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中国国民政府对承认韩国

临时政府所持的态度

吴景平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简称韩国临时政府 )
,

是 1 9 1 9 年
“

三一
”

运动发生后不久在中国上海成立的
,

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

韩国临时政府又是以中国为主要活动基地的
,

因而争

取中国政府的援助乃至正式承认
,

是其外交活动的重点
。

中国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于 1 9 2 5 年在广东建立的政权
,

1 9 2 8 年 6 月起成为中国的中央政权
。

在 1 9 3 7 年中日战争爆发

之前
,

国民政府曾向韩国临时政府提供过不公开的援助
。

中日战

争爆发后
,

国民政府在援助韩国独立运动问题上的态度渐趋积

极并公开化
,

逐步决定以全力扶助以韩国独立党为主体
、

以金九

先生为主席的韩国临时政府
,

认为在中国的韩国各独立运动团

体应该统一于韩国临时政府之下 ;此外
,

在韩方的要求下
,

国民

政府一度认真考虑过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然而
,

直至 1 94 5

年日本战败投降
、

韩国临时政府解散
,

国民政府却没有实施对韩

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承认
。

那么
,

国民政府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究竟持什么态

度呢 ? 是哪些因素影响着
、

制约着中方的态度呢? 本文拟作一些

探究
,

以冀深化对战时中韩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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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
,

韩国临时政府机关暨主要领导人

在两年多时间里穷于应付迁徙
,

历经南京
、

汉 口
、

长沙
、

广州
、

柳

州
、

贵阳
、

聂江等地
,

最后于 1 9 4 0年 1 月才落定于中国战时陪都

重庆
。

1 9 4 0 年 5 月初
,

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
、

朝鲜革命党三

党实现统一
,

改组为以金九为主体的韩国独立党
。

当月
,

在国民

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召开的一个内部会议上
,

金九便向中方提出
,

希望承认该党
“

为韩国革命团体之正统派
,
卜

为革命之中心力量
” ,

同时正式提出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要求
。

他谈到
: “

希望将来

贵国国民政府亦能承认我国临时政府
,

盖临时政府之作用
,

据海

外韩侨代表迭次函告
,

咸认为以政府名义活动
,

不论宣传或政治

接洽
,

皆能引人注意
,

力量较大
。

… …至临时政府之地位问题
,

于

民国十年
,

早经孙中山先生及广东国会非常会议承认为统治韩

国民族之正统的民主共和国政府
,

并得孙先生面允于北伐成功

后
,

协助敝国二百万元
,

现在贵党之元老
,

谅知者尚多
。 ”

与承认

韩国临时政府相关的
,

是当时尚在筹组中的光复军的节辖间题
。

金九向中方提出
,

应将光复军明确置于韩国临时政府的统辖指

挥之下
: “

苟能将军事政治统归临时政府办理
,

必能发挥更大之

力量
,

现在进行之光复军
,

名义虽为党军
,

而其实内部指挥权
,

皆

属临时政府
。

… …盖军队若不由政府统制
,

各党均建立党军
,

则

党派之磨擦
,

其危险性更大
。 ” ①不久

,

重庆《大公报》于 1 9 4 0 年 7

月 7 日发表金九谈话
,

要求中国方面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这

样
, “

承认
”

问题便正式公布于众
,

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成为国

民党当局和韩国临时政府之间的一个重大交涉问题
。

对于韩方提出的有关联的几项要求
,

国民党当局作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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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处理和答复
。

对于承认韩国独立党的正统地位
,

中方通过按月固定提供

经费
,

与之保持较密切的高层联系
,

实际上 已接受了韩方的要

求
。

对于光复军归韩国临时政府统辖指挥问题
,

中方起初予以

明确拒绝
。

当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订立了光复军准绳共 9

条
,

把该武装力量置于中方的直接掌管指挥之下
。

至于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则成为中韩之间旷日持久的

交涉难题
。

最初
,

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在当面听取了金九提出

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要求之后
,

立即表示
: “

如此情形
,

我国殆

已承认
,

我当转报中央当局
。

惟事关法律问题
,

尚待专家之研究
,

如诸位需要悬挂临时政府之牌子
,

亦无甚关系
。 ’ ,②此后不久

,

主

持援韩事务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弊专门了

解和研究了关于韩国独立党和韩国临时政府的状况
,

他的初步

意见是
: “

该党与临时政府与本党已有久远之历史
” ,

中方将
“

随

时扶助
,

不干涉其内部之事
。 ” ③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

,

朱

家弊则未加表态
。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

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对承认韩

国临时政府的间题作了认真的研究
。

当时一种意见认为
, “

临时

政府之承认
,

似尚非其时
” ,

其主要理由为
: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至

今二十余年来
,

其领袖人物
“

大部死亡或星散
” ; 现有成员如金

九
、

李始荣
、

赵碗九
、

赵素昂
、

曹成焕
、

朴赞诩等
, “

远逊于 以前
” ,

“

其才智能力
,

与各国当政者比较
,

固相左甚远
” ;
持该种意见者

也指出
,

在
“
目前韩国革命党人中

” ,

韩国临时政府之成员
“

较孚

人望
,

在海外亦较有相当号召力量
” 。

此外
,

国民党方面也注意到

国际局势的新动向
,

即
“

迩来民主国家
,

标榜民族 自决
,

在纳粹势

力灭亡下之小国政府
,

纷纷取得中英美等国之正式承认
,

并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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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节
” ,

因而建议有关方面
“

从长研究
” ④ 。

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则主张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他在给

朱家弊的一份报告中谈到
:

在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中
, “

金九所

领导之韩国独立党
,

其前途希望最大
,

参加人员亦较有历史
。

所

可考虑者年老之人居多
,

对于青年之领导不免略有减色
。

惟站在

本党立场
,

扶持金九领导之团体
,

比较最妥
。

… …关于所要求承

认临时政府一举
,

在目前世界局势之下似可酌予照办
。

如蒙赞

同
,

并请与外交部郭部长商洽
。 ” ⑤朱家弊在复函中对于

“

以金九

领导之独立党为最有希望
”

的提法颇为赞成
,

认为
“

甚善
,

一切早

已照此办理
” ;并且明确指出

: “ 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
,

迭与

郭外长商谈并得各方赞同
,

不久当可实现矣
。 ” ⑥朱家弊这里提

到的
“

各方
” ,

应该理解为国民党年央政权中与援助韩国独立运

动问题有关的各部门的负责人
。

再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方面来看
,

当时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所持的态度
,

也是十分积极的
。

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李承晚

的说法
,

原中国驻英大使郭泰棋自伦敦经由华盛顿返抵重庆担

任外交部部长
“

不久
” ,

当时金九和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赵素

昂曾持李承晚的介绍信访晤郭泰棋
,

郭向金
、

赵允诺
:

中国政府

将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⑦ 。

按郭氏系 1 9 4 1 年 6 月 27 日返抵重

庆
,

30 日举行就任外交部部长仪式
,

所以郭泰棋与金九
、

赵素昂

的会晤无疑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

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领域里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
,

即认

为在中国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
,

只是到 1 9 4 1 年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
、 “

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以后
,

中国对临时政

府之存在一事
,

在态度上才开始有着较积极的转向 ,,@
。

然而
,

前

引徐恩曾与朱家哗之间的往来函以及郭泰棋对金九
、

赵素昂的

允诺都表明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

国民党当局有关方面便认

为应该重点扶持韩国独立党
,

并且明确主张尽早承认韩国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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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这一主张已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其他方面负责人的赞

同
。

看来
,

在对待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
,

国民政府虽然是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才明显表现出积极扶持的姿态
,

但作为援韩政策

转趋积极
,

却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便已经开始了
。

194 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国民党中央政权对承认韩国

临时政府有着更多的考虑和研究
。

国民党中央党部方面
,

徐恩曾和朱家哗积极主张早 日承认

韩国临时政府
。

徐恩曾在 1 9 4 1 年 12 月 n 日致函朱家弊
,

提出

了三点理由
,

即
:
1

、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

题
; 2

、

苏联在对 日开战后可能另行组织韩人苏维埃政府 ; 3
、

中方

已对韩国光复军予以支援
。 “

对韩国临时政府
,

似应早予承认
,

以

加强分化敌人之工作
。

,,@ 朱家弊则在 12 月 9 日中国正式对日宣

战后
,

当面向蒋介石陈述过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
,

蒋介石认为
“

时机尚早
” ,

指示
“

缓行
’ ,L 。

所以
,

朱家弊在 12 月巧 日复徐恩曾

函中谈到
: “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节
,

亦为弟所主张者
,

且 已嘱为

进行
,

一时尚不能成为事实
。

倘美国能予承认
,

我 国必可实现

矣
。 ” @但是

,

朱家弊实际上并不赞成一 味消极等待美国政府在

此问题上率先迈出一步之后
,

中方再行承认
。

待到 1 9 4 2 年 6 月
,

朱家哗再次建议中国方面应
“

及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

并陈述

了四方面的理由
:

一
、

我抗战五 载
,

对于亚洲问题之意见
,

盟国必甚重
,

无

由反对
。

二
、

苏因需英美援助甚急
,

此时虽与 日有中立协定关

系
,

不能有所表示
。

三
、

我若承认在先
,

一 旦 日本发动对苏战争
,

苏不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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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韩国苏维埃政府
,

届时只有随我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四
、

闻苏训练韩人军队
,

已有数万
,

他 日对 日作战
,

必即

建立韩国苏维埃政府
,

则届时势将应付为难
。

朱家弊的结论性意见是
: “

根据以上四点理由
,

似宜预留承

认之事实
,

以为将来外交之运用
。 ’ ,@也就是说

,

即使中国方面尚

难以公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至少应在事实上予以承认
。

在这里
,

朱家弊已经提到了国民党当局在承认韩国临时政

府时应注意到意识形态方面
,

但主要是从国际局势和外交的角

度
,

来考虑实施承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
。

此外
,

国民党当局在

承认间题上尚有另外的考虑
,

即韩国独立运动内部各党派之间

的纷争
。

这一点
,

朱家弊本人在同年 9 月 12 日致蒋介石的报告

中
,

作了补充说明
。

他谈到
: “

金九领导之韩国临时政府
,

已有二

十三年之历史
,

金若山反对
,

系以未接受召集议政院临时会之建

议为由
,

实则系争执领导权
。

此种内部政争
,

似不必过分重视
,

但

须设法消弥
。

我方尚能适时承认临时政府
,

则金若山除服从其任

命外
,

似无其他正 当途径可循
,

内部矛盾
,

因此可以消弥于无

形
。 ” 。 十多年后

,

朱家弊对此事又有如下回忆
: “

(民国 )三十年

冬天
,

我又推动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当时预备举行正式承认

的典礼已经相当成熟
,

碎因金若山的种种捣乱
,

没有成功
,

深为

遗憾
。 ’ , 。 对于朱家哗这一回忆中涉及的 日期尚难以准确判断 ;

对当时国民政府最终未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仅仅是由于金若山派

的反对的说法
,

同样不能简单地接受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在承认

韩国临时政府和实现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间的统一这两个方

面
,

确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 以韩国独立党及韩国 !城时政府作为

重点援助对象
、

通过这种援助来消弥韩方内部的分歧 (或者说迫

使金若山等派别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最高地位 )
,

实际上是国民

党当局的既定方针
。

然而
,

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还涉及到其他

更复杂的问题
。 “

先承认
,

后统一
” 、

以
“
承认

”

来促成
“

统一
”

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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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当时在韩国独立运动内部和国民党当局内部
,

都还没有成为

共识
。

在国民党营垒中
,

立法院院长孙科当时公开主张国民政府

立即无条件地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19 4 2年 3 月 22 日
,

在重庆各

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会上
,

孙科作了题为《韩国独立运动 》的演

讲L 。

他从韩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
、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援

助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
、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国际条件已经具

备
、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等角度
,

阐述了中国正

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由于孙科的这次演讲是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首次公开表明了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积极立场
,

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
、

特别是韩

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关注
,

把孙科的演讲视作国民政府即将正

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信号
。

应当指出
,

孙科当时虽然是中韩文化协会的理事长
,

但并非

国民党中央政权对韩事宜的负责人
,

也没有介入有关的决策过

程
。

孙科在上述演讲中对韩国独立运动以及韩国临时政府所持

的积极支持态度
,

固然与国民政府的援韩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
,

但是
,

在诸如怎样看待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
、

以及美英

苏各国对待韩国临时政府所持态度的估价等间题上
,

孙科的观

点同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
,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

美国驻华大

使馆便认为
,

孙科关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谈话并非出自国民

政府的指示
,

事先国民政府也不知道这一谈话内容L 。

美国使馆

之所以对孙科的上述谈话不甚注重
,

其理由是中国外交部不久

前向美国使馆清楚地表明
:

中国方面尚未准备立即承认韩国临

时政府
。

孙科因其家族的地位可对政府问题自由发表其主张
,

但

中国政府并不有义务承认孙科的谈话
。

1 94 1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

家弊以及先后两任外交部部长郭泰棋
、

宋子文@ ,

都一度考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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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但蒋介石指示暂缓作公开承认
。

事实上
,

一直到 1942年 4 月初
,

国民政府外交部方面在同有关国家作相

应交涉的过程中
,

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颇

为谨慎
,

希望在此问题上同有关大国
、

特别是美国政府协调一

致
。

19 4 2年 3 月 19 日
,

中国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曾向美

国使馆官员谈到
:

中国政府对在华韩人的活动持同情的态度
,

但

由于韩人团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

这些团体在朝鲜本土也

都缺乏真正的追随者
,

中国政府尚未决定正式承认任何团体 ;杨

云竹还表示
,

作为朝着最后承认的一个步骤
,

中方正试图统一现

有各韩人团体
,

从而加强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
。

杨云竹并且明确

告诉美方
:
以金九为代表的韩国独立党和金若山为代表的民族

革命党
,

是两个最大的党派
,

他们控制下的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

勇队都得到了中国军事当局的支持 ;但是
,

近来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已正式承认了金九派韩国临时政府之下的武装力量即光复

军
,

这可以视作是统一两支军事力量的最初步骤
,

而这种统一又

是最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个前提条件
。

杨云竹进而谈到
,

在实现两大军事力量的统一之后
,

第二个条件应实现各党派的

统一
,

第三个条件
,

则是确定韩国临时政府目前的领导人或日后

取而代之的集团
,

是否能够真正成为韩国人民的领袖
。

杨云竹表

示 了以下优虑
:

金九
、

赵素昂和临时政府在华其他领导人对韩国

独立事业的忠诚固然毋庸置疑
,

可是他们毕竟流亡时间过久
,

他

们在朝鲜本土还有多大的知名度和可能获得多少支援
,

都无切

实把握。 。

杨云竹的基本观点是
:

国民政府最终将承认韩国临时

政府
,

但当前韩方内部的条件尚不成熟
。

事实上
,

杨云竹的上述谈话代表了外交部当时所持的谨慎

立场
。

同年 4 月初
,

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一份致

罗斯福 ( F r a n k l i n D
.

R o o s e v e l t ) 总统的备忘录中
,

建议同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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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帮助韩国独立运动
:

一
、

促成两个主要派别

的联合并提供军事帮助 ;二
、

宣布战后朝鲜将获得独立
。

值得注

意的是
,

宋子文认为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可以过一段时间之

后再实施L 。

然而
,

这时重庆方面的态度起了重大变化
。

在 1 9 4 2 年 4 月

6 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
,

孙科正式提出了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

府的议案
,

并得到了于右任
、

张继等人的支持
,

但也有不同意见
。

经过 3 个小时的争辩
,

未能达成一致
,

遂决定由蒋介石来作出最

后决定。 。

4 月中旬蒋介石回到重庆后
,

国民党当局再次就承认

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进行了紧急讨论
,

认为这一承认已不宜再

耽搁了
: 一

、

澄清有关国家认为中国对周边地区有领土野心的疑

虑 ;二
、

表明中国坚决奉行大西洋宪章。 。

应当指出
,

国民党当局主要是从国际局势和外交的角度来

考虑实施承认的必要性的
,

而不是单纯从中国和韩国临时政府

的双边关系出发的
。

正因为这样
,

尽管中方已打算把对韩国临时

政府的正式承认付诸实施
,

但在迈出最后一步之前
,

仍然认为应

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交换意见
。

于是
,

在 1 9 4 2 年 4 月 18 日
,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傅秉常告知美国大使高斯 ( lC ar en ce

E
.

G a us s
)

:

中国准备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蒋介石希望尽早

得知美国政府对这一间题的看法。
。

从美国方面公布的档案资

料来看
,

这也是国民政府方面首次向美方正式提出中方即将承

认韩国临时政府
。

中方所表示的即将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
,

确实引

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

对美方而言
,

对中方的态度颇难作出妥当

的答复
。

就对韩国临时政府本身而言
,

原先美国政府各有关方面

的意见大体上就是一致的
,

即认为在重庆的包括韩国临时政府

在内的那些韩人团体尚未实现统一
,

他们虽然得到了在美韩侨

的支持
,

但显然同在满洲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韩人武装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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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联系
,

故而应暂缓实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L 。

美国国

务卿赫尔 ( C or de n H ul l) 便认为
,

对于中国政府有关承认韩国临

时政府的建议
, “

目前美国不应作出肯定的答复
’ ,@

。

然而
,

美方

又感到难以反对中方准备采取的承认步骤
。

事实上
,

在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的头一年里
,

美国政府内部确实有过如下看法
,

即认为

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和韩人组织的承认间题
,

自然应由中国方面

首先作出考虑
,

中国和朝鲜是近邻
,

又有几个世纪的密切关系
,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战略角度出发
,

中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朝

鲜的未来表示特别的关注⑥ 。

助理国务卿伯尔 ( A do lf A
.

B er l e )

曾提出
,

美国不应干涉中方的决策
, “

在确定远东地区的政治原

则方面
,

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发言权
’ ,L 。

美国方面也已经向中

方表示过
:

只有在中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后
,

美国政府才有可

能实施相应的承认@
。

甚至直到 1 9 4 2 年 10 月
,

美国政府内部还

有一种设想
,

即反法西斯同盟国应设立一个有关战后朝鲜问题

的专门委员会
,

应由中国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

美国和新西兰为

委员会另外两个成员。 。

当然
,

上述美国方面的内部考虑
,

并不

表明美方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
,

将积极地全盘地接受中

国政府的建议
,

但至少可以认为
,

中国方面为实施对韩国临时政

府的承认而开展的对美外交中
,

中方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

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

经过反复权衡
,

5 月 1 日美国政府指示高斯大使向重庆当

局作出了如下答复
:

由于现有各韩人组织之间的不团结以及同

朝鲜本土的民众缺少联系
,

美国政府目前不准备承认任何一个

韩人组织 ; 至于中国政府打算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美国政府建议

中方可强调这一承认的
“

临时性质
” ,

以便今后有更多的主动权 ;

“

由于地理的和种族的因素
,

承认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要比对美国

更为迫切
,

… …对于中国政府经过认真
、

全面研究之后所采取的

任何步骤
,

美国政府都不会加以阻扰
,

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支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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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人民争取解放并相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美国政府将重新研

究对这一新步骤所采取的立场
” ④ 。

以后中美之间关于韩国问题

的交涉过程表明
,

这是美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国民政府准

备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表示持谅解的态度
。

如果国民政府抓住这

一契机
,

迅即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那么不仅中韩关系将有不

同的发展轨迹
,

韩国独立运动会获得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

以后远

东地区也很可能是另一种外交格局和政治版图
。

然而
,

当 5 月 6 日高斯向傅秉常转述了美国政府的上述意

见时
,

傅却告知高斯
:

近来罗斯福总统和宋子文讨论了承认韩国

临时政府的问题
,

重庆方面正在重新考虑此事
,

至少将延迟到更

合适的时候@
。

与此同时傅秉常还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H or ac e

J
.

Sey m o u r )谈到
,

中国政府暂缓公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将在

半官方的基础上
,

同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打交道
,

希望促

进各党派间更好的合作@
。

很显然
,

中方在准备对韩国临时政府实施正式承认的最后

一刻
,

突然改变了立场
。

可是
,

这种改变却有其必然性
。

此前国

民党当局内部之所以在承认间题上迟迟未作出决定
,

除了韩国

独立运动内部各党派的不统一之外
,

还有着三点疑虑
:

一
、

认为

韩国临时政府主要是代表了朝鲜本土之外的韩人
;
二

、

国民政府

方面知道在西伯利亚有着 2 个旅的韩裔部队
,

认为一旦苏联对

日作战
,

势必动用这些部队进入朝鲜
,

并建立韩人政府
,

所以中

方担心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会对中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
三

、

认为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会使英国政府在诸如马来亚

等间题上遇到麻烦
,

担心来自英国方面的反对
;
还担心荷兰政府

会考虑到荷属东印度问题而对中方的决定产生不满
。 。 这三点

疑虑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美国方面对中方突然改变立场颇感意外
。

但是
,

导致中方最

终决定暂缓实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主要原因
,

正是美方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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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间题上向中方表示的消极态度
。

4 月中旬
,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

指示
,

高斯大使向中方表示
: “

我们希望
,

中国政府在承认韩国临

时政府间题上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之前
,

最好能够向我们告

知相关的观点和最后的决定
。 ”

美方的理由是
:
凡是涉及反对轴

心国的独立运动的任何问题
,

当然都与其他同盟国政府有关
,

事

先磋商
,

便于相关政府同时行动和采取配合措施。 。

与此同时
,

宋子文从华盛顿给蒋介石打来了一份急电
,

内称
: “

罗 (斯福 )总

统云
:

承认朝鲜独立本拟侯印度间题完全解决
,

同时宣布
,

今印

度事搁浅
,

日敌猖撅之时
,

单独提出承认朝鲜独立
,

似不切实云

云
。

总统之意
,

暂将此事交文商承我政府
,

随时相机办理
,

如我方

以为承认已至适当时期
,

再行讨论
。 ” 。 当时

,

同盟国之间尚未就

战后朝鲜地位进行过正式磋商并达成一致 ;而一旦正式承认韩

国临时政府
,

自然意味着该政府是战后朝鲜的合法政府
,

战后朝

鲜独立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

但是
,

有关印度地位问题当时已

经使中英关系出现不快
,

中英双方都希望美国方面予以表态
,

这

使美国政府十分为难
,

故而主张暂缓解决印度问题
。

在美方看

来
,

如果盟国对韩国问题予以表态
,

势必在印度问题上给英国政

府造成压力
。

而根据前引傅秉常 5 月 6 日和高斯的谈话
,

很清楚

地表明了罗斯福的态度对中方改变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立

场
,

确实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

还应当指出
,

中国方面对于 5 月 6 日高斯所转达的美国政

府有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意见
,

并没有意识到美方态度的微

妙变化
,

即如果中方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美方并不会公开反

对
。

而中方可以说是过于谨慎
,

也可以说是期望值过高
,

即在承

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
,

希望得到美国政府公开的支持甚至相

应的承认行动 ;而美方一旦表示消极
,

中方便裹足不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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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2年下半年之后
,

随着韩国独立运动内部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局势的变化
,

国民党当局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再

度趋于积极
。

1 9 4 2 年 12 月 15 日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函国

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

指出
: “

查关于朝鲜问题
,

迭奉总裁及

常务委员会之指示
,

除关于扶持韩国在华革命力量办法另有规

定外
,

对于韩国临时政府之承认间题
,

经决定原则
,

应确定先他

国而承认
。

其时机 由外交部秉承总裁指示
,

于适当时期选择

之
。 ” 。

1 94 3 年 1 月 3 日
,

重庆《大公报 》登载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情

报司司长邵毓麟《如何解决 日本事件》一文
,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也播发了该 文
。

邵毓麟谈到
: “

朝鲜的独立
,

已为必然之结

论
。

… …其独立的重建
,

应为目前中日战争之归宿
,

事实上殆亦

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
。 ”

该文的发表立即引起了

美方的注意
,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认为
,

这篇文章不仅代表邵本

人
,

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官方对待相关间题的观点。 。

此外
,

朝鲜

独立运动各党派间的合并统一事宜
,

一度又有了新的进展
。

例

如
,

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人之一
、

光复军副总司令金若山于 1 月

4 日向新闻界明确谈到
,

希望中国政府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同年 2 月下旬
,

改组后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其代表大会宣言中
,

表示要
“

使临时政府确立于国内外革命集团与革命群众之基础

上
,

更发展成为总领导全民族独立事业之革命政权机构
。

并为使

各国在最短的期间内承认我临时政府及战后我国之完全独立而

努力
” 。

。

在重庆的各新闻媒体
,

对朝鲜间题和韩国临时政府的

活动作了较多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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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

美国战略情报处的官员向国务院方面指出
:
中国

政府比以往更为积极地准备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认为拖宕承认

只会有利于苏联
。

对这一前景
,

战略情报处方面担心会引起同苏

联的麻烦 ;此外
,

战略情报处官员还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举是

否明智
,

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
在美国的韩人与在华韩人之间的不

团结 ;临时政府本身存在着弱点
,

缺乏有能力的领导者 ;该政权

未必能代表朝鲜人民。 。

美国国务院对上述动态十分重视
,

指示驻华使馆了解韩国

独立运动各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以及中方的相应态度
。

根据美

国使馆了解的情况
,

中国方面并不认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两大党

派已经实现了统一
,

也不认为韩方内部各党派的统一与承认一

个流亡政府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

尽管中国政府仍然鼓励

韩方各党派的统一 ;即使韩方两大党派达成了统一
,

中国政府也

将就承认间题与美国政府进行协商。 。

这无疑是向美方表示
,

在

事先未征询美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
,

中国政府不会自行承认韩

国临时政府
。

中方的这一表态
,

显然比以前的立场有所倒退
,

使

美方松了一 口气
。

不过
,

中国方面仍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十分关注
,

数

次与美方交换意见
。

在这类交换意见的过程中
,

国民政府方面的

态度又是如何的呢?

1 9 4 3 年 3 月 29 日
,

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访晤了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
。

韦尔斯认为
,

在朝鲜问题上
,

英国
、

美国和中国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
。

对此
,

宋子文没有提出异

议。 。

但是
,

当时美国部分国会议员主张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3 月 3 1 日
,

来自密西根州的议员奥勃里安 (O’ Br ie )n 提议
:

美国

参众两院应联合通过一项提案
,

要求美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

府 。 。

部分国会议员还作了相应的演讲
。

中国方面获悉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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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立即试图了解美国政府所持的态度
。

同年 4 月 17 日
,

驻华盛

顿的中国大使馆官员便向美国国务院方面直接提出
,

希望知道

美国政府对承认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
。

5 月 12 日
,

美

国助理国务卿伯尔专门就该问题约见了中国大使魏道明
。

他向

魏道明表示
:

虽然美国政府倾向于战后朝鲜实现独立
,

但对于韩

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间题
,

最好暂时搁置不提 ; 目前有不少国家未

获得解放
,

有关的组织正在谋求被承认为临时政府 ;如果承认任

何一个临时政府
,

就会引起更多的承认要求
,

而在大部分情况

下
,

我们缺乏足够的消息可资判定哪些组织被其他国家的人民

所接受
,

在韩国问题上
,

美国也持相同立场
。

伯尔又指出
:

美国方

面了解到
,

中国政府与韩国问题关系更为密切
,

肯定对有关情况

有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任何主张
,

美国政府都将予

以认真考虑
。

魏道明则称
:

在韩国问题上
,

中国政府希望在观点

和行动上
,

都能够与美国政府协调一致 ;对于韩国临时政府
,

中

方的观点大体上与美方相同
,

倾向于暂缓解决承认间题。 。

在上述交涉过程中
,

美国方面实际上坚持了以往的拒不承

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立场
。

就中国方面而言
,

虽然仍向美方表示出

对该间题的关注
,

却没有积极地进一步阐释中方的主张
,

从而影

响美国政府的态度
。

中国外交当局的谨慎而消极的观点
,

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待韩国临时政府的基本态度
。

1 9 4 3 年 3 月 5 日
,

朱家哗向蒋介石呈送了一份题为《密陈四年

来对韩国问题办理经过附具意见 》的报告
,

内称
:

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
,

经于 ( 民国 ) 三 十一年六月

十八 日详陈在案
。

此事单就促成韩国内部团结而论
,

亦至 必

要
。

目前虽时机尚早
,

尚未实现
,

但金九领导之韩国临时政

府已有二 十三年
,

实际上似应以之为对象
,

予以援助
。

我方

倘能照此因应
,

则金若 山当可渐入正 规
,

内部矛盾
,

或可因

此消弥于无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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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份报告与朱家弊本人一年前的主张相比
,

便可以

看出
,

在实际意义上全力扶持
、

支持韩国临时政府这一基本点

上
,

并没有发生动摇 ;仍把韩国临时政府视作唯一可能予以外交

承认的政治实体
。

然而
,

在承认的时机上
,

却已从 1 9 4 2 年 6 月的
“

及时承认
” 、

同年 12 月的
“

适当时期承认
” ,

改为 1 9 4 3 年 3 月的
“

时机尚早
” 。

无论从国民政府还是从韩国临时政府方面而言
,

这

一变化都是意义重大的 ;这一变化固然与韩国独立运动内部各

党派迟迟未能真正消弥分歧
、

实现统一有关
,

也与美国政府对此

间题始终持低调不无关系
。

应当看到
,

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
,

长期以来朱家弊一

直是国民党中央政权中持积极主张的代表
,

又对相关决策的形

成有着较大的作用
。

朱氏在 1 94 3 年 3 月 5 日的报告中认为解决

承认间题
“

时机尚早
” ,

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当时国民政府的观

点已不如一年之前那样乐观了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不

再关注此问题
。

只是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展开新一轮的积极交

涉
,

有待于最高决策层作出新的判断
。

而朱家弊的上述报告
,

一

直到该年 8 月 10 日才得到了蒋介石的批示
,

其中关于承认韩国

临时政府间题的部分如下
:

处理政治问题
,

我国对韩国政府现虽尚未承认
,

惟兹后

有关朝鲜独立运动之政治事宜
,

应侧重 以韩国临时政府为

对象
,

以消弥其内部政争
。 。

蒋介石的这一批示
,

基本上肯定了朱家弊报告中的意见
。

无

论朱家哗还是蒋介石
,

显然都认为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尚未真

正实现统一
,

帮助消弥各党派之间的分歧是国民党当局眼前对

韩工作的重点 ;国民政府当然应重点支持
、

扶助韩国临时政府
,

至于正式承认
,

则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

再予以实施
。

中国方面认为承认条件的不成熟
,

除了韩国独立运动内部

的分歧之外
,

来自其他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
,

始终是主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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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中方仍希望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
,

同英美等国达成具

体的谅解
。

1 94 3 年 8 月 20 日
,

蒋介石的顾间
、

中国国际间题研

究所所长王茂生在重庆 向美国大使馆代表安其森 ( eG or ge

A ct he so )n 指出
,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朝鲜的未

来
,

而且关系到 日本占领下的东南亚各地区
,

他建议美国发起召

开盟国中有关成员国的专门会议
,

以形成统一的政策
。

美国国务

院方面获知中方的建议后
,

借口在美国和在中国的各韩人团体

之间都存在着分歧和不团结
,

认为召开中方所建议的会议还不

是时候L 。

与此同时
,

战后朝鲜的地位问题
,

即战后朝鲜应否独立
、

是

直接独立还是先实行国际托管
,

逐渐成为中国与美
、

英等国交涉

的重点
。

在该间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

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间题
,

显然难以提上各大国之间交涉的议程
。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了国民政府在承认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决定
。

在 1 9 4 3 年的

开罗会议召开前夕
,

中方曾对承认朝鲜独立和韩国临时政府的

可行性作了分析
,

认为如果中国单独予以承认
,

将使国际社会产

生同盟国之间发生分裂的不利影响
,

但也可能造成既成事实
,

使

日后苏联不便另行支持其他韩人政权
。

据此
,

中方得出如下结

论
: “

我方单独承认朝鲜革命政府自各有其利弊
,

两者相衡
,

似以

考虑于适 当时机尽先承认为宜
。 ’ ,L而在开 罗会议期间

,

中方并

没有提出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间题
,

即使在蒋介石和 罗斯福的

会谈中
,

对于朝鲜问题
,

双方也仅仅达成如下谅解
:

中美两国协

助朝鲜人民重建自由和独立@
。

四

开罗会议结束后不久
,

国民党中央当局根据国内外局势
,

重

新确定了对待韩国独立运动的基本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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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局认为
,

开罗会议宣布将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获得

自由与独立
,

意味着朝鲜的国际地位已得到基本保证
,

这对中国

方面进一步开展援助韩国独立运动
,

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不过
,

“

惟英
、

美及苏联对韩利害关系不尽相同
,

其所表现之态度亦各

异其趣
” ,

进而言之
,

英国
“

显然不愿过问
” ;俄国则

“

另有企图
,

现

在俄境内有韩侨二十万人
,

诚恐将来战争告终
,

俄有对韩先下手

之可能
” ;美国虽有所

“

过问
,

但不愿多费精力
” ;而

“

中
、

韩为兄弟

之邦
,

关系密切
,

安危与共
” ,

在美
、

英
、

苏的对韩立场之下
,

国民

党当局主张
“

我国对韩
,

实应负最主要责任
” 9

。

这是对较长时期

以来中国事实上在援助韩国独立运动方面所承担的主要角色的

责任
,

再度予以自行确认
。

但是
,

国民党当局此时仍没有考虑把

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提上议事 日程
。

与上述对局势的判断相应
,

国民党当局确定了如下处理韩

国独立运动间题的原则
:

一
、

今后在国际上
,

应如何予以援助
,

促

进其独立
,

应由外交部根据总裁指示之方针
,

研议具体方案
,

以

为斡旋运用之根据
,

并随时通知美国加强联系 ;二
、

对韩国临时

政府
,

促其内部之团结
,

并积极予以协助 ;三
、

关于援助经费
,

以

借款名义拨发
,

并稽核其实际作用 ; 四
、

对韩国光复军
,

应充实其

力量
,

发展敌后工作。 。

此外
,

国民党当局还认识到
:

处理韩国问

题
,

中方
“

过去未经指定机关负责承办
,

应付步骤颇不一致
,

实有

集中管理加强联系之必要
” ,

故而决定
:

由中央秘书处
、

中央组织

部
、

军事委员会
、

外交部
、

侍从室
,

指定负责人员
,

举行会报
,

以资

联系
。

从尔后援韩政策实施情况来看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

成为蒋介石之下联络中
、

韩各方的最主要的角色
;
而新出任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
,

所起的作用则不如前任部长朱家弊

那样凸现
。

在国民党有关方面的斡旋之下
,

在中方朝野的协力推动之

下
,

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统一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
。

1 9 4 4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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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召开的韩国临时议政院第 36 届会议
,

根据新宪章改组选举了

政府成员
,

不论在国务委员会还是在临时政府各部负责人选中
,

均显著增加了韩国独立党 (金九派 )之外的其他各派的名额
。

该

届议会闭会时所发表的宣言指出 ;改组后的韩国临时政府
,

系独

立运动各党派
“

联合一致而产生了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
” , “

从

此以后
,

我们的临时政府对内能够统一指导全民族的一切反日势

力
,

对外能够代表全民族的意思和权利
,

这样一定能够成为全民

族有权威有能力的最高领导机关殉
。

这标志着韩国临时政府已成

为以韩国独立党为主体
、

包括其他主要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
。

在统一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
,

提出

了获得国际正式承认的新要求
。

19 44 年 4 月 24 日
,

韩国独立

党
、

朝鲜民族革命党
、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
、

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总

联盟发表联合宣言
,

提出
:

“

第二
,

我们四 党确认这次修正 的临时宪章为全 民族行

动之最高准绳
,

我们当率先遵守奉行之
。

第二
,

我们 四党确认新任政府主席金九先生暨全体国

务委员为我们 民族的最高领导者
,

我们 当率先以诚心拥护

和支持
。

第三
,

我们 四党决心在临时政府旗帜下
,

团结和动员全

体民族向 日本帝国主义者展开最后的大决战
。

第 四
,

我们四党为取得中
、

美
、

英
、

苏同盟国以及全世界

一切正义人士们的同情和援助
,

尤其为着在最短期内求得临

时政府的国际承认和有力的国际援助
,

而要积极努力
。

峋

韩国方面也认识到
,

在同盟国四大国中
,

最有可能率先承认

韩国临时政府的
,

当然是中国国民政府
,

因而再度向中方提出了

获得承认的强烈要求
。

在这方面的交涉中
,

下列各次颇为引人注

目
。

1 9 4 4年 5 月
,

韩方各派共同致备忘录于正在重庆举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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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
,

要求大会通过决议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

予以必要之物资援助
,

该备忘录从九个方面阐述了
“

中国应首先

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主要理由与作用
” ,

强调韩国临时政府已成

为
“

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有权威之政府
” , “

对内可以指导全民族反

日运动
,

对外能完全代表全民族的意思与权利之最高领导机

关
” ,

得到了韩国各大革命党派和在美韩人各团体的公开拥戴
。

该备忘录还希望中国政府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后
, “

立即推动

各主要同盟国
,

使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

。

同年 7 月 3 日
,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致函蒋介石
,

内称
:

“

敝国临时政府
,

原属精诚团结
,

意志统一
,

而国内外革命之潜势

力
,

亦复普遍而活跃
。

惟以临时政府尚未经盟国承认
,

感召之力

不宏
。 ”

金九要求中国政府
“

垂察情势
,

始终成全
,

慨予首先承认

敝国临时政府
,

为盟国倡
,

或援法国临时政府之成例
,

先予事实

上之承认
,

傅嗣后关于政治军事经济之协商
,

均由双方遴派代

表
,

专负其责
” 。 。

9 月 5 日
,

金九利用受蒋介石接见之机会
,

面呈备忘录
,

提

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
,

其第一项便是承认问题
,

指出
: “

韩国临时

政府在中国境内建立后 已经二十五个星霜
,

中间历蒙贵国朝野

之多方援助
,

以维至今
,

感德实深
。

值此千载难逢之好机会
,

如蒙

贵国政府予以合法的承认
,

稗得参列于国际队伍
,

前途光明应无

限量
。 ”
此外

,

针对以往中国方面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间题上所

表现出来的犹豫
,

备忘录作了说明和进一步的要求
: “

韩国革命

领导机构
,

不问国内外
,

自始至今
,

只有单一旅渝临时政府
,

并无

其他类似之组织
,

故今后如蒙贵国加深的援助
,

迅速进行国内外

普遍组织联络
,

则必无波兰
、

南斯拉夫等国的对立的机构发生的

忧虑
。 ’ ,。

对于韩国临时政府方面接二连三提出的承认要求
,

国民党

内部虽然也有持较积极立场的
,

但总的看来
,

在此问题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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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谨慎
。

被蒋介石指定主持协调对韩工作的吴铁城
,

主要从有利于

安定韩国独立运动
、

巩固韩国临时政府的地位出发
,

曾于 1 9 4 4

年 4 月向蒋介石提议
: “

外交方面
,

似应斟酌时宜
,

先行承认临时

政府
,

以坚定其信心
。 ’ ,②当时蒋介石对此提议未作出倾向性的

决断
。

所以
,

同年 5 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致韩国临时议

政院第 36 届会议闭幕的贺电中
,

未提及对改组充实后的韩国临

时政府的承认间题
。

旋即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
,

既没有

讨论韩方各派联合提出的对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
,

也没有向韩

方作出任何新的允诺
。

另一方面
,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于 1 94 4 年 8 月 3 日

致函蒋介石
,

阐述了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所持的观点
。

他认为
,

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
,

中国
“

应与美英两国采取一致行

动
” ,

而
“

美英二国或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

而不愿有所决定
” ;此

外应考虑对苏联的反应
, “

查苏联未参加开罗会议
,

对韩国独立

一事未作任何表示
。

在苏联未参加太平洋战争之今日
,

中
、

英
、

美

三国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恐易启苏联之误会
。

… …我国鉴于 目

前对苏关系
,

似有审慎必要
。 ”

宋子文的结论是
: “

我国对于承认

韩国临时政府问题
,

目前仍以稍待为妥
。

,,@

在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运作机制中
,

外交部是外交政策的实

施部门
,

而非决策机构
。

诸如承认他国政府这样的重大外交决

策
,

系通过国民党总裁 (蒋介石 )— 中央设计局— 国防最高

委员会的环节决定
;
在此过程中

,

外交部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十

分明显
。 “

先他国而承认
”

韩国临时政府的决策
,

便是在外交部部

长宋子文未参与的情况下 (宋氏时在美国 )作出的
。

但是
,

对于如

何实施这一决策
,

特别是对承认时机的择定
,

则涉及到诸多外交

问题
,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
,

则必须有外交部来参与最后的确定
。

事实上
,

国民党最高当局在确定
“

先他国而承认
”

的原则的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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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把承认时机的决定权赋予了外交部
。

还应当指出
,

对于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样的外交举措
,

应事先与美英等国交换意见
、

取得谅解
,

这同样是国民党中央当

局的决定
。

即使在 1 94 4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当局通过的《韩国问

题处理原则 》之中
,

也明确规定
,

对韩问题须
“

随时与美国洽商进

行
” 。

这种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而与美英等国的磋商
,

当然要由

外交部方面具体进行 ;对这种交涉结果的评判
,

也主要由外交部

方面作出
。

事实上
,

正如前文所述及的
,

自 1 9 4 2年以来外交部方

面已就该间题与美国 (还有英国 )进行过多次交涉
,

但均未获得

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明确允诺或对中国政府率先承认的赞

同
。

宋子文 1 9 4 4 年 8 月认为中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仍以

稍待为妥
” ,

也主要是从国际条件尚不成熟这一点来考虑的
。

与此同时
,

国民党中央党部方面却提出了较为积极的看法
。

继朱家弊之后出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
,

就曾向宋子文指出
:

“

韩国政府在我境内已二十余年
,

迄无重大作为
,

意志自易消沉
。

今知剥复之机已转
,

自应使之有所表现
,

而近顷国际政治运用
,

对战后和平形势之布置
,

均各不遗余力
,

韩国在未来之地位及其

地理条件实居中
、

美
、

苏
、

日四国海陆交会之冲
,

尤不可不先事筹

划
。

闻美国在太平洋政策将全力援助朝鲜之独立
,

在中美合作之

下
,

我国亦应有所适应
。 ”

按照陈果夫的观点
,

无论从中国国内国

际情势现状还是从战后韩国地位之重要性来分析
,

中方均应在

韩国临时政府的政策上
,

有较积极的举措
。

陈果夫并且表示
,

他

的上述看法已得到蒋介石的赞同
, “

近委座对韩国政府颇有积极

扶持即予承认之意
,

谨以奉闻
,

敬希台查预为准备
,

相机运用为

祷
” 。 。

很显然
,

以陈果夫所代表的这种观点
,

对外交部方面在有

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间题上无所作为
、

消极等待的态度
,

颇为不

满
,

更以蒋介石的名义
,

力图促使外交当局展开积极的交涉
。

另

外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 9 月 13 日约见金九时
,

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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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

关于承认间题
,

为我国已经确定方针
,

一侯时机成熟
,

自

当率先承认
。

,,@

陈果夫
、

吴铁城的上述意见
,

并非仅为应付韩方的例行公文

或推楼之词
,

而是确实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当局在承认韩国临时

政府问题上打破僵局的设想
。

与这种设想相应
,

中国方面已在可

能的范围之内采取了一些措施
,

如让光复军直接辖于韩国临时

政府
,

在拨借活动经费
、

增拨每月政务费与生活费
、

向韩国临时

政府提供房屋和食粮等方面
,

满足了韩方的大部分要求
。

如果与

国民党当局对待韩方其他党派的态度相比较
,

上述措施可视作

中方已在事实上承认了韩国临时政府
。

在国民党当局调整援韩政策的同时
,

国民参政会和中韩文

化协会分别提出了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主张
。

1 9 4 4 年 9 月

15 日
,

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国民政府从速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

议案
。

中韩文化协会则于 9 月下旬接连举办座谈会
、

演讲会
,

其

中心话题
,

就是韩国临时政府应当立即取得中国和其他同盟国

政府的合法的承认
。

特别是在 5 月 28 日
,

即国民党五届十二中

全会闭会后的第二天
,

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为韩国临时政府新

入阁的成员举行茶话会
,

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在会上发表

谈话
,

称中国应先于各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因为国民党和中国

人民都希望实现这一承认
。

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在会上

谈到
,

希望同盟国能够尽快承认已增补成员的新的韩国政府
。

梁

寒操
、

孙科的公开谈话曾引起美国驻华使馆的关注
,

认为中方会

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间题与美方再度进行交涉。 。

如前文所述
,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

中国方面 已就承认韩

国临时政府的问题
,

与美国 (还有英国 )政府多次进行交涉
,

试图

获得谅解与合作
,

但收效甚微
。

事实上
,

中国外交当局 已经意识

到
,

这一交涉在短期内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

但是
,

韩国临时政府

不断提出与承认间题相关的要求
,

以及中国朝野渐趋积极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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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主张
,

又使得外交当局必须与美英方面 (特别是美国 )作进一

步的交涉
,

尽可能地协调对韩政策
。

1 944 年 9 月
,

国民党中央当局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

上有所突破的同时
,

国民政府外交部方面也加强了与美英政府

的磋商
。

该年 n 月 28 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祯在重庆

会见了美国驻华使馆代办安其森
。

吴国祯提议
,

中美双方应交换

有关朝鲜间题的消息
,

为日后双方在重庆的进一步讨论作相应

准备 ;在苏联政府介人之前
,

中
、

美
、

英三国政府应先就朝鲜间题

进行讨论
。

吴国祯承认
,

当前就战后朝鲜问题达成最终决定尚为

时过早
,

但他也明确表示
,

在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中
,

中国政府

倾向于支持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
,

并希望战后该临时政府在

朝鲜取得政治支配地位 ;他并向美方介绍说
,

在重庆的韩方各派

已在解决政治分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

接着
,

两天后 ( n 月 30 日 )吴国祯又约见英国驻华大使薛

穆
,

表达了大体上相同的意见
。

在这次谈话中
,

吴国祯承认
,

韩国

临时政府缺乏甚至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
。

而薛穆得出的印象是
:

中国方面希望美国和英国在朝鲜间题上先行一步
,

在明确了美

英两国政府的意见之后
,

中国方面才会最终决定其政策@
。

除了在重庆的交涉外
,

根据国民党中央当局的指示@ ,

中国

有关方面还加强了在华盛顿的外交努力
。

1 9 4 5年 2 月 5 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邵毓麟同美

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兰亭 ( Jo s e p h W
.

B a l l a n t i n e )
,

就韩国独

立运动各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
。

邵毓麟当时兼任侍从室

工作
,

另被聘为韩国临时政府顾问
,

当时系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召开的太平洋学会年会
,

并在美进行韩事活动
。

在和

巴兰亭会晤之前
,

邵毓麟已向美方书面提出了希望交换意见的

各项议题
。

所以
,

在会谈过程中双方表述的观点
,

都有着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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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前考虑
,

尽管双方都同意仅以个人名义进行会谈
。

在会谈中
,

邵毓麟指出
: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着若干从事韩

国独立运动的党派
,

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与不和 ;

他本人已向在重庆的韩国独立运动各领导人表明
,

他们在指望

获得同盟国承认之前
,

必须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

建立有效的组

织 ;建议他们成立起类似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团体
,

唤起和组织

朝鲜民众
,

从事抵抗运动
。

邵毓麟并称
,

他发现在美国的韩人团

体领导人之间的互相猜疑
、

不合作
,

更甚于在重庆的各派别
,

他

已向在美国的韩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邵毓麟向美方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的情况
,

称该临时政府

正按照他 (邵 )的建议实施一项方案
,

包括在重庆训练一支约为

2 0 0 0 人的光复军
。

邵又谈到
,

他认为美国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

的态度
,

同中国政府所持的立场
,

实际上是一致的
,

即目前不予

以承认 ;但中美政府在对待在华韩国独立运动领导者的态度上

是有区别的
,

即中方持更为积极的引导态度
。

在这次会谈中
,

巴兰亭的态度颇为谨慎
。

他及时认可并且强

调了邵毓麟所提到的中美双方暂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立场
,

他还认为
,

在美国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的某些领导人
,

对其个人

和党派特别利益的关注
,

要远甚于对他们祖国事业的重视
。

邵毓

麟曾探询美方向韩人武装提供租借援助的可能性
,

巴兰亭推托

说
,

该事项是由军方决定的
,

但是凡与日本作战的任何人
,

均可

望获得武器装备
。

邵毓麟还提出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就朝鲜

间题交换看法的渠道问题
,

巴兰亭答称
,

这类联系可通由美国驻

华大使馆进行。 。

显然
,

美方并不打算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

题
,

与中方作更多或层次更高的磋商
。

继邵毓麟与巴兰亭会谈后不久
,

中美双方于 2 月 17 日在华

盛顿又就盟国对韩关系诸问题进行了一次规模大得多的会谈
。

中方参加这次会谈的有
:

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错
,

外交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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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司司长杨云竹 (出席太平洋学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
,

驻美使

馆商务参赞李干
,

一等秘书崔存磷等人
。

美方与会者除巴兰亭之

外
,

还有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斯坦顿 ( Ed w in F
.

st an t on )
、

日本处

处长迪克夫 ( E r
l
e R

.

iD e
k

o v e r ) 和助 理 威廉斯 ( F r a n
k 5

.

W ill ia m s )
、

中国处处长范宣德等人
。

在此之前
,

杨云竹已就朝鲜问

题和迪克夫有过数次晤谈
。

而这次所谓非正式会谈
,

也是应中方

的要求安排的
。

在会谈中
,

刘错代表中方提出
,

应援助韩人开展地

下抵抗运动
,

并致力于协调海外韩人团体之间的分歧
。

他数次强

调
,

中方认为应把设于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作为主要的扶助对

象
,

希望美国国务院方面对韩国临时政府给予官方支持
,

不是将

其视为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

而是作为在华韩国抵抗运动的中心来

对待
。

此外
,

刘错还对盟国在收复朝鲜半岛军事行动中的合作
、

建

立一个无党派的韩国政府等问题
,

介绍了中国方面的立场
。

对于刘错提出的各项间题及中方的观点
,

美方与会者尽量

回避作出直接的评论
。

巴兰亭谨慎地解释了美国在向海外韩人

提供军事装备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
,

但也表示同意中方的如下

看法
,

即盟军在其军事行动中
,

应该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利用韩

人的力量
。

杨云竹曾在会谈中提出
,

在他离美返华之前
,

希望能

够明确得知美国国务院方面对待朝鲜间题的态度
。

对此
,

巴兰亭

答复称
,

在有关朝鲜各间题上中美双方的观点并无重大差别
,

他

希望美
、

英
、

中三国政府的官员应在
“

专家水准
”

上交换意见@
。

邵毓麟
、

刘错和杨云竹等人与美国国务院官员的上述会谈
,

虽然名义上都是非正式的交换意见
,

但却清楚地体现 了中国政

府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间题上所持的立场和对美国政府所持的

期望值
。

中方再度向美方表明了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扶助态度
,

同

时探询美方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有无转趋积极的可能性
。

尽管

邵毓麟等人都没有代表中国政府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向美

方作有力的交涉
,

但实际上仍向美方转达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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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间题的立场
,

从而为日后解决该问题留下余地
。

通过这次会

谈
,

中方进一步认识到
,

美国政府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所

持的消极立场
,

在近期内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
。

这对嗣后

国民政府的援韩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限制
。

事实上
,

当时美国对远东间题关注的重点
,

仍是谋求苏联加

入盟国对日本的作战
,

为此不惜向苏方作出某些让步
,

由美
、

英
、

苏 (事实上主要是美苏两国 )一起对战后远东政治版图重新作出

安排
。

在美国看来
,

承认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不仅无助于美国

远东战略的实施
,

而且可能会引起苏联方面的不满
,

从而使美国

不得不对苏联在其他间题上作出更多的让步
。

基于上述考虑
、

美

国政府决不会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
。

不仅如此
,

美

国国务院方面还对中方的数度交涉感到不耐烦
,

遂于上述与中

方的会谈结束后
,

指示驻华大使赫尔利 (P at ir ck J
.

H ur ley )向中

国外交部表明
:

美方认为
,

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应予搁

置
,

目前宜全力准备与战后朝鲜诸问题相关的资料L 。

这实际上

是照知中国方面
:

美国政府 目前对讨论承认问题没有任何兴趣
,

此后一直到 日本战败投降
,

中方也确实未就韩国临时政府的承

认问题向美方再作任何新的交涉
。

在了解了美国政府的真实态度之后
,

国民党当局也就不得

不向韩国临时政府坦言承认问题的渺茫无望
。

1 9 4 5 年 3 月 14

日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函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

告

知
:

顷接邵毓麟同志自华盛顿来电略称
:

在华盛顿与格鲁及远东

司长交换意见
,

所得结论
,

美国目前不愿意承认临时政府
,

如韩

人团结一致
,

对日作战
,

可予考虑 ;并允以私人资格
,

促其各派合

作
; 又据各韩侨意见

,

如能将韩人联合会改组为委员会
,

集中各

派
,

则允全力援助临时政府
;
似应迅速设法团结在美韩侨

,

使其

支持临时政府
,

逐步取得美国事实援助@
。

值得指出的是
,

吴铁

城在该信中把韩国临时政府未能获得美国政府承认的原因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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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归之于韩国独立运动内部 (包括在华和在美各韩人组织 )的不

团结
,

特别是韩国临时政府本身未能成为独立运动各派众望所

归的核心
。

这既是对韩国临时政府负责人含蓄的批评
,

也是对中

国方面长期以来围绕承认问题所作交涉的失败结局的默认
。

昊

铁城回避了国民政府本身在承认间题上有过的消极
、

犹豫的态

度
,

但这已是中韩双方心照不宣的了
。

此后
,

一直到日本投降前

夕
,

韩国临时政府方面也未就承认问题向国民党当局作交涉
。

五

在评价国民政府对待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的立场时
,

还

应当观照韩国临时政府方面对中方立场的有关看法
。

应当看到
,

韩国临时政府毕竟为了韩国的独立事业奋斗了近

四分之一世纪
,

是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中唯一始终保持较完整的

政府形态的政治实体
,

这个政治实体及其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获

得主要同盟国成员国承认的权利和机会
。

对于国民政府方面在

承认间题上的犹豫
、

延宕
,

韩方感到过失望
、

费解甚至不满
。

如前所述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
,

国民党方面曾向韩方明

确表示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但一直没有实施
。

而韩国临时政府

方面对中方的态度十分敏感
。

早在 1 9 4 2 年 2 月
,

韩国临时政府

外务部长赵素昂便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谈到
:

国民政府尚未承

认韩国临时政府
,

其原因或许在于中国试图在击败日本后
,

把朝

鲜置于 自己的宗主权之下。 。

至 1 9 4 2年夏
,

中国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正式承认韩国临时

政府已成定局
。

国民政府在承认问题上态度的改变
,

使原先颇为

乐观的韩国临时政府方面甚为失望
,

乃至对中方产生了一些误

解和不满
。

在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看来
,

朱家哗当然是持较积

极的态度的
,

但他仍向朱家弊抱怨道
: “

内外属望之敝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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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问题
,

实现尚遥遥无期
。 ” ④按韩方的理解

,

中国国民政府在

194 2 年 4 月份已明确同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5 月份复经国民

党中常会同意
,

可是在 7 月份却改变了立场
,

在韩国间题上显示

出了
“

帝国主义态度
” 。

韩国临时政府遂转而期待美国在承认问题

上有所突破
。 。

韩方的这一反应
,

是国民政府方面始料未及的
。

嗣后
,

韩国临时政府方面又对 1 9 4 3 年的开罗会议有关战后

朝鲜独立的声明
,

一度持较高的期望值
。

但国民政府方面仍然迟

迟没有正式实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韩方遂考虑在谋求外

来援助乃至实现获得国际承认的目标的过程中
, “

摆脱对中国的

依赖
’ ,L 。

应当指出的是
,

在韩国临时政府内部
,

当时主张绕开中

国
、

独立拓展国际空间的
,

已不仅仅是外务部妹赵素昂二衣
。

至

迟在 1 94 4 年 9 月
,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丸便在献李承晚的密函

中
,

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对国民政府援韩状况的不满
,

认为韩方应

以美国为重点
,

独立地与各盟 国建立联系⑧ 。

韩国临时政府方面

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一指导思想
,

独立地主动地开展争取美国援

助乃至外交承认的种种努力
。

只是在一而再
、

再而三地碰壁之

后
,

才不得不仍请国民政府方面居间说项
。

由于对中方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感到难以理解
,

有些场合

韩国临时政府甚至对美方要 比对中方更为信任
,

这往往使中方

感到啼笑皆非
。

1 9 4 4 年 4 月
,

中美之间曾就韩国临时政府部分

成员赴美一事交换过意见
。

这年 3 月下旬
,

在华盛顿的李承晚曾

向美国国务院提出
,

赵素昂
、

杨少碧等 5 名韩人拟 自重庆赴美

国
,

以促进在美各韩人团体之间的团结
。

美方认为
,

赵素昂是韩

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
,

杨少碧等人也是韩国独立党或光复军的

干部
,

赵素昂一行赴美的真正 目的
,

可能是谋求美国政府承认韩

国临时政府
,

促使美国政府向韩国临时政府方面提供租借物资

援助
,

加强李承晚的地位
。

美国国务院遂指示驻华使馆
,

了解中

国当局对赵素昂等人赴美之行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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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士曾向美国使馆官员谈到
,

中国

当局不会同意韩方代表去国外
,

美国方面很想证实这一点
。

但

是
,

当高斯大使两度向宋子文探询中方的态度时
,

宋子文都强调

指出
,

中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都不反对赵素昂一行访问美国
,

因

为这一访问有益于远东局势的发展
,

并有利于朝鲜的独立
。

宋子

文还正式照会美方
: “

关于韩侨赵素昂
、

杨少碧
、

林义锋
、

崔同德
、

崔素贞等五人赴美事
,

如美国政府欲该韩侨等赴美
,

中国政府并

无异议
。 ’ ,。 由于赵素昂等人的特殊身份

,

中
、

美
、

韩三方实质上

都意识到此行关系到韩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

美国方面并

不打算批准赵素昂等人的赴美申请
,

而宋子文的明确表态
,

又使

美方无法推诱于中方
。

待到 于呱 5年 8 月
一

中旬有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

韩国临时

政府方面遂认为
,

这是获得盟国承认的最后一次机会
,

而且认为

中国是唯一会在此问题上真正扶助韩方的盟国成员
,

何况以往

中方曾多次允诺
,

一待时机成熟
,

当承认韩国的临时政府
。

这样
,

国民政府再度成为韩国临时政府承认问题相关交涉的主角
。

1 9 4 5 年 8 月 22 日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重庆会见

了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

商议 日本投降后韩国独立运动之新

任务以及中韩关系诸问题
。

金九提出了承认要求
: “

希望中国政

府即时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如现时未能即予承认
,

侯韩国临

时政府回国后
,

召集各方领袖
,

组织新的临时政府
,

届时请中国

政府先予承认
。 ” 。 两天之后

,

金九又在致蒋介石的书面备忘录

中指出
: “

旅渝敝临时政府
,

为全国民唯一期待拥护支持的有二

十七年长远历史的民族革命最高指导机构
。

年来因异色分子的

破坏
,

虽无显赫的业绩的表现
,

而除此以外更无其他维系群众心

理的机构
,

如迟迟不决
,

则不远的将来难免造成极大的纠纷
。

敬

恳贵政府体察两党近三十年的悠久历史关系
,

除两党永久互派

代表联系外
,

请向同盟各国再予提议承认临时政府
,

于最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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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惮见实现
,

无任感祷
。 ” L也就是说

,

在 日本投降之后
,

韩国临

时政府在承认问题上向中方提出了两项要求
:
1

.

中国政府立即

承认临时政府 ; 2
.

中国政府向其他盟国交涉
,

使临时政府得到各

国的承认
。

对国民党中央当局而言
,

虽然十分希望正式承认多年扶助

下的韩国临时政府
,

但只有在同其他盟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协商

一致后
,

才可能把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承认付诸实施
。

9 月 15

日
,

蒋介石电示驻美大使魏道明
: “

美国对朝鲜之政策
,

究竟如

何 ? 请杜总统明示方针
。

我政府仍照与罗故总统所商定步骤
,

主

张首先由四国共同扶助朝鲜人组织训政府
,

而后予以完全独立

也
。

唯组织训政府
,

不如以其在重庆之原有政府为基础
,

而予以

扩充为妥
,

否则另立新政府
,

除为共产党所把持外
,

恐无其他善

后之道也
。

此事重要
,

望速与美政府切商
。 ” L

另一方面
,

重庆当局还与驻华美国使馆进行了接触
。

蒋介石

本人就直接同赫尔利会谈过
,

要求后者把中方的意见尽快转知

美国政府
。

9 月 25 日
,

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祯在访晤美国

使馆代办罗伯逊 (W
a l t e r 5

.

R o b e r t s o n
)时

,

再次转达了蒋介石

对战后美国政府的朝鲜政策的关注
,

并且指出
:

在朝鲜的苏占

区
,

苏方正在组织共产党政府
,

有鉴于此
,

蒋希望在重庆的韩国

临时政府的成员能够回到朝鲜
,

尽可能地被任命为政府成员
;
但

是
,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这些成员只能以

个人而不是临时政府代表的身份被送回国
。

吴国祯进而明确提

出
:

如果美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中国政府也必将采取相同

的步骤L 。

至于在华盛顿的魏道明
,

只是到 9 月 26 日才得以会见美国

代理国务卿艾奇逊 ( D ea n A o h es
o
n)

,

而此时美国国务院方面 已

收到罗伯逊关于同吴国祯会谈情况的电报
,

对魏氏的来访已有

所准备
。

在会谈中
,

魏道明提到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
、

建议以



19 4 韩国研究论丛 (第三辑 )

该政府为基础成立 日后正式的韩国政府
。

艾奇逊当即表示
,

美方

打算为在重庆的韩人回国提供便利
,

这些人回国之后
,

可以个人

名义参加组建韩国管理机构 ; 至于正式的韩国政府的成立
,

将列

入四大国关于托管协定的谈判之中L 。

这样
,

美国方面又一次拒

绝了中国政府关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提议
。

从迄今为止中美

双方公布的资料来看
,

上述吴国祯与罗伯逊
、

魏道明与艾奇逊之

间的会谈
,

是中美之间关于韩国临时政府承认问题的最后一轮

交涉
。

至于韩国临时政府方面
,

仍对通过中国政府居间交涉而获

得美国政府某种程度的承认
,

持有一线希望
。

1 9 4 5 年 9 月 26

日
,

金九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谈到
: “

敝临时政府虽未经国际承认
,

而年来蒙贵国政府特予以事实上政府之优遇
,

易胜感荣
。

值此国

内情势万分紧迫之际
,

可否惠予提高于美国政府
,

最少限度默认

为非正式革命的过渡政权
,

惮送入国
,

在盟国协助之下
,

召集各

方代表
,

扩大组织过渡政权
,

以迄于成立民选正式民主政府
。 ’ ,L

但由于同一天魏道明在美国已向艾奇逊提出相同内容的要求
,

中方已无须就金九的这份来函另行向美方作专门交涉了
。

至于

中方如何具体答复韩方
,

尚未见有史料刊布
,

但其大致内容
,

是

不难想见的
。

应当指出
,

日本投降之后韩国临时政府在承认问题上对中

美两国的要求
,

已明显注重所谓事实上的承认
,

其实际含义是承

认临时政府在未来韩国中央政权内占主要地位
。

这并不意味着

临时政府的领导人 已不需要来自中美两国政府的正式承认
,

而

是他们业已较清楚地认识到
,

获得正式承认的可能性已是微乎

其微 ;他们同时认为
,

对他们在未来韩国中央政权内主要地位的

承认 (哪怕是默认 )
,

则是对他们多年来所从事的奋斗生涯的回

报 ;且从
“

意识形态
”
的角度来看

,

无论电方还是美方
,

都没有理

由加以拒绝
。

这一要求对中方而言
,

固然愿意经过同美方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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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予满足 ;但却同美方对战后朝鲜政治构架的设想大相径庭
,

也就无法得到满足了
。

如果要对中国国民政府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间题上所持

的态度作一总的评价
,

我们可以概括以下各点
。

在外交意义上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当然最终须由国民

政府来作出
。

但从当时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
,

应归结为国民

党中央的对韩政策
,

而除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外
,

参与和涉及对

韩政策的机构颇多
,

如国防最高委员会
、

军事委员会
、

中央秘书

处
、

中央组织部
、

中央调查统计局
、

国民政府外交部
,

以及半官方

机构中韩文化协会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

各机构都主张积极

援韩
,

然而在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间题上
,

各方面的意见不尽

相同
。

中国政府是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

按理主要取决于中韩双

方
。

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

不仅中华民族还不能完全掌握

自己的命运
,

一国政府不能自主地决定外交政策
,

两个争取独立

和解放的民族间双边关系的发展
,

往往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

中国

方面未能实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除了韩国独立运动内部

的不统一之外
,

主要应从中国与其他大国
、

特别是与美国关系之

中寻找原因
;
而美国政府的消极态度和反对意见

,

则是最重要的

原因
。

事实上
,

中国是反法西斯各国中可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

府的唯一的国家
。

只有当中国走出这一步后
,

再加上相应的后继

外交努力
,

才有可能帮助韩国临时政府正式获得国际活动的空

间
。

中国政府最终未能实现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承认
,

也就不

能对以金九为代表的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力量 日后在韩国本土的

重大作为提供有效的帮助
,

中方因而对于战后韩半岛局势的演

变也失去了重大影响力
。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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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件第 96 一 97 页
,

1 994 年 n

月发行
。

前引《援助朝鲜革命运动谈话记录 》
,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

料 》第 223 页 ;另见《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1 1
,

原件第 98

页
。

对金九 1 94 1年 1月 9 日来件之批示
,

前引《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n
,

原件第 148 页
。

汪荣生
: 《韩国各党派活动近况报告》 ( 1 94 1年 10 月 29 日 )

,

《韩国独

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11
,

原件第 276 一 278 页
。

徐恩曾致朱家哗 ( 194 1 年 n 月 1 日 )
,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

料 》第 10 8一 1 10 页 ;另见《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1 1
,

原件

第 2 68一 270 页
。

朱家弊复徐恩曾函 ( 194 1年 n 月 23 日 )
,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史料 》第 12 1一 12 2 页 ,另见《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11
,

原

件第 29 7 页
.

影印件
:

李承晚致贺百克函 ( 1 94 1年 12 月 17 日)
。

李承晚在信中提到

郭泰棋会见金九
、

赵素昂的 日期是
“ s o o n a f t e r h i

s r e t u r n t o e h u n g k
-

i n g a s
,

C hi ne
s e F o r e ig n M i n i s t e r ” 。

可参见胡春惠著《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 305 一 3 06 页
,

台北中华民

国史料研究中心 1 9 74 年版
。

徐恩曾致朱家弊函 ( 1 94 1年 12 月 n 日 )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l x
,

原件第 30 4一 3 0 5 页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7 临政篇 12
,

原件第 4 页
,
199 4 年 12 月发

行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6 临政篇 1 1
,

原件第 31 3页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7 临政篇 12
,

原件第 4一 6 页
。

⑧⑨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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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7 临政篇 21
,

原件第 39 一 40 页
。

L 朱家弊
: 《我和韩国关系概要 》 ( 1 95 5年 5 月 5 日 )

,

《国民政府与韩国

独立运动史料 》第 717 页
,

另见《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7 临政篇 1 2
,

原件第 229 页
。

L 《大公报》 2 94 2 年 3 月 23 日
。

L 影印件
:

驻华大使高斯致国务卿电 ( 194 2年 3 月 28 日 )
。

0 19 41 年 12 月 23 日
,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
,

原外交部部长郭

泰棋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另任命宋子文

为外交部部长
。

L 高斯致国务卿电 ( 1 9 4 2年 s 月 2 5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F o r e ig n

R e la t io n s o f t h e U n it e d S t a t e s ) 29 42 年第 1 卷
,

第 86 6 页 ;参见《大韩

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 》第 375 一 376 页
,

韩国国家报勋处 19 94

年 12 月发行
。

L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 4 2 年第 1 卷
,

第 8 68 一 8 69 页
`

L 高斯致国务卿电 ( 1 94 2年 4 月 10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4 2年第

1 卷
,

第 8 69 页 ;同日电文之附件
,

见于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

文书 》第 4 0 3一 4 0 4 页
。

@ 高斯致国务卿电( 1 94 2 年 4 月 18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42 年第

l 卷
,

第 8 72一 8 7 3 页
。

@ 同上
。

L 代理国务卿韦尔斯 (S
u m en

r

we ll es )致罗斯福总统函 ( 1 9 4 2年 4 月 13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 4 2 年第 1卷
,

第 870 一 8 72 页
。

@ 赫尔致罗斯福备忘录 ( 1 9 4 2 年 4 月 23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

关联文书 》第 31 8一 320 页
。

⑥ 贺百克所作会谈纪要 ( 1 9 4 2 年 4 月 3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

联文书 》第 3“ 页
。

L 影印件
:

助理国务卿伯尔致国务卿赫尔备忘录〔19 42 年 4 月 28 日)
。

L 高斯与傅秉常会谈纪要 ( 1 9 4 2 年 4 月 9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

关联文书 》第 4 05 页
。

L 影印件
:

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签署的秘密文件《朝鲜 》 ( 1 9 4 2 年

1 0 月 1 0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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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赫尔致高斯电 ( 194 2年 5月 1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 942 年第 1

卷
,

第 57 3一 5 75 页
。

L 高斯致国务卿电 ( 19 42 年 5 月 7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4 2 年第

l 卷
,

第 875 页
。

@ 美国驻英大使威南特 (w ian nt )致国务卿电 ( 19 42 年 5 月 8 日 )
,

《大韩

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 》第 395 贡
。

@ 高斯所作会谈纪要 ( 19 42 年 4 月 9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

文书 》第 4 04 页
。

L 代理国务卿韦尔斯致高斯电 ( 19 42 年 4 月 n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

件》1 94 2年第 1卷
,

第 8 70 页
.

@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第 318 一 38 号
,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 》第

12 册
,

第 57 9 页
,

台北国史馆 199 0 年 6 月版
。

L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 》第 12 册
,

第 3 99 页
。

L 高斯致国务卿函 ( 19 43 年 1 丹 7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43 年中

国卷 ,第 84 2一 84 3页
。

@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 临政篇 2
,

第 4 93 页
,

197 2年发行
.

L 国务院远东司官员萨利伯莱 (aS h sb ur y )所作会谈纪要 ( 1 9 4 3 年 2 月

26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第 498 一 4 99 页
。

L 驻华使馆代办范宣德 ( Jo h n e
.

V i n e e n t )致国务卿电 ( 194 3 年 3 月 13

日)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第 505 页
。

L 韦尔斯所作会谈纪要 ( 19 43 年 3 月 29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 3

年中国卷
,

第 845 页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第 51 7 页
。

@ 伯尔所作会谈纪要 ( 1 943 年 5 月 12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

联文书》第 55 2一 5 53 页
。

L 〔韩〕尹炳爽编
: 《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一中国篇 》 ,

第 327 一 3 28 页
,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

1 99 3年 4 月版
。

L [韩〕尹炳爽编
: 《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一中国篇》

,

第 3 31 页
。

L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 》第 56 3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 9 4 3 年中国卷
,

第 8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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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防最高委员会自重庆致蒋介石关于在开罗会议中提出之战时政治

合作方案( 19 4 3 年 n 月)
,

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三编 (三 )
,

第 504 一 54 5 页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 981 年版
。

L 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 》第 12 册
,

第 391 页
。

L 邵毓麟
: 《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召开的韩事会议上的发言 》 ( 194 4 年 3

月 2了日)
,

引自石源华
: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 4 71 一 47 2 页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 95 年版
。

L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处理韩国间题原则 》 ( 19 44 年 4 月 13 日 )

,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 》第 6 26 一 6 28 页
。

L [韩 ]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 l) 第 356 页

。

@ [韩〕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 l) 第 354 页

。

@ 仁韩〕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 1) 第 4 52 一 45 3 页

。

L 〔韩」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 l) 第 4 53 页

。

② 【韩〕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l) 第 4 55 页
。

L 引自石源华
: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 485 页
。

L 【韩 ]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l) 第 454 一 455 页

。

另据胡春惠著

《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 》第 343 页注 10 2
,

宋子文该呈文之 日期应为

19 4 4 年 7 月 15 日
。

@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 3 18 之 4一 1 号
,

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

编》第 1 2 册
,

第 37 9一 3 8 0 页
。

O [韩〕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l) 第 420 页

。

L 高斯致国务卿电 ( 1 9 4 4 年 6 月 7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 4 4 年第

5 卷
,

第 1 2 9 4 页
。

L 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林沃特 ( A r
ht ur R

.

iR
n g w al )t 所作会谈纪要 ( 1 94 4

年 11 月 29 日 )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 》第 640 页
。

@ 薛穆致英国外交部函 ( 1 94 4 年 12 月 4 日)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

关联文书》第 641 页
。

@ 1 9 4 4 年 12 月 4 日
,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函驻美大使魏道明
,

指示协助邵毓麟在美国的有关韩事行动
,

包括与美国政府有关人员

接洽
,

尽量搜集有关资料
,

稗国民党当局研究援韩步骤时参考
。

参见

胡春惠
: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 》第 3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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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亭所作会谈纪要 ( 1 94 5年 2月 5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 5

年第 6卷
,

第 1 01 5一 10 20 页
。

巴兰亭所作会谈纪要 ( 19 45 年 2 月 5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45

年第 6卷
,

第 10 2 0一 1 0 22 页
。

代理国务卿格鲁致赫尔利函 ( 194 5 年 2 月 20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

件》 194 5 年第 6卷
,

第 10 22 页
。

〔韩〕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 l )第 456 页

。

高斯致国务卿电 ( 19 42 年 2 月 12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 42 年第

1 卷
,

第 8 60 页
。

金九致朱家弊函 ( 194 2 年 6 月 22 日)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7 临

政篇 22
,

第 7一 8 页
。

美国驻华大使馆
: 《韩国独立运动》 ( 1 942 年 12 月 n 日 )附件之二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关联文书》第 484 页
。

高斯致国务卿电( 19 44 年 5 月 19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 94 4 年第

L②LL@LLL

5 卷
,

第 1 292一 12 94 页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料 25 临政篇 10
,

第 43 0 页
。

赫尔致高斯电( 1 94 4年 3 月 28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4 4 年第 5

卷
,

第 12 90 页
。

高斯致国务卿电 ( 1 944 年 4 月 13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4 4 年第

5 卷
,

第 1290 一 1 29 1 页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 《韩国独立运动史 》资

料 24 临政篇 9
,

第 5 0 6一 50 7页
,

199 4年 7 月发行
。

〔韩」崔钟健 :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文书辑览 》第 431 页
。

〔韩 ]秋宪树
: 《资料韩国独立运动》 ( 1) 第 4 61 页

。

〔韩」尹炳爽编
: 《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一中国篇 》第 5 52 页

。

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致国务卿电 ( 194 5年 9 月 25 日 )
,

《美国对外关

系文件 》 194 5年第 6 卷
,

第 1 0 5 7 页
。

范宣德所作会谈纪要 ( 1 9 4 5 年
、

9 月 26 日 )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 9 4 5

年第 6卷
,

第 10 55 页
。

【韩〕尹炳爽编 : 《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一中国篇 》第 346 一 34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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