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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峥嵘岁月R

西安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变的和平解决
成了时局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转换的枢纽

本报记者 龚仕建 张丹华 人民网记者 吴 超

■■感悟初心感悟初心R

■■党旗飘扬党旗飘扬R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 ，也 是 最 好 的 清 醒

剂。在国家、民族危难

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 策 的 影 响 和 全 国 人

民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的

感召下，张学良、杨

虎城两位将军出于

民 族 大 义 和 爱 国

赤 诚 ，毅 然 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 在 西 安 发 动 兵

谏，要求蒋介石停

止 内 战 ，联 共 抗

日。西安事变及其

和 平 解 决 ，对 促 成 以

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

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

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

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

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

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

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

大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目

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

义的鲜明主题。在党的

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

正满怀信心，在新征程

上朝着光明的未来大步

前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与每个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

辅相成、融为一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接续奋斗、百折不回。要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伟

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守护好、建设好

我们伟大的国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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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弘
扬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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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义
精
神

秦

固

新中国成立后，自“一五”期间布局，西安就是工业

重镇。凭借丰富的科教资源，西安持续以科技创新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考察时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

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

谆教诲和殷切期望，6 年后，西安高新技术产出居全国

第二，培育硬科技企业 1200 余家，孵化出一批填补国家

空白、具有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科技企业。

古城西安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性突破。2020年，西安

市生产总值达到 10020.39亿元，首次跃上万亿元新台阶，

西安由此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跨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这标志着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站在新起点、进入新

阶段，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

际化大都市具有标志性意义。”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

委书记王浩说。

1 月 17 日，西安新筑车站，嘹亮的汽笛声响起，又

一列满载光伏产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

驶往欧洲。“我们把目光瞄准常态化开行的中欧班列，

加大力度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出口订单上来了，

外贸业务稳住了！”一名企业负责人说。

去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要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

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

基地。数据显示，2020 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全年开行

3720 列，是上年的 1.7 倍，创历史新高。超过 8 万吨防疫

物资运抵欧洲，为国际防疫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岁末年初，西安好消息不断：银西高铁全线通车运

营；地铁三线齐发；新开通 3 条国际客运航线、6 条全货

运航线……“米”字形交通网，让西安枢纽功能不断增

强，城市的骨架不断壮大，脉络更为通畅。

从全盘布局，抓关键领域。从国际贸易、高新科

技，到交通建设等，不同“棋子”支撑联动，搭建起了西

安高质量发展的棋局。

2021 年伊始，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进入了倒计

时。964 天，主场馆交付使用，创造了西安效率；老旧小

区经过改造后，“脱胎换骨”，有“面子”更有“里子”；昔日

逼仄的背街小巷华丽“变身”，颜值与内涵兼具……

“西安一天一个样。通过十四运会将有更多人了

解西安，欢迎大家来古都做客！”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

馆员石八民说。

古城西安，而今再迈新台阶
张丹华 王姿予

图①：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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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兵谏亭。 人民网记者 吴 超摄

图③：西安事变后，当时国内报纸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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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1936 年 12 月 17 日 ，中 共 中 央 代 表

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小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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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北麓，华清池畔，五间厅墙体上的弹孔

清晰可见。

兵谏亭侧，游人如织。西安临潼华清宫，在

《12·12》西安事变实景演出中，交错的光影让人

仿佛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

兵谏亭、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

园别墅、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

安市区不同的角落。如今，再一次走近、聆听，

穿越时空的隧道，历史的回响仍不绝于耳。

民族危亡，挺身而出

西安市青年路 117 号，是杨虎城将军纪念

馆。这里原为杨虎城止园别墅，园内二层阁楼

已历经 80 多年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

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

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

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

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

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

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

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

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

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

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

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

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

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

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建国路 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

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斗拱挑

檐。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陈列室中

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欢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

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

步形成。

“西安事变之所以是历史的转折，主要在于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人，集

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西安事变纪念馆

研究馆员石八民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策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936 年 9 月 1 日和 17 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

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

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

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 月 9 日，西安城内 1 万余名学生举行请

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

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

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

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

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

布 派 蒋 鼎 文 为 西 北“ 剿 匪 ”军 前 敌 总 司 令 ，卫

立 煌 为 晋 陕 绥 宁 四 省 边 区 总 指 挥 ，陈 诚 以 军

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

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

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 12 月 10 日、11
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

上作乱”。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2 月 11 日晚，张学

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当晚，张

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

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员。”是夜，

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

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汇合，二人共同坐镇指

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12 月 12 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

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

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

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 18 位高

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

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

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

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

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

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

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

日主张。一面于 15 日和 19 日先后两次致电南

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

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

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

张、杨的“讨伐”。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

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如今，骊山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孔依

旧清晰，兵谏亭旁的虎斑石“蒋介石藏身处”前

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视，仿佛穿越回那个激荡

的时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愈加复杂。“以何应

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若如此，

内战将全面爆发，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形成一致

抗日的局面。”西安事变纪念馆讲解员候敏行指

着墙上当时各大报刊的报道说。

12 月 17 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

表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

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

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确定了

和平解决的方针。

12 月 23、24 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

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

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

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里陈列着当晚和

谈的摆设，塑像人物还原了三方和谈的情景。

几 名 游 客 驻 足 凝 视 ，沉 浸 在 和 平 谈 判 的 历 史

瞬间。

12 月 24 日晚，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会见蒋

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

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

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

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

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成功实践。”石八

民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

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

的 阴 谋 ，促 进 了 中 共 中 央 逼 蒋 抗 日 方 针 的 实

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

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

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在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毛泽东对于西安

事变评价的一句话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

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

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

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如 今 ，西 安 事 变 纪 念 馆 已

经成为红色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一幅幅历史照

片 、一 件 件 文 物 文 献 、

一幢幢文物建筑，讲

述着那一段风起云

涌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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