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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姚怡香*

一、少年張學良

一生傳奇的張學良 ，公元一九0一年六月三日，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生於中國東北，今天的遼寧省台安縣桑樹林子鄉詹家窩堡村。其父張作霖，出身

綠林江湖，文化涵養很低 ，文墨不通，幾乎是個文盲。但張作霖在詭譎多變的政

治舞台、爾虞我詐的軍閥競爭下 ，卻比任何人更懂得掌握時機， 一躍而成奉系軍

閥的首領，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因此，部屬尊稱他為、老帥 11 稱其子張學良

為、少帥 11 (註一)。

張學良十一歲的那一年(公元一九一二年) ，震驚全國的辛亥革命爆發，中

國歷史再度走進另一個轉折點，展開新的一頁。張作霖的勢力即在此時進入東北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奉天域 ，張學良也隨其父第一次來到大城市(註二)。

一九一二這一年，張作霖成為地方軍事領袖，是其目後璀燦軍戒生涯拓展的第一

步;對張學良而言，母親此時過世是其人生的一件大事。母親早逝，父親又熱衷

權利爭奪遊戲，雖對其疼愛有加，但卻無法長伴左右，張學良的童年生活，就在

父親派來的一批保鑼 、隨從、照顧他生活的保姆以及幾位家庭教師的陪伴下度

過。雖然生於眾人所羨的權勢家庭 ，然而優涯的物質生活終究抵不過空虛寂寞的

侵蝕。因此，在熙攘喧諜的生活中，常駐心靈的，卻是化不闊的孤獨與寂寞。所

以，他自己談道 r 良方十一歲，慈母見背，先大夫寵愛有加，但忙於軍政，素

少庭訓，又乏良師益友...... (註三) J 。

*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
註一:傅虹霖 ，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台北:時報文化， 1989 ) ，頁三八。
註二:司馬梁敦， <張學良評傳) (台北:傳記文學， 1989 ) ，頁五。
註三:張學良， <西安事變懺悔錄〉﹒收入:司馬桑敦著〈張學良評傳) ，頁三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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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稱霸東北後，深感獨依綠林草莽是無法開創大業，加上老帥在一連串

奮鬥中深受不識字之苦。因此，一九一九年三月，張作霖下令恢復停辦的東三省

陸軍講武堂，藉以招攬、培育人才，提高部下的軍事素質。張學良在老帥的安排

下，進入炮兵科學習，無法一圓其行醫的夢(註四)。此後，少帥漸漸遠離杏林

之路，而踏上老帥為其選擇的軍人生涯。

張學良在講武堂期間，學習勤奮，博得教官與大多數同學的敬慕，也結識了

影響其頗為深遠的郭松齡。戰術教官郭松齡對張學良的雄偉抱負非常賞識，而少

帥則佩服郭松齡意志堅強、博學多識、果敢勇武、剛正凜然的軍人氣質，對於其

思想、人格，更是五體投地、崇拜有加(註五)。兩人惺惺相惰，互相敬佩。在

張學良的要求下，郭作了張學良的副手，專心整治軍隊，使衛隊旅成為奉軍之勁

旅。就在張學良、郭松齡漸漸嶄露頭角，地位、聲譽扶搖直上之際，郭松齡卻在

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倒戈。歷時月餘的倒戈雖然徹底失敗，但此舉幾乎顛覆了老帥

的軍政權，郭松齡則為此付出生命作為代價(註六)。

一九二八年，張作霖這位赫赫有名、不可一世，在歷來戰役中均能無惹而歸

的大元帥，卻在日本人的策畫下被炸死於自己大本營一皇姑屯。老帥慘死之後，

整個東北軍、政界面臨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張學良做了幾項關於他自己未來及

整個東北前途的工作，使整個東北情勢穩定下來(註七)。張作霖過難後的一個

星期內，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中國關內遂告統一。除東北外，全國各地均高掛

青天白日旗，中國統一，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然而，東北當時的處境卻令張學

良進退兩難。首先，日本對東北易幟層層阻擾，向張學良施加千斤重的壓力。日

本即使冒著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也要阻止東北的統一 。日本田中首相所派代表甚

至表示，如張學良違背田中首相的決議，日本將不惜在東北使用武力... ••• (註

八)。另外，八月中旬，蘇俄和外蒙古暗中唆使呼倫貝爾地方蒙古軍隊叛變，前

後紛亂擾攘了三個多月，才時平此變局。誰變事件與中東路內部的若干共產黨工

作人員有所關連，這使得張學良警覺到，在長期對外關係上，他不僅要隨時注意

野心勃勃、不懷好意的日本，更要遠望北方時時採行蠶食手法的強鄰俄國(註

九)。在對內方面，尚有兩個因素致使張學良延緩與國民政府合作的時機。第

一 、東北內部意見不一。張學良基於權利的取得在於各派勢力的均衡，因此無法

輕易表明其立場。第二、國民黨本身內部情勢不穩，也使張學良有所疑慮與怯步

(註十)。然而，在一連串的秘密、公開談判後，青天白日旗終於在十二月二十

九日高高飄揚於奉天域，中國在形式上完全統一，張學良在東北的地位也更加穩

固，不可動搖了。

二、不抵抗將軍

註四: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四十。
註五:松本一男(著)、吳常春(譯) , (張學良一西安事變主角的命運)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2) ，頁十八。
註六:傅虹癮，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三八~四九。
註七:司馬桑敦， (張學良評傳) ，頁四五~五一 。

註八:傳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五九~六一。
註九:司馬桑敦， (張學良評傳) ，頁五八~五九。

深具野心的日本，趁著中國內亂的機會，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製造

、九一八事變，。

東北易幟後，南京政府在東北經濟發展中，比昔日有了更大的影響力。這個

事實，令日本感到沮喪，致使東北與日本的關係更加惡化。東北關東軍的少壯派

軍官尤深感不滿，認為日本為東北所付出的、血汗努力，有成泡影之虞。因此，

一手策畫出兵東北的計謀，希望趕走中國軍閥，建立一個由日本控制的傀儡國

(註十一 )。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中村事件 11 加劇中日之間的緊張情勢。在日

本人看來，前後一系列的事件標明了中國公然蔑視日本權威。無疑地，這是中國

向日本挑釁的表示。關東軍趁勢大加渲染，火上加油，日本全國情緒為之沸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點，日本關東軍終於出兵了。他們誣棋中國士兵炸

毀南滿鐵路，乘機炮轟東北軍駐奉天的北大營，一路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當時

的東北地區仍有部隊十五萬人，而日軍加上日後增集的朝鮮士兵也不過兩萬人之

數，雙方兵力相差如此懸殊，而日軍竟能在一夕之間占領奉天，四個月內橫掃東

北。為此，中國人民感到昨舌，並視此為華夏子孫的莫大侮辱。人人紛紛把茅頭

指向東北的龍頭張學良，認為事變當晚，張學良人不在關外就罷了，但氣人的

是，他竟然連個抵抗命令也不下，才使得日本軍能如此猖狂地橫掃東北。人人猜

測事變當晚張學良的去向，甚至做詩諷刺張學良的沈醉溫柔鄉(註十二)。事變

後民眾紛紛以搓伐其人格與私生活的方式，做為憤恨發洩、責備張學良不抵抗行

為的表示。

日本能如此輕易地領有東北，張學良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不可完全歸

罪於張，因為他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而制定此政策並要求張學良施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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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蔣介石。蔣介石在、中村事件，後，曾發電給張學良: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車北尋釁'我方應手不抵抗，力避街突，吾兄萬勿

逞一時之情，直國家民族於不顧。(註十三)

九一八事變當，張學良立即向南京請求指示，南京蔣介石回電中的內容是:

為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必須堅持、不抵抗原則，。九月十九日，張學良向全國

及南京國民政府發表通電，內容如下:

據泉北軍參詩長榮臻將軍報告，日本軍隊九月十入日晚十點開姆向我駐紮在

北大營的士兵開火。我們堅持不抵抗政策，沒有還擊。但是日本繳了中國士

兵的械，還放火燒了北大瞥，這些情況已經向各有關當局做了報告......日本

捏造謊言說是中國人炸掉了南滿鐵路，並聲稱他們進攻中國的兵營走出於自

衛，事實並非如此。甚至連日本人火燒北大營時，我們都沒進行抵抗。(註

十四)

可知少帥及其部隊完全遵守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政策的實行，等

於將東北雙手奉給日本，人民為此深深痛恨張學良;少帥不僅失去了民眾的信任

及聲望，更被冠上了、不抵抗將軍。之名，受到各界人士的羹落與壓力。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食之得味，於是再度發起侵略行動，先後進攻上海與熱

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進入上海，挑起更大的戰爭，預備在極短時間內，

拿下這座大城市。但由於列強的平預，日本無法得逞其頤，我國才得以保有上

海。熱河則沒這麼幸運，在諸多因素交相錯雜下，熱河保衛戰失敗了(註十五

)。僅僅十天，日本就拿下熱河全省，各界的諷刺與嘲笑再度盈滿張學良的雙

耳。在沈重的壓下力，張學良終於辭去他的各項職務，將他的部隊及各種物資移

交給蔣介石。不久，少帥在家人和顧問端納 (Donald) 的陪同下，前往歐洲遊歷。

這趟旅程為其人生經驗及價值信念再度寫上新的一頁。

三、西安事變的背景

西安事變的發生，讓各界人士感到震驚與意外，紛紛有措手不及之感。而其

戲劇般的經過與收場、從中衍生的各種問題，及政治道德、人性黑暗面的完全展

註十三:傳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九九。
註十四:傅虹豆葉.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九九。
註十五:傅直I薯.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一0六~一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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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更是令人在眼花撩亂之餘，深感政治腐敗與權利鬥爭的可怕。研究西安事變

發生的背景，可從當時國內外的環境來深入探索。

日本自恃強大武力和中國唯唯諾諾、小媳婦般的退讓下，野心種子已萌芽地

愈趨壯大。他們的目光由東北伸延到華北，並以拿下整個中國為職志。一九三五

年八月，內蒙古自治會的首領蒙古王公德王，在關東軍提供財政支持為交換條件

下，答應與日本密切合作。蒙古繼滿洲國後，成為日本另一個僕從圈。(註十

在華北，日本再度施展其一貫手法，迫使中國屈服於下。一九三五年五月，

日本以親日華人被殺作為中國挑釁日本的、無禮行為 11 要求南京政府作、合理

的補償。，否則即採取強硬措施。為了維護和平，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著名的

、何梅協定，產生。雖然何應欽並沒有正式簽署此協定，但各種行動卻顯示出中

國的低頭，這比書面協定更加嚴重。同時，在察哈爾也發生類似事件，結果仍是

中國再度退讓，簽定、秦土協定，。此後，非軍事區由河北擴大至察哈爾(註十

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日本外相廣田向南京政府提出、對華三原則，聲稱日

本願意在此三原則下與中國達成談判協議:

，.中國政府不應挑撥一個大國反對另一個大圈，中國要終止與歐洲和美國的

關係'只與日本建立友好同盟。

2. 日本希望中國政府承認一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應在實際土承認滿洲政

府。

3.應建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攜手反對中國的共產黨。不僅在

北方，而且在全國各地消滅共產黨。(挂十入)

廣田三原則旨在逼迫南京中央政府讓步;與此同時，日本重施舊技，以建立

傀儡政權的方式，使傀儡政權行使地區漸由中國分離獨立而出，其在華北建立表

面上由中國人領導的自治政府一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以冀東行政專員殷法耕為

首。原為抵制此政權而設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也在日本種種威逼利誘下，逐漸

走向、自治，之路。(註+九)

日本對華北的各項安排，視華北為囊中物的心態昭然若揭'加上國民政府的

註十六:傳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一四三~一四五。
註十七:傅虹霖 .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頁一四五。
註十八:傅虹霖 .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一五一。
註十九:司馬美敦. (張學良評傳〉﹒頁二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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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妥協政策，諸此種種引起了天津地區知識界的恐慌與危機意識，各種學生愛

國運動與組織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來自各個大學、

中學近千名的學生，集體遊行至何應欽的司令部請顧，請顧內容是:

1.反對所謂、自治政府，。

2. 外交公開。

3.停止任意逮捕學生。

4.保護領土完整。

5.停止一切內戰。

在保證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註二十)

何應欽拒絕接見學生。示威人群往日本領事館前進。途中，學生與軍警衝突，許

多學生遭到逮捕與毆打，此即著名的、一二九事件，。相似的請顧活動仍不斷地

在華北舉行，這些活動掀起了全國的抗日風潮:廣州‘卜上海、濟南、武漢、長

沙、西安、天津、杭州‘卜南京、開封等均發起抗日運動，學生愛國團體在各地紛

紛成立。一九三六年五月底，全國五十個愛國團體代表齊聚上海，共同創立了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1 形成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侵略的全民族救亡圖存運動。

(註二一)

學生運動一波波的展開，直接的刺激是日本放棄透過外交方式接管整個華北

的行動，而改用武力為手段，加緊侵略華北。這些學生運動也迫使南京政府正式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挑戰。蔣介石曾向各級學校代表表示:他絕不會簽署任何有

損於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條約和秘密協定。學生愛國運動更對張學良造成了絕

大的影響。不久，西安成為反叛的城市，蔣介石從西安安全歸返後，終於擔起了

領導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任務。學生運動在張學良此次震驚各界的行動中，占有不

可小蹋的影響力。因此，這一時期的學生反日愛國運動可視為中國不抵抗政策結

束的開端;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性不下於五四運動。

這個時期，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姑且不論其最後意欲為何，表面上，也都

扛著抗日的旗幟。馮玉祥自稱、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西南兩廣的地方實力

派、失意的改組派份子等等，都以全力抗日和反對投降為理由，反對蔣介石的專

斷獨裁行為。日本則存著看好戲的心態，希望中國因此爆發內戰，日本正可坐收

漁翁之利， 一舉獲取其所欲者。可幸的是，種種戰端在各方的奔走調停下被彈

註二十:傳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頁一四八。

註二一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9 ) ，頁六四0-六四- 0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303 

平，不動干戈地收場，免除了危險的局面。(註二二)

此時的張學良正在西安指揮東北軍圍堵挾甘邊區的共軍，但卻連連失利:六

十七軍的一-0師全軍覆沒，師長何立中戰死;一0九師於直羅鎮覆j笠，師長牛

元峰拒降自殺。軍事的失利、優秀部下的犧牲、要求重建兩師陣容被拒、東北軍

官兵的薪水和津貼比中央軍少百分之二十(註二三) .凡此種種，讓流離失所、

遠離家園的東北軍感到寒心與失望;在此同時，流言四起，有人聲稱東北軍的西

調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法:讓地方勢力與其心頭大患對戰，飯可削弱地方強大勢

力，又可去其眼中之刺，正是蔣氏一石兩鳥之計，再加上、抗日救國宣言，的影

響，更使張學良感到東北軍人不死於抗日而死於剿匪是非常無辜的事。此外，他

在五全大會中親眼目睹南京中央要員間對國事的麻木、私鬥的熱衷，這批人不但

不抗日，反而有親日傾向。種種的打擊，使張學良更加苦悶;再加上人事因素的

影響:總參謀長晏道剛的監軍嘴臉，引起東北軍之不快;東北軍隊要求抗日;文

人朋友沈鈞儒、王造時的鼓勵;刺汪者孫鳳鳴的言行等等，使張在心態上漸有轉

向抗日而不顧剿匪的念頭;不久，得知楊虎城也懷有同樣想法後，便開始與中共

聯絡，展開談判。當時，張學良使用多方管道尋求與共產黨聯繫。他在上海會見

了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李杜，委託李杜設法打通與蘇聯及中共溝通的管道(註二

四) ;同時，密令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在前線與中共秘密聯繫。(註二五)

這時，中國共產黨也加緊對張學良及東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立了以周恩

來為首、葉劍英為輔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指導對東北軍的爭取、聯絡工作。

(註二六)在高褔源、李克農、劉鼎等的鋪路下，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

來、李克農、劉鼎與張學良、王以哲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舉行秘密會談。雙方

主要討論了以下問題:

1. 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問題。

2. 抗日救國的道路問題。

3. 聯蔣抗日問題。

4. 聯蘇問題。

5.停戰、通商、合作問題。

註二二: 司馬義敦， (張學良評傳〉﹒頁二一五。
註二三 :張學良， <西安寧變懺悔錄> '收入:司馬義教著〈張學良評傳> '頁三八三。
註二四:張學良， < 西安事變懺悔錄> '收入:司馬義教著〈張學良評傳> '頁三八四。
註二五 :張梅玲， (干戈化玉吊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1 ) ，頁

二三三~二三四。
註二六 :張梅玲， (干戈化玉吊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頁二三四、 二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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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訓幹部。(註二七 )

張學良與周恩來的這次會談，對雙方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對中共來說，會談

不到一個月，便將反蔣抗日口號改為聯蔣抗日。這個策略的轉變固然是中共對國

內外局勢通盤考量的結果，但不能排除少帥的影響與建議。對張學良來說，這次

會談使他完全了解共產黨主張抗日，要求建立統一戰線的決心和誠意，因此，更

加堅定自己的主張(註二八)。張學良與周恩來會談之後，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

由互不侵犯進展到互相合作。少帥對共產黨的態度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對共產黨

充滿好感。此外，共產黨更大大加速對東北軍的滲透，甚至在西安成立聯絡處。

張學良與周恩來的秘密會談後，說服蔣介石與中共聯手抗日成為他最重要的

職志。 一九三六年十月，日軍率領蒙古軍與滿州國的軍隊進攻緩遠，緩遠駐軍傅

作義奮起抵抗，緩遠戰事爆發。蔣介石以民族大局為藉口，不派兵支援緩遠。鄰

隔的東北軍群情誰然，要求、支援緩遠、抗擊日寇 1/ 在部隊的要求下，少帥致

電蔣介石，要求派東北軍前往支援，但遭蔣介石拒絕;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張學良再度致電，再遭拒絕......。與此同時，南京政府逮捕了上海全國各界

救國聯合會的七位領袖。為此，少帥到洛陽見蔣，要求釋放七君子，蔣再度斷然

拒絕......。凡此種種，除了使張學良深感刺激與憤怒外，更加深東北軍要求抗

日、拒絕剿匪，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想法;加上在共產黨的有力宣導下，東北軍

剿匪士氣低落、抗日情緒日漸高昂(註二九)。此時，南京政府已獲知東北軍與

紅軍間的停戰協定，蔣介石決定在西安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剿共問題，並且保奮

官兵士氣。十二月四日，蔣與其摘系部隊，分別抵達西安與遍關。蔣單獨接見東

北軍的將領，試圖使他們接受自己的觀點，但慘遭滑鐵盧。這時蔣介石意識到問

題的嚴重性，因此在十二月七日與張學良進行三小時的談話。少帥在蔣介石不為

所動的情況下，開始談起統一戰線。他說，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在國難當前下，

應與他們聯合，共同抗日，而非互相傾亂。蔣介石大罵張學良受了共產黨的蠱

惑，告誡張學良，中國最大的敵人是中共，而非日本人(註三十)。蔣、張之間

的衝突完全表面化、公開化。

十二月十日，蔣介石決定撤換張學良的職務，將東北軍調往福建，改以中央

軍作為剿匪的主力;而東北軍此時則偵察到蔣介石將要發動命令，逮捕東北軍和

註二七:張梅玲 . (干戈化玉吊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頁二四0-二四三。
註二八:博虹諜.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一三四。

註二九:李雲漠. (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82) .頁二三~二六。
註三十: 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頁一九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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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軍中的可疑軍官，可能包括張學良與楊虎城(註三一)。層層危機籠罩下，

他們決定出其不意，先發制人，實行強諜劫持之謀。

四、西安事變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拉開序幕。蔣介石與各中央軍政要員及兵員共三百

多人立即成為俘虜。張楊二人自任抗日聯軍總司令與副總司令，並且向各界發出

公開電報，提出八項主張: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 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俘之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

5.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6.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註三二)

張學良至十四日始向蔣介石提出此八項主張，蔣謂:

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

奪，合決不稍有遷就。非命到京，不欲聽爾對此事有隻字之陳述，多言無益

也。(註三三)

蔣之態度強硬，直到宋美齡抵西安後，始行、大幅度，轉變。

雙十二事件發生後，除了震驚南京政府各階層外，更令全國人民目瞪口呆。

中央在事變當晚即舉行會議，會議中對問題的處理爭議許久;以戴傳賢為首的一

派，認為、中央不可曲從其狂悸，陷國家於淪胥，更不能過於臆顧蔣介石之安

全，而置國家綱紀於不顧 1/ 主張以武力解決;另一源則認為、應先探其虛霄，

再定萬全之策，而內戰只會坐弱國力，益以外患，國將不就，皇論綱紀? 1/ ( 註

註三一:傅虹霖 .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一九二。
註三二:何應S划得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 . (何應款將軍九五紀事長編) (台北:何應欽上將九五發

誕叢書編委會. 1984 ) .頁四九一。
註三三:蔣介石 . <西安半月記> .收入:朱文原(蝙) (西安事變史料) .第三筋 . (台北:國史館印

行. 1994 ) .頁五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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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最後決議並未論及是否討伐西安，但軍隊卻早已往遍關闖進。

當時國內外輿論對事變的反應，除了少數地方實力派之外，大多是對張、楊

的規勸，甚至提伐。胡適即在大公報上寫了一篇名為〈叛逆張學良〉的社論，除

了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辯護外，更大加討伐統一戰線政策。甚至與少帥心照不
宣的閻錫山，也譴責張學良的行為過於草率。(註三五)

共產黨對此事一無所知，因此，當其獲知蔣介石被挾持的消息後，在這個問

題上分為兩派: 一源主張殺掉蔣介石以報十年來的深仇大恨;一派則贊同以蔣為

人質，逼迫南京政府抗日，並使西安因此取得軍事優勢。然而史大林的電報卻指

稱此事件是日本人的陰謀，將中共領導人搞得一頭霧水。中共冷靜下來，對此事

重新加以分析:他們了解無論任何人都無法取代南京最高領導人一蔣介石，他們

相信單是蔣介石一人就有權力和威望停止內戰，領導全國進行抗日戰爭;如果西

安事變無法獲得和平的解決，可能會引起一場極為慘烈的內戰，這對中國來說是

一場災難，對共產黨的前途更加不利，且讓日本人有機可乘(註三六)。因此，

決定採取和平政策:寧向南京妥協，堅持反對內戰。中共前後態度的轉變，讓張

學良感到被利用了，他雖未做出任何表示，但心要已經有數了。(註三七)
在一片國家尊嚴、武力討伐聲中，唯有宋美齡、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將蔣

介石的安全視為頭等大事來考量。他們確信張、楊的政策是要求進行抗戰，而抗
日是蔣、素來已久的決心 11 如果這次事變的目的真是為了要求改變國家政策，

將砲口一致對日，那麼，就有可能經由談判解決此事。宋美齡要求暫緩進攻西安

的計劃'並派端納前西安採用事探的真相。端納與張學良短暫交談後，才瞭解情

況的複雜性;單是少帥本人並不能決定蔣介石的釋放與否，還必須獲得其他高級
將領的同意，特別是楊虎城。但蔣介石仍安然無羔'畢竟是好消息。

十二月十六日，何應欽正式宣布對張學良進行討伐。他們雖已得知蔣介石平

安無事的訊息，卻不顧等待情勢更進一步地明朗化，便急於開啟戰端。這其中的

奧妙處，在於當戰爭可帶給特殊份子特殊利益時，他們便會不顧生靈塗炭地引起

戰事。難怪宋美齡會大呼、居心不良 1/ 0 (註三八)

在端納與宋子文先後探訪西安之後，他們確信可以找到一條和平解決西安事

註三四:何應欽， (西安事變的處理與善後) (台北: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 1984 ) , 
頁二九~三四。

註三五: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 頁二一二~二一有
註三六:傅虹嘿， (張學良與西安事勢，頁二二二~二二函。
註三七:司馬桑敦， (張學良評傳) ， 頁二六四~二六六。
註三八:傳虹諜，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 頁二三九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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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路，但仍有障礙。端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盡早釋放委員長是有希冀的......。楊虎威將軍的態度是個大問題，他的軍隊

控制著西安城，所以蔣介石的命運掌挂在他們的手中......。爭取楊將軍和他

的部下比與張學良打交道更J，困難，因J，楊將軍及其軍隊有一種更激進、更

不妥協的觀點。況且，楊將軍的軍隊紀律鬆懈，非常不可靠。(註三九)

端納的顧慮是有所根據的。楊出身貧寒，飯沒有張學良東北軍那樣強大的勢

力，與蔣介石的關係也不似張與蔣間之親密。他只能在中國各種複雜的權利鬥爭

與政治妥協的縫隙中，小心翼翼地掙得自己的生存空間。楊虎城認為若輕易放

蔣，無異是放虎歸山，日後必定無法逃脫蔣介石的報復;對於張學良主張只要蔣

介石接受他們的建議，改變故定國策，不但可以釋放他，而且仍擁護他為領袖的

想法感到不以為然。楊虎城的態度，是釋蔣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

但此時端納、宋子文與張學良閉，則已達成一股默契。蔣介石儘管對外宣稱

若不放他，任何建議皆是枉然，然而事實上，此時蔣介石與張學良間對某些議題

已建立一致的共識。十二月二十二日，宋美齡抵達西安，加速了談判的過程;因

為除了她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服蔣介石，而蔣的態度是決定張學良是否釋放

蔣的要素。

周恩來此時則在中共的指導方針下，開始對少帥施加影響。他向張學良表

示，目前中國所需的是舉國一致的抗日，而不僅僅限於西安一角;中國需要的是

統一和合作，而非分裂或內戰。只要能爭取到蔣介石抗日，就應該體面地釋放

他，並擁護他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袖。此議與張學良兵諜的目的不謀而合;

雖然中共的反應讓張學良感到意外，但對中共所表現出之深明大義則表示佩服。

張學良把說服楊虎城的搶子交給周恩來。雖然楊虎城並不贊成釋蔣的主張，但在

周恩來與張學良皆同意之下，楊虎城終於答應放蔣，但表示萬萬不可草率(註四

十)。周恩來的影響，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一大原因。

十二月二十三日，西安、南京和共產黨各方代表舉行正式會談，討論釋放蔣

介石的條件。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爭議後，獲致下列的結果:

1. 關於停止內戰、撤軍一項，末氏兄妹答應負責辦理。

2. 關於改組政府一項，原則通過，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張學良提名宋

子文接任。宋認為孔祥熙是更合適的人選，他可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其他內閣

註三九: 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學翰，頁二四四~二哩。
註四十 :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二四三~一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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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次長，均由張、楊推薦，以驅逐親日派，吸收抗日人士為原則。

3. 關於釋放愛國領袖，保障民主權利一項，原則通過。宋子文答應回南京即

陸續釋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4.關於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一項，宋子文提出抗戰不能馬上爆發，現在只能

做抗日的準備工作。剿共可立即停止，抗日全面爆發後，共產黨可以公開活動，

國共可公開合作，紅軍更改漏制，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

5.關於召開各方救國會一項，原則通過。

6. 關於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一項，一致通過，並具體指出，

最重要的國家是英國、美國與蘇聯(註四一、四二)。

此外，宋氏兄妹答應:

1.關於接濟紅軍一項，由周恩來和張學良具體商定，宋子文負責撥給。

2. 關於西北善後一項，將西北的軍事、政治工作全權委託張學良和楊虎城負
責。

會議雖有初步結果達成，但卻必須設法使蔣介石接受。對於決議，他不得不

同意，但仍拒絕作書面簽字，而是以、領袖的人格，作擔保，保證日後一定兌

現。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張學良向楊虎城及其高級將領表示，他要釋放蔣介

石。楊虎城等人與張學良發生激烈爭吵，在周恩來調解下，楊虎城終於被說服，
答應接受蔣介石的口頭允諾、人格保證'慨然答應放蔣(註四四)。同日下午，

張學良決定立刻放蔣回南京。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維護領袖的威信，而最好的行動

便是親自送蔣回南京。他想以此行動，來證明自己無意加害於委員長， 一心一意

為國家為民族的赤膽忠心與坦蕩無私(註四五)。楊虎城則對張學良英雄般的感

情用事無力阻止;在張學良陪同下，蔣介石英雄式地凱能回京，西安事變落幕。

在蔣介石主導下，軍事法庭公開審判張學良。這對張學良而言，無異是晴天

霹靂，局勢於此刻完全扭轉，張反成任蔣宰割的魚肉。對於蔣的行為，他在法庭
上大怒曰:

你們當中唯一應接受到指責的就是委員長，只有他才能使中國喪權辱圈，如

呆我自由，一定要發動一場革命。(註四六)

十二月 三十一 日，張學良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民權五年，但隨後政

府發布特赦令，將十年有期徒刑予以赦免，但交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註四

七)

五、結論

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上一件極為重大的事件，它拯救共產黨兔

於被消滅，迫使蔣介石容共抗日，促成中共革命事業的成功，實際上等於間接幫

助了中共統一整個中國。然而，西安事變也迫使蔣介石停止那使得中國無力對日

的剿匪戰爭，團結全國一致對外抗日，粉碎日本的大東亞美夢，除了免除自己的

危機外，更使得其他國家兔遭日本的荼毒(註四八)。如果不是張學良堅持己見

一甚至因此而犧牲自己，可能這一場對日戰爭便不會進行，因為，蔣介石的手下

幾乎全為親日派，連蔣本身的親日色彩也非常濃;張學良此舉，使得蔣介石箭在

弦上，不得不發。

隨之而來的對日抗戰，使得南京政府在實際上統一中國。所有的地方實力

源、政客以及共產黨員都與蔣介石一道對抗日本;中國真正的統一，張學良的影

響應被記上一筆。(註四九)

張學良在此事件中最大的敗筆，也是最大的後遺症，便是過於天真，不知政

治門爭的可怕。他缺乏對政治的真正體認，而這正是造成他被幽禁數十年的原

因。張學良曾於一九九0年接受日本 NHK 的訪問，在論及九一八事件時曾說出這

樣一段話來:

我們判斷事情時，不能只憑自己的主觀來判斷，我們必須站在對方的立場來

判斷情況，並考慮對方的利益。(泣五十)

九一八事件時，張能夠理性地站在敵手日本的立場來思考、判斷(雖其判斷

結果失誤，但方法是正確的) ;然而西安事變時，卻因自恃與蔣交情深厚的情況

下，模糊了事件的焦點，盲臼地一頭栽入，終而釀出一生之禍。他視蔣為父，但

註四一:李文原(續) • (西安事變史料) .第四燭. (台北:國史館印行· 1995 ) .頁一二八~一二
JJ 。

註四二 :傳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二五三~二五五。
註四三 :傳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頁二五三~二五五。
註四四:傅虹霖.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頁二五九。
註四五 : 趙發熹. (西安事變) (台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 ) .頁一九八~一九九。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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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畢竟不是真正的父親;西安事變對蔣而言，是對其主權的挑釁，讓他在全國人

前摔了個大跟斗;而楊虎城畢竟經齡老到，他深知依蔣的個性， 一旦縱虎歸山，

必定逃不了蔣的報復，因此並不顧意釋放蔣介石，但在種種因素交錯之下，最後

仍然不得不釋放蔣介石。釋蔣的下場，便如楊虎城所預料，遭到嚴厲報復: 一被

終生幽禁、 一被暗殺身亡。

西安事變落幕後，隨即而來的是一場快速的審判鬧劇與特赦令的頒布。然而

、體面的，特赦令背後，卻是更加殘酷的懲罰一蔣介石以管東為名，對張學良施

以無限期地軟禁，剝奪其自由。所謂高等軍法會審，只不過是蔣介石所玩弄的把

戲，立法毀法，在其一人。而張學良則萬萬不曾料到，南京一行竟是漫長幽禁生

涯的開端。其由尚抱一絲取回自由的希望，到完全絕望， 一生的青春歲月，在失

去自由裡寂寥地度過。這幾年蔣氏政權式徵、政治開放後，少帥總算重新擁抱自

由，然而，卻已是一近百老翁，無法嚴翅高飛了。在宗教的洗禮下，對於前塵往

事，他已不顧再多言(註五一 )。然而，史學工作者卻應該尋出真正的原由，為

少帥、為所有的西安事變關係者，重新給予客觀且詳實的評價。

註五一 :張學良在 NHK 的訪問中，對於許多問題不顧回答 ， 只言事業真相將會傷害到許多人 ， 因此不顧
多言 。見:臼并勝美(著) 、陳鵬仁(譯 ) , (張學良與與日本) ，台北: 聯蟬，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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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的法國

一容持閉目夸代

梁雅慧*

「在整個城市衷，我覺得自己是皇帝或建築師，我裁斷、我決定並且我裁

判。 J (挂一)

「不要以為我的生命充滿著政治。政治並不是我的首選。政治是科學的奴

候，及哲學的卑微的譯員，它並不具備藝術的創造性的優點。它脫離對自然

界的認識和人類的生活，政治好像是被捕下來的花朵和很快便萎謝的。夏季

黃昏六點鍾的時候，在一排排的橡樹林望出去，我的精神會有很好的感受

。 J (註二)

「我現在在意的一件事是 :大家對我的看法，不是和我同期的人的看法，而

是未來歷史學者的看法。」

「個人的我，今日已逝。此後的我，將向國家獻身，向歷史負責 J (註

『歐洲失去了最熱情、最有影響力的先驅者 J (註四)

『 他為法國打造融入世界村的基石 J (1主五)

f 密特朗以尊嚴莊重面對死亡 J (註六)

*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
註一 :楊子莓. <塵塵往事記密特朗的雄心壯志> (建築師雜誌) (台北:建第師公會. 1995 ) .頁

八-。
註二 <閻酷愛文藝> (國際現糊刊) (台北:閣際現捌咐. 1981 ) ·頁一三。
註三 :密特朗於就職時所發表的言談。

註四: (聯合報) • 1996 年一月十一日。
註五: (聯合報) • 1996 年一月十二日。
註六: (中國時報〉﹒ 1996 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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