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何梅协定
”

之辨析

·

熊 宗 仁
·

时至今 日
, 《何梅协定 》之有无以及如何看待这一协定

,

无论
‘

是大陆
、

台湾还是日本的史学界
,
依然歧议纷呈

。

因此
,
有必要

将 《塘沽协定 》及
“
何梅协定

”

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 以求

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

长城抗战失败后
,   年 !月  日

,
何应钦的全权代表

、

北

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和 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 了丧权

辱国的
《
塘沽协定

》,
事实上承认了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和热

·

河 的合法化
,
并把察东

、

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
。

从此
,

日军打开了通向平
、

津和侵占整个华北的大门
。

《塘沽协定 》对 日本侵略者来说
, “

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

战争⋯ ⋯长期对外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
” ,而对中 国 来 说

,

则是一个新的丧权辱国条约
,
它带来了明显 的恶果

,
成为

“

何梅

协定
”

的前奏
。

《塘沽协定
》
的第三条规定

 
当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

、

昌平
、

高

丽营
、

通州
、

顺义
、

香河
、

宝抵
、

林亭 口
、

芦台所连之线以西 以南地区

之后
,

日军
“

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
,

且自动概归还至长城之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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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主动 回到大致 长城线
’ 。

其

中的
∗

大致
,

与引文中的
∗
概

∗

同义
,

为 翻译 上之差别
∗

而 ∃% +∋年 《 申报年

鉴 , 所欣内容为
 ∗ · ·

一且 自动撤归长城线
∗ ,

无至关重要的
‘

概
,

字成凤

义佣
,

贬系因为反对甚 烈
,

有 愈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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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之前
,
国民政府国防会议 已明确指示何应钦

,
妥协范围仅以

日军退至长城以北
, 只涉军事

,
不涉政治

,
不放弃东北四省

,
承

认伪组织之
“

疑似文句
”

为限
。

但协定条款中
,
既出现了

“

长

城之线
”

字样
,
而且有

“

概
”

字在前
,
显然违背了 日军 须 退 至

“

长城以北
”

的原则
。

谈判时
,
懂得日文的何应钦知道

, 日文的

“
概

”

字
,
也是

“

大概
” 、 “

大致
” 、 “

大约
”

的意思
,
文意含

混
,
漫无边际

。

到长城以北 可以说是
“

概
” ,

到北平一带也可说

是
“

概
” 。

且古老 的长城
,
并非一直线边墙

。

它依山形地貌蜿蜒

于河北
、

察哈尔和热河三省间
,
察哈尔

、

河北的若干县
,
实际上

位于长城以北
。

所以
, “

概归还至长城之线
” ,

遗患甚多
。

何应

钦曾提出取消这一
“

概
”

字
,

虑天获而不计小失的冈村宁次也同

意删除
“
概

”

字
。

但参与谈判的日军参谋喜多诚一等人却坚决主

张
“

概
”

字非有不可
。

! 于是
,
这一

‘
概

”

字的保留 就 为 日军

侵入华北
,
反诬中国驻军和国民政府违反 《塘沽协定 》埋下 了隐

患
。

《塘沽协定 》还充分暴露了国民政府为集中力量反共而不惜

对 日妥协的真面 目
,
使日本在尔后的侵略过程中找到可乘之隙

。

当时
, 国民政府仍声言对日本要

“

抵抗
” ,
也不承认伪 满 洲 国

。

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对能否迅速与华北当局签订停战协 定 并 无 把

握
。

《塘沽协定
》
谈判之前日方对何应钦及其周围的人耍了一个花

招
。

日军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
。
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

寻 日方意图时
,

故意透露好像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 刻 ⋯⋯但

是
,
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

,
出乎中国方面委员的意料

,
条件并不

十分苛刻
” 。

− 加之参与谈判的随员永田武官也从中软硬兼施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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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才

‘说服
” ,

结果使谈判事实上成了中国方面在日方早已拟定好的

条款上
,
只作

“
诺

”

与
“
否

”

之 间的选择
。

出乎 日方的预料
,
协

定迅速签字
。

这使 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
“

攘外必先安内
”

国策有

了更深 的理解
。 《塘沽协定 》签订以后

, 日军抓住蒋介石急于 完

成江西
“

剿共
” ,

不愿北方再起麻烦的心理
,
逼迫国 民 政 府 承

认伪满洲国
。

他们在北平与何应钦
、

黄郭多次会谈
,
同 时 利 用

英
、

美的
“
调停

”

和国民政府的对 日妥协外交
,
终于通过   年

∀ 月 的大连会谈和 月的北平会谈
,
迫使国民政 府 同意 了 与 伪

满洲国的通车
、

通邮和长城设卡收税的交易
。

在北平 与 冈 村 宁

次会谈时
,
何应钦曾说

# “
实际上 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 共 产 党

势力的抬头
,

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间题
。

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

的压迫
,
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

。 ”

这就暴

露了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一个致命弱点
。

《塘沽协定 》签订 以后
,
蒋介石

、

汪精卫鼓吹
“

治本莫要于

充实国力
,
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

” ! ,
即拼命谋求英

、

美的财

政支持
,
加紧对中共红军进行

“
围剿

” 。

而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

应钦
,
面对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

,
更坚守

“

即使有碍主权
,
亦

无不以大事化小事
,

小事化无事之方针
” − ,

力图保持现状
。

但 日

本侵略者并不就此止步
。 ∃% +∋年 日本军部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的基

本方针中
,
确定了使华北脱离中央而

“

特殊化
”

的策略
,
加快在

华北制造第二个
“

满洲国
”

的步伐
。

为此
, ∃% +∋年底至 ∃% +(年初

,

日军又一手制造了察东事件
。

从∃% +∋开始
,

日方认定察哈尔
、

河北在长城线内外的若干县属

于热河省
,
认为长城线以北全是

“
满洲国

”
的辖地

。 ∋ 月 以 后
,

〔日〕稻叶正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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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
、

汉奸武装公然闯入河北省密云县境
,
强行划 定 所 谓

“
边

界
” ,

张贴布告
,
埋置界碑

。

河北省昌平县位于长城以外的一些

乡村
,
也被日伪强行接管

。

在察哈尔省延庆县
,

日伪军公然向中

国地方当局和老百姓索取户口
、

地亩清册
,
勒逼供给

。

∃ 月
,
关

东军驻张北一带的松井中佐
,
居然要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

长宋哲元撤退驻在察省境内小厂的骑兵连
、

驻东栅子的步兵连和

中国政权机关
。

日军也推进至大滩
、

南围子一带
,
以武力胁迫中

国驻军后撤
,
制造了察东事件

。

 !年 月 日 , 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高 桥 坦 通 知何 应
%

钦
,

要北平军分会命令宋哲元部撤出小厂
、

东栅子
、

长梁
、

乌泥

河一带
,
否则

, 日军将以武力解决
。

何应钦害怕日军借此进占沽

源
、

独石口等更多的地方
,
直接威胁张家口以北及平绥线

,
于次

日即令宋将驻小厂之骑兵连撤至长城以内
,
东栅子的步兵连撤至

独石口附近
,
在长城以外应竭力避免冲突

。

长梁
、

乌泥河等地
,

凡日方认为是抗日反伪满的组织
、

机关
,
一律撤至后方

。

正当宋

哲元遵照何应钦的指示向日军作让步交涉时
, 日军于∃& 日进攻东

栅子的中国守军
,
并派飞机轰炸独石 口

。

高桥坦乘机又 向何应钦

提出
,
由驻热河的日军与宋哲元谈判

对伪满政权在长城线的一切政治设施

,
要求今后中国方面不得反

,
并声言

#
为 确保属

“
满

洲国
”
国境的

“
长城线

” ,
要设置一缓冲地带

,
禁止中国驻军

,

设置军事设施
,

只准警察维持秩序
。

何应钦明知日方无理要挟
,

但

却表示可以接受
,
并令宋哲元派员谈判

。
∃月 ∃ 日,

宋部三十七师

参谋长张秘亭与 日军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实夫在大滩会谈
,

口头约定解决办法如下
#

察东事件
,

原出于误会
,

现双方为和平解决起见
,

日军即返回份

厉
,

二十九军亦不再开入石头城子
、

南石柱
、

东栅子之线
,

及其 以 东

地域 , 所有前此二十九军所收热河民团 ∋ 伪军武装 ( 之 步枪三 十七

支
,

子弹一千五百粉
,

准定于本月七日
,

由沽源县长 如数 送 到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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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
,

发还热河民团
。

上述内容
,
便是出卖察东主权给日本的 《大滩 口约 》 。

这种

以 口头承诺
,
实际上履行

,
不留任何法律性文字凭据 的 谈 判 方

式
,
成了四个月后何

、

梅谈判的预演
。

史称
“

何梅协定
”

的内容
,
实际上是处理华北事件一系列谈

判的结果
。

华北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两家亲日报纸的汉奸社长被

暗杀和 日军追
“
剿

”

孙永勤抗 日义勇军的风波
。

∃% +(年 (月初
,

天

津日租界一天之内接连发生 《 国权报 》社长胡恩溥和 《振报 , 社

长白逾桓被人暗杀事件
。

日军一 口咬定暗杀发生在 日租界
,

凶手显

系国民党特务
,

是中国当局有计划的排日举动
。

于是
,

日军和 日本

便衣特务剑拔弩张
,
企图在天津制造事端

。

其实
,
胡

、

白两人
,

都是日本特务机关豢养的汉好报人
,
专事利用其报纸宣传亲日

。

白逾桓还兼任伪
“

满洲国中央通讯社
”

记者
。

白被杀时
,
身上还

携有致关东军司令官的密函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日本

战犯的审判中
,
才揭露了这两起暗杀事件的真相

。

原来
,
策划杀

死胡
、

白
,
制造事端的正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

,
他为梅津

美治郎与何应钦之间的谈判牵线
,

并迫使何应钦履行谈判条款
。

但

(月 ∃∃日,
高桥坦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见何应钦

,
反 诬 河 北 省 政

府
、

天津市政府知情不究
,
暗杀事件与国民党复兴社有关

,
提出

无理质问
。

日军制造胡
、

白暗杀事件的同时
,
加紧进攻在热河南部抗击

日军的孙永勤部义勇军
,
迫使孙部越长城南下

,
进入所谓军事缓

冲区域
。

孙永勤曾要求河北遵化县长何孝怡补给弹药
, 以便继续

抗日
,
但遭拒绝

。

此事为日军侦之
,
诬指遵化县长庇护义勇军

,

违反 《塘沽协定 》 ,

有碍关东军追
“

剿
”

孙永勤部
。

(月), 日
,

高桥坦

《 北平 军分会 三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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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书面通知何应钦
,

关东军将进入遵化县境
, “
剿

”

灭孙部义勇军
。

!月 ∃ 日,
酒井隆

、

高桥坦分别代表华北驻屯军和关东 军 会

见何应钦
,

提出照会
,

认定上述两起事件是对 日本和伪满 洲 国 的
“

扰乱行为
” ,

如这类事件再利用平
、

津为根据地
, 日 军 将 把

“
停战区域

”

扩大至平
、

津
, 且将再发生八国联军侵华和九一八

事变之类的问题
。

酒井还提出
,

一
,

于学忠为扰乱 日满之实行者
,

中国政府应自动撤调
。

二
,

宪兵三团
、

河北省党部
、

天津市党部
、

北平军分会政训处
、

蓝衣社
,

应撤退
。

三
,

中央军他移
。

0 方这三项要求
,
是为

“
贯彻对华北工作的既定方针

,
逐步

地彻底地驱逐旧东北系及中央系势力
” ! ,

使华北
“

特殊化
” 。

、

于学忠是张学良所信用的将领
。

张学良被迫去职时
,
驻华北

,

的东北军共约). 万人
。

张学良除安排万福麟
、

王 以哲
、

何柱国各率

一军约 +万人之外
,
其余∃/ 万东北军 ,

统交河北省主席于学 忠 指

挥
。

于学忠在天津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对 日防御措施
, 秘密将东北

军的两个团改穿保安队制服开入天津市区
,
并强硬拒绝汉奸

、

亲

日分子的游说
。

日本
、

汉奸势力要在天津站稳脚跟
,
必欲除去于

学忠
。

日本特务机关曾以) ,, 万 日元 ,
供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刺杀

于学忠之用
。 1

至于酒井要求撤退宪兵三团
、

政训处
、

蓝衣社
,
是因为它们

的作用为强化中央系对华北的控制
,
有碍 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政

府
,
实行

“

自治
”

阴谋的进行
。

国民党的河北省党部
、

天津市党

部及在华北的中央军
,
长城抗战时有过抗日倾向和抗 日行动

,
为

日军所忌恨
。

日本要撵走北平军分会
,
为华北

“

特殊化
”

扫清道

路
,
自然要求国民政府的一切下属机构和武装力量离开华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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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 硬

在酒井
、

高桥向何应钦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
, 日军第四师团

钓 &个联队
、

个工兵大队正向华北开进
,
扬言一切均 已 准备 完

毕
,
随时可以动作

,
若中国政府对其要求未作反应, 日军即自由

行动
。

何应钦不敢与 日军抗争
, 只得 电告南京批准将北平军分会

政训处长曾扩情
、

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
、

副团长丁 昌等免职
。

日军并不 因何应钦的让步而满足
。 (月+, 日 ,

驻天津 的 日 军

竟开至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滋事
。

日本飞机也频频出动
,
在平

、

津上空低飞盘旋
。

蒋介石只得电示何应钦全权继续对日妥协
。

+∃

日,
何应钦令河北省政府移驻保定

。

随后
,
撤换了千学忠

,
并同

时撤换了天津市长张廷谬
,
命令天津市党部停止活动

。

但即便如

此
, 日方还是不肯罢休

。

.月 & 日
,

梅津美治郎召开扩大军事会议
,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

机和 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等与会
,
商讨.月( 日由日本陆军部制

定
,
经海军及外务省修改命梅津执行的 《 处理华北问题纲要 》 ,

“
最后决定以武力为背景

,
采取强硬态度

” ,
迫使何应钦答应 已

提出的各项要求和
‘
在全国取缔排日行为

,
解散各种排日团体

,

促进中国在实质上之转变
” 。 ! 为配合这一决定

, 日本除外务省

继续施加压力外
, 已先期命令华北驻军及特务机关以加强战备的

形式
,
实施对平

、

津和华北的军事压迫
。

.月 % 日,
酒井

、

高桥第三次会见何应钦
,
提出最后通碟式的

四点要求
 

一
,

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
。

二
,

中央军五十一军应撇离河北
,

少个将全部撤离 口期
,

告知日方
。

三
,

第二师
、

第二十五师池调
。

四
,

禁止全国的排 日活动
。

何应钦当即表示
 

前三条属 自己的职权范围
,
完全接受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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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
,
须向国民政府请示后

, 于 ∃ 日前答复
。

当时
,
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堵截长征中的红军

。

为商讨如

何应付日方的办法
,
何应钦与蒋介石之间的电讯往复

, 日必十数

起
。

蒋介石顾虑妥协若留下文字
,
必遭国人唾骂

, 于 是 电示 何

应钦
# “

宁在事实上为不得已之退却
,
但决不可以中枢或代表中

枢者之名义
,
有任何之书面承诺

。 ”
汪精卫也致电何应钦

,

指

示对 日方的四点要求
, ‘

均宜由我方自动先办
, 。

。 这样
,
蒋

、

汪既给何应钦以实行妥协的支持
,
何只好

“
在疑谤丛 生 的情 势

·

下
, , ∗

始终忍辱负重
, , ‘

茹痛忍让
,
避免破裂“

一 以尽其应

尽之使命
” 。 1 当然

,
何应钦本人也汲取了 《塘沽协定 》 的教训

和 《大滩口约 》 的经验
,
对 日妥协尽可能不留下文字凭据

。

.月 ∃。日下午
,
何应钦约见高桥

, 口头答复了.月 % 日酒 井 向

他提出的四点要求
,
还作了三点说明

,
并保证以前约定的其他事

项均切实履行
。

.月 ∃旧
,
国民政府公布了 《敦睦邻邦令 》

。

就在这一天
,

高桥坦通过军分会办公厅组长朱式勤向何应钦转交了一份由梅津

美治郎署名的备忘录
,
要求何应钦签字盖章承认

 

觉书
一 ,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 一 # 于学忠及张廷谬一派之罢免
,

∀ 二 # 蒋孝先
、

丁昌
、

曾扩情
、

何一飞之罢免
,

∀ 三 # 宪兵三团之撤去
,

∀ 四 # 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

∀ 五 # 蓝衣社
、

复兴社等有害于中
、

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

之取缔
,

并不容许其存在
,

∀ 六 # 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
,

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退
2

∀ 七 # 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夕卜

! − 《 北平 军分会三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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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
,

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

解散 ,

∋ 九 ( 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

二
,

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
,

并承认下列附带李项
#

∋ 一 ( 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
,

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
,

更

有使中
、

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
,

勿使重新进入
。

∋ 二 ( 任命省市等职员时
,

希望容纳 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

日关系成为不 良之人物
。

∋ 三 ( 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
,

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

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七年六月九 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何应钦阅后
,
命朱式勤转告高桥

,
华北事件纯系口头交涉,

日方的全部要求我方已自动办理完毕
,
不能再书面答复

。

为了遵

照蒋介石的指示
,
避免作任何书面承诺

,
何应钦于∃+ 日离开北平

返南京
,
但日方紧追不舍

,
仍要求何应钦在备忘 录 上 签 字

。

∃(

日 ,
国防会议临时会作出决议

,
仍拒绝任何书面答复

。

)∃ 日,
何

应钦在南京收到北平军分会电报
,
谓 日方仍坚持书面作答

,
不过

方式有所改变
,
只须何应钦在梅津代理的

“

通知稿
”

上签字后送

交日方即可
。 “

通知稿
”

称
 

六月九 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
,

并关于实施此

等事项之附带事项
,

均承诺之
,

并 自动的期其实现
。

特此通知
。

!

日方发出这一
“

通知稿
”

之 目的
,
不是着眼于已经得到履行

的条款
,
而是为今后扩大侵略

,
制造事端获得依据

。

何应钦不敢

专擅
,
只得提请国民政府作决定

。

通过讨价还价
, 日方放弃

“

附

带事项
”

出具书面承诺的要求
,
而何应钦也获准出一书面通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旅仔
,

全宗 〔二十五〕案 卷+, ∋ ) ,

鑫 见 《解放 日报 ,

∀ 西安 #
, 一, +.年∃)月一, 日

。

! 《北平军 分会 三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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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电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
, 于了月, 日给日方一打字油印之书面通

知
#

敬启者
,

六月九 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
,

均承诺之
,

并白

主的期其遂行
。

特此通知
。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 日

梅津备忘录所提出的
“
中国方面对于 日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

项
”
九条

,
连同何应钦这封打印复函

,
便是史称

“

何梅协定
”
的

内容
∗

。

这一特殊方式的协定
,

使中国丧失了对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

分主权
。

日军自《塘沽协定 》签订以后所要求的一切
,
大都达到 2

了目的
。

作为通常形式所理解的
“
何梅协定

”
有无的问题

, 一直争论

迄今
。

在 日本侵华期间
, 日本始终宣称有

“

何梅协定
, ,

尤其是在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
, 日军一直利用它作为侵略华北的口实

。 ∃% +导

年∃) 月. 日,
就 日本飞机∃/ 架骚扰北平上空一事

,

日军发言人回答

路透社记者时说
 “

六月间何应钦与前 日军司令梅津谈判时
,
曾

允 日机可飞往冀省地点
。 ” ! 日本报纸也不断宣称有

“

何梅协定
”

的事实
。

昭和(, 年 ∀ ∃% /( 年 #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

著的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 中
,
也确认有

“

何梅协定
”

之事
,

但承认
“

协定全部内容以口头方式进行
,
最后何应钦作为证据附

上这一封信 ∀ 指/月 . 日的复函 #
” ,

并说
 “

原文全部用打字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峨件
,

全宗 ∀ 二十五〕 ,

案卷 +, ∋)
,

参 见 《 解放 日报 ,

∀ 西安 #
, 3 4 +5年 6 7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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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

盖有何应钦印
。 ”

而 ∃% . .年(月 ∃日 , 日本侵华时曾任驻南

京武官的冈田政芳致函何应钦
, 谓他曾访问过当时参加过梅津在

天津召开的∃ % +(年.月 & 日扩大军事会议的矶谷廉介
,
谈及

“

何梅

协定
”

时
,
矶谷说

 “ ‘

何梅协定
,

完全是日本单独强迫中国而为

的
” ,

何应钦
“

根本没有签字或盖章
,
而日本方面故意宣传

,
使

人发生误会
,
似真有其事的印象

” 。 ! 日人古屋奎二 《 蒋总统秘

录 》 中也说
 “
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纸通知

, 日本方面则擅自为之

取名为 《何梅协定 》 ,
并且宣传就像是签订了正式性的军事协定

一般
2
实则⋯ ⋯根本就没有所谓 《何梅协定 》 的 存 在

。 ’ 1 十

分明显
,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对华北的侵略而胁迫何应钦制造了

口头承诺的
“

何梅协定
” ,

事后又坚持说是正式签订了书面协定
。

《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 中
,
称何应钦盖了章

,
目的全在掩盖 自

己的侵略罪行
。

何
、

梅交涉一结束
,
国内一片反对之声

。

由于一二九学生爱

国运动反对华北自治
,

反对何 应钦出卖主权
,

蒋介石次年召见全 国

中等以上学校校 长及学生代 表训话时
,

拍着胸脯担保
 “

绝对没有

这个
‘
何梅协定

, 。

这件事是怎么讲起来的呢 8 就是 日本向何部长

提出要求⋯⋯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
 
这些事不待你

要求
,
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 ⋯但是

,
他拿了这 封 信 就 无

中生有
,
张大其词

,
说是成立了什么

‘
何梅协定

, 。 ” 9 蒋介石

出于对何应钦
,
也是对 自己的袒护

,
这几句话曾经使何应钦感激

而泣下
。

蒋介石用
“

这些事不待你要求
,
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

了
”

这句话概括何应钦 /月 .日给梅津的复函
,
却也概括了他当时

对 日妥协态度
。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 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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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饮作为何
、

梅交涉的第一当事人
,

始终否认签订了
‘
何

梅协定
, 。

 ,年,月 日,
因上海 《大公报 》社论中出现

)
何梅

协定
”
字样

,
何应钦十分惊恐

,
特致函该报总经理胡霖

、

总主笔

张季弯
,
自辩说

# “

河北事件之发生
,
中

、

日双方
,
自始至终

,

均系口头交涉
。

至于交涉之间题
,
当时均已完全解决完了

。

此外

并未签订任何协定
。 ”

他此后在许多场合都曾声明他始终未与

梅津谋面
, /月. 日的打字复函

, “
并未签字或盖章

” 。 ! 直至死

前
,
这

“
何梅协定

”

仍如梦魔一般缠住他
,

凡有机会
,

他都忘不了

声明否认
。

∃% / /年∃) 月 ,
何应钦在台湾 《近代中国 》季刊上发表

《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 ;何梅协定< 》一文
,
台湾的一 些 书 刊 予

以转载
,
证明他没有签订

,
也不存在

“

何梅协定
” 。

中国各派抗 日救亡势力则认定存在卖国的
“

何梅协定
” ,
并掀

起过抗议高潮
。

西安事变发生后
,

张学良
、

杨虎城对时 局 的 宣 言

指出
 “

淞沪协定屈辱于前
,
塘沽

、

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
凡属 国

人
,
无不痛心

。 ” − ∃% +.年∃) 月∃% 日,
西安 《解放 日报 》 以 《丧

权辱国之何应钦梅津协定 》 为题
,
全文披露了梅津备忘录上的九

点和何应钦打字复函
。

长期以来
,
在许多著述中都说何应钦与梅津签订了 《何梅协

一

定 》 ,
这样的提法确有不符史实欠准确之处

。

笔者建议
,
今后史著和教科书中

,
宜写清是日方以备忘录

、

何应钦以承诺通知书的方式达成了秘密的协定
,

即
“
何梅协定

” 。

‘
何梅协定

”

这四个字不宜用书名号
,
不要让人以通常协定的形

=

式来理解这一特殊协定
。

作者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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