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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右起:

杨虎城、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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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事变;爆发后，四五:各界群众集会游行 ， ~JIJ 护张学民、十元虎城的

抗日救国主张.

端纳受宋美龄非委托.到Eli :必会见张学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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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 ， 杨 l芜城致函陕 1-1两省各县县长， 因为两件原稿 。
其中引述了蒋介石在四安作出的六项计i 言

"(一 )明令中央入关各部队自二十五日起调 出泌关。
(二 ) 停止内战 ， 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 ， 集 中各方人材，容纳抗日主张 。
(四)改变外交政策 ， 实行联合一 切l同情中国民族 Wî， ì/;: l'归国 家。
( 五 ) 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 ，中下 令办杠。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百川令句出城负Jt全jLf白 10 水 日

起如l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 (委 !更 自称) 个人久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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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新扩

大、国难 E 益深重、全昌人民拭 5 救亡运动空前高

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

错误政策，强迫张学良、杨虎城商将军率东北军、

十七路军大举进攻陕北红军。张、杨商将军激于

爱 E义愤，于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举仔兵，谏，扣留

了蒋介石，并通电全盟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

止内战，一-致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经过张、杨离将军和中国共产党代表

周恩来与南京政府方面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

介石被迫接受了团结抗日的要求，事变得以和平

解决，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嚣共合

作，为举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茜安事变是我雷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

我自现代史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一九六

一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根据属恩

来总理的指示，著手组织西安事变史料的征集编

辑工作。中国人反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随即

1 



由盟内曾经参与这一事变的各方面当事人以及耳

南自堵当时情况的人士在集回忆文章。十年动乱

期坷，工作中断，一九七九年以后逐渐技复，建立

了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将先后征集蚕的回忆录三

百余篇整理汇编成册，闰时查阔了有关挡案资料，

访问了一部分当事人，并适当参考了台湾方茜公

布的资料以及海内外学者的著述，着手编写西安

事变史稿。这次编写简史时，在已有工结基础上，

对上述各方E 的史料进行了去程取精、去伪存真

的核实研究工作，力求把这本书写成信史。我们

遵锤的原则是根提可信的史释来叙述和分析西安

事变，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由于西安事变及其

和平解决过程中的文件档案迄今尚未全部公布，

国吴党当局多年来又掩盖历史真裙，颠倒政洽是

非，以致海内外某些西安事变著述，不仅观点不

同，所据史料也有不同程度的说误。我们希望这

本简史能有助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入探讨，有

主由于消除某些意晃分歧。

这本费史只是提纲草领，由9 芙枝叶，以有攘的

篇幅，概述事变的经过及其前国后果。编写内容

详尽的西安事变史，还有待于现代史研究工作者

2 



的共商努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虽经反复讨论修改，仍难

免有不当之处，恳切希望各方面读者予以指正。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十月

3 



第一章

"九一八"后的时局

一、国难当头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西安事变的前夕，五

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国国土不断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吞。

觉醒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起而救亡图存。在这段时间里，抗

日救亡运动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声势浩大的群众

抗日运动，一种是威武壮烈的地区性抗日战争。两者相辅

相成，成为全民抗战的前奏。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间，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

帝国主义关东军，突然炮击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我东

北重镇沈阳。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二百

六十架飞机，一夜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4 紧接

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

个城市。同年十一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一月份?

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四个多月，东

北三省全部沦陷，三于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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