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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的人
———外交家、蘇聯駐廣州副領事 А. И. 哈西斯

В. Г. 達旗升　 戴建兵

［提　 要］ 　 俄羅斯外交家和信息員 А. И. 哈西斯死於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任內，他的個人經歷

也反映出時局的複雜性和矛盾性。 除了外交官的工作，哈西斯還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衛國戰

爭。 他曾就讀於軍事院校，後調任外交工作，來到中國。 至今哈西斯的個人經歷尚鮮有研究，探察

這個歷史人物的命運，也有助於揭示他所處時代的錯綜與糾葛。

［關鍵詞］ 　 哈西斯　 蘇中關係　 共產國際　 廣州起義

［中圖分類號］ 　 K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88⁃06

一、關於 А.И.哈西斯研究的現狀

1920 年代是蘇中關係史上既複雜又充滿矛盾的時期之一。 在此期間，新的俄羅斯國家誕生

了，它在世界革命和新的社會主義體系中起著核心領導作用。 處於“蘇聯利益”中心地位的中國也

建立了新的民族國家。 在這方面，“新世界的建設者”同時也是事件的參加者，他們被革命時代推

到了政治前沿，引起了學者極大的研究興趣。
蓬勃的革命活動吸引了大批的人。 1930 年代蘇聯的政治鎮壓幾乎涉及了所有與中國有過關

聯的人員。 因二戰時期國家之間的對抗，忽視了戰士們為世界革命鬥爭的貢獻。 於是，在 20 世紀，
大量的 1920 年代蘇聯外交家和信息員的名字或者被遺忘，或者極少被提及，他們尚未引起相關研

究人員的關注。 對這一時期的外交家日常生活細節的探究，使我們不僅僅能更加深入地瞭解政治

問題，還能更加深入地瞭解當初的歷史真相。
哈西斯是當時積極參與革命事件的典型代表人物。 這個名字之所以被後人記住，是由於他作

為蘇聯駐廣州的副領事，在工作地點被逮捕並處決。
蘇聯歷史文獻中儘量迴避 1927 年 12 月廣州事件，對哈西斯更沒有任何描述。 在 C. A. 達林的

回憶錄中提到：“廣東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動起義，並成立了廣州公社”。 起義最終被鎮壓了，但
是蘇聯漢學家和事件的參與者們卻從未提及蘇聯外交官死亡的事實。①1920 年代中期在上海工作

過的蘇聯漢學家們的回憶錄裡，也沒有提到過曾在此擔任要職的哈西斯。②比如：蘇聯歷史上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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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В. К. 布柳赫爾 1926～1927 年擔任國民黨顧問的工作情況，卻沒有提到處決蘇聯外交官一事。③

現代歷史文獻中，研究了莫斯科對待 1926～1927 年廣州革命發展所持政策的問題，但作者們對 12

月事件和哈西斯本人都未曾有隻言片語的描述。④

目前學者們對哈西斯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有初步瞭解。 比如：漢學家 В. Н. 烏索夫在研究成果

的注釋中曾提及哈西斯簡短的生平，從 1916 年加入聯共（布）到 1926 年赴廣州任職。⑤的確，在有

重大研究價值的《20 世紀 20 年代在中國的蘇聯情報工作》一書中，烏索夫僅僅提到過哈西斯一次，
談到了他被處決之事。 記載 1920 年代蘇中關係的大量論著，甚至在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 М. В. 克

留科夫和 А. В. 潘佐夫的著作中，對廣州 12 月事件和哈西斯的名字都隻字未提。
中文方面記錄哈西斯（何錫思）的資料很少，較容易找到的目前有三種。
一是《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

哈西斯（A. H. Xachc, 1894⁃1927） 　 俄國人。 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1925 年 2 月

奉派來華，歷任駐上海、漢口和廣州副領事。 1927 年 12 月國民黨軍隊藉口鎮壓廣州起義

而襲擊蘇聯領事館時遭殺害。⑥

二是摘自於蘇聯《真理報》1927 年 12 月 22 日報道⑦的《廣州起義中犧牲的五名蘇聯領事館人

員簡歷》：
阿勃拉姆·伊薩科維奇·哈西斯生於一八九四年，一九一六年入黨，十月革命後加入

紅軍，擔任過幾年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後離開紅軍，被派到軍事學院東方系學習，一九二

四年畢業。 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哈西斯同志在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工作。 一九二五

年二月，他被任命為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秘書，爾後任蘇聯駐漢口總領事館秘書。 一九二

六年十二月，哈西斯同志被任命為駐廣州副領事。
三是徐元宮《1927，廣州起義中的蘇聯因素》⑧一文中的相關記述，本文摘錄如下：

廣州暴動期間擔任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的聶榮臻在 1978 年夏天回憶說：“暴動的決

定雖然是省委會議通過的，但實際上策劃的靈魂是德國人威爾曼（是共產國際派來指導

暴動的代表，一共派來三個，有一個叫何錫思，是位蘇聯將軍，在背後指揮，沒有出面，廣州

起義失敗後，國民黨抄了蘇聯領事館，何錫思被捕後犧牲了。 另一個名字記不起來了）。
這個人是不講具體條件的十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聶榮臻這裡所說的“威爾曼”就

是諾伊曼；“何錫思”，是指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 А. И. 哈西斯。
……後來反動軍隊集結反撲進城時，廣州起義軍匆忙撤退，又未及將撤退命令傳達到

所有的單位，致使不少單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 結果 5700 多人遇難。 蘇聯駐廣州

領事館也遭洗劫，領事館裡的所有人員，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悉數被捕。
蘇聯駐廣州領事波赫瓦林斯基回憶，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是在 1927 年 12 月 13 日晚上

8 點左右，領事館裡的所有人員都遭到了逮捕。 “還是那個軍官依次點了烏科洛夫、伊萬

諾夫、馬卡羅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國人，其中包括一名婦女和小孩的名”。 而那些俄國

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綁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俄國共產黨分

子，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處治他。’他們身背這些牌子被帶往城裡。 大街上一幫被起義惹怒

並嚇壞的商販欣然響應牌子上的號召，一路上盡向他們投擲東西，打他們，用小刀刺他們，
向他們身上吐唾沫等等。 他們就這樣走了一俄里半，來到了公安局大樓前。 在那裡的廣

場上，他們的痛苦終於結束了———他們被槍殺了”。 屍體很長時間都沒有被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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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波赫瓦林斯基上述回憶中列舉的四位蘇聯外交人員外，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副領

事 А. И. 哈西斯也慘遭殺害。
國民黨軍閥的暴行激起了莫斯科的極大憤慨，1927 年 12 月 23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

定：“將擁護國民黨軍閥的中國反革命分子（學生和其他人）逮捕和監禁起來，直到華南領土上的所

有蘇聯公民被釋放為止，此後將他們驅逐出境”；“關閉和撤走所有經濟機構，包括蘇聯消費合作社

中央聯社和蘇聯商船隊的機構”。
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指示電：“建議採取最強有力的行動

來反對中國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殺害蘇聯駐廣東代表的暴行。 必須舉行群眾集會、示威遊行和在

英國、日本和美國領事館前遊行。”口號是保衛中國革命和蘇聯。

二、美俄兩國的相關資料研究

最初，查閱未曾收入學術書刊的檔案文件時，我們得以詳細地瞭解哈西斯的個人生活和工作情

況。 在國外檔案中比較有研究價值的是來自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資料，此檔案材料信息來源的珍

貴特點在於，目前其他研究成果中對此都沒有涉及。 這使得我們對哈西斯在蘇聯外交史中的作用

和當時發生的事件有了新的認知。 總之，可以說，此檔案館收藏的文件構成本文研究的支撐材料。
其次，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的文件也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資料。 在館藏 2306，目

錄 60，43 卷中，介紹了哈西斯的個人情況，從中可以初次詳細瞭解他的工作和家庭狀況。 應該指出

的是，儘管檔案館收藏了許多資料，但是檔案文件還是太少了。 我們盡最大可能利用這些有限的資

料揭示當時發生的歷史真相。
1894 年 12 月 19 日，哈西斯生於葉卡捷里諾斯拉夫斯基省新巴甫洛夫卡村。 因為檔案沒有記

錄，所以無法知曉他的出身。 他畢業於新巴甫洛夫的一所鄉村中學，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保存有

他的履歷表，這是他獲得中學教育的佐證材料。 檔案中有關他個人的情況介紹：他從小就喜歡軍

事。⑨哈西斯立志參軍。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時，哈西斯在薩馬拉服役，後來擔任部隊政委。
在給莫斯科省立法院院長的親筆信中，談到了由於支付撫養費所欠下的債務，哈西斯寫道：

“從 1917 年到 1920 年我一直在前線，起初在赤衛軍，然後在紅軍服役，未能對前妻和兒子給予任何

生活幫助，他們生活在烏克蘭，而我在東部戰線和突厥斯坦（哈薩克斯坦城市———譯者注）前線

作戰。”
1916 年他決定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哈西斯最初只是在紅軍的國家機關裡工作，擔任各種

不同職位。 1916 年 2 月他離開機關，從 4 月 1 日起開始擔任軍職，任薩馬拉政府總教育局軍事管

理部門副長官。 4 月 22 日起，維捷布斯克部隊政委的任命書，證明哈西斯擔任政委職務，並且還給

予他很多權力，以便與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反革命分子作鬥爭。 哈西斯入黨並在總教育局

工作兩年後，1918 年被任命為斯摩棱斯克步兵師師長，後來擔任突厥斯坦前線部隊政治部主任，扎
沃爾日斯基軍事區就是以此為基礎創建的。 監督管轄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薩馬拉其他管理機構的，
都是權威的人士，其中就有哈西斯。 由於工作積極，1920 年 11 月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局給哈西斯

頒發了委任狀，賦予他對紅軍和海軍博物館的行政和管理權力，任命期到 1921 年 11 月 9 日。 按照

政府的命令，哈西斯被任命為博物館事務管理委員，他負責博物館的一切工作，保護展出的陳列品。
服務機關也列入他的管轄內，這些機關有義務協助哈西斯工作。

在薩馬拉時，哈西斯積極參加省內的事務工作。 不僅解決了許多軍事方面的問題，同時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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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薩馬拉居民的活動。 他加入了與當地俱樂部領導的合作組織，在群眾集會上發言。 在薩馬拉工

作期間，哈西斯對當地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 毫無疑問，這段時間哈西斯的職位、包括軍銜都得到

快速提升。
1922 年，在薩馬拉工作期間，哈西斯考上了伏龍芝軍事學院。⑩學校用外語授課。 在哈西斯的

畢業證上寫著，他掌握了兩種語言：日語和英語。 但是，他的語言水平以及是否使用過這兩種語言，
以前無從證實。 但從美國收藏的他的相關檔案中大量的英文文件來看，他至少精通英文。

除了學習外語，哈西斯在學校還學習了政治經濟學、遠東歷史和地理、西方政治史、領事法和國

際法等超過 14 門課程。 1924 年 8 月 1 日，哈西斯畢業於伏龍芝工農紅軍軍事學院東方分校。 在

兩年的學習中，他接受了東方學專業高等專科教育。 眾所周知，該校的畢業生都掌握專門的知識，
首先是吸收到情報機關工作。 學校給東方學專業分部特殊使命，培養軍事和外交問題的多方面專

家。 在考上軍事院校之前，哈西斯瞭解並精通許多軍事和戰略問題，具備第一次世紀大戰前線的作

戰經驗，這些有助於他順利畢業。
軍校畢業後，哈西斯在 8 月 15 日得到了去索契休假 60 天的機會。 學校提供交通等所有費

用。10 月 17 日，休假回來之後，哈西斯被列入外交人民委員會認定的後備力量儲備名單中，擔任

顧問助理的職務。 從這時起，哈西斯的工作環境產生了變化，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外交人民委員會

的工作之中。
在工作和學習期間，哈西斯成立了家庭。 1916 年他和索科洛夫斯卡婭·金達·麗波芙娜結

婚，生了兒子菲利普。但是，由於常年出差在外，1917 年，他們的婚姻破裂，哈西斯需要支付給前妻

撫養費。 離婚後雙方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索科洛夫斯卡婭多次寫信抱怨哈西斯不支付兒子的撫

養費。 哈西斯在給莫斯科州主席的信中，詳細地說明了情況，他寫道，自己已及時支付了所有的撫

養費。 法庭對待這種家庭糾紛，站在了哈西斯一邊，對事實真相並沒有追究。
後來哈西斯和前妻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複雜和緊張的狀況。 他對孩子的生活也曾過問，有幾

次還把兒子接到身邊。 1918 年，他最後一次申訴的材料裡，建議把 8 歲兒子的撫養權轉給自己，因
為當兒子菲利普跟他生活時，一切開銷要少得多，而跟著母親索科洛夫斯卡婭則花費太多。 無論在

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檔案材料提到哈西斯拒絕支付孩子的生活費，或者完全拒絕撫養孩子。
1924 年哈西斯再婚，第二任妻子叫亞力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卡盧金娜，後來使用夫姓。

她的有關情況目前幾乎沒有記錄，只知道，一年之後他們去了莫斯科生活，1925 年 1 月 8 日，他們

向婚姻登記處提出離婚申請，原因不詳。 但是，在申請離婚期間，哈西斯積極地從事外交人民委

員會的工作，經常出差，離婚是他主動提出的。

兩次婚姻失敗的原因很難說清楚。 哈西斯軍事職位上升的很快，掌握了更多權力，但同時責任

也更加重大了。 常年在軍隊的工作，隨時出差佔據了哈西斯大部分的時間。 他很少談到個人生活，
只能從他私人的文件中可以看到隻言片語。

三、А. И. 哈西斯在中國

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之後，哈西斯的仕途發生了重要的轉折。 研究他在遠東方面的活動

時，需關注到他外交家的身份。 1925 年 2 月，他將面臨複雜的新任務，到蘇聯駐中華民國的外交領

事館工作兩年。 他曾擔任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秘書，1925 年 4 月至 1926 年 12 月任漢口領事館秘書，
從 1926 年之後，職位是廣東副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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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西斯赴任之前，在廣州有大約 40 名蘇聯軍事顧問，但局勢是緊張的。 1926 年春天，蔣介石

和蘇聯軍事顧問及外交官之間的關係已經出現裂痕。 在一名蘇聯軍事顧問程強（音譯）將軍的日

記中寫道：“3 月 20 日發生了嚴重的事件，蔣介石下命令，包圍了俄羅斯顧問和以 А. С. 布勃諾夫率

領的俄羅斯委員會的住所，他們剛到廣州，還解除了衛兵的武器。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第二隊的

2、3 大隊把我們包圍住，事件的根源是‘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命令逮捕所有的共產黨員，巡洋艦政

委被打死，但是蔣介石旋即就明白，這件事做得太過火了，於是在當天開始平復事件的影響，撤走了

包圍的部隊，歸還了衛兵的武器。 按照羅加喬夫的命令，我把 А. С. 布勃諾夫率領的俄羅斯委員會

從逮捕中解救出來”。

由於 1920 年代的複雜軍事政治局勢，蘇聯與中國的關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哈西斯積極從事

各種組織工作，這些對廣東領事館發展非常關鍵。 為了揭示事實真相，他做了大量的調查。 哈西斯

調查分析了 1925～1926 年廣東事件，外交人民委員會把文件材料送交到北京，但這並沒有能夠提

供完整的當時在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真實情況。

哈西斯到廣東任職後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蘇聯駐廣東領事館的代表處的作用。 哈西斯在廣

東時，注意到蘇聯許多外交方面的一系列變化，正在中國產生影響。 他最先察覺到，貿然決定由博

羅金（又譯：米·馬·鮑羅廷）取代對中國事務有決定權的西納耶夫，兩國實施和平相處政策，根本

沒有任何益處。
1926 年，哈西斯的主要工作任務是與中國各種勢力確立正常聯繫。 保持友好關係特別重要，

因為當時廣東各種政權更替趨勢逐漸加劇。 在連續兩年裡，哈西斯一直在解決由此產生的相關

問題。
關於哈西斯在北京的生活也描述極少。 從他每個月的彙報中可以得出結論，在生活方面並沒

有給予他特別的優待。 總領事館就設在蘇聯代表團居住地。 哈西斯和他的同事們不止一次地提交

報告，希望擴大總領事館的工作面積，因為只有一個房間，在此接見中國代表團實在是擁擠不便。
在上海和漢口工作時，他的月薪是 300 盧布。 跟以前一樣，薪水的一半寄走，用於支付正在成長的

兒子的撫養費。
毫無置疑，在廣州哈西斯是有著雄心大志的。 他著手把總領事館的發展推動到新的高度。 他

的任務之一是樹立並提高蘇聯政權在中國領導人中的威信。 他的任務還有蒐集和研究廣東省的資

料。 蘇聯政府對他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他的職務多次升遷。

但是，儘管哈西斯在中國工作積極，成績顯著，但各種勢力實行的政策，造成了許多條件限制。
由於國民革命軍將領們和中國南方一批軍事顧問之間的關係也很複雜，導致在廣東工作的蘇聯軍

事顧問舉步維艱。
1927 年，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試圖恢復在廣州的影響。 此時，莫斯科正在召開聯

共布十五大。 12 月 13 日發生了反對國民黨的起義，上海方面也都知曉此事，12 月 9 日國民黨領導

人之一汪精衛給曾任孫中山貼身侍衛、國民黨左翼將領張發奎的電報中說：“蘇聯領事館是共產黨

的大本營，我們期待著你們去搜查和驅趕蘇聯領事”。起義提前舉行，隨後被鎮壓了。
12 月 13 日晚，蘇聯領事館全體成員，包括家屬一起被捕。 14 日被捕者中 5 人被殺，其中有副

領事哈西斯。 此後，全廣州都散發了印有這 5 人屍體照片的傳單，上面寫著：“1927 年 12 月 14 日

處決了 5 個俄羅斯人。”

蘇聯駐廣州領事館 Б. А. 波赫瓦林斯基倖免於難，他曾負責收集信息工作，是遠東共和國駐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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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總領事，他回國後，描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幾乎所有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

情報機關工作人員，包括 Б. А. 波赫瓦林斯基，1938 年初在蘇聯都被處決了。 著名的研究人員 В.

Н. 烏索夫寫道：“大部分在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工作過的信息收集人員、公使、共產國際的合作者，
沒有死在敵人手中，反而死於蘇聯的裁決和懲罰機構無中生有的指控。”像哈西斯這樣的事例非

常罕見，他沒有死在莫斯科，也沒有被自己的同志打死，而是死於工作戰鬥崗位。 然而，儘管他沒有

被劃入“人民公敵”行列，但他的名字在蘇聯外交史和情報史中鮮有提及。
軍事和外交使命是哈西斯一生的主要工作任務。 他認為，無論在任何歷史階段、在任何制度、

任何形勢下，外交使團都應該維護國家利益。 但是，哈西斯就像大多數革命時代的活動家一樣，並
沒有做好職業規劃，他去中國工作，有意識地迴避與日本相關的工作，而他在軍事院校學習時已經

學了日語。 作為新的蘇聯外交家，在道德品質方面，哈西斯不是個理想主義者。 至少，在中國領事

館工作時，他作為責任人，在處理個人的事情上也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忙於應對法庭的債務和

支付孩子的撫養費等。
蘇聯外交史非常複雜，積累了大量的經驗。 當然，1920 年下半年蘇聯和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分

裂，中國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之間矛盾的加深，是所有客觀原因的前提條件。 但是，在此不能忽視

對事件產生影響的個人方面的原因。 哈西斯個人生活的展示，得益於保存在美國和俄羅斯檔案館

卷庫中的資料，這些資料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 1920 年代的事件，並感受那個充滿矛盾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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