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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据笔者在德国搜集的天主教圣言会史料及在日本搜集的日本侵华战争时

期日本对在华德国势力的调查资料，叙述民国时期德国在华外交机构、宗教势力及

侨民情况。同时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一书作

出一些补充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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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与民国时期的中美、中英及中法关系的

研究和史料整理相比，中德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十分

薄弱的，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史料，因此，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3万字)的出版，无疑是对

今后这方面研究的一大促进。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

现该珍贵史档汇编缺乏以下四点十分重要的史料：

1．1927～1947年间德侨在华情况，特别是日本投降

后民国政府对德侨的处理。2。德国在华使领馆的分

布及主要驻华外交官。3．德国在华的文化和宗教机

构设施。4．德国与伪满及侵华日本势力的关系。显

然是因二档本身不藏i特别是德国与伪满关系的史

档自然是在东北收藏。此前，笔者应在中国大陆传

过教的、并至今仍在台湾传教的德国天主教圣言会

的邀请，赴德国讲学，搜集了一些民国时期，即1945

年前德国驻华使领馆的档案文献；又有机会在北京

和东北见到了不少侵华日本军政机构对在华德国势

力及德侨的调查报告，后来又多次应邀赴Ft本讲学，

搜集了更多的日占时期的史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日本已决定对英美等国在华势力下手，但西方在

华经济势力，特别是宗教势力往往纠缠在一起，所以

要下大力气分析清楚。比如说德国在华的最大天主

教势力是圣言会，该会在山东的神父因为与当地民

众的矛盾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即换上了美国的该会牌子。

关于日本人所作上海德国犹太难民的调查报

告，大家知道，1938—1939年是这些难民来华的高

潮期，实际上，当时上海能收留犹太人主要是得到了

侵沪日军的同意，因为日军认为犹太人在一定程度

上控制了美国的经济。为了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

日军要利用这批犹太人。当时日军最需要的废铁就

是美国犹太商人提供的。

日本对在华德国人口历年有详细的统计，在上

海，详细到每个区的分布。对德人在华所办报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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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中外名称、地址所在、内容特点及发行人和发行

数目。对德国在华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教派则详述来

华历史、分布及人数，还有所办学校和医院等。至于

对德国在华工商势力的调查则更为详细。

兹根据上述资料，并参照其他史料分述有关情

况如下：

一、1947年前德侨在华情况

关于德侨人数，<中德外交密档>第490—493页

收录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德国在华经济势力调

查)(1940年)的数字。这是汉文译件。笔者核对，实

际上乃译自日文书名为《独逸对支经济势力刃全貌)

(日本外务省通商1940年10月序，外务省调查部编

纂，1940年11月，东京，日本国际协会发行)所附“独

逸对支经济势力一览表”。该表在数字前已注明，为

1936年在留人口。那么，1940年前后在华德侨的人

数有多少呢?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三课编<中华民国

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人口概计表(昭和十六年四月一

日现在)>的截止1941年4月1日的统计为：总计

3762人，北部为1369人(主要在天津459人，济南

332人，青岛266人，北京202人)，中部为2252人(主

要在上海2000人，汉口125人)，南部为241人(集中

在广东[即广州]191人)。上海犹太人25000人。实

际上，上海25000名犹太人中有约近两万名是从纳

粹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难民，其他地方也有一些，

因此前奥地利已被德国吞并，故无法区分，但其中出

自德国的约有15000。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

编<中华民国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人口概计表(昭和

十八年第四报十月一日现在)>的截止1943年10月

1日的统计为：总计4970人，北部为2137人(主要

在北京475人，天津640人，青岛484人，济南363

人)，中部2605人(主要在上海2439人，汉口107

人)，南部(主要在汕头125人，广东[即广州]89

人)，犹太人16862人(其中北京62人，山海关13

人，青岛29人，上海16749人[德系、俄系和波兰等

统算在一起]，南京5人，九江4人)。

二、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对德侨的处理

及宗教势力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的《中国战区、中

国陆军总司令处理德侨文件汇编>(打印本，止于

1946年4月)收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1945年9月

“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处理德侨办法及有助日为恶行

为者须受我国制裁件”，内命令：“德国派驻伪组织之

人员及在华德侨，速令集中管理，加以监视，如助日

为恶，经查明确有违法行为者，均须受我国法令制

裁，除分令外，希即照办。”

同时司令部又有“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德侨及德

国派驻伪组织人员一律令人集中营件”，内命令：“查

德国派驻伪组织之人员及在华之德人，应一律集中

居住，加以监视，不得任其在外活动，又此项德人，何

者为纳粹份子，何者非纳粹份子?并应确实调查具

报。南京、上海两市，由各该市市政府办理；其他各

地，由各区受降主官办理。除分电外，希即迅速办理

具报。”

南京市政府随即呈报了所颁布的<南京市德侨

集中营管理办法>。

不久，又有“电各省市军政长官，监护德籍教士

补充规定件”：“奉委座电：据天主教教宗驻华代表，

请求予在华全体德籍教士以自由与保护，本人愿负

全责，保证渠等行动，给予特别证件等情。奉饬妥为

核办等因。查德国派驻伪组织人员及德侨集中管

理，业经本部分电照办，兹补充规定如下：(一)教廷

所派德籍传教士，如无军事政治关系，未有间谍行

为，非纳粹份子者，准仍居教堂，由各地政府监护。

(二)德侨中过去有助于我抗战者，由各地政府另予

居住监护。(三)德侨中专科医师及技术人员，为各

事业机关需用者，得准征用服务。除呈报及分电外，

希查照办理并报。”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办的中文刊物《圣心报>

1946年第1期报道：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

重庆接见宗座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总主教，

重庆尚主教及吴经雄陪同。蔡宁当时是天主教在华

最高领袖，他亲自向蒋介石请求获准，不仅使德国在

华天主教势力得以留存，而且连带保存了德国新教

在华势力，更使对驱逐德侨加以区别。德国天主教

圣言会有山东沂州府、曹州府、青岛、兖州府四教区，

河南省的新乡、信阳州两教区及甘肃省的兰州府教

区。另外新疆及青海虽为该会布道区，但在盛世才

当政时期，新疆的天主教德国神父被驱逐或入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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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未恢复；而青海的天主教仅限于西宁府地区。

圣言会在上海有总堂机构，在北京有辅仁大学等机

构。其他德国系天主教教派势力有：1．美国芳济各

会山东省周村(张店)、济南两教区及山西省绛州和

朔州两教区。2．救世主会福建省邵武教区。3．伊索

达会贵州省石阡教区。4．多明我会福建省汀州教

区。5．嘉布遣会甘肃省秦州教区。

当时德国在华的新教势力也不弱，主要教派及

传教地点为：1．巴色会(巴塞尔基督教传教协会，路

德宗)，广东省。2．礼贤会(莱茵兰传教协会，路德

宗)，广东省。3．巴陵信义会(柏林传教协会，路德

宗，)山东省；另有巴陵女书院。4．同善会(大众基督

教新教传教联盟)，山东省。5．德国喜迪堪会。6．北

海长老教会。7．粤南信义会。8．肥柏基督教会。加

上其他支派总计有10多个。在这方面，李乐曾先生

已在<德国研究>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重要的成

果，读者可以参看。

可以看出，德国新教在华势力大致与天主教各

掌南北，而在山东会合。

关于战后国民党对广州地区德国敌侨的处理，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记

述>(广州，1946年6月15日，16开本)第133—134

页有所记载：其中间谍嫌疑犯，大都由美方检举，经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逮捕后，遵照中国陆军

总司令部，暨外交部之指示，将人犯案件一并移交广

东高等法院处理。

姓名 年龄 级职

伊立治·海斯 54 “海斯机关”首脑

海司·门尼 26 谍报工作电报员

奥司华·欧不力士 32 谍报工作电报员

奥都 53 广州河南红十字会医师 华南纳粹党首领

卡尔·西弗 34 华南财务秘书

弛里治·泼区纳治 52 工程员

弗来斯·西勃特 66 德驻广州领事

格里治 38 德领事馆副领事

柏立桑 38 德领事馆书记‘

海特·华特立治 44 德领事馆职员

弗莱特立治·施勃特 50 教士

海泼而克 60 热心纳粹工作者

上述纳粹战犯在逮捕后，以案情重大，奉中国陆

军总司令部电令指示，已将要犯海斯、尼门、欧不力

士、奥都、西勃特、格里治、柏立桑等7名就地交美方

解沪审讯；其余西弗、泼区纳治、华特立治、施勃特、

海泼而克等5名仍留广州由高等法院办理。

1945年10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市德侨管

理委员会，派杨志成为主任委员，12月19日杨在招

待本市记者参观江湾其美路(今四平路)集中营(前

日本小学)时言全沪德人约计2300人。28日颁布

了“上海市处理德侨办法施行方案”，在1946年7月

7日送走一批德侨后上海市德侨管理委员会即行结

束。至于此次未及遣送之少数德侨，定于1947年2

月16日遣送回国。

三、1945年以前德国在华使领馆的分布

及主要驻华外交官的情况

1913年10月6日，德国驻京公使致函中华民

国外交部，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35年5月8

日，使馆升格，为大使级。

历届使节为：钦命全权公使哈豪森(E．von

Haxthausen)：1913年11月13日呈递国书。

辛慈(Paul von Hintze)：1915年1月18日到

任，1917年3月25日离任回国。

署理公使卜尔熙(Herbert von Borch)：1921年7

月13日到任。

特命全权公使博邺(Adolf von Boye)：1921年

11月26日到任。

卜尔熙：1928年受任，1929年6月3日到任，

1931年2月12日应召回国。

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1931年10月2

日到任，1935年9月14日任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因德国于1938年2月20日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纳

粹政府于同年6月25日下令陶德曼受召回国。

暂行代办(参事)：飞师尔：1938年6月25日受

任，实际代行大使事。

1941年7月1日，德承认汪伪政府，飞师尔任

公使衔代办。

1942年1月19日，德国驻汪伪首任大使史塔

玛(Heinrich Georg．Stahmer)到任。1943年1月3

日，由科尔特代理驻汪伪大使。

1943年8月5日，德国驻汪伪第二任大使，也

就是最后一任大使韦尔曼(Ernst woernqann)向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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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递交国书。

1945年5月德国投降，6月，德在华各使领馆如

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芝罘及伪

满境内的新京、奉天、哈尔滨及海拉尔领馆均停止馆

务。7月，各改设为德国事务局。

民国成立时，从清朝延续下来的在北京外的领

事馆如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香

港、澳门、成都、重庆等26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葡日先后对德宣战，港澳的德国领事馆均撤消，

1917年中德断交，在大陆的德领馆亦均撤消。1921

年中德恢复邦交前后，在大陆恢复了南京、上海、北

京、天津等11处领馆，后又增设西安等几处领事馆。

鸦片战争以后，德国商人开始在沪立足，1854

年，德国开始在沪设领事馆，1878年，升格为总领事

馆。民国年间德国驻沪总领馆人员情况为：

卜利(Paul Buri)，1911年时在任。

尼伊(G．Ney)，1913年7月14日代总领事。

克理平(H．Knipping)，1914年1月。12日上任，

1917年9月18日离任回国。

梯埃尔(Fritz Thiel)，1921年上任，1926—1927

年前后升为总领事。

克伦堡(Ruth[Rudt]yon Collenberg)，1932年

2月在任。1933年12月，克伦堡的总领事职位由亲

纳粹的贝伦德(Richard Behrend)领事代理，1935年

10月2日贝伦斯(Behrens)为代总领事。

布拉克洛(E．Bracklo)，1939年8月10日在代

总领事任上。

飞师尔，1939年上任，1941年5月还在任上。

青塞尔(Christian Zinsser)，1941年在总领事任上。

博尔歇斯(Dr．Johannes Borchas)，1941年在总

领事任上。

四、对《中德外交密档》中的一些问题补正

1．《中德外交密档>前德方人员名单第5页有爱

尔哈德(Ehrhardt)，言为国防部参议。又收有马振

犊先生所译美国记者马丁一报告，内第104页有“德

国间谍机关爱尔哈德(Ehrhardt)局”。所提到的

Ehrhardt的大致情况是：

据青年德国犹太难民海培耐尔(Ernest G．

Heppner．1921年生)所著：《上海避难>(Shanghai

Refuge，美国，1994年)第43页言，在此期间，上海

雅利安德侨社团是反犹的，该社团大多数设施在法

租界，有一德国教堂、一俱乐部总会、一德语电台、一

定期出版的纳粹报纸《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

Lloyd)。有自己的德国商会，一个盖世太保办事处。

其中有远东特工头子爱尔哈德陆军上校

(Colonel Ludwig Ehrhardt，别名钢梁[Lothar

Eisentrager])。

2．<中德外交密档>第521页收有德国向汪伪赠

送在沪放送电台Scder XGRS设备档案件。放送是

日文广播意。Seder德文是广播电台意。在此有必

要介绍一下该广播电台，该台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

路)德国威廉学堂(Kaiser Wilhelm Sch001)附近，有

长短波，用几种语言向亚洲和澳大利亚播放。广播

员有美国人和其他亲轴心国合作者。

3．《中德外交密档>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在此应

当指出，如前面德方人员名单第4页的飞师尔并未

出任过驻汪伪大使，最高仅任过公使衔代办，且与名

单第5页的驻上海总领事费希为同一人，译法不同

而已。另第453页载1937年德人师弗尔(sckafte)

来华考察西部事。但名字错了，此人姓名为Ernst

Schaefer，1910年生。此人详细见笔者1997年在

《德国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的(1939年希特勒派

往西藏的使节》一文，兹不赘述。还有一些印刷有错

误，如编辑说明第2页的德国洪堡大学的Peter

MerRer与第515页下注的Peter Merker为一人，第

2页的德文名字印刷错了。德方人员名单第5页的

鲍尔Bouer)为Bauer之讹。另第521页的天京应

为天津。

限于篇幅，我们对上述德国资料和日本调查报

告中有关德国在华的文化和宗教机构设施及德国与

侵华日本势力的关系的记载将另撰文叙述。

责任编辑：肖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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