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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期阚张杨八宇宗旨之再探讨

房 成 祥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国 内外史学界都重视这个课题的研究。但是,

究竟如何解释这次事变?如何评价张、杨和中共在这次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解释这次

事变与整个中国历史的联系?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看法往往大 径 庭。有 一 种

观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拙

著 《西安事变史话 》一书中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强调,张杨二将军始终是西安事变的领导

者,而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
“
协助

”
、 “

调停
”

。为了阐明这个观点,笔者

在西安事变50周 年时,曾撰写了 《论西安事变期间张杨的八字宗旨》,本文仍围绕 这 个 中

心,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 八字宗旨的形成及其历史的客观性

列宁说过: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河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

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

①。张杨以特殊的手段发动西安事变,与特定的历史 环 境 分 不

开。

1931年 日本发动
“
九一八事变

”
,占领了我国东北。面对民族危亡的形势,张杨从不同

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反映出爱国主义思想。

张学良是爱国主义者。早在1927年他写给在 日本学习的二弟学铭的信申,就充满着爱国

激情,要求二弟
“
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

”
②。他自已公思体因,励图国家的统一富强。

“
九一八事变

”
发生后,张学良受南京最离当局的影响,开始以为可能是如南京方面所说的

地方事件,希望事态不扩太,又过离地估计英美出面调停的可能与份量,对国联派出的李顿

调查团寄以很太希望,依赖国联。所以,在南京最高当局严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他致电张

作相等: “
务仰严饬所属,对此事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于事无益

”
t′ 。及至国联调查

团毫无作为的离去,日 军进占辽西走廊后,他方知东北太势已去。丢 失 东 北 有 复 杂 的 原

因,但毕竟是日本从东北军手里用武力夺去的,张学良难辞英咎。他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 ,

又不甘将国土拱手相让,所以组织王以哲等部在长城线上阻击敌人,使战局趋于稳定。

杨虎城也是爱国主义者, “
九一八事变

”
发生后,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9月 23

日,杨虎城发表泣告全国书,历数日本侵略我国痛史,谴责口本
“
无端称兵,侵 占辽宁

”
,

呼吁
“
全国同胞,栗阋墙御侮之训

”, “
举国~L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

”
。并表示

“
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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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枕戈待旦
”

④。杨虎城披沥陈词:其爱国之忠心昭然若揭。

特别应该指出,张杨的爱国思想,救国愿望,随着祖国危机的加深,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的勃兴,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而与时俱进。

其一,1935年 ,日 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向 中国本部进犯,要占领全中国。1936年

9月 ,日 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出所谓中日合作的亡华七条件。11月 ,日本帝国主义再次

策动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中 国不

是抗战就是亡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抉择。张杨的抉择是发动对

日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检讨了
“
九一八事变

”
时的错误。表示

“
过去的错误,我们

不能不察明,不能不承认
”

⑤。并下定决心, “
决不再蹈

‘
九·一八

’
事变时委曲求 全 的 覆

辙
”, “

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绝不干!” e为了实现他夺回东北、抗日救亡 的 强 烈 愿

望,他多次向蒋介石诤谏。绥东抗战爆发后,还向蒋呈送 《请缨抗敌书 》。张将军的思想、

愿望、行动正如他在 《请缨抗敌书 》中所说: “
半载以来, 良屡以抗口救亡理论与策划,上

渎钧昕
”, “

今绥东事既起,正 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口夕磨厉,惟望太命朝临,

三军即可夕发
”

⑦。杨虎城将军在理在势在史均愿参加抗日。绥东抗战爆发后,在 H月 28泅

发表的 《告民众书 》中号召大众
“
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七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

而收复失地
”,并决心

“
御侮争存

”
⑧。上述事实说明,张杨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都想挽救民族的危亡。尽管他们语句和提法不网,性格各

异,但在寻找中国出路的问题上,勇于追求,勇 于奋进,却是完全一致的。

其二,当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西安地区群众运动的勃兴,是全国抗日救亡

运动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 6月 1口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7月 15日

,

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署名发表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主张

各方停战,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9月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相继成立,西
安民众运动如火如茶,民众的抗日救亡要求推动张杨在抗 日救国的逋路上迅速前进。1936年

10月 初,张学良将军在西安接见伦敦 《先驱口报 》记者开斯托夫人,当他回答闷及的
“
现在

中日关系呈现紧张,中 国政府将如何应伺
J’

时,答道:政府是
“
建立在民意之上

”
的,应该

“
遵从民意

”
⑨。说明张杨与人民声息相通。可是,南京政府为了破坏救亡运动,竟于t1月

23日 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糌、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丿
`,

史称
“
七君子事件

”
。12月 9日 ,蒋介石在华清池听到学生请愿的消思,竞 要

“
以武 力 弹

压
”, “

以机关枪扫射
”

⑩,镇压学生救亡运动。这两件事,使和人民命运与共的张杨将军

无法容忍,导致了
“
兵谏

”
的发生。如张学良所说,这两件事,是采取

“
兵谏

”
办法的

“
几

个近因
”, “

也足主要的原因
”

⑦。

其三,1935年 1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

略。会后,中共中央设立了白区工怍委员会,为促戚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全国 的 救 亡 运

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重太步骤。特别是对进攻红军受到堇创而又有亲件争取的张

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和他们本人,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红军主张
“
中E'、 不打中国丿、

”
,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呼吁东北军
“
打回老家去

”
。这对于复土还乡的愿望深深埋在心

中的东北军来说,如 同一颗随时可tX发芽的仇恨的种子,遇艹了适宜的气侯一样,对 日本帝

国主义不共戴天,并开始感到
“
剿共

”
莫明其妙,继而认识f刂 红军是朋友。只有联共抗日才



能使祖同独立解放冫才能打回老家去。用张学良的话来说,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 日的 主 张
“
实攻我心

”, “
实有动于我心”

②。

由于上述种种条件的作用,到西安事变前夕,张 杨逐渐形成了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的

思椤观点和政治圭张。囚为张杨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受制于南京政府,所 以,他们一方面

在西北地区实施白己的主张.一方面又不能公开表示白己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张。正如张学

良将军12月 13日 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 “
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 关 系,不 说 则

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

⑩。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留

在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同南京方面形成公开对峙的局面,张杨才能无所顾忌的公开阐述

白已的思想观点,通过各种形式皮复宣传白已的政治主张。I2月 13日 ,张杨 《对时局通电》

中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
”

⑩。15日 ,

杨虎城在 《广播词 》中表示
“
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

”
⑩,12月 16日 张杨 《告将士书 》中强

调: “
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派的力量,以 民众的丨总动员去抗日救国⑩!他们在

反复宣传这个
“
政治主张

”
的过程中,有时又称为

“
救国意见

”
、 “

救亡主张
”

、 “
政治意

见
”

或
“
爱国主张

”
。后来,随着张学良将军陪蒋赴宁后形势的发展,杨虎城将军将他们顺

应历史潮流发展提出的政治主张简化为
“
对内求和平

” “
对外求抗战

”
、 “

对内和平
” “

对

外抗日
”, “

求对内和平
” “

求对外抗日
”

及
“
对内和平

” “
对敌抗战

”
等。193z年 2月 4

日、杨虎城发表 《对事变解决真相宣言 》,明确地将其概括为
“
内求和平

” “
外求抗战

”
的

宗旨,他说: “
此间去年

‘
双十二

’
之事,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

”
⑦,有时他还把

这个宗旨简化为四个字,即
“
救亡图存

”
或

“
救亡要图

”
。周恩来在1937年 1月 10日 致张学

良的信中说这也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他写道: 
“
兄 (指张学良)在此 (指西安 )时所谈之

∵⋯一贯方针
”

即
“
对内和平、对外抗战

”
。可见,中共代表团当时也承认这八个字是张杨

的宗旨。

研究西安事变的历史,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对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材料的

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这就是西安事变历史的客观性。             ∴

二 八字宗旨的历史作用

八宇宗 旨的历史作用怎样?从历史的角度与当代的Ⅱ眼光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的意义?简

言之,它是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主意所在,也是他们处理西安事变中各种问题的基本

准则;它的实施,使我国连绵十年之久的内战结柬,代之而来的是国内和平,实 现了国内阶

级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过渡,无可置疑,这是一个积极而重大的历史作用。  ∷

第一,西安事变所以能爆发,一 个根本的原困,是西安事变的前夜,我国正处在民族存

亡的严重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主张团结抗日:提出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宗旨。而蒋介

石却坚持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冲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日矛盾

的上升而逐渐激化,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对部下讲话时说:这种
“
政

治意见上的冲突
”,已经

“
无法化解

”, “
谁也不能放弃自已的主张

”,于是矛盾急剧地表

面化。杨虎城在市民大会上讲演时也说: “
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有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

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的劝谏无效后P于万不得已才有这次的兵谏⋯⋯”
。可见,张、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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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兵谏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然而也正如张,杨在告将士书中矽f说 :这 次
“
双 十

二
”

抗日救国运动,是 “
酝酿了许久

”
的⑧。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

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宗旨,即逼蒋联共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原来都是地方军阀首脑:他们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而中日民

族矛盾又在不断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走过疒̂条 曲折、坎坷的道路,终于提出了顺应

历史潮流的政冶主张,即救亡图存的宗旨。并逐步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能救

亡图存。于是他们把红军从敌军变成抗日的友军,并分别与红军秘密停战,形成三方面的联

合,走上联共的道路。

1936年 11月v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下,奋起捌击日军和伪军 的 进 攻,张 学

良、杨虎城为支援绥东抗战,曾请缨杀敌,但均被蒋介石拒绝。 12月 4日 ,蒋介石乘专车抵

达西安。蒋介石坚持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张杨主张

“
对内和平

”
,

“
对外抗战

”,拒绝剿共,并多次向蒋诤谏,但都遭到失败。 12月 29日 ,杨虎城在 《函各县

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号以今后施政之方针 》中曾有如下追述: “
张副司令汉

公再四进谏,垂涕陈词,终以成见固执未蒙采纳
”

。西安方面和蒋介石的矛盾逐渐表面化。

这时,国 民党南京政府方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方面重要人物云集西安。南京方面要员有 :

内政部长蒋作宾,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禁烟

总局秘书长李基鸿,军事学家蒋方震,豫鄂陕边区主任陈继承,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军政

部次长陈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中央委员邵元冲、张冲,还有钱大 钧、邵 存 诚、毛庆

祥、郭寄峤、龚理明等人。
、
西安方面除张杨外,还有: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

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十七路军十七师

师长孙蔚如,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陕西绥署特务一团团长孔从洲,以及东北军高级参谋董

英斌,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等。在双方政治意见上的冲突无法化解的时候,双方要员

聚集、研究对策,说明西安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矛盾陡然激化。

l在这种形势下,张杨确定的
“
内求和平,外求抗战

”
的宗旨发挥了作用。他们为了实现

这个宗旨,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权衡轻重,决定行最后之诤谏。这个宗 旨顺应历史发展趋

势,符合民意,反映了广大官兵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所谚i,张杨能够得到东北军i十七路

军广大官兵的信任,发动兵谏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因 而兵谏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

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但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

虎城坚持
“
内求和平,外求抗战

”
的宗 旨和

“
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
的原则。

西安事变爆发后口南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攻击西安事变,诬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

安事变是
“
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 “
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在 国情上是万

无可宽恕的
”

⑩。南京政府中的
“
讨伐派

”
利用这种舆论,主张调动军队,分 三路向西安进

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阴谋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自 己取而代之。

何应钦表面上摆出一副救蒋的姿态,致 电张、杨二将军,要求限期交出蒋介石,声称 :如不交出

蒋介石, “
必率全军指日西上

”
④。12月 16日 ,在 何应钦的操纵下,邑 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

开第30次 会议,确定: 
“
一、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 i圭 捋挥

=军
扫荡叛逆;二、由

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
”

①。 I7日 河立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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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职,筹组讨逆总部②。并不顾宋美龄的阻拦,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所谓讨伐令,

叫嚣
“
扫荡叛逆,以静凶氛

”
⑧。他调兵遣将,指挥中央军向西急进,还派大批飞机在西安上

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由于中央军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步步进逼,使国内出现了极

为紧张的形势,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内战能不能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杨对事态的态度。如果他

们对南京方面的
“
讨伐派

”
针锋相对,新的内战就可能发生。然而,张、杨虽然以武力要求

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但却始终避免同南京方面发 生 武 装 冲

突。张学良、杨虎城在 17日 再致阎锡山电中把他们的思想、愿望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电文

写道: “
良等j比举,纯为抗 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

”
⑧。他们不仅

有这种强则的愿望和正义的主张,而卫‘还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付诸实施,力持和平。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大主张,其核心

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 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囤。此后,他们一再呼吁避免内战。

12月 14日 ,张学良在广播词中强调: 
“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

切办法,决诸公论
”

。15日 ,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强调: ⒈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

亡的热诚⋯⋯是抗 日,不是内战
”

。 16日 ,张学良又派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讲话,重申张

杨的主张,即 : 
“
反对消减实力的残醋的内战

”
。不难看出,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张杨的意

向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为了抗战事业,为之争取的首先是实现国内和平。

∶ 其次,在何应钦发布讨伐令,部署
“
讨逆军

”
向西急进时,突出地表现了张杨力持和平

的态度和立场。何应钦派遣军事要员飞抵洛阳,部署内战军事,张学良不得不电令东北军各

部开赴反讨逆军事前线待命。电报命令: “
此间派军队甚急,仰将所部主力迅先轻 装 星 夜 急

进,务将每到达位置,限宿营后迅速具报
”

⑧,十 七路军也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张学良致

电何应钦,谴责他
“
西入潼关

”, “
肆行轰炸

”, “
动干戈

”, “
起内战

”
。张将军坚定地

表示: “
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

哉。
”

张杨调动军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军事上战胜何应钦,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而

是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制止何应钦的进攻,达到
“
内求和平

”
的目的。所以,张杨的

军事调动和部署始终是被动的、防御的,不是主动的、进攻的。因此,尽管 何 应 钦
“
动 干

戈
”,寻战挑衅,但太规模的内战始终未能发生。

再次,张学良将军陪蒋介石赴南京后,蒋介石不但在南京软禁了张将军,丽H还调兵西

进,分五个路军和六个纵队对西安采取包围姿态向前推进,在华阴、华县一带造成了爆发新

内战的危险形势。这时,杨虎城将军成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统帅。他在错综复杂的形

势面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虽然有过摇摆,但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

原则:所以,尽管主战派给他施加压力,与他纠缠,他还是毅然领衔于 2月 4日 发表了 《和

平宣言 》,重申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他在宣言申写道: “
此间去年

‘
双十二

’
之事 ,

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盖
‘
双十二

’
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谁复愿以

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
”

④他为了顾全大局,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之下,接受了南京方

面提出的 《陕甘军事善后办法 》的有关规定,东北军东开,十七路军重新编制,这样,西安

事变善后也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所以能得到和平解决,除了张杨坚持 f内求和平
”

的宗旨外,还 由于他￠l正确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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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因为,尽人皆知,张 1杨交动西安事变,以武装的方式在西

安扣留了南京政府的委员长蒋介石及其涟行的要员后,使西安顿时变成南京方面公开的敌对
的势力。这时,西安方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怎样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在一定的意义
上说,是西安事变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如果处瞿不当,有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的内战,

张杨
“
内求和平

”
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如果处理得当,就可锶避免内战,促进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促进全囝抗 日力量的团结。张杨二将军看到了处置蒋介石对西安事变 结 局 的 影
响,所以捉住蒋介石后,立即发表了对时局通电,其中明确提出丁对蒋介石处置的原则。即
“
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事变中,他们向外界反复宣传这个原则冫如张学良致孔祥熙电,

中明对蒋介石
“
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张学良、杨虎城致冯玉祥、李 烈 钧 电,声 明
“
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

”;张学良、杨虎城致程潜、唐生智 电也 表 示
“
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
。这个原则皮映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对

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张、杨
“
兵谏

”,是他们拥蒋的继续。他们兵谏不是与蒋介石争权,不是要推翻蒋

介石的统治
`也

不是要伤害蒋介石,损害蒋介石的威信,而是为丁抗 日。所以,他们和事变

前一样,仍然拥蒋。因为他们认为,就蒋介石的威望和才能讲,足领导全国唯一的人物。不
把他争取过来,全国性的·抗 日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囚此,张学良布置捉蒋任务时,强调不能

伤害蒋介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突然去向不明,张学良焦虑万分.他在指挥部对两军将领
和幕僚们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引日;只要他抗 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杨虎城
在广播词中也表示: “

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
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

”
⑦。蒋介石羁留西安期间,张杨对蒋

仍以委员长相称,道惊致歉,执礼甚恭。          `
当然,这时的拥蒋与事变前的拥蒋也有所不同,即蒋介石暂时失去了自由。不是张杨服

从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而是蒋介石要接受张杨联共抗 日的主张。正如张学良将军对总部全体
职工训词中所说: “

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一-— 如̄委员长能放弃 过 去 的 主

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⑧显然,事变后拥蒋有了条件,

即蒋介石必须
“
主持抗日工仵

”
。张学良给宋美龄的电报也说: “

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
仍当竭诚拥护

”
。

2.张杨兵谏是他们多次诤谏,遁蒋抗日的继续。事变前,张杨为了联共抗日,对蒋介
石诤谏已经到了

“
用尽心机

”
、 “

唇敝舌焦
”

的程度,但均被蒋介石拒绝。他们为了使蒋介
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不仔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张学良说这是

“
不行已而行权

”
⑧。由于他们

采用兵谏的形式,使蒋介石脱离南京政府
“
群小包圃

”,在西安叉哲时处于失去 自 由的 状

态。迫于形势,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以往的错误。历史雄辩地证明,恰恰是张杨用兵谏的办
法逼蒋抗日,才迫使蒋介石放弃了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按受Ⅰ

·
联共抗日的主张。

3.拥蒋、逼蒋,只要蒋介石改弦更张,答应八项条件,必然0蒋。就是说, “
保其安

全,促其反省
”

的原则包含着放蒋的思想。张杨在一些电报中说行更加明确,蒋介石在西安
是

“
暂留

”
、 “

暂住
”

。既然是
“
暂留

”
、 “

暂住
”,杖不贞L想长期将蒋介石扣留于西安,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正因为张杨捉蒋时就有放蒋的想法,所以在蒋介石按受联共抗日的主

张后,他们便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毅然亲白送蒋介石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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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八字原则特别是对蒋介石
“
保其安全

”,有利于分化南京政府中英美派和亲日

派,促使英美派迅速地转变到抗日战线方面来:有利于击破南京政府中讨伐派发动内战,取

蒋而代之的阴谋,使何应钦不敢轻举妄动,内战得以避免。西安方面再三声明对蒋介石
“
绝

对不能稍加危害
”,蒋介石在西安

“
极为安全

”,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是西安方面求得
“
对内

和平
”

的一个卓越的策略。

张杨两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领导发动西安事变是非凡的行动,而且在事变过程中提

出了具有远见的八字宗旨,包含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

础。加之当时各种因素的作用,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
这是中国历 史上 的一件 大

事
”

④。张杨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要充分肯定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

事变的历史贡献,充分估计他们在事变期间提出的八字宗旨的历史作用。

 ̄    ·  三 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既然张杨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主要作用,那末,中国共产

党在西安事变期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杨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

能象中国共产党那样,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指

导原则。换言之,他们没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明确方针。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西安

事变期间张杨发表的声明、通电、讲话、都没有提到和平解决的方针,甚至连
“
和平解决∵

这四个字也找不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 产 党提 出

的。中共中央还派遣周恩来为首的代苯团前住西安,其活动影响了西安事变的进程,是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中共中央的历史功绩。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毛泽东说得

好,他说: 
“
共产党的调停,实 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

种种努力⋯⋯”
④。毛泽东这段客观的叙述告诉我们,中 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

用是
“
调停

”
宁陕双方的矛盾冲突,实现国内和平。用周恩来当年致张学良信和致蒋介石信

中的话来说是
“
尽力调处

”
。因此笔者仍坚持1980年 出版的拙著 《西安事变史话》一书序言

中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且
“
协助

”
张杨要善

地处理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和南京间是处于矛盾、对立申的双方。当时,缓解双方的矛盾,

消除双方的对立状态,避免内战,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从全民族

的利益出发,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

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积极调停。为了尽快实现党的方针,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及

其处置办法也迅速地作了调整,由主张
“
审蒋

”
变为

“
保蒋安全

”
以至主张

“
放蒋

”,对谈

判问题也由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以南京政府为对手 )变为以蒋介石为对手。中国共产党在西

安事变期间所采取的这种方针和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渭在通过和平解决

事变和释蒋达到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的目的。中共代表团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

的方针,推行深入细致的调停工作,特别是由于周恩来
“
施展绝妙的才能

”
⑨,使西安事变得

到和平解决。

17日 ,中共中央所派出的代表团到达西玄时P西安和南京处在极端的对立状态之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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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如,国 民党中英美派想营救蒋介石,必须满足张杨提出的救亡图存的

条件;张杨要达到联共抗日的目的,必须由蒋介石变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为联共抗日的

政策。但这些还都是悬案。所以,中共中央所派出的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就要做

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

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和南京间进行调停,不是不偏不倚,而是站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给
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南京方面,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抗战与要协,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西安事变发生后又

产生了
“
讨伐派

”
与

“
政治解决派

”
的矛盾。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南京转向抗日的

立场,中共中央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中央书记处分别致

电西安、天津、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号召人民起来,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申的欧美派、元

老派:抗 日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推动宋子文、孔祥熙、孙科、蔡元培、李石曾去争

取英美法三国谅解西安事变。 15日 、18日 、19日 连续发表通电,谴责
“
讨伐派

”
发动内战的

阴谋。同时声明,南京如进攻西安则蒋的安全无保证,以此来牵制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⒛

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周 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说服蒋介石改变内战

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

西安方面,由于张杨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以他们提 出的
“
内求 和

平,外求抗战
”

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
“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
、 “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

的

口号完全一致。事变期间, 《双十二事变在陕北 》一文的作者,就敏感地抓住了西安事变同

党的统一战线的}关 系,对比分析了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同瓦窑堡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

大会文件的异同点,然后得出结论说: 
“
这次惊天动地的双十二事变,虽说发生在西安,归

根说起来早在陕北酝酿着,简直可以说发生在陕北。
”

⑧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

务的指示中也认为张杨发动事变是
“
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

”
的结果。所以中共中央在政治

上、军事上均给张杨以实际的积极的援助。 12月 1在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安方面,提醒

他们注意南京方面的军事动向,特别要注意潼关方面的樊嵩甫和咸阳方面的万耀煌。为了对

付何应钦,建议东北军愈集中愈好,但却不可丢掉兰州。 12月 15日 、18日 、19日 ,中共中央

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通电,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赞扬他们是
“
抗日救国之贤豪

”
。

不久,红军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驻三原、泾阳、商县工带,准备配合张杨部队回击
“
讨

伐军
”,制止内战。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对张杨起了壮其胆,鼓其气的作用。

在张杨与宋氏兄妹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支持张杨八太主张,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

变的六项主张,同张杨采取一致的原则立场。经过两天谈判,周 恩来因势利导,促成西安和

南京双方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
“
全面采纳

” “
救亡要图

”
⑧,放弃了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

政策。

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工作卓有成效,说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 “
共 产 党 的 调

停,实与有力
”
。宋美龄也承认,周 恩来是

“
有力分子

”, “
甚明大体

”
⑤。

张学良陪蒋赴宁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分裂。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上,

围绕和与战的问题,少壮派和元老派观点对立,矛盾尖锐,以至发展到少壮派采取非常手段

镇压主和派,使东北军面临自相残杀,分化瓦解的危险局面。杨虎城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也
摇摆不定.时两主和,时而主战。在这严重关头,周 恩来和申共代表团精心研究了东北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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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路军的状况、处境及其变化的趋势'对他们因势利导,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坚持对内和

平、对外抗战的原则。这不仅帮助东北军维护了团结,而且继续贯彻了逼迫蒋介石抗 日的方

针。坚定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和平解决的信心。国民党不得不公开承认: 
“
共产党首领周恩

来在西安极为活动
”
。④

综上所述,可知:笫一,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以周恩来为首的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以后,张杨仍然是事变的领导者。中共代表团足陕宁对立双方中间的调

停者。笫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走西安事变重要问题的决策人。张学良在西安期间,张

学良是中心人物。张学良陪蒋赴宁后,杨虎城成为主要丿、物。周恩来在西安始终是处于协助

张杨处理事变善后的地位。笫三,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经过长期酝酿,不是

没有计划,不是束手无策,他￠l提 出的八字宗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 定 丁 基 础。但

是,他们终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中

共中央制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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