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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

杭 日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
杨奎松

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将近 年时间里 , 日本步步入侵
,

中

国节节退让 , 领土主权横遭蹂肺 , 民族尊严丧失殆尽 , 这种情况

对于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有着强烈刺激 , 极大地激起了他们救

亡御侮的政治热忱
。

但是
,

面对强敌入侵和内乱不 已的复杂局面
,

中国知识界
,

特别是处于国共之间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在 一 个

相 当长的时间里对于如何救亡御侮却有着不 同的认识和主张
。

本

文试图扼要分 析和说明这种现象发生
、

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
。

年 月 日 , 日本军 队突然不宣而战 , 发动了震惊中外

的九一八事变 , 并迅速 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

对于 日本军 队的入侵 ,

国 民政府最初的态度很明确 , 即军事上采取 “不抵抗主义 ” , 外

交上力求国际干预
。

月 日 ,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南京国民

党党员大会上公开宣称 “ 此刻必须上下一致 先以 公 理 对 强

权 , 以和平对野蛮 , 忍辱含愤 ,
一

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 以待国际公

理之判断
。 ” ①次 日 , 国民政府的告 国民书更公开要求 “全国军

队刘
‘

日军避免冲突 ” 。 ②

自 年 以来 , 中国屡遭列强野蛮侵略 , 但是 , 不数 日而沦

亡数省
,

仍属前所未有
,

骇人听闻 。 基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 面对

口本军 队的步步推进
,

国民政府 “ 逆来顺受 ” 、 “ 以待国际公理之

判断 ” 的态度 , 亿万国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 特别是相当一

批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 , 其要求御

①② 《 中央 日报 , , 一 年 月 一 日

令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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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救亡的情绪更是无法抑制
。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 日起 , 他们就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 日救亡运动
。

他们积极发起和组织各种抗 日

团体
,

打电报
, 发 宣言 , 甚至断手指 , 写血书来表明他们誓与日本

佼略者不共戴天的坚强决心 。 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 , 北平

清华大学讲师吴 其昌全家 , 公开宣布绝食 , 表示他们对于当局不抵

抗政策的不满
。

与此同时 , 学生请愿风潮也迅速席卷南京
、

上海
、

杭

州
、

北平
、

济南
、

武汉
、

太原等地 , 不仅出现 了 万学生卧轨拦车上

京请愿 的悲壮场面 , 而且还先后发生 了请愿学生打伤国民政府外

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人 , 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
, 捣毁《中央 日报 》

社的激烈举动
。

从这时部分青年赴京学生请愿团体所散发 的宣传

品中可 以看出 , 他们中许多人对于对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和

单纯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的作法极端反感
。

他们主张犷立即收

回东北失地 , 立即退出国联 , 立即全国总动员对 日本绝交里 ” ①

他们并且威胁南京政府说
,

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主张
,

他们就要

要求 “ 一 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 , 二 罢税 , 罢工 , 罢课 ,

三 自动组织起来 , 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 ” ②

这时的中国有没有力量收复东北失地 呢 有人对此颇为乐观 。

他们认为 , 日本无论外交
、

财政还是物资都处于弱势 , 就是军事

上也只能动员到 仆。万人 , “我们实足从容应付 , 不甚为难 ” 。 ⑧

然而 ,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并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
。

就连从一

开始就同激进的青年学生站在一起 , 在当时知识分子 中 观 点 比

较激进的王造时
、

罗隆基
、

邹韬奋等 , 对立即对日宣战能不能达

到收复东北失地的目的也并不抱幻想
。

王造时承认 , 战争的结果

多半是中国 “完全失败 ” , “大受牺牲 ” 。

但他所以 主 张 对 日

宣战 , 是因为他认为 , 非如此不足以阻止 日本蚕食中 国 , 并 借

此激发国民爱国热忱 , 化除党争 , 造成国家统一的基础 , 同时 ,

① 南京 晚报 , ,

年 一 月 日
。

② 见 ‘ 枯奋文集 》 一
,

第 页
。

。 国 民党 浙江省党 部编 《 对 日作 战必胜 论 》 ,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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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 , 可 以 “ 把这件事情扩大范围 , 变成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 使

列强共同起来干涉日本的行动 ” 。 ①主张对 日宣战的人之所以坚

持宣战 ,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 应该 “借对外的机会来

解决内政的问题 ” ② 。

辛亥以来
,

中国始终处于兵连祸结 , 党同伐

异 , 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 , 几乎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盼

望着中国能够尽快实现统一
。

国民党自 年建立南 京 政 权 之

后 , 许多人曾一度对之抱以希望
。

但结果国民党不仅一党专政 , 容

不得民主 自由 , 而且党内更是派系纷呈 , 争权夺利 , 以至兵连祸

结愈演愈烈
。

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 , 终于为一般爱国的知识分

子要求国民党放弃内争
、

改革内政 , 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

他

们相信 “我们要救中国 , 首先要统一 , 要统一中国 , 就需要认

真地对 日宣战 ’’ ⑧一旦对 日作战 , 自然就 “必须集中全国力量 ,

上下一致 , 万众一心 ” , 为此也就要 “取消一党专政 , 集中全国

人才 , 组织国防政府 ” 。 ④

当然 , 在九一八之后 , 考虑到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的混乱虚弱

局面 , 人们并非都那么赞同立即对 日作战
。

但是 , “ 立息内争 ,

共御外侮 ” 和实现全国统一的主张 , 却迅速成为广大知识界的一

种异常强烈的共同主张和愿望
。

因此 , 即使在事变发生后不久有

王造时
、

罗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名给国民党中央的上书

中 , 人们的基本要求也主要表现为以下 项 一 必须坚持 日

军无条件撤兵及中国保留赔偿道歉诸条件 , 万不可稍 有 让 步 ,

二 集中全国贤能 , 组织国防政府 , 三 尊重人民固有之权

利 , 切实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应享之一切 自由
。 ⑤在这里 , 主张统

一并取消 “ 党治 ” 的要求跃然纸上 , 而宣战要求却被外交解决的

倾向取代 了。 “ 统一之局 , 迟迟不成 , 内外人心 , 惶惑不安 , 以

①② 王造时 《 中国 存亡在此两举 》 , 《 抗 日句刊 》 ,

第 期
,

” 年 月

⑧ 《 抗 日旬刊献辞 》 ,

前引刊

④ 王造时 《 中国 存亡在此两举 》

⑤ 《 申报 》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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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对外 , 如何有力 ” ①天津 《 大公报 》的社评清楚地反映了这

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
。

能战固然好
,
但以现在中国四分

五裂的混乱虚弱局面 , 岂是对 日宣战所能骤然改变的 且主战者

也明白承认 , 战端一开 , 非 年 年不能有结果
。 ②如此国家统一

和建设又 岂能有所成就 国家不统一不建设就没有实力 , 没有实

力又如何能够以武力收复失地 于是乎 , 所谓 “我方既无武力夺

回之成算 , 结果仍必归之外交解决 ” ③之说 , 颇得一部分知识界

名流的赞同
。

一时间 , 他们或者致电美国政府 , 或者致电国联 ,

要求主持正义
。 国鉴于 日本于 月间公开发表了否认侵略企图 ,

要 求 中 国 变相承认 “二十一条 ” 来解决 “ 满洲事变 ” 的 项条

件 ⑤ , 著名教授胡适甚至直接致函国民党领导人 , 主张不失时机

地对 日直接交涉 , 力求与之达成妥协
。 ⑥

对于这样一种完全抹煞 日本侵略行为 , 并且要求中国变相承
认早 已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 ” , 给予 日本在满洲 以特殊权益的

解决力气法 , 人们普遍主张断然拒绝
。

不仅一度支持以直接交涉作

为一种外交手段的 《 大公报 》提出 “不撤兵何能商条件 ” ⑦就

是国民党在国联的代表也不敢变相承认 “二十一条 ” 为合法 , 尽

管这时有人认为 , 与其让 日本占领东北 , 不如承认 年中日条

约 , 如果这样可以恢复东北 省的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 “我们实

在想不出有何理 由可 以固执这条约的否认 ” ⑧ 。

但到 月下旬
,

黑

龙江马 占山部率先武力抗击日本侵略 , 国内求战之声顿时一浪高

过一浪
。

就连国民政府为阻止 日军推进而向国联提出的划锦州为

中立 区的建议
,

也因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
。

胡适的建议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

张惟洛 《 日本占领东北 之经过及其感想 》 , ‘ 抚 口旬刊 》第 期

‘ 外交上应付国难之道 》 , 《 大公报 》 ,

年 月 口

《 中报 》 ,

年 月 日
。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

《 独立评论 》第 号
,

年 月 日

《 大公报 , , 一 年一。月 日
。

胡适 《 论对 日外交方针 》 , 《 独立评论 》第 号
,

年 月 日
。

①②③④⑥⑥⑧

口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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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被理睬
。

相反 , 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竟也鼓足勇气通过了

一个 “请蒋主席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案 ” , 并公开宣言 “ 准

备武力收回东三省
” ① 。国民党甚至还宣布 , 要尽快召集国难会议 ,

邀集国内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共同商讨救亡御侮之策
。 ②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准备立即实行武装 抵 抗 和 开 放 政 权 了

呢 其实不然
。

就在国民党宣布要迅速 “收复失地 ” 后不几天 ,

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真实想法
。

他宣称 “攘外必先安内 , 统一方能御侮 , 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

胜于外者
。

故今 日之对外 , 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 , 或用外交方式解

决 , 皆非先求国内之统‘ , 不能为功
。 ” ⑧

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 , 这在强烈主张 “立息

内争 , 共御外侮
”
的广大中间派爱国知识分子看来 , 未必不成道

理
。

间题仅仅在于 , 应以何种手段来 “安内” , 又将在何种前提

下来 “统一 ” 关于这一点 , 自然是蒋介石 国民政府与广大爱国

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

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 , 《 大公报 》

记者就提出 , 对 日作战应有准备
,
但备战 之道 , 第一在改革政制 ,

唤起民众 , 第二在开放党禁 , 改组政府
。 ④而集中了中国大批名

流学者的 “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 于 月 日成立之际 , 甚至直
截了当地把国家虚弱馄乱的贪任归咎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

他们

公开宣言 “语日 人必 自侮而后人侮之 , 人必 自伐 而 后 人 伐

之
。 ” 而今 “惟有立时解除党禁 , 进行制宪 , 以树立百年根本大

计 ” 。

目前最低限度 , 亦应 “ 从速禁止各级党部压迫民众 , 干涉行

政
, 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 自由” , 同时 , “ 即 日归政全民 , 召

集国 民会议 , 产生救国政府 ” 。 ⑥毫无疑间 , 这时无论主战的王造

①② 荣孟抓摘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 表大会及 中央全会资料 , 下
,

光明 日

报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 、 、

页
。

⑧ 《 蒋总拢集 》 一 ,

第 ,页
。

⑥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

④ 《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会务报告
。

第一次 》 ,

年 月
,

原件存中国科学

院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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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罗隆基
,

还是主和的胡适等人 ,
·

人们中大多数都相信必须开放

党禁 , 组织一个无党派的 “ 国防政府 ” 来集中全国人才和领导 国

家
。 ①就是思想明显左倾的知识分子 , 这时也相信应 当 首 先 建

立 “ 民主政府 ” 或
“
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 , 以便发动民众 ,

使之 自动的武装起来 , 担当对 日宣战的责任
。 ②事情很清楚 , 对

于国家政治状况的长期不满 ,
一

导致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相信 , 九

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东北三省的沦丧
,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

就是国家

的不统一 , 而国家的不统一 , 很大程度上又是国民党实行一党专

政和其内部派系纷争的结果
。

在这种情况下 , 要想抵御外侮和收

复失地 , 就必须争取实现国家的统一乃至政治的民主 。 因此 , 九
一八事变后 , 在广大中间派知识分子中 , 不可避免地迅速出现一

股要求统一和民主的热潮 。

‘

就在国民政府宣 布 “ 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 之后不儿天 , 辽

西重镇锦州就被 日军轻而 易举地 占领了
。

这使广大爱国知识分子

在心理上受到一次重大打击 , 他们由此对于依靠国民党政府实现

御侮救亡更加感到怀疑 , 而对于取消党治更有切肤之感
。

年

月 日上海事变爆发
, “ 十九路军抗命应战于前 , 国家中 枢 改

弦易辙 以东电响应于后 ” , 于是人们又相信 “ 政府卒 以 民 意 为

归依矣 ” , 从而欢呼 “是诚暴 日入寇一百四十 日以来最可欣慰之

事 ”。 ⑧一时间
,

人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大声疾呼 “ 自此 以往
,

已无复枝节之讨论 , 及政策之选择
,

我全国国民之前
,

只有一条死

里求生之路
。

所有阶级利害 , 党派感情 , 思想派别 , 个人爱憎 ,

事实上完全一扫 , 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 , 受蹂嗬 , 左 倾 右 倾 ,

皆成废话 , 资本劳工
,

同受牺牲
。 ” “ 今 日无论何党何派 , 新旧左

① 《 胡适来住书信选 》 中 , 中华书局 犯年版
,

第 页

② 今见 《 谈书杂志 , ,

第 卷第 一 期
,

年 月一日

⑧ 时事新报 》 ,

年 月 日
。

性 味

口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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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皆当集中目标 , 齐赴国难” , “此诚 理 有 固 然 势 所 必 至 、

也 ” 。 ①然而
,

一个月之后 ,

他们突然发现 “我国军队不 以战败

而退 , 突以后援不继而退 , 驯至前功尽弃” ,

于是又痛心不 已
,

并

且由此重新感到南京政府 “无以洗刷其无志御侮之嫌疑 ” 。 ②

上海抗战的失利 , 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受

刺激 , 从而加剧了他们对于取消党治 , 实行民主宪政的渴望
。

北

平
、

上海两地被国民政府邀请参加国难会议的社会名流学者纷纷

聚会 , 讨论改革内政的办法
。

他们几乎一致主张 一 对 日作

正当防御 , 抵抗到底 , 二 从速结束党治 , 实施民治
。 ⑧而结

束党治之办法有五 “ 日励行政权治权在民之原则也 , 日国民党

决议案对国民不生效力也 , 日停止国库或公款支付党费也 , 日 出

版及政治结社之 自由也 , 日废弃国民党之开会仪式也
。 ” 但根本

解决 , 则非实行宪政不可
。 ④一时间 , 各种报刊杂志大谈民主 自

由与开放党禁问题 ,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也不能不含糊其辞地表

示愿意实行宪政
。
可实际上

,

国民政府却明确反对在国难会议上讨

论任何政治问题
。

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 , 使人们深感不满
。

当行

政院长汪精卫宣布限定国难会议讨论范围仅为御侮
、

救灾和绥靖

三事后 ,
大批知识界代表忿然拒绝出席会议 , 以至到 月 日开会

时 , 到会人数竟只有原定人数的三分之一
。 ⑤

国民政府必欲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态度在 年 一 月暴露

无遗 了
。

当国难会议开过之后 , 尽管会上并没有人要求开放政权

或取消党禁 , 只是有些代表提出早日结束训政和开放言论 自由的

主张 , 国民党人还是接连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代表横加斥责
。

而 当

月下旬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主张提早结束训政 , 实行 宪 政 之 后 ,

汪精卫等则公开表示 “如果没有国民党 , 就断断没 有 中 华 民

户

①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

月 日

② 《 时事断报 》 ,

年 月 日

⑧ 时事新报 , , 一。 年 月 日

④ 《 时事新报 , ,

年 月 日
。

⑤ ‘ 大公 报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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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 “党亡而国亦随之 ” 。 ① 这样一来 , 由社会各界名流学者

借机发起韵 民主宪政运动 , 自然倍受打击
。

很 快 , 人 们 态 度

发生明显变化
。

一 向态度温和的马季廉竟公开主张 “ 现在我们

人民要 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 , 要 自动 设 置 一

个代表民意的机关
。

到了相当时期 , 如果政府再不能 尽 他 的 职

责 , 我们便只好 自动组织有力的政府
。 ” ②王造时

、

张君肋
、

张

东荪等也宣称 “ 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 , 非 变 不 可

了 。

而变的方法 ⋯ ⋯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结束 训 政 , 实 行 宪

政 ⋯ ⋯还有一条路 , 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 , 建立新政权 , 这就是

革命
。 ” 王造时甚至扬言 我虽然主张先用和平方法来 改 良

,

但
“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 , 我是没有理由可 以反对革命的 ” 。 ⑧

不过 , 革命毕竟不是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所渴望的
。

不满

归不满
,
大敌当前 , 他们到底还是不愿国内出现混乱

。

胡适的想

法立刻变得很实际
。

他说 现在固然应当 “督促政府 早 日 实 现

宪政 ” , 以便实现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 , 但在 目前情况

下 , 多半还只能 “ 忠告现在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至少先在党内建立

和平方式改换政权的制度 ” 。 ④当时在许多人看来 , 中国社会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 , 还是 日趋严重的外患与此伏彼起的内战 , 民主

宪政间题到底还在其次
。

因此 , 丁文江等少、明确主张 , 在民主宪

政间题上不宜操之过急 。 他表示 “好的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 ,

而没有 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 ” , “在外患危急的好候 , 我们

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 , 当然不愿意推翻它 ” , 因为 “今日

之 局
,

国民党一经塌台 , 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
。 ” ⑤丁文江等人

《 时事新报 》 ,

年 月 日
。

季廉 《 挽救国难 的一个 私 案 》 , 《 国 闻周 报 》 ,

第 卷第犯期
,

年 月

日

王造时 《 我为什么主 张宪政 》 , 《 再生 》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加 日 。

胡适 《 废止内战大同盟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孟宾 《 中国现在要 有政府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丁

文江 《 中国政治 的 出路 》 , 《 独 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①②⑧④⑥

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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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的观点 , 代衷丁包括胡适在内的相当一批著名狐识分子的看法
。

既然人们这时普遍把国家统一看成御侮救亡的首要前提 , 那么 ,

他们也就难以对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采取强硬的反抗态

度
。

月下旬以后
,

民主宪政运动迅速被废止内战运动取代 了
。

由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以和平的 “不合作 ” 作为制裁内战手段

的运动
,

很快得到了知识界的赞同
,

并迅速形成了浩大的声势
。

对

于热心于民主宪政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 , 废止内战和实行民主宪

政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 因为他们认为 , 只有建立起运用和平方法

改换政权的制度 , 以法律的解决来根本取代武力的解决 , 才有可

能真正废止内战 , 否则 , “与虎谋皮 , 求之无益 ” 。 ①但是 , 在

国民党政府根本上拒绝取消一党专政制度的情况下 , 废止 内战运

动只能是承认现存制度和统治的条件下的一种和平统一运动
。

然而 , 中国大多数热心于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对于统一的理

解
,

毕竟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取得共识
,

甚至于与发起废止 内战运

动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想法也很难归于一致
。

在对于共

产党的问题上 , 这种区别表现得十分明显
。

中国这时的内战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战

争 一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
。

由于后者向来被国民政府以
“剿匪 ” 论之 , 因此 , 废止内战大同盟上海总会成立之际 , 竟不

得不明确规定 “将内战意义确定为非剿匪性质之战事行动 ” ,

目的是要把反共战争排斥在 内战的范围之外
。

这在相当一批爱国

知识分子看来 , 是不可思议的
。

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出发 , 他们不

能理解 , 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容许一个反对 自己的党派合法

存在 而从统一御侮的角度出发 , 他们同样难以相信 , 在继续进

行 “剿共” 战争的条件下 , 会有一致对外的局面产生
。

早在他们

提出开放党禁 , 团结御侮的问题之 际 , 他们就明确反对视共产党

① 胡 适 《 废止内战大同盟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 废

止 内战运 动 》 , 《 再生 , ,

第 卷第 号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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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匪 , 断言共产党是 “ 有严密之组织 ,
有共信之主义 , 有实行之

政纲 , 而又有国际背景 ” 之政党 , 不仅 “ 不能 目之为匪 ” , 而且

绝非
“

剿所可灭 ” 。 ①他们主张 共产党 “此时应停止一切破坏

工作 , 一致对外 ” ② , 国民党也应该改变政策 , 允许共产党合法

存在并作政治竞争 , 否则 , “一致对外 ,

徒成虚话 ” ⑧ 。
至废战

运动兴起 , 丁文江等更进一步公开要求 “ 正式承认共 产 党 不 是

匪 ,
是政敌 ” , 胡适甚至明确指出 “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

造成的 , 是 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 政 府 造 成

的 ,
是内乱造成的 , 是政府军 队 ‘责寇兵 , 资盗粮 , 造成的” ,

因此 , 他主张南京政府 “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 , 切

实去改 良政治并且给人民以利益
。 ④显而易见 , 他们这时对于国

民政府的 “剿共 ” 内战深为不满 , 认为 中国的安内统一 , 根本

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 , 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制度 和政策问题
。

由于

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 , 即使没有共产党 , 也还是干柴

遍野 , “遇风可燃 ” 。 《 大公报 》记者说得好 “ 中 国 五 千 年

不闻共产党 , 而亡国数度 , 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 , 亦 未 必 免 于

亡
。 , , ⑥

当然 , 此时共产党人采取的也是与国民政府尖锐 对 立 的 作

法 , 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对此亦深感迷惑与不安
。

他们提出疑

问 共产党高唱世界革命
, 劳工无国界 , 如何向它 “ 唤起民族意

识 , 停止赤化斗争 ” “ 日本帝国主义固然是共产党的不共戴天

的 敌人 , 现在的统治阶级又何尝不是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 ”

“ 纵然国民党可 以允许他们存在 , 他们都不一定允许 国 民 党 存

① 《 申报
,

年 月 日 季靡 《 充政能救中国 吗 , , 心 国闻周

报 , ,

第 卷第 期
, 一。 年 月 日

。

② 《 搜巢之下无完卵 》 ,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⑧ 《 论开放党禁 》 ,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④ 丁文江 《 所谓期匪 同题 , 此文末段 为胡适撰写
, 《 独立评 沦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⑥ ‘ 期韭要义 , , 《 大公报 一 ,

年 月 。日
。,公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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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一定要组织苏维埃政府 ” , 这如何能 “打破历 史 恩 仇 ” ,

“力求团结一致 ” ①但是 , 也有一批中间派知识分子相信 , 共

产党也是中国人 , 也会了解国家 目前的危难局面 , “ 以民族作为

出发点 , 无论如何利害错综 , 然总可 以寻得一个一致点 ” 。 ②因

此 , 他们甚至提议派代表前往 “赤区 ” 去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

接洽 , 以便商量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
。

他们认为 , 不论

国共两党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种谅解 , 至少应该实现一种暂时的

妥协 。 丁文江说 目前情况下的任何 “剿共 ” 战争 , 都不会有结

果 , 相反 , 只会使国家实力受到更大的削弱
。

他要求国民党不仅

允许共产党的存在 , 而且允许共产党在不 向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下

保持局部的割据 , “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 ” , 即所 谓 “ 两 害取

轻 ” 。 ③ 年 月
,

他公开发表了 《 假如我是蒋介石 》一文 , 提

出 假如我是蒋介石 , 我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 , 第

二要立刻谋军事将领的合作 , 第三则立即与共产党商量休战 , 休

战的唯一条件就是在抗 日期间彼此互不攻击
。 ④

鉴于 “剿共 ” 战争 “ 事实上牵制数十万军队 , 使不能北来守

土 ” ⑥ , 人们 日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抵抗日寇有极大危害 , 因

此 , 部分知识分子发出的促成国共两党妥协 , 要求停止 “剿共 ”

战争的呼声渐渐形成了一种不小的声势 , 以至废止 内战大同盟也

有人公然提出了 “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案 ” 。 ⑥一些报刊

记者虽然不敢公开主张 “容共 ” , 但却拐弯抹角地要求国民政府
“ 开放党禁 ” , 以便使共产党能够在 “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 ” 的

季廉 《 国难方兴未艾 》 , 《 国 闻周报 》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日

记者 《 我们要说的话 》 , 《 再生 》 ,

创 刊号
,

年 月 日
。

丁 文江 《 抗 日月匪 与中央的政局 》 , 《 独立 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丁 文江 , 《 废止 内战运 动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 独立评 论 ,

第 号
,

年 月 日。

《 如何结束共乱 , , 《 大公 报 , ,

年 月 日
《 大 同 盟 之 成立 》 ,

年
,

原件存中共中央党校 图书 馆
。

①②③

讲

④⑥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条件下得以存在
。

他们的理由也很明白 , 即 “对外是中国人与日

本人的生存竞争 , 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 ” , “在民

族生存竞争上 , 不能谈妥协 , 同族的主 义 竞 争 上 , 尽 可 谈 妥

协 ” 。

因此 , 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应 “ 停止 ‘赤匪 , ‘共匪 ’ 这

一切名词 , 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 , 谋有条件的政

治妥协 ” ① , 因为 “彼共党者 , 亦中国人也 , 操纵其间者 , 亦多

属知识分子也 ” , 只要有人沟通意见 , 未必不可 以 “ 开辟交涉之

路 ” 。 ②但是 , 到 年春 , 国民党第四次 “ 围剿 ” 在中共的鄂

豫皖苏区已经初步得手 , 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 “ 围剿 ” 计划

已开始制定 , 蒋介石正在沾沾 自喜之中 , 他当然不会理睬任何停

止 “剿共 ” 的意见
。

月 日
,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谈 话 , 公 开 宜

布 “抗 日必先剿匪 ⋯ ⋯在 匪未清前 , 绝对不言抗 日
。 ” ⑧蒋介

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必欲坚持 “剿共 ” 战 争 的 决

心 , 从而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谋求停止 “剿共 ” 内战的努力 , 也

同他们争取民主统一的努力一样 , 迅速化为泡影
。

还在 年 , 胡适概括 “ 中国当前唯一的大问题 , 就是 怎

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 怎样组织一个可 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

一政府 ” ④胡适是热心于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 , 但他

这时却把 “ 统一 ” 看得如此重要 , 这反映了九一八事变之后 , 相

当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
。
他们在要求统一的同时

,

也要

求民主 自由 , 主张实行宪政 , 并且希望共产党也能够以合法政党

的身份参加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竞争
。

但当统一和民主发生矛盾

而无法兼顾之时 , 统一毕竟是第一位的
。

他们相信 , 如果没有统

夭津 《 益世报 , , 一 年 月 日
《 如何结束共乱 》 ,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胡适 《 统一 之路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了日。

⑧①②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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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四分五裂 , 中国就不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 立 国 家 , 没

有统一 , 争战不已 , 就无法进行应有的 建 设 , 因 此 就 不 能 变

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 也就没有与日本抗衡的 实力
。

在 这

种情况下 , 他们固然在民主宪政以及停止内战等等问 题 上 不 时

地与国民党政府发生矛盾 , 但是 , 他们到底不愿因此 与 政 府 发

生冲突 , 以致使本来就动荡不定的国家更加虚弱 不 堪
。 于是 ,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渴望统一的意愿 , 随着国民政府 统 治 地 位

的不断加强 , 竟渐渐与维护国民政府的权威的愿望扭 曲地 联 结

起来了
。

冯玉祥
、

方振武等高举 “抗日救国 ” 旗帆所组织的察哈

尔抗 日同盟军 , 由于公然与国民政府的命令相对立 , 只能得到他

们的 “惋惜” 。
十九路军及国民党各派领导人在福建以 “取消党

治” 为号召而发动的事变 , 也只能得到他们的 “惋惜 ” 。
他们的

观点是 “ 这个政府够脆弱了 , 不可叫他更脆弱 , 这个国家够破

碎了 , 不可叫他更破碎
。 ” 无论什么 口号 , 只要足以引起内战 ,

都是罪恶
。

一句话 “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 , 别的等 到 将 来 再

说
” ①而 由此出发

,

少数知识分子竟然渐渐地走到主张支持国民

党一党专政乃至支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面去了
。

据说
,

这是他们

多年来观察和总结中国政治所得出的 “ 真切认识 ” , 因为中国到

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 , 非如此 , 绝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

中国
。 ②

“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 , 别的等到将来再说 ” , 这句话典型

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
。

他们不是不要 “别

的 ” , 问题是他们认定了中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 , 要救亡只能先

详

① 蒋活玻 《 这一星期 》 , 《 独立评 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胡 适
《 福建的大变局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② 蒋廷旅 《 革命与专创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冬年 月 日 蒋廷

傲 。 论专翻并替胡适之先生 》 , 《 独立评 论 》 ,

第 号
,

年 月 、

门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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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既成的事实 , 在现有的条件下求生存 , 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

在统一问题上是如此 , 在对 日的问题上其实也是如此
。

清 华 大

学教授蒋廷做有一句著名的话 , 叫作 “ 未失的疆土是 我 们 的 出

路 ” 。
他的观点很明确 既然中国现在没有迅速实现统一和武力

收复失地的可能 , 那就应当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住 现 有 的 国

土 , 并且全力以赴地谋求统一和增强国力
。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

以胡适
、

丁文江
、

蒋廷敝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 , 甚至积极鼓励

和支持国民党政府对 日本采取一定限度的妥协政策 , 以图换取 日

本承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 或至少避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

使中国能够保有足以复兴国力的资本
。 因此 , 当国民政府尚不敢

违反民意与日本商谈东北问题时 , 他们率先提出对 日直接交涉 ,

不惜以承认 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来换取 日本放弃对于东北三省领

土 与行政主权的要求
。

值得注意的是 , 他们的直接交涉之说颇得

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
。

年 月 日 , 汪精卫召集国内著名学

者 余人商讨外交方针时 , 竟有多数主张 “ 在不丧失领土不背国

联之前提下 , 进行直接交涉 ” 。 ①无奈 日本丝毫没有与中国 “交

涉 ” 之心 , 它反而进一步把魔爪伸向热河 , 并且很快扶植起傀份
“满洲国 ” , 这不能使他们感到无比的绝望

。
于是丁文江开始积

极主张守卫热河
, 以 “保全我们未失的土地 ” 。 ② 胡 适 也 意 识

到 , “我们不能依靠他人 , 只可依靠 自己” , “得有个 ‘长期拼

命 ’ 的准备
,

一

。 ⑧但当国联报告书发表孙国人普遍指 责 报 告 书
“维护 日本利益 ” 并变柏 “建议国际共管中国 ” 之际 , 他们却又

充满了希望 , 说是报告书代表了
“

世界公论 ” 。 他们认为 , 报告书

主张的东北 自治正可以取消 “满洲国 ” , “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

重新行使于东三省 ” , 所以完全可 以考虑接受 。 ④谁料想 日本不

仅根本不理睬国联的什么报告书 , 而且不久就干脆退出了这个国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

了文江

了文江

《 扰 日荆厄 与中央的政局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 饭如我是蒋介石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际组织
。

对于 日本的野心 , 胡适等人当然看得十分清楚
。

正是因为他

们预见到 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可能 , 他们才积极主张 “在不丧失领

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 ” 。 ①他们固然也主张守卫热河 , 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能够守得住热河
。

他们的想法只是 “应该

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它 , 不能拱手送于他 ” 。 ⑧他们相信 ,

无论是以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 , 还是以中国的财政收入租

政治状况 , 中国都绝对没有打败 日本的可能
。

丁文江甚至断言
“ 我们的二百万兵 , 抵不上 日本的十万 。 ” ⑧热河失守以后

,

他们

的看法更加悲观了 。

他们声称 , 热河失陷以后 , 不仅中国从此很
难促使各国对 日本进行制裁 , 而且再没有和 日本直接交涉东北问

题的可能了
。

中国多半只能 “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 ” , 准 备 作

年的比利时 ④ , 或作 年的法国 ⑥ , 准备等候 年或 年

再来收回失地 ⑥ 。

毫无疑问 , 为了保全尚未丧失的领土 , 他们相

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对 日妥协
。

因此 , 当一些人在报上 坚 定 地 主

张中国人应当破釜沉舟与日本作持久战时 , 胡适竟然 怒 气 冲 冲

地把对方教训了一通 , 说是 “ 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 ‘脱开

赤膊 , 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 ’ 的好汉 ” , 使用 “ 大车骆驼和人 ”

的运输方式 , 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 日本军 队作战
。 ⑦ 年

① 胡适 《 内田 对世 界的挑 战 》 , 《 独立评沦 》 ,

第 号
,

年 月 日

② 胡适 《 一个代表世界公 论 的报 告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中国国 民党期南省执委会编印 《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国 内各方面之评

论 》 年 月
,

存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

⑧ 丁 文江 《 杭 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④ 比利时 于 年第一 次世界大 战开 始时被德国占领
,

四年之 后
,

即大战结束

才在协约国的布助下复国

⑤ 法国在 年曾被迫侧让两省给普普士 , 直到 年之 后
,

即第一 次大战结束

后 的 年巴 攀和会上才得以 正式收回两省
。

⑥ 胡 适 ‘ 我们可以 等候五 十年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① 胡 适 《 我 的 见也不过如此 》 , 《 独立评 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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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 当胡适得知国民政府即将与日本达成关于华北地区的停

战协定之时
,

他立即赞成说
“
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

可抛弃的 ” , “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 以保全平津与华北 , 这就

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椿绝大的损失 , 是我们应该 谅解的 ” 。

相反 ,

那种 “准备牺牲平津 , 准备牺牲华北 , 步步抵抗 , 决不作任何局

部的妥协” 的主张 , 只能使中国失去更多的复兴的资本
。 ①

月 日 , 丧权辱国的 《 塘沽协定 》产生了
。

由于协定被说成

仅仅是一种纯军事性质的东西 , 因此在国内各报刊上没有出现如

同过去一样激烈的反应
。

但十分明显 , 人们之间的看法相差甚远 。

由胡适
、

蒋廷做等主持的 《 独立评论 》在得知协定签定后 , 竟不由

的如释重负一般 , 大谈特谈什么 “ ‘长期抵抗 ’ , 现在 总 算 不 谈

了 ” , “ 其实屈服并不一定是失策
,
能屈能伸

,

却是 大 丈 夫 的 本

色” 。

他们甚至批评国民政府妥协得太晚了
,

断言战事早在辽宁就

该妥协 , 至少也应该在锦州
、

在长城一线就妥协
。
他们并且指责国

内反对妥协的人对东北四省的丧失 “ 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 ” , 因

为在他们看来 “这种局部的
, 无充分军事

、

经济
、

政治及外交

预备的战争 , 纵能得着一时的小胜利 , 终究徒给敌人 蚕 食 的 机

会 ” , 而如果早 日妥协 , 或许东北还不至于亡
。 ②当天津 《 益世

报 》的记者对此深表怀疑 , 批评他们的观点不过是 年前李鸿章

的老调重弹之后 , 蒋廷做坦言相告 “ 如果中国近代史能够给我们

一点教训的话 , 其最大的就是 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 以

前 ,

与外人妥协固吃亏 , 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 ⋯ ⋯李鸿章的大失

败 —
甲午战争 —

正由于他的不妥协
。 ” ⑧

妥协真的能够使中国保全未失的土地并使中国赢得充实国力

的足够时间吗 王造时对此嗤之 以鼻 , 他的看法 与胡适等人正好

① 胡 适 《 保 全 华北 的重要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② 涛鸣 《 我对 于 停战协定的感想 》 , 《 独立评 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并见 王 芸生 《 这两年 》 , 《 芸生 文存 》 一
,

第 一 页

⑧ 蒋廷触 《 这一 星 期 》 , 《 独立评 论 》 ,

第能号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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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 中国愈不抵抗 , 日本愈要进攻
。 ” ①然而 , 随着在 一段

时间里中日界系表面上风平浪静 , 国内各界包括知识界在内 , 御

侮救亡的紧迫感明显地减弱了
。

国内甚至有人跟着 日本人大谈什

么 “ 中 日亲善” 。

一些报纸刊物也开始对 日本国内 “ 文 人 ” 与
“ 武人 ” 之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发生兴趣 , 还试图通过所

谓 “王道 ” 的说教来启发 日本 “文人 ” 的觉悟 , 制止 日 本 “ 武

人 ” 的 “霸道 ” 。 只可惜 , 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 日本统治阶层

必欲独霸中国的野心
。

中 日关系仅仅平静了不到一年 , 日本方面

就又开始动作了 。
先是逼迫国民政府同意与伪 “满洲国 ” 通车通

邮 , 造成事实上承认后者为交涉对象的事实
,

进而于 年 月

日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个不许英美各国染指中国

的声明书
,

公开表明了 日本独霸中国的狂妄意图
。 ②这一声明不仅

再度激起了中国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应 , 而且也明显地使一

心指望 日本能够承认中国现存领土和主权的胡适等人感到势态严
重

。

胡适不得不重新提出中国要 “ 准备更大更惨的牺 牲 ” 的 警
告 , 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比利时 , 而且这一次他不得不承认 , 在 日

本这样一种决心之下 , 中国恐怕连比利时也做不成了
。 ③

在 《 塘沽协定 》签订之后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里 ,

中国知识
界的救亡运动明显地处于低潮

。

这一方面是受到中 日关系当时的

复杂状况的影响 , 另一方面也同国民政府为谋求 日本谅解 日渐压

制抗 日救亡活动和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情况不无关系
。

当一向

坚持反 日立场的 《 申报 》主笔史量才被国民党暗杀后 , 《 申报 》

顿时失去了往 日的战斗精神
。

而 年由共产党发起的由众多名

① 王遭时 《 中 日关系前途之我见 》 年 月 日 ,

转见时敏编 《 还

我河山 》 ,

上海中国 自强学社
,

年 月版

② 《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页

⑧ 胡 适 一 全田的危机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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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 各署名发表的 《 中国人民对 日作战基本纲领 》 , 竟也未能在

国内引起应有的反响
。

相反 , 当国民政府于 年公开提倡 “ 中

日亲善 ” ,

特别是进一步发 布 “ 睦邻邦交令 ” 之后
,

一切反 日团体

及言论都受到严厉禁止 ,

各报刊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谈论御侮救

亡问题了
。

然而 ,

对侵略者如此卑躬屈膝 , 对要求救亡的中国人

如此蛮横无理 , 这就是在那些力主对 日妥协的知识分子看来 , 也

是难 以容忍的
。

由胡适等人主持的 《 独立评论 》也按捺不住地发

出了反抗之声
。

他们公开发 出质问 “ 在九一八 以后 , 在 一二八

以后 , 在长城抗战 以后 , 在天羽声 明以后 ⋯ ⋯大讲亲善
,

高谈提

携 , 此中妙用 , 不但阿斗莫测高深 , 恐怕就是诸葛亮也不敢认为

是神策妙算罢 ” ①进而 , 他们强烈指责国民政府 “ 一方面对 于

幼持我土地 ,
残杀我人 民 , 以倾覆我国家为天职的恶敌 , 则打躬

作揖 ,
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 , 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 的 , 杂 云 捉

月 , 从未曾给过社会 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 , 则凌以雷霆万钓的

凶威 ” , 这种政治人格 “ 何等丑恶 ” ②

从 年 月 以后 , 日本军 队开始接连在华北制造事 端 , 进

而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 的 “ 何 梅 ” 、 “秦 土 ” 协 定
。

尽管人们这时对于协定的内容难于 了解 , 但从一系列现象当中 ,

人们还是迅速意识到了事态之无比严重
。

月 以后 , 日本进一步
’

策划华北 自治运动 , 并在 月 日先行成立了第一个华北伪政权

—
“ 冀东防共 自治委员会 ” , 同时公然逼迫华北地区国民党军

政领导人宋哲元宣 布华北 自治
。 在经过一段梦幻般的平静之后 ,

, , 国人吃惊地注意到 , 华北数省正在步东北的后尘
。 一 时 间 ,

北平
、

上海等地教育界
、

文化界和思想舆论界的爱国 知 识 分 子

和青年学生们 , 再 次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 , 坚决要 求 “ 坚 持 领

土和主权的完整 , 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 ” , “反

张熙 若

日
。

张萝蕊

《 塘沽协定以 来的外交 , , 《 独立评论 》 ,

第 号
,

年 月

《 论 非法捕 捉学生 , 《 独 立评 沦 一 第 号
, 一 年 月 日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在中国领士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 ” ,

“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 ” , 并主张 “全国民众立

刻自动组织起来 , 采取有效的手段 , 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 ” 。 ①

知识界的抗 日救亡运动重又开始显示出新的活力了 。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整个舆论界的倾向迅速发生了改变
。

一段

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妥协主张开始受到严厉抨击
。

邹韬奋主持的
《 大众生活 》尖锐地指出了胡适的妥协见解之错误 ② , 毕云程

、

吴世昌等人也纷纷撰文或写信批评胡适的思想观念 ⑧ 。 而胡适这

时固然仍旧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抵挡日本军 队的进攻 , 但他到底

不能不承认自己对《塘沽协定 》意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 , 并承认
“屈辱是无止境的 , 求全是不可能的 ” , 因而也公开主张 “用统

一的力量守卫国家
, 了 。 ④

在中国共产党于 年 月公开发表了主张建立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 八一宣言 》以后 , 中国知识界的抗 日救亡运动从此得

到了有力的后援 , 而有共产党秘密领导和参加的一二九运动 , 迅

速使中国的抗 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 , 南京政府要统一 , 中间派知识分子希望

统一 , 但统一间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

以至到 年 , 统一问题

又重新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共 产 党 人 参

加到中国的统一运动中来 , 并且明确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和
“停止内战 , 一致对外

” 的口号 , 中国的统一运动明显地获得了

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

对于共产党的 “ 停止内战
, 一致对外

” 的主张 , 一向与共产

① 《 上海文化界救 国运动宜言 》 , 《 大众生活 》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日
。

② ‘ 华北问题 , , 《 大众生 活 一 ,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日

① 毕云权 《 胡适之先生的
‘

敬告
, , , 《 大众生 活 》 ,

第玉卷第 期
,

年

月 日 《 胡适来往书信选 , 中
,

第 一 。页

④ 胡适 《 华北 问题 》 , 《 独立评论 》 ,

号
,

年 月 日 胡 适 《 用

统一 的力里守卫国 家 》 , 《 大公报 》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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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来往密切并自觉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翼知识分子如鲁迅等 ,

当然热烈欢迎 。 ①而一向属于中间派知识分子左翼的大批进步知

识分子 ,
如沈钧儒

、

王造时
、

章乃器
、

陶行知
、

李公朴
、

沙千里等 ,

也迅速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 , 并在共产党人的秘密

帮助下开始了有组织的抗 日救亡运动
。

如 年 月 日上海各

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 , 以及此后 月 日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

会的正式组成 , 不仅迅速统一了各大城市的抗 日救亡运动 , 而且

成功地使之纳入了左翼知识分子影响的轨道
。

在全国各界救国联

合会成立大会的宣言中 , 人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统一战线主

张的深刻影响
。 ②与此同时 , 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 的 “ 安 内 攘

外
”
政策 , 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再用 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

气
” “ 中国人民 目下的要求 , 是停止一切内战 , 大家枪口一齐

向外 , 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 自卫 ” ⑧

对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主张 , 自然也有不少人最初是颇有

疑惑的
。

张东荪最早公开发表文章称赞中共的《 八一宣言 》 , “真

不窗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
” , 并且宣称对于中共所提议的组

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主张 “无条件双手举起表示赞成与接受
” 。

但他对共产党是否真心愿意停止苏维埃的政策与宣传 , 并在国民

党政府允许各党派代表共同讨论决定大政方针时 , 承认其为事实

上的中央政府 , 则颇表怀疑
。 ④对此 , 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

曾专门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文章给予答复 , 表示中共 完 全 赞 成

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以前不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的任务 , 并宣称 “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
, 我们虽不赞成这

鲁迅 《 答徐愚庸并关 于抗 日统一 战线间题 》 , 《 且介争杂 文末编 》 ,

第巧

页
。

② 《 口

一二 九
” 以 后上 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 ,

第 页
。

⑧ 章乃 器 《 四年 间的清 算 》 ,

转见丁石 民编 《 救 亡 育 论 集 》 ,

年

月
。

④ 张东荪 《 评共产党宜言并论全国大联合 》 , 《 自由评 论 》 ,

第 期
,

年 月 日
。

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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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 , 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 , 只要南京抵抗 , 我 们 援 助 南

京
。 ” ①张

、

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 , 刊载这两

篇文章的 《 自由评论 》一时竟接连收到了数十篇要求参加讨论的

来信和文章 , 其中固然有对共产党的意图表示怀疑的 , 但相当一

些对共产党的转变政策是表示由衷欢迎的 , 作者中绝大多数人显

然都欢迎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

他们认为 , “全国各 党 派 大 合

作 ” 虽然 “不过仅仅开始 ” , 然而各党派能够站在中国民族利益

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并讨论救亡的意见 , 这毕竟构成了 “ 全

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先决条件 ” 。 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 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面事实上已

经开始形成
。

但是 , 抗 日救亡运动的差勃发展并没有改变少数中

间派知识分子的悲观看法 。
胡适等人依旧 “ 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

故 ” , 依旧不相信中国有与日本作战的能力
。

在 年和 年

上半年 , 当中日关系又再度出现表面平静状态时 , 胡适等人的妥

协梦想又死灰复姗。 他们不厌其烦地公开发表各种文章和告 日本

国 民书等 , 主张在 “ 日本在长城以南 , 热河以西全 部 撤 退 ” 的

条件下 , “将冀
、

察两省真个做成个非战区域 ” 。 ⑧而 《 大 公

报 》及 《 国闻周报 》等也明显地对此寄予希望 。

直势日本军 队已

经挑起卢沟桥事变占领平津 , 中国抗战 已经开始的 年 月 ,

胡适等人仍旧不正一次地做过 “ 和平的大努力 ” 。

可是 , 胡适等

人最终还是失败了。 年 月 日 , 胡适终于宣告他的态度 “全

变了 ” ,

从此形成了 “ ‘

和 比战难百倍
’ 的见解 ” ④ 。

自此 , 那些

曾寄希望于 日本侵略者停止侵略 , 给中国一线复兴机会的知识分

⑧

④

肉尚行 ‘ 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 —致自由评论编者并转张东荪先生 , ,

‘ 自由评论 , ,

第 期
,

年已月 日

今见 《 自由评论 , ,

第 期
,

年 月 日 , 第 期
, , 。年一月 日 第

期
,

年 月 日 , 第 期
,

年 月 日 再生 , ,

第 卷第 一。一

期
,

年 , 月 日 等
《 胡适来往书信选 , 中

,

第 工页
《 胡透来往书信选 , 中

,

第 一 页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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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也终于完全断绝了妥协的幻想 , 全国的知识界终于团 结 一

心 , 开始投身于抗 日战争了 。

从中间派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将近 年时间里

救亡 主张变化的全部过程 , 可 以很清楚地看出 , 由于中国当时有

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 , 在广大中间派知分子中间 , 对于如

何御侮救亡 , 曾经有过极为不同的认识 。
这些认识的 发 展 和 变

化 , 不仅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尤其

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其 核 心 的 间

题 , 一是抗 日 , 一是统一 , 而统一又成为当时人们考虑各种策略

的一个基本前提
。

应当看到 , 人们之间的分歧 , 其实 并 不 在 于

要不要抗 日 , 更不在于要不要统厂 , 问题的关键仅仅在 于 如 何 抗

日与如何统一 , 并使两者相辅相成
。

事实表明 , 在当 时 的 条 件

下 , 统一的方式只能服从于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国内政治实力对比

的现状 , 而对 日和战也决不取决于少数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主观愿

望
。

人们最初在抗 日与统一的问题上不论存在多少分歧 , 在 日本

侵略者无休止的压迫与进攻面前 , 他们终究为了中华 民 族 的 生

存 , 放弃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 , 共同走上了抗 日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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