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据此，苏联获得了与国民党政府共同使用旅顺
海军基地的权力，大连被辟为自由港。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势力的增长及其在欧
洲的政策加深了美国的忧虑，美国认为应该将
其海军陆战队暂留中国。为此，美国需要在中
国寻找新的海军基地，他们认为青岛自然条件
优越，是海军夏季训练极为理想的场所，而且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能够从战略上制衡苏联在
旅顺、大连的驻军，最终美国决定在青岛建立
海军基地。

尽管美国对此事一直未予承认，但是通过
公诸报端的美蒋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
约》等协议以及青岛市档案馆从美国征集回来
的美国海军部档案中的有关条文，仍能看出美
国侵占青岛作为海军基地的野心。

青岛有多重要
1945年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
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迅速将
国民党部队运送至中国的关键地区。

同时，紧急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公
开理由是尽快结束中国战场，帮助国民党军队
遣返日本战俘，实际目的却是助蒋抢夺胜利果
实，并驻军青岛。

9月16日，9艘美国军舰在西特尔率领下开
进青岛港，解除日本海军武装。10月11—12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的2个团及7个直属营共
2 . 7万余人，在司令谢勃尔率领下，由关岛来青，
登陆后分别占据太平路、广西路、大学路、山东
大学等处。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的李延年为美军进驻青
岛辩解称：“青岛是华北的一个重要港口，万一
有失，对国家前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中央
军来到之前，特请美军来青代我们维持治安。”

之后美国多方调遣军事力量，加强控制青
岛这一重要的海军基地，前后有西太平洋舰
队、海军陆战队、第三十八特种混合舰队等登
陆并驻扎青岛。

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美国军政要员也
相继来到青岛，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洛克，
总统代表、赔偿委员会鲍莱，太平洋舰队司令
盖格尔，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巴贝尔、柯克，美国
议员海军视察团团长雷菲尔，美军中国战区总
司令魏德迈等先后来青。一方面部署在青美
军，另一方面加强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

出于美蒋军事合作需要，美国通过战时租
借法案，以“援华赠舰”名义向国民党赠送了一
批坦克登陆艇等舰艇，并派遣海军顾问团协助
国民党政府进行海军训练事宜，在青岛成立了

“中央海军训练团”，美国终于达到了将海军陆
战队留驻青岛的目的。

谋取海军基地
随着美军逐步入驻青岛，美国又通过与国

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协
议一步步使美军在青岛的海军基地合法化。

1946年6月底，美海军第一太平洋舰队总部
逐步转移至青岛，美国军舰云集青岛。正如1946
年8月30日《解放日报》所载：“放眼港口内外，停
泊或正在巡逻着的尽是各式各样的美军舢、艇
船、舰。”此外，还有沧口机场等空军基地，美国
开始从海陆空全面建设青岛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与蒋介石政府就建立海军
基地的问题进行着谈判。9月，美蒋签订《中美30
年船坞秘密协定》，美国以价值410万美元的军
事物资和装备“交换”上海与青岛两处船坞的
使用权。11月4日，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
约》，规定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一切口
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在紧急时，包括
军舰在内，可以开入中国任何不开放的“口岸、
地方或领水”。

据1947年2月4日《前报》报导，1947年1月，“美国
已与蒋政府签订关于使用青岛海军基地的秘
密协定。根据这一秘密协定，一旦发生战争时，
美国与中国将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但据
美联社华盛顿消息，美海军部对此加以否认，
却未说明理由。

在青岛市档案馆从美国征集回来的1947年
2月间美国海军部发布的中美海军军事协议的
备忘录中，有向中国提供军舰及物资援助必须
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的条文：1 .由美方组织一个
海军顾问团；2 .在青岛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海军
部称主要是考虑到中美关系、南朝鲜的形势及
远东的国际形势，必须在中国领海部署舰队。
通过第一个条件美国人扶持国民党政府，并通
过国民党政府有效控制中国；而其中第二个条
件就是要获得一个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而这
个基地美国人自始至终都钟情于青岛。

据档案记载，美国赠送国民党仅舰艇就271
艘，提供的物资更是丰富。而美军在青岛的分
布也在不断扩展，从海面到陆地，由南至北都
有美国军队驻扎。而之后的新闻报道中也多次
称青岛为美军海军基地，如1949年1月20日《大
民报》即有“美军为保持在青海军基地”等字
样。由此可见美国人的要求实际上已被满足，
那个一直不被美国海军部承认的《青岛海军秘
密协定》实际上是存在的。

依据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美军一步步顺
利侵占青岛，达到了在青岛建立海军基地的目
的。

是留还是撤，看了又看
青岛驻军的留与撤是美国一直难决的焦

点问题，因为驻军的留与撤即意味着青岛海军
基地的放弃与否。

1946年12月沈崇事件后，中国国内反美情
绪高涨。1947年初，美国政府不得不制定6个月
内撤出海军陆战队的紧急计划。1月至9月，上
海、天津、塘沽等地的海军陆战队陆续撤离，但

青岛驻军却丝毫未减。相反，时任美西太平洋
海军总司令的柯克上将提出，驻青美军应从目
前的1900人增至4300—4800人。

1947年4月，解放军山东兵团发动春季攻
势，胶济铁路被从中切断，国民党势力只限于
济南和青岛，成为孤立之城。美国驻军青岛的
决心也日趋动摇。此种形势下，驻青美国西太
平洋海军总司令白吉尔两次紧急致电海军作
战部长登菲尔德，并对“共军”进攻青岛时美军
将如何行动提出4种方案:A.援助国民党军队保
卫城市及重要的城郊设施 (飞机场及水上设
施)；B.美国单独承担保卫重要设施的责任；C.必
要时迅速撤退全体工作人员；D.美国沿岸设施
及非战斗队员立刻撤离，武装部队继续留在附
近舰上。

经一番争论，6月14日，参谋联席会议通知
白吉尔，“废止A行动方案的执行，视形势需要
执行C行动方案”。

1948年9月24日，我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
驻青岛美军留、撤问题再次成为美国热点。10月
19日，美国决定执行撤军青岛计划。

但美军又不想彻底放弃青岛。1948年11月4
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由青岛
抵上海访问，召开记者会时声称，美国西太平
洋舰队并无放弃青岛基地之意。这个消息通过
次日的《中央日报》刊登出来，实际上就是美国
释放的一个不会撤退的烟幕弹，达到维护美国
威望及不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的目的。

但是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的表现使美国
不得不做出了撤军的决定。

驻青美军再也沉不住气了
美国自青岛撤军的想法从1948年5月开始

酝酿，月底做出撤离决定，最后执行已经是时
隔一年之后的1949年5月，主要原因是美国不甘
心就此撤出青岛这个基地，对时局变化尚存一
丝希望。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在不可逆转
的形势下，国民党控制的青岛地区，刮起一股
达官贵人南逃、工厂企业南迁之风。

驻青美军也感到青岛危在旦夕，并做好了
撤退准备。据1948年12月9日我华东局统战部给
中央情报局电报可知，当时驻青美军的部分动
态：一、驻青美海军顾问组决定自12月18日暂行
终止训练中国海军。二、美储备在青岛大港及
一、二、三号码头仓库的弹药战车均于11月27
日、28日装船。三、驻青美海军及陆战队已将不
用的器材、武器、建筑器材大部分集中于三号
码头待运。四、美海军及陆战队必要时可遗弃
部分器材产业，于4小时内登船离青。而美驻青
地面部队自1949年1月12日起也开始陆续登舰
移驻海面待命。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
战役，23日解放南京。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几个孤
立据点外均已解放，为配合南下部队，中国人
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自5月3日起开始进攻青岛外
围据点。

驻青美军再也沉不住气了。5月9日，美国驻
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建议“对西太平
洋海军司令继续使用青岛基地立即予以重新
考虑”。5月13日，国务卿艾奇逊回电，“中国人民
解放军一旦占领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立即撤
离青岛；如果上海打不下来，就再等一阵。”但
美军暂时的犹豫很快就被解放军军事进攻的
胜利所打破。

5月17日，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
部署美军撤离。5月19日，青岛外围已经全部被
解放军控制，白吉尔迅速将仍在岸上的全部美
军机构设施转移到舰上，悄然驶出青岛船坞。
至此，全部美舰已经撤离至青岛港外水域，只
等上海的消息。

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以
南的上海市区，整个上海即将易主，白吉尔立
刻发出了最后撤离命令。下午4时，全部美国海
军撤出了经营达4年之久的青岛基地。

当年的他，与大名鼎鼎的廖仲恺被称为孙中
山的“左膀右臂”，在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道
路上曾经叱咤风云，出生入死；当年的他，被蒋介
石以“七哥”相称，荣任“总统府”资政。而他的名
字，对于当代人来说却很陌生。这与他的历史贡
献和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历史不应该忘记他———
丁惟汾。

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今山东日照市
东港区涛雒镇丁家官庄人。他的父亲丁以此以教
私塾为生，对音韵学和文字学颇有研究，著有《毛
诗正韵》一书。丁以此虽然是个破落不得志的秀
才，却极为崇尚西方民主制度，对后辈每每灌输
以民主共和思想，他在孙子丁立同的书房里张贴
着自拟的楹联：“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
孙。”丁惟汾也是在父亲“欧风美雨”思想的沐浴
下，对西方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而立之年，他
东渡日本，际会风云，得以认识孙中山先生，并被
委以重任，成为革命的先驱。

1904年，丁惟汾官费进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学
系，翌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他被推举为
山东分会主盟人之一，负责联络国内山东省革命
同志。当时共有四百多留日学生入盟，山东就占
了1/8强，以此可掂量出孙中山“唯丁是赖”这句

话的份量。
1907年，丁惟汾回国出任山东法政学堂校

长。其间，他秘密发展了王乐平等盟员，组建了同
盟会的基层组织，宣传三民主义。1911年武昌起
义爆发后，湖南、陕西等省陆续宣布独立，丁惟汾
领导济南学界积极响应，11月13日召开山东各界
联合会，邀山东巡抚孙宝琦到会。会议从上午一
直开到晚上，严禁任何人出入，孙宝琦走投无路，
被迫宣布山东独立。私下声称山东独立“譬之开
店，换一招牌而已”的孙宝琦11月24日又宣布取
消独立。

辛亥革命后，丁惟汾追随孙中山，在二次革
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与袁世凯、黎元洪和
段祺瑞等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宋教仁案
发生后，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当时丁惟汾的族人
劝他委曲求全，以免惹来杀身之祸。丁惟汾却愤
然而起：“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黎元洪为
笼络丁惟汾，曾为他颁发二等嘉禾章，被丁惟汾
严辞拒绝：“须知卑劣手段可以施诸蝇营狗苟之
徒，不得辱及砥砺谦遇之夫。鄙人清白自矢，守身
如玉，勿以亢规之尘，来污我之心也。”

辛亥革命失败后，丁惟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协助孙中山改

组国民党，并长期主抓国民党的党务工作。1923
年，丁惟汾奉孙中山之命，在北京设立国民党华
北执行部。他与中共负责人李大钊密切合作，担
负起北方国民党的发展工作，1924年当年就发展
了14000名党员，仅山东一省新发展了2000多人，
由于北方发展的国民党党员数量所占比重最大，
后来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流传于世。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各派军阀乱作一
团之机，派兵搜查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
等几十位同志逮捕。当时丁惟汾恰好不在使馆，
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后马上报告了正要回使馆
的丁惟汾，他才得以虎口脱险，幸免于难。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丁惟汾成为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出任国民党
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职。但丁
惟汾对这位小自己13岁的政坛新贵的专制独裁
非常不满 ,对蒋介石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甚
至一度关门谢客，拒绝出席各种会议。虽然蒋介
石与他虚与委蛇，嘴上以“七哥”(丁惟汾在堂兄
弟中排行第七)相称，心里却对丁惟汾心存芥蒂，
后来干脆免去他的党部秘书长一职。

1930年，丁惟汾得意门生王乐平因组织国民
党改组派和策划军事倒蒋而被蒋介石暗杀，丁惟

汾渐渐趋向于自保。西安事变后，丁惟汾决心退
出政界，返回了日照老家。但不久，七七事变爆
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丁惟汾又辗转到了
重庆。居渝期间，他虽然有国民政府委员等一连
串头衔，却也只能租住在简陋的、挨着臭猪圈的
民房里。孔祥熙觉得这样有失蒋总统的脸面，这
才让他搬到了“林园”。

作为一个经历了血雨腥风的革命者和文人，
丁惟汾厌倦了官场，他经常对人说，女子最好学
医、男子应当学工科，不要成为官场中尔虞我诈

的政客。丁惟汾国学素养深厚，抗战期间，他秉承
家学，潜心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毛诗韵律》、《尔
雅古音表》、《俚语证古》等专著，约50余万字。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大员都在忙着
为退守台湾作着各种准备。中共领导人想方设法
挽留丁惟汾。据丁惟汾的女婿黄万里回忆，潘汉
年委托自己劝岳父不要去台湾，但黄万里觉得潘
没有把话说明白，如果岳父留下来，安全会得到
怎样的保证。倘若留在大陆，最后没有安全，他承
担不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他最终没向岳父转达
潘的话。

陈毅也曾托丁惟汾的亲侄儿丁君羊捎信说，
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
丁惟汾的女儿丁玉隽说，父亲是一个很讲义气、
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曾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门
生故吏遍布党政军各个部门。他要留在大陆的
话，他手下那批人将来到了台湾肯定没有出路。
他不去台湾，他们怎么办？丁惟汾最后还是去了
台湾。那年，他76岁。

建国初期，陈毅谈到丁惟汾时，曾不无感慨
地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
方？”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与饶
漱石、赵尚志等三十多人被张学良逮捕。丁惟汾
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请谭延闿、何应钦施以援手，
另一方面乘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之机，亲自找张学
良说情。“九·一八”事变后，丁惟汾又派人携重金
去东北活动、营救。这样，三十多人都在同一天交
保获释。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还专
门前往“林园”看望了丁老先生。1954年5月12日，
丁惟汾在台北郁郁而终。

青岛，何以成为美国海军基地
□ 张晓言

■ 群贤毕至

■ 文化头条

“唯丁是赖”丁惟汾
□ 黄晋君

无论做什么事，只有方法正确，才能成功。
战争不仅是件极为复杂的事，而且是变化无常、
诡谲迭出之事，战略方法不正确是不能取胜的。
所以历代将帅都很重视《孙子兵法》的学习。

孙膑在其兵法《篡卒》篇中说：“恒胜有
五：知道，胜。”又说，“恒不胜有五：不知
道，不胜。”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知道者胜”
的思想。

怎样才算是“知道”呢？
孙膑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这就是

说，能在战略上，战前就有把握胜利的人叫知
“道”。道是战争中的客观实际和战争规律。只
有了解战时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遵从战争规
律，作出正确的战略部署，才能战胜敌人。

公元前354年，魏伐赵，魏将庞涓围困了赵都
邯郸。赵国危机，求救于齐国。

齐威王以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率军八
万救赵。田忌欲率兵往邯郸，孙膑说：“解开杂
乱的线团，当明其纠结所在，以手抽解之，而不
能用拳去打击它；救斗者不参与打斗。”这是说
不要直接到邯郸去参与赵魏两国的战争。接着
说：“今魏围赵，魏国的精兵锐卒一定都到赵国
去了，我们不如引兵直奔大梁(今开封)，据其街
路，冲其方虚，魏必释赵而自救。”这是《孙子
兵法》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战略方
法。

田忌听孙膑之计，率军直奔大梁。魏惠王急
调庞涓回国。围困数月刚攻下邯郸的庞涓来不及
休整部队，便率疲惫之兵回国击齐军。

齐军在到达桂陵(今河南长垣县)时，田忌听
孙膑之计分出齐军精锐埋伏于魏军的必经之路，
大军仍奔大梁。庞涓迫于君命回军大梁，到达桂
陵时突遭齐军伏兵袭击，奔大梁的齐军也回转齐
击庞涓的疲惫之师，庞涓险些丧命，齐军大获全
胜。

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之战。齐军伏兵于桂
陵是“以逸待劳”,齐军“围魏”的救赵战略方法
是正确的。

过了13年，魏又攻韩，韩国求救于齐，齐答
应出兵，但行动迟缓。魏连克韩五城，又围困了
韩国的都城，齐国才出兵。齐宣王以田忌为将，
以孙膑为军师，直取魏都大梁。魏将庞涓听到齐
军“直走大梁”的消息后立即率军离开韩国回大
梁，到大梁时齐军已经撤兵西去。

孙膑对田忌说：“魏等三晋之兵素来凶悍勇
猛而轻视齐军，齐兵号称怯战。善于指挥的人要
因循敌人的错误认识而以利引导其犯更大的错
误，因其错误而战胜敌人。”又说，“兵法：百
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军，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
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
为三万灶。”孙膑的战略方法是因循魏军认为齐
兵怯战的认识，做出齐兵害怕魏兵而大量逃亡的
假象，向魏军“示怯”，引导“趣利”的魏军追
击“齐军”，从而分化魏军，最后把“百里而趣
利”的魏军消灭。

庞涓追齐军到魏国东境后，大喜，说：“我
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
庞涓果中孙膑的“示怯”之计，“乃弃其步兵，
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追到齐国马陵时，庞
军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齐军万弩射死，魏太子申
被俘，齐军大胜。

孙膑因此名显天下，《孙子兵法》、《孙膑
兵法》天下流传。

齐军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孙膑的战略部
署既建立在对魏军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又符合
兵法。而庞涓之所以失败，是他不了解齐军，他
自以为“我固知齐军怯”就是一个大错误，在这
个错误认识下所采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不然，
魏军不会如此惨败。

只有认真学习兵法，做到“知道”，结合实
战，掌握战争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法，
才能争取到战争的胜利。

怎样才算“知道”
□ 吴名岗

■ 兵学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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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于岸青

丁惟汾

上一：1946年3月20
日《民言报》有
关报道

上二：1949年1月20
日《大民报》有
关报道

右：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六师登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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