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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北 易 帜 原 因 初 探

朱 汉 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

张学良统

率东北三省各军政要人通电全国
,

表示愿改

悬国民党旗
,

信仰三民主义
,

服从 南 京 政

府
。

这一事件
,

史称
“
东北易帜

” 。

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
,

在一般论著中
,

大多略而不叙
,

或则语焉不详
。

笔者从手头

大量的材料中发现
,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
,

有

着极其复杂的因素
。

究其东北易帜的原因
,

笔者认为主要有下列种种
。

因之一
。

( 一 ) 国民党北伐军重兵压境

一九二八年四月
,

蒋介石联合新军阀冯

玉祥
、

李宗仁
、

阎锡山北伐奉系军 阀 张 作

霖
。

一月间
,

北伐军势逼华北
,

张作霖迫于

战争形势
,

五月八 日通电求和
,

六月二 日发

表出关通电
,

奉军旋即连夜出关
。

北伐军紧

追不放
,

两军相峙于滦河两岸
。

北伐军中以

冯玉祥为代表的一派
,

力主进军东北
,

以武

力解决东北
。

《 民国 日报 》 一九二八年七月

有一则消息为证
: “ 冯玉祥

、

魏益三等力主

此际以武力 彻底解决东三省
,

恐留 将 来 祸

根
,

彼等对奉意见
、

极为强硬
。 ” ①从后来

一 系列事件看出
,

这一消息表明冯玉祥等降

领反对与东北妥协的事确为事实
。

②身为北

伐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

手中握有最雄厚实

力并与张竹霖曾有刀戈之仇的冯玉祥主张武

力对付奉军
,

这对奉军来说
,

不能不有所余

悸
。

而此时奉军恰遇统帅张作霖新丧
,

③军

心始动
。

初为奉军新统帅的张学良
,

面对此

种局势
,

.

当然是甘愿 与北伐军议和
。

这是原

( 二 ) 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

张作霖皇姑屯身亡后
.

奉军失去重心
。

如果张作霖在世时
,

尚能以其君主式的权威

驾驭军中各派
,

使奉军内部矛盾只能掩蔽式

的发展
,

那么
:

张作霖死后各派为 争 权 夺

利
,

原有的矛盾则趋于明朗化
。

在奉军中
,

张作霖死后
,

则明显分为三个派系
.

这就是

张学良的太子派
,

张作相的绿林派和 场宇霆

的士官派
。

张作相与张作霖同出于绿 林
,

以 其 资

望
,

足 以成为张作霖死后奉系的中心
。

但由

于他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至深
,

加之受张作

霖托孤之嘱
,

因此尽管与张学良存有种种矛

盾
,

但仍与太子派能统一行径
。

杨宇霆早年毕业于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
张作霖对他极端宠任

,

倚之如左右手
,

东

北军政
,

凭他作主
,

他也以诸葛自命
,

骄纵

姿唯
,

不 可一世
” 。

④张学良对杨宇遥在奉

军的行为早已不快
。

张作霖死后
“
杨宇霆反

而 比张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 … 对张

学良俨然以监护人白居
,

不在他自己职责范

围的事
,

也强作主张
” 。

⑤杨宇霆 公 开 的

说
: “

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 以作主
” 。

⑥

因此
,

奉军中派系的斗争
,

实际集中于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
。

正是张杨之间尖锐的

矛盾以及 由此构成的复杂情况
,

促使了张学

良愿改旗易帜与南京政府妥协
。

由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影响
,

在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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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
、

冲突上出
;

现了这样一个局面
,

双方的

矛盾并不是相向冲突
,

而是同向竞争
。

当时的中国
,

被长年不断的军阀战争拖

得疲惫不堪
,

全国人民
“
希望统一

,

异常迫

切
” 。

尽管蒋介石南京政府 为
“
统一

”
是一

种变性了的名词
,

、

但人民苦于分裂的 日子太

久了
,

因此在南京政府的
“
统一

”
声 中还是

投了一票
。

统一是时代的潮流
,

这种历史的

潮流决定谁能顺应之
,

谁就能为民 众 所 拥

护
。

张学良和杨宇霆都认识到这一点
,

因

此
,

促使张学良下易帜决心的并不是杨宇霆

的亲 日反统一活动
,

而是杨宇霆较积极的亲

蒋
“
统一 ” 活动

。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军两

湖之时
,

杨宇霆就声称
: “

蒋介石若对于共产

派加 以彻底的压迫
,

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

之事
” ,

并且说
“
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

… … 政见相同之处甚多
,

确有可能合作
。 ” ⑦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死后
,

杨宇霆即

派张宣 与南京政府联络
,

要求加入 南 京 政

府
,

实行南北统一
。

⑧

当时的报刊也有这样的报道
: “

杨如上

台
,

妥协不成问题
,

东省必能改制易帜
。 ” ⑨

鉴于杨宇霆的这些言行和当时奥论的宣

传
,

张学 良意识到
,

只有从速表明 自己的态

度和主张
,

方能增强 自己与杨宇蓬斗争的力

量
,

也才能稳住东北社会的臾论和建立起自

己的统治地位
,

而这个态度和主张
,

唯有抢

在杨宇霆之前与南京政府妥协
。

这是原因之

( 三 ) 日本的强凌欺压

如果说
,

上述两种状况尚有可能逼使张

学良投靠一直 想独霸东北的 日本帝国主义而

稳住 自己的统治
,

女仁那样傲话
,

历史上或许

不会出现易帜一事
。

然 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

霸道
,

却最终使张学 良不得不毅然易帜
。

决

定张学良舍日
“
易帜

”
的是下面三种因素

。

1
、

国仇
。

一九二八年五月
,

国民党北伐

军势如破竹
,

奉系军阀统治岌岌可危
,

眼看
·

冲国统一在望
,

,

然 日本帝月主义意三次出兵
_

山东
,

妄图阻挠北浅军北进华北
。

五月十
`

’ 、

日
,

日本帝国主义竟又向中国政府 发 出 言

告
: “

如果战乱波及满洲
,

帝国政府为了维

护满洲治安
,

将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
。 ” L

这无视中国主权的强盗行经
,

激起了全中国

人民的愤慨
,

各地的抗 日活动方兴未艾
,

张

学良在此种国情中
,

决不敢轻意投靠 日本帝

国主义而激怒国人
。

2
_

、

家恨
。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惨案真

相已趋明朗
,

一种杀父之仇
,

不共戴天的东

方道德观念在张学 良胸中耿耿于怀
,

张学良

决不愿忘掉杀父之仇
,

而去巴结 日帝
。

3
、

私怨
。

日本阴某 立 溥 仪 为 东 北

王的动向
,

坚定了张学 良反 日亲蒋均决心
。

日本政府乍想趁张作霖刚死
,

东北玫局混乱

之际
,

实现武装占领敏阴 某
。

未 料到东北政

局并没有因此而乱
,

于是 日本认 为东北问题

并未结束
,

便企图由他们来选择张作霖的继

承人
。

《 时事新报 》 在皇姑屯事件发生之时

就报直了 日本这种动向
,

从后来东北伪满洲

国的建立 来看
,

此一流传
,

并非谣传
。

而这

满城风雨 沟流传
,

事实上促进了张学良易映

的决心
。

这国仇家恨私怨使祝张学良决心摆

脱 日帝控制
,

与南京政府妥协
。

从这一点来

看
,

我们可以说
,

东北易识是日帝暴行下的

产物
,

是张学良与日帝之间矛盾的产物
。

这

是促使张学良易次原因之三
。

4
、

英美势力 均潜入和蒋介石南
_

订政府

的诱和 也是张学良易帜的重要原因之一
。

美国早就对 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局面极

端不满
,

早在一九 C 六年美国就伙同英国向

日本提出抗议
,

要求日本实行
“ 门户开放

,

机会均等
” ,

并警告日本
:

美国支持日本打

败沙俄
,

为的是打开东北大门
,

而不是为了



日本的统治去代替俄国的统治
。

欧 战 结 束

后
,

美 日冲突自华盛顿会议后 日盛一日
。

一

九二七年
,

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后大施赤裸裸

的侵华政策
,

屡次出兵山东
,

特别是
“
东方

会议
”
中企图独霸东北 以至整个中国

,

称霸

世界的侵略阴谋披露寸
二

世后
,

美国深感这将

严重影响自己的在华利益
,

为此
,

一九二七

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公开声明
:
中日

关于满蒙铁路的谈判不得损害美国利益
。

然 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并未为美国的警

告而中止
,

这严重触犯了美国的在华利权
。

美匡便又伙同英国
,

一方面资助蒋介石北伐

以完成
“
统一

”
事业

,

一方面对张学 良则表

示全力支持
。

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明

确声称
: “

英美对我已有所泥示
” 。

@ 连一

手制造皇姑屯事件的主犯
,

日本关东军高级

参谋河本大佐在后来 谈及张学良
“
易帜

” 的

原区时也认为
: “

当时张学良周围的年轻要

人们已醉心于欧美站在自由主义立场
,

张学

良也把这些人作为谋士加以重用
,

以致张学

良由恐 日逐渐变为排日
,

并终于进而发展到

侮 日的地步
” 。

L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
,

东北易帜在一定

程度上是美日矛盾的反映
。

这时的蒋介石
,

尽管身为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
,

然实力远不及冯玉祥
。

为增强自己派

系的实力以与其他军阀抗衡
,

正患时寺在各方

招兵买马
。

当张学良面临困窘之境正急需援

救之际
,

蒋介石屡派代表到沈阳与张学良秘

密接洽
,

声称
“ 只求张学良改挂国民党的旗

帜
,

以达到国民党在形式上的统一
,

其他可

一概不加过间
。 ” L这一许诺对于张学 良来

说
,

真是求之不得之事
。

正是以上诸种因素
,

轰动一时的东北易

帜才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中
,

进入了

中国历史发展的程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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