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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蒋介石的论著确实很多，但专门论述蒋介石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几乎没有，我们
只能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为数不多的人物传记和部分档案资料里了解这方面的大致概况。
1956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录了中苏30年的关系。
但此书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为了“反共抗俄”的需要而写的。
用他的话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30年与俄共“和平共存”斗争的“血泪经历”，他本人怀着
“悲痛无比的情绪”出版了这部著作。
蒋经国声称，这本书是蒋介石“遭受患难、耻辱、艰险、诬陷、渗透颠覆的一部痛苦经验的结晶”。
蒋介石同莫斯科的关系果真像蒋氏父子所说的那样吗？
实际情况是，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
资本”，他在一次演说中承认：“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
”莫斯科用大批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支持了中国的北伐战争。
蒋介石当时在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身边有15名俄国顾问，因为他“需要他们的帮
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的帮助”。
我们实在是不敢恭维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北伐战争中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只好保持沉默，
“让加伦全权领导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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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人们很
难想象，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鼎力支持，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又没有多少根基的蒋介石，能够一跃雨成
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不遗余力地援助过国民党。
但是，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毕竟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暗中支持，共产党很难那么快就发起辽沈战役，并一举拿下整个东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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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1.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商议中俄“共同行动”20世纪20年代
初，列宁和孙中山在各自的国家里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而且彼此之间都关注着对方的革命。
1912年7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上发表文章，称赞孙中山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
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他还说，孙中山颁布的革命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1917年11月发生的十月革命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关注。
在革命爆发后的第3天，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就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
1918年1月和3月，孙中山两次指示中华革命党人密切注视俄国革命的动向，以期互相援助。
7月，他致电列宁，表示十分钦佩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认为苏俄的建立给东方人民树立了
榜样，使这些革命的人民有信念去建立与苏俄同样“新式的和巩固的制度”。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权和民权。
所谓人权，就是实现“农民工人生活之改善”；民权则是“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
，而中国革命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这些。
所以，孙中山在1918年7月致列宁的电报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并且建议“
中国革命党和俄国共产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战胜国纷纷转向中国，企图恢复其在中国的特权，唯独苏俄对中国表
示了友好。
对于孙中山的上述举动，莫斯科很快就作出了反应。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国发生的事件首先
在亚洲邻国产生了反响。
在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下，中国南方人民已经自觉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
“前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声明”。
8月1日，契切林致信孙中山，称他是“敬爱的导师”，“中国革命的领袖”。
契切林在信中介绍说，俄国革命目前遭到了国内外敌人的围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这个“力量悬殊的斗争”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
他建议中俄联合起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联盟”。
与此同时，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
对于这个宣言。
蒋介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称，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
。
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
这个宣言使中国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
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
据波达波夫说，1919年年底至1920年年初，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孙中山是“一
位狂热的反英者”。
在接触中，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
一位是廖仲恺，另一位是朱执信，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
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
1920年夏，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
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准备把中国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新疆
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
刘江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他们还打算
在海兰泡待一段时间。
到了1921年，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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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
政府的情况。
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
据李章达反映，他想去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
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
那里有40000名中国国民党员，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并且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
。
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
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
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
李烈钧还表示，他到广州后就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
所以，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最迫切的任
务”。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
8月28日，他致信契切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
总统，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
他在信中还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为此，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孙中山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的消息使莫斯科受到鼓舞，苏俄政府开始考虑直接同广州打交道。
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松，就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提出咨询。
他问道：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政府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
11月6日，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表示：我们庄北京设立代表机构之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1922年2月7日，契切林告诉孙中山，莫斯科派来的朋友不久将会拜访他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
位朋友会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
4月25日，马林奉命来到广州，准备同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
两天之后，即4月27日，马林同刚刚从前线返回广州的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谈。
孙中山询问了苏俄老百姓的生活、工作情况，双方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问题。
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马林同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会谈两次。
在此过程中，马林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向孙中山提出了苏俄同国民党联盟的问题。
孙中山表示赞同，并且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援助。
在莫斯科同广州建立联系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7月17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马林在报告中说，他对中国北方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
相反，他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认为这里的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他还发表文章，阐述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的必要性。
马林的报告和建议，对莫斯科产生了影响。
共产国际决定派马林再次来华，促成孙中山同莫斯科、共产国际合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援助，孙中山单凭国民党的力量统一中国显然是有困难的。
况且，外国列强还在百般阻挠中国的统一。
所以，对孙中山来说，他需要一位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只能是苏俄。
正因为如此，在同苏俄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争取莫斯科的援助始终成为孙中山关心的问题。
9月26日，孙中山同格克尔会谈时明确提出，他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俄国准备支持他实现统一中国的原则；第二，俄国用什么方式援助他。
格克尔当即表示，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孙中山就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
人。
孙中山虽然掌握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但装备相当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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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想组建一支独立而又可靠的武装力量，并且希望莫斯科能为这支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和武器弹
药。
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三条线路，其中最长的但也是最可靠的一条线路是经过土耳其斯坦进入中国。
他说，如果他的观点苏俄可以接受的话，他将派一名军事专家去长春同格克尔一道为莫斯科制定一项
计划。
孙中山还询问格克尔，俄国能否制造飞机，有哪些火炮，是不是有很多机枪，能否向他提供飞机。
12月20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再次提出援助问题。
他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能够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
攻路线。
但是，这需要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
孙中山在信中询问越飞，苏联能否通过库伦支援他？
如果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
如果莫斯科重视他的计划，就请派一位权威人士来，“从近日采取行动的角度对这个计划作进一步的
讨论”。
几乎就在同时，孙中山又致信列宁，明确提出，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
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这时，欧洲革命形势出现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于稳定，而东方国家的革命却蓬勃发展。
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莫斯科希望在东方寻找到自己的同盟者。
在此情况下，莫斯科更加注重中国革命。
继马林之后，越飞又同孙中山举行会谈。
1923年1月16日，拥护孙中山的军队打败了叛军陈炯明，收复广州。
当天，越飞抵达上海。
从1月18日至27日，越飞同孙中山多次举行会谈。
1月26日，越飞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称，孙中山准备打通同苏俄的联系。
具体计划是：将位于四川的10万军队开到中国西北边境，然后通过东土耳其斯坦和库伦，在同苏俄可
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以便从苏俄取得武器弹药。
 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北伐计划。
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则完全指望苏俄的帮助和支持，首先需要装备10万人的军队。
所以，有关苏俄的援助问题就成了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准备对他的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改组，还打算举行北伐反对北京的军阀集团。
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和专家组织军队，所以这项计划一直难以实现。
因此，他希望莫斯科在财政和顾问方面提供援助。
越飞声称，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组织良好的军队和政党。
他对孙中山说，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一个好的革命政党。
他承诺，莫斯科可以向孙中山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
于是，越飞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援助孙中山的计划提出了三个问题：（1）苏俄政府是否准备向孙
中山提供200万卢布？
（2）苏俄军队是否向张作霖发动进攻，把他从北京引出来？
（3）苏俄是否在一两年内为孙中山的10万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在何种规模和
在什么时期内提供武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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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者长期从事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之一。
另外，我还邀请了程松杰、贾朝业、李广胜、张国献、魏宛斌等同志参与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
他们当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同仁。
他们对中苏关系问题都有相当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成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许多公开出版的资料和学术著作。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有关作者和出版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同志，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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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目的是为了总结30年与俄共“和平共存”斗争的“血泪经历”，
作者本人怀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出版了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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