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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1927 年中俄会议研究

唐启华

内容提要　俄国十月革命后 ,苏联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表示愿放弃在华旧约特权。但在

建交谈判时 ,加拉罕坚持必须谈判新约取代旧约。最后双方妥协成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 ,

建交后再开正式会议 ,“在会议中”具体解决悬案。然而 ,应在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完

成的会议 ,却迁延了一年三个月才勉强开幕 ,陆续召开之各分委员会 ,也因双方认知差距

过大 ,无法达成共识 ,到 1926 年夏已大体停顿。迨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 ,中苏外交

关系实质断绝 ,“中俄会议”随之告终 ,未能获致任何具体成果。因此 ,苏联放弃在华特权

之承诺 ,并未落实。

关键词 　中俄协议 　中俄会议 　加拉罕 　王正廷

早期中苏关系由于史料限制与观点束缚 ,许多重要事件之真相至今隐而不彰。即以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署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以下简称《中俄协议》)而论 ,国人多认为苏联自愿放弃所

有在华特权 ,并支持中国反帝废约。此认知与事实相去甚远 ,《中俄协议》条文看似平等①,然而各

主要条文均有“在会议中”四字之但书 ,其本质只是将来会议时解决悬案的大纲。双方应在一个月

内举行会议 ,依大纲商订详细办法 ,具体解决一切悬案。中俄旧约也未立即废止 ,苏联只承诺将“在

会议中”议定新约取代旧约。② 因此 ,中俄会议 (又称“中俄细目会议”或“中俄正式会议”) 实为《中

俄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多年来此次中俄会议一直未被重视 ,学界没有对之做过

深入研究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有过这个会议。

中俄会议十分关键 ,必须弄清其始末 ,才能较全面理解与评价《中俄协议》。就中苏关系而言 ,

加拉罕 (Lev M. Karakhan)在中俄会议前后 ,对北京政府内政外交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可与鲍罗

廷 (Mikhail M. Borodin)对广州政府之影响相比肩。同时 ,中俄会议也是理解北洋“修约外交”的重

要案例 ,北京外交部利用华会列强与苏联之间的矛盾 ,使“修约外交”在此期间有突破性发展。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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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唐启华《1924 年〈中俄协议〉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中俄协议》条文有不利于中国之处 ,见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大革命》,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08 —109 页。



中俄会议与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同时进行 ,可提供考察华会列强与苏联对华外交竞争的另一面相。

从这些角度看 ,中俄会议实有进行严谨学术研究之必要性。

到目前为止 ,相关中文著作 ,对中俄会议多一笔带过 ,较详细者为李嘉谷《中苏关系 (1917 —

1926)》一书 ,对此有 9 页的论述。① 英文著作中 ,论述最详的系 Robert T. Pollard , Chi na’s For2
eign Relations , 1917 —1931 一书 ,其中有 11 页专论中俄会议②,但未使用中方档案 ,主要反映西方

观点。苏联对华外交档案尚未完全解密 ,俄罗斯学者相关著作中 ,对此会议的论述多语焉不详 ,只

强调苏联对华善意 ,并谴责北京政府对苏之敌意 ,是会议无果而终的主因。比较详细论述的应属彼

斯科娃《1924 —1929 年的苏中外交关系》一文。③ 有关此会议的中方档案 ,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外交档案”中 ,数量相当大 ,但过去未被充分利用。本文主要依据这个第一手史料 ,及与此

次会议密切相关的《奉系军阀密信选辑》④,另辅以英国 FO 档案、《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丛书及当时报章杂志 ,试图重构中俄会议的历程 ,并从各个角度考察其意义。

中俄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全面修约的尝试 ,希望苏联能依据协议大纲 ,订定平等互惠的新约 ,解

决各项悬案。然而中俄间诸多悬案十分复杂 ,在在皆可另作个案研究 ,稍一深入探索 ,辄陷入浩瀚

史料 ,不能自拔。加之各悬案往往牵涉其他国家 ,枝节蔓生。而在中国内部也牵涉各方力量 ,如奉

天、新疆、广州与张家口等地方当局 ,都与苏联订有局部协议。总而言之 ,中苏关系千头万绪 ,笔者

基于对北洋外交研究之所需 ,只能集中于与会议相关的主要脉络 ,希望能厘清基本史实。其余诸多

相关问题 ,尚待真正中苏关系专家深入探讨。

一、《中俄协议》签署后北京政府催开会议

1924 年 5 月 31 日《中俄协议》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议》签署 ,苏方恢复邦交及取得中东铁

路的目的达成 ,而中方希望的取消条约特权及解决各悬案之目标 ,仅订出解决原则 ,依协议第二条

规定 :“签字之后一个月内 ,举行会议 ,按照后列各条之规定 ,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 ,予以施行。

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 ,但无论如何 ,至迟不得过自前项会议开始之日起六个月。”

当时国人多以为《中俄协议》签署后 ,苏联就已放弃所有在华条约特权。舆论界则稍有注意及

中俄会议者 ,如 1924 年 6 月 2 日《申报》云 :“中俄协议既签 ,邦交已复 ,舆论谓大纲上文字之争 ,政

府已尽其职 ,但关于事实的趋势 ,将何以实践此争得之权利 ,则正式会议 ,千头万绪 ,政府与人民所

当努力者也。”也有对会议表示疑虑者 ,如孟心史云 :“在俄则以恢复邦交为所欲已遂 ,一切　 ,承

我万恶之军阀放弃在先 ,延宕一日 ,即保留一日之非分利益 ,滋长一日之意外变化 ,故速定正约 ,为

我之所有事 ,而彼之所不必需。”又有云 :“中俄协议大纲之签字 ,正中俄交涉之开始 ⋯⋯今日之对俄

交涉 ,仅仅签字于协议大纲 ,将来有待于国人之协力进行者正多 ,假使仍如前之因循悠忽 ,或视为大

功已成 ,而不复措意 ,则其结果直俄国片面之利耳 ,于我有何利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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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俄协议之签字》、《中俄协议签后之责任》,《申报》,1924 年 6 月 4 日 ,第 4 版 ;5 日 ,第 3 版。

辽宁省档案馆编 :《奉系军阀密信选辑》,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3 年版。此书系依据“东三省交涉总署”档案编辑而成。

见彼斯科娃著 ,李颖译《1924 —1929 年的苏中外交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第 75 辑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16 —

218 页。此文承徐曰彪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New York , 1933 , pp . 194 —204 ,中译本见波赖著 ,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 1935 年版 ,第 151 —158 页。

见李嘉谷《中苏关系 (1917 —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5 章第 5 节 ,第 239 —247 页。此节对中俄会议有

较全面的论述 ,骨架初具 ,唯受限于档案资料 ,细节处尚不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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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字后 ,外交总长顾维钧积极筹备举行会议手续。6 月 12 日顾氏在国务会议上 ,报告对

俄正式会议应在一个月内召开 ,提议在外交部设一中俄会议办事处 ,专司其事。① 20 日大总统指令

同意。② 顾氏派刘镜人担任该处秘书长 ,下设总务、会务两股 ,由朱鹤翔、赵泉为股长 ,另聘专门委

员、顾问、谘议等多人③,又函请各机关将有关中俄交涉之案卷及各种事实材料 ,捡齐送外交部 ,以

便汇案办理。

30 日 ,中俄会议办事处正式组成 ,设在东堂子胡同外交总长官舍 ,成员数十人。④ 办事处拟提

出议案有 : (1)界务 :俄人侵占之土地、领土主权未在约中订明者、中俄界约应行修改者 ; (2) 外蒙问

题 :撤退驻蒙红军问题、阻止白党入蒙办法、连蒙手续 ; (3) 中东铁路 :实行暂时管理中东路协议、赎

路办法、关于第三者之债权问题 ; (4)赔偿损失 :国家损失、人民损失、卢布损失、垫款 ; (5)商约 :互换

领事及领事待遇问题、航行问题、关税问题、贸易问题、裁判在华俄人问题、在华俄教产问题、在华俄

白党问题、其他事项 ; (6)清理中俄间债务问题 :道胜银行问题、各项俄发债票问题。⑤ 并拟定《中俄

草约》,分界务、商务、损失赔偿、债务清理、中东铁路、撤退外蒙红军等六大项。⑥

然而 ,苏联以中国未能履行各项义务 ,迟迟不肯开议。6 月 6 日加拉罕会晤顾维钧 ,谈及协议

签署后应即着手进行诸事 :中东铁路双方委派理事 ,但东三省地方官不承认此次所签协议 ;移交俄

国在北京使馆、各地领事馆及俄国东正教教堂。⑦ 外交部随即致函内务部、步兵统领 ,“请派军警护

守北京及八大处 (即西山)俄国教会房产及地产 ⋯⋯以便设法腾移。”⑧ 11 日苏联代表照会 :请将上

海、烟台、天津、汉口四处领事馆之产业交还。外交部即电令各地交涉员交还俄领馆房屋文卷。13

日中方照复苏联代表 :已电令交还俄领馆。⑨ 但是东交民巷旧俄使馆交还 ,受到北京外交团阻挠。�λυ

各地领事馆的交还手续也有延误。

最棘手的是中东铁路问题 ,苏联与北京政府签署《中俄协议》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想重新掌控中

东铁路。该路在俄国革命后 ,一直被俄旧党掌握 ,并受协约列强支持。加拉罕来华时 ,先到沈阳与

张作霖洽谈中东路等问题 ,张氏希望苏方与他签约。加拉罕因北京在外交上代表全中国 ,并得地方

当局尊重 ,决定仍与中央政府签约。但当时直、奉交恶 ,奉方宣言自治 ,不受协议约束 ,致使该路理

事会迟迟无法改组 ,苏联对此特别忧心。14 日 ,苏联外长契切林 ( Gregorii Chicherin) 质问中国驻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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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υ 归还旧俄使馆交涉 ,参见唐启华《1924 年〈中俄协议〉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第五节。

《苏俄代表照会———请将各领事馆之产业交还苏俄政府由》(1924 年 6 月 11 日) 、《照会苏俄代表———照复已电令各交涉

员交还俄领馆矣》(1924 年 6 月 13 日) ,均见外交档案 ,03/ 32/ 455/ 01。

《发内务部、步兵统领函》(1924 年 6 月 9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54/ 02。

《收顾总长与喀拉罕 (6 日)问答》(1924 年 6 月 1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4/ 01。《中俄协议》第一条 :本协议签字后 ,两缔

约国之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中俄协议》声明书 (二) :中国有移交苏联在

北京及八大处所有之俄国教会房屋及地产之义务。

《中俄草约———外交部中俄会议办事处会务股拟稿》(1924 —1925 年) ,外交档案 ,03/ 32/ 500/ 01。

《函薛 (撼岳)参议———送蒙古边情报告并中俄会议拟案》(1924 年 8 月 5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7/ 01。

《呈大总统———呈报中俄会议办事处成立日期》、《咨呈国务总理———中俄会议办事处成立日期并送组织大纲请备案由》

(1924 年 7 月 4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9/ 05。

《外交部中俄会议办事处组织大纲》、《任免令》,《外交公报》第 38 期 ,“法令”第 1 —2 页、“佥载”,第 1 —2 页 ;《中俄会议办

事处人事案》(1924 年 7 —9 月) ,外交档案 ,03/ 32/ 499/ 03 各件 ;《中俄办事处人员名单》,1924 年 6 月 29 日《申报》,第 7 版。

《本部拟设中俄会议办事处并组织大纲请鉴核施行呈》(1924 年 6 月 16 日上大总统) ,《外交公报》第 38 期 ,1924 年 8 月 ,

“法令”,第 1 页。

《提交国务会议说帖———中俄会议办事处组织大纲》,1924 年 6 月 12 日提出阁议 ,外交档案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藏 (以下所引外交档案均为该所藏 ,不再注明) ,03/ 32/ 499/ 05 ;阁议情形见《外部组设中俄会议办事处》,1924 年 6 月 15 日《申报》,

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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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外交代表李家鏊 ,请中国政府设法融洽奉方 ,以守信用。① 北京政府不断派人与张作霖疏通 ,

但都无结果。加拉罕一方面向北京施压拒开会议 ,一方面径自与张作霖交涉地方协议。②

由于《中俄协议》规定一个月内开会之期迫近 ,北京外交部于 6 月下旬 ,迭次派员与加拉罕商订

开会日期 ,加使以中方对交还俄使馆、互派大使及中东铁路等事尚未办妥 ,对开会谓须请示政府。③

28 日顾维钧会晤加拉罕 ,顾氏强调依约开会 ,加使表示依约中方应立即实行诸项义务 ,却尚未实

行 ,双方互责破坏协议。④ 同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代表 :定于 30 日上午在外交部举行会议。⑤ 加拉

罕复函称 :中俄会议拟于七月前半月内举行。⑥ 报载 :加拉罕三次向外交部表示 ,中国未履行大纲

协议 ,外交部谓大纲规定一个月内开正式会议 ,并无一月内履行大纲全部之规定 ,中国政府始终努

力履行此大纲 ,非有意延宕可比。⑦

同时 ,外交部急电驻莫斯科李家鏊 ,立即知照苏联外交部 ,迅电加使尊重协议如期举行会议。⑧

又电令李氏向苏方解释 ,凡按照大纲所应举办者 ,中国政府均已极力设法履行中 ,要求苏方定期开

议。⑨ 30 日 ,李家鏊复电 ,已向契切林反复陈说中国实践条约之苦心 ,请从速开会。契氏云 :俄国迄

今毫无所得 ,再等数日亦无不可。�λυ 外交部复电 :应履行事项均在进行 ,协议中初无履行完竣然后

开议之约束 ,契总长所谓俄国毫无所得者 ,不知究何所指 ,令李氏密探苏方真意。�λϖ

7 月 1 日 ,李家鏊复电 ,建议以个人名义电加拉罕催促开议 �λω,并报告苏方对中俄开议事 ,仍以

使馆事推托 ,称开议与否全权均属加拉罕。�λξ 3 日李家鏊又电称 :密探得悉此次不能开会 ,一因加拉

罕对于中国与会之人颇表不满 ,二因加使所调人员尚未到齐 ,未便草率开议。尚有交还使馆问题 ,

彼方视为极重要。�λψ 5 日李家鏊电告 :加拉罕复电 ,称开议一层办不到 ,因中国对于开议前应尽之义

务 ,既未切实履行 ,又由于内部竞争毫无实力 ,受帝国主义压制 ,致使中东铁路仍受俄国旧党控制。

在北京无法解决此事 ,不得已而与奉天进行谈判。�λζ

7 日 ,顾维钧会晤加拉罕 ,双方激烈辩论。加使提及上海交涉员允许白俄占用领事馆 ,顾氏云 :

交还外国租界内俄产本来就困难 ,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尽力 ;强调会议迟开 ,实鼓励不欲见中俄邦

交巩固基础之人 ,得以实行其阻挠计划 ;会议迟开已使各阁员怀疑苏联意旨 ,中国政府应行履行之

事 ,业已次第办到 ,苏联不应延宕 ;最后请加使明确表示一日期 ,询问加使是否奉到训令 ? 加使明白

答以 :非俟本代表呈递国书后及中东路问题解决后 ,此项训令不会到来 ,务请顾总长设法办理。�λ{

中俄会议之迟开 ,引起中外报纸揣测。《东方杂志》评论云 :“今以外交及内争之关系 ,凡协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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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驻莫李代表 (3 日)电》(1924 年 7 月 4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8/ 02。

《收驻俄使馆函———谨将六月二十七日以来与俄当局谈话记略译陈钧览》(1924 年 8 月 4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8/ 02。

《收驻莫李代表 (1 日)电》(1924 年 7 月 2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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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驻俄李代表 (30 日)电》(1924 年 7 月 1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8/ 02。

《电驻莫李代表 (密件)》〔1924 年 6 月 28 日 (第二电)〕,外交档案 ,03/ 32/ 498/ 02。

《电驻莫李代表一 (密件)》(1924 年 6 月 2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9/ 02。

1924 年 6 月 30 日《申报》,第 6 版。

《收苏联加拉罕代表 (28 日)函》(1924 年 6 月 3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9/ 04。

《照会苏联代表》(1924 年 6 月 2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09/ 02。

《收顾总长会晤喀大使 (6 月 28 日)问答》(1924 年 8 月 29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9/ 01。

《电驻莫李代表一 (密件)》(1924 年 6 月 2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9/ 02。

顾维钧与加拉罕之间为奉俄交涉 ,有过多次争执 ,外交档案记录甚多。

《收驻俄李代表函》(1924 年 8 月 23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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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应即实行之事项 ,多为使团所持 ,未能实施。而协议本身 ,因奉、粤之否认与反对 ,亦不能不

发生问题 ,因之规定一月即开之正式会议 ,亦被牵制未能实行。中俄邦交虽复 ,来日大难 ,前途可

虑。”①《申报》谓 :“俄代表团息 ,莫斯科训令 ,须接收俄使馆后 ,方开中俄正式会议。中政府希望先

行开幕式 ,秋后再开议一节 ,请勿做此形式 ,使馆一交 ,即开正式会议。”②《上海泰晤士报》云 :加拉

罕之展延正式会议 ,目的无非欲在中俄订结正式条约前 ,先与日本得一协议。盖以中俄之恢复邦

交 ,不啻给加氏一具杠杆 ,可藉以迫逼日人承认苏俄 ,故加拉罕欲待完成日俄交涉 ,再与中国开议 ,

则处较强之地位。③《伦敦泰晤士报》云 :“加拉罕演说反对帝国主义以引诱华人废除条约权利 ,其

目的在攫取中东铁路 ,不恤与其他国家为难 ⋯⋯关税会议迄未开会 ,华人已失望 ,恐中俄会议开会

其失望将更甚等语。”④《伦敦晨报》载 :“苏俄政府对于中政府办理交还中东铁路及使领馆之迟缓 ,

甚为烦闷 ,中政府外受列强之责难 ,内受武人之作梗 ,但苏俄与中政府订约并未计及与北京使团及

督军接洽也。”⑤

北京外交部只能努力达成条约义务 ,电令各地交涉员与苏方人员接洽接收领馆问题 ,照会外交

团领衔荷兰公使让苏联接收俄使馆 ,接洽有关机关归还各地俄国教产 ,努力协调互派使节等各项问

题。⑥ 31 日加拉罕以苏联大使身份向大总统曹锟呈递国书 ,而使馆交还也有眉目。8 月 2 日 ,外交

部派员会晤加拉罕 ,谓贵大使所希望者 ,现已次第办行 ,提议 11 日开议。加使谓 :稍缓数日到 15 日

或 20 日 ,因为最为重要之中东路协议 ,迄未履行 ,拟先为中东路问题照会顾总长 ,然后定期开议。⑦

由于加拉罕语气缓和 ,报纸对会议前途颇表乐观 ,称 :中俄正式会议之障碍 ,既渐见肃清 ,加拉罕亦

于 31 日以大使资格 ,对曹锟呈递国书 ,大致正式会议开幕在即。奉天与苏联交涉后 ,报告中央由外

部正式签字 ,期于对外一致云。⑧ 又载俄专门委员 8 月中旬可抵北京 ,中俄正式会议行将开幕。⑨

又称 ,八日阁议 ,顾报告 :“外交部迭次催促俄大使赶开中俄会议 ,昨准该大使答复 ,谓苏联专门委员

尚未到齐 ,并有种种准备 ,正式开会日期 ,须于下星期始可决定。”�λυ

10 日顾维钧会晤加拉罕 ,加使重视中东路 ,顾氏则关心开议日期 ,双方定 12 日下午在总长宅

会谈。�λϖ 11 日 ,加拉罕到外交部 ,顾维钧又询问开幕日期事 ,加使云 :奉俄会议诸问题解决后 ,即可

定期。顾维钧请订 15 日开幕。加使云 :14、15 日均可 ,拟再与顾总长会谈。�λω 12 日晚双方会晤 ,讨

论开会之细目及开幕日之议程 ,顾氏提议 15 日下午开幕 ,加使则坚持等中东路问题解决 ,即可开

议。双方为奉俄交涉有激辩 ,开会日期仍无结果。�λξ《国闻周报》称 :“加拉罕之所以一再延宕 ,意在

俟奉俄局部会议之成功。”�λ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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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交部 13 日密电李家鏊 ,云开议一事 ,与加使面谈未得要领 ,加使迟不开会之主因 ,仍在

先履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议》之规定。指示 :“苏俄方面延不允即开 ,殊难索解 ,究竟彼方内部各

机关意见 ,是否一致 ,抑或另有其它牵掣 ,请即从速探告 ,并将上述亟应开会之理由 ,妥向彼外部接

洽 ,并商定开会日期。”① 18 日李氏复电 ,云与契切林外长为开会问题辩论激烈 ,契切林以使馆、铁

路未交 ,大使未派 ,碍难开会 ,两事办妥即可开会 ,并指出奉俄会议正在进行。李氏告以北京正与奉

天交涉 ,请苏方停止与奉天之局部会议 ,仍请迅速开中俄会议。双方辩论仍是各说各话。② 总之 ,

在中东路问题未解决之前 ,苏联坚持不肯开议。

此时 ,北京政局不稳 ,9 月 1 日 ,江浙齐卢战争爆发 ,4 日张作霖通电响应卢永祥。14 日颜惠庆

组阁 ,顾维钧续长外交。15 日奉军以讨伐“贿选”为名 ,分六路向关内进军。17 日 ,大总统曹锟下讨

伐令 ,吴佩孚由洛阳赴北京。次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20 日《奉俄协议》签署 ,外交部屡次

严重抗议 ,苏联使馆置之不理。奉、苏双方即于 10 月初改组中东铁路 ,将主控权移交新理事会与新

局长。奉方由鲍贵卿任理事长兼督办 ,苏方由伊万诺夫 (M. Ivanoff) 任副理事长兼会办 ,实际管理

权则由伊万诺夫担任局长主控之。

《奉俄协议》规定 :本协议各条所规定之各委员会 ,应在一个月内起首办事 ,所有一切问题应速

解决完竣 ,至迟不得逾六个月 ,与《中俄协议》近似 ,于是衍生出《中俄协议》、中俄会议与《奉俄协

议》、奉俄会议间重叠 格的问题。《东方杂志》指出 :“不知此后中俄协议所规定的正式会议 ,与奉

俄协议所规定的正式会议 ,加拉亨 (罕)又用何种手段以求成功 ?”③

二、中俄会议与奉俄会议的合并

10 月 23 日 ,国民军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次日颜惠庆辞总理职 ,教育总长黄郛兼代阁揆。11 月

2 日 ,曹锟通电下野 ,由代理国务总理黄郛摄行大总统职务 ,王正廷担任外交总长。当时张作霖与

冯玉祥争权 ,国民军得察、绥、豫、陕、甘 ,沿京汉路南下。奉军得热、冀、鲁、苏 ,沿津浦路南下。奉军

入关逼近北京 ,加拉罕加紧援冯 ,订立密约 ,张、冯关系紧张。④ 奉、苏关系也不好 ,除冯玉祥不断输

入苏联军火使奉张十分不满外 ,苏联又一再抗议张宗昌部招募白俄军 ,而中东路俄局长与张作霖也

时有争执。15 日张作霖与沈阳美国总领事高思 ( Clarence E. Gauss) 谈话 ,对黄郛、王正廷深表不

满。29 日张又向美使馆代办梅叶 ( Fredrick Mayers)抨击苏联在华活动。⑤

黄郛摄政期间 ,王正廷热衷于中俄会议 ,加拉罕也积极配合 ,会议似乎开幕在即。11 月 6 日双

方决定 :中俄会议定于 18 日上午开幕 ,加使希望解决如下问题 :俄庚款委员会中国委员人选 ;移交

俄东正教教堂产业事宜 ;停沪三艘俄船移交事宜。王氏允饬主管司即时办理。⑥ 7 日苏联国庆 ,王

正廷前往苏联使馆祝贺 ,并商议进行中俄正式会议。⑦ 一时间 ,中苏邦交颇形敦睦 ,然不久又有延

迟之传言 ,报载 :“王正廷拟赴津与张作霖及段征中俄会议意见。”结果因段、张有意见 ,苏方主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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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① 15 日王正廷、加拉罕会晤 ,加使表示无论何时均可开会 ,唯为免除奉天方面同时亦有开会之

举 ,故须预为疏达妥洽。王、加均派人到天津与张作霖接洽。② 报载 :“筹备中俄会议中 ,拟议下列

委员会 ,一划界、二赔偿、三蒙事、四中东路、五松黑航权 ,委员中俄各半。”③ 17 日 ,外交部颁布中俄

会议会务处办事细则 ,由严鹤龄主任。④ 20 日开始在外交部开内部会议⑤,向王正廷报告前中俄会

议办事处办理界务、商约、东路、赔偿、外蒙各项俄事经过纪要。⑥

张作霖逐步掌控北京政局 ,11 月 15 日与冯玉祥在天津紧急会议 ,领衔通电各省 ,公推段祺瑞

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23 日黄郛内阁总辞 ,24 日段祺瑞就职 ,组织临时政府。任命唐绍仪为外交

总长 ,唐旋辞 ,由次长沈瑞麟继任。

因《奉俄协议》也规定要开会 ,中俄、奉俄两会议需要协调 ,中俄会议暂告中止。12 月 15 日 ,中

俄会议会务处内部会议⑦,16 日在外交部开会 ,讨论中俄会议相关问题。沈瑞麟指示 :签字六个月

中俄会议尚未举行 ,各问题各部说明研究情况如何 ,以备编拟提案。⑧ 沈氏要了解张作霖的态度 ,

20 日函中东路督办鲍贵卿 :以中俄会议“应行商订之事与东省关系较多 ,应如何催促苏联方面早日

进行 ,拟请我公转陈雨帅 ,指示机宜”。⑨ 25 日鲍氏复函 :已转陈雨帅。�λυ

沈瑞麟命李家鏊探苏方对会议态度 ,1925 年 1 月 7 日李氏电告 :“彼方毫无阻碍 ,只须我方确

有准备 ,即可与喀 (加)使商。惟彼于会议人员颇有烦言。”�λϖ 10 日李氏又电 :契切林称使馆、铁路业

已交接 ,唯大使未派为中国自放权利 ,彼方已经国务会议 ,即可商允加使定期开会 ,但中国外长迄未

到任 ,此举不知何人负责。�λω

10 日中俄会议会务处内部会议 ,认为“各项问题本处筹备已有头绪 ,惟各专门委员尚未详细讨

论 ,现拟分组研究。”�λξ 13 日外交部派员访加拉罕 ,加使云 :本大使对于开会早已准备 ,王前总长掌

部时 ,本已预定开会日期 ,因奉俄协议中亦有规定开会之事 ,须先与奉天接洽 ,后王总长离任 ,此事

随之搁置 ,未识目下贵部方面已否与奉方接洽。�λψ 沈瑞麟遂致函张作霖 ,云 :“喀使表示随时可开

议 ,望合力进行。”�λζ 2 月初 ,张作霖复函 ,称 :已派郑谦为代表进京接洽会议事宜。�λ{

24 日 ,《日苏协议》在北京签署 ,苏联承认 1905 年《朴次茅斯条约》继续有效 ,2 月 11 日北京外

交部抗议此款与《中俄协议》相抵触 ,25 日加拉罕复照 :中国于 1905、1915 年与日订约确定南满铁

路地位 ,故《日苏协议》不违背《中俄协议》。次日《日苏协议》互换生效。26 日 ,加拉罕照会外交部 :

去年 10 月已与王正廷商妥开议 ,本年 1 月又向朱鹤翔表示愿随时开议 ,“现在事经一月 ,中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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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会议办事处办事细则》(1924 年 11 月 17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9/ 05。

1924 年 11 月 19 日《申报》,第 3 版。

《收王总长会晤喀大使 (15 日)问答》(1924 年 11 月 2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89/ 01。

《申报》,1924 年 11 月 11 日 ,第 3 版 ;15 日 ,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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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开会 ,敝使尚未接到通知 ,为此照请贵总长将中国政府愿否开会示知敝使 ,如愿开会 ,究于何时

举行 ? 均希从速见覆。”①

此时 ,棘手的《中俄协议》与《奉俄协议》关系问题也告解决。1 月中旬 ,张作霖向临时执政呈报

《奉俄协议》②,2 月 2 日中俄会议会务处会同外交部、交通部讨论中东路问题 ,认为《奉俄协议》与

《中俄协议》条文、本旨大致相同 ,且有数处更觉进步 ,应请商订办法 ,将前者归并后者之中 ,以示中

央与奉天对外一致。③ 外交、交通两部遂呈请将《奉俄协议》核准 ,追认作为《中俄协议》之附件。3

月 12 日临时执政准如所拟办理。④ 至此 ,《中俄协议》、《奉俄协议》合并 ,两协议规定之会议遂也合

并举行。

2 月 28 日国务会议 ,沈瑞麟建议应即恢复中俄会议督办一职 ,以专责成 ,速开中俄会议。⑤ 阁

议通过此建议 ,并任命王正廷为督办 ,另添设会办一职 ,以熟悉东北情形者任之。⑥ 外交部即电在

沪之王正廷 :早日回京筹备开会。⑦ 3 月 1 日临时执政令 :特派王正廷督办中俄会议事宜 ,郑谦会

办。⑧ 3 日王氏复电应允 ,次日北上。⑨ 7 日外交部照会加拉罕此事。�λυ 17 日外交部再照会加使 :

《奉俄协议》业由奉天呈报中央政府 ,奉执政核准作为《中俄协议》之附件。并命李家鏊通知苏联外

交部。�λϖ

当时苏联对北京政局很乐观 ,认为冯玉祥有相当影响力 ,而孙中山也到京。3 月 6 日 ,苏联大

使突然照会外交部 ,云“外蒙红军已完全撤尽”�λω。报载 :加拉罕照会 :蒙古赤军原可暂不撤退 ,为表

善意 ,不待中俄会议举行 ,允行尽数撤退。�λξ 外交部询问李家鏊 ,李氏复电称 :苏联在蒙布置完备 ,

蒙军成立 ,故苏军可放心先期撤兵。�λψ

3 月初北京政府决定将中东路政、松黑航权两委员会改在东三省开会 ,由中央签约。�λζ 于是 ,事

实上仍有中俄、奉俄两会议。王正廷到北京后 ,3 月下旬即赴奉天与张作霖接洽 ,交换中央与奉方

意见 ,商讨奉俄会议范围。�λ{ 4 月 5 日晚 ,王回北京 ,宣称 :“奉张对中俄会议主张颇正大 ,与中央无

出入 ,本人希望五月一日前开议。”�λ| 又称 :“对于中俄会议关系东三省各项 ,已与奉张、郑谦等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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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1925 年 4 月 7 日《申报》,第 3 版。

1925 年 4 月 1 日《申报》,第 4 版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8 号 ,1925 年 4 月 25 日 ,第 151 页。

1925 年 3 月 5 日《申报》,第 4 版。

《收驻俄李代表 (9 日)电》(1925 年 3 月 11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8/ 01。

1925 年 3 月 9 日《申报》,第 4 版。

《苏联驻华大使喀拉罕致外交部 (6 日)照会》(1925 年 3 月 1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发驻俄李代表电》(1925 年 3 月 17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4/ 03。

《照会致苏联喀大使》(1925 年 3 月 7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收王督办 (3 日)电》(1925 年 3 月 4 日) 、《收上海特派员 (5 日)电》(1925 年 3 月 6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照会致苏联喀大使》(1925 年 3 月 7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电致王儒堂督办》(1925 年 2 月 2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1925 年 3 月 1 日《顺天时报》,引自季啸风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以下简称《中华

民国史史料外编》)第 82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77 页。

《二十八日之国务会议》,1925 年 3 月 4 日《申报》,第 6 版。

《临时执政指令第 346 号———令外交总长沈瑞麟交通总长叶恭绰》(1925 年 3 月 12 日) ,《政府公报》第 3214 号 ,1925 年 3

月 13 日。

《中俄会议会务处说帖———请商交通总长应否将奉俄协议归并中俄协议并通知苏联大使由》(1925 年 2 月 3 日) ,薛衔天

等编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17 —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26 页。

《收临时执政府秘书厅公函》(1925 年 1 月 19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4/ 03。

《苏联喀大使 (26 日)照会》(1925 年 2 月 27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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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意见 ,奉张表示 ,开议后即派代表来京参列。”① 人事方面 ,奉俄会议委员长由奉天交涉署长高

清和担任 ,路政、航政分由吕荣寰、沈鸿烈主办。②

9 日 ,王正廷、郑谦正式就督办、会办职 ,并发表通电。③ 外交部之中俄会议办事处随即裁撤 ,并

移交卷宗。④ 公署直接隶属于执政 ,督办、会办外 ,设坐办一人 ,参议、秘书四人至八人 ,下设总务、

会务 ,另聘顾问、谘议若干 ,由专门委员会分任专门事项。⑤ 人事派令陆续发布 ,到 4 月底组织就

绪。28 日阁议 ,派孔祥熙为坐办 ,因郑谦至江苏赴督办任 ,会办事务交坐办处理。⑥ 王正廷任命裘

汾龄为会务处长 ,吕咸为总务处长 ,又起用“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旧属 ,分任专门委员、主任秘书等

职。⑦

会务处长裘汾龄系伯力总领事 ,对于俄国情形颇为熟悉 ,王正廷特电调回京。裘氏接电后 ,途

经哈尔滨、奉天 ,与地方当局接洽会议之一切议案各问题 ,并调查中俄各处国界 ,抵京后即在办公处

昼夜整理议案。会务处设会务、商务、界务、铁路、编译、债务六股。⑧ 中俄会议为节省时间便利研

究起见 ,分设商约、界务、路务、航务各分委员会。⑨ 经费每月 215 万元 ,由道胜盐余拨付。�λυ 并编定

新密码 ,专备会务密件与驻俄代表处、各领事馆及奉天交涉公署、哈尔滨交涉公署联络使用。�λϖ

奉天方面会议组织 ,分总务、会务、文书、翻译、会计、庶务、纪录七股 ,东三省交涉总署长兼奉天

交涉署长高清和担任会务长 ,下有职员 30 余人 ,由官银号拨款 1 万元 ,作会内经费。�λω 王正廷派秘

书祁大鹏为驻奉代表。

4 月 9 日王正廷、郑谦就职后 ,即访问加拉罕商议开会事宜 ,加使称待莫斯科复电。�λξ 然而 ,孙

中山逝世后 ,张作霖压制冯玉祥势力 ,北京政府与苏联关系随之恶化 ,苏联又以各种理由拖延会议

召开。10 日苏联大使馆致外交部节略 ,称中国各地之前俄财产 ,地方官多借口未奉中央训令 ,不肯

设法办理 ,请外交部设法履行条约义务。�λψ 又多次抗议奉军张宗昌部 ,任用白俄军队 ,请即解散。

外交部复以该白俄军人数不多 ,且已归化中国。�λζ 11 日 ,加拉罕以外交部复文与事实不符 ,指责中

方违反条约义务 ,必然会影响谈判及将来会议中所拟缔结之新条约。�λ{ 12 日李家鏊报告 ,契切林称

近来北京交谊远逊于前 ,加使所求各节 ,每有不复 ,且亦不能晤谈 ,并表达诸多不满。�λ|

4 月 13 日 ,中俄督办公署正式办公 ,当天加拉罕往访王正廷 ,非正式协商交涉问题 ,报载 :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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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收驻莫李代表 (12 日)电》(1925 年 4 月 13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8/ 01。

1925 年 4 月 15 日《申报》,第 4 版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0 号 ,1925 年 5 月 25 日 ,第 151 页。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 号 ,1925 年 1 月 10 日 ,第 206 页 ;第 22 卷第 6 号 ,1925 年 3 月 25 日 ,第 145 页。

《苏联大使节略》(1925 年 4 月 11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61/ 01。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9 号 ,1925 年 5 月 10 日 ,第 141 页。

《奉天方面之中俄会议》,1925 年 4 月 24 日《申报》,第 6 版。

《函寄新编会密电码》(1925 年 4 月 24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0/ 03。

1925 年 4 月 19 日《申报》,第 4 版。

《中俄会议分委员会组织大纲》(1925 年 ,未书月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0/ 03。

《中俄会议又有五月十日前开幕讯》,1925 年 5 月 2 日《申报》,第 6 版 ;4 月 30 日 ,第 4 版。

完颜绍元 :《王正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63 页。

《中俄会议准五月一日开幕》,1925 年 4 月 30 日《申报》,第 6 版 ;29 日 ,第 4 版。

《督办中俄会议公署组织大纲》及《督办中俄会议公署办事细则》,《外交公报》第 48 期 ,1925 年 6 月 ,“法令”,第 13 —18

页。

《其它各令》,《外交公报》第 48 期 ,1925 年 6 月 ,“佥载”,第 5 页。

《请柬》(1925 年 4 月 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59/ 02 ;1925 年 4 月 13 日《申报》,第 5 版。

《申报》,1925 年 3 月 9、14、16、19 日 ,均第 4 版。

《筹备中之中俄会议》,1925 年 4 月 8 日《申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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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尚称接近。① 16 日 ,公署会议 ,定中俄会议 5 月 1 日开幕 ,大纲在北京、细目在奉天及哈尔滨协

议。② 18 日 ,临时执政发给全权证书。③ 22 日 ,外交部电李家鏊 :现在王正廷已就督办职 ,只要苏方

不再迁延 ,自可克期开会。④

然而 ,奉俄关系持续恶化 ,25 日加拉罕抗议“东三省当局借日款筑洮南、齐齐哈尔间铁路 ,妨碍

中东路发展 ,在此项抗议未得满意答复以前 ,中俄会议不能开会”⑤。北京政府将加使抗议转交奉

天 ,外交部与王正廷再疏通加使 ,将此案改为奉俄局部交涉 ,希望中俄会议不与此并为一谈 ,仍请开

议 ,或先举行开会仪式 ,加使未允。结果 ,5 月 1 日中俄会议未能开幕。2 日阁议 ,外长沈瑞麟报告 :

中俄会议俄以悬案留难 ,请派员协助外交部先将中俄间悬案与加拉罕各个商议 ,以免牵扯中俄会议

开幕。⑥ 报载 :“张作霖请政府反诘加拉罕延迟开议责任 ,谓洮齐路日债举否不定 ,现正考量中 ,与

中俄会议毫不相干 ,何得据为交换条件。”⑦ 督办公署表示 :在未筹备以前 ,加拉罕甚为急进 ,屡次

催促正式会议 ,公署成立以后 ,加氏态度甚为冷静 ,并先提出先决问题。⑧ 又表示 :奉方对雇用俄旧

党已提出可满足加氏之答复 ,下星期可开议。但苏联使馆谓 :洮齐路与雇白党两事 ,奉俄间交涉尚

无结果 ,下星期难开议。⑨

督办公署会务处在裘汾龄主持下 ,整理各议案 ,到 5 月初已大致就绪。报载 :议案分条约履行

或废止问题、中东路问题、松花江航权问题、卢布损失赔偿问题、中俄两国国民间之债务债权清理问

题、国境划界问题、协议细目之规定问题及其他各重要问题。�λυ 6 日王正廷接受记者采访 ,云 :“延开

之理由 ,因双方均执慎重态度 ,以事准备。”�λϖ《东方杂志》报道 :王正廷准备完竣 ,上书段祺瑞 ,陈述

对俄方针的意见。�λω

然而 ,苏方对开议态度却越发保留 ,5 月上旬李家鏊报告称 :契切林于正式开会 ,似有另议。�λξ

中旬 ,加使告诉记者 ,中俄会议俄方并非挟洮齐等案为交换条件 ,因违反大纲协议精神 ,应先为纠

正 ,则细目会议方有价值 ;并谓彼始终渴望开议 ,唯视东三省当局诚意如何。�λψ《顺天时报》报道 ,苏

方种种借口“欲以中俄会议不能开会之责任 ,归诸中国”�λζ。《东方杂志》也报道 ,称加拉罕“有意延

宕会议 ,希望获得中国对于各问题的让步 ,与减轻或竟抵赖在基本协议中俄国所已允许负担的义

务”�λ{。

此时 ,因中苏共管中东路之争议 ,发生“九四命令”事件。4 月 9 日苏联局长伊万诺夫发布第九

十四号命令 :自 6 月 1 日起 ,凡非注册为中国公民或苏联公民之职员 ,均予开除。13 日代理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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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5 月 13 日《顺天时报》,引自《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 82 册 ,第 392 页。

1925 年 5 月 13 日《申报》,第 4 版。

《收驻莫李代表 (8 日)电》,1925 年 5 月 9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61/ 02。

幼雄 :《中俄会议难产》,《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3 号 ,1925 年 7 月 10 日 ,第 5 —6 页。

《王正廷关于中俄会议之谈话》,1925 年 5 月 11 日《申报》,第 5 版。

《中俄会议又有五月十日前开幕讯》,1925 年 5 月 2 日《申报》,第 6 版。

1925 年 5 月 6 日《申报》,第 3 版。

1925 年 5 月 6 日《申报》,第 4 版。

1925 年 5 月 2 日《申报》,第 4 版。

《申报》,1925 年 4 月 29 日 ,第 4 版 ;5 月 3 日 ,第 5 版。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1 号 ,1925 年 6 月 10 日 ,第 160 页。

《电驻莫李代表》(1925 年 4 月 22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61/ 01。

《函致执政府秘书厅》(1925 年 4 月 1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8/ 01。

《中俄会议定五月一日开幕》,1925 年 4 月 20 日《申报》,第 6 版。

《中俄督办公署开始办公》,1925 年 4 月 18 日《申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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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荣寰于理事会提议制止。① 中东路督办鲍贵卿旋于 5 月 19 日布告 :局长伊万诺夫命令为违背

《中俄协议》,将第九十四号命令废止。23 日加拉罕抗议。至 6 月 6 日双方达成协议 ,一面将无两

国国籍职员两百余人撤换 ,一面说明九四命令不再实行。② 然而 ,奉苏关系更加恶化。

奉天方面对北京之中俄交涉公署 ,取监督态度③,使王正廷事事受掣肘。张作霖对商约草案有

意见 ,5 月 13 日电王氏 :“贵督办所拟中俄通商条件 ,其各条如何且不具论 ,唯此次会议 ,惟首将航、

路、疆界等应规定之细则 ,先行议决妥协后 ,最终方能协议通商条件 ,若以上各种细则不先协议 ,而

先与协议通商条件 ,自难承认。”④ 次日 ,王氏答以“各项问题草案正在整理 ,容当陆续派员送奉 ,征

求意见”⑤。26 日张作霖函王正廷 :“将来各种草案交由敝处审阅者 ,即当抒陈意见 ,以备参考。”⑥

报载 :“中俄订约问题 ,当局对于此事 ,因有某种关系 ,将严密规定 ,对于从前所拟之草案 ,认为缺乏

伸缩之余地 ,均拟另行编制。”⑦

5 月 19 日王正廷照会加拉罕 :“拟于本年六月一日在北京正式开会 ,俾中俄两国多年来未定之

各项问题得以圆满解决。”⑧ 29 日加拉罕答复 :本政府以大纲协议有待东三省长官之履行 ,认为时

机未到。⑨

这时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 ,中外目光咸集中于此。王正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办理沪案及其善后

交涉事宜委员 ,加拉罕活跃于反帝宣传 ,张作霖则以维持治安为名 ,派奉军开入上海 ,中俄会议随之

停滞 ,报载 :“现日俄协议已成立 ,苏维埃国际地位亦逐渐增高 ,若迅开中俄会议 , (中东路、卢布、国

界诸问题)对俄不利 ,日俄协议之后 ,中俄悬案无关重要 ,不愿开议。”�λυ 6 月下旬 ,报载 :“王正廷前

日再催加拉罕开中俄细目会议 ,加答彼已准备妥齐 ,但日期尚待莫京决定。”又载 :“某教员语加拉

罕 ,中俄会议大可于沪案运动中开议 ,中俄皆利 ,孰知加答中国现状不安一语 ,酷像帝国主义者口

吻。”�λϖ

6 月 24 日 ,外交部向华会各国发出修约照会。7 月 1 日“外交委员会”正式成立 ,主要任务为商

讨五卅惨案及修改不平等条约两案。7 月下旬 ,北京某记者询王正廷中俄会议是否开幕 ? 王氏答 :

曾有此事 ,日来彼此亦曾谈到 ,大约不久当可开议。8 月 4 日 ,北京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苏联大使 ,

发布命令。孙氏表示“到俄后首主促成中俄会议”�λω。

三、中俄会议的开幕

8 月份北京政府忙于筹备关税会议 ,18 日向华会各国发出请柬 ,加拉罕奉召返俄述职 ,王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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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国民政府为粤案派遣北上之孙科、傅秉常南下上海。① 但正当中俄会议开幕似乎遥遥无期之

际 ,突然峰回路转。21 日 ,加使通知北京外交部 ,“本人定于月杪回俄 ,愿于回俄前举行中俄正式会

议之开幕典礼。”② 王正廷接到电报后 ,立即赶回北京。24 日外交部照会俄使馆 :“中俄会议前拟于

六月一日在北京开会 ,曾经本部于五月二十二日照达贵大使在案 ,乃时逾三月 ,迄今未准照覆 ,现贵

大使假归在即 ,亟应早日正式开会 ,兹拟改于本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开会。”③ 25 日王正廷回京 ,访加

拉罕 ,商中俄会议开幕事④,谓此次如再不开幕 ,则贵国信用将丧失净尽 ,年来贵使在敝国所建立之

基础 ,亦将崩溃无余。最后加氏始谓明日午前可得本国回电 ,此问题可延至明日再谈。26 日午 ,段

祺瑞派王正廷访加拉罕 ,称务于行前举行开幕式 ,同时在野某团体函诘加使何以不开议 ,谓中国各

界对于苏联因开幕式迟行之故 ,发生不良之印象 ,吾等对于苏联之热诚 ,亦将受各方之打击等语。

加使答俄京复电到即可开议 ,本人并非规避 ,及下午 3 时复电到 ,加使通知王正廷 ,约定当晚 7 时在

外交大楼举行开幕式。⑤

中方舆论盛传此次中俄会议开幕是“弄假成真”,如《申报》称 :“加大使知王督办出京 ,忽然通告

可以开议 ,其意盖信王督办一时不能回京 ,彼由此有词可假 ,将不能开会责任委之我方。今见王督

办居然赶回 ,外部居然照会开幕 ,遂无法。”⑥

8 月 26 日晚 7 时 ,中俄会议开幕式在外交大楼举行 ,外交总长沈瑞麟介绍双方全权代表 ,沈氏

代段祺瑞致颂词后 ,两全权代表致词。⑦ 王正廷云 :会议迁延年余 ,双方人民无限痛苦 ,政府友谊受

损 ,开幕后希望两国分委员会讨论 ,贵大使回中国时 ,早日签订正式条约。⑧ 加拉罕答词云 :帝国主

义政策与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困苦 ,去年《中俄协议》之实行 ,虽经中国中央政府用尽方法 ,现仍

不免种种困难 ,对苏联经济、政治俱有甚大关系 ,本代表极盼王督办与中国政府在本代表回国期间

之内 ,将妨阻协议实施之一切障碍铲除 ,庶使此项会议可以平稳进行 ,并使本代表返华之后 ,可以速

竟厥功。⑨ 双方决定组织六个专门委员会 ,分别讨论商约、债务、路务、界务、航权及特务等问题。�λυ

次日 ,加拉罕返俄。

中俄会议虽然举行开幕式 ,但国内舆论对会议前景并不乐观。《申报》推断 :“中俄会议开幕式

行后 ,即长期搁置 ,今年未能议事 ,因俄方于中俄会议后 ,至少要返还一部分权利于中国 ,故俄根本

上不赞成开议。”�λϖ《国闻周报》亦云 :“加拉罕行后 ,留使署者 ,仅数人 ,俄方对会议依然无诚意 ,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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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委员会亦徒成画饼耳。”① 王正廷于开幕式后 ,派裘汾龄等筹备开会之一切手续及分组会议办

法 ,并着手赶编各项议案。②

然而 ,最棘手的仍是奉天能否与北京合作。9 月 1 日 ,张作霖召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中俄会

议谘议祁大鹏等 30 余人 ,讨论中俄外交及解散张宗昌部下白俄党军队各问题。③ 6 日 ,中俄会议公

署委高清和为顾问 ,会办中俄会议驻奉办公处④,下设总务、会务两处。每月经费定 112 万元 ,会址

在沈阳孙家花园。⑤ 11 日 ,王正廷偕随员抵奉谒张作霖⑥,除为自身辩解外 ,双方主要讨论 : (1) 会

议本身问题 ,奉方对加拉罕极不满 ,因此对中俄会议持冷淡态度 ,王氏解说会议速办之必要 ; (2) 会

办郑谦虚悬已久 ,改任高清和 ; (3)催派奉方分委员会委员。⑦ 双方决定与东北关系最密切的路务、

航务两专门委员会在奉天举行。

英国驻沈阳总领事 F. E. Wilkinson 对此次王氏沈阳之行有详细报告 ,称中俄会议开幕事先未

向张氏报告 ,张很生气 ,向北京强烈抗议 ,谴责王正廷。王氏到沈阳 ,向张作霖解释 ,并报告会议进

行情形 ,修补关系。据说王此行主要在澄清自己不是赤党 ,希望奉京合作对苏交涉。张问王 ,在开

幕时是否要求加拉罕依据《中俄协议》第三条宣布中俄旧约失效 ? 王承认没有如此做 ,但是取得加

拉罕保证 ,苏联政府很快会照会废除旧约。中俄会议在北京召开 ,路务、航务在沈阳开会由高清和

主持。王向张保证 ,未得张同意前会议不会有决定 ,会密切请示张。王正廷现在比较白 ,没那么赤。

张更加反赤 ,在近日会谈中 ,他表示对中俄会议没有期望 ,即使召开也不会有结果。他对加拉罕及

其保证全无信心。⑧

张作霖任命吕荣寰为路务委员长、沈鸿烈为航务委员长⑨,北京派委员参与 ;其他专门委员会

在京举行 ,奉天也派任委员参与。驻奉中俄会议公署组织就绪 ,于 16 日开始办公。�λυ 20 日晨王正

廷回京 ,谒见执政 ,报告称 :张作霖表示“除属于地方部分者 ,因与东省有直接关系 ,不能不派人参

与 ,期有帮助外 ,其属于中央部分者 ,则希望政府通盘计算 ,冀收兼筹并顾之效。”�λϖ

但中俄会议到底是北京主导或由奉天主导 ,王正廷与张作霖有争议。王氏坚持除路务、航权两

委员会在奉举行外 ,其他四个分委员会在北京举行。29 日 ,苏联代办与王正廷讨论六分委员会名

单 ,提及奉天要求指派委员在奉开会 ,王氏表示“奉天方面之中俄公署系此间分出驻奉之办事处

⋯⋯此次会办为郑谦 ,郑谦委托高清和为代表 ,高清和在奉 ,故在奉设办事处。至若在奉单独开议 ,

不独本督办与喀大使无此成议 ,即与张上将军 ,亦未商有如此办法。”�λω 10 月上旬 ,王正廷偕孔祥熙

等随员赴奉 �λξ ,但到天津即折回。26 日 ,北京关税特别会开幕 ,王正廷忙于提出关税自主等案事宜。

中俄会议决定先开分委员会 ,议定诸事项 ,俟加使回中国后 ,再提大会。10 月份 ,双方忙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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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各分委员会。① 俄方希望先开一、四、六分委员会 ,奉方主张六股同时开议。王正廷希望路、航两

分委员长进京 ,先开六委员长接洽会。奉天认为王正廷揽权 ,王正廷去函说明 :此次各分委员会主

管事件 ,内容有繁简之分 ,且俄方委员有一人而担任数委员会之事务者 ,六个分委员会同日开议 ,事

实上有困难之处 ,不得不先就双方业经组织完备之各分委员会 ,先行开议。其余各会 ,于最近期间

内 ,陆续进行。各分委员会之开议日期 ,于手续上虽有先后之别 ,唯各项问题均须同时解决 ,于大体

自无关碍。② 自 10 月底起 ,各分委员会陆续开预备会。11 月初商定名单 ,6 日 ,“王正廷宴中俄会

议专门委员 ,宾主到三十余人”。苏方委员也大体派定。③

10 月东南反奉战争起 ,孙传芳进兵江苏直抵徐州 ,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也乘机东山

再起。11 月国民军二、三军夺取直、鲁 ,11 月底策动奉系郭松龄内变 ,滦州起兵。王正廷素与冯玉

祥接近 ,而加拉罕又全力援冯 ,京、奉对中俄会议 ,分歧日深。

王正廷与奉天对于会务进行方式与程序有争执 ,11 月上旬 ,奉方要求各分委员会之奉天委员

到京后 ,再开预备会议。但王正廷急于开议 ,18 日电奉天中俄公署 ,“各分委员会除路、航两部分

外 ,均已商定开会日期”,催促奉方委员兼程来京 ,参与会议。参与路、航两分会之北京委员 ,已饬从

速赴奉。④ 19 日高清和复电 :责备北京未待奉方委员到达 ,即擅自进行预备会议。对在京四委员

会 ,主张“在我方似应权其利害以定开会之顺序 ,盖债务与东路有关 ,界务与航权有关 ,债、界两会我

方如得胜利 ,则路、航两项较易着手 ,特务、商约利我者少 ,后议无碍 ,应请向彼方磋商 ,将特、商两会

改在债务、界务两会会议以后 ,定准程序亦即预备将来同时解决之一法”。⑤ 20 日王正廷电 :“路、航

两项问题 ,原在奉垣筹备 ,应由吕、沈两委员长到京 ,自行商定开会地点日期。其他各分委员会 ,业

与俄方明白订定开会日期 ⋯⋯对外关系不便自行取消另订 ,各项问题既已商定 ,同时解决实行 ,则

开会先后之序 ,实体上自无重大关系。”⑥ 王正廷并函张学良 ,云奉方对分委员会开会日期似有误

会之处 ,请向杨宇霆、高清和解释 ,俾会务进行不生阻碍。⑦ 高清和 21 日复电 :奉方委员即使即刻

晋京 ,亦不及出席 21 日之特务会议。至路、航开会地点 ,前承商允在奉 ,现又称由奉方筹备 ,“仍望

查照原议向俄方接洽赐复。其开会日期 ,俟俄方委员到奉时再由本署自行商定。”⑧

11 月下旬 ,北京不断向奉方解释 :中苏各项问题均应同时解决 ,各分委会只是就各项问题分头

讨论 ,再将讨论结果交付大会 ,以大会为最后解决机关。分委员会议定之事并无条约效力 ,因此各

分委员会开会之先后无关轻重。奉方对分委员会开会之先后 ,不再坚持。

中俄会议分委员会终于在年底组织完成⑨,双方委员派定 ,钱泰、张志良、吕荣寰、王文璞、沈鸿

烈、周龙光分任第一股商约、第二股债务、第三股路务、第四股界务、第五股航务、第六股特务中方委

员长。苏联派定第一股委员长刊列罗费区 (A. J . Kantoroviteh) 、第四股委员长福禄宁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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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俄会议分委员会组织大纲》(1925 年) ,外交档案 ,03/ 32/ 500/ 03。

《高清和 (21 日)来电》(1925 年 11 月 23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3/ 01。

《(王正廷)函张汉卿》(1925 年 11 月 2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3/ 01。

《(王正廷)奉天高总署长电———复分会日期不便另订》(1925 年 11 月 2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3/ 01。

《收高清和效 (19 日)电》(1925 年 11 月 2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3/ 01。

《(王正廷)奉天中俄公署电———知照分会商定开会日期》(1925 年 11 月 1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03/ 01。

1925 年 11 月 5、7、8 日《申报》,均第 4 版。

《张志良致高清和信》(1925 年 10 月 24 日) 、《王正廷致高清和信》(1925 年 10 月 29 日) ,均见《奉系军阀密信选辑》,第

563 —572 页。

1925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 日《申报》,均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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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ine) 、第六股委员长卜葛门特 (M. J . Pergument) 。①

加拉罕于 11 月 14 日离莫斯科返华。② 26 日抵奉天 ,拜访张作霖。12 月 1 日回北京任所。③

当时冯军势盛 ,控制北京 ,并与李景林部在天津大战。郭松龄军则直逼奉天 ,奉军四面楚歌。苏方

学者认为 ,冯玉祥控制北京 ,是中俄会议顺利进行的重要背景。④ 11 月 23 日中东铁路局长伊万诺

夫发布通告 :自 12 月 1 日起 ,中国军队须先付运费 ,始能经中东铁路运送。奉方认为此举为阻挠运

兵 ,中东铁路理事会开会 ,理事长及华籍理事对此行动表示抗议。到 12 月底郭军失败 ,张作霖渡过

难关 ,李景林、张宗昌组直鲁联军 ,对抗国民军 ,国民军虽力战得天津 ,但一、二、三军争夺直隶地盘 ,

冯氏苦于应付。

此际 ,奉方委员不到北京 ,中俄会议分委员会数度延会 ,直到 11 月 28 日商约分委员会终于开

议。⑤ 其他分委员会也陆续召开 ,然因奉方消极 ,进展有限。

四、各分委员会议的进行

北京外交部依《中俄协议》,原拟在中俄会议商议界务、商务、损失赔偿、债务清理、中东铁路、撤

退外蒙红军等六项。其中外蒙问题 ,因 1925 年 3 月苏联大使照会外蒙红军已完全撤尽⑥,外蒙遂

成为北京与蒙古间的交涉。中俄会议组成六个专门委员会 ,分别是商约、债务、路务、界务、航权及

特务 (凡不属其他五项之问题皆属之) 。自 1925 年 11 月 28 日起陆续开会 ,到次年夏天无结果而

终。以下简述各分委员会之进展状况。

11 商约委员会

《中俄协议》第十三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议第二条所定之会议中 ,订立商约时 ,将两缔约

国关税税则采取平等、相互主义同时协议。”然而 ,因苏联采行专卖 ,由国家控制外贸政策 ,对于通商

条约并不热衷。北京政府不能如对西方各国般 ,以通商贸易权益为利诱 ,或以抵制外货为武器。中

俄会议办事处会务股曾参酌各方意见 ,拟订中俄草约⑦,要点在进出口税则上力求平等 ,并以中国

现状为标准 ,订立相互平等条文 ,以破除苏联对华商之种种限制。⑧ 1925 年初 ,苏方提出商约草案 ,

要求在新税则制定以前 ,应仍维持旧制。⑨ 中俄公署拟订《中国苏联通商行船条约草案》�λυ ,函请农

商、财政、税务处研究。�λϖ 税务处主张参酌《中德协约》重订中俄商约 ,财政部赞同此原则 ,主张中苏

通商税则 ,“以自由税率为原则 ,以相互协议为例外”。�λω 税务处另增加两点 :陆路通商要严加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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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ω 《财政部 (18 日)咨》(1925 年 2 月 19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29/ 01。

《函农商、财政、税务处各专门委员》(1925 年 2 月 11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28/ 05。

《中国苏联通商行船条约草案》未书年月 ,外交档案 ,03/ 32/ 528/ 04。

《致李景铭、宋寿征委员函》(1925 年 1 月 18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29/ 03。

《中俄草约第一、二节说明》(1924 年) ,外交档案 ,03/ 32/ 500/ 01。

《中俄草约》(1924 年) ,外交档案 ,03/ 32/ 500/ 01。

《苏联驻华大使喀拉罕致外交部 (6 日)照会》(1925 年 3 月 10 日) ,外交档案 ,03/ 32/ 497/ 02。

1925 年 11 月 29 日《申报》,第 5 版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1 号 ,1926 年 1 月 10 日 ,第 219 页。

彼斯科娃 :《1924 —1929 年的苏中外交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第 75 辑 ,第 217 页。

《申报》,1925 年 11 月 29 日 ,第 5 版 ;12 月 2 日 ,第 4 版。

1925 年 11 月 25 日《申报》,第 3 版。当天适逢郭松龄起兵反奉之日。

《代表委员名单》(1925 年 11 月) ,外交档案 ,03/ 32/ 5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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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双方货品不加限制。① 会务股参酌各部处意见后 ,修订成《中俄商约草案》24 条。②

1925 年 11 月 28 日商约分委员会开议。③ 中方代表陆续提出《中国苏联通商条约草案》、《领事

协议》、《中国苏联领事协议草案》。④ 12 月 19 日苏联代表则提出《对案》⑤,1926 年初 ,双方不断提

出议案 ,相互讨论修正。⑥ 到 1 月底 ,已拟订出商约草案。⑦

2 月底 ,中方拟定《中苏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及声明书、换文等 ,呈报外交总长王正廷 ,其主

旨在针对苏联国情 ,力谋均等利益 ,其目的在于 :双方互尊主权 ,排除宣传及反政府之举动 ;改善侨

民待遇 ,互取优惠国等办法 ;两国贸易平衡 ,防止经济侵略。此外尚有设领、航海各条 ,均基于相互

平等之原则。所极端注意者 :不受其表面上虚惠之欺蒙 ;唯求实际上利益之均等。最后称 :“我国对

外所订各约 ,前清之丧失利权无论矣 ,即近来所订者 ,亦只期望达到平等之原则为止。若求其于双

方利益 ,从实际方面打算 ,取绝对平等主义 ,则本草案似属嚆矢。”⑧ 但是苏方没有接受 ,因为该草

案没有考虑到苏联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原则 ,即国家专营外贸及通过外贸机关发放许可证的制度。

中方也拒绝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⑨

司法事件也并入商约之中 ,依据《中俄协议·声明书》六 :“在大会内议定适宜条款 ,以期苏联人

民因该协议之第十二条而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后之地位有所准则 ,然无论如何 ,苏联人民应

完全受中国法律之管辖。”会务处于 1925 年初拟定俄人在华“应视同无领事裁判权国人民 ,同受我

国法律制裁 ,概归我国法院管辖”。�λυ 函送法权讨论会 ,该会讨论后 ,决议关于中俄会议协议收回法

权条款之意见一件。其要点是 : (1) 关于审理俄人诉讼案件 ,倘须另订条款应仿《中德协议》办理 ;

(2)上海会审公堂审理俄人诉讼问题 ,应速筹收回公堂以谋正当之解决 ; (3)东省特别区域法院中俄

两国不能为任何约束。�λϖ

1926 年初 ,苏方委员提议交还领事裁判权 ,但商约应照旧陆路通商条约待遇俄商 ,准俄人在华

自由营业置产。中方委员反驳谓 :苏联前既宣言放弃帝政时代一切权利 ,不应重行要求享受特权。

双方争辩甚烈。�λω 由于苏方委员态度不佳 ,舆论哗然 ,《国闻周报》指出 :俄代表在分委员会中 ,犹欲

以中国许俄人在华营业置产之条件 ,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 ,“然则俄人之订定中俄协约 ,其所诚心合

作者 ,不过有利于本国之事而已。”�λ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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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ξ 子宽 :《当心最忠诚的友邦》,《国闻周报》第 3 卷第 4 期 ,1926 年 1 月 26 日 ,“评坛”,第 2 页。

《复俄提商约维持旧约问题》(1926 年 1 月 10 日) ,外交档案 ,03/ 19/ 036/ 03 ;《国内之部》,《国闻周报》第 3 卷第 4 期 ,1926

年 1 月 24 日 ,第 17 页。

《收法权讨论会函》(1925 年 3 月 27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28/ 03。

《审理俄人诉讼事件说帖》(1925 年 2 月 14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28/ 03。

彼斯科娃 :《1924 —1929 年的苏中外交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第 75 辑 ,第 217 页。

《中苏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1926 年初) ,外交档案 ,03/ 32/ 530/ 05。

“Confidential2General Observation on the Preliminary Soviet Draft of Trade and Navigation”, Jan. 26 , 1926 ,外交档案 ,03/ 32/

530/ 04。

详见《领事协定———中国委员修正稿》、《领事协定》、《苏联代表团拟定之对案———领事协议》(1925 年 12 月—1926 年 1

月) ,外交档案 ,03/ 32/ 505/ 01、03/ 32/ 505/ 02、03/ 32/ 530/ 02、03/ 32/ 530/ 04 相关各件。

《苏联代表所拟之对案》,外交档案 ,03/ 32/ 505/ 01 ;《收苏联代表团提出商约草案》(1925 年 12 月 19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30/ 02。

《中国苏联通商条约草案》,1925 年 11 月 28 日对俄提出 ;《领事协议》,1925 年 12 月 19 日提出 ;《中国苏联领事协议草

案》,1926 年 1 月 31 日提出。均见外交档案 ,03/ 32/ 505/ 01。

1925 年 11 月 29 日《申报》,第 5 版 ;《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1 号 ,第 219 页。

《中俄商约草案》,外交档案 ,03/ 32/ 527/ 05。

《税务处咨》(1925 年 2 月 25 日) ,外交档案 ,03/ 32/ 52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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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放弃治外法权后 ,该国人民在华法律地位 ,拟定一关于司法援助涉及在华俄人民刑案

件的条约。关于继承产业的条约草案 ,也有所进展。①

然而整个商约问题 ,双方立场分歧过大。北京政府坚持对等 ,苏方则坚持其在华领事人员的人

数不应限制 ,其领事人员在必要时 ,得以商务代表资格行事。中方深恐领事人数无节制 ,将有利用

作宣传工具之虞。另外 ,苏方以本国人民既无治外法权 ,应准在内地随意居住与购买土地。中方驳

以内地杂居 ,易生纠纷。双方要求差距过大 ,最后商约无法达成协议。②

21 债务委员会

由于中国商民在俄国革命期间受损很大 ,《中俄协议》第十四条规定 :“两缔约国允在前条所定

会议中 ,讨论赔偿损失之要求。”1924 年底会务处拟分 : (1) 生命损失 ,要求苏方对革命动乱中遇害

之中国人民 ,以现金足数赔偿 ; (2)财产损失 ,对华商人被俄国当局没收或侵损的产业 ,会议时规定

赔偿范围 ,根据其性质 ,何者可以让步 ,准其折扣赔偿 ,何者不能让 ,坚持须足数赔偿 ; (3)卢布损失 ,

中国人民持有之大量旧卢布 ,作为苏方向中国政府之借款 ,要求以中东铁路作担保品 ,限期偿还 ,如

俄人限满后不能清偿债额时 ,即可将此项借款移作赎路之用。外交总长王正廷意见为 :中国对俄要

求若超过欧战期间中国对德奥的赔偿要求 ,恐难办到 ,如于此点要求太过 ,恐影响于别项问题之解

决。③

中俄会议开幕后 ,因赔偿问题与奉天关系密切 ,但京奉关系不佳 ,亲奉之委员长张志良不到京 ,

王正廷以权宜手段 ,改派王文典为委员长。1926 年 1 月双方开始讨论。④ 2 月 5 日 ,王督办面交加

大使四项损失赔偿案 :总案 :公家损失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均包括在内 ;善后借款俄发部分项下之

损失 ;俄法借款俄发部分项下之损失 ;卢布损失。⑤ 苏方答复 :苏联政府曾经宣言 ,对于帝俄及临时

各政府之各项义务概不负责 ,不能按照中方所提出各项要求作为中俄会议之充分基础。⑥ 中方反

驳 :中国政府既对于苏联为法律上之承认 ,中方坚持各项原案。⑦

赔偿分委员会自 3 月 23 日开议 ,每周开会 ,到 6 月 25 日共开 13 次会议。第一次会议 ,双方就

原则问题激烈辩论。中方强调苏俄继承前俄之权利 ,当然应继承前俄政府之义务。若苏方不承认

债务 ,中对俄债务如中东路垫款 ,亦碍难承认。苏方称因革命不可抵抗力产生之债务 ,不能承受。

中方强调 ,所提要求未超出辛亥革命赔偿外侨损失范围 ,善后借款及法俄借款债票 ,置于俄亚银行

之本息 ,为俄政府没收 ,责任当然在俄。中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均有证据 ,应组联合委员会审查。

苏方答复 :依协议双方均可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俄以为理由不充分。中东路与赔偿无关 ,另有

分委员会讨论。革命为不可抵抗力 ,无赔偿义务。中国所提要求 ,如损失事实非因革命发生者 ,苏

方可加考虑 ,苟证据理由俱属充分 ,自可赔偿。⑧

30 日第二次会议 ,中方提出人民财产损失要求。4 月 6 日 ,第三次会议 ,中方提出华侨财产损

失证据 ,交苏方审阅。13 日第四次会议 ,双方审阅证据。中方请先讨论卢布问题。20 日第五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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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苏方提出卢布损失答案一件 ,中方继续提出损失证据。27 日第六次会议 ,中方提出财产损失各

种证据。直到 5 月 21 日第九次会议 ,中方陆续提交之证据审查完毕 ,要求交付。苏方以情形复杂 ,

审查证据 ,并非承认赔偿 ,且有些证据有问题 ,应由双方全权代表将一切重要问题先为解决。28 日

第十次会议 ,苏方称中国证据多不完备 ,不足为凭。①

计中方先后提出旅俄华侨货物损失各案 : (1) 苏联收买侨商货物项下 ,约 6000 万元 ,均有苏联

正式机关签字证据为凭 ; (2)苏联沿途征用侨商货物项下 ,约 1900 万元 ,均有铁路载纸为凭。经开

会审查证据 ,苏方对于此两项要求 ,原则上承认赔偿 ,唯如何分类或赔或拒 ,及证据如何复核 ,详细

办法尚未正式答复。至其他各案 ,苏方表示革命为一种不可抵抗之事实 ,凡由此发生之种种损失 ,

苏联均不负赔偿责任。至卢布问题 ,苏方不认赔。中方则强调 ,中俄协议成立后 ,旧俄帝国之债权 ,

既由其继续承受 ,则旧俄政府之债务自不能任令藉词推诿。②

6 月 11 日第十一次会议 ,苏方指出证据不足 ,白党机关证据、中国商会证据等 ,不能认赔。18

日第十二次会议 ,苏方补送英文译件。25 日第十三次会议 ,中方驳复苏方三项答案 ,苏方提出卢布

答案一件 ,旋提暑期休会两个月。中方答可赞同 ,但如有紧急事项仍当临时召集会议。议定 9 月 1

日再行继续开会。③

暑期停会过后 ,10 月 2 日 ,外交部照会俄大使馆 ,催开中俄会议 ,及要求先派委员开分委员

会。④ 此时 ,赔偿问题已由北京转到奉天主持 ,奉方坚持赔偿与东路一并讨论。11 月初 ,报载 :“政

府与奉方要人商中俄会议方针 ,决定由奉当局与俄代使先行试谈中东路及卢布赔偿问题 ,如彼方不

允赔偿现款 ,将行收回中东路 ,计算俄方所投资本 ,即以卢布偿付之。”⑤ 然而 ,并无实质进展。

总而言之 ,苏联不愿意谈赔偿问题 ,京、奉则十分积极 ,尤其是奉方意图将赔偿与中东路相连

结 ,欲以大量赔偿要求 ,抵作赎回中东路款项。苏方则百般不愿承担革命时之责任 ,对赔偿要求严

加审查。⑥ 最后 ,仍是毫无结果。

31 路务委员会

中东铁路和松黑航权与东北关系密切 ,《奉俄协议》对这两事规定较详 ,中俄会议之路、航两项

由奉方主持。中东铁路是中苏交涉的重点 ,《中俄协议》第九条规范了在会议中解决中东路问题之

几点原则 ,即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 ,有关中国主权事项 ,概由中国官府办理 ;苏联政府同意 ,中国

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 ;会议中 ,解决赎路之额款及条件暨移交东路之手

续 ;但在会议解决以前 ,旧有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 ,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议 ,仍为有效。《暂

行管理中东铁路协议》实质上让苏方主控中东路行政权。签约前 ,王正廷认为该协议“虽较现行制

度所胜无多 ,但系临时性质 ,不妨稍示宽大 ,俟于正式会议时再图补救。”⑦

《奉俄协议》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的期限由 80 年缩短到 60 年 ,并规定自签约之日起 ,中国有权

赎回 ,在法律上肯定了中国政府的赎路权利 ,为中国争回不少权益。⑧ 然而路局行政权仍在苏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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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林军 :《1924 年奉俄协议及其评价》,《北方论丛》1990 年第 6 期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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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奉方认为“弊在理事会不能实行协议 ,由我操纵 ,以致路局俄方局长专权用事 ,徒有合办之名 ,而

无共利之实”。① 故交涉重点在于缩减苏方局长权限 ,加强理事会权力。

奉方认定俄人对于既得权利 ,非至必不得已决不放弃一步 ,依据俄国革命时 ,收回路区军警主

权及地亩、船舶各案之经验 ,决定采取“法理事实互相为用 ,行政路务相辅而行”之策 ,一面在奉俄会

议中 ,要求修改局长职权、路局办事章程、用人与文字华俄平均等事项 ;一面用强硬手段收回权利 ,

逼迫苏方在财政、行政上让步 ,否则即废除协议亦所不惜。故在会议中 ,态度相当强硬。

奉俄交涉并不顺利 ,张作霖与加拉罕恶感颇深 ,1926 年初又发生所谓中东路事件 ,苏联改派交

通部副部长谢列布略阔夫 (L . P. Serebriakov)等东来疏通 ,并免去了伊万诺夫的铁路管理局长职 ,

让叶米诺夫 ( F. Emshanov)继任 ,同时允诺今后免费运送奉方护路军。② 4 月 21 日谢、张会面 ,协议

中东路问题 ,张提议缩减铁路管理局长权限、中苏职员平等任用、经济财政权委托理事会等三项。③

5 月 10 日奉俄会议开幕 ,“谈判奉路运兵并理事长权限等局部问题。”④ 21 日 ,开正式会议 ,两方各

提出关于中东铁路之具体案。⑤ 苏方提出撤销驱逐加拉罕、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军队共同警备等

八项要求。奉方坚持缩小局长权限等问题 ,分歧甚大。6 月 7 日 ,因双方意见冲突 ,奉方宣告停

会。⑥ 7 月 2 日 ,会议重开 ,但为驱逐加拉罕问题 ,又告破裂。

会议期间 ,奉方持续收回中东路区行政权。伊万诺夫事件后 ,1926 年 3 月 ,张作霖令东三省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张焕相 ,解散中东路沿线哈尔滨各市公议会 ,成立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自治临时

委员会 ,接着封闭中东铁路的地亩处。8 月 21 日 ,张作霖命令东北海岸江防舰队 ,接管中东路局航

务处全部船只及其附属财产 ,又于 9 月 4 日封闭中东路局学务处 ,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沿线教育

权。⑦ 迨奉系入主北京 ,遂以干涉内政为由 ,于 1926 年 9 月驱逐加拉罕。1927 年 3 月 11 日 ,张作

霖搜查哈尔滨苏联通商代表处 ,4 月 6 日搜查苏联大使馆。奉俄交涉中止。

有学者认为苏方不愿将中东铁路利益交还中国 ,为中俄会议流产之重要原因。《中俄协议》与

《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议》原皆属临时性质 ,但由于中俄会议未能达成协议 ,中苏合办中东铁路不仅

不再是“暂行”,而且苏方掌握了中东铁路的实际支配权。⑧ 奉方试图以各种方法收回路权 ,种下日

后冲突的根源。

41 界务委员会

由于苏联在两次对华宣言中 ,表示自愿放弃帝俄一切侵华成果 ,国人多认为包括清季失土在

内。然而在中苏交涉时 ,加拉罕却多次强调界约不在废止旧约之列。《中俄协议》中 ,除第三条规定

在会议中废止旧约外 ,第七条规定 :在会议中“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 ,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 ,允仍维

持现有疆界。”

1924 年夏 ,中俄会议办事处即拟定界务草约 ,要点为 :根据 1689 年《尼布楚条约》、1727 年《恰

克图条约》、1860 年《北京续增条约》之原则 ,重行勘定东北、北面、西北中苏疆界。未勘竣前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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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将依据条约属于中国之三角洲、江左六十四屯、瑷珲何家地、营子江洲及毛口崴等处 ,先行移交

中国。其余沿边地方 ,暂行维持现有界线。① 11 月 20 日 ,会务处向王正廷报告界务 ,根据协议第

三、七条及加拉罕宣言 ,可在中俄会议中 ,将中俄两国历年边界纠葛彻底解决 ,并可将以前损失之领

土乘机收回。② 此后拟定之界务草约皆依此原则。③ 1925 年 10 月 ,为精确测量中俄边界 ,王正廷

呈执政筹备中俄划界 ,拟设立测勘中俄交边界事宜公署 ,并拟具章程 ,奉指令 :“准如所拟办理。”④

1926 年 3 月 25 日 ,中俄会议界务分委员会开始讨论 ,中方依据《中俄协议》第三、七两条及两

次加拉罕宣言提出《界务节略》,要求恢复康熙、同治以后帝俄政府所侵略中国之领土 ,重划疆界 ,请

苏方履行宣言。但苏方委员提出之《界务草案》,着重于勘定现有边界 ,完全不提重划疆界。4 月 1

日 ,中方提出节略 ,强调中俄旧约作废 ,自然包括界约。且苏联两次对华宣言 ,均表明愿归还帝俄侵

占中国领土 ,因此现界当然作废 ,请遵照协议条文议定界约。14 日 ,苏联委员节略答复 ,认为协议

第三条废止旧约 ,但界约除外。第七条与两次宣言无关 ,坚持中俄边界只能照现界查勘。5 月 6

日 ,中方驳复苏联节略 ,同时提出《中俄界约草案》,希望按照《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塔城界

约》重划疆界。6 月 3 日俄方提出节略答复 ,认为《中俄协议》第三条所指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下之特

权及特许 ,界务问题不属于不平等条约。若照中方界约草案划界 ,必定对苏联极不平允。提议因双

方委员意见相差太远 ,拟将此问题移交中苏全权代表 ,将界务原则解决 ,再交分委员会进行。中方

委员会认为 :“默查俄方意思 ,对于苏俄宣言久已反汗 ,而又不肯正式声明无效 ,但在我方若将宣言

完全抛开 ,则所有提案皆无根据 ,势必就彼范围 ,而以现界重勘为原则 ,恐欲收回寸土亦嘎嘎乎其难

矣。”⑤

中苏双方在界务问题上 ,对两次加拉罕宣言内涵及《中俄协议》条文之诠释 ,差距甚大 ,加以对

界约是否属不平等条约等原则问题的认知南辕北辙 ,中方所求 ,苏方认为过奢。苏方坚持只勘定现

界 ,中方不能接受。双方完全没有共识 ,虽开过三次会议 ,但根本未能进行实质讨论。

51 航权委员会

《中俄协议》第八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将两国边界江湖及他种流域上之航行问题 ,按照平等、相

互之原则 ,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规定之。《奉俄协议》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将双方无论何种船只在

两国边境江湖及他种流域上以国界为限之航行问题 ,按照平等、相互及彼此尊重之原则解决。所有

该问题之细目 ,应在双方组织之委员会自签订本协议日起于两个月以内规定完竣。因中国方面对

于黑龙江下游通海处之客、货有甚大利益之关系 ,苏联方面对于松花江之哈尔滨之客、货有甚大利

益之关系 ,故双方同意在委员会中 ,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则 ,讨论保障此种利益之问题。

中方之航权委员会由奉天主持 ,奉方希望松黑航权以俄船航行至哈尔滨 ,交换华船航行伯利至

庙街海口 ,试图取得失之良久的黑龙江下游航行权。中俄会议开幕后 ,张作霖谕令沈鸿烈筹备召集

吉林、黑龙江各处富有经验人员⑥,但航权分委员会并未开议 ,全无成绩可言。

61 特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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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双方协议 ,凡不属其他五项之问题 ,皆属特务委员会范围。中方筹备时 ,只将引渡问题归

诸特务范围。奉方委员在预备会的发言 ,注意苏联引渡白党 ,将宣传赤化列入骚扰罪范围内 ,藉作

将来要求引渡时之根据。① 但在会议中 ,虽曾拟订引渡条约 ,但无具体成果。

五、中俄会议的中止

1925 年底 ,北京外交好戏连台 ,除中俄会议外 ,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也同时进行 ,各国竞相对华

表达善意。然而 ,外交吃紧之际 ,北京政府却愈趋衰微。中俄会议虽经开幕 ,各分委员会议陆续进

行 ,北京政局随各地反奉战事发展又生波动。12 月 2 日 ,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辞呈 ,段祺瑞征询王

正廷继任 ,王氏答以中俄分委员会事务正忙 ,无力兼顾。24 日郭松龄兵败 ,27 日临时政府改制 ,增

设国务院 ,28 日由具民党色彩之许世英组阁 ,与国民党、冯玉祥关系密切之王正廷出长外交。1926

年 1 月 11 日 ,王正廷就外长职 ,演说外交方针 :保国信 ,复国权。此时中俄会议却传出经费中断的

消息。②

1 月中下旬 ,发生中东路停车事件 ,护路军司令张焕相向路局抗议 ,下令强行通车 ,又派兵拘捕

伊万诺夫等人 ,加拉罕严重抗议 ,奉苏关系更形紧张。③ 王正廷电请张作霖慎重处理 ,奉、苏勉强达

成协议。④

不久 ,国民军与奉系发生冲突 ,奉张认为加拉罕援助冯军 ,双方关系恶化。1 月 28 日 ,张作霖

命奉天交涉员以援助冯玉祥、煽动学生、助长内乱为由 ,向苏联领事馆要求撤回加拉罕。东三省又

对临时执政宣布独立 ,2 月 16 日许世英辞总理职 ,由贾德耀代阁揆。加拉罕极力谋求冯玉祥、吴佩

孚谅解 ,遭吴峻拒。最后张、吴达成谅解 ,联合攻冯。吴军入豫 ,大败国民二军 ,奉军沿京奉、津浦攻

天津 ,并由海道袭大沽 ,冯军封锁海口 ,3 月遭使团通牒抗议阻碍大沽自由航行 ,引发北京学生在执

政府前抗议 ,遭卫兵枪击之三一八事件 ,北京政局飘摇 ,国民军战事失利。

3 月初贾德耀代阁改组 ,任颜惠庆为外交总长 ,颜旋辞 ,胡惟德继任。3 月底 ,冯玉祥通电下野

赴俄 ,王正廷也避居天津租界。4 月初 ,胡惟德催王正廷速回京 ,主持中俄会议。⑤ 9 日国民军驱逐

段祺瑞 ,段氏逃入东交民巷 ,冯军撤出北京 ,退守南口。由于奉张表示不支持 ,段氏于 20 日通电下

野 ,由外交总长胡惟德兼代国务总理 ,摄行大总统职权。而实权人物张作霖、吴佩孚对如何组织政

府有歧见 ,只决定全力进攻南口 ,北京一时既无总统、执政 ,也无国会 ,只由所谓“摄政内阁”勉强维

持法统门面。然而财政破产 ,关会经费、使领费、中俄会议经费均告缺。

奉张势力控制北京后 ,推动反赤 ,亟谋驱逐加拉罕。中俄会议分委员会虽仍勉强进行 ,但双方

都意兴阑珊 ,不能有实质进展。王正廷滞留上海 ,孔祥熙也于 4 月下旬辞坐办职 ,督办中俄会议公

署无人过问 ,随即停摆 ,准备并入外交部。因欠债甚多 ,外交部以总长屡易 ,且经费紧张 ,不愿接

收。⑥ 5 月初报载 :“中俄会议以外交部尚未允接收 ,事实上已无经费来源 ,故办事人员一律停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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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遇必要时仍可举行。”① 又载 :“中俄会议公署 ⋯⋯经费无着 ,在法无力 ,均须收束 ,王督办垫

三千元遣散 ,五月一日起停薪 ,王请辞。”②

21 日 ,摄政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加拉罕 ,谈及中俄会议事。颜氏云 :协议签字已逾

两年 ,尚无结果 ,今王督办、孔坐办均不在京 ,会务未免稍形停顿。加使云 :会议进行迟慢 ,因中国政

府对于协议实未能完全履行 ,又因中国所提要求 ,如交还阿穆尔省及赔偿卢布问题 ,故唱高调所致。

但现在除商约一项双方意见尚未臻妥协外 ,其余已渐具头绪。并询问中俄会议可否确定日期继续

进行 ? 颜氏云 :不能确定。③ 颜氏在日记中写道 :“与加拉罕谈了很长时间 ,我对他很冷淡 ,并对谈

判进行缓慢表示不满。”④ 26 日 ,外交部遣人晤加拉罕 ,通知 6 月 1 日开议 ,加使以奉方未实现取消

白党为借口 ,拒绝之。⑤ 双方互不信任 ,互相谴责。《国闻周报》评论谓 :“中俄交涉细目会议 ⋯⋯迭

经会商 ,如商约、债务诸案 ,迄无归宿。而其骇人听闻者 ,至欲以国际贸易局员 ,享外交官待遇之特

权 ⋯⋯以及沿袭不平等之陆路通商条约 ,要求俄人在内地杂居 ,购买地产。此视日本二十一条之第

五项 ,酷恶殆无多让 ⋯⋯俄国驻华派来极有干才之加拉罕与鲍罗廷 ,足以隐然操纵中国南北之政

局。”⑥

6 月 9 日 ,颜惠庆会晤英使麻克类 (Ronald Macleay) ,麻使询问 :中俄会议将来是否继续 ? 加拉

罕之地位如何 ? 及驱逐加使诸事。颜氏答以 :中俄会议原经手之王、孔二君 ,均不在京 ,是否继续须

看将来情形。加拉罕之地位一时似不便提议 ,因须搜觅证据 ,且中国人之在俄国及假道西伯利亚

者 ,为数甚多 ,诚恐俄人取报复手段 ,不得不慎重出之也。⑦

20 日 ,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会务处密拟《关于中俄会议进行办法说帖》,指出会议进行困难

之症结 ,在于苏联缺乏诚意 ,因为苏方要求各项 ,在《中俄协议》中均已全部解决 ,使正式会议时 ,我

方失牵制之能事。而会议应行讨论之各项问题 ,既于苏方不利 ,自然饰词推诿 ,盖所有问题迟一日

解决 ,则可多享一日之权利。对于会议之态度 ,建议急起直追 ,以期圆满解决 ,否则亦应诉之其他手

段 ,万不可视若无足重轻。对于进行之手段 ,认为苏联政局未能巩固 ,内部空虚 ,对外不能强硬到

底 ,如能处理得宜 ,不难令其就范。即使会议时我方主张强硬 ,会议破裂 ,俄方自顾不暇 ,对我决不

敢开衅端 ,是我国对俄之外交途径甚宽。最后提出可选择之上、中、下、及下下四策。⑧

上策是内外合作牵制苏联 ,促其积极进行会议。具体做法是一面于东路事事主张强硬 ,一面取

缔苏联国外贸易部之垄断中俄商业 ,实行对等办法。打破苏方所占较优之局势 ,届时地位平等 ,外

交上始有公道之表现。

中策是以不惜决裂逼迫苏联让步。苏方现在既无诚意 ,应俟有机会提出坚决之主张 ,若卢布为

旧俄之债务 ,东路为旧俄之债权 ,苏联如不承认旧俄之债务 ,我国自可否认苏联承继旧俄之债权 ,东

路亦可无条件收回自办。苏方若坚不就范 ,即令会议破裂 ,亦所不惜。届时东路既在我领土 ,又在

我国军警势力范围 ,实行收回 ,轻而易举。苏联自顾不暇 ,决不敢轻于开衅。且我国果有此举 ,英、

美、日必予同情 ,又可联合英、美、日本以御苏联 ,苏联势孤 ,我方交涉必占胜利。东路既得 ,苏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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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亦必随之而变 ,届时可望本公道二字 ,订平等条约 ,纳两国之交涉于常轨。

下策是任令中俄会议自生自灭。下下策则是因中方经费无着 ,负责无人 ,自行中断会议。那么

中断之责在中方 ,将来更欲进行 ,苏方恐将多所借口肆意要挟。

然而 ,北京政局愈发飘摇 ,6 月 22 日 ,颜惠庆辞总理职 ,由海军总长杜锡 代理阁揆 ,外交总长

施肇基未到任 ,奉系推荐之次长王荫泰一时未到 ,部务暂由代理次长之条约司长钱泰维持。28 日

吴、张在天津会议 ,吴主以外交先进组阁 ,专办外交要案关会二五税。

此时中俄会议以暑期为名 ,休会两个月。7 月 2 日奉俄会议重开 ,但随即因张作霖提出加拉罕

先行离华 ,复停顿 ,俄代表斡旋无效 ,即回国 ,奉俄会议流产。① 4 日 ,关税会议外国代表也公决暂行

停会。6 日蔡廷 接掌外交。督办中俄会议事宜的王正廷上国务总理、外交总长辞呈 ,云 :中俄会

议计自开会以来 ,共开分委员会 40 余次 ,各事经迭次磋商 ,粗有眉目 ,但双方意见尚未一致。总结

云 :外交运用重在因势乘时 ,我既坐失时机 ,彼已利权在握 ,故得利用延宕手段 ,藉作以缓待急之谋 ,

我虽百计图维 ,终难力收近切之效。加以经费无着 ,会议告成实难预测 ,此项交涉 ,既非一时所能就

绪 ,似应归由常设机关随时接洽 ,相机应付较能奏效。请将督办中俄会议公署结束 ,所有会务概归

外交部接办。② 8 日阁议 ,准王正廷辞职。③

31 日阁议 ,外长蔡廷 提出加使在华 ,引诱青年 ,宣传赤化 ,显与中俄协议大纲精神相背 ,而举

国属望之中俄会议 ,则任意延宕 ,请俄政府立即撤回。④ 报载 :“奉方对中俄会议主停开 ,中俄督办

缓派。”⑤ 8 月 3 日 ,外国记者询问加拉罕中俄会议进行情形 ,加使答 :“会议进行顺利 ,因双方条约

需详加审查 ,不免停滞。各种条约因中俄协议均作废 ,中俄会议正进行商约谈判 ,因酷暑暂停 ,九月

再开 ,定能顺利 ,达成协议。”⑥ 然而华报则云 :“中俄会议以外交上种种葛藤 ,今年难望续开。”⑦

蔡廷 到部后 ,接收中俄会议督办公署。⑧ 9 月 2 日 ,在部内成立“中俄会议委员会”,公布组织

大纲 ⑨,以次长王荫泰任委员长 ,在北京设商务、界务、法律三委员会 ,在奉天设中东铁路、松黑航

权、债务赔偿三委员会 ,任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为副委员长主持之。�λυ 10 日 ,加拉罕离北京返国。

27 日 ,外交部附设中俄会议委员会组成。�λϖ 10 月 2 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 ,催开中俄会议 ,要求

先开分委员会。�λω 苏联使馆回复 :业已收到转电政府。�λξ

5 日 ,北京政府又改组 ,顾维钧任摄政内阁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 ,次长王荫泰。18 日 ,公布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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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委员会办事细则。① 外交部电张作霖 ,请将东省提案迅电示 ,编入议程 ,张氏复电 ,议案已令高

清和会办预备妥协 ,携带入京。② 19 日 ,中俄会议委员会开会 ,议内部问题。③

苏联驻北京代办兼中俄会议全权代表车尔尼赫 (A. S. Tcherynykh) ④ 于 10 月 12 日抵奉天 ,

留奉多日才获张作霖承认接见 ,传言路务分委员会下月开会。⑤ 24 日俄代使要求速开奉俄细目会

议 ,解决学务、航权、扣留船舶等问题。高清和允向奉张请示再答。报载 :“俄使因力表容纳奉天主

张 ,交涉已入顺境 ,中止入京 ,现与高清和协议 ,除国界案归中央办理 ,余均在奉开会交涉。”⑥

中俄会议逐步被奉俄会议吸收 ,奉方对苏采强硬抵制手段。11 月初报载 :“政府与奉方要人商

中俄会议方针 ,决定由奉当局与俄代使先行试谈中东路及卢布赔偿问题 ,如彼方不允赔偿现款 ,将

行收回中东路 ,计算俄方所投资本 ,即以卢布偿付之。”⑦ 又载 :“俄使屡要求开奉俄会议 ,交涉署长

高清和答 ,奉俄会议在北京中俄会议未开前 ,碍难举行 ,俄使仍继续要求 ,高清和准备晋京筹备。”⑧

5 日 ,中俄会议委员会开成立会 ,各相关机关派员参加 ,“定下星期开议各分委员会权限问

题”⑨。外交部函财政部 ,请拨开办费及经常费。�λυ 下旬“外交部要人云 ,此次俄代表来京 ,尚未与政

府接洽 ,须俟其呈递国书后 ,方与之往来 ,中俄分委员会 ,亦取缓进主义。”�λϖ 27 日 ,苏联代办会晤顾

维钧 ,面交照会。�λω 顾总长云 :两年前本总长担任外交时 ,签订《中俄协议》,现在本总长已三任外

交 ,而中俄会议尚无结果 ,今贵代办来华 ,甚望会议续开 ,并将各项重要问题凡能解决者 ,从速解决。

车代办云 :本代办对于中俄会议各项问题正在研究中 ,容研究后即设法进行会议 ,苏联政府亦极愿

开议也。顾氏请俄代使与王荫泰讨论进行办法。�λξ 报载 :“中俄会议专门委员会拟下星期一开预备

会 ,讨论界务问题。”�λψ 然而 ,顾阁随即总辞 ,12 月 1 日 ,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

8 日 ,苏联代办正式会晤王荫泰 ,希望中俄会议续开。�λζ 同时“使团答复外部 ,中俄会议及条约

研究会请拨关款 ,已经会议通过九千元 ,十个月为限。”�λ{ 报载 :“外交部草拟抵制俄货办法 ,名曰黑

龙江省各自开商埠及特别区征收洋商货税办法 ,已函请财政部 ,会同提出阁议公布。”�λ|

1927 年 1 月 12 日 ,奉张因二五税及外交问题 ,仍以顾维钧暂代阁揆 ,当晚颁二五附税令。当

时北洋“修约外交”进行顺利 ,17 日中比、21 日中日、26 日中法、中英修约谈判陆续开议。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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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下令免安格联 ( Francis Aglen)海关总税务司职。

奉苏关系则持续紧张 ,1 月苏联代办函外交部 ,云上海俄轮拍卖实违协议 ,请速将该轮交还苏

联。2 月伯力领事裘汾龄条陈取缔外交信差章程 ,外部准办 ,并增加俄人入境护照签证费 ,以示抵

制。3 月 5 日 ,苏联大使馆书面抗议南京鲁张部队白俄兵强迫苏联商船运兵 ,拘留船员及包括鲍罗

庭妻在内之旅客 ,请速令放行 ,并负责赔偿责任等语。北京外交部令奉天交涉署 ,通令各属一律停

止华人赴俄营商。① 奉系全面接手中苏交涉 ,与外交部磋商将所有驻俄各领事实行更换 ,由与奉有

接洽之人物继任 ,以资呼应灵便。②

4 月 6 日北京军警搜查苏联使馆。7 日阁议 ,顾维钧报告搜出械弹名册为扰乱中国明证 ,正式

向苏联抗议 ,指其违背国际公法 ,违反中俄协议。③ 9 日苏联政府向中国代表抗议 ,并召回驻北京使

馆人员。19 日 ,苏联代使一行 40 余人乘专车出京。④ 北京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实质断绝 ,中俄会

议随之告终。

六、结 　语

1924 年《中俄协议》之本质 ,只是将来解决各悬案的大纲 ,看似平等的条文 ,因有“在会议中”四

字 ,均有待于中俄会议议定新约 ,才能落实具体解决各问题。然而 ,应在一个月内召开 ,六个月内完

成的会议 ,却迁延了一年三个月才勉强开幕 ,陆续召开之各分委员会会议 ,因双方认知差距过大 ,无

法达成共识 ,到 1926 年夏已大体停顿 ,不久张作霖驱逐加拉罕 ,进而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 ,中苏外

交关系实质断绝 ,中俄会议随之告终 ,未能获致任何具体成果。虽然如此 ,透过对中俄会议的研究 ,

吾人可较全面地理解《中俄协议》,并考察当时的中苏关系以及北洋外交的性质。

中俄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以谈判全面修改旧约的尝试 ,北京政府依恃的是《中俄协议》的明文规

范 ,以及苏方信誓旦旦必将遵守宣言平等对华之精神。在谈判中 ,北京外交部力图订定平等商约、

收回失土、取得各项损失赔偿等 ,其收回国权之努力 ,值得敬佩。但是在交涉中 ,过于依赖苏方之善

意 ,缺乏诱迫苏联就范的筹码 ,丧失了谈判的主导权。当苏方在会议中 ,意欲维持商约中旧有特权、

维持界约并拒绝赔偿时 ,北京辄感到受骗。

对中俄会议的失败 ,中方多归咎于苏联没有诚意 ,不愿按对华宣言精神与协议大纲解决悬

案。⑤ 但北洋末期中国内争不断 ,也严重牵制了对外交涉。先是直、奉间的矛盾 ,导致《中俄协议》

与《奉俄协议》的重叠 ,种下日后中俄会议、“奉俄会议”纠葛的根苗。随着奉系逐渐掌控北京政府 ,

张作霖与冯玉祥的矛盾愈趋尖锐。奉天对加拉罕援助冯玉祥、介入中国内争耿耿于怀。认定王正

廷是冯系人马且又亲苏 ,乃处处抵制 ,致使会议期间京、奉缺乏互信 ,中俄、奉俄会议间权责不清 ,给

予苏方拖延的口实。在北京近于无合法政府状态之下 ,国民政府又实行北伐 ,内战再起 ,列强皆采

观望态度 ,关税、法权会议都告中止 ,中俄会议也在奉苏决裂下 ,未达成任何具体结果而结束。

奉系对于复杂的商约及法律问题缺乏兴趣。张作霖最关心的是与东北利益密切相关的中东铁

路以及赔偿问题 ,希望苏联先承认赔偿损失 ,然后以此债务作抵 ,一举赎回中东铁路。此外 ,试图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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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东铁路的管理主控权 ,奉俄会议重点放在修改中东路章程 ,苏方则坚持不肯让步 ,会议无成功

可能。奉方认为苏联无诚信 ,采取种种抵制与对抗措施 ,强行收回中东路区各项侵犯中国主权之设

施。苏方也采反制手段 ,导致中东路冲突不断。

苏方则归罪于北京政府无实权 ,不能贯彻条约义务 ,内战不断 ,政局动荡 ,在会议中所求太奢不

切实际。苏方代表有对未能充分利用冯玉祥控制北京的有利时机 ,取得圆满成果感到惋惜者 ,待对

苏敌意甚深的奉张入主北京 ,增添了会议的难度。① 事实上 ,苏联在《中俄协议》中已达成建交、收

回旧俄财产、中东路管理权等主要目的 ,对中国所求于苏联者 ,只承诺将在会议中解决。会议中自

然力保既得利益 ,即使失败 ,对苏方也毫无损失。

经由以上对中俄会议的研究 ,吾人可对《中俄协议》做较全面的评价。自 1917 年俄国革命后 ,

苏联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表示愿放弃旧俄在华条约特权 ,平等建交。北京政府与东北、新疆地方当

局 ,则乘机清理旧俄在华特权 ,已实质收回了大部分权益。但这些权宜措施 ,必须由中苏间正式订

约来完成法律程序。在中苏建交谈判时 ,北京政府要求苏方落实宣言精神 ,放弃所有旧约特权。苏

方则自宣言倒退 ,加拉罕自始不肯无条件放弃旧约权利 ,坚持必须谈判新约取代旧约。最后双方妥

协成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 ,原则上愿放弃特权 ,即先建交再开正式会议 ,“在会议中”具体解决悬案。

另在北京政府坚持下 ,以《密件议定书》规范 :在新约未谈成之前 ,中俄旧约“概不施行”。因此 ,《中

俄协议》中苏联得各种实惠 ,中国只得废止旧约之口惠。由于中俄会议一事无成 ,中苏新约未能议

订 ,悬案仍是悬案。苏联革命初期的理想主义及对华善意 ,待得英、意承认 ,又与中、日建交 ,国际地

位巩固后 ,国家利益考量压倒一切。进而在华扶持亲苏力量 ,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因中俄会议无

结果 ,于是苏联所有平等对华、自愿放弃在华特权等一切承诺 ,都成空言。而苏联依据暂行协议取

得之中东路实质控制权 ,则无限期延长。

中国所得 ,只有清理旧俄权益造成的既成事实 ,以及《密件议定书》之中俄旧约“概不施行”。中

俄会议流产的结果 ,使得中国清理旧俄特权的成果 ,未能得新约的落实 ,但苏联也不能施行旧约 ,重

享旧日特权。中苏间的条约关系 ,遂处于只有原则大纲 ,新约尚未议定 ,旧约“概不施行”的空窗状

态。

中俄会议期间 ,加拉罕的角色值得注意。加拉罕在远东同时执行对中、对日之交涉 ,尽力维护

苏联利益。对华也施行多元外交 ,同时与北京、奉天、张家口、广州、新疆接触 ,并介入中国内争 ,除

支持广州政府外 ,在北方大力援助冯玉祥 ,一时之间 ,对北京政府颇有影响力 ,但也导致奉苏关系紧

张之后果。

中俄会议期间的北洋外交颇有突破 ,当时北京政府虽历经直、皖、奉诸系的交替变动 ,外交部仍

能以五卅以后国内民气为后盾 ,在国际上利用苏联废约反帝之宣传 ,左右逢源 ,外交上有较大的进

展。一方面向华会列强提出“修约照会”,得以召集关税及法权会议 ,一方面迫苏联进行中俄会议。

此期间 ,王正廷主掌北洋外交 ,与加拉罕相呼应 ,顺势推动“关税自主”与“到期修约”等较激进的外

交方针 ,当时虽未能克竟全功 ,但已成为其日后主持南京政府“革命外交”之重要源头。

　　〔作者唐启华 ,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台北 ,11605〕

(特邀责任编辑 : 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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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robe into Wang Jueyi and the Mohou Yizhao Cult Han Zhiyuan (1)⋯⋯⋯⋯⋯⋯⋯⋯⋯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re was a major case that shocked both court and commoners , the case of the Mohou Yizhao

Cult . The chief criminal of the case was Wang J ueyi , the founder of the cult . Taking religion as a cover , he undertook

ant2Qing activities in Chinese societ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is cult spread through eighteen provinces including

Zhili , Shandong , Henan , Anhui , Jiangsu , Jiangxi , Hubei and Sichuan. Starting from the seventh year of Guangxu

(1881) , the cult tried several times to stage anti2Qing uprisings , but all of them were suppressed by Qing forces. From

then on , the Qing government pursued Wang J ueyi and his followers in accordance with Emperor Guangxu’s edict to

“severely punish”and“uproot”them. However , by the time the case was wound up in the tenth year of Guangxu , not

only had the founder Wang J ueyi not been found , there was of the other key members either. At the same time , the Cult’

s key secrets also disappeared. Using newly found documents , this paper re2probes several problems of the Mohou Yizhao

cult : founder Wang J ueyi’s birth year , birth place and name ; the name of the cult ; the dat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ult ;

the spread of its scriptures and images ; its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 its political aims ; and the trials related to the cult

conducted by all level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

A Study of the Sino2Russian Conferences , 1924 —1927 Tang Qi hua (29)⋯⋯⋯⋯⋯⋯⋯⋯⋯⋯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 the Soviet Union had issued two declarations to China and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give up all privileges established by old treaties. However ,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g diplomatic re2

lations , Leo Karakhan maintained that new treaties must be negotiated before the old treaties could be replaced. The two

parties finally made a compromise : to first agree on an outline for the resolution of all unsettled questions , and then , afte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 to formally hold a conference“during which”the details of all unsettled questions would

be resolved. The conference should have been held within one month and concluded within six months , but it was only

belatedly held after a delay of one year and three months. The conferences that were held successively by sub2committees

had generally halted by the summer of 1926 because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prevented them from

reaching an agreement . When Zhang Zuolin sent troops to ransack the Soviet embassy in Beijing and Sino2Soviet diplomat2

ic relations substantially broke down , the Sino2Russian conference immediately stopped , having gained no concrete results.

Therefore , the Soviet Union’s promise of giving up all privileges in China did not come tru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Mongol ia Issue in China in the 1920s : Centered on Arguments in the

Late Stages of the Sino2Russian Negotiations Ao Guangxu (55)⋯⋯⋯⋯⋯⋯⋯⋯⋯⋯⋯⋯⋯
　　For a long time the Mongolia issue was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re2establishment of Sino2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

and it also became a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because of the Sino2Russian negotiations. The pro2Russia intelligentsia began

to split into two factions : one favored uniting with Russia and another was hostile to Russia. Later all intellectuals became

suspicious of Moscow’s world revolution theory. The most sensitive and direct reason for their suspicions was the interven2

tion of Russia in the Mongolia issue. Th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and debates over“national self2determination”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made the Mongolia issue highly politicalized. As the sovereignty discourse gradually overwhelmed the

revolution discourse in China , a tendency to abandon“national self2determination”appeared. “National self2determina2

tion”was the ideal pursuit of oppressed nations and countries , and it became a political weapon in the hands of diffe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