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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 

◎ 夏 蓉 

— — 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摘 要1 “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坚持推行 “攘外必先安内、抗 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 

和质疑 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 “兵诛”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 

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 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 

同扣蒋之举 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 

方面顺应各界希望 国家统一 以集中力量抵抗 日本侵略 的情 绪，亲 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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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出现了同情拥戴蒋而劝告指责张的舆论浪潮。原来 

与张学良已通声气的一些地方实力派改变腔调，转取拥蒋立场，张曾抱有极大希望的苏联对此也持谴责态 

度，并对中共作出同样要求，张学良一时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张学良最终采取和 

平释蒋的方法，亲自护送蒋回到南京。很多学者都认为，事变发生后，舆论压力是促使张学良尽快结束事 

件的因素之一，但舆论究竞是如何批评和谴责的，倒鲜见有学者作具体的探讨。①本文拟此为切入点，利 

用民国时期的报刊以及 《张学良文集》、《张学良遗稿》等资料，侧重考察当时国内各界的评论及形成原因， 

并试图分析张学 良在舆论压力下的应变策略。 

一

、 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情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上具有名望地位和影响力的各界人士极大的 

反响，认为此举破坏国家统一，呼吁张学良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护送回京．以便领导全国的力量抗日 

图存。 

在文化教育界，各大学各学术团体纷纷表明态度。12月 1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 

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 

电全 国声讨张学 良，宣称 ：“当国家统一之 际 ，绥乱将平之时 ，竟乃包藏祸心 ，劫持统帅 ，摇乱 国本”， 

“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1】同日，南京笤大学校长、教授罗家 

伦、陈裕光、吴贻芳等 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 “亡国之举”，提出 “迅将蒋委 

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情取舍”。 (P447一 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等致电张学良，强调 “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 “悬崖勒马， 

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如果 “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 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 

深快”，“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_3j同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 22人致电张学良， 

作者简介 夏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广东 广州，510631)。 

① 相关论文主要有：刘喜发、王彦堂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王 

奎、吴增梁 《舆论导向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史天地》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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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 “国家统一，方见端倪，抗敌救亡，正在开始”， “噩耗传来，举世惊震。似此动摇国本，助长敌焰 

之举动，竞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 日，同人等痛心之余 ，不胜愤慨。切望先生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以慰国 

人，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先生宜三思之。”嘲(1,449)各大学教职员也纷纷发表 

宣言通电。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员、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会皆对事变表示痛心．并规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 

京，以平民愤。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I引16日，清 

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 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 日之美 

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 

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 “叛国 

祸国”，表示 “同人慨愤之余 ，敬揭三事为国人告：(一)讨伐叛逆为政府当然之责，国府讨伐张学良令， 

国人应一致赞助。(二)万一张学良等能翻然悔悟，护送蒋院长及被困之官吏将领出险，约束部属听命中 

央，中央宜在振饬纲纪之中．许其自新，责以后效。(三)全国国民应共同爱护统一之大业，援助政府，维 

持政治秩序，推进国防建设，勿因一时之捣乱，而减低国家民族长期之努力，谨此宣言。”[51 

一 些知识精英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安危，要求迅速释放蒋。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 

事变发生后，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学良和周恩来，呼吁释放蒋介石。16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 

长傅斯年在南京 《中央日报》登载评论文章，强调 “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 

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所以 “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问21日，他又在南京 《中央日报》发表文章， 

对张学良痛加指责：“自从贼种小子张学良做下这样一个弥天罪孽以后，惹起了全国全世界的痛骂。这样一 

致痛骂的情绪当然不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所能操纵的。”他愤激地写道：现在 “全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 

意志，就是 ‘打!打!打”’!“走这个路径，决不至陷蒋公于危险，转可以成蒋公之速返”，“中央越坚强讨 

伐，蒋先生越安全”。 显然，他支持南京政府于 16日下达的讨伐令。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其时刚自美国访问回到北平，12月 20日，他在天津大公报的 “星期论文”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张学良的叛国》的长文，引起全国的注意。他批评道：“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 

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 

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 

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他严厉谴责张学良的举动 “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 

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表示拥护政府对事变的处置，“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 

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 

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他赞同傅斯年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先生在今 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 

斯年先生说的 ‘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 

重要。”即使时带批汗他占与人，在达十日、}候，“都是异I21同声的关切特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茜焦急的到处探 

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 

危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种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 

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嗍 

西安事变也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空前的反应。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 100多家 

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 《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 

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 

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 

乱。嗍舆论界的这次行动，在中国新闻历史上可谓创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天，南京时事月报社、中 

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 217家杂志社又通电讨伐张学良，声称 “近则统一大业方告完成，民族复 

兴，已露端绪”，张学良 “突尔叛变”，“虽经各方之严重告诫，仍执迷不悟”，“同人等誓以热诚，救护领袖， 

维护国策，并主张铲除奸贼，毋稍姑息”，“我全国言论界同人奋起共图之。” 0o](P294-295 

1 1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新闻媒体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上海 《申报》、南京 《新民报》①、天津 《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时评， 

强调：“为避免仇者快而亲者痛的流血计，我们却还希望张学良或其部下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条件地使 

蒋委员长等早 日恢复自由。”⋯】“任何政治主张，不容以破坏国家大局之手段行之”，“吾人最后愿告张杨及 

附和事变之军人日，公等从出发点起即已完全失败，全国无党无派的最多数国民无不极端愤恨，全世界凡 

同情中国之统一与独立者无不同情蒋公，而望其早出视事。”等等。 

在言论界颇有影响的张季鸾、王芸生等也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王芸生指出：“我们尽可在精神上对 

张学良表同情 ，但要在客观上一定认为他的举动于国家有利，那真太危险了。⋯ ‘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 

何党何派，你既标榜 ‘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的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 

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 

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Il 2_14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发表题为 《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16日，又发表社评 《再论西安事变》，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l8 

日，张季鸾再发表社评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导张、杨及东北军送蒋出陕，并 “盼望飞机把我们这 

一 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Il 3_南京政府把这篇社评加印 

了数十万份，派专机在西安上空散发。张学良一直很佩服王芸生，与张季鸾也本是关系较洽的朋友。他们 

的态度对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常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著名爱国人士及社会团体也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 

题，不赞同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的做法。14日，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的 97岁老人马相伯致电张学 

良，委婉表达对事变的担忧：“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望世兄以此 

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 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郑重宣告：“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 

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 

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 

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 

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 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 

并且要求 “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 、杨 “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 

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I15】(PI )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②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 “莫不痛 

心”，多方活动争取蒋早日获得 自由。他先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 “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 

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又致函杜月笙、黄炎培，称 “绥东战事方 

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 

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 

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I15】( ) 

此外，一些妇女团体及学者也表明意见和态度。16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 

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 

学良，并致电张，劝其迅速觉悟。 同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演讲 《国难中所得之教训》， 

认为 “近时国内外对于领袖拥护之热烈与关切，是盖由于国内之统一，国是日新，国家之未来，渐趋于自 

力更生之途径。因之国际间之地位亦渐确立之故”。[171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突发后，国内出现了劝告指责张学良的舆论浪潮，认为不管他主观意图如何．客 

①该报由陈铭德、邓季惺创办，时为影响较大的民间报纸，政治上保持中立。 

( “九一八”事变前，杜重远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1935年7月，因 《新生》周刊事件被捕入狱。11月，张学良到上 

海秘密会晤杜重远，向他请教如何挽救东北军，杜提出东北军应在陕甘联合中共、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 日，才有出路，张 

学良受到很 大启发。】936年 9月，杜重远刑满 出狱后 ，于 11月赴 西安与 张学良会见 ，更坚定其联共抗 日的决一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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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可能酿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刚刚形成的统一局面毁于一旦，甚至引发日本的进一步入侵。 

众所周知，事变前许多人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质问和批评，但张学良扣蒋于西安后，他们反而同情拥 

戴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舆论?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密切相关。1931年 “九--／'k”事变以 

来的内忧外患，唤醒了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认识到 “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独立生存的需要”。希望有一 

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负起救亡的责任，因此呼吁拥护支持南京政府。而且在 1930年代中期 ，由于南 

京政府各项事业的顺利进展，其对日政策也渐趋强硬，从而使蒋介石在国统区中威信上扬。①即使一些 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逐渐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肯定蒋介石执政以来所作的努力和成绩，甚至对蒋介石 

的专政独断也表示宽容 

1934年 4月，张季鸾撰文指出：“和蒋先生在这六七年问，见过几面，都是匆匆的。不过我的印象和 

间接所闻，可信他是一个有毅力有热心的领袖，尤其自九--：k以来，他这种艰苦支撑的精神 感动了一般 

军人，才形成目前统一粗成的局面。”_18】同年 10月，胡适乐观地评论：“这二十三年中固然有许多不能满人 

意的现状，其中也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大进步。”㈣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时，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明确表达 

了维护蒋介石统治与权威的立场。例如，傅斯年发表题为 《我们需要统一》的文章，强调 “我们需要统 

一

。 因为只有统一的力量，才能对外；而当国家民族的危机．尤需要国家统一的力量”。 胡适在天津 

《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坚决反对两广事变，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声言 “抗 

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 日反对国民党或反 

对南京政府的人 ，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 

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l2 

几年来 日本侵略的逼迫，耻辱的加重，使国民养成一种反内战、反分裂的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 

下，国人厌恶任何消耗国力的举动．只希望国家和平统一，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抗敌救亡。统一舆情压倒了 

一 切，正如胡适所说，现在的中国 “无论什么， 没有比统一再要紧的。”【22】1936年9月，两广问题和平解 

决后，国家走上了统一的道路。特别是国民政府对 日态度逐渐强硬，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给予国民无限 

的兴奋和好感。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突发，自然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响，均认为是国家 “极大的不 

幸”。 n㈣王芸生在 《三寄北方青年》一文中指出：“在西安事变中的群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 

的，群众所表现的情绪是：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人们担心如果蒋介石 

的安全发生问题 ．中国不但失去抗 日的领导人 ．而且可能出现内乱局面。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安事变反而提升了蒋介石的声望和地位。据亲赴西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 

特兰观察：“最初的消息引起全中国的惊惶。如果向来不大有人信任南京政府的话，则这一次的确提高了蒋 

介石的声誉。近几个月来，甚至那些对蒋介石个人没有好感的人，也主张应促使他抗日。” (11 北大校长 

蒋梦麟在其所撰 《西潮》中评论：“这时候，蒋委员长在人民间的声望隆极一时，因此许多军阀或为舆情所 

迫，或受其精神感召，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领袖地位。” (1'165-166) 

二、张学良的应变策略 

张学 良、杨虎城于 1936年 12月 12日采取 “兵谏 ”办法扣留蒋介石 ，并通电全国表示此举 “对介公 

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P1O55)之后，张学良相信自己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代表了全国民 

意 扣蒋之举是为民请命 ，必定得到各方的同情和响应。他很关注社会舆情，事变发动后，频繁发表宣 

言、电报、讲话等，这些言论中经常提到 “民意”、“公论”、“众论”、“舆情”等词。 

12日，张学良在对时局宣言中宣称：“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 

进谏，屡遭重斥”，“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 

置。”[251(P1O55-1056)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孑L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 “违反众论，一意 

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 

①参见李君：《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不解之缘》，《民国春秋》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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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故 “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n啡 ’13日下午 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 

“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 ，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 “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 

持抗 日工作 ，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 ，我 

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至于全国民 

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 (P1嘶 067)14日晚 8时，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 

讲话，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 ，只要合乎抗 日救亡的 

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 

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 

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 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 

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 】(P o7o) 

当然，张学良也密切关注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 

表示称颂和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 

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 

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 

自由。随着对国内外舆论的了解，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不再绝对拥护事变，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调解．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这样一来，张学 

良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局面。而且，12月 1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内战危机一触即发。 

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和国民政府军队的咄咄逼人．张学良采取了灵活的应变策略：一方面坚信自己 

“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一再声明自己动机纯洁，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和争权夺利 

的野心，目的在于达到团结御侮抗 日救国的要求 ；另一方面承诺只要蒋介石改变 “先安内后攘外”的政 

策 ，领导全国抗战，就一定护送他回京。 

对 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等的批评电，17日，张学良回电表示 “介公系国家安危．诚 

如尊论。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 

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 (P1嘟 这是张学良对于国内舆论批评的最初回应。 

因 16日伦敦 《泰晤士报》曾指责西安事变有助于日本，19日，张学良致电伦敦 《泰晤士报》驻上海 

记者弗拉塞，诚恳地说：“《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的然而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 

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 

真实原因”，“事实并不是如 《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 ‘个人的野心’，没有 ‘争取较好条件的 

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 

正现行的国策 ”[ ( ‘ 093) 

针对 17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关于国内外舆情的电报，④19日，张学良回电称：“抗 日实现以外， 

别无所求 ，更元金钱与地盘思想”，“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 ，势难送介公返京”，“如中央必欲造成 内战。 

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也。” 】(P1㈣ 同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说明事变 “纯为爱国 

家，爱介公⋯⋯抗 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并警告何应钦等主战派：“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 

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 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 

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 ( 096)20日，张、杨联合发表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 

① 《孔祥熙致张学良之洽电》(1936年 12月17日)，《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99页。电报主要内容如下：‘‘陕变起 

后，全国各地公私法团、全军袍泽，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尤足表示各地舆情。尊论要求一致云云，可谓适得其 

反。且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 《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 ，亦称陕变以反 日运动为投机， 

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 中外 ，对兄此举 ，皆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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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 

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 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 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 

国各党各派的力量 ，以民众 的总动员，去抗 日救 国。”同时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人敢用武力压迫，“使我 

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 

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0'1101-1103)观此可知。张学良为实 

现其抗日主张，也不排除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 

不过，西安事变后的舆论浪潮确实对张学良造成了极大困扰。资料显示，自21日到 25日张学良陪蒋 

离开西安，他很少对外发表信函和电报。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和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立场、坚持事件和平解 

决的情况下，张对扣留蒋介石的做法，已经感觉方法不当。就在进退两难之际，20日，南京政府前财政 

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抵达西安，为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提供了契机。宋子文与蒋密谈 

后，蒋逐渐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允许宋与张、杨商讨解决办法。22日宋美龄亲赴西安，更加推动蒋放弃 

强硬立场，促使政变走上和平解决的轨道。而且，24日蒋介石就西安方面的六项条件作 了口头承诺。 

至此，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由于大多数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主 

张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必须履行部分条件 ，张学良于 24日下午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 

申言：“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 

听。⋯⋯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 ‘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 

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或者一概反悔重来，你们怎么 

办?所以我说你们的意见都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 ，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关 

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26】(P1216 25日下午，张学良毅然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此 

举确实有利于消除各方舆论对事变动机的误解和疑虑。 

12月 28日，英国在华的代表报纸 《字林西报》发表了题为 《西安事变的解决》的社论，认为张学良 

“由于亲往南京去接受法庭对他行动的任何判决，他已经表明这次行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驱使。”[151 

曾经谴责张学良的胡适，此时愤怒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在北京辅仁大学举办的庆祝会上，他说：“西安事 

变，虽足使已经提高之中国同际地位骤形低落，然因此事能得到满意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安然返京，国家 

民族前途实有无限希望。张学良此次举动，大受国人责备，幸能勇于悔祸，其魄力亦相当令人佩服。” 

张学良一直坚信 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使后来送蒋回京，他也坚持：“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 

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㈣ ” ” ’直到晚年， 

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1957年 1月 3日，他在 日记中称：“过去的事，动机上没有什么过错，我的行动犯 

了大错误。原因是急躁过火了。”①的确。张学良提出的抗战主张是代表民意的，是全国一致的要求。扣蒋 

之举出于爱国动机，虽受到各方指责，但又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尽快领导抗 

日．满足国人的抗 日愿望。 

西安事变化险为夷的经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刺激。1936年 12月 26日，蒋介石 

在对海内外同胞的通电中声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 

此种伟力，在今 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 

前途称庆也。” ]此后。中国政府对日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中日全面战争在 1937年最终爆发。曾在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的经济学家何廉认为 ：“释放委员长有无条件曾经成为历史学家心 目中的疑案。我 

虽没有文件可以证明，但我却直觉地感到，自西安事变后，中国对日的态度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西安事 

变后我们都感到一种对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气氛。”㈣㈣ 曾任驻苏大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亦有同感：“西安事 

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 日主 

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3ol(嗍 

①窦应泰编著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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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吁督促，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国共战争得到和平解 

决，两党重新合作，团结御侮，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国内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正如 1937年 

12月27日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总结：“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 

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 

转变 ，是新阶段 的开始。” 『3 ]( 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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