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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事 畫 1

一 畫

—、二二慘案

民國十六年C一九二七）八月初，武漢正式實行分 

共，但汪兆銘於同時宣言「倒蔣」，並命唐生智東征， 

謂只要蔣總司令去職，漢、寧兩政府卽可合併。八月十 

二日蔣總司令辭職離寧赴滬，旋返奉化故里，後又于九 

月末渡日。九月十一日，寧、滬、漢三方面的主要負責 

人汪兆銘、鄒魯、李宗仁在上海會商黨務統一問題，次 

日三方面推出代表，組「特別委員會」，綜理黨務。汪 

提議召開四中全會被拒，黨務統一再度發生問題，汪兆 

銘于十三日出走九江，旋命唐生智全力東征。唐部至十 

一月初為南京方面派往的軍隊（包括李宗仁的第三路軍 

、程潛的第四路軍、朱培德的第五路軍等）所擊敗，唐 

于十一月十二日通電下野，潛逃日本。

二十二日，南京各界聯合擧行討唐勝利慶祝大會，I 
會後遊行，當遊行隊伍行經復成橋時，共黨份子派人于 

橋側阻擋，並開槍傷人，發生流血慘案，當時各報稱為 

「—二二慘案」。（樂炳南）

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學生運動

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東三省，已使全中國同 

胞極為憤怒，抗日的呼聲，隨處可聞。日人却不僅不稍 

作收歛，且繼續進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復 

藉「張北事件」、「河北事件」，脅迫地方和有關當局 

，與其訂立所謂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逼迫 

中央政府的勢力退出冀察兩省，並積極進行華北五省自 

治，以分裂國土，破壊中國統一。這自然更引起國人的 

憤怒，尤其是知識分子與靑年學生。而當時政府忍辱負 

重，爭取時間，以從事安內與攘外之苦心，復因對輿論 

與學界缺乏適當的溝通，而招致若干積忿與不諒解，遂 

形成此次的學生運動。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日本正逼迫宋哲元等，宣佈 

華北五省自治。是月二十四日，北平文敎界蔣夢麟（北 

大校長）、梅貽琦（淸華校長）、陸志韋（燕京校長） 

、李蒸（北師大校長）、徐誦明（北平大學校長）及胡 

適、蔣廷薇、任鴻雋、袁同禮、傅斯年等，發表宣言 

，反對一切脫離中央和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要求 

政府以全力維持國家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十二月二日， 

平津各國立院校敎職員聯合宣言堅決反對所謂華北自治 

運動，絕對不允分裂中國之領土。十二月三日，北平學 

生聯合會決定召集各校學生，於十二月九日，擧行請願 

遊行。

是日，西郊淸華與燕京兩校學生千餘人，被軍警阻 

止，未能入城與各校會合。城內各校，亦因有軍警在門 

口戒備而不易衝出，但仍陸續集合達六、七百人，往居 

仁堂向何部長（應欽）請願，時何已赴湯山，乃由侯成 

接見。學生代表提出要求：①反對所謂自治運動，②請 

何部長宣佈此次交涉經過，③不得任意捕人，④保障地 

方安全，⑤停止一切內戰，⑥准許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侯氏允為轉逹。之後，學生結隊擬往市政府請願被阻， 

又擬赴西直門與淸華、燕京兩校學生會合，軍警阻止， 

與部分學生發生衝突，學生被捕八人，傷數人。下午五 

時許，方為消防隊以水龍衝散。城外學生，亦於四時許 

被各校當局勸阻囘校，秩序恢復。被捕學生，旋亦釋囘

。惟若干學生，仍罷課以示抗議。

繼而於十二月十六日，平市學生再擧行請願遊行， 

規模遠較上次為大，參加者近萬人。反對冀東僞組織及 

華北自治。軍警加以阻止，曾發生衝突，被捕學生十四 

人，受傷者三百餘人，失蹤者二十餘人；警察方面亦有 

多人受傷。直至晩十時許，各校會同軍警當局方勸說學 

生散囘。

北平學生的兩次請願與遊行，立卽引起各地的響應 

，形成一項持續連綿的學生運動。蒋委員長在華北危機 

嚴重之時，於十二月十二日兼任行政院長，二十三日， 

卽命敎育部召集各省市專科以上及中學校長與學生代表 

，於次年一月十五日，在南京會見，說明政府方針，並 

聽取意見。屆時各省市校長及學生代表三百餘人，集於 

首都，由蔣委員長親與談話，說明政府對日方針，交換 

意見，並答覆詢問。他鄭重表示，絕不簽訂任何有損國 

家領土主權之條約，也不訂立秘密協定，如到最後關 

頭，必當不惜一戰。而後勸勉學生守紀律、勤學問、鍛 

鍊身體。十七日，集會結束，一百六十四位校長，聯合 

發表宣言，向政府與全國同胞明確表示：擁護國家領土 

主權之完整，信任政府，反對任何分離運動，盡力實施 

切合國難時期需要之敎育，保持敎育的生命，主張裁制 

罷課及破壞紀律之行動。自此，此項學生運動，漸趨緩 

和。

綜觀此次一二、九與一二、一六學生運動，其中雖 

顯有共產分子參與策劃或操縱，加以中共及若干左派人 

土的蠱惑與煽動，更使其範圍擴大，態度激烈，至對政 

府的規劃與大計發生若干不利的影響，但絕大多數的學 

生，純係出自愛國的熱忱，則為毋庸置疑的。（呂寶强）

一、二八事變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向國聯控訴，國際輿 

論亦多斥責其侵略。日本軍部乃力主南進以轉移國際視 

聽，並威脅中國放棄東北領土，遂蓄意發動此一事變。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十二日，由外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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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事 1十一畫淞、淸

淸史

民國創立，有淸史館之設。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開館，十六年淸史稿問世。主其事者為趙爾巽、柯劭态 

等。修史諸人，多遜淸遺臣，眷戀前朝，主揚淸室，命 

意旣差，義例遂失。因其內滿淸而外民國，經國民政府 

禁止發行，預約者尙未得全書，足見流行之不廣。孟森 

、容庚等先後發表淸史稿應否禁錮之議，咸以縱有錯失 

，仍不失為記述有淸一代史實之鉅著。民國二十三年， 

行政院曾聘吳宗慈負檢校之責，正其謬誤，俟勘合編定 

後，再予印行。後因抗戰軍與，繼以戡亂，政府迄無暇 

及此。•

史地名家張其旳博士，受任為敎育部長，鑒於中央 

硏究院有其旣定之方針，而國史館又以整理民國史料為 

任務，因謀於學術審議會諸委員，籌設中國文化硏究所， 

以繼承國史之大業。嗣張氏受命籌辦國防硏究院，於民 

國四十八年四月開學。該院為國家戰略、政略之硏究機 

構，深以政治戰、文化戰之重要，實不下於軍事戰。得 

此憑藉，於是籌修淸史，經總統兼院長蔣中正之核准，組 

成淸史編纂委員會，由張氏任主任委員，蕭一山、彭國 

棟二氏副之，彭且兼總編纂，禮聘方豪等二十人為編纂 

委員。以淸史稿為藍本，廣採時賢之論議，妥愼修訂。

按淸史稿原稿凡五百三十六卷，關外本減為五百二 

十九卷，計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三十六卷，表五十三 

卷，列傳三百十五卷，經訂正增補。而該史稿不僅對南 

明暨鄭成功與太平天國，存有歧見，卽於民國之締造， 

亦諸多貶辭。乃復補修南明紀五卷、明遺臣列傳二卷、 

鄭成功載記二卷、洪秀全載記八卷、革命黨人列傳四卷 

。全書凡五百五十卷，於民國五十年雙十國慶日出齊， 

凡八巨册，附以人名索引。且為使讀者瞭解本書編纂之 

內容，並附「編纂後記」於書尾。張氏序言有云：「淸 

史公世以後，有關著作自宜繼續刊行，硏究無窮，貢獻 

亦無限，依新史學之體例與風格,網羅有淸一代文獻' 

完成理想中之新淸史，則寄厚望於後來之作家。」此實 

學術界應有之責任。（宋晞）

淸史稿
中國自唐以降歷朝均設國史館纂修前代之史。淸祚 

旣移，民初袁世凱設國史館與淸史館,以趙爾巽任總裁 

，羅滿網淸遺老，從事淸史之修纂。袁死後，得北洋軍 

閥資助，至民國九年（一九二O）初稿大致吿成，十五年 

再加修正。全書五百三十六卷，計目錄一卷，本紀二十 

五卷，書志一百四十二卷，表譜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 

十六卷。次年夏，趙以年事已高，恐身後無人為繼，乃 

議提前印行，仿明史稿例，名之日「淸史稿」。時館人 

有人以編次未定，不宜付印，趙持之甚堅,乃以袁金鎧

十一畫

淞滬戰役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為瓦解中國抗戰決心，企圖佔 

領中國經濟重心的上海，遂製造虹橋機場事件。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九日下午五時，日本 

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偕同水兵一人，乘汽車至上海' 

虹橋機場附近。由於有窺探中國軍事機密的企圖，中國 

警察加以阻止，他們仍然前進，守衞機場的中國保安隊 

上前喝令停車，他們也不聽，因而引起衝突。彼此互相 

開槍，中國保安隊死一人，大山中尉也被打死，因而引 

起交涉。日本以此為藉口，集中軍艦三十二艘，並以陸 

戰隊登陸。八月十三日，日本集結駐上海陸軍及海軍陸 

戰隊萬餘人，向中國保安隊進攻，淞滬戰事卽吿揭幕。 

中國為應付事變，令張治中所部三師向上海增援，國軍 

一度推進至滙山碼頭。八月二十二日，日本援軍向寶山 

、羅店、瀏河之線南犯。中國續以陳誠部增援。二十四 

日起國軍對日軍發動反攻，但由於日本海軍艦砲配合陸 

、空軍攻勢，火力過猛，終未奏效。此後日本後繼部隊 

繼續增加，至九月中旬，兵力已達十萬人，砲三百餘門 

，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國軍雖英勇作戰，但 

由於日本的不斷增援，戰事不利，遂向蘊藻濱南岸、陳 

行、廣福、施相公廟、瀏河之線轉移。國軍轉移至新陣, 

地後，日本陸續增援之部隊已在二十萬以上。十月七日

，日軍藉其優勢砲火的掩護，由蘊藻濱北岸進攻，戰況 

至為慘烈。二十三日國軍後退，二十五日，日軍突破大 

場、走馬塘之線，國軍退據蘇州河南岸。十一月五日， 

日軍乘杭州灣中國守兵薄弱，由金山衞一帶強行登陸， 

進迫松江，以威脅國軍主力部隊側背。九日，松江失陷 

，十一日，青浦、白鶴港一線亦被迫放棄。國軍因已完 

成作戰目標，遂於十一月十三日全線撤退。為時三個月 

的淞滬會戰吿一結束。

此次戰役綜計日軍動員三十餘萬人，國軍參戰部隊 

亦有五十餘師，雖然日軍火力較優甚多，但國軍仍能奮 

戰九十二日。淞滬戰役不但改變世界各國對中國之觀感 

，並且奠定八年抗戰勝利的基礎。如日軍依其原定南北 

作戰路線，沿平漢鐵路南下，將中國切為東西兩半，則 

國軍勢被迫在沿海地區與日軍決戰，如此則以日軍之優 

勢火力，對國軍極為不利。但淞滬戰役迫使日軍將主戰； 

場移至上海，改為東西作戰路線，國軍後方安全,後撤 

之路暢通，避免被迫決戰，使國軍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戰 

略得以實施。除此之外，東南沿海和長江下游之重工業 

設施與人才亦得從容撤往大後方。因此，淞滬戰役實是 

一次極為成功的戰略運用。（關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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