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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 25 日，陕西西安西关机场，一架双

引擎客机在隆冬的寒风中升空。直到舷窗下尽是

八百里秦川时，机舱中的乘客——那位深谙政治权

术的蒋委员长，可能依然有些惊恐和疑惑。

9 年前，他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

屠刀，鲜血染红了黄浦江；2 年前，他亲自指挥“围

剿”大军将红军逼上了长征路；甚至就在 20 多天前，

他来到西安也是为了作“剿灭”共产党中央的军事

部署……而今，在他陷入绝境时，共产党人竟然大

度地帮他脱困了。

就在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在西安以北约

300公里的小城保安，即将迎来 43岁生日的毛泽东仍

在一孔简陋窑洞中奋力工作。也是在这个月初，他

正式肩负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责。

或许有那么个时刻，毛泽东走出了窑洞，朝天

空极目一瞥。他目光穿过了党派恩怨的云雾，落到

了关乎民族命运的寰宇之外。

这一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

式结束。面对中华民族即将迎来的惊涛骇浪，历史

朝着正确的方向调了头。

一

西安，古称长安。巍峨的城墙、斑驳的城砖承

载着这座城市千年的兴衰沉浮。

矗立在西安城头，我似乎依然能听到 1936 年朔

风呼啸而过的声音。那一年，刺骨的寒意正笼罩在

这个民族的头顶。

当年初，日本东京发生“二二六兵变”，以东条

英机所代表的统制派彻底取得日本国内权力斗争

的胜利，军国主义的缰绳被彻底撒开。年中，墨索

里尼正式宣布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号称国际秩

序维护者的“国联”几乎默不作声，极大鼓动了日本

觊觎华夏的野心。年底，日军“中国驻屯军”在北平

附近举行杀气腾腾的秋季大演习……

刺刀，已然抵到咽喉之处，可中国却深陷内战

“漩涡”中。

这一年，长征的红军已抵达西北。蒋介石马不

停蹄地部署西北“围剿”事宜。西安，这座距离中共

中央落脚地最近的大城市，成了国民党军“西北剿

总”的驻地。这一次，被驱赶到内战最前线的是两支

“杂牌”部队：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蒋 介 石 继 续 内 战 的 理 由 是——“ 攘 外 必 先 安

内”。这个口号，他已喊了多年。

从东北到华北，年复一年的“攘外必先安内”，

换来的却是国家力量越来越弱，丢失的国土越来越

多，侵略者的野心越来越大。

这一年，一本名叫《中外月刊》的杂志在第一期

里向国人这样叩问：我们已踏进了 1936 年，我们应

该有什么准备与决心？

二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在作答

了。

这一年，一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来到

中国西北这块红星照耀的地方。

他看到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根据地

周边，红军的剧社冒着危险给老百姓和白军士兵演

出，揭露日寇的阴谋与残暴；在一个名叫吴起镇的地

方，设在窑洞中的红军兵工厂克服困难、想尽办法生

产各类物资；在红军大学，学员们讨论未来如何与日

军作战，畅想着开进河北甚至东北驱逐日寇的情景。

当然最重要的是，斯诺还采访到了毛泽东。

这位走过长征道路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已经在

认真筹划和思考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他乐观地

告诉斯诺，只要满足了这 3 个条件，中国人民将在未

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一，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

完成；第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日本

国内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 3 个

条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那次谈话持续到了凌晨 2 点。尽管此时斯诺可

能还无法理解毛泽东的胜利预言，但他注意到了被

反复提及的“统一战线”4 个字——这项被毛泽东笃

定为对将来抗战至关重要的工作，从红军一到陕

北，就被认真而深入地进行着。

半年多前，红军与前来“围剿”的东北军交过

手，俘虏过一些东北军官兵。当红军按照惯例发两

块大洋，释放这批俘虏回家时，这些东北籍俘虏竟

伤心地不能自已——因为他们的家乡早已沦陷于

日寇之手。

一位叫高福源的东北军团长在被俘后，深感团

结抗日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他主动请缨回

去做东北军高层的工作。在他的联络下，张学良从

西安飞到延安，与周恩来“坐谈竟夜”。中国共产党

的公心与诚意打动了这位曾因“不抵抗”而饱受国

人唾骂的东北军“少帅”。

那一晚，红军和东北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相

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并建

立了电台联系。不久后，另一个好消息也从西安传

来：一向支持和同情革命的十七路军杨虎城，亦接下

了红军伸来的橄榄枝。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达成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若想更进一步推动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依然

绕不过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所有不甘引

颈受戮的国人，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团结而进行着一

次又一次努力，开展着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倾听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主张——1936 年 5 月，红军结束东征后连

续通电，表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张。面对

中国共产党的诚恳呼吁，全国团结抗日的氛围进一

步振奋，唯有蒋介石仍置若罔闻。

6 月，国民党内部对绥靖政策不满的情绪达到

顶峰，地方实权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

“北上抗日”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事变平息

后，蒋介石坚持继续内战。

11月，上海、青岛等城市的日资纱厂工人因不满

日本资本家剥削，爆发反日大罢工，全国各界救亡团

体纷纷声援，呼吁“团结抗日”。蒋介石继续对日妥

协退让，逮捕著名爱国人士，酿成“七君子事件”。

12 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围剿”红军。时值

一二·九运动爆发一周年，西安市青年学生要求面

见蒋介石，提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请愿书。

张学良在蒋介石所住的骊山华清池处慷慨陈词，苦

劝 3 小时。蒋介石依然拒不抗日。

这一次，怒火终于被彻底点燃。

三

巍巍骊山，一座名为“兵谏亭”的白色石亭矗立

在半山腰之上。蜿蜒的山路、杂乱的山石，让这座

亭子显得有些突兀。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事

变，也似乎是这样“突兀”出现的。

那个寒冷冬日的清晨，正在华清宫酣睡的蒋介

石被枪声所惊醒。他穿着睡衣就在卫士保护下向

后山跑去，瑟瑟发抖地躲在一块山石之下，直到被

端着枪的东北军士兵找到。蒋介石这才明白，不是

红军复仇来了，而是张、杨二人的“兵谏”来了。

正如骊山上无数弯弯曲曲的岔路，一场突如其来

的“事变”，不知会将历史导向何方——西安事变爆发

后，日本政府和媒体大肆煽动，趁火打劫的心思昭然

若揭；身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当即暗示要回

国“主持大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亦暗流涌动，何应

钦等人力主武力解决，指挥军队闯进潼关，与东北军、

十七路军形成武装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突发的变故，同样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意外。

接到“邀请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大计”的电报后，

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

变的方针政策。会上爆发了激烈的讨论，焦点最先

落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要求杀蒋，有

人要求审蒋……毕竟，多年的背叛与内战，蒋介石

身上集中了太多让人无法释怀的血海深仇。

历史的关键处，尤其考验一个政党的清醒与智

慧。

这是一次艰难但坚定的决定。随后下发全党

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阐明了中

国共产党对大局的认识——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前

途：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

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

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而结束

内战，使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受命飞赴西安，协助张、杨二人处理复杂棘手的局

势。对于中国人民需要实现的那种前途，中国共产

党人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华民族命运的齿轮在那几个酷寒冬日飞速旋

转着：12 月 22 日，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南京国民政

府宋子文、宋美龄等人抵达西安。24 日，南京、西安

与中共三方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

当天晚上，周恩来时隔多年后再一次见到蒋介

石。这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曾备受国民党上下

敬重、后来又被国民党悬赏 5 万大洋买人头的共产

党人，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

策：外敌当前，抗日之外无以图存，团结之外无以救

国，内战只能加速自己灭亡。蒋介石面有愧色，表

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中国的时局已

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

发展了。

四

阳光化去寒霜，响雷驱散硝烟。

今天，再读珍藏在中央档案馆里、由毛泽东等

所署名的电文《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

电》——“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

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

血战”，我们依然热血沸腾。

中国共产党的胸怀、格局和眼光，不但决定了

自己的命运，更影响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领

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当下一个时代大变局来

临之前，全党上下已然作好全部准备，同中国人民

一起无所畏惧地走向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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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1936：暗夜与曙光
—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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