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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关德懋先生生平为线索，回顾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德关系的微妙变化，对德国军事顾问团
之贡献、一亿马克借款、驻德大使人选等情况有深入剖析。
此外，由于其家世渊源，对北洋政局亦颇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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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与教育
　(一)家世
　(二)正志中学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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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笈德国
　(一)首途赴德
　(二)慕尼黑一年　(1930-1931)
　(三)忆德城　(Dresden)，念故交
　(四)接待青年军官团及军事交通考察团
　(五)回国途中
三、任教西北农业专科学校
四、抗战前夕的中德关系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一亿马克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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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筹运煤矿
八、我与中纺公司
　(一)初进中纺
　(二)台湾之行
　(三)大陆撤守前的一段插曲
九、台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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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与艾德诺
　(四)与德关系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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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抗战前夕的中德关系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一亿马克借款　　我从西安回南京后，那
时好友齐焌担任德国顾问塞克特将军（Seekkt）的秘书，一时忙不过来，遂找我帮忙，我也就因为他
的关系，认识了翁文灏。
不久，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就把我带进行政院。
　　我与齐焌是在德国慕尼黑认识的，已如前述。
他早我一年回国，回国后担任航空署工程科科长（署长为徐培根，后因出事被扣），在江西负责建造
飞机场，此一机场乃为对付闽变而建。
后来，他被调至军事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旋再调任委员长的德国顾问塞克特的秘书。
塞克特将军出身德国贵族，在欧战后颇负盛名，尝被推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
欧战后，协约国限制了德国军备，而塞克特将军却在此种困境中，在俄国境内秘密地训练了十万军官
。
在欧战时，他担任军团参谋长，欧战后当过德国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等职。
其后希特勒上台，塞克特瞧不起他，两人不和。
后来塞克特将军退役，桂系军阀陈济棠透过马君武的关系，聘他为军事顾问，在巴江口设立炮厂。
以后委员长知道此事，乃设法挖角。
塞克特对委员长慕名已久，认为陈济棠充其量只是军阀而已，遂舍陈而就委员长之聘，当委员长的军
事总顾问。
不过此时塞克特将军年岁已大，又有心脏病，加上气候不宜，遂于一九三六年回国。
尽管如此，塞克特将军在其担任委员长的总顾问期间，对中国大有贡献。
他建议中国训练新军，预备成立四十个师团要替委员长找军事顾问，但不是现役军人。
他对委员长说过他不仅要帮助中国练兵，购买军火，还要建设重工业。
他回国后，以他的地位与声望，以他与国防部的密切关系，乃推介Klein到中国当购买军火的顾问
，Klein是法国国防部的军火贩子，但并不是掮客之流，尽管有人说他是大棍，但亦是了不起的人物。
　　为了购买军火，首先成立一亿马克借款，此乃塞克特将军回国后所建议的，而德国财政家Schacht
力促其成。
方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并未能抓到国防及经济大权，还得依靠国防部及经济部的撑腰，是
以希特勒对塞克特及Schacht两氏尚颇尊重。
塞克特不久去世，希特勒特别为他举行国葬。
Schacht氏并不是纳粹人物，可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复兴的功臣，先后担任过经济部长及银
行总裁，一向主张经济支配金配。
第二次大战前，他跟开发中国家拉关系，主张借款给中国，认为此举对德国亦有好处，遂有一亿马克
的借款。
　　当时此一借款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担保，但亦仅以一亿马克为限，以中国物质诸如大豆、钨砂、锑
矿，铜丝、桐油等，作为交换。
德国方面由国防部开出订单，经济部负责采购，而Klein是德方，此一军火购买及一亿马克借款的执行
人物。
中国方面则由中央信托局，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及兵工署负责。
由兵工署开出订单及负责接收，中央信托局及国防设计委员会负责采买。
此一军火购买在当时国内颇引起是非，盖此一买卖纯是两国官方间的物质交换，军火商人毫无佣金可
赚，而且国防设计委员会大权在握，更引起各方面的眼红与不满。
　　抗战前夕，英、美、日诸国皆不愿借款给中国，唯独德国允准。
此一亿马克之借款颇有助于中国之抗战。
抗战初期，许多国军之装备皆透过此一借款而得到德国的供给，诸如钢盔，轻机关枪，高射炮、探照
灯等皆是，甚至到政府撤至台湾时，国军所使用的钢盔也尚一大部分是德制品。
假如没有此一借款的话，抗战初期必加速撤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

日本在《塘沽协定》后，已决定在华北有所行动。
假定日本迟两年发动七七事变的话，国军装备必能因此一借款而更为充实，对日本作战亦较易对付。
大概日本也是看准这一点，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先向中国动手。
　　同时，德国军事顾问团当时亦提供不少贡献。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春，塞克特将军回德后，由其参谋长鹰屋将军（Falkenhausen）接任顾问团团
长，鹰屋曾应日本之聘训练日军，及其担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后，对徐蚌会战战略的策划贡献不少
，是以国军后来有徐蚌会战之胜利。
到民国廿七年武汉撤退时，希特勒才召回其在中国之军事顾问团。
　　（二）莱希劳上将访华　　塞克特将军回国后不久，德国现役将领莱希劳上将（Von Reichenaw）
应蒋委员长之邀，访问中国，随行侍从武官多人。
一时中国高级军官会合南京军校，将星熠熠，以最盛大的行列欢迎莱希劳上将。
莱希劳上将当时以德国国防军之指挥刀佩赠委员长，有此一指挥刀，到德国后可以指挥德军的。
那时国内正是陈济棠发动闽变的时候，委员长亦于此时接长行政院。
时值夏天，委员长在庐山办公，各部会随后也迁去。
我还记得那时行政院在庐山的办公室由我负责布置。
不久，委员长派我跟莱希劳将军作随从翻译，我就陪这位德国将领从庐山飞九江再到南昌，又从南昌
坐军机飞到广州。
委员长在黄埔军校再度接见莱希劳将军。
在南京军校时他们两人并没有机会详谈，此时就可以多谈了，由我担任翻译。
他们谈论的主题是中德合作问题，此事外间知者不多，当时莱希劳曾建议签订中德军事攻守同盟，由
德国出面压制日本，解决中日纠纷，再由中、德、日三国共同携手反共，以对付苏俄（此时德国还看
不起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不过，蒋委员长始终未置可否，据我个人推测，主要原因有：（1）顾虑希特勒，盖希特勒本人未必
愿意与中国同盟。
（2）日本不一定听德国的话，《田中奏折》已表明日本征服中国之野心。
（3）同盟订立后，势必非战不可，当时委员长深知中国本身力量不够，希望避免战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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