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 － 伊朗关系与瑞典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１ ９ １ ４ ）

陈立樵
￥

内 容提要 ２０ 世纪初 ， 英 国 与 伊 朗 都 面 临新 的 局 势 。 伊 朗 经 历 了 立 宪

革命 ，

政府衰 弱 ，
地方 治安难 以 稳 定 。 英 俄在伊 朗 划 分势 力 范 围 ，

北俄 南

英 的局 面成 形 。 由 于伊 朗 南 部存在 治安 问 题 ， 英 国在 此地存在 贸 易 利 益 ，

故催促伊朗 稳定秩序 。 １９ １ １ 年 ，
伊 朗 聘 用 瑞典军 事 顾 问 组织 宪兵 队 ， 维护

南部 治安 ，
引 发 了 英 俄伊 间 的 矛 盾 。 英 俄都 不 愿 其他 国 家借机 渗透伊 朗 ，

破坏原 有的 势力 均衡 ， 要求人选必须 出 自 欧洲 小 国 。 在活 动 范 围 上 ， 英伊

主张 宪兵队扩展至 北 部地 区
， 但俄 国 反对 ， 遂陷入僵 局 。 瑞典担心 其 军 官

陷入英伊俄 间 的 糾 纷 ，
主 动命 宪兵队 军 官 回 国 。 瑞典 宪兵 队

一 事 表 明 英俄

伊都欲维护 各 自 的 利 益 ， 《
１９ ０７ 年英俄协定 》 签署之后英俄关 系依然 紧张 。

关键词《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葛 雷 伊斯 沃斯基 维 苏克 ？ 道拉

瑞典宪兵队

— 前言

２０ 世纪初期 ， 伊朗 的恺加王朝 （ Ｑａ ｊ
ａｒ

） 中央政府衰弱 ， 在 经历 了１９０６

年立宪革命后 ，
不仅政局动荡 ， 也难 以管制地方部落 。 英 国长期 以来关注

着伊朗南部波斯湾至印度
一

带 的贸 易 活动 ， 若该地 区治安 良好 ，
英 国便能

稳固利益 。 对于伊 朗北方政治 中心 的事务 ， 英 国则 采取不 干涉政策 。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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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伊朗南部治安逐渐恶化 ，

甚至有英 国商人遭伊 朗人攻击 ， 令英 国倍感

困扰 。 在英 国的催促下 ，

１９ １ １ 年伊朗政府聘请了
一批瑞典军官作为军事顾

问
，
组织了瑞典宪兵 队 （ Ｓｗｅｄｉ ｓｈ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 ）

， 先在南部稳定 治安 ，
然后

再拓展至其他地方 。 不过 ，

１９ １４ 年 欧战爆发之际 ， 瑞典宪兵队 出现经费 问

题等 ，
运作困难 ， 伊 朗南部治安状况 的改善有 限 ， 英伊两国 都思索着宪兵

队 的事情该如何收场 。

在英伊的外交关系里 ， 俄国 的角 色举 足轻重 。 自 １９ 世纪起
，
英 国在关

注波斯湾贸易 的 同时 ， 也与俄 国在伊 朗 争夺 势力 范围 。 于是 ， 英伊关系 之

发展一定需要顾虑俄 国 的意见 。 而英俄关系 有任何风吹草动 ， 也会影响伊

朗 内政。 １９０７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 英俄于圣 彼得堡签 署了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 Ａｎｇｌｏ
－Ｒｕｓｓ ｉ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１９〇７

）
，
将伊 朗北方划为俄国势力范围 ，

东南方

为英国势力范 围 ， 中 央则是 中立 区 。 协定 之主 旨就 是 ： 不 干涉 伊 朗事 务 ，

要维护伊朗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 。
？ 不少研究指 出 ， 在协议签署之后 ， 英 国

与俄国交涉伊朗 问 题时软弱无力 、 踌躇不前 ，
甚至没有 自 尊 ，

让俄 国借着

协定干涉伊朗 内政 。

？ 其实 ， 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俄国在伊朗北部政治中心 的

影响力 ， 英 国对伊朗 南部事务 的政策缺乏讨论 。
１９ １ １ 年之后主要在伊 朗南

部活动的瑞典宪兵队 ， 便是观察英伊关系 变化 的对象 。 本文探讨的议题是 ：

英 国介人瑞典宪兵 队之聘用 ， 宪兵队活动范 围又在伊 朗 中立 区 ， 这是否违

反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 英 国对伊朗 中立 区事务之介入有什么依据 ；
俄 国在

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 ； 伊朗是如何应对的 。

有关伊朗聘用瑞典军 事顾 问 的 研究 并不 多 ， 仅见 于英 国学 者 克罗 宁

（
Ｓ ｔｅｐ

ｈ ａｎｉｅＣｒｏｎｉｎ ） 的著作之中 。 克氏 主攻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后伊朗的军事

研究 ， 而且强调军队建立与军事发展属于伊朗
“

国家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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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伊 朗关 系 与瑞典 宪兵 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０ １

之一环
， 瑞典军事顾问 的议题属于克 氏研究之历史背景 ， 篇 幅较小 。

？ 英伊

外交 的层面 ，
是克氏没有深人探讨 的 。 另 外 ， 萨斐里 （ Ｆ ｌｏｒｅ ｅｄａ Ｓａｆｉｒｉ ） 的博

士论文 《南波斯火枪队 》 有几页 的篇 幅提及瑞典

宪兵队组成之缘 由与运作过程 ，

？ 但也非外交层面之陈述 。 本文试图从外交

研究 的角 度 ，
以英 国外 交档案 （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Ｏｆｆｉｃ ｅ

，Ｆ０ ） 为主 、 波斯文文献为

辅 ， 先后讨论瑞典宪兵队聘用前英伊俄三国 的关系 ， 聘用时所面临 的争议 ，

聘用后的成果与 困难 ， 以 及最后宪兵队之去 留 。 本文的研究 ， 有助 于读者

了解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 英 国对于伊 朗南部政策 之重心 ， 伊朗 面对强权

所采取的态度 ，
从而获得对英伊关系 另一层面的理解 。

二 《 １９ ０７ 年英俄协定 》 之签署

在 １ ９ １ １ 年伊朗组织瑞典宪兵 队 的过程中 ， 英 国的 角 色至关重要 。 而该

宪兵 队主要在伊朗南部活动 ， 并非英 国权力运作的 地 区 。 在 《 １９ ０７ 年英俄

协定 》 中 ， 伊朗南部 为中立 区 ， 英 国有主导权 的是东南 区域 。 理论上
， 伊

朗 ，
甚至俄国都不会 同 意英 国介入 中立 区 的事务 。 不过 ， 从协定 的讨论过

程来看 ， 英国在伊 朗南部的 主导地位 ， 其实英俄双方都 已经有过讨论 ， 而

且英 国在伊朗 中立 区 的 优势地位是先于协定讨论的 既定事实 ， 俄 国难 以

反驳 。

２ ０ 世纪初期 ， 英 国外交政策 有了 新的走 向 ， 不再走过 去
“

光荣 孤立
”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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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
１ ９０４ 年的英法协议 。 这个新 的外交模式 ， 其实是为 了应对德 国势力 的

兴起 。
１ ９ ０４ 年 日俄 战争发生 ， 俄 国失利 ， 次年国 内 又发生革命运动 ， 国力

衰弱 ， 外交路线 也有 所 改 变 。 １ ９０ ６ 年 ， 新 外长 伊斯沃 斯 基 （ Ａ ｌｅｎｘａｎｄｅｒ

Ｐｅ ｔｒｏｖ ｉ ｃｈ Ｉｓｖｏ ｌｓｋ
ｙ ） 就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上任的 。 俄 国对英 国表示 出友好 的

态度 。
？ 欧洲两强关系 靠拢也是为了压制德国的力量 。 １ ９０３ 年起 ， 德 国取得

奥斯曼帝国 （
Ｏｔ ｔｏｍ ａｎ Ｅｍｐ ｉｒｅ ） 的铁路利权 ， 即从柏林修筑铁路进入奥斯曼

境 内 、 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
Ｍ ｅ ｓｏｐｏ

ｔａｍ ｉ ａ
） ， 直抵 巴格达 （

Ｂａ
ｇ
ｈｄａｄ ）

，
其

支线往南可通往波斯湾 ， 可影响英国 的贸易活动 ，

？ 往北可接近俄国 与伊朗

接壤地区 。 对于英俄来说 ， 德国 在西亚地区 的扩张变得不容小觑 。 德 国所

产生的威胁 ，
再加上英俄外交方针之转变 ， 促使英俄 １９ ０５ 年起讨论如何消

除他们在西亚与中亚问题上 的歧见 ， 以专心面对德 国 。
？ 伊朗 便是英俄 两国

讨论 的重要对象 ， 俄 国表示没有要在伊朗进
一步扩张的意 图 。

？ 英国外交部

则强调英俄讨论伊朗 事务并没有 政治用 意 ， 只 是要停止两强 的竞争 状态 。
？

而且 ， 两强都同意维持伊朗的 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
？ 这也是 １９ 世纪 以来 ，

两强在伊 朗都 同 意的 政策 。 伊 朗政 府得知英 俄要协商在伊朗 的 利益 问 题 ，

担心这只对英俄有益 ， 而对伊朗有害 。
？ 但英 国驻伊公使强调 ， 英 国对伊朗

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变化 ，

？ 仍然尊重伊朗 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
？

１ ９０６ 年 ， 英俄开始明确划 出 各 自 的势力范围 。 英 国外交大 臣葛雷 （
Ｓｉｒ

ＥｄｗａｒｄＧｒｅｙ ） 主张 ， 俄国将 主导伊 朗 的西部与北部 ， 英 国则主导东部与南

部 ；
中间划 出

一个 区域 （ 即后面文件 中所称 的 中立 区 ） 对一般贸易活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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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０３

放 。
？ 俄外长也 同 意英方 的看法 ，

？ 他甚至认为 中 立 区 越大越好 。
？ 可 见 ，

英俄两 国都尽量要减少彼此势力 范 围直接冲 突的 可能性 ， 范 围广大 的 中 间

区域实具好处 。 除了强调划分 中立 区域之外 ， 英俄也考虑是否尽量避开政

治争议 ， 尤其是 因为伊朗特别担心英国与俄国会进行瓜分行动 。
④ 俄国驻伊

公使哈特维吉 （
Ｎ ｉｃ ｏｌ ａｓＧｅｎｒｉｋｈｏｖｉｃｈＨａｒｔｗ ｉｇ） 也担心伊 朗可能会 因为英俄关

系靠拢 ， 转而寻求德 国支持＃ 于是 ， 英 国 公使史普林莱斯 （
Ｃｅ ｃｉ ｌＳ

ｐ
ｒｉｎ

ｇ

－

Ｒ ｉｃ ｅ
，该公使之后于

１９０ ８￣１ ９ １２年担任英 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 ）主张 ， 英

俄都要限制在伊朗 的外交活动 ， 将之 限定在伊朗 的特定 区域 。 英 国 为 了 消

除俄 国的敌意 ， 可以 让俄 国 的势力范 围大一些 ， 而英 国 只要在伊 朗东南方

的小 区块 ，
得 以保障印度即可 。

？ 英国相当注重印度 的安定 ， 只要不波及 印

度 ， 政策都有调整 的空 间 。 此外 ， 英俄关注德 国对 两强协商的 态度 。
１９０６

年 １ １ 月 ， 俄外长刚结束访德 活动 ， 但他没有让德 国知道英 俄协商 的 内容 ，

毕竟这是英俄之间要 达成 的协定 。
０ 德国 表示不会反对英俄对伊 朗 的协定 ，

只希望能够让伊朗 门户开放 。
？

１ １ 月 １ ７ 日
， 葛雷拟了

一份协定草稿 。 内容大致是 ： 英俄尊重伊 朗主权

独立与领土完整 ，
也要维护伊朗 的 秩序与和平 。 所有 国家在伊朗 都有公平

的贸易与发展的机会 。 英俄两 国都承认彼此的 特殊 利益 ，
双方不介入对方

与伊朗 的关系 问 题 。
？ 双方也都 同 意不在对方的 范 围 内 向伊 朗 取得任何利

权 。
⑩ 不过

， 英国则希望在协定的正文之前 ， 特别 申 明英 国在伊朗南部法尔

斯省 （
Ｐ ｒｏｖ ｉｎｃ ｅｏｆＦａｒｅ ） 与波斯 湾的 特殊权益 。

？ 而且 ， 英 国外交部 主张 ，

伊朗首都德黑兰 （
Ｔｅｈｒａｎ ） ，

应该要特别划为 中立区 。
？ 因为伊 朗首都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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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俄国 的影响力之 内
， 就等于是增加 了俄 国在伊朗 的优势 。

？ 英 国驻俄大

使尼可森 （ Ａｒｔｈ ｕｒＮ ｉｃｏ ｌｓｏｎ ） 也认为
， 若俄 国在德黑兰有特殊优势 ，

以后可

能有权力否决英 国 在 中 立 区取得 的 利权 。
？ 英 国 在伊 朗 中立 区 的 利权 以

《
１ ９０ １ 年石油利权 》 （ Ｏｉ ｌＣ ｏｎｃ 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１９０ １ ） 为代表 。

？ 该利权让英 国得 以

在大半 的伊朗领土上开采石油 ，

？ 尽管当 时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
开采的

工程也还在进行之 中 。 故此 ， 葛雷认为 ， 除非英 国 改变想法 ， 否则在 中 立

区 的利权绝不能遭到否决 。

关于波斯湾问题 ，

１ ９０７ 年 ６ 月 ６ 日
， 葛雷再次 向俄 国 提到 ，

协定 前言

中应该写上
“

英 国在波斯湾的特殊利益应维持现状
”

这句话 。
？６ 月 底 ， 俄

外长终于回复有关波斯湾 的要求 ， 但他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 ， 协定 里没有

提到英 国在波斯湾 的特殊利益 ，
并 不代 表俄 国否定英 国在该地 区所拥 有的

优势 。
？ 俄国外长伊斯沃斯基 的立场是 ， 他并不想挑战英国在波斯湾 的特殊

地位 。 但是 ， 奥斯曼帝 国与德国 就不一定这么认为 ， 毕竟两 国都有插 足波

斯湾的意图 ， 若是在协定前言 中直接确认英 国在波斯湾维持特殊地位 ， 那

往后更大的 国际冲突将无法避免 ， 英 国 的要 求相 当具有争议性 。 因此
， 俄

外长觉得什么 都可以讨论 ， 就是不要再增添新的议题 。

？—周之后 ，
俄外长

仍旧如此坚持 ， 英国驻俄国大使尼可森担忧这事情陷人僵局 。
⑧ 葛雷也见情

况并无改变的可能 ， 便 向尼可森发布指令 ，
告知俄 国

， 英 国不再要求将波

斯湾特殊利益 写入协议之 中 ，
可是 俄 国必 须不 得质 疑英 国 在 波斯湾 的 现

状 。
？ 协商到最后 ， 协定 内文没有指明英 国在波斯湾有特别优势 。 于是 ， 英

国在波斯湾的优势属于两强之间 的 默契 ， 而 且不 至于让其他强权觉得在伊

朗发展的机会完全让英俄排斥 ， 避免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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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０５

此外 ，
有关伊朗 中立 区的英 国利权 ，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的第 ３ 条款声

明 ：

“

俄 国若没有与英国事先的协调 ，

… …在英 国 的伊朗 势力 范围 内 ， 不得

反对任何英 国人取得 的利权 。 对于俄 国在其 区域 内取得 的 利权 ， 英 国 也不

得反对 。 而现有 的利权 ，

……仍然有效 。

”

简而言之 ， 英俄 以往各 自 所取得

的利权仍然有效 ， 任何
一方都不可反对。 １９０ １ 年 ， 英 国 向 伊朗取得 《

１ ９０ １

年石油利权 》 ， 其中包含了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里 的 中立 区与俄 国势力 范

围
，
因此英 国在这些地区也受到保护 。 英 国在伊朗 中立 区与波斯湾的 优势 ，

在 《
１ 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之 中也得 到确认。 在协定之 中 ，

看似英国 之势力范

围仅有伊朗东南
一

角 ， 其实英国在整个伊朗南部都有优势 。

三 伊朗外籍顾 问与英俄博弈

伊朗聘用外籍顾问 已 有一段时间 ，
主要是财政顾问 与军事顾 问 ，

１９ 世

纪末外籍顾问 逐渐在伊朗政 治中扮演重要 角 色 。 以 财政顾问 来说 ， 比利 时

籍 的努斯 （ Ｊｏ ｓｅｐ
ｈＮａｕ ｓ ） 负 责管理伊 朗 的 海关与邮政税务系统 。

？ ２〇 世纪

初 ， 伊朗立宪运动兴起 ，
主要用意 在于限制王权 、 抵制外 国 势力 。 伊朗宪

法于 １９０６ 年底获得通过 ， 伊朗 国会成立 。 伊朗 国会的 反俄情绪浓厚 ， 而努

斯与俄 国人员关系 紧密 。
１９０７ 年 ５ 月 ， 伊朗 国会强迫努斯离开伊 朗 。 就军

事顾问方面 ， 伊朗在 １ ９ 世纪末 尚 没有 国家统
一 主导 的军队

，
军事顾问 主要

负责的是 国王个人军 团 ， 虽然 国王 曾聘用过不 同 国 家的 顾问 ， 但是俄 国 的

哥萨克军团 （ Ｃｏ ｓｓａｃｋＢｒｉｇａ
ｄ ｅ ） 运作最久 ， 约有 ４ １ 年 。

？１９０ ８ 年 ６ 月 ， 伊朗

国王穆罕默德 ？ 阿里沙 （ Ｍｏｈ ａｍｍ ａｄ
‘ＡｌｉＳｈａｈ ） 与国会交恶 ， 国王下令哥萨

克军团炮击 国会 ， 俄籍上校里亚霍夫 （
Ｃ ｏｌｏｎｅｌＬｉａｋｈｏ ｖ ） 担任指挥官 ， 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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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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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引发了里亚霍夫是否有俄国政府在背后指使 的争议 。
？ 伊 朗聘用外籍顾

问 ， 其实属于外交问题。

１ ９０６ 年之后
，
英俄两国曾有短暂 的时间对伊朗都持 中立态度 。 英国对伊

朗政治事务本来就实行不干涉政策 ， 而俄国 在 １９０６ 年之后也有意对伊朗 友

好 。
？ １ ９０７ 年

，
俄国外长伊斯沃斯 基对于伊 朗 的 政策有三个要点 ： （ １ ） 俄

国不会干涉伊 朗内政 ； （
２

） 没必要的话 ，
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

（ ３ ） 俄国会

跟英 国友善合作 ， 没有跟英国商量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
？ 不 过 ， 英俄对伊朗

的不干涉政策其实有例外 的部分 ，
且 随着伊朗 局势变迁 而转换策略 。 １９ 世

纪末 ， 伊 朗中央政府对于地方 已 逐渐失 去权威性 ，
西南 方的 部落与酋长对

国王仅表达效忠 。
？２０ 世纪初期 ， 英国 了解到伊朗 中央政府不甚可靠 ， 逐渐

向地方势力示好。 例 如 ，
１９０ １ 年 以来 ， 英 国为在伊朗 西南方开挖石油工作

的便利 ， 与当地部落及酋长进行交涉 ，
也签署 了几份有关石油方面 的协议 。

伊朗 政府认为协议无效 ， 英国并不在意 。
？ 英 国虽然对于伊朗 政治事务仍实

行不干涉政策 ， 但对于有石油利益的 地区却涉人甚深 。 １９０９ 年初伊朗局势

依然动荡 ， 尤其是西北地区 的大不里士 （ Ｔａｂｒｉｚ
） 靠近俄 国边界 ， 伊 朗乱象

有碍俄 国贸易活动 ， 引起了俄国警惕 。 ７ 月
， 伊 朗 国王穆罕默德 ？ 阿里沙被

反对势力击败 ， 随 即王位被废 。 新内 阁 与 国会 尚 未稳定 ， 俄 国 出兵 进驻伊

朗西北 ，
甚至进人离首都德黑兰不远处的 卡兹文 （ Ｑａｚｖ ｉｎ ） 。 伊斯沃斯基对

伊朗 的态度是 ：

“

俄 国会观察局势发展 ，
也会看现今取得伊 朗政权的人是否

有能力组成稳定的政府 。 俄 国会对伊 朗表示友好 ，
如果 局面维持稳定 ，

那

俄国会承认这个新政府 ， 但若局 势恶化 ， 俄 国就会采取必要行动保护 自 身

① 相关探讨可见Ｖａｎｅ ｓ ｓａＭａｒｔ 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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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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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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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Ｐ

． ｌ－ ２ １
，
以 及 陈立 樵 《伊 朗 变 局 与 英 俄 的 不 干 涉 政 策

（
１ ９０６

－

１ ９１４
） 》 ， 《新北大史学 》 第 １ ５ 期

，

２０１ ４ 年 ５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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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伊朗 关系 与 瑞典宪 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１ ４
） ｜２０７

利益 。

”①于是 ， 俄国加强 了对伊 朗北部 的介 人 。 其实 ， 两强对伊 朗 的态度 ，

都会 因利益关系而有所调整 。

《
１ 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保 留 了英国对伊朗南部的主导权 。 不过 ， 英 国大致

上仍保持中立 ，
而且也顾忌俄 国 的态度 。 １９〇９ 年之后 ， 英 国面临 法尔斯省

治安状况不佳 的问 题 ， 例如英籍商人遭 到 当 地人 民袭击 ，
可是伊朗 政府没

有能力 处理 。 １ ９０９ 年以来 ，
英国政府已考 虑是否成立道路保安 队 。

？ 但是 ，

英国外交人员却不愿改变既有 的不干涉政策 ， 也很在意介入 中立 区这个敏

感议题 。 保护英国在南部 的利益 固然是英 国的 主要方 向 ， 可是若要介入伊

朗事务 ， 英国不见得要这样做 。 １９ １０ 年 １ 月 ３ 日
， 英国驻德黑 兰公使 巴克

礼 （ Ｇｅｏｒｇ
ｅＢａ ｒｃｌ ａ

ｙ ） 向外长葛雷报告道 ：

“

我们可能得被迫改变政策 ， 除非

伊朗有钱才能够 自 己 处理治安的 问 题 ，

…
… 现在最好 的办法 就是贷款给伊

朗 。

” ③ 葛雷认为 ， 若要给伊朗政府
一

点贷款 ， 附带条件就 是要 由 外籍顾 问

在整个伊朗组织强有力 的宪兵 队 。 若顾 问 由 英 国人担任 ， 那俄国很有可 能

会要求在伊朗北方也增加俄籍顾问 。 这样
一

来 ， 伊 朗政府不会 同意 ， 也会

导致宪兵队无法成立 ， 伊朗治安稳定就更遥遥无期 。
④ 英国驻俄大使尼可森

认为 ，
俄国在伊朗 北方 已 经拥 有大批军 队 ， 当 然不可再增加俄籍宪兵 队 。

但是 ， 俄国政府却认为宪兵队与军 队是两 回事 。 而且 ， 治安不佳 的地方在

中立区 ，
有必要让英俄共同 主导 ， 外籍顾问

一

定要用英籍人和俄籍人 。 尼

可森的解决方法是 ，
让伊朗从欧洲小 国聘请顾 问 ， 而人选要经由 英俄 同意 ，

英俄有监督 的权利 。
⑤ 对外籍军事顾 问之聘用 ， 英国 的态度相当谨慎 ， 尤其

是仔细考虑俄国 的态度 。

至于伊 朗 ， 能否解决治安问 题的 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经 费 ， 毕竟伊朗 长

期以来有财政空虚 的 问题 ， 治安状况也没有太大改善 ， 对英俄有 大笔 的贷

款 尚未还清 。 经过尼可森与伊斯沃斯基的讨论之后 ，

１９ 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俄国

外长的备忘录让英 国松 了
一 口气 ：

“

俄 国不反对伊朗南部治安问题 由 英国人

自 行解决 。

”

可见俄 国本身也不愿意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
可能了解英 国若

①Ｆ０４ １ ６／４ １ ， Ｎ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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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弃不干涉政策就会影 响英俄伊三方面 的关 系 ， 因而有所让步 。 尼可森又

再次强调 ， 外籍顾问除了不能是英俄籍以外 ，
也不能让伊 朗 自 由选择。

① 这

样的声明 ， 无疑是要避免俄 国有不满 的意见 。 伊 朗 外籍顾问 的聘请受复 杂

的英俄外交关系 的影响 。

四 伊 朗瑞典宪兵队之聘用

１ ９ １０ 年 ５ 月 ， 法尔斯省省会设拉子 （ Ｓｈｉ ｒａｚ ） 的英国领事认为 ，
在治安

问题上应对伊朗制造点威胁 ， 毕竟给予伊朗 政府
一些刺激会有打破僵局的

作用 。
？ 英国公使馆抱怨伊朗政府在相关问题上 已有两周时间没有进一步 的

消息的 。 同时 ， 也向伊朗 政府表明 ， 若不接受 英 国贷款 ， 南 部治安 就不可

能安稳 。
？ 英 国公使的态度与设拉子领事

一样
， 都有威胁的 意味 。 葛雷却不

认为这样可行 ， 反而主张应鼓励与协助伊朗 去处理问题 。 ７ 月 ， 英 国驻德黑

兰公使巴克礼再度 向伊朗 强调 ， 英 国政府不能再放任情 况恶化下去 。 伊朗

内政部长萨达尔 ？ 阿萨德 （
Ｓ ａｒｄａｒ Ａｓ

’

ａｄ ） 则回应说 ：

“

伊朗期待英 国政府协

助
，
法尔斯省秩序应可借此而恢 复 。

”
？ 可见 ， 伊 朗确实需要英 国协助 。 然

而
，
英国 外 交 部 与 驻 伊 使 馆 却 有 不 同 的 意 见 。 葛 雷 与 代 理公 使 马 林

（
Ｃｈａ ｒｌｅ ｓＭａｒ ｌｉｎｇ ） 持不同意见 ， 马林认为若 ９ 月 底伊 朗仍未改善情况 ， 英 国

就要介人 了 。 葛雷则认为马林太过主观 ， 英 国若介人 的话就难 以解决 问题 ，

而且俄国在伊 朗北方的军队就更不可能撤离 。
？ 英 国外交部与英 国驻伊使馆

的意见有分歧 ，
尚难有明确 的决定 。

到 了１９ １０ 年 ８ 月
， 军事顾问 的人选还是悬而未决 。 与此同 时 ， 伊朗也

在寻找财政顾 问 ， 英俄都要求伊朗从欧洲小国 中挑选人选 。
？ 英国公使馆告

知伊朗 ，
宪兵 队顾问之选任应 比照财政顾问 的选任方法 。

？ 意大利 曾 考虑接

受伊朗 的邀请 ， 但在 与英 国讨论之后 ， 得知英 国认为意大利属于 欧洲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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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伊 朗关 系 与瑞典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１ ４
）
｜２０９

国
”

，
所以 自认接受伊 朗邀请可 能会 引起英 国不满 ， 最后拒绝 了伊 朗 。

？１０

月 ，
巴克礼照会伊朗政府说 ，

如果 ３ 个月 内伊 朗政府无法稳定 道路秩序的

话
，
英国政府就会组织 由 英 国军官负责的 小型部队来处 理道路治安 问 题 。

？

其实 ，
在 ７ 月 的时候 ，

英 国使馆称 ， 如果 ９ 月 底还没有解决道路治安问题 ，

英国就会采取必要行 动 ，
此时 已经延长 了 限期 。 巴克礼 的照会 ， 被一些学

者称为
“

英 国的最后通牒
”

（
Ｂｒｉ ｔ ｉ ｓｈＵ ｌｔｉｍ ａｔｕｍ ） 。

③ 伊朗外 交部部长告诉 巴

克礼 ， 伊朗政府不可 能在没有钱 的情况下解决南部道路治安 问题。 因 此 ，

巴克礼 回复说 ， 英国和俄 国将接受伊 朗为 了稳定南部地 区 而提 出 的贷款 申

请 ；

？ 俄国也表示支持 。
？ 不过 ， 葛雷认为巴克礼的方法对伊 朗构成 了威胁 ，

所 以建议避免这样做 。
⑥ 但 巴克礼还是坚持他 的立场 ，

？ 而 葛雷 主要是不想

徒增英国对伊朗事务 的介人 。
？ 英 国外交部与驻伊使馆在这方面有不 同 的看

法 。 使馆处在当地 ，
观察角 度与气氛感受 自 然是不 同于伦敦 的 外交 部 ，

甚

至相互冲突 。 葛雷想要跟俄国讨论之后 ， 再决定英 国 在此地是否要建立部

队 。
？ 他也强调 由英 国军官指挥的部队不会拓展至伊朗 内陆 ， 只 是单纯保护

英 国人 民与贸易活动而已 。
？ 葛雷并非 向俄 国示弱 ， 对本 国公使强硬压制 ，

而是希望在尽可能维护英国利益的情况下 ， 不会引起俄国不满 。

结果
，

１ １ 月 ９ 日 巴克礼 向葛雷报告 ，
对于他之前 １ ０ 月 １４ 日 电报 的措

辞过于强硬表示后悔 。
？ 他也顺便提到 ，

已经知道有
一

些瑞典人有意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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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保安 队 。 可见
，

巴克 礼应该是 因 为瑞 典之意愿 ，
才改 变原有 的 态 度 。

而且 ，
对 巴克礼来说 ， 瑞典属欧洲小 国 ， 可以纳入考虑 的范围 。

① 在瑞典军

官同意前往伊朗之后 ，
巴克礼 的担忧得 以解除 ，

英 国外交部 与驻伊公使 的

意见终于达成
一

致 。 巴克礼告知伊朗 政府有关瑞典军官要来伊朗
一

事 ， 但

伊 朗内政部长萨达尔
？ 阿萨德希望英 国还能再宽限时间 ，

巴克礼却表示 不

会再延迟 英 国政府已经无法再忍受伊朗南部治安 的 问题 ， 若不能派遣英

国军队进驻
，
组织瑞典宪兵 队是势在必行 。 １ ２ 月

， 伊 朗政府正式 回复 巴 克

礼 ，
他们不会为 了地方 的稳定而允许外国军队进驻伊 朗 。

？ 所 以 ， 解决问题

的方法之
一

便是组织 由 欧洲军官担任顾问的伊朗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１ 年 １ 月

， 伊

朗 国会宣布在法尔斯省成立国家宪兵 队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 ） ， 由 外籍

军官督导 。
？ 因此

， 英伊两国在军事顾问 问题上达成 了基本共识 ， 伊朗南部

的瑞典宪兵 队得 以成立 。 此外
， 伊朗 已 于 ９ 月 选定美 国人修斯特 （ Ｍ ｏ ｒｇａｎ

Ｓｈｕｓ ｔｅ ｒ
） 担任财政顾 问 ， 也获得了英俄的同意 。 这对于伊 朗来说 ， 基本解决

了两件重要的外交大事 。

在宪兵队决定由 瑞典军官指挥之后 ， 葛 雷发电 报给英 国 驻斯德哥尔摩

公使史普林莱斯 （
Ｃｅ ｃ ｉｌＳ

ｐ
ｒｉｎ

ｇ

－Ｒｉｃ ｅ ） ， 跟他说最后 的决定就 留 给瑞典政府 。

无论瑞典军官是否有 助于改善伊 朗治安 ，
总之英 国人在这件 事上并没有政

治意 图 。
？ 其实 ， 有些瑞典军官很 愿意参与这项任务 ，

？ 而瑞典人并不 只是

跟英 国人商谈而 已 。 他们知道英俄 间 的利害关系 ， 向伊 朗 派遣军官
一定也

得听俄国人的意见 。 １９ １ １ 年 ４ 月
，
俄 国政府 的 回复是并不反对瑞典军官赴

伊 朗南部 。
？５ 月

， 伊朗 国会通过了聘用瑞典人的合约 。
？６ 月 ， 瑞典政府选

择了三名 军官 ，
亚马尔森上尉 （

Ｃａｐｔａ ｉｎＨｊ ａ
ｌｍ ａｒｓｏｎ

） 、 史柯乔得布兰德 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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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伊朗 关系 与瑞典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２ １ １

（
Ｌ ｉｅｕｔｅｎ ａｎｔＳｋｊ

Ｊｉ 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 、 彼 得 森 中 尉 （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Ｐｅ ｔｅｒｓｅｎ
） ，

？他 们 于

１９ １ １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抵达德黑兰 。
？ 在接下来

一

年多 的时间 里 ， 英 国与伊朗 合

作出资维持瑞典宪兵队 的运作 ＾
③

此时 ， 正值美国籍财政顾问修斯特在伊朗 引起政治风波 的时候 。 修斯

特于 １ ９ １ １ 年 ５ 月 底抵达德黑兰 ，
立即大刀 阔斧地改革伊 朗财政 ，

７ 月 时就

决定组织财政宪兵队 （ Ｔｒｅａ ｓｕｒｙ
Ｇｅｎｄａｒｍ ｅｒｉ ｅ ） 负责伊朗地方征税 ，

而且欲聘

用英籍军官史托克斯 （ Ｃ ｌａｕ ｄｅＢ ．
Ｓｔｏｋｅ ｓ ） 担任宪兵 队 的指挥官 。 修斯特想

要聘用史托克斯 的理由是 因为后者
“

有优秀的军事素质、 在伊朗驻 守四年 、

对伊朗 了解深入 、 稔熟波斯语 。

” ④ 伊朗 国 会同 意任用史托克斯 ， 英 国外 交

部也 同意 。 可是 ， 这项决定引 起 了 俄 国不 满 ，
因 为根据 《 １ ９０７ 年英俄协

定 》 ， 英俄双方都不能介人彼此的势力范围 。 若史托克斯受雇于修斯特在德

黑兰工作 ， 那就形 同
一股英 国势力进人俄 国在伊朗 的势力范 围 ，

对俄 国 来

说当然是不可容忍 的 。 修斯特 的立场是 ， 伊 朗 的 财政改革 有立即 进行之必

要 ， 故需要对伊朗 有深人了 解 ，
尤其是稔熟波斯语 的人 。 而对伊朗 国会来

说 ， 修斯特的做法有助于打击俄 国在伊 朗北部 的影 响力 ，
所 以就让修斯特

全权处理 。 英 国外 交部则认为 ， 他们无权干涉 国人接受他 国 的 工作 。 英伊

俄在这件事上的讨论陷入僵局 。
８ 月 初 ， 英国外交部最终阻止史托克斯前往

德黑兰 ， 才避免 了此事引发更多政治问题 。
？

不过 ， 史托克斯事件影响 了瑞典宪兵队 的运作 。 ８ 月 中旬 ，
巴克礼询问

葛雷 ， 是否 向伊 朗政府建议将瑞典军官合并于财政宪兵队 。
⑥ 俄 国驻伊朗公

使同意巴克礼的建议 ， 但不 同意将英 国人史托克斯包括在 内 。
？ 选择瑞典军

官对俄国人来说 ，
很显然 比起史托克斯更合适 。 俄 国 的考虑 ， 就是 防止任

何英 国人进人其势力范 围 。 然而 ， 葛雷觉得瑞典的 宪兵 队应与财政宪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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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关系 。
？ 葛雷认为 ， 瑞典军官若

一旦受到俄国控制 ， 就一定会偏离原本

改善治安的 目 的
，
而且英 国 在瑞典 宪兵 队运作 之 中也会失去优势 。 可见 ，

葛雷相当不乐见瑞典宪兵队 的 权益受损 。 巴克礼却持不 同 意见 ，
他认为 由

瑞典军官来取代史托克斯 ，
有可能打破现在英俄关系 的僵局 。 在英 国外交

部与驻伊使馆意见分歧时 ，
瑞典 的决定让情势 和缓 。 瑞典军官委婉拒绝 加

人财政宪兵 队 ， 他们 的 理 由 是 准备 时 间 可能要
一

年 ， 赶不 上修斯特 的 进

度 。
？ 其实 ， 瑞典军官了解英俄在史托克斯事件上 的争议 ，

尽力避免卷人英

俄之间 的纷争 ，

一年准备 只是推托之理 由 。 １ ０ 月 初
，
巴克礼告知葛雷 ， 伊

朗政府想要用
一批瑞典军官 ， 在伊朗北部组织小型军 队 ，

？
１ １ 日

， 伊朗 国会

也通过 了 由 ２０ 名瑞典军官组织小型军队 的计划 。
？ 英国 驻斯德 哥尔摩公使

史普林莱斯告诉葛雷 ， 瑞典外交部部长并不知道伊朗 有这样 的计划 ， 而且

瑞典政府不会在尚 未与英俄讨论之前就做任何决定 。
？ 于是 ， 无论瑞典政府

是否收到伊朗政府的提议 ， 瑞典的说法表明他们不想因为这
一事件招致英国

与俄国的压力 。 毫无疑问 ， 史托克斯事件是个非常好的 例子 ， 瑞典政府绝对

不想重蹈覆辙 。 １４ 日
， 俄国外长表示 ， 瑞典军官组织伊朗军队并不是很紧急

的事情 ， 英国驻俄大使欧比恩 （ ＨｕｇｈＯ
’

Ｂｅｉｍｅ ） 觉得 ，
这件事 的讨论还是到

此为止 。
？ 欧比恩知道俄国对于这件事也很谨慎 ， 俄 国在伊朗北方有军事力

量
， 伊朗军队由瑞典军官来指挥 ， 很有可能冲击俄国的军事地位 。

瑞典驻德黑兰公使对此并不乐观 ， 因 为 这必然会跟俄 国 的哥萨 克军团

起 冲突 。
？１ １ 月 Ｉ ４ 日

， 俄 国外长纳拉妥夫 （ Ａｎａ ｔｏｌ ｉＡｎａｔｏｌ
ｉｅ ｖ ｉｃｈＮｅｒａ ｔｏｖ ） 告

诉瑞典政府 ， 俄国不会 同意伊 朗有瑞典军官指挥 的军 队 ； 瑞典政府 同 意纳

拉妥夫的主张 。 而且 ， 纳拉妥夫强调 ， 哥萨克军 团 在伊 朗北部活 动 ， 未来

伊朗 在北方增补的军 队一定要 由 哥萨克军 团来带领 ； 俄 国不会接受任何在

伊朗北方的 （ 无论是外 国的或是伊朗 的 ） 武装势力 。
？ 欧 比恩告诉葛雷 ，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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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伊 朗关系 与瑞典宪 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 １ ３

朗这个计划不能继续下去 。
① 瑞典军官在德黑兰指挥这样 的军 队 ，

绝对会成

为哥萨克军 团的竞 争对手 ， 俄 国怎么会 同意 。 纳拉妥夫强硬 的立 场 ， 必然

是因为修斯特坚持指派史托克斯惹恼 了俄 国 。 然而 ， 即便没有史托克斯事

件 ， 修斯特在英国 《泰晤士报》 （ ７＾Ｔｉｍｅｓ ） 批判俄 国对伊朗事务 的干涉也

违反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 同样触怒 了俄 国政府 。 俄国在 １ １ 月 中旬和 １ １ 月

－ 底先后发 出最后通牒 ， 第
一道最后通牒要 求伊朗 道歉 ， 否则就 出兵 。

② 随

后 ， 伊朗首相萨姆萨姆
？ 沙塔内 （ Ｓａｍｓａｍａｌ－Ｓａｌ ｔａｎｅｈ ） 要求修斯特解散财

政宪兵队 ，

＜３ ） 伊朗外长维苏克
？ 道拉 （

Ｖｕｍｉｑａｌ
－Ｄ ｏｗ ｌｅｈ

）
也 向俄 国 道歉 。

④

２４ 日
， 俄 国 向伊朗发出 的第二道最后通牒要求更 为严厉 。 其中 的第二条指

出 ，

“

伊朗政府在给予任何外籍人士任何工作之前 ，
必须取得英俄公使馆 的

同意
”

。
⑤ 维苏克

？ 道拉向俄 国驻伊公使抱怨 ，
这项条款违反了伊 朗 的独立

自 主 。
⑥ 俄国的最后通牒对伊朗的压力 ， 也成了瑞典顾问 相当重要的 考虑 因

素 。 １ ９ １２ 年 １ 月
，
英国驻瑞典公使基尔玛纳克 （

ＬｏｒｄＫｉ ｌｍａｒｎ ｏｃｋ ） 说道 ， 瑞

典政府担心 俄 国第 二道最后 通牒 的第 二条适用 于所有 在伊 朗 服务 的 外 国

人 。
⑦ 不过 ， 葛雷说 ， 德黑兰 的英国与俄 国公使馆都该告知瑞典政府 ， 该条

款不会用于瑞典顾问 。
⑧ １ 〇 日

， 俄 国政府的外交备忘录也称 ， 俄国对伊朗 的

第二道最后通牒 的第二条不包括在伊 朗服务 的瑞典军官 ， 因 为他们 已获得

了英俄政府的 同意 。
？ 于是 ， 该条款就与瑞典军官聘用没有关 系 。 其实 ， 瑞

典军官之聘用 、 宪兵队之组成 ， 都有过英俄之协商 ， 也达成 了共识 ， 瑞典

政府理应不必在意俄国 的 最后通牒 。 所 以
，
很显然瑞典政府不想重蹈修斯

特与史托克斯的覆辙 ， 尽可能避开任何会引起麻烦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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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０５４５ ， ｅｎｃ ｌｏｓｕ ｒｅ １ ， Ｄ ｅｃｅｍｂｅ ｒ２

，

１ ９ １ １
，
Ｖ ｏｓｕｋ

－

ｅｄ
－Ｄｏｗｌｅｈｔ ｏＰｏ ｋｌｅｗｓｋ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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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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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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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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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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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２８ ， １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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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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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伊朗难以解决治安 问题 的另
一个原因 是当 时伊 朗 正遭遇前 国王

复辟 的威胁 。
？１ ９０９ 年 ７ 月 ， 伊朗前 国王穆罕默德 ？ 阿里沙遭到反对势力罢

黜而离开伊朗后
一直有消息称他会 回来夺取王位 ， 而且有 不少人期待他 回

来 。 毕竟立宪政府成立后 ， 国家仍 然动荡 。 在穆罕默德 ？ 阿里沙遭废黜之

后 ，
英俄与伊朗 内 阁签署了一份议定书 ， 说明前 国王必须交 出珠宝 、 地产 、

皇冠给伊朗 ， 而往后每年伊朗 政府会给予他退休金 。 若前 国王有 意 回到伊

朗复辟 ， 伊 朗 政府便有权利 收 回 退 休金 ，
而且英 俄 两国 不会给予 任何支

持 。
？１９ １ １ 年 ７ 月 之后 ， 穆罕默德阿里召集了足够兵力 ，

从伊朗 北方 的里海

东部地区南下 ， 攻人德黑兰省 。
？ 伊朗 前国 王的 复辟运动虽 于 １９ １ １ 年底 已

告失败 ， 但对伊朗政府已 造成 了莫 大的 威胁 ，
而且伊朗 政府质疑俄 国协 助

穆罕默德 ？ 阿里沙 ， 也批判英 国 对此没有 干预 。 在穆罕默德 ？ 阿里 沙寻求

复辟期 间 ， 其实伊朗对于南部 的 问题确实是分身乏术 。 １２ 月 ，
巴克 礼还表

示应撤离设拉子的英国领事馆 。
？ 尽管这只 是讨论 ， 但表明英 国驻伊公使对

伊朗局势失去了信心 。

接下来 的几个月 ， 英 国人与瑞典军官渐 感宪兵队运 作 困难 。 其 中
一

个

原 因是英国 给伊朗 的贷款在 １９ １２ 年年初就差不多用完 了 。
？ 巴克礼 预料到

情况会恶化 ， 若瑞典宪兵 队解散 ， 将对英 国 不利 ，
就算俄 国不一定会介 人

中立区 ， 其他强权也会有机会乘虚而人 。

？ 葛雷见伊 朗南部每况愈下 ， 征求

英 国陆军部 （Ｗ ａｒＯ ｆｆｉｃｅ ） 的意见 ， 是否该采取军事行动 。 １ 月 １５ 日
， 英 国

陆军部 向外交部回复 ： 设拉子是 《
１９ ０７ 年英俄协定 》 中 的 中立 区 ，

不在英

国势力范围 。 英 国的 选择一是在 中立 区维持 足够 的 兵力 ，
二是放弃伊 朗 南

部 。 然而
，
撤离伊 朗 南部 ， 陆军部有几点考虑 ： 第

一

， 这会使英 国失去 在

伊朗与东方 的优 势 ； 第二 ， 这也会让英 国永久失 去与东方 的 贸易联系 ；
第

三
， 英国在伊朗西南部既有的 贸 易 优势就会一去不复返 ；

第 四 ，
俄 国 也会

以军事方式进人 中立 区 ， 而且他们本来在伊 朗北 部就具有 军事力量 ， 这 样

①ＦＯ４ １ ６／５０ ，Ｎｏ． ３０ １
 ，３９

６０９
，Ｏｃ

ｔ ｏｂｅｒ ９ ， １ ９ １ １ ， Ｇｒｅｙ
ｔｏＢ ａｒｃ

ｌａ ｙ
．

②Ｐａｒｈａｍ ｅ ／ｉｆａ ／ｙ
／

＊

ａ
；

ｊｅｒ５
， Ｎｏ ．１

（ 
１ ９ １ ０ ） ， Ｃ ｄ ．５ ２ １０

，
Ｐｒｏｔｏ ｃｏ ｌｓ ｉｇｎｅ

ｄ Ａ ｕｇｕ ｓｔ ２５
，

１ ９０９ ， ｐｐ
． １ ３０

—

１ ３ １ ．

③ 陈立樵 ：
《伊朗变局与英俄的不干涉政策 （

１卯 ６
－

１ ９ １４ ） 》 ， 《 中正大学历史学 刊 》 第 １ ７ 期 ，

２０ １４年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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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

． ７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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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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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 １
１

，

Ｂ ａ ｒｃｌ ａｙ
ｔｏ Ｇｒｅ ｙ

．

⑤Ｆ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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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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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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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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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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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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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伊 朗关系 与瑞典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 １ ５

英国在伊朗就会 完全 失利 ； 第五 ， 俄 国也会有机会进入波斯 湾 ，
英 国 向 来

遏制俄国的 目 的也就落空了 ； 第六 ， 其他强权也会乘虚而入。 因此英国陆军

部的提议是要赶紧保护伊朗西南部英 国领事 的安全 ， 英国应 自 己维护治安 ，

直到伊朗政府能够 自 己 处理为止 ， 不过不可 以军 事 占领 ， 也不可 以让其他

列强渗透伊朗西南部 。
？

这份电报提到 了
一

个重要 的 问题 ， 就是伊 朗南部 与西南部 既是 《
１９ ０７

年英俄协定 》 的 中立 区 ， 同 时也是英国长久 以来享有优势 的地方 。 尽管协

定之 中没有 明确写明 英 国在伊 朗波斯湾所享有 的优势 ， 但这是俄 国承认 的

事实 。 因此 ，
英国在 中立区 的 行动俄 国不能做太多干 涉 。 但是 ， 维护英 国

在伊朗 中立 区既有优势 地位 的前 提之下 ， 采取行 动仍然是 必要 的 。 于是 ，

英国外交部便执行军部 的决定 ， 葛雷也指示 了 巴克礼 ， 要让伊朗政府知道 ，

在英伊关系 中瑞典宪兵 队是很关键的
一环 。

② 因此 ， 维持瑞典宪兵队不仅可

以维护英 国在伊 朗南部 的优 势地位 ， 而且也 不至于会有军事 占 领 的 问 题 ，

更不会引起俄国与伊朗 的反对 。

五 伊 朗 困局与瑞典宪兵队之运作

经费拮据的 问题
一

直 困 扰着瑞典宪兵 队的运作 。 耶马尔森上尉时常 向

英国驻伊公使陶 恩礼 （
Ｓｉ ｒＷａ ｌ ｔｅｒＴｏｗｎｌ ｅ

ｙ ） 提到 ， 宪兵 队需要更 多资金 。
③

同时
， 伊朗 的 秩序 还是 难 以 稳 定 。 虽然 瑞典 宪 兵 队 在 卡 兹 文与 哈 马 丹

（ Ｈ ａｍ ａｄａｎ
） 的工作都 已经获得成效 ， 可是在南部 的法尔斯省的工作还是没

有明显的进展 。
④ 伊朗迟迟无法妥善处理治安 问题的关键是德黑兰始终没有

强有力 的人物 。 在穆罕默德
？ 阿里沙遭废黜之后 ， 伊朗 继任国 王仅 １ ３ 岁 。

１９０７ 年的伊朗宪法补充条例第 ３８ 款提到
“

王储只 能在年满 １ ８ 岁 后才能登

基
， 若年纪太小 ， 应 由摄政处理 国事

”

。
⑤ 于是 ，

恺加 王朝 的长老 阿索德穆

①Ｆ０４ １６／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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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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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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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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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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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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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ｕｒｉｓＡ 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 ｓ ，１９９７ ，ｐ

．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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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

，Ｎｏ ． ２３ １
，
３５９４４ ，ｅ 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有伊 朗 １ ９０６ 年宪法 的精 简版 ， 而完整英 文版可见 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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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 （

‘

Ａｚ ｏｄ ａｌ
－Ｍ ｏｌ ｋ ） 担任摄政 。 他于 １ ９０８ 年 １０ 月 去世

，
继任他 的是 留学英

国 的纳塞尔
？

穆尔克 （ Ｎａｓｅｒ ａｌ
－Ｍ ｏｌｋ

） 。 不过
， 这位新任摄政似乎无心管理

国事 。 他说 ：

“

德黑兰与其他省份的人民 ， 都希望 他能够让
一

切走上正轨 。

不过 ，
这是误解了摄 政在政治上 的含义 。 从宪法来看 ， 内 阁 才是对 国会负

责的主要角 色，① 毕竟从 １９０ ６ 年立宪运动的 目 标来看 ， 宪法制定就是在降

低国王权力 ， 而由 国会来处理政治事务 。 １ ９１ １ 年 ， 俄国第二次最后通牒 时 ，

纳塞尔 ？ 穆尔克展现 了 强硬 的态度 。 伊 朗 国会命财政顾 问修斯特任 用英 国

军官 ， 就是有意挑战俄国 。 伊朗国会表示 ：

“

此时国 内 不分职业 、 老幼 ， 都

愿意牺牲生命与北方 的熊 （ 指俄国 ）

一

决生死 ，

一切都是为 了 民族尊严和

权利 。

” ？ 伊朗 国会的强硬态度最后 导致俄 国进军 德黑兰 。 此时 ，
摄政见情

况危急 ，
下令解散 国会 。 而伊朗 内 阁 也配合摄政 ， 合作逼迫 国会停止一切

活 动 。 尽管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宪法 ， 却是非常情况下采取 的非常手段 。
？

纳塞尔
？

穆尔克虽解散了 国 会 ， 但他身为摄政对国 家大事之关注并没

有因此加强 。 修斯特在他 的传记 中指 出 ， 纳 塞尔
？

穆尔克 出任摄政是相 当

不幸 的选择 。 伊朗人 民需要 的 是有能力担 当 责任 的人 ， 但现任摄政不是这

样的人 。
？ 虽然摄政向 巴克礼表示

，
他会关注政治 ， 但其实不愿意直接干预

政治 。 他
一再强调 自 己 没有权力干预政治 ，

？ 称想去欧洲治病 。 他说他会授

权 内 阁签署政令 ， 他也可以借 由 电报来处理 紧急事务 ， 他 还说在国 外提 出

的建议 ， 内 阁会予 以采纳 ， 暂 时离开是为 了避开对他不利 的局势 ，
直到他

能够重获影响力 。
？ 最后 ， 摄政于 １９ １ ２ 年 ６ 月 离 开伊朗 ， 前往 巴 黎 。 刚到

任的英 国公使陶恩礼批判道 ：

“

纳塞尔 ？ 穆尔克是个软弱 的摄政 ， 躲在宪法

背后不敢负起责任 。

”
⑦ 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阨沙塔 内 （

‘

Ａ ｌａ

’

ａｌ
－Ｓａ ｌ ｔａｎ ｅｈ ）

也认为 ，

“

内 阁 … …在 国王年幼 、 摄政缺席 的情况下 ， 难 以处理 国 内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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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可见陈立樵 《伊 朗对英俄 两国 的外交 困 局 （
１ ９０９ 

－

１ ９ １４ ） 》 ， 《 中 正大 学历 史学刊 》 第 Ｉ
７

期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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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伊 朗关系 与瑞典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 １ ７

务 。

” ？ 所以
， 伊 朗政治在 １９ １２ 年 ６ 月 之后

，
不仅没有国 会 ，

也没有摄政
，

等于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处理 国政 。

因此
， 负 担瑞典宪兵队也就完全成了 英 国事务 。 英 国 在没有多余经 费

的情况下 ， 还得勉强支撑宪兵队 。 是否该介人伊朗 南部 ， 仍然是英 国公使

与外长讨论 的重心 。 英国驻伊公使陶恩礼虽认为英国需要表示强硬 的态度 ，

但若出兵伊朗 的话就破坏 了伊朗 的 独立 。
？８ 月

， 伊朗政府还询 问 陶恩礼 ，

是否能够找其他国家来组织小型军队 ， 例如荷兰 。 但 陶恩礼说这并不在英

俄之前讨论的范围之内 。
？ 到 了１９ １ ２ 年 １ ２ 月

， 瑞典宪兵队在设拉子的运转

已没有希望 ，
最重要 的还是因为没有经费 。

？ 设拉子的英国 领事也说 ， 除 了

瑞典人没有跟东方 民族打过交道之外 ， 问 题还在 于没有得到英国 的 贷款 。
⑤

１９ １ ３ 年 １ 月 ， 陶恩礼通知葛雷 ， 伊朗 外交部部长询问英 国是否还会对宪兵

队给予财务支持 ， 如果还能支持 ３ 年 ， 那情况
一

定能改善 。
？ 对瑞典宪兵队

来说 ， 有经费才能够 留住优秀的瑞典军官 。
？ 陶恩礼也在努力说服葛雷 ， 希

望能够让英 国政府知道资金的必要性 。
？ 负责伊朗西南事务 的英 国领事 ，

驻

布什贺尔 （ Ｂｕｓｈｅｈｒ
） 的考克斯 （

Ｓ ｉｒ Ｐｅｒｃｙ
Ｃｏｘ

） ， 认为治安稳定需要英国 政

府 的支持 ， 英国若 出钱 ， 就能解决问题 。
？ 陶恩礼也觉得 ， 英国需要采用长

期投资瑞典宪兵队 的计划 ，
因为没有这样 的武装部 队 ， 伊朗南部秩 序不可

能稳定 ， 这有损英 国的贸易活动 。
？ 陶恩礼认为英 国在宪兵队议题上应该更

积极一点 。
？ 陶恩礼 的贷款请求并没有获得响 应 ，

显然葛雷和英 国政府并不

想再负 担瑞典宪兵 队的费用 。

英国 驻伊 朗 的 领 事 讨论 了 变 通 方 式 。 设 拉 子 领 事 欧 康 纳 （
Ｍ ａｊｏｒ

Ｏ
’

Ｃｏ ｒｍｏｒ ） 跟陶恩礼提到 ，
除了宪兵队以外 ， 伊朗南部治安 问题其实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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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省长专属 的部队 （ 向来 由省长担任指挥官 ， 在各省负 责收税 ） 来处理 ，

而且要 由外籍军官指挥 。 英 国政府也许不 同意英 国军官担 任这个职位 ， 但

还是可以选择其他国家的官员 ；
重点还是要有足够 的经费 。

？ 考克斯也认为

宪兵队中要有英 国军官 ，
尽管瑞典军官 的 素质不错 ，

可是他们缺乏与东方

人接触的经验 。 英国驻 印度 的军官会是最好 的选择 ， 希 望英 国 政府赶快重

新考虑 。
？ 考克斯的立场有前例可寻 。 １ ９０８ 年 ，

在伊 朗西南部石油开采区 ，

英国 曾经调遣印度保安队 （
Ｉｎｄ

ｉａｎ
ｇ

ｕａ ｒｄｓ ） 管理秩序 。 英 国开采石油时 ， 受

到当地的 巴 贺提亚里部落 （ Ｂａｋｈ ｔｉｙａｒｉ ｔｒｉｂｅ
） 的干扰 ， 于是 由英 国军官指挥

小规模的 印度保安 队进人石油工程区 。 但花费甚 高 ， 当地秩序 已经和缓 时 ，

印度保安 队便立即撤离 。
？

不过 ， 陶恩礼知道俄国在德黑兰的影响 力 比较大 ， 从政治角 度来考虑 ，

他觉得宪兵队 的人选最好不要来 自 欧洲强权
，
还是瑞典人 比较合适 。

？ 欧康

纳考虑的是 ， 语言能力是必备条件 ， 但英籍军官确实不能介人太多 ， 顶多

担任监督 、 顾问 的工作 。 欧康纳说他 自 己 在克什米尔 （ Ｋａ ｓｈｍｉ
ｒ
） 处理过类

似的情况 ，
深知这类工作的难度 ，

语言能力最为重要 。
？ 欧康纳 的想法其实

与美籍财政顾问修斯特是
一样的 。 修斯特执 意要英籍军 官史托 克斯来 负 责

财政宪兵队 ， 就是 出 于语言方面 的考虑 。 由 此可见
， 英 国人深入伊 朗 地方

的程度 ，
可能 比其他任何 国 家都高 。 不过

， 若要考虑政 治因 素 ， 例如 英俄

关系 ， 那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 经 由 这样的讨论之后 ，

１９ １ ３ 年 ３ 月 底 ， 陶 恩

礼正式向 葛雷提议组建省长部 队 ， 而且要 由 英 国军官指挥 。 他认为从政治

角度来看 ，
法尔斯省是 中立 区

，
英 国人不 能介入 ，

不过英 国在这个区 域本

来就享有优先利益 ， 若在任 用英籍军官之前先取得俄 国 同 意 ，
或许可 回避

纷争 。 陶恩礼强调 ， 也许任 用瑞典军官不会引 起争议 ， 但考克斯 等地方领

事经验丰富 ， 要求英国人选不是为 了扩大政治影响力 。
？ 这也看得 出来英 国

人决定对伊朗政策 时所遇到 的 困扰 ， 解决 问题需要 专业人士 ， 可是往 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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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 伊朗 关 系 与瑞典宪兵 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２１ ９

政治方面的 因 素 ， 这令英 国人难以抉择 。 直至 ５ 月 ， 俄国政府同意不反对英

籍军官 。
？ 其实 ，

俄国在伊 朗南部没有干涉权 ， 只要英 国事先与俄 国协商 ，

必然能得到正面 回应 。

１ ９ １ ３ 年起 ， 瑞典宪兵队有扩 张执行任务 范 围 的讨论 。 对 于耶 马 尔森来

说
，
他的工作就是防止伊 朗 的情况恶化 。 １ ９ １ ３ 年 ２ 月

，
耶马尔森提议将宪

兵队执勤 的 范 围扩大 到伊斯法罕 （ Ｉｓ ｆａｈａｎ ） 、 德黑兰 （ Ｔｅｈｒａｎ ） 、 克尔曼沙

（
Ｋｅｍｍｎｓｈａｈ

） 、 马 什哈德 （
Ｍ ａｓｈｈａ ｄ

） 。
？ 陶恩礼再度跟葛雷强调经费 的重要

性 ， 而且英国政府对此应该更积极 。
？ １９ １ ３ 年 ４ 月 ，

陶恩礼告诉葛雷 ， 耶马

尔森的计划很有必要 ，
因为现在的小型 宪兵 队 已 经不敷使用 。

？７ 月 ， 伊 朗

政府正式决定让宪兵队在更多地方执行任务 。
？ 伊 朗 的意图是抗衡俄 国在伊

朗北部的军事力量 。 到 １ ９ １ ４ 年 ２ 月 ， 更多瑞典军官 已经抵达伊斯法罕 、 亚

兹德 （ Ｙａ ｚｄ ） 、 克尔曼 （ Ｋｅ ｒｍ ａｎ ） 。 对陶恩礼来说 ，
更多 的 军队 意味着有机

会改善伊朗的治安 。
？ 然而 ，

葛雷告诉陶恩礼 ， 英 国政府不会再筹钱 给瑞典

人 ， 伊朗政府 自 己 要负起责任 。

？ 到 了３ 月
，
陶恩礼还是不 断警告葛雷 ，

若

没有钱给宪兵队的话
，
道路就不可能安全 ，

英 国在伊朗 南方的 贸 易 绝对无

法稳定 。
？ 葛雷则说 ， 他们的确 了解情况恶化会对 贸易 不利 ，

可是他还是认

为这应该 由伊 朗政府去处理 。
？ 伊朗 付给瑞典军官的薪资很有 限 ，

而且没有

定期给付 。
？ 伊 朗财 政空 虚 ， 而葛雷不认为英 国需 要负 担瑞典宪兵 队 的 经

费 ， 但又关注伊朗治安的稳定 。

此外
，
从 １ ９ １ ４ 年开始

，
瑞典宪兵队扩大了执勤范围 ，

但却逐渐陷 人英

国 与俄国 的争执之 中 。
２ 月 ２６ 日

， 俄 国 政府说他们希望哥萨克军团 在伊 朗

北部能扩大规 模 。 这说 明俄 国不愿 意伊朗 借 由 瑞 典宪兵 队加强 军事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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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担心英 国势力进人伊朗北 部 。 然而 ， 伊朗外交部部长认为俄 国 的想

法并不可行 ， 毕竟瑞典宪兵 队是 由 英 国 、 伊 朗 、 瑞典三国 共 同运作 ， 维 持

伊朗地方治安 ，
并不像哥萨克军 团一样 只是 为伊 朗 国王服务 ， 两者性质 根

本不 同 。 他说 ， 若接受俄 国这项提议 ， 等同 于瓜分伊 朗 。 他还指 出
，
哥 萨

克军团 的行动应仍局 限于德黑兰 。 若不让瑞典宪兵 队在伊 朗北部 活动 ， 那

就是无视伊朗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
？ 对 于维护 自 我权益 ， 伊朗 外交部部长

态度相当强硬 。 陶恩礼得 知 ， 俄 国政府认 为如果哥 萨克军 团 可以 扩展至伊

朗北部五省 ， 那瑞典宪兵队就能部署在伊朗 全国 ， 维持治安 。
？３ 月 ， 俄 国

驻伊朗公使主张 ， 如果伊朗政府允 许哥萨克军团 在伊朗北部五省执勤 ， 那

么 俄国人就不会反对瑞典宪兵队部署在其他省份 。
？ 葛雷告诉英 国驻俄大使

布坎南 （ Ｇｅ ｏｒｇｅ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

要让俄国知道英国必须介入伊 朗南部瑞典宪兵

队 的运作 ，
这攸关英 国利益 ，

但英 国也要 了解俄 国在伊朗北部 的特殊地位 ，

所以一定会告知俄 国人瑞典 宪兵 队在伊 朗 北部的 活动范围 。 葛雷也不反对

哥萨克军团 出现在伊 朗北部更多地方 ， 但条件是俄国军 队撤离伊 朗 。
？ 由 此

可见 ， 葛雷对瑞典宪兵队 的 态相 当强硬 。 葛雷同 意哥萨克军 团存在 ， 毕竟

它 自 成立以来就是为 国王服务的 ， 是顾 问 的性 质 ， 规模不似俄 国军 队那么

大 。 于是 ， 英 国与伊 朗具有相 同 的立场 ，
目 的是不让俄 国再有机会扩大军

事与宪兵力量 。 然 而 ， 俄 国外长萨左诺夫 （
Ｓｅｒ

ｇ
ｅＤ ．Ｓ ａｚｏｎｏｖ ） 回复布坎南

说 ， 他不同意瑞典宪兵 队 出 现在伊 朗北部 ， 因为俄 国军 队 已经让伊朗 北部

保持稳定 。 所 以
， 伊朗要是聪 明 的话 ，

就要 同 意哥萨克军 团扩 大规模 ， 不

然俄 国军 队就不可能撤走 。
？

４ 月
， 俄国政府有三项提议 ： （

１
） 俄国 军队可 以撤离 ；

（ ２ ） 不反对瑞

典宪兵队增员 及驻扎在伊朗北方 ； （ ３ ） 允许哥萨克军团重组 。
？ 不过 ， 此时

葛雷却表示 不 同 意任何 哥萨克 军团 重组 与增员 ， 除非获得伊 朗 政 府 的 授

权 。
？ 葛雷拒绝会导致俄国影响力扩大的 任何建议 ， 而且还坚持他对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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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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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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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 ８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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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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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伊 朗关系 与瑞典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２２ １

宪兵队 的立场 ，
为 的是不让 俄 国有机会扩大哥萨克军团 。 葛雷主张 ， 若哥

萨克军团要扩充的话 ， 就得 由伊朗政府主导 ，
而且 重组的哥萨克军团

一

定

要取代驻扎在伊 朗的俄 国军 队 。
？ 言下之意 ，

只要俄国军 队撤离 ， 葛雷就会

同意哥萨克军 团扩充与改革 。 萨左诺夫强 调 ， 他会尊重伊朗 政府 的 意愿 ，

也会维护伊 朗政府 的权威。 不过 ， 他不会 同意瑞典 宪兵 队扩大到俄 国军 队

占领的地区 ，
或者说俄军 撤离之后改 由瑞典宪兵队进驻。 尽 管他不会拒绝

瑞典军官受聘于伊 朗北部 ， 但条件就是哥萨克军团 重组 ， 而且部署在原本

俄 国军队驻守处 。 总之 ， 他认为俄国 在伊 朗 北部的 影响力不能受损 ，
他也

承认英 国在伊朗南部本来就能够 自 由行事 。
？ 其实 ， 英 国 与俄 国互不相让 。

前人研究多强调第
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 ， 俄 国对伊 朗的 立场 比英 国强硬许 多 。

英 国对伊朗的政策本来就有特定关注 的部分 ， 但牵涉到英 国利益时 ，
英 国

绝对不会对俄国退让 ， 瑞典宪兵队之聘任与运作便是典型的例子 。 ５ 月
， 英

俄伊三方僵持在瑞典宪兵 队与哥萨克军团 的议题上 。 陶 恩礼认为 ，
这样 的

态势持续下去很有可能演变成英俄 以某种形式瓜分伊 朗 。 毕竟 ， 伊朗 中立

区 （南部 ） 现在确实都是 由英 国人控制着 。
？

因为缺乏资金 ， 英国 与俄 国 的争议 尚 未完结时瑞典宪兵队 已 自 认不适

合再停留在伊 朗 。 英国驻瑞典公使霍华德 （ Ｅ ｓｍ ｅＨｏｗａｒｄ ） 告诉葛雷 ， 瑞典

政府想要召 回他们 的 军官 ，
因 为没有钱 就等于没有任何作用 。

？ 陶恩礼认

为 ， 失去瑞典宪兵队对英 国来说是
一大损失 ，

也许应该 同 意宪兵 队在伊朗

南部 由英国人指挥 ， 在北部 由俄国人指挥 。
？ 葛雷并 没有接受这样 的 提议 ，

他反而表示瑞典军官不必回到瑞典 ， 英 国会给予他们适度的支持 。
？ 这样说

只是外交策略 ， 没有其他含义 。 因 为
， 葛雷没说会是什 么样 的 支持 ， 但绝

对不会是资金支持 。 瑞典政府 只是想要再确认宪兵 队 的工作 是否 能够安稳

进行 。 他们关注其军 官的行事 ， 绝对要避免重蹈修斯特与史托克斯事件的

覆辙 。 对于本国军人在外地工作面对的 困难 ， 瑞典政府并非冷淡处理 ， 不

①Ｆ０３７ １／２０６６ ，Ｎｏ ．１ ５４ ，
１ ６ １ ８ １

，
Ａｐｒｉｌ ２３

，１ ９ １ ４
，Ｇｒｅｙ ｔ ｏＢｕ ｃｈａｎａ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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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ｉ ｌ２９

，

１ ９ １４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ｔｏＧｒ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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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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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Ａ
，
２８９ １ ５ ， Ｊｕｎｅ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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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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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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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１９ １ １ 年美国政府冷漠对待修斯特 。 美 国对西亚地 区并无利 害关系 ，
反而

是 比较注意拉丁美洲 （ Ｌａ ｔｉｎＡｍ ｅｒｉ ｃ ａ ） 的 问题 。
？ 故此 ，

美国 对于受雇于西

亚政府的公民没有赋予官方身份 ， 他们只是私人身份 。 当 俄 国政府对伊朗

国会 、 修斯特施压时 ，
美 国政府表示 ：

“

不会对于现在的情况有所干涉或建

议 ， 不愿 因而影响其他列强 ， 伊 朗政府必须 了解这
一

点 。

” ？ 修斯特也知 道

自 己 是以私人身份前往伊 朗 。
？ 美 国政府 的冷淡 ， 修斯特并无抱怨 。 瑞典政

府则有不 同的做法 ，
对其官员 在伊 朗 的状况非常关切 ，

而且也不想英 国 与

俄 国有任何的不愉快 。
？ 因此 ， 瑞典政府不想破坏英俄 的利益与优势 。 １９ １ ４

年 ７ 月
，
瑞典外交部部长说 ，

瑞典军官在来年 ３ 月 就会离开伊朗 。
？ 在第

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 ，
瑞典外交 部部长也说战争期 间 不会再派军官到伊朗

去 了 ，

？ 有些瑞典军官已经启 程 回到瑞典 。
？ 俄 国 的反对使得瑞典宪兵队没

有办法在整个伊朗处理 治安 问题 。
？ 到 １９ １ ４ 年 ， 俄 国在伊朗北方的影 响力

一点也没有消退， 瑞典 军事顾 问在伊 朗 引 起 的 风波虽然不如 修斯特来得

大 ， 但伊朗财政空虚无法让瑞典宪兵 队有更 大的 发挥空 间
，
这也可 以看 出

英俄政治角力对伊 朗政局之影响 。

陶恩礼说 ，
没 有了 瑞典 宪兵 队 ， 伊 朗 的 问 题就 不可 能解决 了 。 而且 ，

耶马尔森上尉也已经接到 中 国邀请 ，
到 中 国训练省籍宪兵 队 。

？ 然而 ， 瑞典

军官是否前往 中 国 了 ？ 台北
“

中央研究 院
”

近代史研究所馆藏档案 中确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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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６ 月 时
，
还有 俄国 人在大不里士收取税金的消 息 出 现 。 对于俄 国 来说 ， 在伊 朗 收取税 金早

已是 常态 。 １卯 １ 年 Ｕ 月
，
伊 朗外 交部 向 俄 国驻 伊公使说 ， 自 伊 朗立 宪革 命之后 ， 阿塞拜

疆 已 经如同 外国人控制的地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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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伊朗 关系 与瑞典 宪兵队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４
） ｜２２３

有些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 。 １９ １ ５ 年 ２ 月 １ ０ 日 的档案提到 ，

“

在波斯 （伊朗 ）

之瑞典官员 久未领得薪俸 ， 已受瑞典政府之命令 ，
三月

一

日 离去波斯 。 同

时 Ｈ
ｊ ａ

ｌｍ ａｒｓｏｎ（ 档案 中译为耶埋松 ） 将军亦接 中国政府电请瑞典人在中 国整

顿宪兵队
”

， 就等瑞典政府允诺 。
① 不过 ，

３ 月 １８ 日
， 俄 国驻北京公使问 瑞

典官员 是否 已经抵达北京 ， 中 国方面回复 ：

“

不甚知之 ， 本 国政府并未聘用

此人 。

”
＠此事仅记载至此 ， 未发现其他档案记录 ， 所 以最后瑞典军官没有来

到中 国 。

结 语

本文探讨的 １９ １ １￣１９ １４ 年瑞典军官在伊朗 担任顾 问
一

事涉及 复杂 的英

伊关系 ， 以及在其中需要考虑 的俄 国 因素 。 瑞典军官于 １９ １ １ 年受伊 朗政府

聘用 ，
组成 了瑞典宪兵队 ，

主要处理伊朗南部的治安 问题 ， 但到 了１ ９ １４ 年

就面临难以维 系 的 困 境 。 尽 管有英 国 的外交支持
， 但经 费问 题难 以解决 。

另外伊朗本身衰弱不堪 ，
既无法处理地方治安 问题 ， 也没有能力协助瑞典

宪兵队的运作 。 英俄 在伊 朗各拥势力 范 围 。 伊 朗欲扩充瑞典宪兵 队
，
且得

到英国支持 ，
可是俄 国极力反对 。 英俄利益争夺虽欲借 《 １ 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划分势力范围而减缓 ， 但伊朗 局势瞬息万变 ， 英俄关系依然紧张 。

伊朗聘用瑞典军事顾问
一

事深 受英 国政策之影响
，
而且还得考虑俄 国

的意见 。 其实 ， 自 近代 以来多数伊 朗事务都受制于英俄关 系 。 两强权在 ２０

世纪初期欲抵制德国势力而签署了 《 １ ９０７ 年英俄协定 》 ，
以维护伊 朗主权独

立与领土完整为基本立场 ， 在伊 朗划分势力范围 ，
也 留有 中立 区作为缓冲

带 。 英国 由 孤立转向结盟 ，
正好俄 国也改变 了外交策略 ，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

定》 便是这个历史背景的产物 。 可是
，
伊朗 １９０６ 年立宪革命导致政局不稳

定 ， 俄伊领土相邻 ， 俄 国受到 困扰而不得不 介人伊 朗事务 ； 伊朗南部势力

逐渐不受中央主导
， 英国也必 须出 面处理

，
以 免影 响其 贸易利益 。 尽管英

国对伊朗事务采取不干涉政策 ， 但遇到利益 问题 ， 英 国就会游走在 干涉 的

① 《俄库使面交剪报一件
：
聘用瑞典人 事》 ， 《 外国 公使要求聘用外人 》

，
台北

“

中 央研究 院
”

近史所馆藏 《外交档案 》
，
馆藏号 ： ０３

－

０１ 
－

０２４
－

０２
－

００５ 。

② 《俄馆问答 ： 聘用瑞典警官事 》
， 《外 国公使要 求聘 用外人 》 ， 台北

“

中 央研究 院
”

近史所

馆藏 《外交档案 ＞ ， 馆藏号 ：
０３－ ０１ － ０２４ － ０２ － 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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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 。 伊朗南北局势的 发展对英俄 两国 都有极大 的影响 ，
以至 于两强权必

须采取各种行动来维护 自 身利益 。

伊朗希望聘请外籍顾问 ， 英俄要求伊 朗 只 能选择小 国人士 ， 瑞典 军官

符合英俄的要求 。 瑞典宪兵队之运作 ，
又深受修斯特事件的影响 。 尽管最

初这批宪兵 队仅处理法尔斯省 的治安 ， 可是俄 国对伊 朗政治 的影响 力太大 ，

连瑞典军官与瑞典政府都不希望俄 国有任何 的不 满 。 伊 朗想要扩展瑞典宪

兵队的活动范围 ，
甚 至是伊 朗北方 的俄 国势力范 围 ， 其一贯 的立场是要 削

弱俄 国的军事力量 。 英 国则是想强调瑞典宪兵 队没有政 治意图 ，
只是 管理

秩序 ， 但对于俄 国的 反对
， 英 国也不愿退让 。 尽管英 国无法再提供资金给

宪兵 队 ， 但仍以外交力量要求瑞典人继续维持下去 。 １９ １ ４ 年
， 英伊欲借着

瑞典宪兵 队打击俄 国 。 所幸瑞典政府妥善处理 ，
要求瑞典军官在 １９ １５ 年 ３

月 返 回本 国
， 英伊俄的 争执得 以停歇 。 瑞典顾 问之聘用虽 属伊朗事务 ， 却

也是英俄势力竞争的缩影 。

从聘用瑞典宪兵 队 的议题来看 ， 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俄关 系并没有

谁强谁弱 的差异 ，
双方也都随着局势变迁而调整态度 。 英 国在伊 朗南部 与

波斯湾本来就有优势地位 ， 这也是俄 国认 可的 。 所以尽管 《
１９０７ 年英俄协

定 》 之中 ， 伊朗南部与波斯湾属于 中立 区域 ， 英 国在该地 区 的优势仍不 受

影响 ， 既有的利权也仍然有效 。 这也为英 国介入伊 朗南部事务提供 了机会 。

当瑞典宪兵队扩大活动范围 时 ， 英俄双方利益产生 了 冲突 。 过去 的研究认

为俄国钳制着伊朗 政局发展 ， 英 国却软弱 无力 。 其 实只是英俄可运用 的权

力有区域差异 。 英 国 主要在南部地 区具有影 响力 、 俄 国则在北 部 。 若是从

瑞典宪兵队这
一层面来说 ， 英国外交并不软弱 。

在伊朗聘用瑞典宪兵队
一事 中 ， 俄 国是重要 因 素 ，

英伊两 国都受俄 国

牵制 ，
三方都欲维护各 自 的 利益 。 瑞典 的处理方式 有助于减缓英伊俄 三方

对峙
，
撤回军事顾问 的 做法颇有弹性 ，

也是识时务之举 。 因此 ， 借 由瑞典

顾 问的例子 ， 可以看到
一战前英伊关系 的新层面 。

［ 责 任编辑 ：
闫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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