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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鐵和血的犧牲精神拿出鐵和血的犧牲精神，，領導我們收復領導我們收復
東北失地東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楊虎城楊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在陝西西安，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臨潼驪山軟禁蔣

介石，逼蔣抗日，從此拉開了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序幕。記者日前分別採訪到領導西安事變的楊虎城

將軍和趙壽山將軍的後人，以了解這段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西安報道

■■西安事變紀念館西安事變紀念館。。
記者熊曉芳記者熊曉芳 攝攝

■張學良公館西樓二層會議室曾宣佈發
動西安事變。 記者熊曉芳 攝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右）與張
學良的合影。 本報陝西傳真

■趙壽山嫡孫趙武原。 記者熊曉芳攝

■楊虎城贈送給趙壽山的
親筆簽名照片。

本報陝西傳真

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隊被要求對陝北紅軍進行「圍剿」，然而在多次戰役中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
擊：例如1935年9月到11月，張學良的東北軍奉命「剿
匪」卻三次失利，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東北軍損失了將近三
個師。此外，由於日寇對華北的步步緊逼，全國人民高漲的
抗日呼聲，給張楊二人的思想帶來極大的震動。張學良、楊
虎城認識到只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才能救亡圖存，遂通過
多種渠道與共產黨聯繫。

東北軍臨潼打響第一槍
1936年4月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東北軍駐地膚施
（今延安）城內教堂，同張學良秘密徹夜長談。從1935年
12月到西安事變前，毛澤東多次致信楊虎城。西安事變
前，西北初步形成了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紅軍「三位一
體」的抗日力量大聯合的新局面。
據楊虎城二女兒楊拯英回憶，西安事變的第一槍是東北軍

在臨潼打響的。當西安方面聽到臨潼的槍聲後，趙壽山（西
安城內總指揮）立即向張學良、楊虎城予以請示，得到了開
始行動的指示，便下令施放信號槍。十七路軍全面開始了西
安的行動。
西安事變，最終在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所派的周恩來、
秦邦憲、葉劍英代表團，與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兄
妹的艱苦談判下，達成了改組。且提出國共聯合抗日等六項
協議。最後，在蔣介石「決不打內戰」的承諾聲中，西安各
方才同意釋放蔣介石。12月25日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
京，卻被無理扣押。西安方面在維護已有成果和爭取張學良
回陝等問題上，又與南京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談判鬥爭。次年
2月上旬，楊虎城、于學忠發表《和平宣言》。西安事變和
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新形勢下的國共合作形成
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全面啟動。

事變前送家人往隱蔽處
也許是機緣巧合，楊拯英居住在西安建國路西安事變紀念

館附近的一棟老式居民樓裡。記者來到她家時，老人正斜靠
在沙發上看電視劇《延安頌》。看到記者進門，老人趕忙扶
着手坐了起來。
「西安事變發生時我才不到3歲，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也

都是聽別人說。」回憶那段歷史，楊拯英說能想起來的就是
母親謝葆真從國外回來看她們姊妹的情形，那時姊妹四人和
外婆住在八里村的一個院子裡。「當時我3歲多，知道是母
親來了，還哭了。」楊拯英回憶說，很快她就走了，卻是楊
拯英和謝葆真的最後一次見面。
提到父親楊虎城，時至今日，楊拯英仍會唱起：「我的爸

爸是一個好爸爸。」而楊拯英還提起一件往事：由於擔心事
變殃及家人，楊虎城在發起事變之前，將一家大小送到西安

南郊八里村一個隱蔽的地方，由岳母孫一蓮前往照顧。「聽
外婆說，送我們上路時，父親抱起我親了又親。」當楊拯英
懂事後，外婆向她講起當年的這一幕時，楊拯英聽一回，哭
一回。
事實上，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冠以「歐美考察軍事專

員」名義出國考察。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楊虎城從
香港回國再次要求參加抗戰，被羈押於南昌。已經回到西安
的謝葆真聞訊，帶兒子楊拯中從西安趕去救楊也遭關押。
1947年，謝葆真在獄中慘遭殺害，年僅33歲。1949年9月
17日，楊虎城連同兒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死於獄中。而
張學良，則被蔣介石父子軟禁長達50多年才重獲自由。

23歲女為國家建設殉職
「我的父親是為了民族利益而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着我
們。」楊虎城有過三次婚姻，育有十個子女，如今只有楊拯
英、楊拯美、楊拯漢健在。除了兒子楊拯亞早亡，兒子楊拯
中、女兒楊拯貴與楊虎城同時遇難，其餘兒女皆事業有成，
楊拯英和其他兄弟姐妹們秉承了父親的奉獻精神，兢兢業業
工作，楊虎城其中一個女兒楊拯陸還為國家建設獻出了生
命：1958年9月底，楊拯陸和隊友在工作中遭遇暴風雪，不
幸犧牲，年僅23歲，她勘察的新疆中蒙邊界三塘湖盆地一
個含油地質構造被命名為「拯陸背斜」。而早年的楊拯英一
直在西安從事教育工作，曾當過中學校長。西安事變紀念館
籌建期間，楊拯英被調到館裡，廣泛拜訪、徵集文物。一年
後她正式調到《文史資料》當編輯，1983年又被安排為陝
西省政協委員，直到退休。
而其餘的子女，也保持着虎父無犬子的態度：楊拯民，曾
任天津市副市長、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秘
書長；楊拯坤，又名周盼，是原北京市旅遊局副局長；楊拯
美為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政協聯絡委員會主任；楊拯英
為陝西省政協委員；楊拯漢為北京市政協委員。

西安事變期間，趙壽山擔任十七路軍城內軍
事行動總指揮、省會公安局長和渭北警備司
令，負責解除蔣介石在西安城區部隊的武裝，
並扣留蔣在城內的高級將領和官員，在西安事
變中起到重要作用。已經70高齡的趙武原，是
趙壽山的嫡孫，退休後研究趙壽山生平並出版
多部著作。他和他的母親——趙壽山的兒媳共
同參與訪問。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趙武原表示，出身窮苦

的趙壽山是楊虎城最信任的部下，早在1936年
10月，因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攻
政策，他向楊虎城遞交抗日救國意見書，建議
「必要時把蔣介石抓起來」。趙武原說，西安
事變後，關於如何處理蔣介石，張學良和楊虎
城意見不一，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代表
團團長周恩來專程到西安解決這一問題。
說起西安事變，趙武原94歲高齡的母親羅少

嵐（吳琦）仍記得周恩來深夜登門與趙壽山徹
夜交談的詳細經過：「就在我新婚不久的12月
23號，周恩來先生當晚十點後突然來到位於西
安市橋梓口甘露巷六號的家裡拜訪，這讓全家
人都沒有料到。因晚上天氣寒冷，家人就直接
將周先生請到後院上房東間房的熱炕上，周恩
來趙壽山兩人屈膝長談，直到第二天凌晨兩三
點鐘才起身告辭。」
1963年學校放暑假期間，二姐趙滎原從

北京返回部隊，在北京機場巧遇上了周恩
來總理。當總理知道她是趙壽山將軍的孫
女後，立馬微笑問道：「1936年西
安事變期間我去過你家，有你嗎？
那老房還在嗎？」可見總理對那天
晚上的徹夜長談印象深刻。

記者採訪完成後，更走進作為國家級文物保
護單位的西安事變紀念館參觀。青磚灰瓦，三
棟小樓整齊排列。站在紀念館內的張學良公
館，就讓人想起西安事變核心人物張學良和楊
虎城在這裡醞釀大計的那些日日夜夜：1936年
12月11日晚上，張學良在小院裡西樓二層會議
室宣佈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12月13日，
宋美齡讓威廉．亨瑞．端納（私人顧問）來西
安，與張學良在公館西樓見面。西安事變後的

12月17日，中共代表團來到公館，住在小院東
樓。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離開西安，也
是從公館出發……
館內可以看到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而舉辦的「偉大貢
獻——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圖片展」，展
廳裡展出歷史圖片200餘幅，還有《東京審
判》、《南京受降》、《四萬萬人民》等珍貴
視頻資料。

結合最新研究情況，西安事變紀念館研究員
石八民告訴記者，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有五個
方面：
首先，它結束了10年內戰，不僅指國共之間

的戰爭，也包括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內戰。
其次，它是抗日戰爭從局部抗戰向全面抗戰

的轉折點。
第三，西安事變有功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

命，紅軍到陝北後傷亡巨大，武器裝備落後，
物資匱乏，吃飯問題都難解決。而西安事變緩

解了這一狀況。
第四，西安事變對於國民黨也有很大功

勞，事變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下，對內殺人，對外妥協，引起民眾反感。
事變後，蔣取得了全國抗戰領導權，威望提
高。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真正達到了全
面抗戰。
第五，西安事變因促成國共二次合作，有功

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拖住了日本，將其限在
中國戰場，避免蘇聯雙向作戰。

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西安事變逼蔣抗日 促成全民族一致對外促成全民族一致對外

楊虎城女憶死別楊虎城女憶死別
父抱起親了又親父抱起親了又親

■楊虎城女兒楊
拯英接受訪問。
記者熊曉芳攝

趙壽山兒媳：
周恩來家訪 徹夜長談

■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左）與楊虎城合影。 本報陝西傳真

張楊定計舊址變身紀念館

西安事變具五大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