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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内容概要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埃谢里克（Esherick，J.W.）即周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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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作者简介

约翰·S·谢伟思，1909年生于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33年——1945年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
。1944年7月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
”去延安，迄1945年3月，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作过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并和出席中共
七大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根据交谈和观察，他半年内向国务院电报、报告30余篇。他作为中
共的同情者闻名。1945年6月，他因为美亚事件被捕，随后被国务院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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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精彩短评

1、共谍
2、除了44年6月给华府的和10月给史迪威的两份对重庆政府的分析与建议，其他部分也就那么回事了
；对延安的认识完全是肤浅的，比如44年9月的分析报告。最有价值的是45年3月延安对苏联参加对日
作战的预测。
中译本删去了最重要的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军事实力的报告。
3、档案报告
4、历史总是开玩笑，真正看透的人没有能力去改变，有能力改变的人却都是庸才。谢伟思无愧于一
个伟大的观察家和外交官，可惜造化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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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精彩书评

1、我一直好奇，为什么同样一场战争，共产党方面经过战争以后实力增强，最终击溃国民党？我最
近在看民国时期的财政史，有一些感悟，所以写出来。讲物资的艰难，无疑共军是更艰难的。讲美援
，那么共产党方面是一点美援都没有的。共产党当时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提出要求援助。但是，两
方面都没给。苏联方面是考虑与国民党的关系，美国方面是因为内部政治斗争。史迪威曾经打算按照
援助南斯拉夫的模式，也就是按照抗日积极程度提供美援，但是美国本土的考量是，毕竟蒋介石是合
法政府的唯一代表，美国不便插手中国内政。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失败一地，日本人占领一地，共
产党渗透到一地。美军当时如果在中国沿海登陆，必然要与共军进行军事合作。因为沿海基本没有国
军。后来美军没有登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暴露出来。讲内部生产，河南、湖北、湖南（？）、四川
都是粮食产区。国统区的工业能力也强于解放区。相比之下，陕北无疑物资匮乏得多。讲与沦陷区的
走私，这个也是国军占优势。讲军事压力，战争后期除了豫湘桂会战，国军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军事
战争。相反，主要的伪军和日军被用来反复扫荡共军占领的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国军在物资和人员
方面有更广泛的资源，承担的战争压力共军不亚于甚至高于国军。为什么经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共产
党和国军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个人的结论就是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中，个人利益超过组
织利益。物质紧缺，为什么不实行配给制？共军方面早就在搞，美国、英国、苏联、日本、德国基本
都在搞配给制。国军为什么不能搞？我个人的理解是配给制限制了能够获得紧缺物资的人获得暴利的
机会。物资紧缺，国民党高级官员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相比之下，共军把不必要的开支压缩到最
低。主席的生活，比不上发达地区的地主。财政紧张，为什么不大规模征收直接税？还是前一个道理
，直接税的主要承担者是掌权的人。结果财政开支只能靠滥发货币维持。战争期间不搞配给制，不压
缩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又滥发货币，最终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小公务员和低级军官
的生活极其艰难。黄仁宇一个月军饷42块钱，一碗面条3元。怎么生活？于是公务员贪赃枉法，军官士
兵就地解决。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恶习一开，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搞田赋征实，由于通货膨胀
，农民不再上缴货币，而是上缴粮食。由于各级贪污，中饱私囊，农民需要交纳的粮食往往是理论征
收数量的两倍甚至更多，而军队仍然吃不饱。豫湘桂大战，河南战场，汤恩伯一溃若干里，库存的粮
食被日本人获得，够20万人吃若干时间。存着这么多粮食，还不让士兵吃饱，士兵怎么怎么能有战斗
力，怎么可能不祸害老百姓？老百姓怎么可能帮助国军？有些地方军，直接就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
安排他们去更富庶的防区，还不用和日本鬼子作战。公务员贪污腐败，军队就地劫掠，自然就有水旱
蝗汤，就有帮着日本鬼子打国军。衡阳大战，一场战争伤亡将士9万。这些阵亡于战场的人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有无数的壮丁，在被押送到战场以前，就死于饥饿或疾病了，死得
不明不白。当时在河南，1943年（？），避免当兵的价码是3000块。有钱人家，纷纷出钱找别人顶替
。被押送到部队以前，往往有四分之一的壮丁死于疾病或饥饿，四分之一逃亡。营养不良，没有基本
的医疗，这些士兵的生活条件，比囚犯好不了多少。士兵的逃亡，给乡绅带来了新的发财的机会。殷
富的人家，就要不断花钱疏通，避免自己家的孩子被征兵。相比之下，共军的士兵都是主动上前线的
，国军的壮丁都是绳子穿着，刺刀顶着上前线的。史迪威提出要国民党整编，裁军，不要任人唯亲，
改革征收体系，提高作战效率，不要这样浪费有限的人力物力。这就是他与老蒋矛盾的根源。老蒋在
当时只是军事同盟的首领，各派系之间彼此说话的本钱就是各自的军队，谁也不会主动裁军。有枪就
是草头王，就有防区，有说话的分量，没枪鬼都不搭理你。1944年，方将军苦战衡阳，当了战俘，没
有了部队，逃回去以后一直不被待贱。相比之下，在河南一溃若干里的汤将军可是风光得很。同样的
道理，如果没有中央军和戴、陈，老蒋也没有人搭理。老蒋不中用黄埔系，不重用CC派，也早就下台
了。他怎么可能不任人唯亲？老蒋、各级大员、地方军领袖、乡绅、公务员、军官、士兵都有各自的
利益，史迪威设想的改革根本无法推动。城市贫民和农民承担沉重的负担却没有改革的能力。所以后
来共产党来的时候，贫民、农民都知道该投靠谁。有不少国军士兵，后来也成了解放军战士，其中不
少人还在朝鲜成了战斗英雄。所以，最终史迪威被召回。老蒋在战争结束以后四年，也被赶到台湾去
了。同样一个国家，同样的士兵，相似的经济水平，不到10年的时间，表现相差这么多。这就是兵熊
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无能，累死三军。我不想回避那场战争伤亡的惨烈，只是喜欢从历史中汲
取一点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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