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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究竟起 了什么样的作用
,

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

本文认为
,

杨虎城从事变

开始便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
,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思想
,

杨虎城呈个人恩怨于不顾
,

支持张学良尽速送蒋回

南京
,

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张学良被 囚禁的情况下
,

独挽危局
,

采取有力措施
,

促使陕甘善后循

政治途径解决
,

进免了新内战的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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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历来认为
,

在西安事变中
,

杨虎城希

望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或借中共之手杀蒋
,

其

实这是一种误解
。

实际上
,

杨虎城从事变一开

始就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
。

19 36 年 12 月 11 日晚
,

杨虎城曾与孔从洲
、

宋文梅
、

王菊人等商讨过扣蒋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情况
,

杨虎城说
: “

有三条路要作准备
:
(一 )蒋

如果跑了
,

孙铭九扑了个空
,

那时怎么办? (二 )

万一蒋被打死
,

那时怎么办? (三 )扣起来个活

蒋介石
,

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
,

既扣起又放
,

该怎么办 ?
”

杨停了一会儿
,

又说
: “

我们为了抗

日
,

先得停止内战
,

除扣他逼他
,

没有别的停止

内战的办法
。

只要把蒋扣起来
,

他预定的一切

军事部署都会落空
,

内战 自然就停止了
。

不抗

日
,

蒋介石没路走
。

我们除抗 日外
,

也没路走
。

那时候
,

谁不抗 日
,

百姓便会反对谁
,

举国一致

抗 日的局面
,

自然会形成
。 ”

① 这实际上是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
。

正是有 了这种思想准

备
,

当蒋介石还未找到时
,

杨虎城也十分担心
:

“

委员长生死未知
,

是否能找到?
” ②及至找到蒋

介石后
,

杨虎城十分高兴
。

12 月 13 日晚他召

集十七路军的几个心腹将领
,

研究如何处理蒋

介石
,

当时有三种意见
:

一是主张立即杀掉蒋
,

认为
: “

蒋很顽固
,

他

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
,

要反共便无力抗 日
,

因

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 ;鉴于张学 良过去和

蒋的关系不错
,

不杀蒋
,

难 免将来 出毛病 ;不杀

蒋
,

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
,

我们在政治

上军事上都不利 ;杀蒋
,

共产党是高兴的
,

同我

们的合作将更真诚 ;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

特务
,

暗送秋波
,

为 自己亲蒋预 留后步
,

冯钦哉

的事已出现 了
,

不杀蒋
,

难 免第二个冯钦哉 出

来
,

杀了蒋
,

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
”
③

。

二是认为杀了蒋无用
,

放蒋危险
,

南京政府

如不按我们的主张改组
,

不明确表示抗 日态度
,

中央军不开到抗 日前线
,

我们就不能放他
,

即使

南京政府对我用兵
,

战事对我不利
,

我们走到哪

里
,

就把蒋带到哪里
,

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
。

三是主张放蒋
,

但要有条件地放
,

这就是要

保证放弃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

,

表示坚决抗

日
,

并有确实的抗 日部署
,

中央军调到抗 日前

线
,

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
,

要照我们的办法

成立联合的抗 日政府
,

到了这个程度就放他
。

杨虎城则明确表示
: “
扣个活蒋介石

,

还得

放个活蒋介石
,

杀是 不能杀的
,

放是一定要放

的
,

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
,

并保证

实现
,

中央 军 能退 出撞关
,

我们便放他
”
④

。

19 36 年 12 月 21 日
,

宋子文赴陕委托郭增恺做

杨虎城的工作时
,

杨即对郭明确表示
:
兵谏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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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蒋介石停止内战
,

领导抗 日
,

不会杀他
。

可见
,

从西安事变发动开始
,

杨虎城便有捉

蒋后放蒋的思想
,

在这点上
,

他与张学 良别无二

致
。

但他有顾虑
,

担心放蒋后蒋会报复他
。

因

为他不像张与蒋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张在国民

党中的重要地位 ;他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
,

时刻

处于被蒋介石排挤
、

消灭的危险中
,

长期的官场

经历增加了他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感
。

因此
,

杨

虎城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置于安全的基点上
,

也就是放蒋必须是有条件 的
,

这些条件就是
:

,’( 一 )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
,

至少以

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 ;( 二 )改组 国民党政

府为抗 日联合政府
,

应有行动表现 ; (三 )东北

军
、

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 ;( 四 )红军

问题
,

由以后组成的抗 日联合政府解决
”

①
。

为了达成自己的 目标
,

杨虎城一方面对张

学 良及早送蒋回南京的建议表示
: “

放他是一定

的
,

你不要着急
,

看看下一步如何再说
”

②
。

另

一方面利用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

迫

使蒋介石接受西安的条件
。

杨说
: “
几天来

,

无

论我也好
,

张先生也好
,

都对蒋介石谈过我们的
·

抗 日主张
,

但我们和蒋仍有长官部属关系
,

说话

不能没有一定 的分寸
。

蒋敌视我们
,

更听不进

我们讲话
。

周先生就不同了
,

他是 中共最高领

导人之一
,

和蒋介石有十年血海深仇
,

有对蒋斗

争的丰富经验
,

他和蒋处于平等的地位
,

对蒋可

以说理
,

也可以批评
。

蒋介石最怕共产党
,

我们

也就请共产党作代表和他谈判
,

我看蒋不能也

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
”

③
。

12 月 18 日上午
,

周恩来与杨虎城促膝交

谈
,

周阐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的意见
, “

杨听

了周的谈话
,

感到惊异
,

因为照杨原来估计
,

共

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
,

现在蒋既被捉
,

中共

一定会借机报复的
。

同时
,

近一年来他所接触

的中共党员王世英
、

汪锋
、

王炳南等
,

他们所讲

的都是反蒋抗 日
,

从来没有讲过
`

逼蒋抗 日
’

或
`

联蒋抗 日
’ ,

张文彬虽曾向他简单讲过这个问

题
,

可是他当时因为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

所以并

未注意到这是中共政策方针的转变
。

现在周的

这番谈话
,

特别是周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的

6 4

方针
,

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 。

杨虎城虽

有短暂的惊诧
,

但由于和 自己的想法基本一致
,

也感到十分释然
,

他向周恩来表示
: “

只要张和

中共方面意见一致
,

他是无不乐从的
”

④
。

并对

中共置党派恩怨于不顾
、

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的高风亮节表示由衷的钦佩
。

他也向周恩来说

出了自己的顾虑
,

担心蒋介石能否抗 日
、

会不会

对参与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
。

周恩来对此作

了全面的分析
,

打消了杨虎城的疑虑
,

坚定了杨

虎城放蒋的思想
。

但形势的发展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种种迹象表明
,

当时无论是在国际上
,

还是在南

京政府内部
,

抑或是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
,

将蒋介石 留在西安利少弊多
。

经张
、

杨商量
,

在

与宋氏兄妹达成十项口 头协议的基础上
,

杨虎

城置个人生死利害于不顾
,

放弃了有条件放蒋

的主张
,

慨然同意张学 良及早送蒋回南京
,

促成

了事变和平解决
。

张学 良送蒋回南京被蒋介石监禁后
,

西安

面临复杂的形势
: 一方面

,

蒋介石在政治方式解

决陕甘善后的幌子下
,

令顾祝同指挥大军向西

安压来
,

是战是和
,

西安方面面临新的抉择 ;另

一方面
,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意见分歧
,

呈现

不稳的状态
。

从十七路军方面说
,

蒋介石派杨

渠统运动第 17 师第 49 旅旅长王劲哉部叛变
,

张鸿远运动沈玺亭
、

唐得楹两团投降
,

赵和民运

动宋文梅脱离十七路军
,

还派人运动警一旅
、

教

导团
、

独立旅等叛杨
,

许以高官厚禄 ;在地方 民

团中
,

蒋介石委任马青苑
、

毕梅轩为陕西民团总

指挥
,

实行釜底抽薪
,

煽动民团叛杨
。

在东北军

方面
,

张学 良离陕时
,

留下手谕由于学忠负全

责
,

但于学忠指挥不了军队 ;在蒋的诱降下
,

一

些军
、

师长向蒋派来的人输诚
,

表示拥护南京政

府
。

特别是在要不要争取
、

如何争取张学 良回

西安的问题上
,

东北军 内部存在着和
、

战的分

歧
,

两派的矛盾冲突 日益尖锐激烈
。

① ②③ (西安事变亲历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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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面对如此复杂困难 的局面
,

杨虎城深深感

到张学 良回西安对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
、

对

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
、

对他个人前途的重要性
,

他盼望 张学良回来
,

并不惜与南京政府开战
。

他认为
,

打一仗
,

一方面可以使华北的宋
、

韩
、

桂

李
、

川刘有武力调停的借 口
,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

蒋介石感到
,

不放张回西安
,

便无法收拾西北的

局面
,

从而促蒋早 日放张 ;同时
,

打一仗
,

也可以

巩固两军内部
,

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
,

否则
,

各

将领各寻出路
,

三位一体瓦解
,

就失去了争取张

学 良回西安的资本
,

他个人的前途也堪忧
。

基

于这种思想
,

在开始一段时间
,

杨虎城采取了与

南京针锋相对 的立场
,

于 1 月 5 日领衔通 电全

国
,

指斥南京政府扣押张学 良
,

派兵进攻陕西
、

挑起新 内战的行径
,

表示对南京的进攻要坚决

回击 ;同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
,

制订三位一体联

合作战计划
,

并视察渭南前线
,

准备迎头痛击南

京方面的进攻
。

但此时
,

全国一片反对内战
、

主张和平的呼

声
,

蒋介石在派兵西进的同时
,

也摆出和谈的姿

态
。

杨虎城审时度势
,

及时调整了对策
,

以争取

张学 良回西安
、

督促蒋介石停战抗 日为武器
,

向

蒋介石发起和谈攻势
。

首先
,

通电全国
,

表示服从南京政府的领

导
,

接受甲案
,

和平解决陕甘善后
。

1937 年 1

月 16 日
,

杨虎城领衔通 电全国
,

表示接受南京

政府对他们的
“

处分
” ,

服从中央的领导
。

针对

蒋介石提出的陕甘善后的甲
、

乙两案
,

杨虎城等

经过反复权衡
,

认为接受甲案有利于维护三位

一体的团结
,

因此
,

杨 虎城于 1 月 21 日致电蒋

介石表示
, “

此间将领对于钧座极端拥护
,

矢志

服从
,

无时不 以国家民族为念
,

更无违反钧座之

意
。

前示 甲案
,

应 当接受
,

惟西北情形已 趋复

杂
,

执行甲案事
,

各方实际之困难仍属不少
”

①
,

请蒋介石帮助予以解决
。

1月 23 日
,

杨虎城再

电蒋介石
,

表示将遵照蒋介石的意旨
,

与顾祝同

商量一切
,

希望早日解决陕甘善后事宜
,

并提出

在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和西安方面的要求
,

直接

向蒋陈述
,

由蒋出面解决
,

有不便直陈的
,

由阎

锡山代为转陈
,

得到蒋介石的应允
。

从而缓和

了西安与南京间的紧张局势
。

其次
,

致电各地方实力派
,

争取他们的同情

和支持
。

1月 5 日后
,

杨虎城等先后致电各地

方实力派和各界名流
,

呼吁他们敦促蒋介石实

现自己的诺言
,

停止内战
,

戮力抗 日
,

早 日释放

张学良回西安
。

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响应
,

致电

南京政府
,

要求中央军停止人陕
,

消饵 内乱
,

培

护国力
,

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陕甘善后
。

给蒋介

石以极大的压力
。

再次
,

以停止 内战
、

共同抗 日为职志
,

与南

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

1月 12 目
,

西安和谈代

表李志刚去南京前
,

杨虎城找到他强调此行要

弄清
: “

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 日

回来
,

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
” , “

讲得愈简单愈

有力愈好
” 。 “

第二个 问题要质问蒋
,

顾祝同率

几十万 中央军向撞关 以西分路拥进是干什么 ?

是不是要打内战?
”

杨要求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

要强硬一些
,

可以明白地告诉他们
,

因为蒋不履

行诺言
,

扣留张学 良不让回来
,

东北军和十七路

军群情激愤
,

团结一致
,

要同中央军拚命
。

特别

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采取一

致行动
。

如果蒋实行他的诺言
,

我们一定听他

的命令
,

那时军 队无 论怎样调动都可 以②
。

1

月 2 1 日
,

李志刚从南京回西安向杨虎城汇报了

见蒋的情况
,

杨虎城从 中看出了蒋介石是想用

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来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

军
。

他召集两军将领分析形势
,

研究对策
,

认

为
, “

当前我们斗争的 目的
,

在实现抗 日和团体

的存在
,

团体的存在也能监督抗 日的实现
,

要求

张汉卿回来和停止顾军西进
,

就是为这个目的
。

现在我们也应了解蒋和南京方面对结束内战和

实现抗 日
,

究竟有没有转变的准备
,

这是很紧要

的
” 。

他表示
: “

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过去
`

先安内而后攘外
’

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
,

就是

牺牲了个人
,

也是值的
,

否则蒋仍 旧坚持错误政

策不改
,

那么我们干这一场就毫无意义了
”

③
。

①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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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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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议李志刚再去南京
,

一是坚持要张回来
,

二

是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
,

三是看蒋是否

有转变政策的准备
。

杨虎城的提议得到大家的

赞同
。

争取张学 良回西安和促使蒋介石转变政

策就成了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的指导思想
。

最后
,

顾全大局
,

协调矛盾
,

妥善处理
“
二

·

二事件
” 。

撞关谈判达成协议后
,

东北军内部的

矛盾表面化
、

白热化
,

少壮派为争取张学良回西

安
,

坚决要求与南京开战
,

并要求杨虎城支持
。

杨虎城 内心是矛盾的
,

一方面他认为争取张学

良回来
,

无论是对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是对他个

人的前途都有好处
,

因而 同情少壮派 的主张
。

当申伯纯宣传和平解决陕甘善后
、

批评主战派

时
,

就遭到了杨虎城的责问
,

并撤 了申伯纯的政

训处长职务
。

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和平解决陕甘

善后
,

实现他与张
、

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

杨

虎城的这种矛盾心理被少壮派利用
,

所以在渭

南会议上作出了主战的决定
,

一时主战乌云笼

罩西安城
。

但在王宅召开的最高会议决定主和

时
,

杨虎城为顾全大局
,

放弃了主战的想法
,

同

意主和
,

他说
: “

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

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
,

因为张副司令不 回西

安
,

我是无办法的
,

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
。

现在

你们说僵持有危险
,

怕打起来
。

十七路军力量

小
,

都听东北军的
,

你们坚持
,

我们跟着
,

你们既

然愿意撤退
,

我们也跟着走
”

①
。

不幸的
“

二
·

二事件
”

发生后
,

如 果处理不

慎
,

不仅会影响和谈大局
,

而且会导致东北军内

部
、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间的火拼
。

在此严峻形

势下
,

杨虎城沉着冷静
,

一方面将何柱国等高级

将领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

斥责少壮派分裂

东北军 的犯罪行径
,

挫败了他们杀何柱国的企

图 ;另一方面立即决定派李志刚前往渡关在和

谈协议上签字
。

由于处理得当
,

使得
“

二
·

二事

件
”

没有扩大
,

保证了和谈大局的实现
。

杨虎城本着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的宗旨
,

和

张学 良一起发动 了西安事变
,

倡导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
,

并妥善处理 了陕甘善后
,

避免了内战的

爆发
,

实现 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

他有功于

国家
、

有功于民族
、

有功于人民
。

但心胸狭 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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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却视杨虎城为仇寇
,

力图除

之而后快
。

他先是逼杨虎城出国考察
,

继之又

于 1938 年将杨虎城秘密逮捕
,

于 194 9 年将其

杀害
。

杨虎城虽然牺牲了
,

但他与中共合作
、

实

现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的主张
,

至死不悔
,

对中

共寄予了殷切希望
。

杨虎城出国考察前
,

曾与

孔从洲作了一次长谈
,

在谈到十七路军的前途

时
,

他对孔从洲说
: “

这次事变
,

我的任务只完成

了一半
,

扣了蒋介石
,

使他没脸
,

也不可能再打

内战了
,

所谓
`

停止内战
’

一点
,

大体做到了
。

剩

下的一半
`

救亡抗战
’ ,

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

说
,

主要依靠你们了
。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

内部团结
。

蔚如
、

寿山同你相处有年
,

你们都比

较了解
,

一定要精诚团结
,

舍此
,

就会被蒋介石

肢解消灭
。

要在抗 日战场上积极作战
。

我们是

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 日的部队
,

只要在战

场上有好的成绩
,

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

我也得

到安慰
,

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

你们要

力争部队参加抗 日
,

共赴 国难
。 ”

在谈到与中国

共产党的关系时
,

他说
: “
没有同中共的合作

,

就

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

你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

久
,

和 (魏 )野畴
、

(南 )汉窟都很熟
,

也和张汉 民

共过事
,

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
,

我们部队中也

还有 (王 )炳南
、

(阎 )睽要等人在
,

必须保持好和

他们的联系
。

我们部队的处境
,

北边是朋友 (时

部队驻扎在渭北与红军毗连 )
,

南边 (指西安 )是

冤家
,

北边是光明
,

南边是陷阱
。

到了蒋介石压

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
,

我们就断然

倒向共产党
,

跟着共产党走
。

这话我跟蔚如
、

寿

山也谈过了
,

兄弟 ! 你们负有更艰巨的任务
,

好

自为之
,

十七路军的前途
,

你们的前途
,

都是光

明的
”
②

。

杨虎城将军是 我国历史上杰 出的爱 国将

领
,

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

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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