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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西安事变的历史任务
引子

84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帅联手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世界和彻
底改变中国政局的西安事变。这促使日本提前向中国展
开全面进攻，形成国共暂时合作，并种下伏笔，为中共
最后击败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新中国铺路启程。

这个影响重大的日子刚过，我要针对此事做一评
论，分为5个段落。

一、蒋介石私心在先
西安事变发生是蒋氏一手促成。在1935年中共残部

落脚陕北之后，他有意要一鼓作气加以歼灭，却私心作
祟，不动用中央直属的胡宗南部队，而命令驻防陕西的
东北军和西北军合力出击。东北军奉命与红军交锋，立
遭败绩。向国府请求支补，一无所得。张扬识破蒋氏要
他们和红军厮杀，一石两鸟，坐享其成的诡计，便转而
和红军接触谈判，拟订计划，要取道新疆与苏联接触，
获得军援，再共同北上抗日。

蒋氏不满张扬奉命剿共不力，不够了解陕北政情的
变化，又自视过高，率文武大员亲临西安督战。张学良
面求蒋氏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战略，受到痛斥，
就被“逼上梁山”似地发动兵谏了。

二、张学良内外交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受蒋指示，对日本驻

沈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而后退守关内，落得个“不
抵抗将军”的恶名。被封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头
衔，与红军对手，惨遭败绩。他身负家仇国恨的重担
（其父张作霖为日军炸毁火车专列而去世），决定抗日
收复东北优先于剿共，又不能劝服蒋氏改变主意，便孤
注一掷，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丝毫没有伤害蒋氏之心。
蒋夫人宋美龄护夫心切，赶到西安说和。张学良决心放
蒋，蒋于1936年12月25日搭机飞返南京。（1986年7月19
日我在上海和西安事变时奉命在临潼山上搜出蒋氏的孙
铭九先生，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畅谈终日，他详细告
诉了我，西安事变发生前后的情节，我有录音收存。）

三、共产党居中得利
红军退守陕北已近强弩之末。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执

行蒋氏剿共命令，红军重获生机。周恩来化妆出行，和
张学良面商一切，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行
动陆续展开，形成局面。待到西安事变结束，国共合作
御日本入侵成为定论。对中共而言，便正是“山穷水尽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周恩来就此称赞张学良
为“千古功臣”。

四、蒋介石后继无力
西安事变结束，蒋氏的威望不可一世，日正当中。

这时他又犯了私心和歪念头。不放抵京请罪的张学良返
回西安，开始了张学良软禁逾半世纪的非人待遇，促成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势微和红军的壮大。二战结束后，不
恢复张学良自由，赴东北接收，加以重用。国府大员，
尽属蒋氏亲信，胜利后去沦陷区接收，财色尽收，民心
尽失。直到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对华“白皮
书”，在国共对峙中完全放弃了对国府的支援。国府退
守台湾，维持中华民国称号至今。

五、两岸和统待来日
国府退台后，大陆于1949年更改国名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待到1972年，再进入联合国，正式取代了
中华民国的地位。而两个中国的局面也自然产生。两
岸之间不谈判、不交往的冷藏局面持续了逾半世纪，直
到2005年4月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自台湾率团到大陆
访问，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见面会谈和发表公报，“破
冰之旅”的任务已圆满达成。（我手边存有连战签名赠
书“连战大陆行纪实”一册。）

“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之论是两岸说明现状的
框架。而双方的解释和认可度仍有不同。国民党执政台

湾时更为积极，民进党在位则加以质疑。但无论如何，
两岸和平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要因势利导，不可武力促
成。

结论
1988年12月10日，“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

在华盛顿召开，共同呼吁在台主政的李登辉要结束对张
的软禁，我参加了此会。两年后张获得释放。2001年10
月15日张学良在夏威夷长眠，享年101岁。2003年10月23
日蒋夫人宋美龄在纽约去世，寿高106岁。他们都是西安
事变里的主要人物。我于2003年在海外撰文“爱国宏愿
仍待实现”的结论是：“如今中国自由民主的建设前程
未定，中国两岸的分裂持续至今。蒋介石在先，毛泽东
在后，都需负起主要责任，中国统一、民主富强不但是
张将军和蒋夫人两位爱国老人的遗愿和全世界华人之所
求，更应为今日海峡两岸当政者汲取历史教训，而全力
以赴的奋斗目标。”

正所谓：
两岸和统待来日，有志一同要实施。
安居乐业是起点，自由民主高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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