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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开辟国际交通线并保持畅通，在

国民政府对外交往中一直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尽快击溃中国，在展开军

事占领行动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中国沿海港口的封

锁。到1938年10月广州陷落，中国沿海各港口基本

被日军占领或封锁。此后，国民政府连接海外的运

输通道仅剩下连接苏联的西北通道和由滇越铁路、

香港通道、滇缅公路等构成的西南通道。

在全面抗战初期，来自苏联的援华军事物资一

度为外国援华物资的主要来源，由中国新疆连通苏

联的西北陆路通道曾发挥重要作用。其后，随着来

自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援华物资大量增加，输送这些

物资的西南国际通道的地位日益凸显。1937年 10
月18日，法国内阁会议决定禁止通过印度支那运送

军用物资到中国，滇越铁路通道的作用因此降低，英

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缅甸遂成为当时中国获取海外物

资特别是军火物资的最主要运输通道。源源不断来

自海外的大量武器弹药、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落后、资源匮乏的国家支撑

与维系对日作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保障西

南国际运输通道的畅通，遂成为国民政府投入大量

外交及物质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英国

政府也将其控制下的殖民地援华通道视为提供对华

援助的一个重要方式。在战时中英关系中，中英围

绕香港通道和滇缅通道等国际通道的联络与交涉一

直是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

究成果异常丰富。其中，在涉及滇缅通道的议题中，

学者们对滇缅公路关注较多，对半途而废的滇缅铁

路关注甚少。①

作为战时开辟西南国际通道努力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国民政府为修筑滇缅铁路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与财力。为获取英国支持，国民政府也曾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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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多的外交努力，中英围绕滇缅铁路修筑展开的

交涉同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

双方遗存下大量档案记录。解读并分析这些史料，

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战时国民政府开辟西南国际

通道的历史认识。此外，考察和梳理英国在此次事

件中的反应及其态度变化的原因，亦有助于我们更

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战时中英关系的多面性和复

杂性。

一、滇缅铁路计划的提出与英国的最初反应

修筑滇缅铁路的提议最早来自占领缅甸的英国

殖民者。早在晚清时期，英缅当局就曾多次派出工

程师私自测量云南境内的路线进行谋划。1907年，

英国驻滇领事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修建滇缅铁路，但

要求路权归属英方，遭到清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的

反对，后来中英双方初步达成各自修筑的协议。由

于工程难度大，加之筹款困难，云南境内的铁路修筑

迟迟未能启动。1910年 3月，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

建成通车，云南地方修筑滇缅铁路的积极性受到影

响。在缅甸境内，到 20世纪 30年代初期，英国已将

缅甸铁路自仰光修至缅北重镇密支那和腊戍。起

初，中外双方修筑滇缅铁路的动机主要出于经济目

的，但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在西南开辟联结

海外陆路通道的战略性需求陡升。1935年，铁道部

次长曾养甫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修建滇缅铁路的计

划，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也上书蒋介石予以推

动。经各方努力，1936年底，国民政府将滇缅铁路纳

入对外公布的铁路建筑五年计划。②1937年全面抗

战爆发后，为打通西南通道，国民政府于当年12月启

动滇缅公路工程，经过 9个月不懈奋斗，到 1938年 8
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几乎在组织滇缅公路修建

的同时，国民政府启动了滇缅铁路修建计划。1938
年6月，交通部正式拟定滇缅铁路云南境内的修筑方

案，决定开工修建自昆明至安宁及祥云至缅甸边境

段。③6月 13日，国民政府召开军政、财政、经济、交

通四部联席会议，审议滇缅铁路修建方案，最后议

决：“滇缅交通关系抗战甚巨，公路及铁路建筑之进

行，须同时兼顾，而予以合理调整，俾人力财力得集

中运用，而收速效。滇缅铁路务于二十九年底筑至

祥云。”④经积极筹备，到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

动工修建滇缅铁路云南段。

由于滇缅铁路云南段需要与缅甸境内的缅段铁

路连通，滇缅铁路的建设需要得到英国的配合，而且

在铁路建设资金、建筑材料与装备等方面国民政府

也需获取英国的支持。因此，国民政府自筹备初期

便与英方进行了接触与交涉。

1936年4—5月，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张嘉

璈借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政府财政顾问李滋罗

斯(F. W. Leith-Ross)之机，向其详述中国的多条铁路

修筑计划，希望得到英方支持。在5月18日会面时，

张嘉璈向李滋罗斯透露，中国决定修建连接长沙至

贵阳的湘黔铁路，云南省政府则希望将该线延长至

昆明，如果该条铁路得以修建，铁道部希望将该条线

路继续延伸至缅甸与加尔各答，如此可以给英帝国

开辟一条非常重要的贸易路线。李滋罗斯当时表示

该建议非常有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⑤

李滋罗斯随即将该信息反馈给英国政府。伦敦

方面接报后非常重视，7月29日，贸易部特召集外交

部、印度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举行部门联席会议，对中

方建议进行讨论。鉴于李滋罗斯提出，英方须从战

略高度看待此事，因此会议决定，先由英国外交部向

各相关部门搜集信息，全面考察后再做决定。⑥

8月31日，英国外交部据此向印度事务部发文，

征询该部及英印、英缅政府对中方修筑滇缅铁路计

划的意见。⑦起初，印度事务部官员对滇缅铁路的修

建表现出矛盾心态，在一份内部备忘录里指出：“从经

济上来说，改善对华交通可以扩大对华贸易的份额，

这符合缅甸的利益，但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应强烈反

对任何改善交通的行为，因为它将消除地理上的障

碍，从而增加我们对边境防控的难度。因此，修建这

样一条铁路的问题很大程度归结为我们如何评估和

平衡经济上获得的利益与战略上造成的危害。”⑧

在致英印政府的信中，英缅政府对此首先表明

了态度，表示：虽然缅甸方面过去对修建这样一条铁

路一直持积极态度，但事过境迁，如今形势已发生重

··14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6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大变化。缅北闭塞的交通可起到天然防御作用，有

助于降低缅甸的国防开支，但中国的铁路建设计划

将增加缅甸被入侵的危险。至于经济方面，即将修

建的滇缅铁路需要与已建成的滇越铁路及公路进行

竞争，此外，缅甸的税收不足以支撑铁路的修建，而

且铁路能否产生充足盈利以补偿建设与维护费用也

令人怀疑。鉴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当前他们对滇

缅铁路计划很难说同意或是不同意。⑨

英印政府的态度与英缅当局类似，也不看好滇

缅铁路计划，在致印度事务部的信函中表示，将缅甸

铁路与云南连接，无论从经济还是战略上都不会有

多大好处。相反，当英日发生冲突时，日本可利用滇

缅铁路攻击缅甸和印度。在信中，他们同时提到了

即将修筑的滇缅公路对铁路的影响，以及铁路建设

周期过长等不利因素。⑩

印度事务部官员总体上认可英缅、英印政府的

立场，但也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政务次官

兰伯尔德(H. A. F. Rumbold)在就此事所做的批注中

指出，英印、英缅政府似乎没有考虑滇缅铁路贯通后

四川与仰光之间开展贸易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日本

控制华东口岸的情况下。再者，从战略角度看，他们

也忽视了这样一种考虑：如果我们希望通过持续不

断地提供军事物资给中国，以帮助中国抗击日本，那

么铁路连通将会有莫大帮助。但是，这条铁路还没

开建，不能在当前中国对日战争中发挥作用，而且建

设该铁路还可能引起日本政府的误解。因此，我们

最好静观中日敌对行动的结果再做决定，不要急于

表明态度。

英缅、英印政府的冷淡也体现在对英国外交部

问询回复的怠慢上。在外交部发出征询函7个月之

后，到1937年4月2日仍未收到回复，不得已再向印

度事务部发函催问此事。又过了 5个多月，迟至 9
月底，印度事务部才正式回函外交部，提出该部的意

见。他们同意英印、英缅政府的意见，考虑到目前中

方的建议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因素都还不很明晰，

英国政府不应急于表态支持还是不支持。他们进而

建议，如果必须给中国政府一个回复，就说英国政府

基于目前所获得的信息还不能就中方的建议做出决

定；英方愿意了解更多信息，特别是需要了解滇缅铁

路的开工日期、中国境内新开工的不同铁路线的时

间表。他们需要评估滇缅铁路连通对吸纳运输量的

价值以及中国政府之所以赞同连通的详情。

考虑到英缅、英印政府的态度，加之当时国民政

府尚未通过外交渠道正式提出要求，英国外交部因

而决定采纳印度事务部的意见，对张嘉璈提出的滇

缅铁路计划暂取观望立场，不做回复。

二、商业化运作的尝试与交涉

为应对全面抗战的新形势，1938年1月，国民政

府对战时行政机构进行改组，其中，将铁道部并入交

通部，任命张嘉璈为新成立的交通部部长。为推动

滇缅铁路计划的实施和解决修筑铁路所需巨额资

金，张嘉璈上任伊始即与两家英资企业进行接触，尝

试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推动滇缅铁路的修建。

1938年3月2日，张嘉璈在汉口接见总部设在香

港的英商马斯门公司(Marsman and Co.)代表台伏斯

(Robert de Vos)，洽商对滇缅铁路的投资合作。会谈

中，台伏斯认为，“滇缅路缺乏经济价值，最好与叙昆

路并为一谈，较易引起外人投资兴趣”。经商谈，双

方于 7日签署一份备忘录，要点包括：1.交通部决定

兴筑自成都经叙府至昆明，由昆明经腾越而至密支

那，或经孟定而至滚弄之铁路，与缅甸铁路衔接。

交通部发起组织一家川滇铁路公司，由交通部及川

滇两省合筹股本 2000万元。2.马斯门公司担任造

价之半数，以现款及材料交付。借款年息5厘，半年

一付，以铁路收入为担保，本金分 30年还清。3.马
斯门公司承担建筑工程，并充当在国外购料之经理

人等。。

根据该备忘录，马斯门公司需筹集 1000万元投

资款。由于自身实力无法承担，于是该公司派代表

至英伦本土游说，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1938
年 5月，马斯门公司行政总裁赫尔(Gifford Hull)拜访

缅甸事务部，称如果由英国公司负责川滇缅铁路的

建设，则可将滇越铁路的贸易转移至缅甸出口。赫

尔还透露，国民政府交通部表示，假如缅甸能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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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段铁路的建设，中国将在中缅划界谈判中向英国

让步。

对于马斯门公司的提议，缅甸事务部当时仅就

铁路的经济前景进行了一番考量：其一，四川和云南

是否拥有大量可长期开发而公路运输无法应付的资

源？其二，如果有这样的资源，通过缅甸的铁路运输

是否竞争得过通过河流的运输？是否竞争得过滇越

铁路？由于暂时没有得到准确答案，缅甸事务部并

未回复马斯门公司的提议。

马斯门公司并未放弃。赫尔于6月20日再访缅

甸事务部，称在未获帮助的情况下公司自身无法完

成这个项目，而目前法国财团正逐渐增加对中国当

局的影响力，将来马斯门承建铁路的权利有可能被

法国财团夺走，希望获得政府对此项目的明确支

持。缅甸事务部随即提出对滇缅铁路商业前景和竞

争力的担忧，并列举了缅甸政府的反对意见。

由于未获英国政府的支持，赫尔在7月前往仰光

与缅甸当局接触。赫尔向缅甸总督表示，如果不修

建滇缅铁路，那么四川的对外运输将通过滇越铁路

进行。公司工程师们经过研究坚信，缅甸铁路将承

担大量贸易运输，因此希望缅甸铁路公司修改建通

往边境的铁路，并就路线提供建议。但英缅政府依

然坚持一贯的立场：“由于没有明确的项目摆在政府

面前，因此政府无法对通往中国边境的铁路建设做

出任何承诺；政府不愿意使用缅甸税收建设任何成

本高昂、没有收益的铁路。”由于英国政府拒绝为其

提供帮助，马斯门公司无法承担铁路建设资金，无奈

于1938年8月退出川滇缅铁路谈判。

与此同时，围绕滇缅铁路建设资金，国民政府交

通部还与英资中英银公司进行了接触。1938年 4
月，交通部向中英银公司提议，由中国政府负责筹集

雇佣劳工和征用土地的资金，修建从云南连通缅甸

的铁路，希望将在中国境内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权授

予承包公司。中英银公司于4月14日致信缅甸事务

部，询问对此事的意见，并寻求英国政府的支持。

缅甸事务部会同政府各相关部门对此进行讨论，于6
月30日做出回复：鉴于缺乏有关此项提议的条款、工

程、路线、管理机构以及它的开通可能带来的商业前

景等的详细信息，英国政府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在中方与英商接洽之时，听闻消息的法国政府

表现出参与叙昆铁路计划的意愿。1938年 6月，张

嘉璈会见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Paul-émile Naggiar)，
法使表示，法国因“旧有钦渝合同关系，对于叙昆路

投资，法国愿意考虑”。

针对法方态度，英驻华大使卡尔 (Archibald
Clark Kerr)于 9月 13日向英国外交部建议与法国合

作共担风险与收益。11月 21—22日，英商中英银

公司、法国金融集团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举行

三方会谈，一致决定共同对此项目进行投资，并分别

委派代表赴华考察，形成规划方案。

1939年 1月，三家公司派代表赴渝与国民政府

交通部商谈。会上，英商与法商要求中国以盐税或

者矿产开采权作为贷款担保，遭到中方拒绝。张嘉

璈表示，除铁路本身财产和收入以及在战争结束后

生效的一般担保外，中方不能提供任何其他担保。

他希望英国和法国考虑到过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以及印度、缅甸与中国之间的特殊邻国关系，将修建

铁路看作抗战时期为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之举，而不

仅仅考虑商业利益。

会后，中英银公司向英国外交部提交备忘录，指

出滇缅铁路如果单纯作为商业项目考虑，不具备投

资性；除非英国政府因政治理由为此项目提供信贷，

否则公司不考虑继续参与。该备忘录提及英国正在

审议的向中国政府提供300万英镑信用贷款一事，希

望英国政府将此信贷指定用于购买铁轨等铁路建设

材料，从而为中英银公司提供参与项目的资金。

英国外交部与出口信贷担保局交换意见后，拒

绝了中英银公司的要求，理由是：首先，300万英镑信

用贷款，中国将优先考虑购买工厂设备或用于其他

事项。其次，该笔款项也不足以支付腊戍至叙府的

筑路材料费用。另外，缅甸政府因滇缅铁路可能产

生亏损，加之划界问题未决，因此并不支持修建滇缅

铁路。至于单独投资叙昆铁路，则只会增加滇越铁

路的贸易量，扩大法国在中国西南的影响力，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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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毫无益处，单独投资叙昆铁路不仅无法在议会

通过，还会遭到舆论反对。虽然英国政府拒绝了中

英银公司提出的利用出口信贷购买滇缅铁路建筑材

料的请求，但还是表达了英国在之后为滇缅铁路提

供其他资金的可能性。这也为之后中英缅政府围

绕滇缅铁路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三、外交交涉与英国态度的变化

在获悉国民政府修建滇缅铁路计划之初，英国

政府的反应既迅速又谨慎。连通滇缅铁路事关英国

殖民地缅甸的安全和利益，而如何对中方要求做出

恰当回应，又可能直接影响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对

于英国政府来说必须谨慎对待。考虑到该计划商业

风险较大，且遭到缅、印政府的一致反对，并且中方

的铁路计划仍不明晰，英方最初采取了实用主义的

观望态度。

对国民政府而言，修建滇缅铁路，开辟一条新的

国际运输通道，战略意义远大于经济利益，单纯从商

业角度考虑，很难获得商业投资。因此，国民政府转

而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开始与英国政府直接交涉。

1938年 1月 8日，张嘉璈命曾养甫在汉口拜会

英国驻汉口外交使团，透露国民政府计划修筑滇缅

铁路，“从昆明到腾越在最近终点站与缅甸铁路连

接”，希望英国能以实物的形式提供 6000万法币信

用贷款。

5月 9—15日，张嘉璈南下访问缅甸，先后会见

一众英国殖民官员与缅甸地方官员，包括缅甸总督

柯克南 (Sir Archibald Cochrance)、国防部参议考罗

(H. H. Craw)及缅甸铁路委员会英籍委员长、缅甸内

阁总理宇普(U Pu)，讨论并推动缅甸方面在滇缅铁

路上与中方合作。在与缅督会谈时，张嘉璈表示回

重庆后，即请外交部与英驻华大使谈判，“请早日兴

筑边界铁路”。针对柯克南所称“此段铁路无任何

经济价值，缅甸政府无此财力”，张嘉璈强调了修筑

该路对中国抗战的意义，并称“修筑滇缅铁路，不特

为应付目前对日抗战需要，并为云南谋一永久出海

通路”。

7月2日，张嘉璈以国民政府交通部名义向外交

部驻汉口办事处发送咨文，称交通部“现拟兴筑滇缅

铁路，正在积极筹备，该路路线由昆明起经弥渡、云

县、孟定至中缅边界，预备经户板、滚弄至腊戍与缅

甸铁路接轨。惟自腊戍至边界一段，系在缅甸境内，

须由缅甸铁路公司兴修”，要求外交部“迅与英国大

使接洽，转商缅甸政府将腊戍至中缅边境一段铁路

即日动工兴建，俾早衔接”。

7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将该函内容转电驻英

使馆，命其与英国政府直接交涉。7月6日，驻英大

使郭泰祺奉命拜会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Al⁃
exander Cadogan)，将交通部咨文内容以备忘录形式

提交英方，希望英、缅方面予以配合，早日开建缅段

铁路。贾德干回应称，“滇缅铁路缅方一段甚短，已

与缅甸政府商洽”，英方对中方“兴筑计划详情极欲

知晓，乞转交通部详告，英外部认为与彼方亦有利

益，极为赞成”。

7月 14日，为回应英方要求，国民政府交通部

特致电外交部驻汉口办事处，称“滇缅铁路因与缅

甸铁路接轨，拟采用一公尺轨距，由昆明至缅边约

八百公里拟分东西两段分头进行”。其中，“西段

由缅边至基隆约三百公里拟于本年底开工，预订二

十八年底开始铺轨，但因与缅甸铁路接轨，尚有缅

甸境内之一段铁路必须请英方于二十八年十月前

铺轨完成，以便运料”。7月 15日，外交部驻汉口

办事处随即将该电内容转发驻英使馆，嘱其代为转

达英国外交部。

自 1937年 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疯狂

进攻下，华北、华东地区的大城市相继失陷，到 1938
年年中，日军兵锋直逼华中地区的武汉。随着战争

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沦陷区的不断增加，国民政府方

面保持国际交通线畅通的压力陡升，因而加快了滇

缅铁路计划实施的步伐，同时加大了与英国政府交

涉的力度，要求英方尽快表明态度，支持中方的请

求。面对来自国民政府反复请求，英国政府不得不

加快内部研判进程与政府各部门间的立场协调。

7月22日，缅甸事务大臣致函缅甸总督，就滇缅

铁路在战略上对缅甸可能造成的影响征求意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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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指出，由于形势已发生变化，目前潜在的危险并

非来自中国，而是另一个企图控制整个中国的强

国。如果拒绝中国提出的修筑铁路建议，这种机会

可能以后不会再有。他希望缅甸当局基于战略考

虑，搞清楚两个问题：其一，长远看，滇缅铁路连接是

否会大大增加缅甸遭受外来侵略的潜在威胁；其二，

滇缅铁路连接是否会增加缅甸的防务负担，如果有，

会是多大程度？

8月 9日，缅甸总督对此做出回复称，驻缅英军

总司令认为，铁路连通在战略上会造成不利局面，将

加大边境防控难度，和平时期会增加额外支出，战时

则会增加额外负担。他本人认为，将缅甸铁路与云

南以及更远的东部中心地区连通将会增加缅甸遭受

攻击的潜在危险，在战略上并非明智之举。

鉴于英缅政府提出反对意见，英国外交部建议

召开一个部门联席会议，协调各方立场，并试图给出

解决方案。

9月 12日，英国政府在财政部召开部门联席会

议，外交部、财政部、缅甸事务部、印度事务部、陆军

部、海军部、海外贸易部、进出口信用局等相关部门

派代表出席，会议由李滋罗斯主持。会议就修建滇

缅铁路引发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等问题进行讨论，其

中，战略问题为重点讨论的对象，争议也最多。会

上，缅甸事务部和印度事务部代表重复了英缅、英印

政府先前提出的反对意见和理由。陆军部代表表

示，军方认可该铁路修建可能带来潜在危险的说法，

但他无权对此做出决断，需将此事提交参谋长特别

分会(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讨论决定。外

交部代表认为，预想的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还很遥

远，而目前与中国西南建立密切交通联系带来的政

治上的好处则要大得多。现有中缅争端只涉及边界

划分等小问题，都能尽快解决。李滋罗斯赞同外交

部的观点，认为铁路连通不会造成边境防控困难，法

国修建的滇越铁路可以证明此点。他进而指出，如

果中国人得知，英国政府基于战略考虑反对修建滇

缅铁路，将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鉴于各方分歧

严重，会议决定，先待军事防卫部门就修建铁路的战

略影响拿出明确意见后再做讨论。

会后，经相关部门协调，最后一致决定将此事提

交英内阁帝国防卫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
fence)下设的参谋长特别分会讨论决定。为此，英国

外交部于 10月 14日向参谋长特别分会提交备忘录

供其参考。该备忘录强调：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对外

联络的正常通道被迫关闭，中国政府急于开辟新的

替代通道以获取物资。作为该政策的一部分，中国

期盼开辟跨越滇缅边境的铁路、公路与航空交通

线。但是，在考虑建造铁路的细节之前，必须首先明

确各方是否对修建该铁路在政治或战略上持有异

议，然后再讨论经济上的利害得失。外交部进而指

出，目前中国驻英大使和汉口的国民政府几乎每日

都在催问英方意见，英国驻汉口外交使团最近报告

说，英方长期拖延不予回复已给中国造成不好印象，

希望该委员会就修筑滇缅铁路所涉及的战略问题早

做决定。

10月19日，参谋长特别分会开会讨论外交部备

忘录里罗列的各方观点，最终得出结论：修建滇缅铁

路从战略角度看对英国有益。理由是：如果英日爆

发战争，通过连接缅甸与华南的铁路线，英国可以为

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物资以抵抗日本，而中国的行动

可以助力英国遏制日军。此外，拟建的铁路可以成

为目前正在开发的从缅甸至华南沿海空中航线的补

充。因此，基于战略考虑，参谋长特别分会支持修建

滇缅铁路。

随着英国最高军事决策层的一锤定音，英国政

府最终就支持中方所提滇缅铁路修筑计划取得共

识。然而，要保证缅段铁路如期开工，伦敦还需听取

来自英缅政府的意见，满足地方关切。

11月 26日，缅甸总督致电缅甸事务大臣，对参

谋长特别分会的决议发表意见：他本人不否认该工

程可能会给英国带来战略上的好处，但这一结论是

将缅甸放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衡量而得出的。即便如

此，他先前的看法也并不过时：连通铁路将加大缅甸

的防卫义务，需要增加永久性额外开支用于边境防

控。他认为，促使英国政府赞成连通铁路时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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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的那些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只能部分地满足

当地缅人的情感与利益需求，对于当地政府的部长、

议员和公众而言，最好的情况下，该工程只能勉强获

得他们同意，糟糕情况下，可能会遭至激烈反对。为

安抚地方，他要求英国政府做出以下保证：

1.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缅甸地方税收都不会被

用于建造、维护与运行铁路。

2.只要愿意，缅甸政府有权选择在一定年限后

收购缅段铁路。

3.不能因铁路运输与收入上的考虑，阻止缅甸

政府必要时管控海关、颁行护照与移民法规。

4.必须确保政府对铁路运营拥有完全控制权。

身为英国政府外派殖民地最高统治者，缅甸总

督之所以在事关英国对华关系大局上敢于抗拒伦敦

高层的旨意，与缅甸地方政局的变化有关。缅甸最

初沦为英国殖民地时，英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单独殖

民地，而是将其列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进行管辖。

然而，自 20世纪 30年代起，受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

运动的影响，缅甸本地的反英运动高涨。为缓和矛

盾、安抚崛起的地方实力派，英国被迫实行一系列改

革，转变殖民统治方式。1937年4月，英国正式启动

印、缅分治，缅甸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另外，英

国还在缅颁布新的政府组织法，允许缅人参选下院

议员和组织内阁，除外交、国防、财政等要害部门外，

给予缅人一定的自治权。因此，在滇缅铁路问题

上，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英缅政府的

意见，以换取地方民众的支持，从而保持地方的

安定。

缅甸事务大臣在接到缅甸总督的回电后，对其

所提4点要求进行了研究，决定接受所提第1、2、4点
要求并做出安排，对第3点要求，认为其中涉及的过

境物资运输问题，需要待铁路投入运营后不断与其

他方面商讨调整，属不同性质的问题，暂作保留。随

后，他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缅甸总督及英国外交部、财

政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等部门相关人员。

通过反复沟通，英国政府做出承诺，对英缅政府

提出的涉及缅段铁路修建资金和运营管理等经济上

的要求予以满足，以此消除来自缅甸地方的阻力。

四、中缅未定界交涉与缅段铁路合作

由于滇缅铁路的规划路线需经过有争议的中缅

南段未定边界，解决界务纠纷亦成为该项目能否顺

利实施的关键，为此，中英双方围绕划界问题进行了

密集交涉。

中缅南端边界纠纷由来已久。早在1886年全面

并吞缅甸后，英国曾于1894年和1897年与清政府两

次签订边界条约，划定了尖高山以南的中缅边界。

由于条约文本内容的矛盾，中英两国其后在实地勘

界时对于阿佤山区一段边界发生分歧，清政府勘界

大员刘万胜、陈灿在会勘失败后向英方勘界委员司

格特(G.Scott)提出了一条界线要求，英国人习惯将它

称为“刘陈线”，同时司格特也向中方提供了一条英

方标注的界线，通常称为“司格特线”。其中，英国所

划界线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被中方拒绝。围绕这

段中缅南端边界，中英双方此后多次交涉未果。

1934年初，英缅政府派遣一支探矿队在部分英军保

护下进入中缅未定边界区域的班洪至炉房一带活

动，遭到云南当地军民的激烈反对，双方爆发军事冲

突，酿成轰动一时的“班洪事件”。事件发生后，中英

两国于 1935年 4月互换照会，同意谈判解决中缅南

端未定界问题。此后，中英双方成立联合会勘委员

会，于 1936年和 1937年先后两次对边界进行勘察。

1937年4月，勘界完成后，委员会同时将勘界过程中

分别确认的两条边界线，即天然线和条约线同时列

入提交两国政府的总报告书中，其中，条约线是根据

“条约线即天然线”的原则所确定，有利于英国，因而

英政府要求以此线作为两国谈判的基础。而国民政

府则认为，天然线分割了班洪、猛角、猛董等中国管

辖区域，中方不能接受。为此，中英双方争执不下，

中缅的南段边界线依旧未能确定。

滇缅铁路开工后，为便于运输自仰光进口的铁

路建筑材料，国民政府交通部希望在缅甸境内修筑

一条由滚弄至苏达的辅助公路，但因苏达位于中缅

未定界内，于是，在交通部的请求下，国民政府外交

部与英国展开交涉。1939年 3月 30日，外交部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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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使馆，正式提出希望英方配合中方在苏达

“修筑此路，或同意由中国政府修筑”。

接中方请求后，英国外交部立即依程序向缅甸

事务部征询意见。缅甸事务部认为，应该拒绝中方

请求，因为听从甚至默许中方修筑公路，将削弱中方

考虑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动力，而滇缅铁路计划的

进展将提供一个解决边界争端的良机。外交部同

意缅甸事务部的主张，决定利用中方修建滇缅铁路

时机敦促中方优先解决中缅界务争端。

5月 11日，英国外交部致电驻华大使卡尔，对

中方请求表示拒绝，理由是：时值雨季，公路难以施

工。而且，英国与英缅政府均认为，在相关各方就

有关投资滇段或缅段铁路达成协议前，落实该建议

的时机尚不成熟。中方必须先与缅甸政府就拟议

的铁路连通和进入缅境的地点预先商洽，随后才能

谈及公路问题。最后，对英国政府或缅甸政府而

言，目前不可能考虑建设滇缅铁路，除非边界问题

获得解决。

为防止边界问题影响滇缅铁路的工程进度，国

民政府交通部随后试图修改筑路方案，提出将位于

苏达的一段铁路路轨由南定河南岸调整到北岸，暂

时避开中缅未定界争议地区。但中方的提议同样遭

到英国的反对。碍于边界问题，中英滇缅铁路交涉

迁延很久，一度陷于停顿。

进入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南进战略加紧实施，

中国西南交通线面临中断危险。7月，在日本的武力

胁迫下，英国被迫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直接造

成西南国际通道上战略物资运输的停顿，对中英关

系造成恶劣影响。9月，日军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同

月，德日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正式形

成。远东形势的骤变加剧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促

使其加大了援华力度。与此同时，身处困境的国民

政府也一直在寻求摆脱日本的封锁。10月，在英国

宣布重开滇缅公路后，国民政府加速了滇缅铁路计

划的推进并加大了与英国的交涉力度。

为改善中英关系、寻求在滇缅铁路计划包括中

缅边界等问题上的突破，英国政府指令缅甸地方政

府派出一个小型官方代表团于1941年1月15—26日
对重庆进行访问，其成员由缅甸总督顾问考罗、工商

部部长吴巴丹(U Ba Than)、掸邦首席公共工程官尼

科尔森 (J. F. H. Nicholson)、工商部秘书佩奇 (D. B.
Petch)组成，考罗为团长。

1941年 1月 4日和 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

徐谟两次召集交通部、财政部代表在外交部召开筹

备会，拟定与缅甸代表团准备讨论的议题，包括兴筑

滇缅铁路、滇缅公路、伊洛瓦底江水运、运输统制、滇

缅石油合作办法、通过税及铁路运费、华丝销缅事

项、缅方税则等。至于中缅边界问题，则由外交部

组织专门人员筹议。

1月15日，缅甸访华团抵渝后，重庆方面由外交

部、交通部和财政部出面，与缅甸代表团成员就滇缅

铁路修筑、中缅界务、滇缅公路运输、伊洛瓦底江水

运、运输统制、滇缅石油合作办法、通过税及铁路运

费、华丝销缅事项、缅方税则等议题举行了多场密集

会谈。所有议题中，最引人瞩目且相互关联的便是

缅段铁路修筑和中缅界务问题。

关于缅段铁路修筑，张嘉璈在16日和17日连续

两天的会议上与缅甸代表团成员进行沟通，表示希

望缅方早日开工修筑腊戍至边境的缅段铁路，为达

此目的，国民政府承诺，愿将中方存储在仰光的铁轨

免费送给缅方，并承担缅方铁路贷款的利息。考罗

回应称，缅段铁路两年半可以完成，然而，由于该段

铁路在经济上无法自给，因此“缅方无从建修，如其

必须兴造，则应由英国政府决定后负责办理，或由其

所许可之其他方面代办”。张则强调：“滇缅铁路尚

有重大政治意义，势在必筑。”

因英缅政府对缅段铁路的修筑没有最终决定

权，会谈并未取得直接成果。但国民政府方面此番

提出的最新承诺仍具有积极意义，对推动英国政府

与中方在修筑缅段铁路上展开合作产生正面影响。

关于边界问题，缅甸代表团在渝期间，外交部次

长徐谟于1月20日和22日先后两次亲自参与谈判，

与考罗等人进行交涉。双方以1937年勘界委员会所

划分界线为基础展开谈判，谈判焦点主要集中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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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野卡佤和永广等几个地区。在 1月 20日的会谈

中，考罗首先提及炉房地区的归属问题，坚称根据条

约线及勘界委员会实测，炉房“当属英方”，英方“愿

以较南之地交换较北之突出区域”。徐谟表示，中方

可“暂置其统属问题不论，但要求与缅方共同开采该

处矿产”。考罗则以缅甸法律不准外国公司采矿为

由加以拒绝。徐谟坚持中方主张，称“缅方如能同

意，则我方易于考虑让出北部之大突出地区，并声明

此事应与班洪附近之地区等同洽谈，不能分离”。对

于野卡佤地区，考罗表示“英方向注重猛茅以东一

带，野卡佤所居之地”，主张“以南顶河与南徐河之分

水岭为界”，将野卡佤划归缅境。徐谟表示反对，“主

张选定南顶河东北之支流为起点”。对于班洪地区，

考罗表示，缅方有意将中方要求的拱弄、拱勇、蛮回

各乡让与中国。

在 1月 22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围

绕争议较大的野卡佤地区归属与炉房采矿权问题继

续交涉。关于炉房采矿权问题，徐谟从先前“共同开

采”立场做出让步，提出中方只要求缅方确认中方有

参与投资的选择权。考罗表示，可以将中方这一“要

求以及缅方在数年内不事开采之保证二项同时提请

缅甸政府核实后再复”。谈判中，中方主动做出让

步，大致同意按英方所期望的界线确定边界走向，仅

对野卡佤、永广地区的领土和炉房的采矿权提出争

议。这样，经过两轮谈判，除上述极少数争议点外，

双方在中缅南段未定界上基本达成一致。

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这一结果基本表示认可。1
月24日，外交部致电派驻仰光的外交次长曾镕浦，通

报与缅甸访华团各交涉事项的结果。在谈及界务

时，电文指出，“两方已初步拟定一线，大致可望圆满

解决”。

英国方面对缅甸代表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1月 29日，卡尔在致外相艾登(R. A. Eden)函中

表示，“我可以非常满意地报告，边界问题实际已获

解决”。“中国人无疑希望，通过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和

解态度，可以创造出更加良好的氛围，以使英方考虑

他们特别迫切需要的东西，尤其是滇缅铁路工程这

个他们已下定决心做的项目”。“中国人认为，缅甸代

表团的访问成果非常丰富，对此我毫不怀疑，从改善

中缅关系看，此次访问价值巨大，我希望将来双方能

有更多的互访”。

这一时期，由于远东形势的变化和英日矛盾的

日趋紧张，英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声音要求本国对滇

缅铁路问题尽早拿出实际行动，以支持中国的抗战。

早在 1939年 8月，外交部在同意缅甸事务部提

出优先解决边界争端建议时，就曾特别指出，倘若中

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接受英方方案，原因完全在于

实现建造滇缅铁路的愿望。在那种情形下，假如铁

路融资困难得到解决，英国反过来就必须在缅段铁

路建设上提供方便。

1940年 12月 30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 L.
Craigie)致电外交部，敦促英国政府在滇缅铁路上响

应中方的吁请：“鉴于修筑铁路将会鼓励蒋介石继续

抵抗日本，可以阻止日本向西南运动，我希望我们可

以对此提供援助。”可见，英国政府在划界问题上与

中方展开交涉的同时，也一直在研究和筹划缅段铁

路的修筑方案。鉴于此前与缅甸政府在修筑铁路上

达成的共识，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出资协助缅甸地方

修筑铁路。

1941年 1月中旬，英国外交部次长巴特勒(R. A.
Butler)就缅段铁路的建设经费问题向财政顾问李滋

罗斯征询意见。李滋罗斯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份备忘

录，建议缅段铁路的建设经费可以从英国政府对华

英镑信用贷款中列支。鉴于远东事态愈发紧急，1
月 16日，英国内阁下设的远东委员会(the Far East⁃
ern Committee)决定向内阁提出建议：作为一项迫切

和极为重要的政治战略措施，英国应修筑滇缅铁路

或缅段铁路，以提振蒋介石的精神，鼓励其坚持抵抗

日本。为此，该委员会要求外交部、缅甸事务部、财

政部等相关部门官员共同商议起草一份备忘录供内

阁讨论。

备忘录由缅甸事务部常务次官蒙蒂斯 (D. T.
Monteath)执笔撰写，提出英国政府应承担修筑缅段

铁路的资金，考虑到由此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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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支出是否带来商业回报，财政部都应予以支

持。备忘录建议内阁向中国政府发出通报，英国政

府准备为缅段铁路的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前提是

中国政府愿意满足如下条件：

1.同意以满足缅甸政府的条件解决边境划界

问题。

2.利用本国资源或来自美国的美元信贷，尽速

建设由缅甸边界至昆明的铁路。

3.从美元信贷购料中为缅段铁路提供必要的铁

轨与桥梁材料，作为回报，中方可以从未来运营收入

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或由英国在供给好转时返

还同等数量的材料。

1月 21日，蒙蒂斯在另外一份致缅甸事务大臣

的备忘录中指出，如果内阁批准这一建议，而中国也

接受其附加条件，铁路工程开工将相当紧迫。因此，

缅甸方面要为工程开工提前准备，建议缅甸总督利

用这段空白期让缅甸铁路管理部门立即着手召集施

工与勘测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

2月 3日，英国内阁开会，讨论远东委员会的提

案，会议最后批准了备忘录所列建议，正式决定，在

中国满足备忘录所列三项条件前提下，由英国政府

出资建造缅段铁路。为慎重起见，会后，英内阁专

门指派远东委员会组建起草小组，结合会议精神和

备忘录的内容，草拟了致卡尔的电文。电文草稿完

成后，又征求了外交部和缅甸事务部的意见。2月
12日，外交部将此电报发送卡尔，令其将电文内容密

报国民政府。

2月 17日，卡尔致函蒋介石转告英国外交部来

电内容，并表示“英国政府业经决定立即进行兴筑滇

缅铁路计划”，如中国政府对英国所提事项做出圆满

保证，“英国政府将以资金供给缅甸政府，俾得建筑

自腊戍经萨尔温江至边境之数段铁路”。英方向中

方提出四个前提条件，除前述备忘录所列三个条件，

又增加了一条来自英缅政府的补充条件，即中国政

府在全国恢复正常状态时，“设法诱致往来中国西南

各省之贸易充分运用现拟兴筑之铁路”，并开发铁路

沿线矿产，“使其就近经由仰光出口”。

接卡尔来函后，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交通部部

长张嘉璈认为，既然英方将解决滇缅南段界务作为

兴筑铁路的先决条件，而“彼方在原提办法以外似难

再行让步，如我对炉房矿权及永广区域两点加以坚

持，深恐影响筑路问题之解决”，因而倾向对英妥协，

于是二人联名于2月25日具书行政院，提请公决。

行政院于当日召开第505次会议，决议：“英提案可予

接受。”27日，蒋介石向外交部签发训令，正式批准此

议案。

3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致函英

国驻华大使卡尔，对 2月 17日来函正式做出回复。

该备忘录首先对英国资助缅甸建筑铁路表示感谢，

随后对英国所提四项前提条件逐一做出回应，其中，

关于滇缅未定界问题，中方原则上同意缅甸代表团

商谈后所拟节略中标明的边界线，对永广归于中国

和炉房采矿权两点要求，则“希望英国政府及缅甸政

府予以善意之考虑”。

3月26日，卡尔奉命电复国民政府外交部：英国

所提之建议，“既已大体获得接受”，英方“即将请缅

甸政府从事测量并建筑该路之缅段”。

鉴于国民政府已做重大让步，英国方面也准备

适当妥协，满足中国在界务问题上所提出的两点要

求。缅甸事务部为此特征求缅甸总督的意见，3月24
日，缅甸总督柯克南致电卡尔表示，作为一种友好姿

态，英方同意中国投资参股炉房地区的采矿，但参股

比例不得超过 49%。同时，柯克南依据缅甸代表团

与中方谈判时双方确定的边界线路，另提供了一份

详细描述边界走向的备忘录。

后经双方交涉，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在重

庆以换文的形式，划定了中缅南段未定界。这条被

称为“1941年线”的界线基本以 1937年勘界委员会

确定的条约线为基础划定，中方收回班洪区的猛

角，猛董西南之猛卡、拱弄、拱勇、蛮回等乡，以及永

广、猛梭和西盟各区，虽较晚清时期的刘陈线增加

约 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英国却借此获得了

卡佤山区约 3/4的土地。为获取英国对修筑滇缅

铁路的支持，国民政府不得不付出滇缅边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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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的代价。

界务问题解决后，英国政府正式将修筑缅段铁

路纳入工作日程。1941年 6月，英缅政府成立缅中

铁路建筑公司，任命罗兰(J. E. M. Roland)为总经理。

罗兰走马上任后，柯克南及其政治顾问考罗基于中

国请求，要求其尽速完工。为此，特地对罗兰提出几

条工作准则：

1. 以最短的时间完成这条连通中国的铁路

建设。

2.在合理区间内，时间因素压倒一切。

3.施工中经济考虑须让位于速度。

4.为加快完工速度，只需满足最低安全要求，可

以采用临时构造(如搭建木质桥梁)。

虽然从腊戍至边境的缅段铁路仅有100多公里，

但缅甸方面却面临着缅北崇山峻岭施工难度大、雨

季施工困难、人力与建筑材料不足等重重困难。为

保证整个工程按计划执行，英国政府在提供建设经

费的同时，也积极调动包括缅甸、印度在内英帝国的

各种资源，并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即便如此，受各

种条件的局限，缅段铁路的施工进度依然非常缓慢。

缅段铁路施工首先面临的便是劳工短缺问题。

国民政府此前曾主动提出可在云南帮助缅方招募华

工，根据罗兰估算，一期工程约需15000名中国劳工，

其余部分劳工可从印度募集，这样基本可以满足工

程所需。但在实际操作上，在云南招到足够多愿意

到缅甸做工的人并不容易，而且由于滇段工地也缺

乏劳工，两地在招工环节甚至形成竞争关系。为此，

罗兰还特意找到国民政府滇缅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

师杜镇远当面提出抗议，并通过卡尔反映到国民政

府，才使问题得到部分解决。12月陆续有1600名中

国新劳工补充到缅甸工地，加上11月的2000人及少

数印度劳工，到 12 月底，缅段铁路工地已招募到

7000多名筑路工人，完成首段38英里铁路中16英里

的土方施工。

在 1942年 2月的报告中，罗兰再次对劳工不足

表示担忧。由于无法在缅甸本地招募到充足劳动

力，他需要招募 20000名中国与印度劳工，才能满足

工程进度需要，而实际上在土方工程中雇用的熟练

工人只有约6000人，随着雨季到来和疟疾盛行，以及

中国方面也在强征劳工，他预计这一人数在4月会进

一步减少。

筑路材料难以获得也成为制约缅段施工进展的

困难之一。在此前的交涉中，国民政府曾主动提出

愿将存放在仰光的铁轨以及在香港的桥梁钢架供缅

方使用，但缅甸方面却不愿意使用中国提供的铁

轨。罗兰评估后一度认为，存放在仰光的铁轨型号

不合标准，且生锈严重，建议优先向美国采购。

由于缅甸施工方长时间未将铁轨与桥架运走，

中方对缅方不愿接受这些材料的原因感到困惑，担

忧在雨季开始前，无法进行铁路铺轨，因此向卡尔表

达了不满。缅甸事务大臣于是亲自出面指示缅甸

总督，要他派员前往香港，就桥梁钢架与铁轨进行调

查，同时要求罗兰尽早统计好所需钢材的品种和数

量，列出详细清单。考虑到交通困难，他不建议向美

国订购，建议向印度订购钢材的不足部分，在订购时

注明交货日期，由英国政府指示印度优先供应。

缅甸总督随后派员对中国提供的铁轨与桥梁钢

架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国民政府提供了 80
多英里的美国二手铁轨，其中约 66%的铁轨可用于

铺设轨道，其余可改作桥梁支架，但缺乏组装轨道的

配件，所缺配件需向印度订购。另外，还有65个桥梁

钢架非常有用，已安排接收。

英方经过估算认为，中方提供的可用钢轨约为

55英里，剩余不足部分可从新西兰、缅甸、印度等处

补足。中方提供的剩余不合用轨道约 27.5英里，可

改作桥梁材料使用，再加上香港存放的钢梁，以及印

度提供的钢梁，除萨尔温江大桥外，基本可以满足缅

段铁路对钢轨及桥架的需要。

至此，在英帝国内部各方统筹下，缅甸施工方材

料的来源问题总算得以解决。但将这些材料用于工

程仍然困难重重。首先，施工方向印度订购的用于

组装轨道的配件，印方迟迟不能供货。其次，材料

的运输也遇到瓶颈。缅段铁路施工每天大概需要10
吨建设物资，但实际上，每天只能从仰光运来2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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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远远赶不上工程进度所需。

除上述施工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时局的变化也

给缅段铁路工程带来巨大变数。1941年 12月 7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后，缅甸成为日本

第一批打击目标。局势的动荡和随后的战争，对缅

段铁路的施工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即便如此，缅段铁

路依然坚持施工，并未停歇。12月 16日，缅甸总督

曾向英国政府请示，鉴于施工人员和筑路材料都极

缺乏，是否暂停滇缅铁路，让罗兰带领施工人员去维

护缅甸境内的公路，但被英国政府拒绝。缅甸事务

部认为，英国决定修筑缅段铁路，其中一个最主要原

因是鼓励中国士气和对中国施以援助。如果缅段铁

路停工，中国人定会非常失望，而且美国人也肯定不

高兴，因为他们一直指望利用缅段铁路给中国运输

修建滇段铁路的材料。出于政治因素，坚持施工更

为合适。

1942年1月，日军发动缅甸战役。3月8日，日本

占领仰光，中国存放在那里的130公里铁轨遭日军掠

夺，中国的筑路材料供应中断。4月，中国方面决定

停修滇缅铁路。仰光陷落后，缅段铁路的施工并未

马上停止，直到 4月 2日，英国外交部接缅甸总督来

电，请求暂时停止修建缅段铁路，以免造成食品和燃

料的浪费。外交部还在征询新任驻华大使薛穆(Hor⁃
ace James Seymour)的意见。薛穆回电表示同意停

工，因为据他了解中方也将于4月底停工。这样，在

获悉国民政府停工决定后，经英国政府批准，缅段铁

路才正式停止修建。

结语

修建滇缅铁路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贯通西南国

际运输通道战略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 1938年 12月开工建设，到 1942年 4月被迫停工，

受战局突变和英属缅甸被日军攻占的影响，滇缅铁

路最终并未建成，遭遇中途夭折的命运，没有发挥支

撑抗战的通道作用。然而，当我们踏着先人的足迹，

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整个过程时，依然

会被这一历史事件所展现的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

英勇不屈精神所感动，因此它值得被后人铭记与

书写。

对于中国而言，自 1840年以来英国一直是以侵

略者的面目出现，在 20世纪 20年代，英国更是一度

成为国民革命的反帝对象和国民政府遂行“革命外

交”的主要敌手。然而，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本在

华侵略野心的日趋显露和英日矛盾的逐步显现，日

本开始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敌人。在全方位外交方

针导引下，英国转而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寻求援助的

重点对象之一。

重商主义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发挥重

要作用，受其影响，英国外交一直具有典型的实用主

义特征与传统，具体表现在其对外交往中非常浓烈

的逐利特性和道德正义感的经常缺失，这一点在中

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亦不例外。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战时中英关系

经常呈现出非常复杂多变的面相。面对日本的步步

紧逼，英国在华利益面临重大威胁，在自身实力和影

响日渐下降的背景下，为最大程度地维护在华利益，

英国对日采取了既妥协又遏制的策略，而对日妥协

则往往意味着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受此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战时中英关系经常表现出冷热

交替的特征。

中英滇缅铁路交涉同样表现出这一复杂特征，

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国民政府提出修筑滇缅铁

路计划初期，为防范中国介入缅甸殖民地，以及考虑

到经济上不能得利，英国政府反应冷淡。此后国民

政府尝试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推动滇缅铁路计划，但

由于缺乏英国政府的背书，商业化运作很难成功。

于是，国民政府转而正式提出外交交涉，寻求英国政

府的支持。此时，日本南进计划逐步显露，英日矛盾

日渐紧张，出于遏制日本的战略需要，英国政府态度

发生转变，经内部反复研判，英国政府决定支持中方

的请求，主动出资修筑缅段铁路。然而，出于政治与

战略考虑，英国在决定帮助中国的同时，依旧没有忘

记为自身攫取利益，乘机在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南

段未定界上提出要价，并将其作为支持中国的先决

条件。从维护抗战大局整体利益出发，处于弱势的

··15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6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国民政府为防止中英之间因界务纠纷影响滇缅铁路

施工进度，被迫妥协，以牺牲部分中国领土的代价，

换取了英国对滇缅铁路的支持。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与缅甸殖民地之

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而也加大了英国对华决策的

复杂性。在中英滇缅铁路交涉中，英国之所以坚持

优先解决界务纠纷，除去该案自身为英国提供了一

个趁火打劫的良机外，也与具有半自治形态的英缅

政府的坚持有关。作为一个需要缅甸地方政府参与

的项目，英国政府必须首先赢得其理解与支持，所以

在中英滇缅铁路交涉中，凡与缅甸相关联的决策，英

国政府均邀请缅甸地方政府参与，尽可能地取得一

致意见。

由于远东形势的骤变和英日矛盾的激化，在与

中方就滇缅铁路合作达成协议后，英国将修筑缅段

铁路提升至改善对华关系和协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战

略高度去实施，为此，克服了重重困难组织施工，并

坚持到缅甸陷落的最后一刻，也值得肯定。

多面性与复杂性正是历史的本色，当我们考察

历史并做出判断时，这一点最不应受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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