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

—
·

〔美〕吴天威
·

—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

,
蒋介石 已系党政军大权于 一身 惟正值

内忧外患
,
举步维艰

。

今 年后
,
欲求正确了解蒋在九一八事变

时的心境
,
及其应变的措施

, 必须审查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

和社会的背景
。

首先是宁粤分裂
。

因训政时期的约法间题
,
时任国民政府主

席
、

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于! ∀ # !年∃月软禁国民党

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
导致粤系国民党于 %月在广州设立 中 央

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
,
并屡次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

前

西北军小军阀石友三看有机可乘
,

乃于&月通电反对蒋介石与张学

良
,
迅遭中央军及东北军南北夹击

,
不及一月而败北

。
惟东北军

精锐多调入关内
,
关外防务空虚

。

此为促使日本关东军蠢动原因

之一。

不幸是年我国又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
,
水灾漫延十余省

,
尤

以长江及淮河流域为甚
。

灾民达 %。。。万人
,
死亡枕藉 , 千百万人

流离失所
,
急待娠济

。

连年内战之兵灾早已造成经济凋敝
, 民不

聊生
,
社会动荡无已

。

此外
,

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苏维埃区域
,

尤以江西及鄂豫皖两苏

区 , 日益扩张
,
成为对南京政府的另一威胁

。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

两次 “围剿” 失败之后
,
更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方针

,
亲率

大军十余万人发动第三 次 “围剿” 。

下面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举措作一概要论述
。

一 诉诸国联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立即传到在南昌督战的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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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明 !∀ 日的日记有如下的一则
) ‘

是佼寇果乘粤逆叛变
,

内部分裂之时
,

而来侵略我 东 省 矣
。

呜呼
,

痛哉 ∗ 夫我内乱不止
,

叛逆既无悔祸之意⋯ ⋯ 而 况 天 灾

频仍
,
匪祸纠缠

,

国家元气
,

衰敝已极
,

虽欲强起御侮
,

其如力

不足何 ! 呜呼
,

痛哉 ! 虽然
,

余所恃者
,

惟有一片爱国丹心
,

此

时明知危亡在即
,

亦唯有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

拼 以一身
,

报我

总理
,

报我民族
,

毋泰我之所生而已
。

在南京的中国国民党要人于 月 日晚!时召开中央执行委员

会常务会议
,
决议电请蒋介石回京

。

蒋于翌 日撤消第 三 次 “ 围

剿” , 于 ∀ 日下午∀时返抵南京
,
当即召开会议

,
主张一面以日

本侵占东省事实
,
诉诸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 一面团结

国内
,

共赴国难
。

会议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 #以戴 季 陶 为 委 。

员长
,
宋子文副之

,
顾维钧为秘书长 , 委员有蒋中正

、

于右任
、

颜惠庆
、

陈立夫
、

孔祥熙
、

刘哲
、

罗文干等 ∃ 为对日决策之研议

机关
。

会议决定抽调部队北上驻防
,
并将讨粤及 “剿” 共计划

,

悉予停级 , 推派蔡元培
、

张继
、

陈铭枢三人赴广东
,
呼吁统一团

结
,
抵御外侮 , 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
要求国人镇静

,
努力团结

,

准备自卫
,
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 %

蒋亦于 月∀ 日电请张学良来京面商外交对策
。

自此
,

对日外

交已由特种外交委员会制定
,

其中
,

顾维钧足以代表张学良, 刘哲

及罗文干亦为张之代表 , 宋子文与张感情至笃
。

蒋或南京政府应

付九一八事变的外交
, 正如九一八事变前对日军之

“
不抵抗

”

决定

出自蒋张二人
,
事变后所作的对策基本上也出自他二人之共议和

协议
。

虽然有时他们的意见发生抵触
,
但蒋无强持己见

, 不顾张

之处境及利益之处
。

事实上
,
蒋张合作无间

,
直至是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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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宣布下野为止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
,
蒋介石于∃∃ 日在南京演讲

, 以

“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为题
,
阐述其对日本侵占东省暴行之观点

及以外交途经解决之对策
。

事变伊始
,
蒋即体察事态之严重

,
认

为日本此一暴行 “不仅破坏远东和平
,
亦足以影响世界和平” 。

他认为
,

从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态度
,

可 以试验国际间有无正义

或公理
,
及世界各国有无裁制横暴

、

确保世界和平之决心 , 可以

试验中国是否能全国一致
,

·

发挥爱国精神
, 以御外患

。

蒋对事变

之解决颇抱乐观
,
亦具不惜一战之决心

)

此时世界舆论
,

已共认日本为无理
,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

致
,

先以公理对强权
,
以和平对野蛮

,

忍痛含愤
,

暂取逆来顺受

态度
,

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
,

和

平绝望
,

到忍耐无可忍耐
·、 ·

⋯届时必领导全国国民
,

宁为玉碎
,

以

四万万人之力量
,

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

九一八事变后数日
,
齐世英奉蒋介石命赴上海访 日本驻华公

使重光葵
,
然后赴日本探听 日政府外交动向

。

齐抵东京后
,

先拜访

犬养毅
、

头山满
、

床次等元老
,
最后亲渴币原外相于 日本外交部

。

币原说 ∋

我早就看到东北会发生事瑞
,

所以我特别派佐分利公使
·

一
重光葵

、

木村锐市到中国服务
,

希望消洱祸患于无形
。

及沈阳事

起
,

我在内阁会议详细陈辞
。

我实在为 日本的前途优虑
,

日本政

府绝不扩大这事
,

而且我一定要想办法尽速把此事结束
。

我也希

望中国政府尽速处理
,

不要向国联控诉
,

国联不了解中日关系
,

因此只好派人调查
,

这一调查至少须时两年
,

这两年内就不知道

再生多少事 ∗ 弄到什么地步 ∗ 所以还是巾日两国自己处理
,

尽速

解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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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原还进一步表示 日本政府绝不因此事要求任何权利
。

齐将

其与币原的谈话内容立即告知甫经沈阳
、

朝鲜抵 日的中国驻 日公

使蒋作宾
。

蒋同意币原的看法
,
并嘱齐返国后告诉蒋介石与日本

直接交涉
,

不要向国联控诉
。

齐回南京后即晋渴蒋报告日本之行
夕

并转达蒋作宾直接交涉的建议
。

蒋只问齐一句话
) “ 日本怕不怕我们打仗 + ”

齐回答说
) “

根据我的看法
, 日本现在不怕我 们 打 仗 ⋯ ⋯

目前愚意 以为还是要跟 日本交涉
,
不可以跟 日本作战

。 ”
接着齐

建议说
)
事实上办交涉我们避免损失

, 而最可能受损失的恐怕还

是在东北
,
东北是我的故乡⋯ ⋯我们 目前只好出 自忍受之途

,
努

力争取时问
,
积极从事准备

, 现在虽有损失
,
将来终 有 收 回 之

「!
 ’,

蒋听完齐这一番话后
, “既没有说好

, 也没有说不好
” , 只

要他继续注意此事
,
并且要他去找戴季陶谈谈

。

由上可见
,
蒋通过齐世英的 日本之行及蒋作宾的经常往返电

报
, 应该相当地 了解日本政府在九一八 事变后的对 华 政 策

。

但

是 ,
他并未接受齐

、

蒋二人之 “直接交涉” 的建议
。

“
诉诸国联” 可谓既定之必要政策

,
因有决定

“不抵抗” 政

策在先
,
所以九一八事变当夜

,
荣臻参谋长自沈电话 向 张 请 示

时
,
张答

“

以尊重国联和平宗 旨
,
避免冲突

” 。 %

南京方 而
,
在蒋由赣返京之

一

前
, 已 于事变之次日 #  日 ∃ 电

我驻国联代表施肇基 # 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 即将 日军侵占沈阳

诉诸国联
,
要求日军立刻撤退

。

国联行政院于 月∀∀ 日开会
,

以

中国政府根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纠纷之规 定

所提出之申诉
,
要求制止事态再扩大

,
恢复原状

,
及确定日木对

中国之赔偿
。

而 日本代表前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声言
, 日本出兵纯

属 自卫
, 现己开始撤至南满铁路区域 , 仍以日人生命财产安全为

沈云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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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要求以行政院名义
,
紧急电吁两国停止军事行 动 , 撤 退 军

队
。

∀月 # 日
,
国联行政院根据会议主席

、

非战公约 , ! ∀ ∃ −年 .创

始人之一白里安 ,/ 01 23 145 6 0 17 8 4 . 所提草案作出决议案∀条
。

其第二
、

三两条重申日本政府及代表之声明
,
谓对于东省并无图

谋领土之意
,
及 “ 日军业经开始撤退

, 日本政府当 以日本人民生

命财产之安全
,
得有切实之保证为比例

,
仍继续将其军队从速撤

退至铁路 ,南满铁路 . 以内” 。

第五条则有
“
知悉中

、

日两国代

表已保证各该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 以防止事变范围之扩大

与严重” 。

对此议决案
, 日代表芳泽首先接受

,
并放出空气

,
谓

倘不明定日期
, 可能于两星期内完全撤回

,
故议决案有! 月!( 日

行政院再集会之规定
。

中国施代表未获限期撤兵
,
颇感失望

,
但

仍不得不接受此议决案
。

日本朝野正宜传对我东北无领土野心
, 日军已开 始 撤 退 之

际
, 日军早 已强占我辽

、

吉两省 , 建立傀翻政府
,
并 准 备 侵 占

北满之黑龙江
。

所谓币原喜重郎外相的 “协调外交 ” ,
及 其 向

国联和美国声明的 “洛守不扩大方针” ,
只不过是配合军事的侵

略
,
实现早已制定的并吞中国的 “大陆政策” 。

到了芳泽自定的

撤兵限期届满的前一天
, 日军唆使汉奸张海鹅部三团进犯黑龙江

省
。

故而乃有江桥之役
,
马占山部奋勇抵抗

,
屡挫敌锋

。

日军既

侵入北满
,
扩大侵略

,
无意撤兵已昭然若揭

。

但 日本仍继续欺编

国联
,
混淆国际视听

。

日本于国内报章披露 #  2 月 − 日 ∃ 的与 日

代表密告# 2 月 0 日∃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安的 ,
为两 个 不 同 的

“基本大纲” 。

其所列履行撤兵的条件
, 日报所载大约五款为

∋

# 一 ∃ 东省土地商租问题
。

# 二 ∃ 禁绝排 日教育及运动
。

# 三 ∃

禁止东省不当课税
。

# 四 ∃ 大连
、

安东海关与营口海关之地位问

题
。

# 五 ∃ 铁路问题 ∋ # 甲 ∃ 打通吉海
、

沈海之处理 及 将 来 保

障
。

# 乙 ∃ 履行华路对满铁之债务
。

# 丙 ∃ 完 成吉 会 铁 路 。

2 李云汉 ) , 《九一八事交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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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数设新路之长大线等
。

日代表芳泽密告白里安主席之五点

大纲为
∋

,一 .彼此不事侵略
。

,二 .彼此制止国内敌视行动
。

,三 . 日本薄重中国领土之完整
。

,四 . 中国确实保证在满洲各

处居住或经营事业之 日侨
。

,五 .在满之中日铁路避免竟争与根

据条约之各项路权间题之提议
,
投票反对

∋ 。

两者除第二
、

三两

款尚有相似之处
,
其他三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
足见 日本已尽

外交上欺编之能事
。

二 直接交涉

当时众矢之的的张学良
,
鉴于对日交涉一无进展

,
加以日军

侵略日益扩张
,
焦虑万分

。

他以其过去多年与日本人的接触及交

涉之经验
,
熟悉日人狡猾善变蛮横拖延之伎俩

,
担心再事拖延

,

必更不利于我
。

他认为
,
既然日本一直坚持中日直接交涉

,
就应

与日本开议
,
早日结束此一纠纷

。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次晨
,
顾维钧即向张学良提出建议两点

∋

第一
,
立刻电告南京

,
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日本

侵略, 第二
,
立刻派一位能说 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

,

并且也找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
。 % 胡汉民似为提议直接交涉最

早之人
,
后得陈友仁支持

。  − 年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
,
为对抗

南京
,
其外交部长陈友仁于0月间偕同葬笃弼及刘纪文赴东 京 活

动
。
陈曾三次与日外相币原密谈

, 以中国承认 日本在东北之 “既

得权益” 之条件
,
为广川国府委托泰平组合公司购买日本武器之

交换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
胡汉民立即提出中日直接交涉

, ‘
迅速

解决事变之方针
∋

#一 ∃ 以最严正坚强的态度质问日本
,

是否有侵略土地野心∗ 如

·

砚维钧致张学 良密电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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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

则限其驻军立刻退回铁路线
,

恢复沈阳秩序
。

,二 . 为表示中国的决心
,

政府必须撤换东 9随防司令长官张学

良和外交部长王正廷
。

,三. 中国政府应于撤换张学良后
,

迅派千员前往东北恢复地方

秩序
,

并与 日方办理地方交涉诸事
。

胡氏的三条提议近于空谈
、

,
无补实际

。

另一作直接交涉试探

者为宋子文
。

九一八事变翌 日
,

宋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密

议
,

宋提出由中日各派高级委员 −人
,

组织共同委员会
,

赴沈制止事

变之扩大
,
并就地觅取满蒙问题解决办法 , 币原外 相 于 月∀2 日

专电同意
。

嗣以特种外交委员会成立
,
决定不撤兵不谈判

, 一切

交由国联决定而终止
。 %

至于张学 良方面
, 一开始曾接受顾维钧之建议

,
允派员赴旅

大与南满铁路总裁或旅顺总督接触
,
但究是否派人前往或接触结

果均不得而知
。

惟当时张周围之汤尔和氏确曾奔走于张与日人之

间
,
以谋解决途径

。

日使馆代办矢野真曾获张接见
,
并在报章披

璐
) 、

材闻讯后立刻去电制止
,
请张以后如有必要接见 日人

,
不必

亲身接见
,
可派人代见

,
免生枝节

。

关于蒋不愿张与日人直接谈

判一节
,
早有定案

, 以其与张代表万福麟 #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

官 ∃ 于 月∀− 日谈话后所记之 日记可见 ∋

告以外交形势
,

尚有公理
,

东省版图
,

必须完整
,

切勿单独

交涉
,

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 且僻人狡横
,

速了非易
,
不如委诸

国联仲裁
,

尚或有很本收回之望
。

否则
,

亦不惜与按寇一战
,

虽

败犹荣也
。

+

迄国联于 2 月∀, 日决议限日本于3 月 0 日以前完成撤兵 ,
蒋

相信
“

这个决议案的结果
,
当然能够达到公理胜利

,

强权屈服的目

蒋水敬
∋ 《九一八 事变后有关抵杭与不抵抗间翅之争议 》 , 《历史教学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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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同时他认为

,

这也是 “由于政府有坚决的毅力
,

不屈服于强权

之下 ,
认定

‘
宁为玉碎

, 不为瓦全
’
的决心” ,

及 “全国国民
,

一致的严谨沉着
,
守法忍耐

,
没有丝毫越轨行动所促成” 。

此

时蒋对事变解决之前途似颇乐观
。

三 撤兵问题与锦州
“

中立区
”

日本一面作撤兵的诺言
,
并接 受国联  2 月∀, 日之决议 , 一面

向北满急进
,
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
迫使马 占山领导的抗日

省府迁至海伦
,
并以便衣队扰乱天津

,
拐走末代皇帝

,
准备在东

北设立傀儡政权
。

中国驻国联的施代表经常
,
甚至每 日数度与国

府电讯往还
,
执行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及外交部的训令

。  2 月初顾

维钧抵京
,

后又署理外交部长
,

所贯彻之政策为
“

不撤兵不谈判
” ,

即使双方谈判亦需有中立国参加
,
或最低限度旁 听

。

虽 然 日本

实际拒不执行国联  2 月∀, 日之决议 ,
但因美国表示与国联合作

,

并已派代表赴东省参观 日军撤退情形
,
蒋介石鉴于 日政府声明将

基本大纲与撤兵接收事宜业为一谈
, “亦深以速觅两全之途径为

然 ” 。

不过
,
他于  2 月∀ 日公开表示之态度

,
仍为 “自应信任国

联
,
始终与之合作” , 其于   月∀ 日所定之方针为 “日军未撤尽

以前
, 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

, 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
,
手续间题

亦不拟先表示 ” 。 %

事实上
,
自 月 −2 日国联决议以来 ,

南京与张学良即积极准

备 日本撤兵的接收事宜
。  2 月∀日 ,

南京令张提出接收人选
,
张

已派张作相
、

王树常为接收委员
。

日本对张所派代表拒绝接受
,

要求另派负责代表
。

日本似决心排除张在东北之势力
,
而粤系亦

‘

继 续奋 斗贯彻主张
” , 《革命文献 》 第−& 辑 ,

见沈云龙等 《齐世英先生访

间记录 》 ,

第 ∀∀, 页
。

据顾维钧回忆
,

称于 。月末突然转变强硬外交
,

缘于国联卫生局 长波兰人拉

西里博士 的建议
,

以国联为强有力的阻止畏略的工具
,

见 《 中华民国重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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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藉对 日交涉以驱除张于东北
。

胡汉民要求撤换张学良于前
,
广

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 “倒蒋去张之主

张
,
粤府与日本业无二致” 于后

。

张见及其本人为中日交涉之障

碍
,
乃向蒋提出辞职

,
但被蒋所慰留

。

同时粤方代表留沪
,
迟不来京

,
致使中国无团结一致之对日

外交政策
。

平津京沪学生运动日益高涨
,
纷至南京请愿

,
要求对

日宣战
,
不撤兵则不交涉 , 蔡元培被殴

,
外交部遭砸

,
上海市长

张群挂冠以去
。

凡此种种
,
无不为侵略者添翼

。

日本一面宣传本

庄繁 #关东军总司令 ∃之顽硬立场 )
头可断

,
兵不可撤 , 一面急图

辽西
, 以完成吞并东三省之 目的

。

九一八事变后数 日
,
张即在锦

州设省府
。

此时如何保卫锦州
,
实关系全局

。

顾氏于   月∀& 日致

张电日
∋ “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

,

则 日人尚有所顾忌
。

否则东省

全归掌握
,
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

,
关系东

省存亡甚巨⋯ ⋯是以锦州一带地方
,
如能获各国援助

, 以和平方

法保存
,
固属万幸

,
万一无效

,
只能运用 自国实力以图保守

。

与

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仓同
。

顷见蒋主席熟商
,
亦如此主张

。 ” %

英
、

美
、
法−国力倡中

、

日两国在锦州避免冲突
, 以免破坏

和平
。   月 ∀, 日,

顾维钧商请蒋
、

戴
、

宋之后
,
向−国公使提议 ∋

“倘日本坚持要求我军撤退
,
我军可 自锦州退至山海关

,
但 日本

须向英
、

法
、

美各国声明
,
担保不向锦州至 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

业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之行政机关及警察
,
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

认为满意
。 ” 各使均认此为善策

。

美国务卿史汀生 # 54 6 7 89 3 ∃
表示

∋ “以友谊资格拟请中国自动将军 队撤至山海关
, 以期避免

冲突
,
徐图将来依照事实

、

条约
,
将满洲问题通盘解决

。

现在情

梁敬稼
∋ 《 日本畏华有关史料 , , 《革命文献 》 第−,辑

,

第  −− 页 , 粤 方与 日本

交沙
,

拟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
,

以居正为主席
,

许索智
、

陈 中孚
、

朱界青
、

傅汝霖 为委员
,

业查办张 学良
,

见
‘

犬狡挤使
·

盆野长 知: 日志
) , 《中央

公论 》  ,0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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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重在阻止战争

,

担保一层
,

均尚谈不到也
。 ” 英国亦有类似的

态度
) “

切实劝告中国政府不作足使情况益加严重之任何行动
,

以

免破坏和平解决
。
” 根据英

、

美
、

法#国的态度与意见
,

顾乃提出
“

设

立锦州中立区
,

以日本向国联保证不进兵锦州中立区为条件”
。

此时 日外相币原向驻 日英
、

法诸使表示
,
其军事当局 已有训

令
,

除非土匪袭击
,

不向锦州进攻
。

但在 此 之 前 #   月 & 日∃币 原

曾保证不犯黑龙江
,

两星期后 # 日∃却占领其省会
。

今国联于   月

∀( 日决议在锦州一带设立中立区
, 日本提出两条件

∋ 一为第三国

不得参予其事
, 一为 日军 虽允不进中立区域

,
但在华北之 日本兵

民 ,
受有生命财产危险威胁时

, 不在此限
。

在美国务卿严重抗议

下 ,
本庄繁暂缓进攻

,
业稍作后撤之姿态

。

币原声明
,
倘陆军再

攻锦州
,
即决定辞职

。

日本坚不受国联理事会 # 除中
、

日外有 ∀

国为理事 ∃ 对中;
毕;之决定

,

反而不断要求划界及中国军队退出

锦州
。

中国要求英
、

法
、

美派军队代守中立区
,
未被接受

,
国联

议决改由各国派视察员居间接洽
,
但并未明定中方须将军队撤退

至某处
。

在此同时
, 日本不断扰乱天津

,
造成紧张局面

,
要求中

国武装警察撤至∀2 里外 , 以呼应对锦州之逼迫
。

张 学 良 亦 云
∋

“设使津局动摇
,
不特锦州后路断绝

,
北平亦复可危

。 ” “ 目前

天津情况
,
我方惟有隐忍应付⋯⋯至万不得已时

,
亦只有采取正

当防卫 以保持国家之人格
。 ” %

四 蒋介石之北上与下野

蒋早于 月∀∀ 日演讲中 , 即表示和平绝望时
, 必领导全国宁

为玉碎
, 以保恤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之人格

,
并有 “自当 国 存 与

存
, 国亡与亡

,

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
,
为国民之先 锋

,
共 赴 国

难
,

以尽我之天职
”

之壮语
。  2 月  ∀ 日,

他重申
∋ “到万不得 已时

,
·

《传记文学 》 ,

第∀& (期 #  2 & 0年,月 ∃
,

第−∀(一−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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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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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与公约
,
都不能维持的时候

, 也决不惜任何牺牲
。 ”

蒋于 8

月 ! ∃ 日在南京 ,广州另外召开 . 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 国代

表大会上的演说
,
提出大会的使命有二

) 团结内部和抵御外侮
。

嗣后他在大会上要求
“
奉大会的命令

,
到北方 去尽我的责任

,
就

是死也愿意的”
。

于是大会一致决议
) “请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

保卫国土
,
收回失地

。 ”

蒋于 3 月∀− 日电张学良 ∋ “警卫军拟由平汉北运
, 以驻何处

为宜 ∗ 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
,
兄驻北平

,
则可 内外兼顾

,
未知

兄意如何
。

警卫军可否驻防石家庄及其以南地 区
,
望 即示复

。
” %

顾维钧及刘哲均建议蒋此时不宜北上
。

顾代转告英驻华公使之意

见 ∋ “为应付激昂之民意起见
,
固属不能不有此举

,
然如赴津

、

榆
,
则津浦线上后防布置极可顾虑

。 ” 因张不赞成蒋 之 立 即 北

上 , 以免增加和平解决之阻碍
,
此议暂时作罢

。 +

张之另外考虑为粤方对彼之态度
。

粤方和议代表于  2月∀∀ 日

抵沪
,
辞不来南京

,
南京方面乃派代表&人赴沪

,
遂开上海统一

会议
。

奈粤方除要求蒋下野外
,
并声讨张失地之罪

,
请求撤职 查

办
。

粤方又不忘张一年前入关 “南下破坏和平之 罪 ” 。

蒋 前 有
“诸公朝到

, 下野通电
,
即可夕发

”

之语
。

张于 2 月底秘密来京 ,

劝蒋勿退
。

今虽有陈诚等中央军将领迭电请缨北上抗日
,

西北军宋

哲元所属二十九军及其他北方将领请续杀敌
,
宋子文提议派遣税

瞥团三团劲旅北上
。 < 蒋在粤方以胡汉民为首要求其下野为宁粤

合作之条件下
,
只好于  ∀ 月  & 日忍痛宣布下野

。

蒋下野之后
,
顾维钧于∀, 日辞职去沪

。

日本夺取锦州之战遂

即展开
。

蒋顾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
∋ “锦州一隅如可保全

,
则日

人尚有所顾忌⋯ ⋯关系东省存亡甚巨
。 ” 顾子  ∀ 月 & 日致张 电中

犹敦促张 ∋ “现在 口人如进兵锦州
,
兄为国家计

, 为兄个人前途

‘革命文献 , ,

第−&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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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自当力排困难

,

期能抵御
。 ,

。 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
,

孙 ‘ ’

科为行政院长
,
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
政府三电张学良固守锦州 ,

张亦三电国民政府请示决策并乞援助
,
今录其 !∃ 月∃ 日电如下

)

国民政府钧鉴
)

奉有电敬悉
,

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
。

但日军

倾全国之力
,

我仅一隅之师
,

彼则军实充足
,

器械精良
,

陆空连

接
,

大举进犯, 我则养姿不足
,

械弹两缺
,

防空御寒
,

均 无 准

备
,

实力相较
,

众寡悬殊
。

凡此情从 谅为钧府所洞察
。

战端一

开
,

非一时所能了
,

关于补充增援诸项
,

必须筹有确切办法
。

再

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
,

锦战一开
,

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
,

关于此节
,

尤须预筹应付策略 , 否则空言固守
,

实际有所为难
。

良部官兵
,

已有牺性决心 , 但事关全国
,

深恐无补艰危
。

且善后

问题
,

不可不预加筹计
。

良职责所在
,

誓效捐糜
,

对此 大 难 当

前
,

绝非有何畏惧
。

淮念兹窜体大
,

关系全国存亡
,

情势所在
,

不能不据实直陈
。

究应如何处理之处
,

敬请统筹全局
,

确切指示

为祷! 张学良叩
。

青酉印
。

%

国民党四大后之一中全会选出蒋
、

汪
、

胡−人为中执委常务

委员
,
轮流主席

。 −人之间皆有旧嫌新怨
,
难期开诚合作

。

于是

蒋下野在籍
,
胡称病在粤

, 汪称病在沪
,

中枢无主
,

张焉能听命于

不久 以前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的孙
、

陈政府∗ 同时新政府对张 “无

一弹一钱之助” ,
而山海关海面开到日本军舰3 艘之多 ,

威胁东

北军退路
。

及至 日军以四万之众
,
三路进攻锦州

,
守军不足三万

人
,
因前有

“

中立区
’

之议
, 以致未作坚强抵抗之决心与准备

。

但退军之战
,
第十九旅及公安骑兵总队皆英勇作战

,
牺牲颇巨

,

依次转移
,
撤入山海关

。

蒋隐退溪口后
, 于  −∀年 月 3 日 作

“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之长篇讲演
,
对张之失锦州并无责难

∋

自张学良主持东北之后
,

不为日人之威胁利诱所动
,

毅然加

从维钧致张学良电
,

见 ‘传 记文学 》第,! 卷,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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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民政府
,

于东三省易青天白日之帜
,
以促成民国之统一 , 且

兴建东北各路铁道与要港
,

与日本为经济上之抗衡
,

期得经济之独

立
,

不为日本所操纵
,

一方面又拒绝日人种种非法之要求
。

于是

日本帝国主义愤嫉益深
,

遂决心扫除东北之武力
,

酝酿已急
∋

炙
。

而国内之割据纷争
,

甚至借助外力
,

尤足授人以可乘之隙
。

日本

于我之虚实及内部之纷裂
,

既已了然无遗
,

故益足以坚其侮我之

决心
。

于是东北之事变乃爆发而不可收拾⋯ ⋯

三年后
,
蒋追论此段史实如下

∋

九一八事变既起
,

当局迟迥却顾
,
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

则
,

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
,

军人气势 日张
,

问题愈陷似化
。

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
,

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
,

徐

图转换局势的可能
,

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
,

吸 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
,

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

%

九一八事变后的阶段里
,
蒋张二人确能合作无间

。

至于 “抵

抗” 与 “不抵抗” 的间题
,
最初的

“

不抵抗
”

固由蒋所决定 , 沈阳

失陷后的 “不抵抗” 张自可作主 , 锦州的 “不抵抗” 缘于国内外

局势影响
,
致使张未下在锦州决战的决心

。

事过& 年 ,
张在他接

受 日本? ≅ Α 电视专访时说 ∋ “

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 ” 这

真是对历史负责的伟大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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