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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主要是指纳粹德国）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
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
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建立起，直至1941年对德断交以后数年之内，与德国前期魏玛共和国及后来的
纳粹政权第三帝国政府之间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尤其在1933年纳粹党上台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与第
三帝国之间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曾保持了十分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
从希特勒、蒋介石直至双方所属军政大员之间都有密切友好的私人交往，德国通过其驻华军事经济顾
问及德国政府在华代表，沟通了中德间军事、经济贸易的密切合作。
德国政府在国民政府“攘外”与“安内”的军事建设以及军工、交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而中国则以大量的战略原料供应德方，在其重建经济及重整军备方面，给
予了实质性的支持。
中德双方在这种合作中都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中德间的此种合作，有出自政治上的基本因素。
其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纳粹组织及铁腕独裁统治方式的极端推崇与效仿；其二
是当时中德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在思想及心理上产生了共鸣。
虽然两国的具体环境及发展基础并不相同，而且，纳粹党人从其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出发，对中
国这个远东弱国的歧视心理并未消除，德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分歧。
但是希特勒出于对华战略原料输入及其全球策略之考虑，在1941年以前，德方的对华友好与合作方针
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愿看到中日两国火并而对其全球霸业产生不利的影
响，他们希望日本侵华得利即止，最好能联合中国共同反苏反共，配合德方的全球战略，因而就有
了1938年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之举。
“调停工作”失败以后，德国被迫在中日之间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选择。
最后，希特勒从其世界战略需要出发，在日方的压力及要挟之下，终于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中国。
1938年7月，德国政府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团。
1941 年7 月1 日，中德断交，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对德宣战。
然而由于客观地理等因素，中德两国并没有直接交战，更因国民政府与纳粹政权之间并没有什么大宿
怨，故而双方在断交宣战之后依旧保持了一定的秘密接触，国民政府对留华德侨之遣送与安置都给予
了照顾，而德国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愉快。
重庆与柏林之间实际上保持了一种“面不和心和”的关系。
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在二战后期竟然通过在美国的宋子文和在德国做暗中联系人的齐焌渠道，向德
国内部克兰、托马思等反希特勒势力提供了经济支持，资助他们推翻纳粹政权的活动，希望亲华派上
台以恢复中德关系。
虽未成功，但却成为中德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
战争结束后，纳粹政权灭亡，中国政府显要人物对于一些有“交情”的流亡在华的前纳粹分子，给予
了一些庇护，而德方战前与中国合作过的人物，如法肯豪森、克兰等人与中方上层人物都一直保持着
友好的信使往来，这种关系甚至一直持续到国民党人退居台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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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 主要是指纳粹德国)
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
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
较为秘密的状态而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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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于一切关税及其关系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任何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
别。
 两缔约国之一，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在其领土内，不得向彼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征收较高于
或异于本国人民、或任何他国人民所完纳之关税、内地税或何项捐款。
 按照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二十日中德协约附带换文内所载，在国定税率未普通施行之前，德
货入口，得暂照通用税率完纳关税一节，应即取消。
 第二条：两缔约国应于最短期内，以完全均一及平等待遇之原则为基础，开议商订通商及航行条约。
 第三条：本条约用中德英三国文字合缮，遇有解释两歧之处，应以英文为准。
 第四条：本条约应于最短期内批准。
于两国政府互相通知批准之日起发生效力。
 王正廷 卜尔熙 大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西历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这份条约之签订，在形式上
达成了中德双边的平等地位，可在当时国人却认为“且新约中之不平等反较为甚”，因为它提高了作
为战败国的德国在华的地位。
 “于是全国舆论大哗，群对外交当局表示不满，外交当局亦颇受其苦，然事已成就，亦只能徒唤奈何
而已！
”但无论如何，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与德国签订外交条约，标志着双方正式外交关系之开始，并
为后来德国工业产品及资本投入中国市场创造了基本条件。
 从此以后，中德双方外交关系即以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及中德经济贸易合作两条主线为基本内
容，广泛地开展起来。
 德国共和政府虽然对发展对华关系不太热心，但在军、经两方面“拖牵”之下，不得不以比较被动的
姿态开展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接触工作。
 1929年1月，蒋介石委派资深外交家蒋作宾出任南京政府首任驻德公使。
德国政府对蒋氏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欢迎。
蒋公使曾电南京当局汇报说： “宾抵柏（林）时，德国政府表示诚恳欢迎，政府机关报及一般舆论发
表对华亲善言论，指颂国民革命成功，并与两国国际地位相提并论，措词尤为恳切。
”这段话，大体反映了两国在邦交初建之时，双方尚无过分密切交往，更无任何矛盾的情况下，对于
发展邦交的良好愿望。
在这种友善气氛中，德方也显示了对华友好的姿态，在国际关系中努力帮助南京国民政府维护其利益
。
 1929年7月19日，中苏因“中东路事件”而断交，德方曾受中方委托，于10月9日致函中苏双方，要求
各自释放在边界冲突中所拘捕的对方人员，并在调停工作中注意维护中国的利益，受到了中方的好评
。
是年夏，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德国政府遣使来华致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日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外交当局的最大难题。
中国资深外交家蒋廷黻曾经说过，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孤立日本，尽量争取世界各
国同情，帮助中国”。
简言之， “孤立日本、争取外援”是中国此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与大目标。
 在这一战略目标之下，对德外交无疑是服务于对日外交的，中国要争取德国亲华疏日、帮助中国，这
是民国时期对德外交的重要课题。
 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首任驻德公使蒋作宾抵达柏林后，即向德方提出了建立“中德苏大同盟”
的计划，这一计划由于不符合德方的世界战略，最终没能成功。
但透过它，我们仍不难看出中方试图通过加强中德苏三国的联合，达成孤立日本的“单相思”式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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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编辑推荐：陶德曼调停为何导致淞沪、南京战役溃败？
蒋介石为什么成了纳粹主义的信徒？
鲍尔为什么是蒋介石唯一的欧洲朋友？
江西前线为什么成了两个德国人的角斗场？
中德断交后，神秘商人书尔纳的特殊身份是什么？
蒋介石为什么要干掉希特勒？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一一为你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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