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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调查团与马占山会晤的再认识

陈 薇

(江桥抗战纪念馆，黑龙江齐齐哈尔182400)

摘要：马占山会晤国联调查团一事，以往的研究常常指责马占山，似有不妥。在不放弃武力

抵抗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外交手段，利用西方列强与日侵华过程中的争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

情，敦促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亦为一条上策。国联调查团担负着调查“中El纠纷”

的重任，马占山积极与其合作，帮助其弄清El本侵略我国东北及其制造伪满的真相，应该说是

非常必要的。马占山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应予以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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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结合原始史料和最

新研究成果，对国联调查团与马占山会晤的原因、国联调查

团的态度及马占山的表现有一些新的审视与认识。

一、国联调度团会晤马占山的原因

“九—八事变”爆发后，辽宁、吉林两省守将不战而降，辽

吉主要城市四天内相继沦陷。当时身在北平的黑龙江省省

长兼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为逃脱责任，借口“奉命入关”，

“一时不能即归”。担任黑河地区警备司令的马占山奉张学

良将军之命代理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受命于危难

之际的马占山一面加强部署、充实军力；一面安定民生、稳定

人心。对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利诱坚决回击，严阵以待；对张

海鹏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重金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同

时，对其部属晓以利害，鼓励其反正。

10月16日，Et本关东军原指望利用汉奸张海鹏轻而易

举占领黑龙江，在张海鹏伪军溃退后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

赤膊上阵，11月4日伙同张海鹏伪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直扑

江桥。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日伪军的进攻，马占山抱着“与其

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以拼以尽天职”的决心，命令守军奋起

抵抗，他的行动立刻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热

潮；但毕竟众寡悬殊，不得已，马占山退守克山，在海伦组建

新的抗战政府。

尽管日军取得胜利，但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还相

当雄厚，加上全国民众的声援，官兵斗志正旺。因此要消灭这

支抗日武装并非轻而易举。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

北已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El本政府深怕“三国干涉还

辽”的旧剧重演，日本关东军改变策略，对马占山采取了积

极的诱降政策。

马占山在身处绝境而又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决定与日军

讲和，以求暂时的喘息。这时日方假意答应马占山的条件，实

则为造成马占山“投降”的政治效果。当马占山发现自己已

中敌人圈套时，为时已晚。事已至此，马占山只好“假戏真

做”，老老实实地“协助”日本关东军筹建伪满。马占山在日

军的鼻息下隐忍以待。日方对马占山当然并不信任，但为拉

拢马占山入伙。又不得不委以重任。马占山便利用此机暗中

准备。

3月中旬，马占山以前派往南京接洽事宜的韩立如悄悄

潜回齐齐哈尔(当时黑龙江省省府)。他向马占山介绍了南

京国民政府的情况，并将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的消息告诉

了马占山，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兴奋，他认为时机成熟，

决定率部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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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作为“九一八事变”时期领导抗日的重要将领，

同时又参与“筹建”伪满，这样一位重要的见证人，当然是国

联调查团应该会晤的对象。

二、国联调查团会晤马占山的态度

调查团完成了对伪满政要及关东军首脑的调查后，来到

哈尔滨。调查团中方顾问顾维钧便向调查闭提出与马占山

会晤的要求，调查团团长李顿当即表示同意。

对调查团与马占山的会晤，日本政府及伪满强烈不满。

当调查团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的必

要”为由，就会晤马占山问题与伪满正式交涉时，掌握伪满

外交实权的外交部次长原13本驻奉天总领事大桥忠声称：马

(占山)利用委员来满发起反对运动，此际委员会与反军马(占

山)的会见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对委员会所提之

希望殊难同意。关于当时的情况，顾维钧在给张学良的电文

中写道：“晤马(占山)问题，长春方面认为侮辱，交涉已告决

裂，日人愤激，授意各报攻击调查团与华代表，并称调查团必

赴江省，则撤回警备和保护。惟调查团能仍决向前往。本日满

派报用大字登载新闻，谓弟策略政治活动，调查团亦依弟而

行，实与撤销华代表入满之宗旨不符，现除加以逮捕别无他

法云。自昨日起代表人员外出，均派华、Et、俄人同时武装跟

随，寸步不离，空气十分紧张。”

尽管日本与伪满对调查团与马占山的会晤横加阻拦，甚

至以不保证调查团的人身安全相威胁，但调查团并没有放弃

会晤马占山的计划，而是决定绕道苏联的赤塔、布拉戈维申

斯克(即海兰泡，与黑河仅有一江之隔)与马占山会晤。为了

阻止这一方案的实施，日本驻长春领事代重德向苏联驻哈尔

滨领事发出警告：不得为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本来苏联在

“九一八事变”时期就～直采取谨慎的“中立”态度，深怕

某～行动惹恼日本，从而引起日本的报复。所以当日本对其

施加压力时、苏联便借机推诿，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

证。

为了补救与马占山会晤的失败，李顿还于6月1日派英

国记者海米斯、瑞士记者林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海伦会晤

马占山，了解有关情况。两位记者在邓文军长引导下，穿过

火线采访了马占山，马占山与两位记者讲述了日本制造伪满

的真相。

从上面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国联调查团在会晤马占山

的问题上，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的。面对日本的阻挠和伪满的

威胁，他们进行了必要的努力，而且李顿也明确表示对采访

和来信给予充分重视。起初，我们常把国联调查团与日本侵

略者视为一丘之貉，认为他们不过是为日本侵略辩护或寻找

借口。后来尽管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了进步，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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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客观，但是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错，国联是由西方

列强控制的，国联调查团代表了西方列强的利益。近代以来，

西方列强也确实多次同日本一起，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但是，

西方列强与日本在华利益也存在矛盾。随着日本不断蚕食中

国领土、排斥他国利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在华权益

13益受到威胁。特别是日本公然对作为国联基础的凡尔

赛——华盛顿体系进行挑战，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列强的不

满。正是出于以上原因，代表西方列强的国联调查团才从维

护一战以来他们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出发，借口国际道义和维

护中国领土完整，企图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

他们在会晤马占山问题上采取较积极的态度正是为了与日

本争夺在华利益，限制日本权益的进～步扩张。

尽管国联调查团在整个调查中，始终存在与日本及伪满

妥协的一面，但它在与马占山会晤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对我们中国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对马占山进行调查本

身就说明调查团已充分认识到：Et本和伪满并没有完全控制

“满洲”。在“满洲”依然存在武装抵抗日本及伪满的运动。

三、马占山会晤国联调查团时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了依靠国

联，限制和阻止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马占山受其影响，虽然

已率部抗战，但他也始终把希望寄托于国联。尤其是“前有

强敌进逼，后无要隘可守，内而械匮弹缺，外而山悬援绝”的

情况下，更是希望“国联能主持公道”。当他听说国联调查团

不日行抵东北时、毅然冒险率部出走，重新树起抗日大旗。并

设法与国联调查取得联系，以揭露日人强奸民意、制造伪满

的阴谋。

1931年11月6日，即江桥抗战爆发的第三天，马占山

便向蒋介石、张学良及全国人民发出通电，解释他不得已而

奋起自卫：“占山原以此事国联已有办法，力主避免冲突，而

日方不顾世界和平，始终贯彻其侵略满蒙野心。江省处于愤

不得已地位，为迫切自卫起见，已与武力周旋。”这反映了他

在江桥抗战初期寄希望于国联的心态，也是他仍把希望寄托

于国联的一种表白，他不希望别人误认为他积极主战，他之

所以起而抗战乃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在次日的电文中说：

他在率部抵抗的同时“并将最近情况电向国联声请设法制

止，静俟世界各国公理之解决”。在11月18日的通电中又

说：“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

理之解决。”在他看来，国联盟约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公理信

条”，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凡适合不平等之争执问

题发生，依公理解决，信可获得好果；暴力终必为公理所屈

服。”

1932年3月中下旬，当马占山从韩立如处听到国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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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团不日将来东北调查时，极为振奋，认为时机已到，遂决定

率领部下出走。4月9日，他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

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及各爱国团体各报馆发电称：“兹以

国联调查团行抵东北，日人强奸民意，谓我东北人民，自愿脱

离中央，以遂其侵略政策而欺骗国联调查团。时机急迫⋯··

于月之7日，急来黑河所有军政机关，即时成立，照常办公并

将日人强制满洲伪政府种种阴谋，整理清楚，俾得宣诸国联

调查团，以揭穿其侵我阴谋。”4月12日，马占山又发出文

电，详细说明了自江桥抗战以来之原委曲折。当日方“调集

大队日军，进迫省垣”时，“我方以尊重国际联合会决议案及

非战公约，竭力避免冲突”；当敌人“得寸进尺”对我和平居

民狂轰乱炸时，“占山因重人民之吁请，并重国联之公决，始

将所部撤退海伦一带”；最后当日军用重兵夹击，以期消灭

我军实力时，马占山为缓敌进击，决定相机应付，虚与委蛇，

并俟机探求“日人侵略我方之真确计划”。不料日人不顾信

义，马占山反落圈套。“兹者国际调查团不日东来，若不将占

山四十余日亲见亲闻之日人种种阴谋揭破，宣告于世界，谁

复知日人之鬼蜮伎俩，更谁知我东三省三千万民众，出此万

劫不复之地狱耶。”同日，马占山还恳请洛阳国民政府(因

“一·-'Jk上海事变”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迁往洛阳)及北

平绥靖主任张学良将—封详细揭露日本侵略东北和制造伪

满的电报转交国联调查团。他在电报中着重揭露了日本军

政人员在伪满操纵一切专横跋扈的内幕。比如其中写到：“9

日溥仪就伪执政职，一切仪节，皆由日人主持，傀儡登场，此

之谓也。最可恨者，是日本本庄繁来长监视溥仪就职，予令

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满洲伪国政府设总务厅长，由

日人充任掌管各部一切实权，凡不经该伪厅长签字盖章，一

切政令不得进行。⋯‘辽吉两省应由日人充任之总务厅及警

务厅厅长，掌管各该省～切实权，凡不经其签字盖章，一切政

令不得施行。”“所有东三省各报馆电报电话，均由日人背

后主持”。这就是日人标榜的“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

生”的“满洲国”。

为了直接与调查团取得联系，当得知调查团抵达哈尔滨

后，马占山便派省府参议姜松年去哈尔滨、王子馨去齐齐哈

尔与调查团联系。王子馨到齐齐哈尔后，日军在王子馨身上

搜出了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结果王子馨被日军装入麻袋

从楼上掷下活活摔死。姜松年在哈尔滨美国领事馆找到了调

查团并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姜松年向调查团转达了

马占山对调查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代表马占山邀请调查团

前往海伦会晤，视察义军情形，了解民众情绪。当调查周问及

马占山对调查团的希望时，姜松年答到：“马将军对贵团最

大的希望是将东北非武装民众的意见和已经武装起来的民

众抗敌实况，宣布到世界，使各国人士明了东三省的人全

都一致反对伪满，不致受日本以一手遮掩尽天下耳目的欺

骗；希望国联实行规约，制裁侵略国13本，以今争取远东及世

界和平。”

后来，出于日本和伪满的阻挠以及苏联的不予协助，致

使调查团前去诲伦的计划无法实现。当李顿派来的记者到达

海伦时，马占山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接待，首先向他们说明

了自己曾于4月12日、l 7日两次致电调查团，而且前不久

又派姜松年、王子馨前去与调查团联络。他告诉两位记者，

“日寇谎言，满洲人独立，东三省自治，又说伪满洲国的成

立，出于东三省的民意和拥护，这完全是造谣。挂羊头，卖狗

肉，以欺骗国联，强迫世界。我马占山敢发誓，敢保证，全东三

省三千五百万人中，找不出真心赞成伪满洲国的。”

由于马占山对会晤国联调查团态度积极，以往的研究者

常常指责他迷信国联，其实如果说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

事变”时期一味依靠国联，似乎言之有据。但把同样的罪名

套在马占山身上，就似乎有点不妥。过去我们有一种思维定

式，只简单地看到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的共性，片面强调武力

抵抗。实际上一个事物都有矛盾的主次，西方列强和日本在

侵华过程中虽有合作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争夺和竞争。在

“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国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的，

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在不放弃武力抵抗的基础上，积极利用

外交手段，利用西方列强与日本在侵华过程中的争夺，争取

国际舆论的同情，敦促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制裁，才

是上策。当时国联调查团正是担负着调查“中日纠纷”的重

任，积极与其合作，帮助其弄清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及其制造

伪满的真相，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

马占山将军在这～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对此我们

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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