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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六 十 多年前
,

杨 虎城将军创建的 十七路军与张学良将军的 东北军联合发动 了震惊 中外的 西 安 事变
,

从 而 国

内形势 出现 了重要转折
。

十七路军发 动西 安事变
,

首先具有深厚的阶级底蕴
。

这 支部 队的最早班底
,

都与反动势力不 共戴

天
,

有着强 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 思想
,

存在着革命性
。

其次
,

十七路军不 断追求进步
,

接受进步思 想和主张
,

追 寻
、

顺应 时

代 潮流
,

这是他们发动 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底 蕴
。

第三
,

十七路军 中凝聚着最深厚的 爱国主 义 思想
,

受爱 国主 义 思想的 总

趋动
,

发动西 安事变
。

西安 事变的发 动
,

体现 了十七路军的爱 国主义精神
,

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 着人们前进
。

关键词 十七 路军 西安事变 杨虎 城

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 军亲 自创建和培育起来的
,

有着光荣 的历史和优 良的传统
。

六十多年前的 1 9 3 6 年

1 2 月 1 2 日
,

这支部队与张学 良将 军的东北军联合发

动了震惊 中外的西安事变
。

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发

动西安事变
,

不是偶然的
,

而是有其深厚的底蕴
。

本文

试就这一方面作些探讨
。

一
、

深厚的阶级底蕴

追根溯源
,

从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 的创建和发展

过程来看
,

这支部队的最早班底
,

从司令到士兵
,

或为

贫苦出身
,

或有悲惨 的境遇
,

都 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
,

有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思想
。

这是这支队伍走向

进步
,

发动西安事变的最深厚最基本的基础
。

杨虎城将军 出生于陕西蒲城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
。

他的伯父虽是农 民
、

在清末产生革命思想
,

并结交了一

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

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

清政府多次搜

捕未获
,

于是抓来杨虎城的父亲顶案
,

并在西安处以绞

刑
。

后来
,

其伯父也被捉去打死
。

十五岁的杨虎城
,

搬

尸归葬
,

奔走数百里
,

受尽了人 间辛酸
,

从小产生了对

反动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
,

孕育着反抗斗争 的思想
。

杨

虎城与贫苦的乡亲们商议
,

决定组织起来
, “
抗粮抗债

,

打击豪绅
” 。 〔’〕他们成立 了农 民秘密组织

“

中秋会
” ,

提

出了朴素的政治纲领
”
打富济贫

,

扶弱抑强
” ,

开始投身

于反剥削
、

反压迫的斗争
。

由于杨虎城
“

担负赡养母弟

之责
,

并负有父亲生前身后的债务
” ,

川他所受的压迫
,

超过 了一般农民所受压迫的程度
。

这使他从青年时起

就铸就了强烈的反抗精神
。

凭着
“

中秋会
”
的力量

,

他袭

击催粮催款的衙役
,

打跑 了下乡逮捕 中秋会会员的差

役
。

为了打击农村恶霸势力
,

他组织一批贫苦农 民
,

打

死 了依靠官府
、

包讨债务的恶霸李祯
,

为民除 了一害
。

为了躲避县府搜捕
,

杨虎城与参 与此事 的中秋会的部

分青年农民
,

开始到处流浪
。

这些人便成为他的基本 1徉

众
,

跟随他从事抗暴斗争
。

后来
,

杨虎城率领他们劫夺

了反动官府 由澄城经蒲城解往西安 的一批税款
,

并川

此买了步枪
。

有了武器
,

更加敢于和县府军警进行武装

斗争
。

杨虎城就是这样
,

率领贫苦 出身和有悲惨命运的

农 民逐渐从 自发的农 民抗暴斗争走上有组织的武装抗

暴斗争的道路
。

跟随杨虎城将军 的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
,

特

别是最早的骨干力量
,

也多来 自贫苦出身的农民
。

卜七

路军的主要将领赵寿 山
,

出身于穷佃户家庭
,

一家人 l)’l{

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
,

母亲为地主家做杂活
。

父亲因地

主中途收回土地
,

被活活气死
。

赵寿山
“

从小就对辛沐人

十分痛恨
,

就想打富济贫
,

给穷人出气
。 ’

心 〕杨虎城将军

在 讲这支部队发展时明确说
: “
十七路军是由辛亥

一

革命

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 山的穷苦农 民组合而成 的
。 ”

川这

支部队在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
、

压迫方面
,

表现出 了朴

素而强烈的阶级仇恨
,

中国农 民
“

是中国革命 的址 ) ” 人

的动力
。 ’

,s[ 〕尽管十七路军在发展过程 中
,

也吸收 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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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非贫苦农 民参加
,

其内部也曾不断分化出右翼势力
,

以至先后背叛了十七路军
,

但是
,

杨虎城将军认 为
, “
他

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
” ,

他们走后
,

我们的部队
“

更

纯洁了
。 ’

心〕这就是说
,

无论怎么 变
,

贫苦农 民群众始终

是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最基本的根基
。

这也就是这支部

队能艰苦奋斗
,

走 向进步
,

走 向革命的基础
,

是杨虎城

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的深厚 的阶级底蕴
。

二
、

追寻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底蕴

追寻和顺应时代潮流
,

是杨虎城十七路军发动西

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底蕴
。

这支部队始终坚持追求进步
,

追寻时代的潮流
, “
辛亥革命是这样

,

靖国军是这样
,

坚

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
,

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

样
。 ” 〔 , ]

“
中秋会

”
成立后

,

就开始 了反清斗争
。

他们缴获豪

绅的武器
,

发展 自己的力量
,

至辛亥革命前夕
, “
该会已

发展到数百人 之多
” 。

8j[ 武 昌起义爆发后
,

杨虎城率领

“

中秋会
”
参加了辛亥革命

,

隶属秦陇复汉军
,

成为陕西

反清的革命 队伍
。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
,

杨虎城

看到人 民仍不能安居乐业
,

于是重整队伍
,

投身反袁斗

争
。

当陕西督军陈树藩通辑同盟会员李歧山
、

杨仁天等

人时
,

杨虎城保护他们并拒绝将他们交出
,

后来陈树藩

对杨虎城采用官禄利诱
,

杨不为所动
,

并且说
“
护国为

民
,

革命为义
。 ”
袁世凯称帝

,

陕西出现了讨袁运动
。

杨

虎城在陕西同盟会员的影响下
,

率部截击袁军
,

取得胜

利
,

缴获枪枝弹药
。

战争结束后
,

军队整编
,

杨部被编为

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
。

1 9 1 7 年
,

孙中山在广州

领导护法运动
,

反对北洋军阀
,

杨虎城率部参加了响应

护法的军队

—
靖国军

,

被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
。

在粉

碎陕西督军陈树藩围攻靖国军的斗争 中
,

杨部
“

东挡西

杀
,

作战最多
,

也最活跃
。 ’

心 〕当北洋军阀对靖国军采取

分化与收编
,

靖 国军大部接受改编时
,

杨虎城部队拒绝

受编
。

他说
: “

靖 国军是为救国的
,

保全革命人格要紧
。 ”

他坚持靖国军旗帜
,

与于右任在武功重新建立靖 国军

总司令部
。

在与直系斗争中
,

为保存实力
,

杨虎城率部

转移陕北
,

进人同盟会成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防地
。

冯

玉样
“

北京政变
”
之后

,

井岳秀任陕北国 民军总司令
,

杨

虎城为国民军前敌总指挥
。

1 9 2 5 年
,

杨虎城部被编为

国 民军第三军第三师
。

为策应 国民革命军北伐
,

1 9 2 6

年 4 月第三师与国 民二军李虎 臣部坚守西安八个月
,

以 不足一万人的兵力打退 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篙军
,

阻止 了刘镇华镇篙军 向西北发展
,

保全了西北基地
,

为

西北军队出关参加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

1 9 2 7 年
,

杨

虎城部队改编为国 民联军第十路军
,

东出淦关
,

参加北

伐
。

1 9 3 0 年
,

这支部队先后扩编为第七军
、

第十七 路

军
。

杨虎城任军长兼十七路军总指挥
。

这时
,

杨虎城部

队虽然脱离冯玉祥集团而跟随蒋介石
,

但是他 与蒋介

石 的分歧矛盾仍然存在
,

以后也越来越大
,

以至在反 日

的态度上 出现根本对立
。

1 9 3 1 年九一八事变后
,

中 日

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
,

全国人 民一致要求抵

抗 日本侵略者
。

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
,

顽 固执行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

。

随着 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
,

杨虎城将军与蒋介石的矛盾
,

逐渐变成了抗战与投降
,

救国与卖国的斗争
,

而且 日益尖锐
,

不断激化
。

蒋介石

不准抵抗
,

他对抗蒋令
,

支持陕西青年学生宣传抗 日救

国
,

令军警暗里帮助学生
。

蒋介石要他
“
剿共

” ,

他巧妙

地采用名
“
剿

”
实不

“

剿
” ,

假
“

剿
”

不真
“

剿
” ,

甚至实行名
“

剿
”
暗助的方针

。

1 9 3 3 年 6 月
,

与川陕红军达成的秘

密协定
,

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先驱
。

西安事变前
,

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纷纷向杨虎城将军表示反对 内战
,

主张抗 日的意见
。

他们
“

愿意死在抗 日战场上
,

不愿死

在内战战场上
。 ” 〔’ “ 〕他们 要求杨虎城将军率领他们上

抗 日战场
。

此时
,

社会各阶层人士
,

普遍发出了停止 内

战一致抗 日的强烈呼声
。

杨虎城十七路军顺应了 民意
,

追寻着时代潮流前进
,

发动了西安事变
。

杨虎城十七路军顺应潮流
,

追求进步
,

还突出地表

现在坚持与共产党接触和合作上
。

由于 十七路军是从

贫苦农 民的 自发组织
“
中秋会

”
发展起来的

,

所 以他们

容易接受共产党反对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主张
,

接受进

步思想和革命理论
。

靖 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屡遭挫折后
,

杨虎城带着 困惑撤退到榆林
。

在这里他结识了共产党

员魏野畴
。

这是他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
,

使他
“
了解

到他从来 没有听说过的革命思想
” ,

l[ ’ 〕对 中国革命前

途也有 了新 的认识
,

为他以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人 的

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

杨虎城整训部队
,

招收了

一批进步青年学生
,

派少数人去黄埔军校学习
,

同时开

办了一个教导队
。

对进步知识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

学员中不少人成长为共产党员
,

张汉 民
、

孔从洲
、

刘威

诚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

他们担任杨部团
、

旅
、

师等职
,

为

杨虎城的救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

杨虎城将军在陕

西执政期间
,

抵制蒋介石 的思想禁锢政策
,

提倡思想 自

由
,

学术 自由
。

主张各种学术
, “
包括马克思

、

列宁的学

说在 内
,

都可 以公开讲授
,

书籍任人阅读
,

任何思想都

不犯法
” 。 〔 ’ “ 〕这就在政治上思想上为陕西人民 创造 了

比较宽松的环境
。

国 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
,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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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抗 日
,

而杨 虎城将 军在 陕西提倡爱 国 自由
、

抗 日 自

由
,

而且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 和部 队进行抗 日救

国教育
。

他在创办尧 山中学时就明确提出
, “

教职员必

须是进步知识分子
,

有了进步 的先生
,

才能培养 出进步

的学 生
” ,

一 定 要坚 持
“

学术 自由
,

宣传 抗 日 自由原

则
” 。 〔” 〕杨虎城又一直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

,

直到西

安事变前
,

在其部队内
,

始终存在着与共产党合作的局

面
。

在创办
“

三 民军官学校
”
时

,

杨虎城聘请了魏野畴
、

刘含初
、

赵葆华等共产党人提任学校 的政治部 主任和

政治教官
,

培养了不少进步青年军官
。

1 9 2 7 年
,

蒋介石

国 民党大肆
“
清党

” ,

杨虎城部违抗
“

清党
”

命令
,

继续与

共产党合作
。

他将难 以在陕西立足的魏野畴收留在军

中
,

后来南汉衰
、

蒋听松也来到杨虎城部队
,

随后他们

一 同到安徽太和县
。

杨虎城将军大胆重用军中的共产

党人
,

蒋听松
、

魏野畴
、

寇子严
、

曹力如曾担任要职
,

南

汉哀担任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校长
。

除此之外
,

还有一

些共产党员在军中
。

这表 明杨虎城将军与共产党合作

并 没有因国共合作的破裂 而受到影响
,

相反在 白色恐

怖下他仍坚持与共产党的合作
。

杨虎城将军在与共产党人密切交往与合作 中
,

进

一步认识了共产党
。

他 曾申请加人共产党
,

曾向南汉哀

提 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
,

彻底改造部 队的

愿望
。

中原大战之后
,

杨虎城看到各派军阀不是蒋介石

的 对手
, “
以 我们 的军事力量 和蒋 斗争

,

根本 不够 条

件
” ,

和蒋斗争
, “
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

,

只有 中国

的革命力量共产党才是可靠 的合作对方
” 。

l[ ` 〕此后
,

他

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
。

他邀请共产党人南汉哀担任陕

西省政府秘书长
, “

对南深为信任
,

一切行政方针计划
,

多 出南手
。 ’ , 〔’ `〕杨虎城认为

, “

共产党无畏无私
,

个个精

明能干
。

我们 的部队是封建的老底子
,

干部太落后
,

我

们需要共产党员的血液
。

另人害怕共产党人
,

我是欢迎

的
。 ’

心门杨虎城的部 队内
,

始终有一批秘密活动的中共

党员
。

在特务第二团 (团长为共产党员阎撰要 ) 内
,

有共

产党员 2 0 0 余名
,

被称为
“
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 。

除南汉

衰外
,

许多共产党员在杨虎城 的军政文教部 门都担任

过重要工作
。

如张汉 民
、

武士敏
、

王 泰吉
、

蒋听松
、

宋绮

云
、

杨 明轩
、

习仲勋
、

汪 锋
、

常黎夫
、

孙作宾
、

吕剑人
、

刘

威诚等
。

1 9 3 3 年
,

杨虎城援助察绥抗 日同盟军
,

通过部

下与抗 日同盟军第 十八师师长
、

共产党员许权中联系
,

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
,

派去一些青年军官
,

充实了许师

的实力
。

树立 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 民党地方实力派与

共产党友好相处的典范
。

总之
,

杨虎城十七路军不断追求进步
,

接受共产党

进步思想和主张
,

追寻时代潮流
,

成为他们发动西安事

变的重要的思想底蕴
。

三
、

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总驱动

在杨虎城十七路军 中凝聚着的最深厚的思想是爱

国主义
,

他们发动西安事变
,

就是这种思想的总驱动
。

杨 虎城将军有着强烈的 民族正义感
、

坚定 的抗 日

决心
。 “

济南惨案
”
发生后

,

他 曾向于右任表示
: “
此仇不

报
,

誓不 为人 ! 我要 以毕生的精力
,

把兵练好
,

和 日本军

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
,

将 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
,

竖 军旗 于长 白山之巅
,

饮 战马于 日本海之滨… …
” l[ ’〕

杨虎城抱有坚强的抗 日决心和 誓雪 国耻 的雄心壮志
。

九一八事变后
,

杨虎城要求南京政府抗 日
。

9 月 23 日
,

他发出泣告全 国通电
,

指出
“
日本对我主义

,

素 以强暴

凭凌我国
。 ”
通电揭露 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

,

提出

“

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
,

促速撤兵
,

昭 告全球
,

制裁强

暴
” ,

他 呼吁
“
举 国上下

,

一致团结
,

共御外侮
。 ’ , 〔’月〕在国

民党高级将领 中
,

杨虎城是第一个提出
“

摒弃 内战
,

团

结抗 日
”

的爱 国将领
。

1 9 3 3 年 3 月
,

日军占领热河
,

又

逼近长城各 口
。

杨虎城到石家庄见蒋
,

请缨抗战
。

蒋介

石对此非常冷淡
,

表示
“

中央 自有整个计划
” ,

要他专心
“
剿共

” ,

不要多管闲事
。

杨虎城将军
“
从此意识到希望

蒋介石抗战是靠不住的
。

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
,

他

和十七 路军也 没有 出路
。 ’ , 〔 ’ ”〕随着蒋介 石

“

围剿
”
红军

的失败
,

杨虎城将军深刻认识到
: “
我们不 能跟着蒋介

石殉葬
,

只有他干他 的
,

我们干我们 的
, ’

心叼才有出路
。

于是杨虎城将军在 十七路军 中办起 了步兵训练班
,

在

中下级军官中进行爱国抗 日的教育
。

后来
,

将步兵训练

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
。

1 9 3 6 年 6 月底
,

他 与张学 良一

起创办了王 曲军官训练 团
,

训练两军中现任连长至团

长级军官
。 “
训练的目的是改造思想

,

准备抗 日
。 ” 〔川十

七路军广大官兵抗 日的要求强烈
,

他们表示
, “
打死一

个 日本人
,

祖宗有光
,

打死一个 中国人
,

死 了无面 目见

先人
。 ’

心
2 〕他们纷纷要求奔赴抗 日战场

,

结束内战
。

不

久
,

杨虎城十七路军同共产党停止了敌对状态
,

统一战

线基本形成
。

随着东北军
、

十七路军
、

红军
“

三位一体
”

的
“
西北大联合

”

局面的实现
,

杨虎城 十七路军和张学

良东北军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
。

西安事变 中
,

杨虎城十

七路军解除 了城 内蒋系部队和 宪兵
、

警察 的武装
,

封锁

机场
,

扣押了蒋系军政要员
,

为逼蒋抗 日做出 了贡献
。

西安事变发生后
,

杨虎城将军 向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发

(下转第 6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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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受价值
、

得到价值
,

使价值得以在 自己身上实现的

一方实际上都可 以被看作价值的主体
。

例如
,

在
“

人一馒头
” 、 “

牛一草
”
这两对 价值关 系

中
,

馒头和草都具有充饥并转化为能量这样的价值
;人

吃了馒头
,

牛吃了草
,

就可 以得到馒头
、

草所具有的充

饥并转化为能量的价值
,

使馒头
、

草 的价值得 以在人和

牛身实现 ; 因此在这两对关系中
,

人和牛都是作为价值

接受者
、

享用者的价值主体
,

尽管牛和 草对人来说都是

物
,

都可 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的客体 ; 这也就是说
,

尽管牛与草之间的关系可 以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成为物

一物关系或 客一客关系
,

但这并不排斥牛在牛与草之

间的价值关 系中成为价值主体
。

尽管老师是某种意义上 的主体
,

但在这里
,

同草对牛是

价值客体一样
,

对学生来说也是作为价值的具有者
、

提

供者的价值客体
。

六

五

价值须在关系 中才能确立
,

其 中势必有具有或承

担着价值的一方
,

不管这一方是什么
,

只要发挥其价值

而使其在另一方身上得以实现
,

此一方就是作为价值

的提供者的客体
。

还 有
“

人一馒头
” 、 “
牛一草

”

为例
,

馒头
、

草具有 充

饥并转化 为能量 的价值
,

从 而是价 值的具有者
、

提供

者
,

并因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客体
。

再以
“
老师一学

生
”
为例

,

老师具有传授知识
、

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价值 ;

综上述所述
,

如果把价值客
、

主体分别理解为价值

的具有者
、

施与者与价值的接受者
、

补充施于者
,

那么

不论是人还是动物或是非生物
,

只要在一定 的关系中

施予价值
、

提供价值
,

那就都是价值客体 ; 只要在一定

的关系中
,

被施于价值
、

接受价值就都是价值的主体
。

如果把李连科等主张的
“

主体一客体
”
的价值研究

模式 中的主体
、

客体理解为上述广泛意义上的主体
、

客

体
,

把赖金 良等提出的
“

自然 中的客体与客体的价值关

系
”
中的一个

“
客体

”
理解为相对于另一个

“

客体
”
而方

的主体 (虽 其相对于人而言又可 以是客体 )
,

把忆社会 中

的主体与主体的价值关系
”

中的一个
“
主体

”
理解为相

对于另一个
“

主体
”
而言的客体

,

那赖金 良等提出的
“
自

然中的客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
”
和

“

社会 中的主体与主

体的价值关系
”
就同有超出

“
主体一客体

”
的价值关 系

模式
,

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而非交叉或排斥关

系
,

因而无矛盾可言
,

双方也无实质性分歧
。

(责任编辑 曹雪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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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号召
: “
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

,

去争取中华 民族的解

放 与自由
,

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 ’

,z[
3〕

日本帝 国主义人侵中国
,

使 国家和 民族利益受到

严重危害
,

杨虎城十七路军受民族大义的总趋动
,

发动

了西安事变
。

他们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

宁肯牺

牲个人和 局部的利益
,

也要去维护 国家和 民族利益
。

他

们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

杨虎城十七路军这支 由农 民武装发展而来 的军

队
,

始终存在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性
,

它不仅把反帝反封

建作为斗争的目标
,

而且 同民族的独立解放联系起来
。

接受进步思想和主张
,

追寻时代发展的潮流
。

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
,

坚持民族主义精神
, 。

在 中华 民族生死存亡

的危机关头
,

受凝聚着民族大义的爱国思想的总趋动
,

发动 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

西安事变后
,

这支部队参

加到抗 日战争的洪流中
,

走向进步
,

走向光明
。

注释
:

《丹心素裹 》
,

北京
:

中国文史 出版社
,

1 987
,

36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北京
,

人 民出版社
,

1 9 5 2
,

638

2 8 9 1 1 1 2 1 3 1 4 1 9 2 0 2 1 米暂沉
,

杨虎城传
,

西安 陕西人 民

出版社
,
1 9 7 9

,
3

、

4
、
9

、

1 4
、
5 9

、

6 0
、

4 9
、

6 4
、

6 4
、

7 8

3 4 6 7 1 0 1 5 1 6 1 7 1 8 2 2 2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

史 资料研 究委员会
,

回忆 杨虎 城将军
,

西安
:

陕西 人 民出版

社
,

2 3 4
、

2 5 6
、
2 5 7

1、

2 5 6
、

2 0 5
、

1 6 0
、

1 6 7
、

9 2
、

4 4 1
、

2 0 5
、

4 5 0

(责任编 辑 霍有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