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記苦難史 凝聚民族魂
幾年前，楊瀚要求國民黨為祖父楊

虎城平反的行動一度掀起海內外
輿論熱議，在這期間，楊瀚曾兩次致信
馬英九但終無下文。楊瀚說：「今後的
要求會升級，前幾年提出平反要求是從
倫理的層面，下一步打算從法理上進
行。」
「這些年的研究，我最大的收穫和體

會是，楊虎城代表了中華民族近百年來
的民族精神，他的出身，包括他最後死
亡的方式，都反映出中華民族災難深重
和不屈不撓的特性。」楊瀚告訴記者，
中國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正是因為有無
數個這樣的人物付出努力和犧牲。

民族振興須重塑民族魂魄
楊瀚研究祖父楊虎城的歷史，其實也是研究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的民族精神。他感慨

地說：「中華民族雖然歷史悠久，但近百年來飽受凌辱欺負，國土被肢解、強佔，根本上
來講是因為我們缺少一種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和民族魂被統治者閹割。」
他認為，我們在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同時，也要從另一個側面看到：「日本當局想
借此塑造自己大和民族的魂，以此來增強民族團結和凝聚力。」楊瀚指出，這也能夠從反
面給中國一定的啟示。
「我們中華民族想要振興，沒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魂魄會非常難。」楊瀚強調，中

華民族人口眾多、信仰紛雜，在這種情況下，靠什麼統一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我們能夠凝
聚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只有民族精神才能把中華民族真正團結起來。」

設抗戰紀念日體現歷史自信
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去年楊瀚曾呼籲兩岸共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今年2月27
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
次會議表決通過，以法律的形式
確定每年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勝利紀念日。
「設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紀念日也是一種歷史自信的體
現。」楊瀚認為，紀念日相對紀
念碑而言，影響力更大。這是中
華民族正視歷史，紀念所有在民
族存亡之際浴血奮戰的烈士的很
好形式。
楊瀚此前曾多次往返海峽兩
岸，對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展開
學術研究。今年5月，楊瀚將再赴
台灣推動兩岸於明年共同紀念抗
戰勝利70周年，他並強調對抗戰
的研究要有新高度，「我們應站
在國家、民族的角度看待抗日戰
爭。而不是站在黨派的角度
上。」楊瀚說，他研究這段歷史
就是為了讓民眾認識抗日戰爭真
正的意義，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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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人一談到西安事變，就認為這是國民黨丟天下的原
因，蔣介石之所以用最殘忍的方式殺害楊虎城，就是認為楊虎
城破壞了剿共計劃，導致其計劃功虧一簣，使其丟了天下。
楊瀚認為事實絕非如此。根據多年研究，他認為西安事變有

三大贏家。首先是民族，因為內戰終於因此停止，開始一致反
抗日本人的侵略。第二個贏家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前後相
繼發生過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等一系列事件，而西安事變才使
得蔣介石真正成為了國家的領袖，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正式表
態擁護國民政府，部隊被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期
間，沒有任何地方反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這與1936年以前的
情況截然相反。
顯然，西安事變成為了一個分水嶺，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出
席了當時的開羅會議，參與籌劃二戰後的整個世界格局。

第三贏家才是共產黨
「第三贏家才是共產黨。共產黨只是取得了一塊棲身之地，

獲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之後的8年抗戰，共產黨之所以得
到發展，完全是因為蔣介石自己的不作為和錯作為所造成
的。」楊瀚指出，今天我們要站在民族的角度和立場來重新認
識這段歷史，「我不是為了我的家族、我的個人爭取利益，而
是要從這段痛苦的過程中提煉出一些有益的東西，使我們的民
族更加團結。」
為真正了結這段歷史，楊瀚曾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專程面見

參與殺害楊虎城將軍的兇手，也去見過蔣介石的後人。「他們
的態度都很好，作為兇手感到很懊悔，甚至當着我的面流下了
眼淚。他們並不是主觀上要殺害楊虎城，而只是一個工具。特
別是那些兇手以前根本沒有見過楊虎城，只知道殺一個姓楊
的。但這件事困擾了他們一生。」
楊瀚直言，通過這段歷史折射出，若要真正振興民族，就必

須拋棄不容異己和掩醜等封建思想元素。

西安事變有「三大贏家」

雖未見過面，但楊瀚對祖父楊虎城的生活細節仍所知甚多。
身為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祖父也是他研究的主角，「愛國愛
民是楊虎城倡導的家風，從他給我父親取名楊拯民就能體現出
來。」楊瀚說。

高風大義 為國捨「我」
楊虎城的出身很苦，16歲時父親就被清政府殺害，18歲參加

辛亥革命，從十幾個人的抗暴武裝開始，一點一點發展成了一
個6萬人的武裝集團。而在西安事變前夜，楊虎城在等待張學
良的時候，曾激動地說：「這次事件發動後，咱們這個攤子就
摔了。」
在當時中國的內戰戰場上，楊虎城的部隊戰鬥力非常強，他

也意識到，這樣一支軍事勁旅，在這次事變中就要解體了。
「但是他仍然很明確，為了國家和民族，這個攤子摔了是值得
的。」楊瀚認為，在民族大義和個人、集團利益面前，楊虎城
選擇了前者。抗戰爆發以後，儘管當時楊虎城被流放國外，他
也始終堅持要回國參加抗戰。「當然他完全可以留在國外，生
活衣食無憂，只要他不繼續反對蔣介石，相信他還是能夠活下
來的，但是他為了實現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毅然決然回國參加
抗戰。」

仰視百姓 服務百姓
在楊瀚的電腦中保存中很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在任陝西省

主席期間，祖父親自勘探水利線路。回老家和老鄉一起照的相
片中，光着屁股的孩子都有。」
楊瀚回憶說，祖父在當了陝西省主席後，為母親和弟弟等家

人租了一套房子，但自己仍然住在兵營裡。當時有衛兵和家裡
傭人稱父親楊拯民為少爺，稱姑姑為小姐，祖父聽後專門強調
不許這樣叫，只許叫名字。
父親楊拯民曾經告訴楊瀚，祖父一直要求子女認真學習，愛

國愛民，做一個真誠的人，這是基本的家風。楊虎城視察農村
工廠的時候，經常帶着楊拯民。此後楊拯民任天津市副市長
時，考察工廠、基層時也經常帶着楊瀚。在楊瀚9歲時家裡開
始訂《參考消息》。
祖輩、父輩的作風和要求或間接或直接地影響着楊瀚，「祖

父要我們低調做人，要學習理工科為國家經濟建設做貢獻。在
生活方面要樸素，不要有優越感。」楊瀚說，當師長時，祖父
在參加縣裡會議與鄉紳們合影，別人都坐在椅子上，只有他盤
腿坐在地上，「他這是要讓自己低一點，仰視百姓，這種精神
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家風：義字當先 低調做人

■楊瀚與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本報北京傳真

■楊瀚與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 本報北京傳真

西安事變發起：迫不得已
對歷史人物的爭議永遠不會停息。有很多人站在現在的角度認

為，西安事變發動的時機過早或根本不應該發動，指責西安事變只
是導致抗日戰爭更加慘烈，讓中華民族付出了更大的犧牲。
楊瀚從長期的研究中體會到，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不是從哪個

集團或黨派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出發，充分認識到
了當時形勢的危急。
從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到上個世紀初更加變本加

厲。自1931年侵佔東三省到1936年，日本已經蠶食了東北和華北的
大片國土。「更何況，日本在上海也有駐軍，日本不可能允許當時
的中國政府訓練出50或100個裝備精良的師來與其對抗。」楊瀚指
出，認為西安事變導致抗日戰爭更加慘烈的觀點是一種偏見，「我
們要真正了解歷史，就要站在歷史的角度，站在客觀的立場去認識
歷史，我長期的研究表明，西安事變是迫不得已，被迫無奈下發動
的。」

楊虎城回國之謎：「不做偷安將軍」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失去了對十七路軍控制，被迫出國去歐美

「考察」。「七七事變」後，楊虎城多次致電要求回國參加抗戰。
1937年12月他回國，在南昌被拘禁，此後被非法秘密關押12年。
1949年9月6日，楊虎城及其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國等在重慶戴公
祠被殺害。
有很多人都會想，若楊虎城當年不回國也許就不會被殺害。「這

是人們一種善良的願望。」楊瀚表示，楊虎城是一名抗日將軍，決
不是一個偷安將軍，他是不可能不回國參加抗戰的。他曾表示：
「寧可讓蔣某人負他，他不能負國人」。
「他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五天就提出了要武裝抗日。1931年9月23

日，他發表了楊虎城泣告全國人民電，這是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最
早的一個，違背了當時國民政府所確定的『東北事件依靠國際力量
來解決』的方針和『不抵抗』政策。此後楊虎城就把日本作為敵人
積極訓練部隊，基本每次講話都要提到抗日問題。」
楊瀚說，特別是在1932年淞滬抗戰時，楊虎城秘密地把一批武器

送給了十九路軍，支援上海抗戰。此後的熱河抗戰，他也派出部隊
支援，直到1936年。「這期間他不斷對抗日運動進行支持，不斷宣
傳他的抗日主張，特別是1933年，他提出了當時具有前瞻性的思
想，即：『摒絕一切內戰、統一意志、以圖救亡。』」
在楊虎城所做的大量工作背景下，西安事變才能夠順利發起並取

得成功。楊瀚說，「楊虎城聯合張學良發起西安事變，建立了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了十年內戰；在戰爭中，他所領導過的將士都
為抗日戰爭做出了很大貢獻。我們要紀念這些為民族解放犧牲的先
烈和先賢們。」

■30年代初，楊虎城回陝西蒲城縣甘北村，與鄉親們合影。中間戴眼鏡者為楊虎城，
其左邊第二個少年為楊拯民。 本報北京傳真

■■著名愛國將領楊虎城著名愛國將領楊虎城
將軍將軍。。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楊瀚在國外圖書館查閱資料。 本報北京傳真

■約十萬民眾專程趕赴機場為楊虎城送行。 本報北京傳真

■■上世紀上世紀2020年代年代，，楊虎城參加會議楊虎城參加會議
時與長者們合影時與長者們合影，，身為師長的他盤身為師長的他盤
腿坐在地上腿坐在地上。。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瀚楊
1936 年 12月 12日，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西安事

變」，中國現代史迎來轉折點。78年後的今天，「西安事變」

這一波譎雲詭的歷史大事件再次受到國人的關注和追憶。2015

年將迎來抗戰勝利70周年，楊虎城將軍之孫、全國政協委員楊

瀚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時表示，兩岸各自紀念抗戰勝利活動已拉

開帷幕，這是對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的苦難史、奮鬥史的祭奠，

並藉此凝聚民族精神，重塑民族魂魄。清明節到來，楊瀚將返

回故鄉陝西祭奠祖父楊虎城將軍，並於5月再赴台灣研討、推

動兩岸於明年共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事宜。

訪談中，楊瀚先生談歷史，駁怪論，述大義，講家風，向本

刊記者透露了祖父的一些軼聞軼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凱雷、張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