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阎锡山
、

张学良
、

杨虎城

研究的一次学术交流

—
“
中国近现代名人社会经济文化

思想学米研讨会
”
综述

郭卫民

由山西省历史学会
、

山西大学历史系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
、

北京大学历史系
、

张学 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
、

西安事变研

究会等单位联合筹办的
“

中国近现代名人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国际

地区 学术研讨会
”于  ! !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太原市山西大

学举行
。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
、

台湾
、

香港地区
,

与美

国
、

韩国
、

日本等国学者 %∃ 人
,

会议收到论文 !# 篇
。

会议对阎锡山
、

张学 良
、

杨虎城三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进行了学

术交流
。

有关张学 良研究的有 #& 篇
,

关于杨虎城研究的有  & 篇
,

关于阎锡山研究的有 ∃∋ 篇
。

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特点
,

是许多学

者把研究视野转向人物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方面
。

一些论文对三

个人物在各自省区经济建设方面所作贡献进行了探讨
。

特别是一

些学者对阎锡 山在山西对 民营事业
、

工业发展
、

金融货币
、

省政建

设方面的作为
,

运用史料
,

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

会上
,

《四

十年来阎锡山研究概观》一文把 (∋ 年来对阎锡山研究情况作出了

归类总结
。

因史学界过去对张学 良
、

杨虎城研究较多
,

这次学术研讨会仍

然肯定张
、

杨二将军是
“

千古功臣
” 、 “

民族英雄
” ,

评价分析甚少争

论
。

阎锡山统治山西近 (∋ 年
,

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

由于各种原因
,

以往对阎锡山的研究不很充分
,

这次会议的不少论

文 比较实事求是地对阎锡 山的历史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
,

但在一

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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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什么作用 + 一种观点认为
)

阎

锡 山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断了本来与张学 良
、

杨虎城的合作关

系
,

对张
、

杨二将军的
“

兵谏
”

横加指责
,

实属
“

背信弃 义
” ,

使张
、

杨

二人在发动
“

事变
”

后的处境更加困难
,

阎氏出于私利
,

在
“

事变
”

中

没起什么进步作用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 “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期间

起 了进步作用
。

一是
,

阎锡山在
“

事变
”

发生后的  # 月  ( 日发出
“

寒电
” ,

对张
、

杨指责的出发点仍是
“

坚持抗 日
” 、 “

反对内战
” ,

电文

中反映出阎既认为张
、

杨发动
“

兵谏
”

有些鲁莽之意
,

又有对张
、

杨

同情之心
。

二是
,

阎锡山曾于
“

事变
”

发生后及时向南京政府孙科
、

孔祥熙
、

张静江等人转达张
、

杨发动
“

兵谏
”

的抗 日目的和蒋介石安

然无恙的信息
,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南京的人心
,

潜加了以谈判解

决事变的可能性
。

三是
,

阎锡山对西安张学 良
、

杨虎城和对南京孔

祥熙都表示愿意充当调解人
,

削弱了南京立即以军事手段解决事

变的意图
。

四是
,

阎锡山在
“

事变
”

发生后不久就与中国共产党代表

彭雪枫互通 了情况与意见
,

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协

调行动
,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第二
,

阎锡山的
“

守土抗战
”

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 +一种观点认

为
)

阎锡山提 出
“

守土抗战
”

就是不准备抗战
。

他提出这个 口号是在

国人面前故作姿态
,

掩人耳 目
,

因此
“

守土抗战
”

没有积极意义
,

是

假抗战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阎锡山的
“

守土抗战
”

仅为准备一隅之

战
。

他是向日本侵略者表示
)

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山西
,

我就不抗战
,

我只守山西的土
,

不守中国的土
。

实质是不顾全局
,

但求自保
。

还

有一种观点认为
)

阎锡山的
“

守土抗战
”

具有积极意义
) “

守土抗战
”

也是抗战的一种形式
,

它是针对蒋介石在全国实行消极抗战特殊

环境中的一种特殊抗战形式
, “

守土抗战
”

的提出
,

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山西抗 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有助于 山西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

形成
,阎锡山在

“

守土抗战
”

的口号下确实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抗战

准备工作
,

并且与 日伪军进行过激烈交锋
,

为抗 战作出过 一定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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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阎锡山在山西搞经济建设的作用如何 + 一种观点认为
)

阎锡山搞经济建设没有对山西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
。

他搞经济建

设的 目的
,

是为了扩充 自己的政治
、

军事实力
,

以便参加国内军阀

争权夺利的战争和镇压进步势力
、

革命势力
,
他搞经济建设本身是

要聚敛官僚资本
,

为个人谋利
,

盘剥劳动人民
,
他发展官僚垄断资

本压制 了山西民族工业的发展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阎锡山搞山西经

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

一是
,

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
,

山西经济在客

观上有相当大的发展
,

令国人嘱 目
,

在一定程度上 已为今天山西能

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奠定了基础
,
二是

,

阎锡山虽然依靠发展经济和

制造出的武器对抗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

但是他也依靠这些对抗

过 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军阀
,

因此对他搞经济建设本身不应完全否

定
,
三是

,

阎锡山在搞经济建设中有剥削人民的一面
。

但是也有尽

量节俭和减轻人 民负担的一面
,

例如他在修筑同蒲铁路问题上就

很注意
“

花钱少
,

得利快
” 。

以往人们认为他修窄轨铁路是 出于
“

闭

关自守
” ,

实际上阎锡山更多考虑的是修标准轨铁路需 投资 ! ∋ ∋ ∋

万元
,

∃ ∋ 年后还要赔 ∀− 万多元
,

而修窄轨铁路仅需投资 ∀ ( ∋。万

元
, ∃ ∋ 年后可盈利 ∀ ∋ & ∀ ∋ ∋ 万元

。

这次学术研讨会对阎锡山的研究和评价 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

变
。

当然阎锡山研究中的问题还很多
,

这次会议的研讨仅仅是一个

新开端
。

会议期间海内外学者共聚一堂
,

气氛热烈而融洽
。

日本的寺广

映雄先生
、

美国的阎志洪先生
、

台湾的卢学礼先生等还向会议赠送

了多种珍贵的书籍和资料
。

会后
,

与会学者还到定襄县河边村参观

了阎锡山故居
。

作者单位
)

山西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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