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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始末》

内容概要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
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
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
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
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他们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给汪精卫卖
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也给还留在抗战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以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
路！    本书作者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在书中力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
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
时代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    本书包括：书生论政
而犹是书生；“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抗战初期的和平活动；汪精卫
出走；上海谈判与高陶脱离；“汪日密月”之揭露；再看汪日谈判会议；香港两年；二次脱险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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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始末》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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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始末》

精彩短评

1、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说的是汪精卫
2、继续汪伪政权史探寻
3、其实有些篇幅稍长了点，对比过新版，加了船津工作一节，还有高宗武回忆录出版一章
4、急于为家人辩白的色彩太浓。叙事极不客观。关键处含糊其辞。
5、民国的历史读物都很有趣，很厚但是不难读的书，之后会附读书笔记
6、该书的作者是陶希圣的儿子,美国的水泥工程专家。此书对汪精卫时代的高陶事件做了深入的探讨
，里面不乏惊心动魄的细节。让我阅读到深夜仍不忍撒手。现在高宗武的深人虎穴在台湾也出版了，
大陆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我电话问寻广西师大出版社，对方说还没有出版。奇怪的是，我
在网络上看见了这本书的书号。我期待着高的回忆录。另外，范泓的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
人对高宗武和陶希圣都有介绍，诸位可以结合起来阅读。顺便说一句，范泓的书也写的很好。再顺便
说，我最信赖的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

Page 4



《“高陶事件”始末》

精彩书评

1、起这个名字的缘由，一方面因陶恒生在叙述“高陶事件始末”的时候，不时提起其父陶希圣以一
介书生之理想和热情，希望以“和平解决”的方针以保中国千万人之性命，而后复国有望。另一方面
则是想到了周一良先生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读来陶希圣与周一良倒也有些相似。周一良先生原
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也是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的接班人。可是之后，他投入“知识分子”改造的洪
流之中，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一次陈寅
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口述文章，托人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
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
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
温馨。”周一良的请罪之言让人读来唏嘘不已。陶希圣先生也是怀着自己认为有益于国家民众的一腔
热血和政治理想，最后却险些成了通敌叛国的汉奸。他对自己也是一番嘲弄：“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
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晚年对此事也是耿耿于怀，悔恨交加。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
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
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
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从来对汪精卫是否是汉奸的争论甚嚣尘上，对高宗武和陶希圣的突然转变的
猜测也颇多，通过此书，我们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首先对汪精卫是否是汉奸，此书的立场非
常明确，汪精卫就是个卖国汉奸。作者陶恒生在描述其父陶希圣心路历程的时候，笔端间有意无意地
强调陶希圣的某种卖国行为是被汪精卫牵着走的。虽然陶希圣意识到汪精卫的行为不妥，有卖国之嫌
，但出于读书人“知遇之恩当以死报”的性情，一直跟随着汪精卫。作者虽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不为
亲者讳，力求秉公持正，但这番言辞是否为父洗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对于汪精卫其人，作者在书中
是这样评价的：汪精卫风度翩翩，感情丰富，口才便给，文笔优美，是个才子型的人物，却绝不适合
搞政治。政治人物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细密的规划能力、敏锐的分析嗅觉和冷静应变的功夫。汪精卫
在这方面似乎多所欠缺，甚至往往易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试看他早年谋刺清廷重臣的一幕，他不
听孙中山、胡汉民的劝阻一意孤行；勇气诚然十足，而其规划不慎则形同儿戏，事败几乎丧失性命。
再看他后来与政敌之间的种种纠葛，其表现一是立场不够坚定，言论变化无常；二是遇到挫折就辞职
出走，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1911年至1936年20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6次之多。如此意
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依据作者所言，汪精卫身上体现了
知识分子的弱点，空有一腔热血但是缺乏冷静和规划，遇事优柔寡断，办实事时稍有困难就退缩等等
。陶希圣身上亦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序言中，陶先生的学生何兹全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爱面子、
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正是因为他重感情，虽在后来与汪思想不同，但抹不开情面，仍去了上海
。对于陶希圣随汪去沪有种种臆测，有“卧底说”、“叛国获利说”和“抗战前途悲观说”等等。其
中“叛国获利”说最不能苟同。1930年代，陶希圣在学界和政界都春风得意，若他为一己之私，放弃
在学政界已有的一片天地，而去铤而走险，以出卖国家换取不确定的利益，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对抗
战前途悲观的说法，应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
低调俱乐部”和“艺文研究会”。他们认为持续抗战是不切实际的，只会死伤更多，耗尽国力，对于
当时甚嚣尘上之抗战言论为不负责任的“高调”，汪精卫亦发表了一番言论即：“大家要说老实话，
大家要负责任”。一群知识分子在这里谈论“和平运动”，探讨时政。唐德刚先生形容这些团体聚会
之人是“臭味相投”，其态度可见一斑。虽然舆论对这些知识分子极为不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
只是以另一种政治主张希冀挽救中国，纵然结果不堪，其初衷当值得肯定。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
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1938年底“艳电”发表以后，关于汪精卫的去向问题，陶希圣屡
屡与汪推心置腹，劝其不要赴日，提醒汪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在两国仍在交战的今日，汪的赴日，
一般国民会怎么看? 他说现在情况下的访日，决不能与议和之后之访问相提并论，他提醒汪精卫爱惜
自己的羽毛，绝不能忽视人们对自己的基本评价。陶希圣推心置腹的话完全无用，1939年5月31日，汪
精卫赴日，同行的队伍里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没有陶希圣。说明此时陶希圣已经由汪的心腹
到被边缘化。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
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
“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
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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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始末》

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
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们力劝汪兆铭不要
签字,退出和谈,绝不继续谈判。但汪兆铭已经完全被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高、陶对汪兆铭已讲不
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
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
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
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最终权衡再三，几经彷徨，二人逃离汪
的控制，将其与日密约昭告天下。他也自此明白，除了抗战，别无退路。陶希圣的一生着实让人感慨
，也许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名垂千古，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食货》治史方法的提倡他都可做开
山之人。可是他从了政，以读书人的理想和抱负想要拯救国家，却走向了深渊，幸好迷途知返，不致
骂名流传。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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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始末》

章节试读

1、《“高陶事件”始末》的笔记-读史使人睿智

        重读《“高陶事件”始末》，念念不忘者有三：一是唐德刚先生序；二是陶氏感谢杜月笙和万墨
林侠义解救陶家；三是陶希圣先生《八十自述》。

1）唐德刚序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
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
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
，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
查5000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
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
，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
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
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俄日瓜分中国，制造第二波兰

但是朋友们，天下事也往往确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处，那倒是绝对的民族危机呢。我们读戊戌
变法史（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册），知道那位可敬可爱的光绪小皇帝，在读过康有为给
他的小书《波兰亡国恨》，而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可曾想到，在我们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的祖国
却很可能变成波兰第二？朋友，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小说上的故事吗？且让我们来检察一下这故事
的来源，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有无可能？

在抗战初期，我国独立作战的最艰苦阶段，顾维钧先生以他在当时国际间最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参
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和国际外交官的鸡尾酒会。以他数十年刺探国际情报的经验，他知道在这些酒
会的闲谈中，各国外交官和武官们，往往在无意之中，酒后吐真言，会泄漏各该国最机密的情报。在
若干酒会中，他就故意找机会，去和苏联的大使们、武官们闲聊。某次一位苏联驻东欧某国的使节，
听过顾氏对他叙说，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提供中国的援助，超过所有其他援华国家的总和。因此，
没有苏联这项无私的援助，中国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国军民，对斯大林元帅的恩情，真是感
激不尽。

这位俄国外交官，听得飘飘然之后，不觉酒后吐真言：他说斯大林元帅，为着牵制日本，防其北进，
他要不顾一切地援助中国抗战到底。但是中国如果抗日失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蒋二人，抗
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斯大林元帅的下一着棋，便是迅速与日本妥协。随之苏军将由蒙古新
疆两地，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侵入中国，尽占中国西北、西南各省，与日本把中国一举瓜分，使中
国变成“波兰第二”，云云。

顾公告我，他骤闻此言，直如冷水浇背。但他还是控制住，他作外交官的情绪，和那位俄国外交官，
嘻嘻哈哈，欢乐地在酒会道别。“顾博士，”我说，“您可曾向重庆报告此事？”顾说，兹事体大，
他还要从不同的外交管道，来加以“Confirm”（证实）。后来他果然从另一些苏联、东欧和土耳其，
外交界的数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证实”，这确是斯大林援华外交的底牌。

我还是逼问顾氏，“您告诉蒋委员长没有？”顾氏的表示是，蒋公那时是不会向日本屈膝的。重庆也
不会失守。他认为此一情报，事机不密，可能会变成谣言。而寻根究底，这谣言出自中国驻法大使馆
，那就不好了。他显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时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报，原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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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始末》

要的。但是我却劝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纪录下来。顾也同意了。我记得我是把和他说话的各国外
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时间和地点，都作了详细的录音。但是这些记录，在已发表的顾维钧回忆录中，
可能都被当年删订人员，误认为是无稽之谈，或只为节省誊录和打字费用，给全部删掉了。顾公辞世
后，这故事就死无对证了。

2) ［陶希圣］年少时喜渎史记及汉书的游侠传，最推崇西汉的游侠剧孟、郑当时两人；他在《侠士报
国之义举 -- 为万墨林先生寿》文中：特别略说这两位大侠的行事：

汉初，洛阳人剧孟以侠著名于社会。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起。周亚夫为太尉，乘传车东行，至洛
阳，见剧孟，大喜，说道：“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不能为。”当时，东南半壁反抗朝廷。
首都长安之列侯从军，向商人贷款。商人以为关东战事成败未可知，不肯放钱。只有母盐氏出捐千金
，贷子列侯，得以领兵参战。在这种艰困忧患的形势之下，大将军得一布衣，好像得到一个敌国，并
以剧孟的向背，预测吴楚的成败。

景武时期，风格最高超的大侠是郑当时。郑当时初为太子舍人，每5日休假，在长安四郊置驿马，招
待宾客，夜以继日，常恐不周。后为大司农，门下客至，无贵贱皆留，执宾主之礼。郑当时不置产业
，招待宾客不过一盘菜饭。但是他向朝廷推荐才能，惟恐不及。他与宾客部属谈论，只要听见一句好
话，必上达朝廷，惟恐其迟。自名公巨卿，至士子凡夫，无不称道郑庄。有一次，朝廷派他视察黄河
缺口。他请假五天，以便整理行装。武帝说：“吾闻郑庄千里不奢粮，治行者何也?”由此可知郑当时
在社会上交游之广阔，声望之崇高与影响之重大。

这就是祝寿词中‘球剧孟”、“慨郑庄”以喻杜月笙、万墨林两先生为当代游侠的寓意。父亲慨然于
幼年在书本上所崇拜的游侠，竟在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上出现。他继续写道：

幼年在书本上敬爱的人物，至中年竟在社会上获得实际的印证。西汉的贤豪竟复活于二千年之后的现
代社会。抗战期间，我一家人辗转南北东西，遭遇危难困苦。在日军占领区，及其他为政府权力所不
到之处，杜月笙先生领导的恒社，无所不在。恒社友人在上海、广州湾、以及由九龙大浦、至沙鱼涌
、惠阳等地，随时随地给我和我的家属以照顾与资助，使我们得以逃脱日本宪兵与所谓“76号”的禁
制、追捕与迫害，而返国门，获自由。由此因缘，我得以知遇万墨林先生，从他所得的助力特多。
 
3）［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
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
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
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

推荐阅读：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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