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 日

—
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

陈 先 初

从  年九一八事变到  !年七七事变
,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

由对中国的地区性侵略向全国性侵略急剧升级的时期
,
也是中民

人民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性抗战过渡的时期
。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

时间里
,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 “安内攘外” 的错

误政策
。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
,
它在重点 “安内” 的同时

,

也在

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
、
“攘外” 的措施

,

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 ∀ 并

且
,

它逐渐对其内外政策进行调整
,

实现了由安内攘外向联共抗 日

的重大转变
。

全面分析和评价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

政策逐步转变的过程
,
是本文 旨趣之所在

。

国民政府 “安内攘外” 政策的基本点
,
对外是针对 日本侵略

者
, 又寸内则针对中国共产党

,
而且 “剿共” 被当作抗 日的前提

。

但在这一政策提出后的最初一个阶段
,
它的对内意义并未如此严

格确定 , 在对日问题上
, 国民政府也并非一无所为

。

“安内攘外” 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
,
是在九一八事

变爆发前后由蒋介石提出来的
。

当时
,
国民政府面临着深刻的政

治危机
。

一方面
, 日寇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
先后制造了万宝

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
鼓动朝鲜排华风潮

,
进而直接 出兵沈阳

,
发

动了九一八事变
,
致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 另一方面

,
中风

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迅速发展
,
特别是江西红军打破了一

、

二
、

三次 “围剿” ,
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

,
革命的中心 由



江西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
造成国民党蒋介石的严重恐慌

。

此

外
,
国民党内部也呈现一片混乱

。

中原大战刚结束
,

在广州以汪精

卫为中心的反蒋派
,

于  年#月组织起同南京直接对抗的国民政

府 , 在河北
,
石友三于 !月举起反蒋的旗帜

。

面对如此内外交困

的状况
,
蒋介石于 !月∃ 日向全国发出通电

,
正式提出了 “ 安内

攘外” 的口号
。

他说
% “此次若无粤中叛变

,
则朝鲜惨案

,
必无

由而生
,
法权收回问题

,
亦早已解决

,
不平等条约

,
取消自无贬

义
。

故不先消灭赤匪
,
恢

&

复民族之元气
,
则不能御侮

。

不先削平

逆粤
,

完成国家之统一
,
则不能攘外

。’
九一八事变以后

,

蒋介石

又 向全国宣布 “攘外必先安内
,
统一方能御侮

,
未有国不能统

、

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 ” 这进一步强调了 “安内

”

对于 “攘外” 的

意义
。

从安内攘外政策的产生看
,
当时的所谓 “安内”

,
其对象当

!

然包括中国共产党
,
但并不仅限于此

。

在蒋介石集团看来
,
经过

三次军事
“

围荆” 之后
,
共产党的 “主力多已摧毁” ,

往后虽 “仍

须努力清荆
,
勿使功亏一赞” ∀ ,

但当前安内之急 务
,
则 还 在

平息内部冲突
,
即解决两广问题

, 以便实现 “国家的统一” # 。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
国民党当局就确定了 “中央现在以平定内

乱为第一
” ∃ 的方针

,
为此对日本应尽力避免冲突

。

九一八事变

以后
,
面临日寇的进攻

,
这种 “武力统一” 不得不有所收敛

。

这

时蒋介石一面强调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
统一中国方 能 对 外 救

国” ,
同时又感到 “于此党国存亡之际

,
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

满解决之道” ∃ ,

于是对粤方发动了和平攻势
。
九一八事变发生次

日,
南京方面即致电粤方

,

呼吁停战议和
, “共赴国难” 。

粤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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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释胡 ∋汉民 (为议和条件
。

南京释胡后
,
蒋介石派张继

、

陈

铭枢等赴粤交换意见
。

不久
,
宁粤双方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

,

决

定由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
,
选出同数中委

,
再召开

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
实现宁粤合作统一

。
 年 月 ∃ 日在南

京开幕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
,
蒋介石又打出了 “团结内部抵御外

侮” 的旗号
,
实际上是要进一步迫使各派势力

,
特别是广东的反

蒋势力统一于中央之下
。

会上
,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

% “ 自从 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 ⋯本党⋯⋯支离破 碎
,
使 国 民

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
,
连已经统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

” ,
而国家

则 “处在目前敌国外患压迫包围之中” 。

他认为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
最要紧的

,
是在打开一条出路

,
使本党能确 实 团结 ” 。

因

为
, “照目前的环境

,
我们要救国

,
唯有团结内部

,
要救党也唯

有团结内部
,
要对外

,
格外的要团结内部” 。 “如果不能想出一

个真实团结的办法
,
不仅给日本侵略压迫而已

,
整个中华民族的

前途
,
将有不堪设想之危险” 。

因此他要求全体党 员 要 “ 讲 退

让” , “讲宽容” , “讲团结” 。

大会宣言也号召全党同志在

此国难严重之际要 “自反自赎” , “泯灭 已往一切之睽离
,
力求

全党之精诚团结” 。  

蒋介石这时极言团结的重要
,
其 目的是为了把反蒋势力压下

去
,
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

但粤方同时召开的四全大 会 却 仍 不
“退让” ,

并进而提出只有蒋介石辞职才能实现合作
。

于是蒋被

迫于 &∋ −&年&% 月 ( 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兼职
。

随后
,

宁粤双方在

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
决定改组政府

,
由林森任国民政府

主席
,
孙科任行政院长

,
蒋

、

汪
、

胡任国民党中政会常委
,
国民

党内各派表面上 “团结” 起来了
。

但很快 , 蒋介石又利用 汪
、

胡

之间的矛盾
,
采取拉汪打胡的手段

,
于 &∋ −%年−月 组成了蒋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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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权
,
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地位重新确立

。

这一时期
,
蒋介石虽然强调 “安 内

” 即 “
统 一 内 部 ” 的

重要性
,
但在 “攘外” 即对日方面也还是有所举措的

。

九一八事

变前夕
,
蒋已估计到日本在东北有采取某种行动的可 能 性

,
但

没有估计到日本会一举占领整个东北
。

因此
,
当事变发生之初

,

他认为日军此举不过 “寻常寻衅性质” ,
且是关东军 的 独 断 行

为
,
故一面 “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 以 免 “ 事 态 扩

大” , 一面向国际联盟和非战条约缔约诸国提出申诉
,
希望 “利

用国际的干涉” , “压迫 日本从东北撤退” 。

但是随着事态的

发展
, 国民党当局认识到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有 日本 军 部 作 后

台
,
其目的在于完全占领东三省

,
而国际联盟却无力阻止 日本 的

侵略
,

于是按照 “忍耐至于相当程度
,

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  

的原则
,
逐渐将政策的重心移到

“

攘外” 。 ∋月%& 日
,

蒋 介 石 在

南京召开紧急会议
,
决定

“

军事方面抽遇部队北上助防
,
并将讨

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 ” 1 2 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全 大 会 也 表

现出强硬态度
,

宣布
“

中国忍耐至今
,

已至最后之 限度 +,, ,
主 张

“国民政府应速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
,
保障中国领土之完全

,
勿

令其有丝毫损失” ,
并表示 “际此存亡之顷” ,

本党应 “为民前

锋
” , “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

,
虽出于任何重大之牺牲

,
亦所不

恤” 。 # 也就在此时
,
由于外患严重

,
国民党各派暂 时 达 成 妥

协
,
内部矛盾得以缓和

,
而同意 “一致对外” 。 ∃ 一二八事变发生

后 , 国民党政府又宣布了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 “外交与军

事相辅而行” 的对外方针
, 宣布

‘

仿今之急
,

首日御侮”
,
“全国

军队应以国防为主 目的” ∃ ,
全党 “同志应以协力御侮 为神圣天

职
” 3 , 并派第五军对十九路军抗战进行实际援助

, 同时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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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日本之交涉

,

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 旨
” ,

对

于各国的调停
, 以 “不丧失国家人格

,

损害国家主权
” 为最低限

度
, 表示 “如果超过这个最低限度

,
则我们只有死力抵抗” 。  

不过应该看到
, 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当局虽然表示了对 日强硬

态度
,
突出了 “御侮” 、 “攘外” ,

但这并不表示它已下定决心

马上进行抗战
。

相反
,
它认为现在马上进行抗战的时机

、

条件尚

不具备
。

在它看来
,
要全面抵抗

, “则必应有相当的准备
” 1 ,

而 “现在中国要与日本抵抗
,
我们自己知道不但物质不如敌人

,

就是组织亦不如敌人” ,
因此对 日应抱

“

长期抵抗之决心” ,
在

此方针下
, “

成一 整个的准备” , “作对外
一

长期间奋斗
” 。 # 同

时
,
蒋介石也并未因此而放弃

“

安内” 。

由于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

的暂时缓和
,
蒋介石将安内的主要目标指向共产党

。

−月,日上海

停止战斗的第二天
,
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9

:二提出 ,
全

国军队要 “以国防为主 目的
,

剿匪为副 目的
” ; ,

突 出了 “剿匪”

的意义
。

接着他又在 −月 &, 对 “ 剿匪” 政治宣传委员会指示信中

明确提出 “俊寇深入
,
赤匪猖撅

,
吾人攘外

, 必先安内
。 ” ∃

这时蒋介石还公开宣 布共产 党 是 “甚 于 外 敌 ” 的 “ 腹 心 之

思” 3 ,

宣称 “赤祸甚于 日祸” , “
‘

对 日必先剿共” ∀ 。
+

这样一

来
, 所 谓对 日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就必然变成对日妥协

,

而所谓 “安内” 便成了镇压共产党的代名词
。

事实也正是这样
。 (

月( 日 , 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 《淞沪停 战 协 定 》 。

接

着蒋介石亲自出马
,
担任鄂豫皖三省 “剿共” 总司令

,
并把驻防

上海的十九路军调至福建 “剿共
” 。 /月

,

他又在庐山召开鄂豫皖

湘赣五省
“
剿匪” 会议

, 正式宣布攘 外 必 先 安 内 的政 策
,
随

即开始对苏区进行第四次 “围勤” 。

这样
, 国民党把 消 灭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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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作为主要 目标
, 以 “剿共” 为先决条件的安内攘外政策正

式形成并加以全力贯彻
,
对 日抵抗被搁置到了一旁

。

从  ∃年 《淞沪停战协定 》签订到  #年夏
,
是国民政府推

行安内攘外政策的第二个阶段
。

这期间
,
蒋介石强行压制国民党

及其军队内部要求马上抗日的倾向
,
强化了安内攘外政策

。

与此

同时
,
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也在加紧秘密进行

。

 ∃年)月下旬
,

蒋介石正式向苏区发动第四次 “围剿
”

他将这次 “围热” 看作是 “革命事业的成败” 和 “国家生死存亡

的关键” ,
因此确定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

,
并动用了/−

万人的兵力
。

然而这次 “围荆” 却遭到惨败
,
连蒋自己也不得不

承认
, “自从当参谋

,
一直到现在

,
打仗从来没有这 样的 失 败

过” 。  就在第四次 “围荆” 进行之时
, 日寇乘机进攻热河

,
侵

入长城
,
一时奥论纷纷指责 “安内攘外” 政策

,
认为 “安内必先

攘外”
, “只有决心抗 日

,
只有积极抗日

,
才是唯一的出路

,
才

是唯一安内的办法” 。 ∀ 但是
,
这种激烈的批评与迅速兴起的杭

日热潮
,
并未使蒋介石的 “荆共” 决心动摇

。
他坚持认为

“

国家

大敌
,
不在俊寇

,
而在土匪

。 ” 他仅仅命令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

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在热河防守
,
自己却留在江西 “荆共” 前线

。

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
,
他才不得不在&∋ −−年%月下旬命令中央军

北上
, −月∋ 日亲赴保定指挥

。

然而
,
此时蒋介石并无同日军作战

的决心
。

他声称 “我虽到北方去
,
但一刻也不会忘 记 江 西 匪

患
。” # 因此他很快便离开保定返回了南昌

。

他极力说服军人执行

既定方针
,
说 日本侵略只是 “皮肤小病” ,

而共产党则是 “心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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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 ,

向他们 “反复说明先安内才能攘外的道理” ,
并强行规

定
, “再有偷生怕死

、

侈言抗 日
、

不知廉耻者
,
立斩无 赦

”  。

蒋介石对苏区第四次
“

围剿
”

失败后
,
又于&∋ −−年&. 月发动了对

中央苏区的更大规模的第五次 “围剿” 。

随着 “剿共” 的不断加紧
,
国民党政府的对 日妥协也不断升

级
。

蒋介石早在&∋ −−月−月就任命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的军委北

平分会委员长职务
。

为 “改善” 中日关系
, (月 −日, 国民党政府

明令设立 “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
任命亲 日派黄郭为委

员长
,

并令黄郭北上同日军交涉停战
。 (月%% 日 ,

行政院长汪精

卫致电黄郭
,
指示除 “签字于承认伪国

、

割让四省之条约外
,
其

他条件皆可答应” 。 1 蒋介石害怕把签订条约与承认割让东北三

省和热河省相联系
,
再三指示要极力避开签约文书形式

,
但是由

于 日方拒不同意
,
还是在 (月−& 日签订了丧权辱 国 的 《 塘 沽 协

定 》 。

《塘沽协定 》签订后
, “国民政府决定不顾任何 牵 制 和 攻

汗
,
集中全力剿共” # , 而对 日则进一步地采取妥 协 政 策

。

为

此
, 汪精卫于∗月取代反日派的罗文干

,
兼任外交部长

,
亲 日的

唐有壬被任命为外交次长
。 &. 月 , 反对对 日妥协和 “剿共” 政策

的宋子文 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
由孔祥熙接替

。

国民党内两条外交

路线中
,
对日妥协路线占了上风

。

这一路线到 &∋−,年 进 一 步 发

展
,
对于 ,月的日本 “天羽声明” ,

国民政府仅限于形式上的抗

议
,
却同意了中 “满” 之间的通车

、

通邮
,
事实上等于承认了伪

满洲国
。

&∋ −,年底
,
随着福建人民政府被镇压和国民党对 中央 苏 区

第五次 “围剿” 的得手
,
蒋介石对 “统一” 充满了 自信

。

为 达

“统一” ,
他希图通过直接交涉调整中日关系

,
他的 《敌乎 = 友

# 《
第二次 中日战争史 》上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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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乎 ∗ 》一文

,
透露了这一信息

。

此时
,
中日两国间的 “亲善” 气

氛顿时活跃起来
。

日本广田弘毅外相表示
,
希望改善日中关系

,

蒋
、

汪声明对此表示欢迎
。

接着
,
国民政府为 了进一步 “调整”

中日关系
, 于  #年∃月 ∃ 日下令取缔排日运动

。

不 久
,
中 日

双方公使与中英
、

中美
、

中德各方公使同时升为大使
, 以示中日

关系的 “正常” 。

蒋介石这时加强对 日妥协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全力 “期

共” 。

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
,

汪精卫对此讲得很清楚
,

他说
%

“现在的急务
,
是剿灭残匪及如何肃清四川的匪 患

” , “ 而 所

以忍辱负重
, 以求和平求统一

,
在于维持安定 ” 。

但 除 此 以

外
,
蒋介石对 日妥协还有另外的原因

。

一是国民政府 依 赖 国 联

的梦幻已经破灭
。

九一八事变后
,
国民政府即请求国联 “主持公

理
” ,
采取有效办法制止日本浸略

,
可是国联只通过了几个空洞的

决议
,
而日本则宣布退出国联

,
作为对国联

“

干涉
”

的抗议
。

这样
,

国

民政府依赖欧美列强和国联干涉日本侵略的幻想破灭
,
而 自 己又

缺乏独自与 日本抗衡的勇气
,
于是选择了对 日妥协的道路

。

二是

为了适应所谓的 “长期抗战” 。

九一八事变以后
,
蒋介石就打出

了 “长期抗战” 的旗号
,
宣称 “不求急功于一时

,
而策成效于来

兹” 。  《 塘沽协定 》签订后
,
他以为可 以得到 “一个稍稍喘息

的时间” ∀ ,
用以从事国防建设 了

, 于是提出 了 “以 建 设 求 统

一 ” 的 口号
,
而对 日暂取妥协退让

。 & ∋−− 年/月 / 日
,

蒋介石致电军

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说 “停战如果能告一段落
,

对于以

后军事整理与建设
, 应确定方案

,
按期推行

,
雪此奇耻

。 ” # )

月% ∗ 日蒋汪联名发表通电
, 宣布 “今日救国方案

,
治本莫要于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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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力
,
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

。 ” 于是蒋介石在 推 行 和 日

“剿共” 政策的同时
,

在 “充实国力
”
的口号下

,
秘密地开始了

抗战的准备
。

同依赖国联干涉日本的侵略一样
,
国民党蒋介石也将 “充实

国力
”
寄托在欧美列强的援助 上

。

早在 &∋−& 年&月
,

蒋介石和财

政部长宋子文就联名请求国联派人来华
,
共同 “研究” 中国的经

挤
、

水刊及垦荒等问题
。 ,月间

,
宋子文 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

电请国联援助中国经济委员会派大批专家来华
,
帮助中国进行经

济建设
,
并提出 了 “六项合作办法” 。

但九一八的炮声
,
把南京的

愿望推延 了两年
。 《塘沽协定 》签定后

,
宋子文立即出使美国

, 于

&∋ −−年 /月, 日与美国订立(. .. 万美元的棉麦大借款
,
并向国联重

申了以前要求的技术合作的办法
。 )月

,

国联成立 “对华技术合作

委员会
” ,

并派拉西曼率代表团来华
。

于是
, “技术合作” 便进到

了一个新阶段
。

同时国民政府还加强了 “经济统制” ,
利用国家组

织的力量
,
推进经济建设

,
并使经济建设服从国防的需要

。 &∋−%

年淞沪抗战 发生后
,

一

国民政府就提出
“
战时以努力经 营 长 江 区

域
,
掌握陇海路为第一要旨

”  ,
并将全国分为 2 个国防区 ,

计

划先从江浙沿海和长江沿岸着手部署
。

沿海的各重 镇
,
南 起 温

州
,
北至海州

,
进而至长江中游的汉 口等地的江防海防和空防都

由乡 谋本部秘密迅速地统筹办理
, “预计一旦发生事故

,
随时可

以抵勺东长犯的敌人” 。 ,月&) 日 ,
蒋又邀吴稚晖

、

张静江
、

黄那

等人到南京详细讨论了国家的分期建设计划
。 《塘沽协定 》签订

后 , 蒋 丁/月决定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
,
就实行整顿&. 个师的计

划 ,
完成长江防卫设施等问题进行讨论

。 &∋−,年&月召开的国民

党四届四中全会
,
通过 了

“
确定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

” ,
确

定国民经济的重心在内地
,
提出

“于经济中心 区附近不受外国兵

力威胁之区域
,
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

”
等以国防为中心的内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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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的方向
。

此外
,
蒋介石在 “追剿” 长征中的红 军 的 同

时
,
在内地加紧推行 “统一” 运动

。 &∋−(年−月%− 日 ,
蒋为督促

“剿共” 前往贵阳
,
返回时

,
在机场将前来送行的贵州省主席王

家烈强行带到南京
。 ,月%/ 日,

蒋又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
,

达到了贵州省 “中央化” 的 目的
。

在四川
,
蒋于 %月&∋ 日任命在

“剿共” 间题上同中央立场接近的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
接着

整顿混乱的财政
、

金融
,
通过经济措施

,
强化了中央 政 府 的 影

响
。

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
,
很多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面临着

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卞提出来的
。

它所制定的国防计划
,
在当

时中国严峻的经济财政状况下
,
其实现的程度非常有限

,
且筹集

的经费和扩充的军备
,
有很多也被用于 “期共” 战争

。

然而国民党

毕竟意识到经济建设与充实国力对于国防的重要性
,
并开始制定

和着手实施同日本作战的国防计划
。

这是值得注意的
,
因为正是

这些构成了&∋−( 、 &∋−/年以后国民政府正式准备对 日作战 的基

础
。

至于 “统一运动” 也是一样
。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曾这样评论

由于推行 “统一化” ,
蒋 “在华北的力量固因日本蓄 意 的 阻 梗

与分离而受影响
,
然而他在川黔滇所得到的实远过于华北所失去

的” 。  蒋介石自己也说过
,
关于如何抗战

,
他很长时间里想不

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
但是到了四川以后

,
他觉得 “有办法”

了 ,
因为 “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 ,

而 “到了二十四年

进入四川
,
这才找到了真正可 以持久杭战的后方 ” , 于 是 他 才

“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 。 ∀ 蒋对西南的 “统一” ,

对于准备抗战是非常重要的
,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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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吞并中国的野心
,
从  #年#月开始

向华北发动了一系列新的进攻
。

日本新的进攻激化了中日民族矛

盾
, “变动了国内阶级关系

,
使资产阶级甚至军周都遇到了存亡

的问题” 。
在这种情况下

,
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也 发 生 了变

化
,
它的安内攘外政策发生了动摇并逐渐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转

变
。

首先
,
是对日态度渐趋强硬

。

这在
“
何梅协定” 签订前后 已

开始表露出来
。 &∋ −(年(月底

, 日本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
,
要求

撤退在河北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
。
当时蒋介石顾虑如果接受日

本要求
,
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国民政府的垮台

,
故明确指

示 “应决定拒绝
,
不能接受” ∀ ,

但由于缺乏与日本 决 裂 的 决

心 ,
最后还是同意何应钦避开签字形式与日方达成了所谓 “何梅

协定
” 。

就在达成
“
协定

”

的同一天
,

国民政府提议通过外交方式解

决中日争端
。

然而 日方本面却加以拒绝
,
并公开策动 “华北五省

自治
” 。

这使蒋介石感到极大的失望
。 /月%& 日蒋介石在给何应

钦的电报中说
, “华北实已等于灭亡” ,

明确指示 “今后对日再

无迁就之必要” 。 ∀ 不久
,
他又让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 日本 政

府 如果中国政府
“
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

,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与侵略者作战” 。 # 这样
, 以 “

何梅协定
,
为转折点

, 国民党的

对 日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

国民党政策的进一步变化表现在五全大会及其之后
。 &∋−(年≅

月 &%口 ,
五全大会开幕

。

这是国民党重新审定对外政策的一次Α

要会议
。

会上
,
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报告

,
他在报告中提出

《毛泽东 选集 》 8 合订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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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
决不放弃和平 ,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

亦不轻言牺牲
。 ” 同时表示

,
如果 日本的进攻使和平完全绝望

,

“即当听命党国
, 下最后之决心” 。

大会将 此 确 定 为 “中央

应付国难之整个方针
”
‘ 此外

,
大会还通过了 “确定 救 党 救国

原则案” 。
·

大会后
,
国民政府进行改组

,
蒋介石取代 汪 精 卫 为

行政院长
,
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

,
亲日派多被 排 除

。

在&∋ −/年)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
,
蒋介石又对五全大会所确

定的外交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
。

他说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

低限度
,
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
’

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

主权
, 我们绝不能容忍

。

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资主权

的协定
,
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

再明白些

说
,
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 主 权 的 时

候
,
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

,

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 候
。 ” ∀

全会发表的宣言也明确宣布 “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 事 实 发

生
,
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

,
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

,
则必

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
,
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 ” #此时
,
国民党

的对 日态度已明显趋于强硬
。

当然
,
这时国民党政府还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最后希望

,
认为

有必要在 “最后关头
”
到来之前用 “政治方法

”
在谈判桌上作最

后一次努力
。

、

但由于确定了 “和平的限度” , 因而这种谈判也一

改过去一味妥协的倾向
。

五全大会以后
,
蒋介石说 “现在政府

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
, 就是对 日作整个的交涉

,
解决一切纠

纷
, 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妇乞

” “如果和 平 交 涉 不

成功
,
最后当然只有一战

,
政府方面正在努力

, 准备 最 后 的 牺

牲
。 ” ; 根据这一方针

,
中国驻 日大使馆代办丁绍极于&∋−(年&%

,
月呀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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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
,
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提议召开调整中日国交会议

。

然而对于中方的提议
, 日本不仅不作正面答复

, 反而 通过其外柑

广田发表所谓 “对华三原则” ,
即要求中国停止反 日运动 , 承认

“满洲国
” , 中日共同防共

。

广田宣称中国政府对以 上 三 原则
“表示 了赞成的意思” 。

对此
,
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否

认
,
指出广田之语 “殊非事实” 。

在蒋介石看来
, “

当时的情势

是很明白的
, 我们拒绝他的原则

,
就是战 争 , 我们接 受 他 的 要

求
,
就是灭亡

。 ” 蒋不想立即对日开战
, 所 以中 日两国调整关

系的谈判依然于&∋−/年−月正式举行 , 但蒋又不愿接受 日本灭亡

中国的条件
, 这就必然使谈判毫无结果

。

第一轮谈判破裂后
, 日

寇又致力于对华北各种实权的争夺 , 并在各地挑衅
,
致先后发生

‘ 成都
、

丰台
、

汉 口
、

汕头
、

北海等事件
。

为使中国屈服
, 日本复

命新任驻华大使川榔于 Φ月 &− 日由沪入京 ,
往访张群

,
恢复了停顿

半年的中日谈判
。

此次谈判
, 日方变本加厉

,
除坚持广田三原则

外
, 又提出四项新的无理要求

,
但中方断然拒绝 日方要求

,
谈判

于&% 月初再次陷入僵局
。

不久
, 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

,

蒋介石进一步转变了对 日立场
,
确定了

“
抗战” 的方针

。

至此
,

蒋在对 日问题上实现了由妥协
、

忍耐到决心抗战 的转变
。

第二
, 寻求同苏联和中共合作

。 &∋−% 年&% 月中苏两国恢复了
& ∋%∋年断绝的双边关系

,
但这种关系并未迅速取得进展

。

直至 日

寇侵略步步深入
,
国民党蒋介石看到了

“
中 日战争既 已无法避免

⋯⋯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
,
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

开

展对苏外交
, 目的是争取苏联对中国政府给予外交支持和物质援

助
,
并使苏联从北面牵制 日本迟滞其南下

。

为此
,
蒋介石于& ∋ −(

年春开始采取主动姿态
,
先是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文化艺术代丧

团赴莫斯科演出
, 以示友好, 继派侍从秘书邓文仪为驻苏大使 馆

武官
。

年底
, 又派陈立夫秘密赴苏商谈建立对 日军事同盟

,

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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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尚未成熟
,
未能实现

。

此时
,
广田三原则已经出笼

,
蒋益发

感到 “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 ,
乃加派 “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

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
,
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西和平的途

径
” 。 &∋−/年 &. 月

,

随着中日谈判陷入僵局
,

蒋又特派蒋廷栩继

颜惠庆为驻苏大使
,

指示他 “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
,

对苏交涉可

以积极进行”  。

西安事变后
,
蒋又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硕专程赴

莫斯科会晤苏联外长李维洛夫
,
商谈各自关心的若干问题

。

经过

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
,
终于在 &∋ −)年 ∗月签订 了 《 中苏互不侵犯

条约 》 。

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双边条约的签订
,
使中国抗战从一个

方面得到有利的国际环境
,
苏联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际上援

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
。

在积极开展对苏外交的同时
,
蒋在国内也为调整与中共的关

系主动开始同中共接触
。 & ∋ −(年&% 月&∋ 日,

蒋亲自对苏驻华大使

鲍格莫洛夫说 如果苏联政府能促进达到国共两党 团 结
,
他 将

感到很高兴
。

次年&月又向鲍氏表示 他 “准备同意 中 共 合 法

化” 。 ∀ 蒋介石不仅提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
, 而

且还积极寻求与中共联系的渠道和办法
。 &∋−/年&月

,
蒋介石派

头年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
,
要他向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

提出要求
,
允许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接触

,
就共同抗

日问题进行协商
。

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
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潘汉年会见 了邓文仪
,
双方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交换了

意见
。

随后潘汉年即由莫斯科回国
, (月抵达香港

, )月在上海同

中共中央驻沪代表冯雪峰取得联系
, ∗月 ∗日到达保安向中共中央

作 了汇报
。

与此同时
,
蒋介石要宋子文

、

陈果夫兄弟
、

曾养甫等

人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
, 以打通共产党关系

。 &∋ −(年&&

月
,
在曾养甫主持的杭州湘翰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湛小岑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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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曾的指示
,
写信给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

,
请他作国

共两党的牵线人
。

吕接信后
,
向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作了汇

报
,
经北平市委研究

,
吕即赴南京同曾养甫会谈

。

中共北方局于

 )年 月也两度派周小舟赴南京与曾面谈国共合作抗 日的条件
。

此外
,
蒋介石又经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于 同年 ∃ 月 去 陕

北
,
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

张闻天
、

秦邦宪

见信后及时将情况电告正在山西的毛泽东
、

彭德怀等 人
。

 月 +

日 , 毛泽东集中各方意见
,
提出 “与南京谈判之 意 见 ” , 表 示

“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 −月( 日 ,
董健吾携带

密件返回上海
,
到宋庆龄家中复命

。

同年 ∋月&日,
中共中央电告

正在西安的潘汉年
, 正式任命他为中共谈判代表

,
与国民党方面

会谈
。

至此
,
其他渠道的谈判逐渐停止

,
唯潘汉年衔命往返于南

京
、

上海之间
,
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

、

张冲等人谈判
,
直至西安

事变爆发
。

&∋ −(年冬到 &∋ −/年冬一年间国共两党的接触和谈判
,
虽然由

于国民党坚持要收编红军而未取得实际成果
,
但仍有 很 大 的 怠

义
。

它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情况下
,
国民 党 当 局 的

反共立场开始松动
,

向联共抗日的方向迈进
。

同时国共两党由势不

两立的敌手
,

转向坐到谈判桌上就合作抗日间题进行磋商
,

这就打

破 了两党长时间对立的僵局
,
为以后两党间的正式谈判开辟了道

路
。

因此尽管谈判一度陷入停顿
,

但势头却不可扭转
。

经过西安事

变
, 国民党终于放弃 了内战政策

,
确定了国内和平政策和国共合

作 的原则
。

从此
, 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展开

,
这便为国共第二次

合作的正式成立铺设了道路
。

第三
,
加紧抗战的实际准备

。

九一八事变后
,
国民党政府 已

经觉察到 日本 “为要实现他传统国策起见
, 为要完成他独霸东亚

的大梦起见
, 一定是不顾一切要进一步侵占进来的

,
问题只在时

《文献与研究 》 , &∋ ∗ (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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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迟早罢了”
。

因此如前所述
, 它在集中力量 “剿共” 的同

时
,
也开始从事一些抗战的准备

。

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
,
国民党

感到 “救国工作之不可缓 ”  , 于是从&∋−(年下半年开始
, “准

备抗日御侮的工作更加紧了” ∀
。

除在外交
、

财政
、

经济
、

教育等方

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外
,
特别加强了军事和国防方 面的准备工作

积极整编扩充军 队
。

国民党军队自建立以来
,
虽 然数 量 甚

多
,
但编制复杂

,
素质低劣

, 正如陈诚所说 “以之 内洪 则 有

余
, 以之御侮则不足

。 ” # 为适应国防需要
, &∋−(年−月

,

设立 了

陆军整理处
,
由陈诚任处 长

,
分期整理全国陆军

,
计划在,年之

内整理好/. 个师
。

同年/月∋ 日 ,
蒋又命令全国骑兵

、

炮兵
、

工兵

皆归陈诚督导整理
。

这一工作至七七事变爆发时 已收 到 不 少 成

效
。

与此 同时
, 国民党还迅速扩建空军

、

海军
。

空军编成了∋个

大队和 (个直属 中队及,个运输队
,
在全国建立了%/% 个大小飞机

场
,
拥有各种飞机/.. 余架 ,

还编成了若干个)
+

(公分高射炮防空

部队驻在南京及各重要地点
,
并在南京设立 了中央防空情报所

,

全国各地建起防空情报监视网
。

海军经过整编扩充
,
也已拥有舰

艇&& 万吨
。

整编后的国民党军 队
,
战斗力得到了提高

。

加紧国防工程建设
。

七七事变前
, 国民政府军政部将全国分

为山东
、

冀察
、

河南
、

徐州海州
、

山西
、

绥远
、

江苏
、

浙江
、

福

建
、

广东等&. 个战略区和陕甘宁青
、

湘鄂翰皖
、

广西
、

滇黔
、

川康

等(个警备区
,
并按照不同地区分为若干道防线

,
构筑国防工事

。

国防工事是以南京为中心
,
逐步向国境线推进

,
用钢筋水泥构筑

而成的
。

中日全面开战前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河南等地区的国

防工事已大致完成第一期工程
。

军政部还对江防
、

海防要塞进行

了整理
,
对所属的兵器工业进行了扩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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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军事后勤准备
。

 #年冬天
,
军事委员会专门设立 了警

卫执行部
,
筹划全国的后方勤务

,
交通

、

通讯
、

卫生
、

军械
、

粮

袜和补给各事都开始加紧进行
。

如交通方面
%

编组军用列车
,
增

加特种设备
,
准备修理被炸轨道及桥梁的材料

,
颁布 民 众 护 路

办法 ∀ 调查和统制江海大轮
,
编联民间船队

,
增设码头夏坞

,
改

善旧式水运工具 , 增修改善全国公路
,
使各省公路畅通

。

军需方

面
%

责成各省设库存粮
, 军政部储备司也分区买了大批存米

、

而

斌及其他食料
,
并加紧生产军用被服

,
存于南京

、

汉 口
、

开封
、

洛阳等地
。

通讯方面
%
在全国编成了两个通信兵团

,
南京及各地

设立 了无线电台
。

与此同时
,
国民党又将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

区确定为战时后方基地
,
并加紧统一和建设

。

着手制定国防作战计划
。

提出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
‘ 东与张家口 以北地区

, “不得已时
,
应逐次占领顶定阵地

,
作韧

强之抗战
,
随时转移攻势

, 以求最后之胜利” 。

同时从北向南

逐次分为(道抵抗线
, 以淮阴

、

徐州
、

归德
、

开封
、

郑州
、

洛阳

一线为最后抵抗线
,
并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
大江 以 南 以 南

京
、

南昌
、

武昌为作战根据地
,
大江 以北以太原

、

郑州
、

洛阳
、

西安
、

汉 口为作战根据地
。

这期间
, 国民政府还根据对中日之间

军事对 比的分析
,
提出了 “持久战

”
和 “消耗战” 的战略方针

,

, 要 求 “于不得 已
,
实行持久战

,
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

,
乘机转移

攻势” 。  

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
存在着很大的片而性

。

它将准备工作

的重点放在军事国防方面是必要的
,
但是在敌我力量对 比悬殊情

况下 , 没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
是难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的全面

入侵的
。

而要实行全国总动员
,
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

,
首先是实

行政治民主化
。

国民党不
一

肯进行这样的变革
,

这就不能不使其抗

战准备带有本质的缺陷
。

但尽管如此
,
它能认 识到国防的重要并

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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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抗战准备则是一大进步
,
其 “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

,
是值得 ,

赞许的”
。

在对上述几个阶段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同特点进 行 考 察 之

后
,
尚有几点需加说明

第一
,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所执行的安内攘外 政策具

有强烈的反共性质
。

这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

九

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尖锐
,
中华民族面临着 空前 的危

机
。

然而在此形势下
, 国民党蒋介石却仍然视共产党为 主 要敌

人
, 宣称 “外患不足虑

,
内匪实为心腹之患 ” ,

将 “攘外必先安

内” 确定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
。
蒋介石作出这样的政策选

择
,
完全是着眼于防止中国共产党力量8蒋视之为苏联势力 7的成

长 , 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

他所谓 “剿共不成必亡

于俄
,
抗 日不成必亡于 日

, 亡于 日尚可徐图恢复
,
亡于俄将永无

翻身之 日”  ,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安内攘外是立于统治地位

的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政策
,
它是为着这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

但是在整个安内攘外时期
,
蒋介石虽然 “以先清内匪为唯一

要务
” ,

却始终没有放弃 “攘外” 的口号
。

只是他以 先 安 定 内

部
,
建设后方为由

,
否定了 “即时抗 日论” ,

而扯起了 “长期抵

的旗帜
,
从而使 “安内攘外” 同时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

“抗 日” 理论
。

诚然
,
对外的抵抗需要国内的统一

、

团结和建

弱国条件下的抵抗尤其如此
。

但根本上说来
,
这一理论还是

”

<
抗种设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

,
要想在全国抗 日救亡运

动兴起的情况下
,
维持自身的统治

,
就必须在加紧 “安内” 之同

时
,
牢牢抓住 “攘外” 的旗号

,
并设法 “将

‘
抗 日

’
这一国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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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置于 自己领导之下” 。

正因为如此
,
蒋介石竭力强调抗战的

时机
、

条件还不具备
, 反对 “冒然开战

” ,
而不是完 全 排 斥 抗

日 , 在全力推行 “安内” 政策之同时
,
也开始了 “长期抵抗” 的

谋划
,
并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

,
更加紧了抗战的准 备 工 作

。

显

然
,
对 “安内攘外” 的 “抗日论 ” 不能视之为投降理论

。

第二
, &∋ −(年以后国民党逐步调整其内外政策

,
安内攘外逐

步向着联共抗 日的方向转变
。

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 日本

对华北的入侵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切身

利益 , 同时 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政权形成了猛

烈冲击
。

因而
,

国民党的政策转变是被迫的
。

但是除此以外
,

还有

两个因素不可忽视

一是中共政策的转变对国民党发生的影响
。 &∋ −(年∗月

,
中

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形势
,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
发表了

《为抗 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 ,
呼吁全体同胞在民族危亡关头

,

摒弃政见分歧
,
为 “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 。

在长征到达

陕北后
,
中共中央于 &% 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 ,

确 立 了 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 后逐渐放弃了 “反蒋” 口号 , 而代

之以 “逼蒋抗日” 和 “联蒋抗日
” 。

蒋介石却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

断
,
认为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 “围剿” 已告 “成功” ,

红军 “军

事已走到绝境” ,
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是 为 了

“
求作政

治的解围” ,
要求 “停战议和” 是向 “国府乞降

”  ,
因而

,
有

可能通过 “谈判的方法” “招抚
” “收编

”
中共和 红 军 了

。

于

是 , 他打出了 “一致抗 日” 的旗号
, 派人同中共接触

、

谈判
。

虽

然国民党蒋介石此举有其图谋
,
但客观上却适应了其对 内政策由

“
剿共 ” 向 “联共” 的转变

。

二是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
。

在 日寇的疯狂进攻面前
, 他既有

妥协的一面
, 又有愿意抵抗的一面

。

如前所述
,
自九一八事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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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
他始终没有放弃 “攘外” 的口号和准备

,
并始终将妥协限定

在 “不丧失国家人格损害国家主权” 这个 “最低限度” 内
,
宣布

“对于 日本交涉
, 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旨” 。

他承

认中日战争是一场 “民族战争” ,
也讲 “要救国

,
要雪耻

” ,
要

“不求急功于一时
,
而策成效于来兹” ,

相信 “少则三年
,
多则

五年
,
也一定可 以洗雪前耻

, 一定可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

的目的” 。

关于蒋介石的这种具有民族性的一面
,
张学良当时

已经看到了
。

在&∋−/年,月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中
,
张就明确 表

示 “在国民党要人中
,

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 ,

“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
,
蒋介石有可能抗 日”

。

他并 以 此 建 议

中共要联蒋抗 日
。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
成为促成

中共中央在,个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

当然蒋

介石的对外敌入侵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妥协性
,
他是在不影响自己

统治的前提下决定其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及反抗程度多 同时他所

要救的 “国”
就是 “中华民国” ,

如他将 “忠党报国” “悬为救

国复兴的根本精神” ,
实际上就是要人们 “一致的忠 于 三 民 主

义 ,
忠于中华民国” ,

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

然而
,

在 日本要灭

亡中国的形势下
, 强调救国则无疑是正确的

,
正因为如此

,
随着

民族危机的加深
,

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
,
并最后进入了

抗日的轨道
。

第三
,
西安事变后

,
经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
国民党放弃

了安内攘外政策 , 七七事变后
,
最终卖行了联共抗日

。

国民党的

这一转变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形势的向前发展具有十分 重 要 的 作

用
。

中国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出现
, 必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

立为条件
,
而 “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
要建立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 ∀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
促成了抗 日民族统

《杭战前国家建设史料—
外交方面 》 , ‘革命文 献 , 第)% 辑 ,

第−. 页
+

 金 冲及主编 《周 恩来传 》 ,

第 −. ∋ 页
。

1 毛泽东
+ 《 论新阶段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怡学院编
‘ 中共 党史参考资料

,

8 & , )。年内部发行 7 ,

第 Γ册
,

第 &) ∋页
+



一战线的建立
,
这便 “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

这将

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
,
将对于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发

生决定的作用” 。 “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
,
把中国

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 ”  

同时
,
国民党放弃 “安内攘外” 政策

,
实行 “联共抗日”

,

也是 国民党本身的历史性进步
。

国民党作为一个大党
,
曾经有过

自己的光荣历史
,
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同共产党一道取得了北伐战

争的胜利
。

后来它一度走向反动
,
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 势 的 变

化
,
到抗战爆发前后

, 又逐渐走向进步
。

这时
, “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
,
全 国军队的参战

,
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

,
国民参

政会的开会
,
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

,
游击战争的创

造
,
全国军队的进步

, 民众运动的发展等等
,
这些都是中国方面

表现进步的大事件
” 。 1 并且

,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民党的进步表

现 ,
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

,
在坚持独立 自主

原则的同时
,
承认在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

成中
, 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

” 。 #抗战初期全国抗战出

现的 “欣欣向荣的气象
” ,

与国民党的政治进步是分不开的
。

但是应该看到
,
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

,
国民党的政策转变是

不彻底的
。

国民党虽然已经放弃安内攘外政策
,
但却未放弃反共

立场
。

如前所述
, 国民党采取联共政策

, 虽然是抵抗 日寇的一种

需要
,
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付中共的一种策略

, 即将武力 “剿

共
”

改变为和平 “招抚” ,

目的还是为 了 “根绝赤祸”
。

如在国民

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中就明白地写着 “本党为 国家计
, 为人

民计
,
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

切 同志
,
怀功亏一签之痛

,

无论用任何方式
,

必 以自力使赤祸根绝

于中国
,
免贻将来无穷之戚

,
而永莫民族复兴之纂

,
此当明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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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告者也
。 ” 正因为其根本 目的没有改变

,
所以国民党承认 ‘

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
但是不愿给予共产党以平等地位

,
致使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
,
从而严重

地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用的发挥
。

同时由于国民党始终不

愿放弃反共立场
,
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政策的倒退就不可避免

,

终于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
再次确定了 “限共” 、 “溶共” 、

“反共” 的政治方针
,
从而使抗战初期的进步政策走向倒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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