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国 档 案 1992年 第 1 期

略论
“

一
·

二八
”

抗战期间

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

张 衡

淞沪抗战是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爱国壮举
。

在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中
,

始终存在着是抵抗
、

还是妥协这样两种方针的斗争
。

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
,

国民党

内的分化加剧了
,

要求抵抗的呼声日益高涨
。

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妥协的
,

有代表美英利益的蒋

介石
,

与代表亲日派的汪精卫 ; 主张坚决抵抗的
,

不仅有国民党左派冯玉祥
、

李烈钧等
。

而

且还有要求民主宪政的中间派
。

如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
。

按照这场争论的发展
,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
“

九
·

一八
”

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
,

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运

动
,

而且也加剧了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及派系斗争
。 1 9 3 1年12 月 15 日

,

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

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长的职务
,

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任行政院长
。

1 2月 22 日至 2 9日
,

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
,

选举蒋介石
、

胡汉民
、

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常 务 委 员
,

从

形式上结束了南京
、

广州两个政府分治
,

蒋
、

汪
、

胡三个中央对立的尴尬局面
。

正如宋庆龄

指出
: “

两方迫于国难民意
,

不得不暂停同室之戈
,

进行所谓和平统一
。

奔走会议
,

时逾三

月
,

争论之焦点乃为中委之分配与高位之人选
,

于全国最大多数之农工民众之疾苦利益
,

竟

无一语之讨论
,

不知独裁之造成
,

党之堕落
。

确立国民经济之基础
,

舍此而言和平统一
,

纵

使进行顺利
,

各如所愿
,

其结果亦不过和平分赃
,

统一作恶而已
” ① 。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以后
,

蒋介石引退浙江奉化老家
, “ 日以读书写字为生活

,

报纸久不

寓目
,
亦鲜谈及时事

” ② ; 汪精卫称病住进上海医院
,

请求辞去中央党部常委和中央 政 治会

议常委之职
,

将一大堆内政外交难题推给孙科内阁处理
。

孙科曾抱怨道
: “

几年 来 债 台 高

筑
,
罗掘已穷

,

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点五万万元
,

但除还债项外
,

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元
,

欲再发公债
,

则抵押既已净尽… … 以是影响到外交军事种种何题
, ③ 。

其中对日外交成为最

敏感
、

最棘手的间题
。

1 9 3 2年 l 月上旬
,

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拟定了一份外交计划
,

其主 旨

为 a消灭战祸
,

保护主权
,

并于最短期间务达收复失地之 目的
。 ” “ 关于收复失 地 方 策

:

一
、

用外交方式将暴日最近侵华情形诉诸各国代表
,

用最有力行动以压制之
多
二

、

用消极的

武力抵抗 , 三
、

唤起民众为外交后盾
” ④ 。 1月 9 日

,

孙科等人到上海慰问称病不出的任精

卫
,

企图寻求对其外交计划的支持
,

结果吃了闭门羹
。

在中央政治会议无法召开的情况下
,

孙科争取冯玉祥等人的支持
,

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下组织
“
特务委员会

” ,

以应付困难及处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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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政务
。

除注
、

蒋
、

胡为当然委员外
,

孙科
、

陈铭枢
、

何应钦
、

于右任
、

陈 友 仁
、

冯 玉

祥
、

李济深
、

李宗仁
、

朱培德等九人为委员
。

这样两广势力在特务委员会中占了上风
。

1 月

扭日
,

陈友仁在特务委员会上又提出了对日绝交的计划
,

并解释说
: “ 对日绝交并非对日开

故
,

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 自
。

这一方案虽然未获即时通过
,

但是 特 务 委 员

会
“
大多数萎员一般均认为不能再循柔弱

,

应取断然手段
,

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惜
” ⑧ 。

孙科内阁的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
。

1 月 1 1日
,

蒋介石在

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 《 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 的演讲
,

他说
: “ 以中国国

防力量薄弱之故
,

暴 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
,

若再子绝交宣战之口

实
,

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嗜充实
,

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
,

在兰 日内悉为敌人所

赚嗬
,

全国政治
、

军事
、

交通
、

金融之脉胳悉断
,

虽欲不屈服而不 可 得? 总 理 孙 先 生 所

谓
: `

中国若与日本绝交
,

日本十夭以内便可 以亡中国
’ 。

此乃事实如此
,

并非我总理故为危

辞耸听也
” ⑦

。

1月 13 日
,

蒋介石乘专机从奉化到达杭州
,

他在发表此行的目的时说
: “ 余

若不出
,

人将谓余不负责 ; 余若出间国事
,

则必谓独裁复活
。

进退均无所逃于责备
,

故余只

得以个人国民之地位
,

尽我对党对国之患心而已” ⑧
。 “

当此内优外患
,

余力所能及
,

必当

贯彻赞助当局之初衷
,

惟熟审政洽之环境
,

以及最近之事实
,

实鲜余负责之余地
,

故不得不

仍以在野地位
,

尽个人职责” ⑨
。

在张继
、

何应钦等人的斡旋游说下
,

1 月 17 日
,

汪精卫到杭州和蒋介石会晤
,

为了反对

孙科内阁的对 日抵抗政策
,

双方握手言和
。

声称
“ 正虽束身引退

,

在谤毁丛集之中
,
铭虽大

病未痊
,

亦深愿鸡随吾兄 一同入京协助哲生等同志
,

以共支危局
” L

。

同时蒋介石召集汪精

卫
、

孙彩
、

何应钦
、

昊铁城等举行了会谈
,

其目的是蒋
、

汪向孙科施加压力
,

迫使他改变对

日政策
。

蒋介石在发言中露骨地说
: “

余不入京
,

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
,

绝 无 通盘 计

划
,

妄逞一时血气
,

孤注一掷
.

国必灭亡
。

故余不顾一切入京
,

以助林森主席挽救危机
,

本

我良心
.

尽可尽夭职而 已
” @

。

这一番谈话是蒋急于复出的要害所在
。

蒋
、

汪出山仍然是重弹
“
先行安内

,

方可攘外 ,, 的老调
。

在蒋
、

汪等人主持的中央委员

谈话会上
,

对陈友仁的对日绝交计划
,

称之为 “ 高调 ”
、 “

徒博民众之彩声
,

而于国难毫无

禅益
,

且定以使时局不能善后 ” L ,

要求立即免去陈友仁外交部长的职务
。

1 月 27 日
,

国民

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兰O 一次会议作出决议
,

取消特务委员会
,

成立外交委员会
,

指定蒋作

宾为主席兼常委
,

顾孟余
、

顾维钧
、

王正廷
、

罗文千为常委
。

这样
,

力主对日强硬方针的两

广派被排挤出外交委员会
。

1 月 28 日
,

汪精卫上台组阁
,

孙科改任立法院长
,

陈友仁被迫辞

职
,

由罗文干接任外交部长
。

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的孙科内阁终子在汪精卫
、

蒋介石的夹攻下

例合
.

其所拟定的对日绝交计划尚未 出台即遭受夭折
。

“

一 二八” 事变爆发前夕
,

蒋介石
、

汪精卫出于形势所迫
,

玩弄两面派手法
,

曾在公
,

开场合下说些漂亮话
。

例如
,

1 月 25 日
,

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答复各报记者提 问时 说
,

“对日问题
·

一无论如何困难
,

决以不丧国土
,

不辱主权为原则
。

” “ 如日方竟实施强暴行

动
,

我国当局应抱聂大决心
,

与之周旋
。

总之
,

衅自彼开
,

隐忍当有止境
” ⑧

。

同时
,

他们

却顽固推行妥协退让的方针
,

竭力阻挠破坏上海军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

1 月 27 日
,

上海市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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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秉承蒋
、

江 旨意
,

以 “ 组织既未遵法定程序
,

举动又时逾常轨
” 为由

,

取消了上海各

界抗日会
。

同日
,

蒋介石
、

汪精卫以国民党中政会常委的名义
,

会同参谋总长朱培德
、

军政

部长何应钦签 发了一道电令给宪兵司令谷正伦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
: “

兹为力图避免彼我

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
,

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
,

接替防务
。

归淞沪警备司令

戴戟指挥
,

以资缓冲
,

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 @

。

谁知电令下达的第二天
,

宪兵第六团刚

到达上海还未及换防
,

日本侵略军 已迫不及待地挑起战事
。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

“

一 二八 ”
事变爆发后

,

汪精卫
、

蒋介石慌忙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
。

汪精卫等人在 1

月 3。日发表的 《 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 中表白道 : “
政府为避免战祸计

,

已不恤一再

迁就 日本之要求
,

始则对于民众抗 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
,

均予禁止
,

继再晓谕各种民众

团体
,

自动取消抗 日名义
,

以杜绝强邻之藉口 ” ⑥
。

1 月 31 日
,

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发表讲

演
,

对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进行辩解
: “
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 日本暴力之下

,

为城下

之盟
,

则或者不会离南京 , 如果预备以最大牺牲
,

为长期之抵抗
,

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

原腹地
。

因为如此
,

始能团结各种力量
, 以策应全国

。 ”
但这只是一种借口罢了

。

三

第十九路军坚决抵抗的正义之举
,

沉重地打击了 日本侵略军
,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 民的

抗 日意志
,

在 国民党内也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支持
。

国民党各地军政要人纷纷发表通电
,

积

极响应第十九路军的抗 日行动
,

要求当局调集各路援军协助第十九路军抗日自卫
。

其声势之

大
,

人数之多
,

远远超过
“
九

·

一八” 事变时的规模
。

在各地的声援通电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
。 “

一 二八” 事

变爆发后
,

孙科
、

李宗仁等 n 名留沪中委即联名致电汪
、

蒋
: “ 日人横暴至此

,

军 民愤激
,

誓死抵抗
,

昨夜至今午
,

战事剧烈
。

我军士气百倍
,

迭获胜利
。

政府此时
,

当抱宁为玉碎毋

为瓦全之决心
,

以报国家
,

以谢民众
。

同人在沪见闻至切
,

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擞各军
,

抽

调劲旅来沪应援
,

并极力设法接济十九路军军实响精” L 。

孙科等人还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

电
,

揭露 “ 政府 向持消极无抵抗政策
,

竟犹低首下心
,

完全承认其要求
,

以为如此柔顺
,

即

可免祸
。

岂知 日人野心
,

得寸进尺
,

久成惯技
,

我愈示弱
,

彼愈强横
,

我愈 退 缩
,

彼 愈 进

迫
,

无抵抗之结果
,

必召亡国之痛
” 。

。

号召
“
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

,

惟赖吾 国 全 体 国

民
,

抱宁为玉碎
,

不为瓦全之决心
,

与敌周旋
,

庶能为国家争人格
,

为民 族 谋 生 存
,

否则

坐而待亡
,

国家民族必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
。

同人等心所谓危
,

又难缄默
,

除 电请政府及京

沪附近军队火速应援外
,

并恳我全国民众军士
,

一致猛醒
,

准备抵抗
,

同赴国难
,

是 所 企

祈 ” L
。

1 月 3 0日
,

国民党中常委胡汉民致电十九路军将士
: “ 沪案屈服

,

四百万 民 众遵 受摧

残
,

闻之雪涕
。

今战事发生
、

群情益愤
。

兄等持正不屈
,

力抗暴 日
,

为民干城
,

感慰无极
。

鱼盼益励士气
,

歼彼凶残
。

军人报国
,

此盖其时
,

传檄夭下
,

天下当争起以应” L
。

1 月 3 1日
,

国民党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
、

邓泽如
、

肖佛成
、

陈济棠
、

伍朝枢
、

邹鲁
、

白

祟禧等26 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
: “

贵部痛暴 日之无理压迫
,

奋力抗敌
,

为民族争生存
,

为国

家争人格
,

迭听捷音
,

至深钦佩
。

务望激励将士
,

坚持到底
,

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
,

为公等后

盾
,

并请转达各袍泽
,

共鉴微忱
” L 。

同日汇款40 万元接济十九路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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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国民党第三路军韩复集部
、

第四路军何健部
、

第九路军鲁涤平部
、

第二十六路军

孙连仲部
、

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
、

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
、

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以及各省市国

民党党部等均发表通电
,

坚决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
,

积极请命上前线抗日
。

甚至在
“
剿

共
”
前线的国民党将领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

。

鄂豫陕边区清乡区督办徐源泉于 2 月 1 日通 电

说
: “ 源泉分属军人

,

身早许国
,

雪耻复仇
,

尤为夙愿
。

刻为国族挽危亡
,

为华胃争人格
,

已淬砺所部
、

听夕申警
,

枕戈待命
,

誓死为国 ” ⑧
。

在南昌的30 多名 “ 剿赤
”
将领由朱绍 良

领衔致电蒋介石
: “

秉宁为玉碎之 旨
,

凛匹夫有责之怀
,

一致御侮
,

百死不辞
” 国

。

空军将

领也通电全国
: “

东北事变
,

数月于兹
,

三省之失地未收
,

淞沪之惨暴继演
,

公理沦晋
,

举

世愤慨
。

我空军系 国民属望之殷
,

将士报敌汽同仇之切
,

为国死难
,

夙具决心
,

磨砺枕戈
。

匪伊朝夕
。

只 以政府负重
,

冀望和平
,

以致忍辱迁延
,

求死不得
。

兹者领空领 土
,

横 被 摧

残
,

寇焰益张
,

国亡无日
。

秉衡等防空有责
,

誓抗强梁
,

妥用集结
,

以图自卫
,
海枯石烂

,

此志不渝
,

凡我 国人
,

幸垂鉴察
” @

。

四

在举国一致的抵抗声中
,

抗战图存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

蒋介石当然不敢再公开

地反对抵抗了
。

1 月 30 日
,

蒋介石发表了 《 告全国将士电 》 : “
东北事变

,

肇始迄今
。

中央

为避免战祸
,

保全国脉起见
,

故不惜忍辱负重
,

保持和平
,

期以公理与正义
,

促楼 寇 之 觉

悟
。

不意我愈忍让
,

彼愈蛮横
,

沪案发生
,

对渠要求
,

且已茹痛接受
,

而楼寇仍悍然相逼
,

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
,

轰炸民房
,

掷弹街衙
,

同胞惨遭蹂晌
,

国亡即在目前
,

凡有血气
,

宁能再忍
。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 为忠勇之自卫
,

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
,

患迫之燃

眉之时
,

皆应为 国家争人格
,

为 民族求生存
,

为革命尽责任
,

抱宁为玉碎
,

毋为 瓦 全 之 决

心
,

以与此破坏和平
,

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
,

今身虽在野
,

犹愿

与诸将士誓同生死
。

尽我天职
。

特本血诚
,

先行电告
。

务各淬励奋发
,

敌汽 同仇
,

勿作虚浮

之豪气
,

保持牺牲之精神
,

枕戈待命
,

以救危亡
,

党国幸甚 ! ” @

从表面上看
,

蒋介石似乎 已一改妥协退让的方针
,

决心誓死抵抗了
。

但蒋真正用意是要

三军将士
“
勿作虚浮之豪气

” 、 “
枕戈待命

” ,

以便伺机与日妥协
。

“

一 二八
”
抗战刚开始不久

,

何应钦即以
“
我国 目前一切均无准备

,

战事延长扩大
,

均非所利
, ⑤为借 口

,

下令十九路军
“ 不得任意射击

,

在前线部队
,

尤须遵守
” ④ , “

其他

民众爱国之行动
,

亦须周密注意
,

以防共 匪从中利用机会
,

而图捣乱
” @

。

何应钦致电蔡廷

错
,

规定十九路军航空队
“
除对 日机抵抗外

,

即对 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
” L

。

在蒋
、

汪 旨意

下
,

何应钦密电上海市长吴铁城
, “

设法转圆停战 ” ⑧
。

何应钦在 2 月 8 日致吴铁城并转宋

子文
、

张静江
、

张群
、

孔祥熙等人的电报中说
: “ 我国对外一切军事

,

平时毫无准备
,

… …

是以此次淞沪事件
,

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
,

盖期早得收束
,

为国家多留一分原气也
。

昨英

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
,

闻诸同志中多主张须依据各国通喋第五条
,

连 同东省 问 题 整 个 解

决
,

以致毫无结果
,

失此斡旋良机
,

深为可惜
。

目前沪事交涉
,

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

际或列强之帮助
,

势必纤缓迁延
,

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
,

不但丧师
,

抑且失地
, … …请

兄等商在沪诸中委
,

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
。

至于整个问题
,

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
,

庶不至

薄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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髯
、

注
、

何一面向上海党政要员及十九路晕施加压力外
,

一面派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主俊

为代裹
.

前往上海写 日方密谈
。 , 月 8 日

,

王俊在给何应饮的电报中说
, a 昊淞为双方之辞略

上必争乏地
,

侧北为双方攻唯土所必夺之区
,

日方以援兵陆续可到
,

必夺得昊淞
、

闸北后交

诊方占有优势之地牛
。

我方处不攻不退之际
,

徒延时 日
,

锐气一消
,

补救益难
。

日下全国积

极作战既不可能
,

宜建乘此小战小利之机
,

图收亡羊补牢之效
。

万一昊淞
、

闸北俱失
,

始仓
、

捉而求人
,

则损失巨矣
。

此事关票荃大
,

… …俊拟设法单独进籽
,

以期无空此行也” ⑨
。

10 日
,

王俊在给何应钦的电纽中森
: “
本日会田代少将畅被兰小时

,

田代对双方撤很及粉国沂警察维

持中间地 区治姿之间矛
,

无甚反对意
,

但恐实行困难
,

盖虑珍何农队暗中找害之活
。

又
,

日

在沪陆海军互闹意见
,

结果胜利必归陆军
,

我应以陆军为对手
,

进行自多容易” ⑨
。 ’

何应钦

即与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
、 `

外交部长罗文千共同拟户了以下办法
: “ 双方自动撒揖

,

即 : 日

军撤荃租界内
,

我军撤至相当地区
。

两军撇很之中间设一和平区
,

由双方共 同请中立国酌派

小部队暂时驻扎
,

所有和平区域内之行对
、

警察
、

仍由中国照常办理
。

盖 日方以双方撤乒不

能瓣免中围便衣队扰害为虑
,

则最好有第兰国居间
,

可以免此顾虑
,

日案双方自动请第兰国

居间
,

片妥第兰 国千扰不同
,

故无失体面 , L
。

何应钦一面将上迷所守办法 电告昊铁珊
、

蔡

廷楷
、

王俊等
_

人
、

,

要他们遵照所定办法
, “ 迅与日方切实商洽

” ,

一面将部署情况电告蒋介

右
, “

并乞栽示 ” 。

蒋
、

汪
、

何之流的娶协活动秘露之后
,

立即遭到各界人十的强烈反对
。

其中
,

国民党在

沪中央委员于 2 月 13 日发表 <请政府 当局速定大计 ) 的通电
: “ 比闻里事外交当局

,

有主张

沪事局部化
,

先行解决之意
,

英便复有我国自动撤兵之劝
,

而当局认为可商
。

同人在沪
,

迭加

研讨
,

心所谓危
,

敢陈所见
。

溯自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 良
,

误于不抵抗之谬论
,

憧 日寇唾

手遂得兰省
,

而军事当局亦慑于 日兵声威
,

辄谓纵倾全国之兵
,

不足抗日
,

我与日战
,

兰 日

可以亡国
,

同人以为此种心理
,

不特与总理遗教主义
,

完全违悖
,

充其弊
,

实足以亡党亡国

而有余
,

非彻底扫除
,

决不足以冲破今日之危 局也万 画
。

“
今国民愤 日与救国之热情

,

已达极点
,

对主张不抵杭奢
,

嫉之尤甚
。

观子此次沪民之

被难而无怨
,

写其输将助战之勇
,

即沪上素称持重之报纸
,

亦咸为激昂之论
,

即可观真正民

意
。

苟当局犹牢执其要协屈服之主张
,

或竟实行撤兵
,

使日军占沪
,

长驱而攫取 苏 杭 与 首

都
,

将何以维民众之信仰
,

遏军士之患愤 ? 同人等亦不愿与今 日当局同负此责也
” 函

。

“ 请吵府当局迅速定计者
:

( 一 ) 决定彻底抵抗政策
,

毋再游移
,

即宣示闰人
,

全力御

侮
,

( 二 ) 萃海陆空军力母
,

固守上海
,

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 , ( 兰 ) 即令北方各军乘机

向关外反攻
,

收复失地
, ( 四 ) 外交方面

,

提出非日兵令部撤退不即交涉
,

上海间题
,

当于

东三省问题
,

同时解决 , ⑧
。

留沪中委的通 电
,

不仅公开批评了 “ 兰 日可以亡国” 的谬论
,

尖锐地指出要协屈服必将

丧失士气民心的危险
,

而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条大政方针
,

强烈要求政府
“
毋在游移 ”

、

“
全力御侮

” 。

这无疑是对蒋
、

汪之流妥协活动的愤怒抗议
。

党国元老昊稚晖也写 信 指责 何

应钦
: “

适可而止
,

人同此心
。

… …但日人之暴横
,

说不到我等良心
,

能忍与否 ? 似乎竟使

我等虽欲忍妥而不可得
。

上海突焚三友社开衅
,

封闭民国报
,

解散抗 日会
,

要求四条件
,

唯

命是听
。

下午 已满意
,

晚间即开炮
。

其为词则欲远撤华里
。

假令当日十九路军不抵杭
,

立即

远撤
,

必实际占领闸北
,

为进一步之要求
。

其增兵而不肯退兵
,

必与东兰省之作为无 以异…

… 故弟于开电告蒋
、

汪两先生
,

已力破我等欲保留原气及实力之迷梦… …弟非荒谬者
,

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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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此
,

我等若欲苟安
,

而人不许我
。 大难己到

,

愿贡其狂愚
,

望先生切商于 蒋
、

汪 诸 先

生
,

似不能再以习常蹈故之心理对付也
”

党国诸公
,

仍散居各处
,

迄未共筹对策
,

⑨
。

何应钦为 自己辩解
,

并推卸责任
: “ 旬余以来

,

分任艰难
,

竟将种种重责
,

往
,

宁免陨越 ? 钦纵不逞
,

自惜其为国家前途何? 言之不禁泣下
” @

粹集钦之一身
,

长此 以
。

为了欺骗舆论
,

汪精

卫说
: “ 军事上要抵抗

,

外交上要交涉
,

不失领土
, 不丧主权

,

在最低限度之下
, 我们不退

让; 最低限度之上
,

我们不唱高调
” L

。 “
我们本着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在野不唱高调
,

在朝不说软话
,

以沉着的精神
,

与日本作长期的奋斗
,, ④ ! 在此种局面下

,

蒋介石很清楚
,

此刻

如不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战
,

必将严重地影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军事领导权
。

因此
,

他同意

京杭两地驻军的请战要求
,

但拖延批准发兵的时间
。

对于各方请援
,

无名义
,

可以檄调军队
,

亦无权责
,

可以指挥军事
”
为藉口而搁置

。

均以
“

运输困难
” , “ 既

2 月 2 5日
,

蒋介石电告

十九路军 “ 第二次央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
,

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
。

望于此数 日内

2月 2 7日
,

刚刚赶到上海的国民党第四十
,

两个团被蒋介石西调守镇江
,

一个团西

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
,

不敢调其部赴沪参战
。

因此
,

说穿了
,

蒋介石为了搞政沿投机
,

以此搪塞国内党内的不满和洁

难
,

同时为自己复出造舆论
,

迫不得已派第五军参战
,

而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
,

屡次

挫败口军的猛烈攻势
,

这的确使蒋介石捞到不少政治资本
。

3 月 2 日
,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终

因 “ 后援不继
”
而后撤

。
4 天以后

,

蒋介石却在国民党的四届二中全会期间重新当选为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
。

3 月 16 日
,

国民政府恃任蒋介石兼参摸本部参漠点关
。

五

淞沪抗战虽然失败
,

国民党内的战与和之争并未就此完结
。

在不久后召开的 国 难 会 议

上
,

抵抗和妥协的分歧斗争再次激烈展开
。

1 9 3 2年 4 月
,

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
。

会议通过了
“
如期结束训政

” 、 “
设立中央民意机

关” 、 “ 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
、

决算国债之决议权
”
等议案

。

此外
,

国难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共同御侮原则 》 ,

这对于中国政府 与日本政府之间停战谈判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

国难

会议还通过了 《 国难会议宣言 》
,

御侮是假
,

剿共是真
。

在宣言发布之后
,

国难会议接连通

过一系列有关
“
绥靖

” 的议案
。

例如 <为利绥靖进行
,

请厉行自治并改造 自治办法
,

以饵灾

难而固国本案 》
、

《 剿共恢复县市
,

应即实行平均地权制度
,

以期早 日肃清共祸案 》
、

哎改

良军政以利剿匪御侮案 》
、

《 实行军民分治
、

发扬司法精神
,

以立绥靖基本案 》
、

《 采用思

想导善方策
,

根本救正人心
,

积极消灭共匪案 》
、

《 弥共计划急应改善
,

改剿为抚
,

藉可以

护 德服人而节省兵力案 》
,

咬请政府责成全国各县限期编练保卫团
,

实行保甲法
,

以消匪患而

助国防案 》 等等
,

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

19 3 2年 3月 5 日
,

国民政府代表与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定了丧权辱 国的 《 中 日停 战 协

定》
。

不久
,

蒋介石在庐山剿共会议上宣布了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
。

这才是蒋介石当时

真正的
“ 国策” 。

( 责任编辑 王晓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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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档 案 介 绍

本刊 1 991 年第四期封面档案为孙中山复蔡元培函
,

内容为 : `
孑民先生大鉴 : 来示敬悉

。

关于内阁之

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
,

弟意亦如是
。

惟才能是称
,

不间其党与省也
。

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
,

来

教所论甚明
。

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
,

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
,

前登报之手迹
,

可见一斑
。

倘合一妒而

冶之
,

恐不足以服人心
,

且招天下之反对
。

至于太炎君等
,

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
,

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

比例
。

尊隆之道
,

在所必讲
,

弟无世俗睦叽之见也
。

专此即颂

道安并复
·

孙文谨覆 十二日

此件时间为 19 12年 1月12 日
,

信中
“

康氏
”

指康有为
。

从信中可了解孙中山关于临时政府人选的原则
。

.

封面照片人物后排左起
:
胡汉民

、

张继
、

邹鲁
、

陈铭枢
、

陈友仁
、

孙科 ; 前排左起 :伍朝枢
、

汪兆铭
、

蔡元培
、

张人杰
。

.

孚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