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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的形成

李 松 林

`
·

攘外必先安 内
”
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至

西安事 龙前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
、

外交的

基本准 则与总方针
。

多年来
,

海峡两岸学者

对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解释与评价存在着原

则分歧
。

台湾学者 认为此一方针的执行造就

了中国建设的
“
黄金

”
时期

,

并为八年抗战

作了充分准备
。

大陆传统观点认为
,

此一方

针是
“ 只剿共

,

不抗 日
” 的妥协

、

投降方针
。

笔者认为这 l可种说法都不够科学
。

为了正确

评价
“
澳外必先安内

”
方针

,

有必要对此方

针形成过程作一全面考察
。

要探讨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的形成过

程
,

必须首先搞清楚此方针的含义及提出的

背景
。

把
“
攘外必先安内”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

处理内政
、

外交总方针的是蒋介石
。

19 31 年

7 月 2 3 日
,

蒋介石在 《 告全国同胞书 》 中说
:

“
当此赤匪军阀叛徒

,

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

攻
,

生死存亡
,

间不容发之秋
,

自应 以卧薪

尝胆之精神
,

作安内攘外之奋斗
” 。 “

外对

帝国主义之侵略
” , “

誓死抗拒之
” , “ 雪

党国百年之奇耻
” 。

内
“
不先消灭赤匪

· ·

…
则不能御侮

” 。

同时声称
: “ 不先削平粤逆

.

完成国家之统一
,

则不能攘外
” ① 。

从上述文告中可以清楚看到
, “

攘外必

先安 内
” 作为一个方针 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

按照蒋介石的解释
, “

攘外
” 就是要誓死抗

拒外来帝国主义侵略
,

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不

平等条约
,

在当时主要是抵抗 日本对华侵略
。

“
安内

” 主指消灭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

工农红军
,

同时也包括反蒋军阀陈济棠等
。

在
“
攘 外

”

与
“
安内

”
的关系上

, 蒋介石认为

“
安内

” 是第一位的
, “
攘外

”
是第二位的

。

只有先
“
安内

” 才能
“ 攘外

” 。

蒋介石何以

将消灭中共
、

铲平
“

粤逆
”
作为首务呢 ? 其

原因是
:

第一
,

是由蒋介石及南京政权的反共立

场所决定的
。

蒋介石在南京政权建立不久
,

就把中共和共产主义作为他唯一和最主要的

敌人② 。

在国共两党的 10 年血战中
,

蒋介石不

仅未能剿灭中共
,

革命势力反而飞速发展
。

对此
,

蒋介石认为
: “ 今者依附帝国主义之

军阀已次第削除
,

乃受赤色帝国主义豢养之

赤匪又继之而起
,

其罪恶益 10 倍于军阀
”
他

。

还声称
“
赤匪之患

,

为我民族百
一

世之患 ” ,

如果
“
赤匪阴谋得逞

,

则不仅亡国
,

且将灭

种
” ③

。

因此
,

在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
,

通过了 《 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 全 国 同 胞

书 》 ,

决定
“ 以剿灭赤匪为唯一之急务

” 。

经过匆匆准备
,

蒋介石率30 万大兵向中央革

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
。

第二
,

蒋介石 认为是
“ 内乱 ” 招致 “

外

侮
” 。

众所周知
,

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一直很

激烈
。

在蒋介石提出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

前 夕
,

由于蒋介石扣留胡汉民案
.

引发了宁

①④ 《 蒋总统集》 下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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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户闷

粤对峙的局面
。

1 9 31 年 5 月 28 日
,

粤
、

桂籍

的国民宽人集 户 ;
’ 一

州
,

另皿民民政府
,

在党

政两方面与南京政权相对抗
。

为对付蒋介石

图粤
,

两广军队合组反蒋军
。

与此同时
,

广

州方而还派人前去石友三部游说
,

促石通电

起兵讨蒋
。

6 月 12 日
,

粤桂军誓师北伐
, 7

月 2 1日
,

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发了讨蒋令
,

双方军队剑拔弩张
。

恰逢此时
,

日本帝国主

义利用张学良撤兵入关后的空虚防务
,

悍然

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与朝鲜排华案
。

由此
,

蒋

介石认为
: “

此次若无 粤中叛变
,

则朝鲜必

无由生
” ,

两者
“ 互为因果

” 必
。

基于上述

错误认识
,

蒋介石把消灭粤桂军阀作为他抵

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
。

第三
,

是蒋介石与南京政权对日本帝国

主义错况认识所致
。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
,

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认 为
: “

外 寇 不 足

虑 ” , “
我们的敌人不是馁寇而是土匪

” ⑤ 。

对于已经暴露了侵略中国野心的日本帝国主

义则认为
:

中 日同文同种
, “ 必须精诚合作

… … 才能共存共荣
” ⑥ 。

后来
,

蒋介石又写

了一篇题为 《 敌乎 ? 友乎?

— 中日关系之

检讨 》 的长文
,

他在文中仍坚持认为
“ 日本

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
,

我们中国亦究竟

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 。

基于这种错误认

识
,

对日寇入侵中国的行径总是采取妥协退

让的政策
。

处理济南惨案时
,

不仅最终抹煞

了 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

而且

在双方声明中说
: “ 视此不快之感情

,

悉成

过去
,

以期两国交益臻敦厚
” ⑦ 。

万宝山事

件后
,

全国舆论哗然
。

蒋介石担心此事件会

导发全国性的抗日运动
,

他在江西
“
剿共

”

前线曾给国民政府发电称
: “ 发生全国的排

日运动
,

恐被共产党利用
,

逞共匪之跋启
,

同时
,

对于中日纷争
,

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

虞
。

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 日运动
,

宜隐忍 自

重
,

以待机会
” ⑧

。
7 月 12 日

,

蒋介石密 电

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
“
现非对 日作战之时

” 。

次日
,

于右任又电告张
“
中央以平定内乱为

第一
,

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 ⑨ 。 7 月 23 日

,

蒋介石首次明确提出了
“
攘外必先安内

” i飞寸

方针
。

_

中村事件后
,

蒋介石又于 8 月 1 6 日密

电张学良
: “

无论 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

寻衅
,

我方应予不抵抗
,

力避冲突
” L

。

上

述事实说明
, 由于蒋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错误

认识
,

使他把
“
安内

”
放在第一位

, “

攘外
”

放在第二位
,

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前夕
,

逐步

演变为只安内
,

不攘外
。

练四
,

蒋介石多次声称
“

攘外必先安内
”

是
“
古来之国的一个 信条

” 。

他 解 释 说
:

“ 古人所谓
`

攘外必先安内
’
意思就是先要

截定内乱
,

然后可以抵御外侮
,

这句话有至

当不移颠扑不破的至理
” 。 *’’ 只有照着古人

`

攘外必先安内
’
这句话来力行

” ,

才能开

辟
“ 救国的途径

” 0
。

由此说明
, “

攘外必

先安内
”
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

。

远的不说
,

清朝统治者就曾实施安内攘外政策
。

第二次

鸦片战争之后
,

恭亲王奕诉等人在上书 《 通

筹夷务全局 》 折中
,

认为英国不过是
“
肢体

之患
”

而太平军和捻军则是气乙腹之患
” ,

因

而主张
“ 灭发捻为先

,

治俄次之
,

治英又次

之
” 。

蒋介石证史论今
,

重提
“

攘外必先安内
” ,

政策
,

不过是为了维持蒋家独裁 统 治而已
。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从提出到确立大

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
:

从九一八事变到 9] 31 年 12 月

蒋介石下野之前
,

此一方针逐渐演变为安内

的武力政策暂时停止
,

由对外不抵抗转变为

⑤ 蒋介石
: 《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 》 1 0 3 3年

4月 6 日
。

⑧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同 日木首相田中义一谈话
,

载吴相 湘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 .

⑦ 《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 》 下卷
,

第一分册
,

第了韶页
。

⑧ 易显石等著
: 《 九一八事变史 》

。

⑨ 梁敬俘著
: 《 九一八事变史述 》 。

L 全国政协 《 文史资料选辑 》
.

第 6辑
,

第24 页
。

⑧ 蒋介石
: 《 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 》

,
1 9 33年

6 月 8 日
。



一面诉诸国联
,

一面准备抵抗
。

9 月 19日
,

蒋介石在江西
“
剿共

”
前线

接到国民党中央要他即 日返京
“
共议内外之

方策
”
的电报后

,

于 20 日回到南京
。

21 日
,

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人商讨应付方略
,

决定四项办法
: “

外交方面
,

加设特种外交

委员会
,

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 ; “ 军事方

面
,

抽调部队北上助防
,

并将讨粤及剿共计

划
,

悉予停缓
” ; “

政治方面
,

推派蔡元培
、

张继
、

陈铭枢 3 人赴广东
,

呼吁统一团结
,

抵御外侮
” , “ 民众方面

,

由国民政府与中

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

要求国人镇

静忍耐
,

努力团结
,

准备自卫
,

并信赖国联

公理处断
” @

。

这四项决定表明
,

国民党中

央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下
,

于未放弃武力
“
剿共

”
政策的同时

,

对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方针已作了修订
。

在 “ 安内
”
方面

,

由武

力 “
剿共

”
政策修订为

“
停缓

”
剿共

。

对于

地方军阀
,

国民党将武力剿灭政策改用和平

方法解决之
。

在
“
攘夕户 方面

,

由对 日不抵

抗政策转变为一面诉诸国联
,

一面准备抵抗
。

关于此点可从蒋介石 9 月 22 日在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讲演词得到说明
。

蒋介

石说
: “ 此时世界舆论

,

已共认日本为无理
” ,

因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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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蒋

还声称
: “

如至国际条约信心一律无效
,

.

和

平绝望
,

到忍耐无可忍耐
, ”

则
“ 中央已有

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
,

届 时 必 领 导全

体国民
,

宁为玉碎
,

以 4 万万人之力量
,

保

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 ⑥

。

由此可见
,

国民党中央对 日方针的第一步是幻想依靠国

联的力量迫使 日本从东北撤兵
。

如第一方案

行不通
,

实行准备对日抵抗的第二方案
。

蒋

介石为什么首先采取依靠国联迫使日本从东

北撤兵呢 ? 《 蒋经国传 》 的作者董显光曾作

了如下解释
: “

当此之时
,

中国只有两条路

可走
。

一是立即以武力对付日本的挑衅
,

这

自然是极度艰险之路 ;二是采取延缓的措施
,

借外力压迫日本从东北撤退
万 。

应当承认
,

九

一八事变时
,

中国的确不具备对 日侵略全面

抵抗的条件
。

在抵抗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

运

用国际外交手段以压制日本是可以的
,

但把

主要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就大错特错了
。

事

实正是如此
。

国民政府和出席联合国的代表

虽多次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
,

请国联主持公道
。

国联也曾作出限期 日本撤

兵的决议
,

但 日本置若 阁闻
,

国联也束手无

策
。

在此情况下
,

国民党中央仍认为
,

只要

国联存在一 日
,

仍有利用价值
。

其价值不在

于约束 日本的侵略
,

而在于
“
第一

,

对于国

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 , 第二
,

不致

伤害各国之感情 , 第三
,

将来运用九国条约
,

而对美国做工夫时
,

较易说话 ” 必
。

由上可

见
,

在依赖国联的希望破灭以后
,

仍抓住国

联不放
,

其目的是让国联分担中国失败的责

任
,

同时也为争取各国同情
,

以为他日之助
。

为了继续贯彻上述政策
,

国民党中央决定
:

“
无论如何

,

决不先对 日本宣战
” 。 “

须尽

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分
。

同时
,

国民党中

央也决定
: “

至万不得已时
” ,

在军事上准

备
“
为民意而牺牲

” ⑥ 。

为了准备抵抗
,

国民党中央在九一八事

变后也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
。

前面已述及
,

9 月 2 1日 , 国民党中央决定
“
抽调部队北上

助防
” 。 9 月 23 日

,

蒋介石在答复熊式辉询

间日寇如果进犯淞沪取何行动时说
: “

应正

当防范… … 武装自卫
” L

。

10 月 6 日
,

又 电

令上海市长张群
“
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 挑衅

,

我军警应预定一防线
,

集中配备
,

俊其进攻

即行抵打沙 @
。

n 月 12 日
、

19 日
,

蒋介石两

次致电抗击日寇侵略的马 占山将军
,

认为马

占山抗战
“
甚属正当

” ,

并对此 举 予 以 嘉

奖⑧
。

n 月
,

国民党四大通过的外交宣言中指

出
,

日寇占领东三省
, “

中国忍耐至今
,

已

O @ 戴季陶
: 《 上中央政洽会议报告 》 1 9 31 年11 月

,

载 《 革命文献 》 第 35 辑
.



至最后之限度
” 。

如 日本继续 为 所 欲 为
,

“
本大会自当领导我全中国民族

,

奋斗到底
,

誓不稍屈于横暴而抵抗
” 。

11 月 19 日
,

四大

表示
“
决心北上效命党国

” ,

井通过了
“
请

蒋速北上
,

恢复失地
”
的紧急动议案

。

蒋介

石本人也作出北上的姿态
。

n 月 23 日
,

蒋介

石致电张学 良
,

告以
“

警卫军拟由平汉北运
” ,

“
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

” L
。

此时
,

日

寇正准备攻打锦州
。

12 月 2 日
,

蒋介石决定

如果 日军攻打锦州
, “

应 积 极 抵 抗
” ⑧ ,

“
切勿撤退

” 。

然而
,

蒋介石 自食其言
,

北上

并未成行
,

全国舆论纷起抨击
。

蒋介石政敌

胡汉民等也联名发表通 电
,

要求蒋介石 即行

下野
。

12 月 15 日
,

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
。

随

之
,

蒋介石所采取的对 日方针
,

即一面申诉

国联
,

一面准备抵抗也宣告收场
。

究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九一八事变后对

日政策变化的原因
,

主要是
:

第一
,

蒋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

无法再继续下去
。

第二
,

蒋介石判断
,

日军

行动必定达到
“

完全占领东三 省 之目的
”

@
,

如不作一定程度的抵抗准备
,

默认 日本占领

东北
,

则国民党统治必将在全国人民的反对

声中倾覆
。

第三
,

也由于蒋介石幻想依赖国

联迫使日本从东北撤退无望
,

所以开始实施

准备抵抗政策
。

但是
,

蒋介石这一政策仅仅

停留在一定程度的
“ 准备

” 上
,

抵抗并未实

施
,

他所高唱的 ,’4 匕上 ”
抗日也不过是应付

民众抗 日舆论的一面挡箭牌
。

造成蒋介石

“
北上

”
尚未成行的根本原因则是蒋介石的

失败主义情绪
。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
,

蒋在

日记中写道
: “ 虽欲强起御侮

,

其如力不足

何 ! 呜呼
,

痛哉
” @

。

以后
,

蒋介石多次鼓

吹这种失败论调
。

这种论调使国民党对 日的

准备抵抗政策仅停留在口头上
。

第二阶段
: 1 9 3 1年 12 月中旬至一二八事

变之前
,

孙科执政时期实施的内外政策与前

一段相较
,

又有所变化
,

即从一面申诉国联
,

一面准备抵抗演变为一面声 称 要
“ 积 极 抵

抗
” ,

一面主张对 日
“ 和平绝交

”
政策

。

蒋介石下野
,

孙科上台
。

孙科任行政院

长
,

并非众望所归
,

而是各派矛盾斗争的产

物
。

孙科执政后
,

首先面临财政与外交两大

危机
。

对日外交
,

全国瞩目
。

孙科为了摆脱

外交危机
,

首先喊出了对 日 “
积极抵抗

”
的

口号
。

12 月 25 日
,

国民党中执委会全体会议

决议
,

对于 日寇进攻锦州应
“ 积极抵抗

” ,

令张学 良执行中央命令
“
毋稍懈怠

” 。

30 日
,

国民党中央再令张学良执行中央上述命令
。

孙科为了贯彻上述外交政策
,

任命陈友仁为

外交部长
。

与此同时
,

孙科政府还调万耀煌

等部 “ 北上应援
” ⑧ 。

孙科政府为何力主对

日侵略实行
“ 积极抵抗

”
政策呢 ? 究其原因

主要有
:
第一

,

全国抗 日舆论高涨
。

孙科等

人意识到
,

若违背民意
, “ 必招致人民之责

备
” ⑧ ,

即使抵抗失败
,

也能唤起民心
。

第

二
,

孙科等人认为
,

中国
“
官吏及军队均有

守土
” 之责

,

如一味任人宰割
,

必 ,’P卜启友

邦之轻视
” ⑧而丧失国际支持

。

第三
,

孙科

等人为了摆脱蒋介石对新政府的干预
。

蒋介

石下台后千方百计拆孙科的台
。

、

当时
,

孙科

政府最棘手的问题是财政无法解决
。

蒋一面

指使东南各省拒绝为孙科政府提供援助
,

一

面指使何应钦向孙科多要军费
。

孙科面对 巨

大财政赤字一筹莫展
,

为了摆脱蒋介石对孙

科内阁的干预
,

便喊出了
“ 积极抵抗

” 的口

号 以争取舆论支持
。

孙科政府一面主张
“
死

守锦州
” ,

一面又主张
“ 和平绝交

” ,

企图弓「

起世界的注意
。

孙科政府 口称
“
抗日

” 、 “ 绝交
” ,

但

无抗日行动的具体做法
,

因此遭到全国人民

的反对
,

同时也遭到蒋介石等人的指责
。

在

此形势下
,

孙科支撑不住局面
,

只好吁请汪

精卫及蒋介石
、

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

自已

L 《 中央政治会议第 2 97 次会议决议案 》 .

1 9 31年
1 2月 2 日

.

@ 《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 》 ,

1 9 31年 1 2月 8 一 9 日
.

L 《 万耀煌访问记录 》
,

引自陈存恭 《 从两广事资
的和平解决探讨安内攘外政策 》 .



挂冠而去
。

第三阶段
: 从 19 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到

5月 《 淞沪停战协定 》 签订
, “

攘外必先安

内
” 一度演变为

“
攘外

”
为主

, “
安内

”
为

蔺叮的方针
。

孙科下台后
,

国民党中政会于 19 32 年 1

月 2 8日召开会议
,

决定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

并决定成立军委会
,

指定俘介石等人为常委
,

统管全国军事
。

至此
,

形成了汪主政
,

蒋主

军联合统治的局面
。

是 日
,
日寇进攻上海

,

十力路军奋起抵抗
。

对于 日寇入侵
,

汪精卫

提出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的方针
。

汪精

卫解择说
:

就抵抗而 言
,

如果专在一地机
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

,
若要抵抗

,

上海一 隅

是不够的
, “ 须以全国抵抗

” 。

就交涉言
,

“
中国有十足的理由要求国联来 干 涉 日本

的
” 。

所以
,

在
“ 军事上要抵抗

,

外交上要

交涉
,

不失领土
,

不丧主权
,
最低限度下不

退让
,

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
,

便是我们共赴

国难的方法
” L 。

蒋介石也在 1 月 29 日手定

了对日
“ 一面预备交涉

, 一面积极抵抗
” 的

方针@ 。

由上可见
,

蒋汪在对日方针上
,

观

点基本一致
。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
,

蒋
、

汪采

取了以下儿项措施
:

第一
,

国民政府与中央

党部决定迁都洛阳
,

以示长期抗战的决心
。

第二
,

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1 月 30 日

,

蒋介

石发表 《 告全国将士 电》 ,

赞扬十九路军抗

战为
“ 忠勇之自卫

” 。

并号令全军将士在亡

国灭种之时
“ 皆应为国家争人格

,

为民族求

生存
” ,

同 “ 暴日相周旋
” 。

第三
,

制定全

国防卫计划
,

调兵遣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

1月 3 1日
,
习客介石命第五军 ( 8 7

、

88 师 ) 赴

援淞沪
,

归十九路军指挥作战
。

同时令各地

方部队除绥靖地方外
,

集结待命
。

同日军事

会议
,

还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
。

第四
,

国

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施政报告中首次明确指

出 : 全国军队 “ 应以国防为主目的
,

剿匪为

副 目的
” 。

上述事实说明
,

在一二八事变后
,

蒋
、

汪

及国民党政权在处理一二八事变上不能不说

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大步
。

在军事方

针上
,

曾一度把御侮作为首要任务
,

把
“
剿

共
”
作为第二位的任务

,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

化
。

当然
,

这不是说蒋介石 已经放弃了
“
攘

外必先安内
” 的方针

,

但至少可以说蒋
、

汪在

一二勺又事变爆发之初对日实行的抵抗政策
,

给全国军民的抗日情绪和国际局势以很大影

响
。

关于此点可从 《 国联调查报告书 》 中得

到说明
: “
自十九路军在上海开始奋勇抵抗

,

继 以警卫军 ( 第五军 ) 第八十七与八十八师

之助战
,

一旦战情披露
,

举国狂热
” 。

全国

抵抗精神增加
,

均觉 “ 中国非自救不可
” 。

同时
,

一二八抗战之后
, “ 世界舆论即时改

变
,

各国对华态度
,

亦好于往昔
” L

。

可见
,

抵抗与不抵抗之间
,

实有极大之差异
。

蒋
、

汪为何将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改

为
“
攘外

”
第一

,

剿共第二呢 ? 究其原因有

三
:

第一
,

国民党错误地判断日寇发难上海

意图是要即时全面进攻中国
。

如 外 交 部 在

《 对淞沪事变宣言 》 中称
: 日寇制造淞沪事

变后
, “ 现正扩大军事侵略行动

,

中国各地

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
” ` 蒋介石在 《 告全

国将士电 》 中也称
: “ 国亡即在目前 ” 。

在

此判断下
,

国民党定下了
“ 长期抵抗

” 的决

心
。

其实
,

日寇入侵上海的目的不过是为了

转移国际视线和中国人民对东北问题的注意

力
,
并进而压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东

北的合法 占领而已
。

第二
,

日寇入侵上海损

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
,

蒋介石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
,

主要是由于

蒋介石集团是江浙财阀的政治代表
,

对蒋介

石说来
,

东北地区并不十分重要
。

正如蒋介

石后来对其部下训示中所说
:

无 论 是 政 治

方面
,

军事方面
,

东三省
“
过去都没有在革

L 《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 ( 中译本 )
.

上海神州国

光社 29 3 2年版
。

。 汪精卫
: 《悲壮抗敌以求我民族生存 》 19 32年 2月

2 9 日
, 《 革命文献 》 第3亏辑

。



命势力之下统治着
,

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

~ \ 宣传
” ,

所 以失掉东北三省与我们
“ `

一

: 有多

大关系
” ⑧

。

上海则与东北不同
。

上海是全国

的经济中心
, :是英美在华利益与蒋介石集团

财源的聚积地
`

日寇进攻上海
,
不仅蒋介石集

团经济利益大受损失
,

而且也威胁到
一

长江沿

线的安全
。

此时
,

日
、

蒋矛盾已不可调和
,

一 蒋为应变救急
,

故将
“

攘外
”
放在首位

。

第三
,

为全国抗 日舆
一

沦所迫
。

一二八抗战发生后
,

不仅各阶层支持十九路军抗 战
,

就 连 国 民

党中央军将领张治中等也请 缨抗战
,

孙科与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

戴季陶等也力主抵抗
。

此时
,

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借机向蒋施加压

力
。

国际舆论也有利于中国抗战
。

右此种形

势下
,

如违背全国人 民抗 日意志
,

南京政权

~
必将被全国人民所唾弃

。

蒋介石为了缓和国

内矛盾与争取国际同情
,

遂将抗 日御侮放在

首位
。

但是
,

蒋
、

汪的抵抗是极不坚定的
,

带
、 有很大的妥协性

。

其表现就是一面抵抗
,

一

面时刻想着
“
交涉

” 。

如十九路军急需增援

时
,

蒋介石却让何应钦通令各部 队
“
各军将

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 自由行动者
,

虽意出爱

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
国

。

当上海战事 中国军队

节节胜利之际
,

又指令
“

保持十余 日的胜利
,

及早收束
,

避免再 以决战为主
” ⑧

。

同时令

吴铁城
“
力排众议

” , “ 设法转圆停战
” @

。

十九跨军抗战给 日寇 以沉重打击
,

但 自于国

民党抗战态度不 坚定
,

加之配合不 当与内部

矛盾重重
,

支援弛缓
,

致仗作战失利
, 3 月

2 日
,

十九路军撤出上海
。

3 月 3 日
,

因联行

政院次议中日双方实行停战
,

经英 国公使兰

普森斡旋
,

中日双方于 5 月 5 日签订了屈辱

的 《 淞沪停战协定 》 。

该协定的签订宣告了

蒋介石的
“
攘外

”
第一

, “
剿共

”
第二策略

的结束
。

《 淞沪停
i丧协定 》 一签订

,

蒋介石随即

于 6 月 9 日在庐山召开豫
、

鄂
、

皖
、

湘
、

赣

五省 “ 清剿
”
会议

, “ 宣布攘外必先安 内的

政策
” ,

并将此方针作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

系的基本准则
。

会议还沙
一

定对革命根扮{趁实

行第四次军事清剿
。

此后
,

蒋介石在剿共的同

时
,

不断强调剿共第一
,

攘外第二
, “ 安内

是攘外的前提
” ,

安内的重点是消灭中共与

红军
,

兼及
“ 叛逆军阀

” @ 。

至此
, “

攘外

必先安内
”
方针才正式确立

。

蒋介石何 以在 《 淞沪停战协定 》 一鉴订

立即宣布实施
“
攘外必先安内” 方针呢 ? 蒋

介石后来在 《 苏俄在中国 》 一书中供称
:

一

二八淞沪抗战时
,

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

起的
“
燎原之火

,

有不可收拾之势
” 。

因此
,

确认
“
安内

”
为首务

。

同时
, 《 淞沪停战协

定 》 的签订
,

使 日蒋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

蒋介石能腾出手来收拾他的 气合腹大患
” 。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的进一步实施

,

位中

国革命力量倍受摧残
,
日寇乘虚而入

,

中华

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
。

从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针提出

、

变化及

确立的过程可以看到
:

第一
, “

攘外必先安

内
”
在实质上就是

“
攘外必先剿共

” 。

仅此

而论
,

是对中国革命的破坏和对历史的反动
。

第二
,

这一方针颠倒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

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
。

台湾学者对
“
攘外必

先安内
”
方针的肯定

,

其目的不过是为国民

党妥协政策开脱而 已
。

第三
,

把
“
攘外必先安

内
”

方针说成是一个投降的方针也是不 妥的
。

简单地肯定与否定
“
攘外必先安内

”
方

针都是不正确的
,

必须对此方 针 进行 全 面

的
、

客观的分析
,

刁
’

能作出科学的评价
。

〔作者李松林
,

北京师院马列室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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