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庸报》刊发《张

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

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

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

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这段报道是否确实？“九·
一八”之夜张学良到底在哪里？他究竟干了什么？

□据《北京日报》

皇姑屯事件后，1928 年 6 月，张学良接了父亲

张作霖的班，开始主政东北。12月29日，他宣布东北

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也就是将北洋政

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

此，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30年10月9

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1年

1 月，南京政府明令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

营，节制辽、吉、黑、热、察、绥、冀、晋八省军队。

时任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

追忆：“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

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

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张学良幕僚汤

国桢先生的子女汤纪涛、汤纪森也撰文介绍，协和

医院将“医院旁边的一个长方形小楼”，作为张学

良的“隔离病房”，“楼上楼下共有十多个房间。张

将军病房在楼上尽头的一间，张将军的侍卫副官

长谭海住在楼口第一间房内。这个房间装有外线

专用电话。”

1931 年 9 月 18 日，东北军政要员在北平为辽北

大水灾救灾基金筹募举行义演，张学良邀请英国公

使蓝浦生夫妇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

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据国民政府中央监察

委员兼任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的秘书盛成回忆：“张学

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

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

厢，结果送电报的人找到了我们这儿。”原来，东北边

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从沈阳打来长途，有

紧急事项报告。张学良听闻立刻辞别蓝浦生夫妇，

返回协和医院。

荣臻电话中向张学良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

中队，向东北军北大营射击。“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

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

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9 月 19

日凌晨1点，张学良下达了不予抵抗的命令。

据 1990 年张学良接受美籍口述历史学者唐德刚

访谈时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

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

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

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张

学良说的“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指的是“中村事件”

等日本不断挑衅的情报。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接受

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又说：“我当时判

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

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

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9月19日 6 点左右，张学良又急召顾维钧、汤尔

和、章士钊等人会商，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

——“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

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

局势。”

就这样，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整个沈阳

城。由此可见，“九·一八”之夜不予抵抗的命令是张

学良下达的。张学良之所以这样做，和此前蒋介石南

京政府提出的方针有直接关系。

据顾维钧回忆，早在 1931 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

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张学良等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

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等要求时，蒋介石觉得还是对

日谈判为好。当时东北军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士兵，抗

日呼声较高，还发生了一些扣押日本特务的事件，因

此张学良提出这样的要求。

7 月 12 日，针对日本人故意挑起的“万宝山事

件”“中村事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电明确要求：“此

非对日作战之时。”而此电文被日方窃取，7 月 24 日，

日本驻北平参赞矢野电告了币原外相，进一步刺激了

日军的嚣张气焰。9 月 11 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

“避免与日本冲突”。9 月 19 日，得知“九·一八事变”

后，蒋介石立即致电张学良：“中刻抵南昌。接沪电，

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

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

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整个电文无一字言及“军

事”或“抵抗”。

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的绥靖做法，

仅仅4个月零10天，东北美丽富饶的白山黑水全部沦

丧，3000 万同胞惨遭蹂躏。也就是从“九·一八”起，

中国人民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

得了伟大胜利。

炮声一响，日军向二十九军防守阵地展开疯

狂进攻。二十九军军部随即下达命令：“卢沟桥

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宛平城附近的永定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建

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的卢沟桥，“燕京八

景”之一“卢沟晓月”说的即是此桥。另一座是建

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的双线半穿式铆接

梁平汉铁路卢沟桥，它是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

路的汇合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军反复

争夺的就是这座桥，而不是金代的卢沟石桥。

在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下，日军扑向平汉铁

路卢沟桥，蛮横地提出要在十一连防守阵地上搜

寻“失踪”士兵，当然遭到拒绝。这时，日方突然

开枪射击，正在交涉的十一连一排排长、共产党

员沈忠明应声倒地牺牲。日军的暴行激怒了守

桥士兵，双方在铁路桥头展开肉搏，中国守军寡

不敌众，几乎全部战死桥头。日军以数十人伤

亡的代价夺占了桥南端，桥北端仍由中国守军

占领。9 日拂晓前，从长辛店赶来的增援部队

与守桥部队对桥南端日军形成夹击之势。夜幕

掩护下三营营长金振中率领大刀队，悄悄摸进

敌阵，奋力追杀，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夺回了平

汉铁路卢沟桥。

此后，日军玩弄假和谈真增兵的伎俩，谈谈

打打，打打谈谈。7 月 28 日拂晓，日军向北平南

苑、西苑、北苑发动全线进攻。当日夜，二十九

军移驻保定。29 日，宛平城、卢沟桥及古都北

平沦陷。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干什么？

“七七事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
与日军争夺的是哪座卢沟桥？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全

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七七抗战由此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

点。有关抗战的著述中，卢沟桥事变必不可少，但大多笼而统

之地说，缺少细节。值此卢沟桥事变爆发81周年之际，本文

介绍两个细节——日军士兵失踪之谜、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

到底是哪座卢沟桥？ □ 据《北京日报》

日军士兵是否失踪？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已驻丰台镇的日军中国驻屯军

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

领，开到宛平城北边龙王庙至大瓦窑一带举行演习。

傍晚19时30分演习开始。一部分日军扮作假想敌，开

到东面大瓦窑一带。天完全黑下来后，另一部分日军便向假

想敌位置移动。22时40分，一阵枪声打破了寂静。清水节

郎立即下令中止演习，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发现第一小队一

名二等兵不见了。于是，清水节郎立即用无线电向驻丰台镇

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

“失踪”的日军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据他的顶头上司、第

一小队小队长野地伊七回忆说：传令必须两人一起行动，但

因为人员非常少，所以只派了一个人，这是我的过失。随即

向志村菊次郎“失踪”的方向搜索前进，但是没有发现新兵

……就在将要吹响喇叭的时候，左前方走近一个黑影，我立

即问是某某吗？黑影回答道：是，是的……

原来，志村菊次郎向中队长报告后返回第一

小队时弄错了方向，之后又返回来，因此延误了

归队时间。清水节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大队长

一木清直，但一木清直认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

已下达和中方交涉的命令，如果中止，不知中方

会怎样宣传。因此，志村菊次郎归队的事实被严

密封锁起来，日军继续以“失踪”士兵为借口，向

中方不断寻衅。

日军来到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失踪”士

兵。守城的中国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零旅二

一九团第三营士兵严词拒绝，日军立即包围宛平

城。7 月 8 日凌晨 4 时 23 分，日军第一联队联队

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向宛平城开炮，日本军国主义

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被点燃。

“失踪”士兵悄然返日

此卢沟桥非彼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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