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聋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分化与改组

1 9 3 1年九一八事变
,

日本帝 国主义从侵占我国东北人手
,

开始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

争
。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与死
、

战与降的抉择
。

在这种时刻
,

南京国民政府 (简称南京政府 )

内部围绕着对 日政策问题产生分歧
,

导致固有矛盾加剧
,

新的矛盾发生
,

政府屡次改组
。

如

何认识这一历史现象 ? 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如何 ? 本文试做一初步探讨
。

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
,

遭到全国

(一 )

争议的爆发点和焦点是不抵抗主义

日本侵略我国东北
,

是其实现
“
大陆政

策
”
的重要步骤

,

蓄谋已久
。

南京政府早已

洞识其奸
。

蒋介石说
: “ 日本侵略我东三省

,

不是从九月十八 日起的
,

我们早已知道这回

事 ; 奈因国内叛徒叠出
,

没有功夫去顾到
,

以致今 日才有这一回事发生
。 ” ① 事变前

,

南

京政府从种种迹象中看到
“ 日人包藏祸心

,

正思乘隙以逞
” ,
却下令取缔抗 日活动@ 不做

应战准备
。

自 1 9 3 0年起
,

一再抽调负东北边

防全责的东北军入关打内战
,

造成东北边防

空虚
。

日本关东军磨刀霍霍
, “
迭在北大营等

处演习示威
,

行动异常
” ,
东北军得到的通令

是
: “ 遇有日军寻衅

,

务须慎重
,

避免衡突
。 ” @

2 9 3 1年 9月 r s 日晚
,

日军炮击北大营
,

东北

军立即请示
“
官方

” , “
奉谕仍不抵抗

” ,
遂行

撤退④
。
9 月 22 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员大会

上讲话
,

要求
: “
必须

_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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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月 23 日

,

南京政府告全国国民书中说
: “ 已严格命令全

国军队
,

对 日军避免冲突
,

对于国民亦一致

浩诫
” ⑥

。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

九一八以来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 及 临 时 处

置⑧ 。 1 9 3 2年 2 月
,

东北全境沦陷
。

史 学 集 刊

人民的反对
;
政府军政人员相当一部分人也

难以接受
。

主持南京政府大政的是蒋介石
,

后加汪精卫
,

因而
,

凡主张抗 日者
,

往往反

蒋反汪
。

南京政府从建立以来
,

内部就矛盾重重
,

经常处于分裂状态
,

甚至兵戈相见
。

近者如
:

1 9 3 0年的中原大战
; 1 9 3 1年的讨伐石友三反

叛和宁粤对立战争
。

被称为
“
一个为分裂的

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分裂的国家
” 。

南京政府

的内部矛盾多为权利之争 ; 亦有统治方式分

歧
,

如
:

独裁与反独裁
,

兼并与反兼并
,

党

权
、

政权与军权关系等
,
少数爱国民主分子

反独裁
、

反腐败
、

反倒退斗争参与其中
。

九一八事变后
,

南京政府内部矛盾
,

明

显地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规律的制约
,

呈现

如下几种情况
:

第一种情况
:

原有的派系之争
,

改变方

式
,

加人对 日政策争议的内容
。

九一八事变

时
,

宁
一

粤对立已半载
, 9 月付之武力

。

事变

后转以和平手段解决
,

双方在上海开和平统

一会议
,

谋息争之路
。

粤方
“
非常会议

”
反

对蒋介石
“ 私天下于其一人

” ,
主张

: “ 打倒个

人独裁
,

建立民主政治
” , “ 剿共必倒蒋

,

倒蒋

必剿共
” ⑦

。

事变后
,

则批评蒋介石外交方面

错误
: “
十八年间

,

因欲荃锄第二集团军之敌
,

不恤请求 日本延期济南撤兵
。

对于中东铁路

事件
,

更不恤轻率启衅
,

及至一败涂地
,

又

不恤屈辱嶙和
。

和战大端
,

不特国民无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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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

即同事亦莫明始末
” , 以此种用外事谋私

和独裁为外交失败
“ 最大原因

。 ” ④故主张蒋

介石下野
,

调整国策
, “
对内则救恤灾民

,

发

扬民治
,

对外则力保主权
,

共纤 国难
” ⑨ ;

“ 以推翻独裁及抵御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

为

对内对外之根本方针
。 ”
解决东北问题的根本

办法在于领导全国人民
“
雪耻自卫

。 ” L

宁粤统一后
,

原粤方各派分道扬镶
,

在

对 日政策问题上
,

意见歧异
。

汪精卫与蒋介

石合作
,

以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掩盖对

日妥协立场
。

胡汉民反对蒋汪的对 日政策
,

认为蒋介石对 日是
“ 不交涉

,

不抵抗
” @ ; 主

张对 日直接交涉
,

交涉无效
,

继以抵抗
,

既

抗日
,

又剿共
。

日军占领榆关后
,

更提出不

寄希望于南京当局L 。 1 9 3 4年
,

胡 汉 民 在
《
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 上签了名
。

两广则保持半独立状态
,

至 1 9 3 6年 6 月 2 日
,

通电全国
,

打出
“
抗日救国

”
旗号

,

出兵湖

南
,

与蒋介石抗争
。

冯玉祥参加过两次反蒋

派大联合
,

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

兼并地方
、

排斥异己
,

深恶痛绝
。

九一八事变后
,

他强

烈地反对不抵抗政策
,

其主张概括言之
,

为
:

一
、

对日绝交
,

收复失地
; 二

、

国内大团结
,

解除党禁
,

停止自相残杀
,

一致对外
; 三

、

政治民主
,

组织民意机关
,

共救危亡
; 四

、

蒋介石通电认罪
、

停职
,

候国民公判
; 改组

政府
,

设国防局
,

集中各军事领袖及专家共

同制定国防计划
,

分区防卫
;
五

、

实行 自动

外交
,

反对媚外
,

反对仰国联鼻息行事L
。

进而
,

将主张付诸行动
, 19 3 3年 5 月

,

与原

西北军将领方振武
、

共产党员吉鸿昌合作
,

组
.

织察哈尔民众抗 日同盟军
,

与 日伪军作战
。

冯玉祥的政治立场是反蒋
、

抗 日
、

联共
。

综观第一种情况
,

矛盾错综复杂
。

有的

与蒋介石之间主要是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
,

做出主张抗 日的姿态
,

争得同情
,

一旦权利

到手
,

便放弃抗 日旗帜
。

有的与蒋介石之间

既有权利之争
,

又有对日战和之争
,

两者交

织在一起
。

有的随着中 日民族矛盾加深
,

抗

日主张 日趋强烈
,

对 日战和之争占居主要地

位
。

第二种情况
,

是九一八
,

事变后
,

出现对

日问题的不同政见
,

产生新的分歧和分化
。

文职中
,

如
: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

反对

对 日不抵抗
,

认为应派 军队
“
接 收

”
东 三

省L 。

武职多以请缨抗 日表达对 日本侵华之

痛恨
,

对当局不抵抗政策不苟同
。
19 3 1年 9

月2 0日
,

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发出
“
枕戈待命

”

通电
,

表示
“
宁为战死鬼

,

不做亡国奴
” 。

第

九军
“
迭电请缨

,

均未奉令
” ,
又于 n 月发马

电
,

称
: “
今 日帝国主义者竟先发制人

,

悍然

侵我疆土
,

夺我主权
,

戮我民众
,

而我反安

然受之
,

无闻抵抗
,

革命之意义何在 ? 民族

之生命奚存?’’ 故要求军长陈诚向中央 “
请愿

北上
” , “

与楼奴决一死战
” 。

陈诚转呈所部马

电
,

激昂陈述
: “
执戈杀敌

,

责在军人
” , “

明
、

知服从命令
,

固军人之夭职
,

而含忍停存
,

实民国沦亡之肤兆
。 ” L 9 月 22 日晋军将领通

电吁请停止内争
,

抗日救国
。
9月 23 日

,
.

十

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
、

张学良
,

谓
“
枕戈待命

” 。

同 日
,

四川省主席
、

省善后

督办
,

联名通电
,

呼吁破除岭域
,

共御强寇
,

表示
: “
荷戈前驱

,
·

共赴国难
” 。
9 月 25 日

,

何

应钦等 30 余名在江西
“ 剿共

”
的将领联名通

电
,

吁请全国袍泽一致奋起
,

息争御侮
,

同

赴国难
。
9月 30 日

,

第四路军总指挥
、

湖南

省府主席何健
,

致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
、

张

学 良
,

请即下令全 国动员
,

一致武装
,

分队

训练
,

轮流出战
,

本军可效前驱
。

不论中央

军
、

地方军
,

通电请战者相当普遍
。

身负
“
政

治任务
” ,
在江西

“
围剿

”
红军的将士

, “
皆屡

求北上抗 日
,

故无剿赤斗志
” L

。

抗 日要求不被批准
,

由言而行
,

由申请

准许到自行其事
。 1 9 3 1年n 月29 日

,

在江西
“
剿共

” 的第二十六路军将领
,

由宁都致电

蒋介石
: “
愿率部北上

,

收复失地
,

有 一人即

抱一人必死之心
,

决无生还之念
” @

。

被拒绝
。

12 月 1 4 日
,

全军 2 万余人在宁都起义
,

投奔



红军
。

十九路军于九一八事变后
,

严斥不抵

抗主义
“ 无以为人

,

无以救国
” L ,在一

·

二

八上海抗战中立过功
;
被调到福建

“ 剿共
” ,

官兵厌恶内战
,

要求赴抗日前线
。

长城抗战

开始屁 他们自动派出部队由闽出发北上
,

“
援助中央

,

协力抗日
” 。

随后
,

桂军
、

粤军

呼应
, “ 拟三支军队在湘会合后出发

”
北上抗

日L
。 《
塘沽协定 》 签字

,

十九路军回闽
,

后

与共产党订立抗日反蒋协定
,
1 1月 20 日

,

公

开成立
“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 ,
举出打

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
,

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
,

收复失地
,

反对对 日妥协
,

取消

塘沽协定的旗帜L 。

第三种情况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
,

奉命
“ 不抵抗

”
后
,

痛心疾首
。

其一部分军

队留在东北
,

和东北人民一道 武 装 抗 日
。

19 3 1年至 1 9 3 3年初
,

东北抗 日义勇军发展到

约 30 万人
,

多次重创 日军
。

其中主力是原东

北军马占山
、

李杜
、

冯占海
、

王德林
、

唐聚

五等部@
。

张学良暗中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

斗争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
,

张

学良准其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
,

每月可得二

三万元
,

充做固定经费
。

该会到东北策动抗

日
,

一

与马占山
、

唐聚五等联络
,

既带救国会

的信件
,

也带张学良的手谕
,

并随时向张汇

报东北抗 日情况
。

辽南义勇军司令李纯华
,

到北平筹集军火
,

救国会商请张学良
,

张拨

给轻重机枪弹药等十几吨
。

李纯华有了这批

武器
,

联合邓铁梅等部
,

在丹东地区发动关

门山战役
,

取得胜利L
。

退人关内的东北军要

求 “ 打回老家去
” ;
抗 日情绪受到压抑

,

终于

爆发西安事变
,

实行兵谏
,

逼迫蒋介石同意

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
。

总之
,

九一八事变后
,

南京政府内部的

分歧
、

分化
、

分裂
,

更多地表现为以对 日政

策问题为中心
,

以是否实行抗 日为分界线
。

发展趋势
,

抗 日呼声日益高昂
,

主战者阵营

不断壮大
。

斗争向纵深发展
,

纵者
,

持续不

断
,

直至 1 9 3 7年 ; 深者
,

由要求抗 日
,

而要

求民主
,

因为不抗 日之决策由当局之独裁所

致
,

进而要求联合
,

因为内战
、 “

剿共
”
消

耗 自身实力
,

为抗 日的最大障碍
,

又进而要

求改组政府
,

组成抗 日政府
。

(一 、
、

一
/

南京政府改组及对日政策的演变

受对 日政策分歧
、

矛盾的影响
,

南京政

府自九一八至西安事变前
,

共改组三次
,

为

1 9 3 1年
、
1 9 3 2年

、
1 9 5 5年

。

随着政府改组
,

对 日政策变化
,

经 过 曲折
、

反复
,

走向抗

日
。

九一八事变时
,

南京政府的主要决策人

和 当权者是蒋介石
,

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

院院长
、

陆海空军总司令
。

张学良为陆海空

军副司令
、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

对 日不抵抗

政策
,

误国害民
,

蒋是最高责任者
,

张是直

接责任者
,

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国抗 日人民的

愤怒谴责
。

宁粤和会时
,

粤方坚持以蒋介石

下野为统一的前提条件
。 1 9 3 1年 12 月 15 日

,

蒋介石辞去上述本兼各职
,

次 日
,

张学良辞

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

同年 12 月 28 日
,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为行政院院

长
。

次年元旦
,

新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

新政

府以粤派人物为主体
,

一改前政府对 日本逆

来顺受
、

不予抵抗政策
,

采取抗 日措施
。

蒋

介石下野后
,

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期间
,

日

军向辽西发起总攻
,

南京政府令张学良
“
尽

力之所及
,

积极抵抗
” L 。

东北军曾
“
奋勇

抵抗
” @

。
1 9 3 2年元旦

,

外交部长陈友仁代

表政府发表宣言
: “
本政府最急之任务

,

即在

于消灭战祸
,

并保主权
,

誓本此旨
,

努力奋

斗
。

前日政府已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
,

积极

抵抗
,

今后仍坚持此旨
,

决不稍变
” L

。
3

日
,

锦州失守
。

日军继续寻衅
,

扩大侵略
。

南京政府于 14 日照会美国公使
,

说明中国政



府本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
,

绝无

与 日本订立任何条约之意
。

15 日
,

中政会特

务委员会讨论对 日外交问题
,

决定对日取不

妥协态度
,

以保障领土主权为原则
。

并积极

筹备国难会议
,

定于 2 月 1 日举行
,

以广集

忧时之士
,

共谋自卫之道
。 1 月中旬

,

日本

在上海制造事端
,

为发动新战争信号
。

各界

人民纷纷要求政府对日绝交
、

宣战
。

陈友仁

主张对 日绝交
。

蒋介石与汪精卫
,

身为国民党中政会常

委
,

不在京工作
,

对孙科政府采取袖手旁观

和拆台态度
。
1 月18 日

,

俩人密商外交
、

财

政
、

军事等要政于杭州
,

之后联袂人京
,

以

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份过问政府政策
,

召开国

民党中央的谈话会议等
,

力主先安内而后攘

外
,

反对孙科政府对日强硬态度
,

否定对 日

绝交方针
。

其所以反对对 日绝交
,

仍然是不

赞成武装抗 日
,

说绝交必出于军事战争
,

战

必败
, “

绝交者绝路也
” L 。

孙科政府因蒋

介石一派制造财政困难在先
,

又有蒋汪联合

阻碍对 日政策推行在后
,

欲抗 日而不能
, 1

月 2 4日
、
2 5 日

,

陈友仁
、

孙科先后辞职
。

1 月 2 8日
,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以汪精卫

任行政院院长
,

罗文干任外交部长
。

蒋介石

主管军事
, 3 月 8 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

此为蒋汪合作政府
。

蒋 汪 登 台伊

始
,

立即改变孙科政府对 日政策
,

实行
“ 一

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政策

。

早在 1 9 31 年底
,

汪精卫就宣扬过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L ,

出任行政院长后
,

进一步阐明其含义说
: “
一

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同时并行
。

军事上要抵

抗
,

外交上要交涉
,

不失领土
,

不丧主权
。

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
,

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

调
,

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 L

。

其事实是
:

上海一
·

二八抗战
,

十九路

军奋勇杀敌
,

迫使 日军三易主帅
,

取得重大

胜利
。

南京政府遣使交涉停战
。 5 月 5 日签

订
“ 淞沪停战协定

” 。
1 9 3 3年一二月间

,

日本

进犯榆关
、

热河
,

推至长城诸要口
,

中国军

队奋起抗战
,

政府交涉停战
, 5 月31 日签订

“
塘沽协定

” 。
1 9 3 5年

,

日本向华北扩张
,

制

遣华北事变
,

中国政府退让
,

于 7 月 6 日
,

签订
“
何梅协定

” , 6 月27 日达 成
“
秦 土 协

定
” 。

以上协定均丧权失地
。

事实 说 明
, “
交

涉
”
意在求和

,

不惜牺牲领土主权 ,
“
抵抗

”

目标是停战
,

岛保卫主权
、

收复失地的抗战

不可同日而语
。

汪精卫说
: “
因为不能战

,

所

以抵抗
” L

。

蒋介石说
:

抵抗
“
是无战之害

,

有战之利者也
。
,, L 总之

,

抵抗
、

交涉重心在

求和
,

依然不是抗 日的政策
,

而是妥协的政

策
。

之所以不欲战
,

急于和
,

是为了腾 出手

打红军
。

淞沪停战后
,

于 6 月 18 日开会组织

对红军的第四次
“ 围剿

” , 以消灭鄂豫皖红军
“
为第一 目标

” @
。

之所以要
“
抵抗

” , 是不抵

抗政策在国内外反映不佳
。

特种外交委员会

对 日政策报告书中说
: “
如 日军来攻

,

只有尽

力抵抗
,

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
,

维系全国人心
,

伴 中国 不 致因全国瓦解而

亡
,

且必须如此
,

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的地

位
。 ” L况且

,

宁粤和平会议已决 定 对 日抵

抗
,

设法收复失地
; 孙科政府已实行抗 日

。

蒋
、

汪上台
,

不能公然倒退 ; 必须对不抵抗

政策进行修补
。

日本侵略势力伸入华北
,

中国朝野都看

到了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的严重危害

,

华北危急 ! 中华民族 危急 ! 陈 果 夫
、

宋子

文
、

胡汉民等批判汪精卫的亲日交涉
;
一二

·

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 日救亡新高潮
。 1 9 3 5

年 n 月 1 日
,

爱国青年孙凤鸣进入国民党四

届六中全会会址
,

谋刺蒋介石和汪精卫
。

汪

精卫被刺伤
,

为南京政府改组提供了时机
。

同年12 月
,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议决由

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
,

政府改组
,

蒋汪合作

政权结束
,

蒋派掌握南京政府
。

其
“ 一面抵

抗
,

一面交涉
” 、 “

先安内而后攘外
”
政策没

有根本性改变
,

但有重要调整
。

要者有三
:

一
、

对 日交涉态度趋于强硬
。

早在 1 9 3 5年 10



月 7 日
,

日本向中国驻日大使提出广田三原

则
:

中日合作
、

承认伪满洲国
、

共同反共
。

翌年 l 月 22 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声明拒绝
。

外

交部长张群向 日本驻华大使有田表示
:

调整

中 日国交
,

应先以解决东北问题为始
。

蒋介

石说
:

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

权的时候
,

就是我们不能容忍做最后牺牲的

时候L 。
19 3 6年 8 月 24 日发生成都事件

、
9

月 3 日发生北海事件
,

日本提 出种种无理要

求
。

中国政府内定
,

只做有限度让步 (事件

本身的 )
、

准备交涉恶化
, “
随时 抗 战

” 。

谈判

时
,

中方逐项驳斥 日本要求
: “
取缔排 日

” ,
可

做努力
,

但起因于 日本在华行为 ,
“
华北问

题
” , 日本破坏中国领土主权

,

无商讨余地 ,

“
防共问题

” 、 “
减低入 口税问题

” ,
系中国内

政尸上海福 冈间民用航空联络问题
” , 日本飞

机在中国各地非法飞行解决之前
,

难以实行 ,

“
聘用 日籍顾问

” ,
视中国政策需要而定… …

并提出中国方面要求
: “
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

恢复完整
” ,
取消塘沽协定

、

上海协定
,

取消

冀东伪组织
,

停止不法飞行
,

停止走私
,

消

灭察绥伪军等@
。 “
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明确

提 出自己的主张
” L 。

双方商谈七次
,

历时两

月有余
,

无结果
。

11 月间
,

绥远战争爆发
,

南京政府一面派人与 日方交涉
,

一面痛击伪

蒙军
,

获胜
。

12 月 3 日
,

中 日谈判终止
。

二
、

在经济政策方面
,

向英美倾斜
。 1 9 3 5年

,

在

英国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
,

并加 入 英 镑集

团
。
1 9 3 6年 5 月

,
同美国订立

“
白银协定

” ,

使
“ 法币

”
与美元发生联系

。

三
、

在不放弃

军事
“ 剿共

”
前提下

,

谋求用谈判方式解决

国共关系问题
。

但由于蒋介石坚持
“
攘外必先安内

” , 日

本步步进逼
,

政府政策重心仍不转向抗日
,

与全国人民的
“
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
要求

截然对立
。

爱国军人被迫举行
“
兵谏

”

—
西安事变

。

蒋介石接受了停止
“
剿共

” , 一致

抗日主张
,

全国进入准备抗战阶段
。

/ 一 、

、 一
. ~日 .
/

结局的必然性

历史必须 按 规律 发展
。

九一八事变发

生
,

就指出了一条中华民族生存之路— 抗

日
。

张学良料想不到 日本要吞并东北
,

以为

是局部挑衅事件
。

蒋介石觉得东北离统治中

心尚远 ; 又说
,

东三省
、

热河过去不在他的

势力之下统治着
, “

这回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

热河
,

我们是不能负责的
。
,, L 相比之下

,

认

为共产党是
“
心腹之患

” ,
而要先

“
剿共

” ,
后

“
御外海

” 。

O 由错误的判断
,

做出错误的决

策
,

陷入歧途
。

这是一条引导中国走向毁灭

之路
。

当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时
,

各

界都要抗争
,

共同的敌人是 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者
。

南京政府内部的分歧
、

分化
、

改组
,

受

这个主要斗争方向的制约
,

经常围绕着政府

的对 日政策问题
。

政 府 从 对 日不抵抗
,

到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
都 不 是 抗 日的政

策
。

其对内以武力进攻红军
,

以及
“
攘外必

先安内
”
方针

,

都是举国抗 日的严重障碍
。

政府军政人员要求他们的上司改弦易辙
,

实

行抗日
。

这种要求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和呼声

一致
;
对南京政府统治权的巩固有益无害

,

因为如果当权者执迷不悟
,
继续奉行误国政

策
,

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
,

统治难以维持下

去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他们不但有爱国心
,

而且是政府中的明智者
。

这种分政
、

斗争
、

分化
,

有利于抗 日救

国和社会进步
:

第一
、

在争论中
,

打破了当权者的一言

堂
,

使不同的意见得以发表和传播
,

请缨抗

战者连续不断
,

互相鼓舞
,

互相影响
,

抗 日

派
、

倾向抗日与同情抗 日的人们
,

从死气沉

沉的南京政府中产生
、

分化出来
。

只要日本



帝国主义不退出中国
,

而南京政府又不放弃

误国政策举旗抗 日
,

分歧
、

分化乃至分裂
,

就不会结束
。

随之而来的是主战 派声 势 壮

大
,

阵营增强
;
顽 固坚持妥协退让的派别和

人们 日益孤立
,

蒋介石和汪精卫曾经处于如

此地位
。

第二
、

斗争锻炼了主战而与当局持不同

政见的政府军政人员的思维和意志
。

他们在

逆境中深思
,

追究事物的根源
,

看到不抗 日

出自专制者之决策
,

懂得要抗日必 须 要 民

主 ; 发现内战即是内耗
,

而 要 团结
,

要 联

合
,

要举国一致抗日 ; 从前视如仇敌的共产

党已经在抗 日
,

当然没有理由把枪 口对着这

些抗 日者
,

而要与之携手
。

就这样
,

一步步

找到了救国的出路
。

冯玉祥的思想变化比较

典型
,

但走上这条路的不只冯玉祥
。

第三
、

南京政府内部对日政策问题的矛

盾
、

斗争
,
是导致政府改组和政策演变的因

素之丫
。

南京政府的历次改组
,

原 因是多方

面的
,

有各派系力量对比的因素
,

有斗争中

胜负的因素
。

九一八事变后
,

政府改组不能

与对日政策无关
。 1 9 3 1年蒋介石被迫下野的

原因
,

一是独裁
,

一是对 日不抵抗
,

出现全

国同声讨伐的局面
,

政治被动形 势 难 以 摆

脱
。

改组后的南京政府以粤派为主体
,

执行

抗 日政策
。

但蒋介石掌握着党权
,

可以用
“
党

治
”
原则

,

制约孙科政府 ; 而且
,

军事
、

财

政
、

人事的实权依然在蒋派手中
。

蒋介石联

合汪精卫
,

轻而易举地赶走了孙科等人
。

汪

精卫一派中亲日派人物活跃
,

蒋汪联合政府

注
:

① 蒋介石
: 《
对

、
对 日问题专门委员会报告

》
补充说明

》

( i蛤 i年 11月邵日 )
.

② 《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 ,
第 2牲

,

第46 册
,

第

3 1页
。

⑧ 张学良呈中央电 ( 1 93 1年 9 月24 日)
.

④ 东北边防司令部荣臻参谋长报告 ; 张学 良 9 月 19

日通电和对记者谈话
、

20 日同外国记者谈话
、

24

日呈中央电
。

⑥ 国民政府公报
,

19 3 1年 9月 24 日
。

⑥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 言 ( 19 31 年 11

的对 日政策不能不倾向于对 日妥协
。

因此
,

第二次政府改组
,

是一种曲折与反复
。

但只

要 日本还侵占着中国的国土
,

抗日的大潮就

不会改变
,

全国人心向背
,

以抗 日与否为转

移
。

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
,

长期受帝国主义

压迫
,

人民向来重民族气节
,

对媚外卖国行

为最敏感
,

汪精卫以
“
抵抗

”
掩盖妥协的伎

俩很快被识破
,

这个联合政权不可能持久
。

加之
,

日本向华北扩张
,

进一步侵犯了英美

及亲英美派的利益
,

注定亲 日派会被逐出政

府
。

第三次改组
,

有利于政府对 日政策向着

抗 日方向转变
。

事实说明
,

谁抗日就受到拥

护
。

南京政府的军队投向共产党
,

南京政府

的官员赞成共产党
“
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

口号
。

国统区人民在共产党号召
、

领导下
,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等
,

说明他们在寻求而且

已经寻到了抗 日的领导者
。

蒋派独占政府之

后
,

必须
、

而且从自身利益着想也有必要把

所谓
“ 一面交涉

,

一面抵抗
”
政策转向名符

其实的抗日政策
。

虽然出于西安事变逼迫
,

南京政府终于走上抗 日之路
,

还是明智的
、

受拥护的
。

总之
,

南京 政 府 改组和政策演

变
,

尽管有曲折
,

最终还是走向了抗 日
。

一个政府内部 意 见 不 统一
,

争论
、

斗

争
,

乃至分裂
,

看起来与统一相异
,

实际有

利于统一
,

统一于抗 日
,

统一于全民族的最

高利益
,

这是大的
、

合乎规律的统一
。

当我们赞颂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业绩的时

候
,

不要忘记给在不抗 日的政府中坚持抗 日

主张和行动的人们记上一笔 !

月 14 日) : 同会对日问题 决议案 ( 1 9 31年 n 月 20

日人

① 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 ( 1 9 3 1年 6 月 20

日 )

⑧⑨ 广州国民政府对和平之通 电 ( 1 9 3
1年 9 月 21 日 )

L 广州非常会议麻日对 时局 通 电 ( 19 3 1年 10 月 6

日 )
-

@ 胡汉民
《
论中日直接交涉

》 , 《
三民主义月 刊

》 .

第

2卷
,

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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