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蘇穎睿牧師 

 

西安事變是整個中國近代史之轉捩點，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在他那本「張學良和中國」

一書說：「在西安事變獲益至高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之面子，張學

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被慘殺的命運。但對中國共產黨來說，

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新生，發展並最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

少帥之福」。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周恩來臨死時，也提到

兩個在台灣他很想見的人物，其中一個便是張學良。但台灣歷史學家則以為他是「千古罪人」，

正如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

法彌補的。」 

 

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西安事變存疑著很多問題，如： 

 為什麼張學良發動兵變，擄劫了蔣介石？其目的何在？ 

 為什麼他兵變成功，擄劫了蔣介石後，卻又放走了蔣介石？為什麼在幾日內改變了他

整個計劃？ 

 為什麼他不但放走了蔣介石，還願意親自和他一同飛到南京，明知這對他來說，一定

是沒有好結果的，為什麼他還要這樣作呢？ 

 為什麼蔣介石又不殺他？而是軟禁了他 33年之久？ 

 為什麼張學良一直都沒有透露西安事變的真相，至死也沒有解開西安事變之謎？ 

這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一)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背景 

張學良生於 1901年 6月 3日，是著名的軍閥張作霖長子，也是民國四公子之一，是中華

民國陸軍一級上將。他在講武堂受軍事訓練，受教於教官郭松齡。他們關係密切，亦師

亦友，他更以炮兵科第一名結業。1928年，父親張作霖被日軍暗殺死亡，史稱為皇姑屯

事件，他繼承了父親作東北軍主帥，並投靠蔣介石，除去了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掛青天

白日滿地紅旗。 

在西安事變之前，有三件大事，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九一八事變－1931年 9月 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當時在北京，

他下令「不抵抗」，導致東北淪陷，日本並在此建立了滿洲團傀儡政權。張學良帶

領東北軍退守關內，所以不少學者稱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東三省全落在日本

人手中。本來蔣介石是叫他守錦州的，他不守，退守山海關，事後他自己也坦白承

認「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第二件事是「守熱河」，1933年 2月 25日爆發了熱河戰役。蔣介石叫他力守，不料

他與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放棄職守，再次不戰而退，而中國亦被迫簽訂「塘沽協

定」，熱河失守，平津亦危在旦夕。 

 第三件事是圍剿紅軍－蔣介石經過 5 次圍剿紅軍，結果第五次取得勝利，紅軍逃亡，

即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最後以延安為根據的。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

令部」，並派張學良與楊虎城合力剿共。但張學良的東北軍在剿共行動中損兵折將，

引起蔣介石不滿，他便於 1936年 12月來西安督戰，終於爆發了西安事變！ 



 

(二) 西安事變的始末 

1936 年 12 月 4 日，蔣介石再次到達西安，他對自己的安全，並沒有特別的布置。他當

時住在西安郊外的華清池，身邊有幾十個自己的衛兵，但大門跟院子都是張學良的人把

守。少帥甚至還把他指派捉蔣的人帶進去到處察看一番，連蔣介石的臥室都看過了！ 

12月 12日凌晨，蔣介石被劫持，他剛做完每天必做的早操，正穿衣服，聽見槍聲連續不

斷。張學良派了 400 多人進攻他的住所，蔣的衛兵奮起抵抗，死傷枕藉。蔣介石跑進後

山，最後在一個荊棘叢生的岩穴裏被抓住，身上只穿睡衣，背部受了傷，跟蔣一道越牆

而逃的隨從被打死，蔣介石能活下來，實在是很幸運。 

 

當蔣被擄劫的消息一傳開，我們看到幾方面不同的反應。當然至高興的莫過於毛澤東與

共產黨了。毛澤東當時要求張學良殺蔣介石，若非如此，也要交給人民公審；並且叫張

學良派飛機接周恩來到西安一同策劃。但奇怪的是張學良並沒有派飛機來接周恩來，何

解？我們就要看看蘇聯的反應了！12月 14日，蘇聯兩大報章(真理報及消息報)都頭條報

導此事，並且強烈譴責張學良，並指控他是為日本人服務，更毫不含糊的支持蔣介石。

這令張學良非常吃驚！因為張學良一直都有和周恩來秘密接觸，並且保證蘇聯是極力贊

成和支持東北軍與紅軍合作對抗蔣介石。他以為這是正是黃金機會，取代蔣介石領導的

地位，所以當他成功擄刼了蔣介石後，就立即發了份電報給毛澤東，開頭第一句就是：

「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接著說他要「改組聯合政府」。由此看來，他以為自己在

毛和莫斯科支持下坐上「聯合政府」第一把交椅。所以，蘇聯的反應令張學良吃了一驚，

原來周恩來對他所說的全是謊話，這回他真的賭輸了，於是他遷怒於周恩來身上，覺得

自己是受騙了！ 

 

我們或會問道：「為什麼史太林會支持蔣介石呢？」從現今發表的蘇聯檔案來看，事情

是非常明顯的。蘇聯一直懼怕日本，史太林希望日本與中國開戰，他便可得漁人之利，

他不以為公子哥兒的張學良能領導整個中國抗日，他以為唯一可以領導中國抗日只有一

人－就是蔣介石，所以他毫不猶疑的站在蔣介石那一邊了，他更把贊成殺蔣的阿圖洛夫

槍斃。 

 

張學良得悉蘇聯的反應後，就去見蔣介石，面對著蔣介石，流著眼淚，後悔自己行為輕

率魯莾，並希秘密送蔣委員長回京。 

 

談到國民黨方面的反應，12月 16日，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宣戰，並且派兵朝西安前進，還

派飛機轟炸西安城郊。張學良深知他與紅軍絕不是中央軍的對手，再加上得不到蘇聯的

支持，他就決定不能殺蔣。而且他更曉得留在西安是非常危險，他手下不少都是共產黨

或是同情共產黨的，於是他不但決定放蔣，還跟他一起到南京，做蔣的階下囚。 

 

為了安全起見，他決定接見周恩來，並且安排周恩來與蔣介石見面。此時，毛澤東知道

在沒有蘇聯的支持下，殺蔣一事成為泡影，也樂意叫周恩來與蔣介石會面。當然，這一

切都是蘇聯在後安排的。那時，宋美齡與宋子文以私人身份來談判。起初蔣介石拒見周



恩來，但莫斯科卻想出了一條絕計，叫周恩來帶給蔣介石一個好消息，就是莫斯科願意

釋放他兒子蔣經國返國，其實這也是蔣周見面的條件。蔣介石欣然答應，並且藉此機會

向外宣佈，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就這樣結束了西安事變，當天下午蔣介石夫婦離開西

安，與他們同行的還有張學良，他甘願成為蔣的階下囚。 

 

(三) 張學良的晚年 

1936年 12月 30日，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鈞為審判長，對張學良軍法會審，最後判有期徒

刑十年。但當天下午，蔣介石呈請國民政府「予以赦免」。國民政府委員會一致通過，

但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張學良從此失去自由，過著被幽禁生活。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張學良曾寫信蔣介石，請求抗戰，但蔣要「他好好讀書」。1949

年，蔣介石撤退台灣前，曾秘密處決了西安事變另一主謀楊虎城，他全家被慘殺，而張

學良則被押至台灣。據聞蔣介石原本也想殺了張學良，但為宋美齡反對，並對蔣說：「若

你對張學良不利，我立刻離開台灣。」張學良一直被軟禁，直至 1961年秋才得解禁，他

曾經對一班好友說過：「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張學

良，因為這是背叛的，但蔣先生讓我活下去，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

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張學良獲得自由後，在美國夏威夷定居。北京政府曾屢次邀請他返國，都為他拒絕，他

的弟弟張學恩是在文革時被鬥死的。他曾向人透露：「依我本願，很想回大陸看看，主

要是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怕捲入爭執之糾纏中，我已遠離政治。我唯一

願望是大家忘記我的名字，不再受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打擾，求閒雲之清靜，達野鶴

的超脫。」 

 

1955年，張學良在宋美齡之引導下，決志信了耶穌，他和趙四小姐也受洗歸入基督，內

心真正得著閒雲之清靜，野鶴的超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