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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拥蒋统一立场

—对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段侧面观察

曾 景 忠

提要 山 西 地方 买力派 阁锡山 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 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 面
,

又有统一 合

作的一 面
。

尤 其是九 一 八事变后
,

阎锡 山 不 仅为国民政府和 蒋介石 献计献策 —
团结枕 日 ,

共

同御侮 而 且反对
“

华北 自治
” ,

劝止 调停两广事变和 西 安事变
。

这一切无疑对德定局势
、

增进

民族 团结意识起 了积极的作用
。

在研究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蒋介石的关系时
,

每多侧重于其互相算

计的方面
,

而对其共同一致方面论析似很少见
。

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关

系改善
、

阎氏的拥蒋统一立场作一探讨
。

一
、

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关系改善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结成冤家对头
。

九一八事变前夕
,

阎锡山秘密回到山西

后
,

还 由张学 良出面请阎氏迅速出洋
。

但在 日本侵占东北进逼华北
、

国难深重的背景下
,

阎

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
。

原先已失去一切职务的阎锡山
,

又逐步被国民政府

起用
,

授予许多重要职务
。

从 年 月到 年 月
,

国民政府既宣布对阎锡山免

予处分
,

恢复阎氏党籍 前被开除
,

又批准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

任命阎为太原绥靖公署

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

特委阎为绥远内蒙古各盟旗地方 自治指导长官
。

年

月 日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

论者言及阎被授职是汪精卫起的作用
。

但国民政府

中央的核心是蒋介石
,

阎被委任的多系军事要职
,

无疑这是蒋介石对阎氏的重用
。

阎蒋关系改善最表面的征象是二者的来往
。

几年间
,

蒋介石专程来北方与阎锡山会见

并长谈数次
。

年 月 日蒋抵石家庄
,

日阎赴石渴蒋
,

商谈华北军事
。

年

月 日
,

蒋亲赴五台县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 子明
。

年 月 日蒋亲派

何应钦到 山西祭奠阎父
,

蒋并有祭文
。

月 日
,

蒋飞太原
,

与阎长谈土地问题与
“
剿匪

共
”
问题

。

年 月 日
,

蒋介石飞太原
,

与阎商谈抗 日
。

其间
,

年 月 日

阎氏赴南京与蒋介石及何应钦
、

张群等长谈军政要事
。

月 日
,

阎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

全会
、

五全大
。

会后受命与唐生智
、

张学 良
、

何应钦
、

朱培德拟制国防计划案
,

与陈仪
、

黄郭

等拟制《三十年防守国策 》
。

阎与蒋修好除公事交往外
,

有些表现说明阎氏尽量与蒋联络个

人感情
。

年 月
,

当蒋 由汉飞谕督导
“

剿匪 ”

时
,

阎在致蒋电中说
“

年来钧座筹谋国

事
,

宵叮忧勤
,

至深悬系
。

嗣后可否请多策划
,

少奔走
,

为国保重
,

稍得栉沐之暇
,

以慰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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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望
。 ’

心这里阎氏对蒋的关心体贴溢于言表
。

年 月下旬
,

阎专程赴洛阳祝贺蒋五

十寿辰
,

亲书
“

寿人即寿国
” 。

阎蒋关系逐步改善
,

感情近乎
、

密切起来
。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政治立场与蒋相当接近
。

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拥护蒋介石

统一全国
,

团结御侮
。

年 月他表示
“

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
,

锡山愿与钧座分

祸 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
,

愿随钧座牺牲
。 ’, ⑧他愿与蒋一致对 日立场

。

年 月蒋

介石在南方发起新生活运动
,

阎锡山得知后即表示支持
,

认为
“

此系蒋委员长准备抗 日的

根本作法
” 。

他立即电太原成立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分会
。

另一方面
,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政

治主张思想学说亦很重视并多加欣赏
。

阎锡山曾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

提出实行
“

物产证

券
” 、 “

按劳分配
”

等主张
,

年 月阎亲送《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一册给蒋
。

蒋介石相

当重视
,

几天后即派浙江 省政府财政厅长徐青甫到太原与阎研究
“
物产证券

”
和

“

按劳分

配
”

问题
,

会谈五次
。

又与三人小组研讨多次
。

阎锡山还提出
“

土地村公有
”

的主张
。

他认

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
,

是因为共产党解决了他们的土地问题
。

他认为
,

实行
“

土地村公有
”

的制度解决土地问题
,

即可消饵
“

共祸
” 。

蒋对阎的这一主张亦很重视
,

曾将其《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 》由国民政府送中央政治会议审议
。

不过蒋并不认为阎的这

个方案可行
。

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兵工筑路办法
,

修筑同蒲铁路
,

见效显著
,

修路速度较快
。

蒋氏亦很重视
,

年 月 日
,

让阎将山西兵工筑路设计实施章则寄给他研究
。

几年

间
,

蒋介石还专门派人到山西征询阎对军国大事的主张
,

阎锡山也托人向蒋转达他对处理

国内国外大事的方策多次
。

种种事实表明
,

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

二
、

为统一御侮替蒋介石出谋划策

九一八事变后
,

阎锡山积极靠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
,

不断献计献策
。

蒋介石对阎

锡 山也很器重
,

时常就国民党对内对外大计征询阎氏的谋略
。

阎锡山为蒋氏出谋划策的中

心主题是统一团结
、

自强御侮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消饵内忧
,

以御外患
。

阎曾于 年和 年致电汪精卫
“

今 日救国不外两端

一为发挥民族精神而奋斗
,

一为保全国家领土而忍辱
。

惟奋斗须以待援为依归
,

忍辱需以

自强为前提
。 ”

而无论何端
, “

均非内部切实团结难期实效
” 。 “

强邻在侧
,

有隙必乘
,

自腐不

去
,

虫生难免
。

自古未有国内不和
,

外侮能已者
。

前此之错误
,

大家应同警惕
。

今后之痛悔
,

大家应共努 力
。 ” ③这里既是建议全国要统一团结对外

,

同时也是反思以往教训
,

表示与中

央一致行动的决心
。

阎锡山认为
,

欲对付外患
,

必先消饵内忧
,

加速 自强
。

年他在复汪

精卫 电中说
“

自古外患多由内忧所致
。

今者虽不尽然
,

但若无内忧
,

强邻之所不能为者
,

亦

必不为也 ⋯ ⋯望公与介公用全 力以消弹内忧
。

只要 内忧不发
,

外患至当止之境必止也
。 ’, ④

“

内忧
”

当然包括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两方面
。

关于后者
,

阎氏曾六次向蒋

汪建议实行
“

元老归朝
”

的方针
“

强邻伺隙
,

元老服藩
,

何时策动藩镇之不安
,

即可组织政

府
。

若元老归期
,

藩镇虽不安
,

只能造反
,

仅能为害社会
,

不能为害国家
。 ’, ⑤当 日本以

“

防

共
” 、 “

华北 自治
”

等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逼要挟
,

而国民党中央和张学 良已与共产党接触秘

密谈判合作时
,

阎就
“

防共
”

抗 日
、

抚慰北方军政势力等问题通过徐永昌向国民政府中央建

议
“

不引共以抗 日
,

不藉 日以防共
。

使宋不因 日本而软化
,

使张不因 日本而亲共
。

抚慰东

北军
,

奖勉宋 哲元
、

韩 复集
。

华北安
,

晋绥始能乘时备战
,

作国家在北方之支柱
。 ’, 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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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关
“

消饵内忧
”

以抗御外患的献策
。

奋发 自强
。

阎在建议
“

消洱内忧
”

的同时
,

积极主张奋发自强
。

他建议 中央政府要

用
“

非常之法
,

以图自强
。

盖今 日既不能以弱抗强 徒遭失败
,

又不能靠列强以压制强敌
。

只

有避开抗 日谋加速度之方法
,

以图 自强
。 ’,

勺司氏突出强调首先
“

消饵内优 ” 、 “

避开抗 日
” 、

谋图
“

自强
” ,

这与蒋介石
“

攘外必先安 内
”

方针似属同调
,

或许对蒋坚持这一 方针不无影

响
。

阎氏对奋图 自强作过不少思考研究
。

他在山西本省倡言十年建设
,

并编订《山西省政

十年建设计划案 》
,

在山西省经济建设方面有所建树
。

他还建议中央政府
“

自强救国
” 。

年 月出席了国民党五全大后参与制订国防计划
、

《三十年防守国策 》
。

阎锡山主张采取

非常办法充实国力
。

年他与蒋介石谈国事时
,

主张以非常法度非常事
,

抛弃武力
,

发

展民力
,

充实国力
,

减东邻忌
,

免 日俄战前先受摧残
。

废金银制
,

改行物产证券制
。

废劳资

合一制
,

改行按劳分配制
。 ⑧

团结抗 日
。

九一八事变后
,

阎锡山对抗击 日本武装进攻也作过建议和策划
,

有过积

极态度
。

年初 日本进攻锦州时
,

阎曾建议调拨劲旅十万死守锦州
。

年 月
,

日本

进攻山海关
,

他通电全国
,

愿为抗 日先躯
。

月 日
,

杨杰与他商谈
,

他决定出兵抵抗进犯

山海关和热河的 日军
,

具体兵力为步兵两个军
,

骑兵两个旅
,

炮兵三个团
。

对于整个抗 日策

略
,

阎锡山也献计献策
。

年 月 日参谋本部曾征询对国防划策
,

阎氏提交了论政

略战略战术的系统建议
。

据其该年 日记载
,

蒋介石曾派人来太原征询方案
,

阎氏提出
“

黄

河安
,

长江亦安 黄河危
,

长江亦危
。 ’, ⑧他对华北与华中的战略依存关系发表了见解

。

在

年绥远抗战中
,

作为晋绥军事长官的阎锡山态度坚决
,

积极部署实行
“

守土抗战
” 。

月 日
,

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

弱国外交当以决心为后盾 ⋯⋯人若亡我
,

当以拼死

为立国之原则
。

今 日应以 已亡之认识
,

守未亡之土地
,

战而胜固万幸
,

不幸而败
,

亦尚有恢

复之地步
。

我国今日亦应以非常方法踢破对外顾忌之束缚
。

事方面
,

由政府领导政治
,

改

变国识
,

一切均实施非常方法以求速效
。

人方面
,

以钧座为中心
,

广组织全国爱国志士为救

国中坚
,

以图 自强
。

必恃我不可侮
,

始能冀人不侮
。 ’
哟 月 日他在致蒋函中表示

“

山决

以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拼
。 ”

他建议几点抗 日
’

御侮方策 一
、

统一 国论 由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召集全国报馆负责人
,

开领导国识讨论会
。

二
、

制止汉奸蔓延 组织锄奸团 惩

治已成之汉奸
,

制止蔓延 三
、

丁征兵员 乘时下抗 日爱国情绪高涨之时征召 四
、

非常时期

财政 应量 出为入
,

不能以量入 为出
。 ” , 与从前所论

“

以 弱抗强徒遭失败
”

观点不同
,

随着

寇深祸急
,

当救亡图存间不容发之际
,

阎锡山抗 日态度积极起来
。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 中

央与晋绥军政当局共同领导组织而取得胜利的
。

这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直接合作抗 日的开

始
。

对 日外交
。

阎锡山对与 日外交方针也参与过意见
。

年张群先后与日本驻华大

使有吉明
、

有田八郎
、

川越茂就中日关系进行会谈
,

张群与阎锡山之间时有电报往还
,

张通

报会谈情况
,

阎则提出一些看法
。

月 日
,

阎复张电中说
“

弟意为我方针
,

则整个交涉为

宜
。

否则 彼 得尺进步
,

交涉终无了期
,

使我政府冒受人责难
。 ’, 。 月 日

,

阎电张群
,

说

华北汉奸浪人造谣
,

政府已将华北默许 日本
,

进行煽惑 提醒他注意
。

月 日
,

阎致张电

中主张应以布置国防下定抗战决心作外交之后盾
。

他说
“

一面与彼谈经济问题
,

一面应

切实布置国防
,

使对方知我有最后之决心与相当之让步
。

否则得寸进尺
,

终无了期
。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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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武力为外交之后盾
,

弱国亦应以决心为外交之后盾
,

如此或亦可使对方知其所止也
。 ’, 。

月 日蒋介石将中国驻横滨领事报告广田
、

川越表示要调整中日关系
、

经济提携等情

转知阎氏
。

阎氏复电说
“

广田
、

川越谈话果能如此
,

自亦东亚和平之福
。

特未知其是否言

出至诚
。

吾国亦唯有如彼邦之随时严密戒备耳
。 ’, 。这表明阎锡山对 日保持警惕

,

不受日人

欺骗
。

共同反共
。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拥蒋统一
,

为蒋献计献策的内容中
,

策划
“

剿共
”
也

是一个重要方面
。

前述阎锡山有关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

肠 年 月

日
,

阎致蒋电中就陕北
“

剿共
”

提出建议
“

须取围剿之法
,

宁
、

甘
、

陕
、

晋同时进兵
,

效钧

座在赣成规
。

第一步在限制其扩大
,

第二步再逼迫其缩小
,

方克有济
’, 。 年 月

,

中

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年 月红军东征山西
。

早在前一年底
,

蒋介石即已电阎通报信

息
“
毛股乘冰冻渡河窜晋

。 ”
红军东渡黄河后

,

阎即指挥阻击
,

同时要求国民政府中央派六

师至晋
“
剿共

” 。

蒋派陈诚赴晋助剿
,

并分析战斗态势
,

指示 封锁黄河
,

打通同蒲路
,

各路分

进会剿
。 ⑩阎深以为然

。

三
、

抵制 日本分裂阴谋
,

反对
“

华北 自治
”

日本侵占东北后
,

为进一步侵华
,

竭力施展挑拨离间的伎俩
,

破坏中国内部团结统一

特别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

阎锡山洞烛其奸
。

年他在 日记中写道
“ 日

本以倒蒋张 学 良 遮欲倒蒋张者之眼
,

以倒国民党遮欲倒国民党者之眼
,

乘隙侵略中国
。

而中国人多上其当
,

此一般人之错也
。

当局者若不能使人彻底觉悟
,

诚恳团结
,

以期一致对

外
,

则当局之错也
。 ’
心 阎锡山所述

,

并非空穴来风
。

以 日本侵华势力为背景
,

北洋军阀残余

势力
、

北方军人确有联络阎倒蒋张者
。

据载
,

年 月段棋瑞曾派人找阎联络
,

对阎说
“

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
,

倒张后段可以收回东省
,

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
。

只侯公一诺
”

阎

锡山一眼识破这是 日本人在背后策动
。

阎答日 “

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
。

日强国也
,

不可测度
。

请段公勿受其欺
。 ”

月段又有专使来
,

云
“

愿推公主持北方军事以驱张
,

北方

军由段担任一切成命
。 ”阎答复说

心
至今思及 年的内战尚为痛心 余岂肯再为内战之

发动者 合肥 指段 —引者 老矣 当此国难之时
,

当局者自遗误
,

元老当以原谅心理
,

以

国民资格扶助
,

裨益国家当为不少
,

请转呈鄙意为盼
。 ”

月下旬由王议长 疑指王揖唐 寄

语云
“

外交内部均 已办妥
,

拟 以入宋哲元军中
,

效马厂誓师法
,

通 电抗 日驱张
,

只得公一

诺
,

即行发动
。 ”。阎终不为动

,

予以抵制
。

年春
,

韩复集亦派人劝阎共攻天津以驱张
,

拥阎再出
,

不让冯玉祥参加
。

阎答复说
“

外祸方殷
,

岂可再生内江 且山东已在 日人虎视

中
,

若此正所以与敌以隙
,

国事更不堪问矣
。 ”。他坚予拒绝

。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亦直接出面拉拢阎锡山搞分裂活动
。

年六七月
,

驻华武官高

桥垣
、

日本陆军省满蒙科科长等先后到山西
,

劝阎参加“
华北 自治

” 。

阎发表公开信揭穿其

阴谋
,

并致函孔祥熙
“

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地图
,

显示 白本最初只提利用黄河

以北作为 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
。

但现在扩大及于长江以北地区
。 ”。他呼吁中央政府提

高替觉
。

年 月 日本特务土肥原曾向阎提出要求经济合作
。

阎表示
,

中 日经济合作本

属应当
,

但须公平
,

各以所有易其所需
,

不得强为倾销
。

他揭穿 日本以经济合作为诱饵的诡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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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日本策动
“

华北 自治
”

运动
,

除拉拢阎外
,

还诱惑韩复集
,

韩动摇
,

更 以宋哲元

居平津要地 为煽惑重点
。

阎除本人坚决拒绝外
,

还对宋
、

韩等人进行劝说工作 在 日本

压力下
,

月 日行政院免去宋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

以秦德纯代理
,

宋颇不快
。

阎与徐永

昌相商
,

致电国民政府中央
,

建议对秦正式委任
,

对宋哲元有所慰勉
。 。 月 日

,

国民政

府明令宋为平津卫戍司令
、

秦任察省主席
。

月 日
,

宋哲元访问徐永昌
,

询问阎对
“

华北

分 治
”

的态度
,

徐告诉宋
,

阎绝不走离开 中央之途径
,

主张对 日本人要极力忍耐敷衍
。 。

年 月 日
,

国民政府决策
,

决不任由平津出现亲 日的 自治组织
。

徐永昌致电宋哲

元
,

切嘱其万不可对 日本之压迫轻允条件
。

阎锡山派黄肪初至南京
,

建议中央政府对宋抚

循
,

消除他与中央的隔阂
。

阎电宋 如与日人决裂
,

以后之官职地盘军铜
,

保证不使其吃亏
。

如被迫不能立足
,

保证请中央任宋为察绥绥靖主任
。 。阎锡山反对

“

华北 自治
” ,

在消除宋

哲元与中央政府之分离方面
,

做了不少工作
。

日本挑拨冀察当局与中央政府之关系
,

诱逼

宋搞华北
“

独立
” ,

以利其逐步肢解中国
。

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

蒋介石曾调兵北上援助
。

日人与汉奸对宋大肆挑拨说 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
。

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
。

宋中 日离间之计
,

对 日抱有幻想
,

不积极抵抗。 ,

卒致平津迅即陷敌
。

其间国民政府曾派熊

斌参谋次长北上做宋的工作
,

亦通过阎锡山对宋联络
。

阎派张荫梧到夭津
,

带去致宋信函
,

劝其接受中央军之 援助
,

协同抗战
,

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
。

并谓
“

如前岁赤匪入晋
,

中央

派军援晋
,

彼时持反对论者甚多
,

余力排众议
,

决定欢迎 中央军入晋
,

结果始能击退赤匪
。

而中央军在晋并无其作用
,

可谓例证
。 ’, 。 由于阎锡山对 日人策划的

“

华北 自治
”

坚决抵制
,

国民政府中央对华北才比较放心
。

据《蒋总统秘录 》记载
‘

旧 对各省主管威胁利诱
,

无所不

至
。

鲁韩尤为动摇
。

而百川深明大义也
。

阎拒绝华北 自治运动
,

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

之先着也
。

,’

日本在策动华北独立的同时
,

还策动内蒙独立
。

国民政府为对付 日本挑拨内蒙与中央

关系
,

稳定内蒙局势
,

早就酝酿组建内蒙 自治政府
。

年 月 日
,

内政部长黄绍兹于

太原 晤阎会商
,

蒙古 自治政府组织原则
,

晋绥察三省皆同意
。

在 日本策动内蒙独立 日益嚣

张时
,

年阎锡山曾与中央政府派来的王惫功三次会商
。

阎认为蒙古事件 日趋严重
,

建

议中央处置办法如万不得 已时
,

可在察绥各设一蒙政会
,

以免一丢全丢
。 。同年 月

,

日

本策动德王叛乱
。

阎电蒋
,

建议在内蒙实行分区 自治
,

由傅作义将内蒙王公请求电发至南

京
,

然后将分区 自治办法与王公请求电同时发表
。

蒋同意阎的建议
,

乃因中政会意见不

一
,

后未果
。

年 月 日
,

国民政府委任阎为绥远内蒙各盟旗地方 自治指导长官
。

总

之
,

阎氏为抵制 日本策动内蒙
“

独立
” ,

维护国家统一尽了努力
。

绥远抗战结束后
,

日本关东军代表羽 山曾诱惑傅作义成立
“

防共协定
” ,

年 月
,

阎让傅回答 日方
“

关东军若与绥方有所协定
,

及暂任察绥之斡旋
,

皆足以扬共希望
” , “

无

论何种形式
,

皆不利于防共
” 。

如德王再进犯
,

我积极抵抗
,

不能与其协商也
。 。阎氏对 日态

度明朗
,

坚决抵制 日本
“

自治
” 、 “

防共
”
的花样

。

四
、

劝止发动两广事变
,

调停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
,

中国地方势力派即屡有反对国民政府中央闹独立者
。

九一八事变后
,

更有以抗 日为号召
,

发动事变
,

矛头对准中央政府蒋介石的
。

阎锡山认为
,

不息内争不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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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侮
。

他竭力劝止事变发动者
,

在中央与地方势力派间调停斡旋
。

年 月 日陈济

棠
、

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
。

阎锡山自始即持劝止态度
。

日阎致电陈
、

李
、

白 崇禧
“

弟深

知政府决非不抗 日者
,

前此之多方设法
,

亦欲为国家民族谋安全耳
。

今既均不可恃
,

亦只有

自救之一途
。

弟意以极弱之国御强暴之邻
,

一败则不可复振
,

一亡则不可复兴
,

非全国上下

有精诚之团结
,

一致之牺牲
,

充分之准备
,

相当之与国
,

以抗战求生存
,

虽败亦不致为民族

留遗憾
,

历史留非议
。

况尚有不败之道存乎此
,

则政府当局不能不负之责任也
。

我辈身膺

重寄
,

与国家同休戚
,

自不能不以此重责政府
。

然若事前未能内外一致
,

则御侮之热忱反演

成招侮之事实
,

似非计之得者也
。

弟意对政府设施之不尽当者
,

我辈当力为言之
。

政府之

力有不逮者
,

我辈亦当尽力扶助之
。

计出万全
,

以求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
。

如诸兄另有苦

衷不便向中央直言者
,

弟不揣浅薄
,

亦当代为转达也
。 ’, ⑩此 电显然站在国 民政府中央一

边
,

说 明政府并非不抗 日
,

对政府措置有不当者可以进言
,

政府力量不足之处
,

可尽 力扶

助
,

更不便向中央直言者他可转达
。

他强调全国要精诚团结
,

若内外不统一
,

则
“

御侮之热

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实
” ,

非为得计
。

张群 日致阎电
,

解释中央政府
“

鉴于国难深重
,

对内决不忍轻言用兵
,

盖陷时局于

水深火热
,

已令湘南部队向后撤退
,

避免冲突
,

正多方设法消弹纠纷
。 ”

阎次 日复 电表示
“

粤桂以御侮出兵
,

其结果适足以招侮
。

若一意孤行到底
,

必至颠覆国家
。 ”“

中央既不忍轻

言用兵
,

而又多方设法消弹纠纷
,

至深佩仰
。

极盼伯南 陈济棠 诸兄皆能悬崖勒马
,

开诚相

谋也
。 ’

心同 日复何应钦电
,

亦作同样表示
。

事变经调停趋于平复
。

阎在致余汉谋佳电中表

示
“

尊意
‘

息争即所以御侮
,

统一乃可对外
’ ,

询属至当不易之名论
。

国难未 已
,

来翰方遒
,

风雨同舟
,

端资共济
。 ’, 。 月 日

,

程潜
、

何应钦
、

朱培德
、

唐生智
、

陈调元将劝李
、

白遵蒋委

员长命令离桂北上
, “

分别就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和浙江省主席职之电
,

抄致阎
、

赵 戴文
、

徐 永昌
,

阎等 日作复
“

容当遵嘱
,

一致去电敦促之
。 ’, 。后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

,

阎

电李祝贺
。

总之
,

当时北方重要势力的一支阎锡山对两广事变态度极关紧要
,

阎明确支持

中央
,

劝止平息事端
,

对事变和平解决无疑有所助益
。

年 月西安事变爆发后
,

张学 良
、

杨虎城竭 力想求得阎的支持
,

南京则倚重阎

斡旋调停
,

阎之态度举足轻重
。

月 日阎复张
、

杨电中连提四个问题质问
“

第一
,

兄等

将何以善其后 第二
,

兄等此举
,

增加抗战力量乎
,

减少抗战力量乎 第三
,

移内战为对外

战争乎
,

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 第四
,

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

今兄等是否

更 以救国之热心
,

成危国之 行为乎
”

电文说
“

不洽之争论 尚且不利于国家
,

今兄等行此

断 然之行 为
,

增加国人之忧虑
,

弟 为国家
、

为 兄等
,

动无限之悲痛
,

请 兄等亮察
,

善 自图

之
。 ’, 。显然

,

阎氏责备张
、

杨
“
以救国之热心

,

成危国之行为
”

要他们慎重考虑如何处置善

后
。

同 日
,

阎致南京孙科电
,

转述其致张杨电文
,

让南京对他放心
。

同时他表示
“

西安事变
,

关系国家存亡
,

介公安危至 巨
,

鄙见以为处理尤应适宜
。 ”

他是劝南京慎重行事
,

蒋的安全

要 紧
。

后南京托请阎斡旋调停
,

营救蒋介石
。

阎表示
“

竭尽绵薄
,

不顾一切营救蒋公脱

险
。 ”汤

一些论者根据有关回忆资料
,

说阎锡山事变前曾答应张学 良
“

你干天大的事
,

我也能

帮助你
。 ”

待事变发生后
,

阎却说
“

现在的事比夭也大了
,

我不能帮助
。 ’, ”似乎张学 良有被

阎出卖的感觉
。

这些说法尚有值得研究之处
。

从事变发生后阎致张杨的电中可以看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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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
,

阎曾劝过张
“

今 日国家危险极矣
,

不洽之争论
,

结果与国家不利
,

当徐图商洽
。 ’, 。

有与蒋不同的意见尚须
“

徐图商洽
” ,

何至怂恿张杨采取这种惊人举动
。

事变发生后张杨致

阎电表示
“

兹事甚急
,

事先不及与公商谋
,

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 良的歉意
。 ’, 。可见

,

事变

前阎锡山并不了然张杨会采取拘蒋这样激烈的行动
。

相反
,

倒是周 氏早已觉察张学 良亲中

共的态度
,

阎在事变发生两个月前通过徐永昌转达提醒过蒋氏
“
不引共以抗 日 ” ,

注意抚

慰东北军
,

使张
“

不因 日本而亲共
” ,

阎对张亲共是不以为然的
。

故而事变发生后
,

阎氏本着

维护蒋 氏和国家统一的心愿
,

持反对兵谏的态度
,

恐非事先怂恿张学 良采取过激行动
,

而

事后又似乎背弃承诺出卖张学 良
。

五
、

拥蒋一御侮的地方实力派

综上所述
,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改善
。

就团结统一
、

抗 日御侮
,

积极为国

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献计献策
,

抵制 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
,

反对
“
华北 自治

” ,

劝止调停反

蒋事变等方面来说
,

阎锡山是突出的拥蒋统一御侮的地方实力派
。

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与中央政府蒋介石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
、

摩擦和斗争 只是

有时激烈尖锐一些
,

有时缓和一些
,

这是肯定无疑的
。

但是
,

研究阎锡山与中央政府蒋介

石的关系
,

不仅要研究其互相矛盾斗争的一面
,

也要研究其统一合作的一面
,

才能免失偏

颇
。

在九一八事变后
,

日本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
、

国难深重的历史条件下
,

阎主张消饵内

忧以御外患
,

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

在总的政治方针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
。

这正是阎拥

蒋统一御侮的政治思想基础
。

有些地方实力派则相反
,

或因 日本的拉拢挑拨而拥兵拥地 自

重
,

或以抗 日为号召与中央政府对立
。

与其他地方实力派不同
,

阎锡山尽管过去反蒋
,

但九

一八事变后始终坚持拥蒋统一立场
,

主张消饵内忧
,

奋发 自强
,

以御外侮
。

他致力于 山西本

省建设
,

提出守土抗战
,

似亦不能仅从军阀本性分析其为增强扩充实力
,

日本打到阎的地

盘
,

他才被迫参与发动绥远抗战
。

恐怕不能否认阎抗 日御侮的民族意识
。

他一再抵制 日本

分裂阴谋
。

他讲述国难已巫
,

至于泣下
,

他反省自责过去发动内战感到痛心
。

故他对凡与

中央政府相脱离
、

相对立者 华北
、

西南
、

西北 均予反对
。

包括对于共产党
,

他曾力主剿共
,

但当民族危机加深
,

中共积极开展抗 日统一战线后
,

他也与张杨一起劝蒋停止内战
,

一致

抗 日
。

正是这种民族立场
、

民族意识
,

使他积极投入抗 日民族战争
。

与宋哲元在卢沟桥事

变后犹豫动摇
、

致失抗战良机
、

平津迅陷敌手不同
,

阎锡山却发动了有声有色的山西抗战
。

无论在华北
,

还是在全国
,

坐镇山西的阎锡山在时局变动中的立场态度至关重要
。

他

坚持拥蒋统一抗 日立场
,

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稳定是有重要影响的
。

单就 年一

年几次重大事变而论
,

假如阎锡山在
“

华北 自治
”

恶浪中推波助澜或卷入进去
,

两广

事变时在北方响应
,

西安事变时支持张杨
,

那么中国政局会是什么混乱局面 身居中枢的

蒋介石是看得清楚的
。

阎拒绝
“

华北 自治
” ,

蒋赞扬他深明大义
,

是华北转危为安之先着
。

两

广事变
、

西安事变中
,

阎均为南京所依赖进行调停斡旋的重要人物
。

蒋对阎器重倚仗有加
,

遇有重大决策向他征询
。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

蒋询阎
“

此事应如何应付
”

阎复电
“

山意对

方利用形势
,

野心暴发
。

我方必须有抗战之决心
,

或可有和平的希望
。 ”

蒋批示
“

尊见先获

我心
。

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 ”

李云汉认为
,

蒋同阎意见一致
,

于抗战决

策实具重大影响
。

, 此言恐并不夸张
。

总之
,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拥蒋统一御侮对稳定华

一 一



北和全国政局
,

准备和发动抗战
,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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