由

于日本正同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作战
,
二是担心盟国将中国作

为反攻 日本的基地
,
故不能不对中国战场付出很大的努力

。 ② 日

本自顾不暇
,
当然也不能向盟友伸出援救之手

。
1 9 4 2年底至 1 9 4 3年

① ` 走 向太平洋战 争之路别卷
,

资料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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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

,
而 日本亦在瓜岛战役中

完全败北
,
两 国都失去 了战争主导权 , 从战略进攻转 入 战 略 防

御
。

为挽救败局
, 1 9 4 3年初

,
德国又吁请日本对苏作战

, 日本表

示无能为力
。

4月
,
德国大肆渲染将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 势

,

劝诱日本参加对苏作战
。

4月 28 日
, 日本大本营

、

政府联席 会 议

商讨德国的要求
,
考虑到本身的困难

,
断然拒绝参加夏季攻势

。

9月 3 日 ,
意大利投降

,
三 国同盟开始崩溃

。
9月30 日

, 日本御前

会议决定向苏联派遣特使
,
通过谋求对苏关系的好转

,
促成德苏

和平
, 以挽救轴心国的溃败

,
但遭到苏联拒绝

。

进 入 1 9 4 4 年

后
,

日德两 国均 已四面楚歌
,
败局 已定

。

为 了 “ 死中求活 ” , 8

月 1 9日 , 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外交政策
,
虽然还承认 日德特殊关

系 ,
但已 明显将对苏关系提到很高地位 : 不仅要促进德苏和解

,

而且希望在德国战败后利用苏联改善日本的处境
。 ① 对日本这一

不现实的设想
,
不仅苏联予 以拒绝

,
就连希特勒也不感兴趣

。

此

后
, 日德两 国面临反法西斯盟国的重重包围

,
它们的同盟关系实

际 已不复存在
,
两 国均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

, 以失败而告终
。

从上述可见
,
自日德结盟以来

,
两国还没有过一次有计划的战

略配合
,

其重要原因之一
,

就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场对日本的制约
。

纵观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关系演变的历史
,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
无论是强国

还是弱 国
,
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
,

但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
, 以自己的血汗与

生命英勇奋战
,
不仅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

,
而且

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
,
有力地支援了其它国家的反法西斯

战争
, 也直接影响到日德配合

,
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崩溃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

( 作者单位
:

武汉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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