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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
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
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
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
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
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
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
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
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
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
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
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
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
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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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
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
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
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
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
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
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
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
领自然胸有成竹。
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
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
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
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①　　这时，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25、26军改编而成的红15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
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
像10月1日，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尾随进剿的东北军第110师，甚至击毙了该师师
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
只过了20多天，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之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 9团
团长高福源。
要知道，这时有数以万计的东北军正在陕北一带四处“围剿”红军，一个红15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
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
　　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会师后，围点打援，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带仅以数连兵力
即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红军光是俘虏就捉
了两千余人。
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已经稳稳地在陕北站住了脚。
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 500人，俘虏3 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总数已经接近于15
000人。
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 000名游击队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
的加强。
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军事领导人发现，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对陕北苏区实行有效的包
围。
他们并且相信，在苏区南面，东北军在进攻红军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两个
杂牌师始终行动迟缓动摇，更是不足为惧。
苏区的东西两面虽有东北军、马鸿逵和阎锡山的几个师，但其防线背后都很空虚，不难将其打破。
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时间的长途征战之后，能够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与补充，使部队从长期的被动应
战转为主动进攻，这正是中共多数军事领导人所求之不得的。
因此，他们显然更加坚定了要全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决心，至于对两个月前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
的计划，则明显地感到不那么迫切了。
　　不过，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
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让中共中央得知了
一个既令人吃惊又让人振奋的重要信息。
这就是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①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
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其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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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
中共中央这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此时在党内负责军事指
挥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
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①　　这时的陕北苏区，严格说来，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
牙交错的游击区，并且陕北甘北地区地薄人稀，对于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红军来说，物质条件可
谓相当困难。
况且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战力如何，其部队毕竟源源而来，加上有消息称张学良等部也已开始仿
照国民党中央军在南方的战法，在苏区周围地区修筑堡垒，有重新推行“堡垒主义”的企图。
张闻天等对长期坚持陕北根据地自然不十分乐观。
他们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经批准，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举对红军的生
存和发展较之继续坚持陕北根据地，无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
他们显然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记忆犹新。
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前此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
。
同时，他们对当前的战争前途十分乐观，故毛泽东明确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
大红军，仍应坚持他前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主张，即“目前不宜即向宁夏，
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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