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云与云南抗战

谢本书

　 　

　　内容提要 　抗日是龙云一生的功绩之一 ,他先后派出滇军近 40 万人参

加抗战、修筑滇缅公路等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时期 ,龙云政治

思想也发生重要转变 ,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秘密加入民主同盟 ,促进了昆明民

主堡垒的形成。在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叛国的过程中 ,龙云是清白的 ,这一疑

案应该画上句号。抗战时期 ,龙云作为爱国将领是当之无愧的。

关键词 　龙云 　云南抗战 　爱国者

龙云在民国时期 ,从 1927 年至 1945 年 ,统治云南达 18 年之

久。1962 年 ,周恩来在龙云去世时 ,曾明确指出 ,龙云一生有三大

功绩 :抗日、反蒋、联共。① 1984 年龙云诞辰 100 周年时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讲话说 ,龙云的“一生是

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② 而抗日战争时期 ,则是龙云政治思

想转变的重要年代 ,也是他一生中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的重

要年代。

一 　坚持抗日立场

龙云 (1884 —1962 年) ,字志舟 ,彝族 ,彝名纳吉乌梯 ,云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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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人民日报》1984 年 11 月 20 日。

笔者访问作家马子华记录稿。



通人。他于辛亥革命时期加入滇军 ,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 ,接

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护国战争开始以后 ,龙云担任云南都督唐

继尧的侍从副官 ,深得唐继尧的信任 ,先后升任近卫军中队长、大

队附、警卫军大队长等职 ,至 1921 年已任近卫第十一团团长。

1922 年因护送唐继尧“二次回滇”有功 ,升任滇军第五军军长兼滇

中镇守使 ,成为滇军实权人物。

大革命时期 ,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掀起了反对滇系军阀唐继尧

的群众斗争 ,龙云深受影响 ,遂于 1927 年 2 月 6 日 ,与胡若愚、张

汝骥等滇军将领联合发动了“二六”政变 ,推翻了唐继尧对云南的

14 年统治。在随后的将近 3 年内 ,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进行了

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混战。到 1929 年下半年龙云击败胡、张联军 ,

统一了云南 ,确立了自己对云南的统治。

其实 ,1927 年 8 月龙云即已就任蒋介石委任的陆军第三十八

军军长职 ,兼代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 ,1928 年 1 月起任云南省政

府主席 ,随后又兼任过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

第二路军总司令、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滇黔剿共军”总司令等职。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龙云又兼任过第一集团军总司

令、云南军管区司令、昆明行营主任等职。直至 1945 年 10 月 ,蒋

介石指使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 ,龙云被迫离开云南为止 ,龙云统

治云南 18 年之久 ,是民国时期任职云南主要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

一位。

龙云统治云南之初 ,继承了唐继尧军阀统治的衣钵 ,一面追随

蒋介石镇压共产党 ,一面建设“半独立”式的“新云南”。①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 ,龙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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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云在 1929 年的《云南省政府委员会改组就职宣言》中提出 ,要建设一个“新云

南”。参见喻宗泽主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 册 ,云南省政府印 ,1943 年版。



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8 月 2 日 ,龙云即致电蒋介石称 :“时

局至此 ,非集我全民力量 ,作长期抗战之计 ,无以救危亡。”又说 ,战

斗开始 ,滇军“恳以六万至八万之数 ,组成建制部队 ,由职亲率 ,开

往前方增加 (抗日力量) ,或留长江沿海一带布防 ,均不无裨补”。

表示自己愿亲自率领部队 ,奔赴抗日前线。① 蒋介石非常高兴 ,立

即复电龙云 :“忠贞谋国 ,至深赞佩。”②

8 月 8 日 ,龙云奉命出席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乘

飞机离开昆明经成都、西安转赴南京。龙云到达西安时 ,与亦拟赴

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巧遇 ,于是龙、

周、朱、叶遂同乘一架飞机赴南京。途中以及在南京期间 ,朱德利

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及滇军任职的经历 ,与龙云多次交

谈 ,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团结御侮的决心 ,使龙云

深感 :“与君一夕谈 ,胜读十年书。”③ 这对龙云政治思想的转变起

到了促动作用。

在南京期间 ,龙云三番五次地表示 ,现在国难当头 ,大家都应

“少说废话 ,多负责任。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 ,当尽以地方所有之

人力财力 ,贡献国家 ,牺牲一切 ,奋斗到底 ,俾期挽救危亡”。④ 他

还直接向蒋介石说明 ,云南亦可以出兵 20 万 ,支援前线抗战。⑤

龙云身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 ,虽然后来没有亲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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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然而滇军在前线的重大行动 ,都是请示龙云后执行的。龙云坚

持抗战的态度是明确的 ,无论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或指挥滇军行

动的电报中 ,都是一贯的。如 ,龙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坚持

既定国策 ,贯彻始终 ,诚为目前之惟一救国途径。”依照“持久抗战

之意旨以为归宿 ,勿稍分歧 ,方能步调一致”。① 龙云在指示部属

的电报中 ,则要求滇军出师抗战应注意 4 点 :“(一)重视帅令 ; (二)

行动务求敏捷 ; (三)遇有机可乘时 ,不惜牺牲 ,图立大功 ; (四)随时

随刻须有机动性。”他并告诫说 :“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 ,本

省竭尽人力物力 ,悉率敝赋以出 ,纯系赤诚为国起见”;滇军各部都

应“亲睦团结 ,化除意见”,以便共同对敌。② 这表现出龙云坚持抗

战、团结对敌的政治立场。

二 　指挥滇军远征

1937 年 8 月 ,龙云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回昆明后 ,召集地方

党政军负责人会议 ,再次表明了抗日决心。他说 :“看局势是危急

的 ,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 ,在北方有八路军 ,南

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我们应该立即编成一个军 ,出

师抗战。③ 为此 ,龙云拨款新滇币万元 ,仅用 28 天的时间 ,编成约

4 万人的一个军 ,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 ,以卢汉为军长 ,下辖一八

二、一八三、一八四师 ,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

9 月 9 日 ,六十军在昆明誓师出发。这支军队在龙云的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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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和训练下 ,武器精良 ,军容整齐 ,军纪也较好。杜聿明就曾说

过 ,抗日战争时 ,“我曾在湘潭附近遇到龙云的部队 ,觉得‘中央军’

同这支‘云南军’比起来 ,军容上似有逊色”。① 六十军到武汉时 ,

蒋介石曾命这支军容整齐、士气旺盛的军队 ,绕闹市一周 ,以示我

国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 ,以安民心。② 滇军在武

汉游行时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看到后 ,惊异地对蒋介石说 :“卢汉率

领的滇军是你们中国的骄傲 ,是最有力的部队。”③

蒋介石对六十军出师亦颇重视 ,即命开赴前线 ,保卫首都南

京。龙云也下命六十军 ,要“在敌人以前赶到南京为是。”④ 然而 ,

六十军先头部队已近金华之际 ,南京即已沦陷 ,部队乃返回武汉待

命。

1938 年 4 月下旬 ,六十军奉命赴台儿庄 ,参加第二阶段的徐

州会战。六十军英勇抗敌 ,牺牲惨重 ,龙云毫不气馁 ,多次电令卢

汉明白地说 :“战斗之目的 ,不在牺牲之多寡 ,而在意志之坚定 ,务

须从容整理 ,振作士气。”又说 ,滇军坚持抗敌 ,“如此应付强敌 ,不

但扼守阵地 ,且能出而反攻 ,似此忠勇壮烈 ,纵有任何牺牲 ,亦属光

荣。惟恐各长官不无目击心伤 ,务望再接再励 ,振作士气 ,始终勿

懈。须知目前鲁南之战 ,已成为中日相争之焦点 ,胜负攸关 ,无论

如何牺牲 ,必留为中日战争史上最光荣之一页也”。“适如总理所

云 ,我死国生 ,我生国死。虽有损失 ,亦无法逃避。况战争之道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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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愈精 ,军心愈战愈固 ,惟有硬起心肠 ,贯彻初衷 ,以求最后之胜

利。”①

六十军各部在以台儿庄附近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 ,坚持 20

多天阵地战 ,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 ,取得了重大胜

利。在这次战斗中 ,六十军投入战斗人数为 35123 人 ,伤亡达

18844 人 ,营连排长亦伤亡过半。② 龙云对滇军的英勇战斗非常自

豪地说 :“国家自由平等 ,只有鲜血可以换取 。”“六十军英勇作战 ,

望滇人继续努力。”③

徐州会战以后 ,滇军名声大震。继之 ,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

团 ,辖第六十、第五十八两军 ;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 ,辖第六十、第

五十八及新三军 ,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1940

年滇南形势紧张 ,遂在滇南成立第一集团军总部 ,下辖第一、二两

路军指挥部。1945 年又编组为滇越边区总部 ,将第一集团军扩编

为第一方面军 ,辖第一、第九两集团军。

滇军先后在鲁南、武汉、湘北、赣北及滇南作战 ,“均能忠勇奋

发 ,一往无前 ,弹雨枪林 ,伤亡枕籍”。④ 据统计 ,在抗日战争期间 ,

云南派出滇军支援前线抗战约近 40 万人 ,伤亡约 10 万人 ,这个数

字不包括民众伤亡的数字。此外 ,征送其他中央杂项部队之兵 ,又

约 5 万人。这对当时仅有 900 多万人口的云南省来说 ,先后派出

滇军数十万人 ,开赴前线抗战 ,而且几乎全部装备、大部给养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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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筹 ,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① 对此 ,朱德在 1938 年 8

月 21 日给龙云的信中 ,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说 :“近年来 ,云南

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 ,滇省输送 20 万军队于前

线 ,输助物资 ,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② 龙云亦曾表示 :“滇省

原为贫瘠之区 ,但国事如此 ,誓以将政府历年所蓄 ,及民间所有公

私力量 ,悉数准备贡献国家”,而无怨言。③ 可以看出 ,龙云统率的

滇军 ,对前线抗战的支援是有力的。

三 　支持滇西抗战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此后半年 ,日军先后占领了菲律

宾、关岛、威克岛、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印度支那及缅甸等地。

1942 年 5 月初 ,日军从缅甸进入我滇西畹町、龙陵、腾冲等地 ,我

守桥工兵炸毁了怒江惠通桥 ,阻止敌人深入怒江以东。延至 1943

年初 ,日军势力向北延伸达到福贡和贡山地区 ,向南到达孟定地

区 ,怒江以西云南境内长达数百公里的狭长地带 ,面积约 813 万平

方公里。④ 根据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得知 ,日军在我滇西地区分

为 6 个守备区 ,其兵力约 115 —2 万人。⑤ 于是 ,云南由抗日后方

变成了抗日前线。

日军入侵滇西地区后 ,龙云全力支持中央军在滇西抗击日寇

的军事行动。他以省政府的名义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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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滇西抗战 ,要求滇西沦陷区各级政府开展游击战争 ,组织民众

自卫部队 ,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 ,“随时向驻军长官请示机

宜”。① 龙云还令滇西保山地区军政首长说 :“军民务须同心协力 ,

一致合作。在此期间 ,凡在保山部队、地方团队及民众 ,一律听宋

总司令希濂指挥 ,精诚团结 ,以收军民一致合作之效 ,切勿各行其

是 ,步调分歧。”② 同时 ,龙云还向时任驻滇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

令的宋希濂通报 ,请他在滇西统一指挥作战 :“目前保山所有军民

应如何使用 ,悉听兄指挥 ,万勿客气 ,昨已电令各方知照矣。”③ 龙

云还应蒋介石及远征军各部的要求 ,组织民工 ,破坏滇缅公路、滇

越铁路路基及便道 ,以及组织民工运送军粮、弹药和伤员等。龙云

对边境土司头人状况 ,也很关心 ,希望组织他们抗战。据李根源记

载 ,他以云贵监察使身份 ,“奉蒋委员长电令及监察院电催和龙主

席嘱托”,赴滇西宣传抗战 ,组织民众 ,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号召

滇西各族人民戮力同心 ,协同作战 ,“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 ,驱除日

寇 ,恢复失土。”④ 龙云还任命了著名爱国士绅张问德为腾冲抗日

县长 ,领导腾冲及滇西沦陷区各族人民抗日。张问德不辞劳苦 ,坚

持抗敌 ,多次粉碎敌人的诱降活动 ,并因此获得以龙云为首的云南

省政府的嘉奖。⑤

1944 年 5 月 ,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战全面展开 ,投入滇西反

攻战的正规部队主要是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的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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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共约 16 万人 ,在云南省政府和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援、支持

下 ,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先后经过艰苦的松山、腾冲、龙陵战役 ,终

于在 1945 年 1 月 20 日最后收复边境城市畹町。这样 ,经过半年

多的艰苦反攻 ,滇西沦陷区终于全部收复。在这次战役中 ,日军伤

亡和被俘共 21057 人 ,而中国远征军伤亡及失踪达 66294 人。①

滇西抗战的胜利 ,与云南各族人民及云南省政府的热情支持

是分不开的。仅以 1944 年反攻腾冲战役为例 ,腾冲地区就出动了

民夫 318 万余人 ,为部队运送粮秣弹药 ;用于向导、侦察、救护的勤

务民夫约 5000 余人 ;后又发动 3000 余人抢修腾龙公路、机场等。

这就是说 ,腾冲之役 ,共使用民夫 416 万余人。而据宋希濂估计 ,

“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 ,至少有二三十万

人”。②

四 　修筑滇缅公路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 ,为了支援抗战 ,曾进行了多方面的

努力 ,其中修筑滇缅公路是这些努力中的重要一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日本于 1937 年 8 月 20 日宣布封锁

中国沿海 ,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由于海运受阻 ,新辟

对外通道就成为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尽管那时还存在着桂越公

路及滇越铁路 ,但线路已受到威胁。因此 ,8 月召开的“国防会议”

期间 ,龙云即向蒋介石建议加紧修筑滇缅公路 ,蒋介石亦同意此项

要求 ,通知交通部协助办理。龙云回到昆明后 ,立即抓紧筹办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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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腾冲的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通报说 :“中日战争 ,日渐激烈 ,范

围日渐扩大。与我接近之海岸 ,亦被其封锁。滇缅公路已成必要

之交通 ,尚希积极赶办。当此国难时期 ,非严厉督促 ,实难收效

也。”①

1937 年 10 月 ,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 生来到昆明 ,与云南

共商修路事项。国民政府决定 ,筑路费用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负

担一半 ,为此中央政府拨款 200 万元 ,施工力量由云南省政府组

织。其时 ,昆明至下关段 41116 公里已有毛路 ,再加工即可 ;下关

至畹町段 54718 公里需要新修 ,使之内联贵昆公路 ,外接缅甸腊戍

———曼德勒 ———仰光铁路。畹町至木姐路段须新筑 18 公里 ,与滇

缅公路连接 ,由缪云台赴缅甸 ,与缅政府谈判 ,由英缅当局负责修

筑。②

从 1937 年 12 月起 ,云南省政府征调民工 ,每天上阵达 15 —

20 万人 ,多时达 30 万人。龙云给各县县长下达的命令是 ,必须如

期完成 ,否则自己带着手铐来见。当时缺少筑路机械 ,主要靠人力

挖山开路 ,劳动十分艰苦。工地没有住房 ,风餐露宿 ;冬天高山区 ,

以烤火熬过难眠之夜 ;夏天在河谷地区 ,汗流浃背 ,瘴疟流行。在

整个修路过程中 ,民工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 ,妇女也走

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经过苦战 ,到 1938 年 8 月底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程 95914 公里

全线通车。在 9 个月内共完成土方 1123 万立方米 ,石方 110 万立

方米 ,共修筑石拱和石台木面小桥 169 座 ,石镶涵洞 1443 道 ,木便

桥函 413 道 ,大中型钢索吊桥 2 座 ,石台木面桥 2 座 ,木桥 3 座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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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泥结碎石路面 900 多公里。①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考察这条线路后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报告

说 :“这条公路选线适当 ,工程艰巨浩大 ,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

修成 ,实属不易 ,可同巴拿马运河工程媲美。”② 滇缅公路通车后 ,

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到

12 月初第一批军用物资即通过这条公路运进畹町 ,再转运到昆

明。据统计 ,仅 1941 年 ,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就达

13 万多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 ,中国对外交通断绝 ,滇缅公路

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交通线 ,成了抗战的输血

管、生命线。

龙云领导的云南政府 ,不仅动员人民筑路支援抗战 ,还号召为

抗战捐献。如 1941 年全国捐献飞机的活动中 ,云南人民共献机

30 架 ,名列全国第一 ,得到了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表彰 :“云

南虽是边疆多民族省份 ,抗日爱国热忱不后于各省市 ,应受表

扬。”③

五 　参与抗日民主运动

1937 年 8 月 ,朱德与龙云的交谈 ,使龙云深受启发。此后 ,中

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几方面渠道继续做龙云的工

作。一是通过倾向进步的龙云的部属张冲的关系 ;二是通过中苏

文化协会会长刘震寰 (他当时是龙云的顾问) ;三是通过杨竹庵、廖

品行、刘耀阳和云南省参议会议长等人 ,他们主要是劝说龙云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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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派遣的特务 ,抵制蒋介石势力挤进云南 ,促进龙云参加救亡

运动和民主运动。

同一时期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 ,向龙云提

出了 10 条建议 ,主要内容是 :坚持团结抗日 ;与川康合作 ,互相支

援 ;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加强联系 ,互相配合 ;多接近社会各界爱

国民主人士 ;防范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驻军 ,杜聿明部在昆明的防

守司令部 ,醉翁之意是明显的 ;安定云南的社会秩序 ;增强地方军

事实力 ,改进军人政治工作 ;独立自主地办好云南经济、文化事业

和新闻工作。① 龙云后来大体上是依据这些建议进行工作的。

1943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派华岗、周新

民、李文宜先后到云南 ,帮助民盟建立组织 ,做好争取龙云等地方

实力派的工作。华岗经龙云同意 ,还在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秘

密的电台 ,以便与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

在中共的争取和影响下 ,龙云支持民主运动的态度愈来愈明

朗。例如 ,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 ,要求龙云抓捕中共地下

党员。龙云说 :“拿出证据来 ,我可以办。”结果康泽不知是拿不出

证据 ,还是不敢拿出证据 ,此事就不了了之。特务们要求龙云镇压

学生民主运动 ,龙云却说 :“学生们都是好爱国的 ⋯⋯有些人无事

找事 ,学生们说几句话就要根究 ,教授讲学也要干涉 ,结果越压越

闹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 ,其伤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

话乱来 ,以后闹出事来 ,我就不管。”② 龙云的表态使特务们不敢

采取公开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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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多次发生的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 ,龙云并非是“不管”,

而是支持 ,甚至还派兵保护 ,直接参与其中。昆明成为抗战时期著

名的“民主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号召 ,

也有广大群众的觉醒 ,当然也还有龙云的支持和保护。正如王昆

仑、楚图南所说 :“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

要地区之一 ,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①

1944 年底 ,龙云在著名民主人士、民盟创始人张澜的帮助下 ,

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 ,成为民主派的一名战士。② 龙云成为民盟

盟员 ,对抗战时期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事实 ,有着明显的关连。

六 　揭开历史疑案

抗战初期 ,汪精卫途经昆明去越南 ,然后投敌叛国。在他途经

昆明时 ,与龙云曾有秘密交谈 ,情况如何 ,外人不得而知 ,因此历来

说法和评价不一 ,成了一桩历史疑案。陈璧君的侄子、汪精卫集团

的重要成员陈春圃甚至有这样的回忆 ,他说 ,陈璧君在 1938 年 10

月飞往昆明时 ,曾多次约见龙云 ,称赞龙云“精明能干 ,明大体”,所

以后来汪精卫经昆明出逃 ,就是根据陈璧君的意见行事的。12 月

18 日 ,汪精卫出逃路过昆明时 ,已把投敌的“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

告诉了龙云 ,得到龙的赞同”。③ 日本人也认为 :“龙云一向是汪的

志同道合的人。”④ 于是 ,龙云成了与汪精卫合谋的叛国“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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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公开发表“艳电”投敌之后 ,其爪牙们不断宣称 ,龙云是可

能“响应”的重要人物。龙云的这一“污点”似乎很难说清了。

笔者在龙绳文 (龙云的第四子、美籍华人)生前 ,曾就此事向他

询问。龙绳文说 ,关于这件事 ,汪精卫后来曾给龙云有过一封很长

的信 ,对此事做了解释 ,它有助于说明事实的全部经过。他曾看过

此信 ,可是此信至今下落不明 ,将来如果发现 ,可以公诸于世。他

表示相信 ,事情是会水落石出的。

汪精卫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以“赴滇讲学”为名飞往昆明 ,19

日下午由昆明飞往越南河内 ,在昆明约 24 小时 ,曾与龙云秘密交

谈。汪精卫集团方面人士说 ,汪已将全部“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

了龙云。看来 ,这话并不假 ,然而计划是否“得到龙的赞同”,这就

值得考究了。

12 月 19 日 ,龙云就曾用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汪精卫的行踪说 :

“汪副总裁昨日到滇 ,本日深感不适 ,午后二时已离滇飞航河

内。”① 这是龙云的首次报告 ,以后还多次报告。12 月 21 日 ,龙云

再电蒋介石 ,报告了汪精卫要与日本进行所谓的“和平事件”,他

说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 ,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 ,身

感不适 ,未及深探 ,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 ,不无诧异。临行时 ,

始道出真语 ,谓与日有约 ,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 ,若能成功 ,国

家之福 ,万不一成 ,则暂不返渝 ,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

其行 ,早有此种心理 ,惟关系重大 ,未识在渝时与钧切实讨论及此

否 ?”② 龙云在这里除了报告外 ,并未谈及自己的态度。汪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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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副总裁 ,其地位仅次于蒋 ,龙云作为一省的地方官对汪精

卫又能怎样呢 ? 他除了报告、请示、询问外 ,很难做别的事情。

其实 ,龙云在得知汪精卫“道出真语”以后 ,并不是赞同 ,而是

震惊和忧虑。在 12 月 22 日 ,龙云给卢汉的密电中 ,表露了自己的

心态。他说 :“汪先生前日到滇 ,昨赴港 ,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

伯伦 ,与日方直接商洽 ,不顾一切 ,力主和议 ,加入防共协定。因在

渝受人攻击 ,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 ,故谓成则返渝 ,否则不再返

渝 ,云云。语气愤慨 ,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 ,兄闻之忧心

如焚 ,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 ,宿食俱废 ,三日不

能成眠 ,如似大病 ,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① 这个密电真实地反

映了龙云对汪精卫出逃的情绪。龙云担忧的是“党内纠纷”的加

剧 ,而国民党的分裂可能影响全民抗战 ,因而使他“宿食俱废 ,三日

不能成眠”。充满这个电文的显然不是对汪精卫的“支持”、“赞

同”,而是震惊及忧虑。

问题不在于汪精卫是否告诉了龙云关于自己的“和平计划”,

而在于龙云是否真正地表示了对汪的支持或赞同。12 月 29 日 ,

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公开表明了投敌态度后 ,龙云立即再电

蒋介石说 :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 ,一般视听 ,不无惊疑。幸

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 ,确知国策久定 ,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

论 ,对外虽属奇闻 ,受敌愚弄 ;对内仍毫无影响 ,祈释 注。”②

到 1939 年 4 月 13 日 ,龙云就汪精卫事件向蒋介石再做专门

报告 ,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 :“查汪氏前由滇赴越及发出艳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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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龙云致蒋介石歌电》(1938 年 12 月 29 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

战时期》第 6 编 ,第 49 页。

《龙云告卢汉汪精卫离滇赴港等电》,见《滇军抗战密电集》,第 214 页。此时 ,卢汉

也在病中 ,故望其早日告痊 ,以便分忧。



又曾仲鸣被刺前后大概情形 ,均经先后电呈。近接薛伯陵来电 ,始

知汪氏及其左右 ,不免在外招摇 ,有意簧鼓 ,实际上职与汪氏素无

往还 ,此次短期接触 ,已稔知其为人 ,既不磊落光明 ,又不忠厚安

分 ,在其艳电发出后 ,职未加以攻击 ,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 ,未肯

论其长短 ,且各方正攻击汪氏 ,亦不必再下井投石 ,亦即遵钧座宽

厚待人 ,不咎既往之旨 ,为留余地。但此种谣诼 ,对内虽自问坦然 ,

对外仍恐不免有人怀疑 ,拟在相当时期 ,将其前后经过 ,完全公布 ,

纯用事实 ,以正视听。”报告最后表示 :“盖滇者与我公同一命运 ,在

此敌人力图分化 ,汪氏被利用之时 ,吾辈军人 ,不论任何职责 ,惟有

立定脚跟 ,不为利害所动 ,确遵既定国策 ,以待钧座从容应付 ,此即

剥复之机 ,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①

在此期间 ,蒋介石曾先后派遣李烈钧、唐生智来云南考察 ,实

际上是监视龙云。然而 ,唐生智考察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认为 ,龙云

抗战态度比较坚决 ,与汪精卫叛逃事件并无牵连。报告说 :“职默

察渠意 ,似极顾大局 ,拥护钧座 ,始终不渝。”② 这件事 ,龙云虽有

值得怀疑之处 ,然而通过考察 ,通过史实的研究最终证明龙云是清

白的 ,这一疑案应该画上句号了。

综观龙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表现 ,作为一名爱国者他是

当之无愧的。

(作者谢本书 ,1936 年生 ,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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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生智致蒋介石电》,同上书 ,第 121 页。

《龙云致蒋介石长函》(1938 年 4 月 13 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

时期》第 6 编 ,第 115 —1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