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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λ事變踐來東北入士的流亡意識

兵抹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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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史研究的角度，應儘最求tt寬廣與均衡。而許多學者對睦史上中央興地方關係的

研究，往往傾向於提巾曳的角度來觀祭，如此難免使得心略地方的觀點晦暗不明，而失

去史學研究的位正性。巾閥幅員廣闕，各地區的地理環壁和歷史背景的不同， 11市彼此差

異挺大，若從地方的角度分析"與中央的關係時，主必須個別處E哩。本立即是經由對東

北人士之流亡益;“科J研究，*探討九一八事錢以來，東北與中央的互動關係。

欲暸解東北人士流亡意識的發展，首先必領先探究其本 i一想織的形成。閃此本主第

4平將追溯清代以來ili .:i t的開發，及其過程巾東北人士水土性格的益成，和對該土地的

認同。第二草主要討論)L-i\事變後， JR ::l t人 f了流亡λ闕，其流亡意識的形成和演變，

以及這種意識與時局的主瓦影響。第三章則是主述抗戰勝利後的東jUlt收情形，及東北陷

共後，東北人 l 的第三次流亡，並論及'*土性格和流亡歷史近年來對東北人土的遭遇之

影響。故後做一總結。

本立史料革體方面，大致可分丈融資料和口述歷史訪問兩部分。丈獻部分，除垂考

近代史的111關書籍及報刊外，並徵引((jIUt立獻》、《傳言己文學》、《丈史資料選輯》

嘻期刊中東 lt籍人士同悟性文革，以其能從東北λt的角度，來看整個流亡意識的發展

過程和影響。口述時史訪問部分，除利用中研說近史所已做成之訪問記錄外，本研究並

'1l!白訪問了 f 餘位東北籍l~代及立教人土(舉閱附錄) ，並做成書面記銬。在訪問的過

程巾，除切身體會東北人J→獨特的 4仁人丈氣質外，也在觀念和常識上獲得相 'tfí :?的提

示，有時更獲贈難見的專事和于楠，要J本主寫作助益拉木。

撰寫本文之日的，並不在於替某人或某此閻體翻章，更不是刻意的要譴責或批判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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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事壁叫車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峙驛史人物和事付。只是希常在事過境遷後，透過歷史研究，對 梅地方意識做一理性

、均衡的描述和分析，便說們到一月與東止人 i一有關的時史事件之背後動力，有更深λ

的瞭解。民主時代，地方派系的道作必不可兔，本文的研究或許能在這方面提供特許歷

史智慧。

第一章 近代東北本主意識的形成

所謂「流亡意識|乃相對於「本土耳:論 j 而后，惟有1話，一軍人真正認同所居{I土地

，在其被i!且離開故鄉時，才會產生共同的流亡草論，且比-~;識J能強歹H的在右其行為

動向'1t進而影響到原史的發展。近代東jt的疆界，基本 l 是在 f九世紹中;在以後…連

串與帝俠之不平等條約下才大致確定的 p 用j I 東北」一祠的權立，則更遲至L'i:!;國 }JJ年。

(詩〉

論及近代東北本土意識的形成，至少得追溯至清代。而近人對清代東三省開發的研

究相常聽苗，早期學者如有高巖、謝關禎、搞一山芋，均做過清代東三有流人和移民的

研究。(“J:~_)近三 f 句來，學者如趟中芋、傷含義、 Robert H. G. Lee 等對清代東三

有社會、經濟、故治方而的研究尤其i'lJ觀。(;;1:三〕但前人眾多研究大多偏重於東.-'"有的

漠化，與本主主所論之木土化有別。事質上 P 任何一種強勢丈化進入 新的地埋頭皮中會

都不可能不做適度的調過，尤其是與月1日適應該地師的原住t\!i長期交往時，亦不能不產

生互相影響關係，更何況在清代JR三省開發時期，漢峰在某仗時期，或某比地區亦骨是

過少數民族，甲方而的漠化叮能不足以說明整個歷史主化的發展過程。故本軍即擬在前

λ堅實的研究正在嘴上，對泣代東jt本土化形成做 探討。

清代東三有的/f)(地理論 t是不得轉售 F漢人的，但滿人又讀仰賴漢人較兩水iI"的t~

耕接術及商業純營，閃此漢人乃利用租個、典押等方式逐多取得土地，在追種細依粗布

的關係下，彼此的相互影響是無法避免的。在漠化刃而，前人站述問在多，但對!往往忽略

了λ關滿人對東三布漠化的其獻 9 迫使骨l;fλ漢族脆地的敝人?後悶故重退關外，對其

阿拉的影響相當深泣。((J:"&龍江志稿》載:

延志今ÿ:克卿耽車kJ{~ ， 此JJI滿洲/f)(籍 光紹祖I)J(; 1可拱手阱爾。直>>1嫻漠、滿、蒙三

矗立宇，舉11:循街有組妞，投從自給，門人多做達 111 0 (立即

一 101



人生學教

這顯漠化滿人，其行止風度創且說服力，有加上又嫻熟滿、蒙文、其對*三千f立滿、蒙

主主之漠化的影響自然也就更大。

由關I'J歸來的滿人除帶同上尉文化，間時亦引進了一些民俗文化. ((黑龍江外記》

;L-、.

〔齊齊哈爾〕域西#恩年 P 俗稱娘娘廟 有紙本風來J:.: :/:-:懂，殿|一;再一牌，掉?書

握其記，杭州跌入華照撰。照自丘乾能去戌以七害得揮車間龍江，途中型碧霞元君，

白是醫學大涯，仿峰尤著效。(之五)

2月霞兀君1i:f仰乃源(1民間對「其右」東獄泰山的信仰，是漢接民間宗教巾和常重要的一

部分，尤其在推北祭把哥哥葭兀君的娘娘閥甚至多，華照其人很可能是途經華北峙，深受此

一信仰之影瞥，而將之引進東三省。

當東三省漠化的同時，出閥的漢人也毛主受 r一些滿人i'l俗。《寧古塔紀時》載:

凡各村莊，滿洲屑話多，漢人居者少，凡 Hl門不質的簣，經過之處，隨意 11二宿，

人馬俱供給。 Gt六〉

東三千甘物產盟露，但洶地廣人稀，問此滿人早已蘊宵凶，種熱情好在的習俗，漢人進入

東三省，自然也受其影響。《柳邊紀略>> ii: 

十年前行柳條過外者，率不裴績，遇人闊前λ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問芋，或日暮

議南l1i彷客， }íri 而臥叫，t忱。馬划煮豆麥劉青'''1立，草j刊、受錢 今則走山

省以萬計，蹤跡詭秘， ...... '"j是于非農糧不 iiJ行矣。然宿銷護吭，炊則猶樵辭，

飯J!U猶助瓜菜，向非中土冊能且也。(訂七〕

前人研究亦甘苦|述此文，借以誰問隨著「走 111者」增多'*三千百習俗有所改變，但語學l

丈最佳明古「尚豆豆J:j ， t 土所能且也J .可見與關內究竟有別。當 A丈化進λ一新地現環鐘

，與當地文化交流的結果，常草生一種交融折衷的丈化，此恐方為該ijl丈真正蘊命的意

義，同時這也是本章所論「本土化」的真正涵宜。

荒1於日常生活方面，~展也多有仿效滿族者，如《總龍江志稿》載:

冬衣名哈姆J鳥兒， 服之ff苦最前I贈涅。各成婦女皆滿衷，即墾1-i?;亦習從之。

〔混入〉

文泣，

m龍江漠、滿、蒙、同等人居處大致相同。拉克鄉之中，所有建築房屋均以樸素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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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壁叫車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寒為重。帥的

黑龍江地處極北，氣候與內地迎異，新來之ij'i脹墾峙，很!'i然的便山原{H~處學得衣、

住適應之道。

此外，話局立才顯然對東立有各種胺的做什也不構成不能突般的隔閣，精通漢、滿

、蒙三種立~t:的個例前已論列，茲不贅述。誰罰方面i的交流無礙，尤其有助於 F層文化

的融合。((!嗯龍江外紀》 E

育請與蒙古、索倫、 i重呼商交品，皆通其品，問答如前，蓋皆宜蒙押之，惟過國

蔬者寥寥，滿洲g，能漢語故也 Q U ,"'-C) 

'iiJ且在現貨需求下，東三有人民(尤其是滿人)能 l廠兩種以 l 話;再打1當持遍。

而異族問過婚的情耳其比不罕見，從東之行各地方志〈列傳〉部分觀之，滿、摸過婚

i 分常見 p 且從清初便已如此。湘、蒙 jlt族的長期結趟，則更是血史常識。至於漠、目誼

通婿， ((，1嗎龍江外紀》亦有完載

過混同江往來也可三是多?開拙，壤的雜處皆蒙古，幸與站丁往來?或結炯51i 0 0:--) 

請代東三省站丁多係漢人充任。至於這裙異族通縣的背罩，東北籍近λ錢去來有昕解

釋:

兩個l~摳，共同生存，都有彼此村!話相依。打l處久[ , ßI!盆發多發見對方的使用il

與長處，忘掉對方的3圳市與lIT處。於是「愛好和親，1 ， /f、分蒙混矣。(計 ) 

其住過婚的結果，使得狹義民革主義的最後缺點 血統論，亦失去了i，~!a力。

東三柯森林帶佈，氣候酷寒，在閃發這塊處女地的過程中，當地人民也敢相垃 f-H "'_ 

種特有之冒險犯難之結神。滿、蒙兩脹的昨樸、好武、重信義是各地)J，'/;::一再稱道的。

而漢族山關者也是陸經艱險，按 f柳漣紀時》記載，當時偷fH關採人暮之「走川I有J ' 

jjj 句 1[於飢寒者， ì蓋不知凡聽矣J 0 廿一一〉跑這稀九先 生的冒險/L i;:'i之膺品來，造就

的東jt人民強悍、豪邁的性格，故錢公來I-~~論Jt東北同胞個的時曰

論)t性格，能忍耐，宙創造，懷做好施，擠人之肥，間共當年受過飢寒問4頁。

(“主間〉

此一特置在)L一)\'1，懿怪的流亡生w:巾不時地流露IH 5k Q 

另一方面，清初束之二古漢人頗多係邊;甜甜uz而來，們向地位頗受III抑，又不許學與

科寺，悶此養成其個強宮閥的個性。即以自惚良後商為1闕，先有用壯儒以[小得仕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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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輒經商以竟做於1其1:: '齊齊哈爾之筒，無日氏若有 o J 忱的後有日醉夫;三 l 加

λ「謂民黨，藝創l國民幣命。 J c:t 六) -(I'fl清末的 H 、做交迎，更加踩了東」仁人上的f且時注

識興奮闕精神。

平主革命後，東北本土化情形並沒有滿清的覆亡及l~闊的接連兩1逐漸減餒，反而在

政治和軍事!~_æ:月手獨立。常丰玄革命爆發後，新軍紛紛在關的各省得勢之際，東北地方

作插隊一邊肋軍，押在張作萃的領導~. ，成功的Il'叫住新F市 ， :Jl~氏並進而在 1 作之間

9 權獲]但他的市政J:榷。張氏之能逆轉時代潮流，呵持股新軍將頓和革命領袖，脫穎 ITIl II-l 

'恰反映出清代以來的東北本 1""化，已使閥的、外情勢犀'.1桐常大的羔兵。 山東北 1:" 't 

土長的張作霖，本身是東北長期以來本 t化的主激，他的豪邁制 l績，關位大度，以 1內

尺度而鼠. 'I~J能不設靚為一理想ffIi拙，但在東 Itl串串H得人心，悶當時東i仁人的償的觀念

，本即並不是完~ r漢化J r 的產物。

張fl':ii i'政期間，雖甘在惕宇退、芷-G':選等{1{ n士前派的鼓動 F '三皮大學入關。

但常時以玉 ikì:I、張作約分別為立、武首腦的*"It保守派，則始終力 i工不介λ關內政治

，余力建設東北。于、張 氏並在 k持遼、吉布歧和東北大學及吉林大學期間，引用大

量不滿獎作霖窮!~盟員武作為，均廠投身於是主仔且連過東北工作的年輕知識份子。叫一七)

也正悶為這種東.It本位的保:j 力最存在，張作需Jj能每次在λ關奪權失敗後，仍得以;g

tfJ關外纜的做其名副其賢的「東北京 J '死後還能艾死于繼的傳鈴Jn張學且，這與闊

的軍閥一敗塗地，喪盡地盤的戰敗下場，又成鮮問ft照。

張學良糧草丈業餒，除沿續乃丈別人不蜓，既往不特u 八)都』幸作風件，立閃其桐

人的少可傅志，給東北政府的;~tiff~訝:λ直接分戲劇化的氣息。如肝謂的 l 的略問院長事

件Ju 叫，使充分顯出張學且iTE妄為，敢作敢當的作風。民剎車 It草政在張氏艾T

主導 F' 發展山一套別具 格的運作倫理?與閥門做浴巾的縱橫啡閻之耐，截然有圳，

也伏干口接取陀人 i 流亡入關哇，常遁入A豆、之;車悶。

民閥1 七{'I一東.It品幟以後，張學良的 lH;政策頗得研派知識份于的而i2月，如減F午 íS'

、高惜冰、!有12陀、社重j車、開w航等.lt_j投入張 I\;幕 F' 任秘主Jje拍攝~策割的 I 作。

但;ujEA全國乃至世界成野的如識份于，主要是間站在張氏怯M:外伽利民族統一的大m，

之干，交於在咒他政論JII1念的站立;tr 1::. 1 則抖為紛歧， ，t亦伏 rJL 人事變流亡λ捌後，

彼此有明白為政的速悶。另外，張it話時代的尼派;在政菁英，以及;!f之聲青、錢公3/(、ßì'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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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壁以車才之北人士的流亡意吾先

英等與張氏不合的國民黨且，均在張學良的寬容政泊 f~ ，於九一八事變前後，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

的以上昕論述iiÉì青初至九→八事蠻有 I 東北本 t意誠的形成過程，可知當東北人士開

始流亡生涯之前，本身已發展山一些與關內丈化有異的特質。但這些差異也不可載過分

誇大，因為他們寶貴上仍屬一統一民脹、國家的提下的差別，這種徵妙的關係。可以來

北籍人士回雨時的話來說明:

吾確唾吾鄉，吾骨愛吾國;人不愛其鄉，豈能愛其國 ?Ut:二口)

而且即使在東北，遼、吉、黑三省之間，有時亦有紛爭， (立二)吉、黑省也曾為遼省人

土單斯政權，而有過不平之鳴。

東北品幟後，近三百年來所發展出的東北本土化情形，本有望相應於統一國家的建

立，而逐漸與全國太 統的土化取得一理想的調適，但日本軍閥的侵略去nO!ll卸車臨，於

是東北人士便不得不背負著長期本土化所累積的傳統，踏 t流亡的旅程。

第二章 第一次流亡(氏閻二十年至三十四年)

以往學者對九一八事變後流亡λ關的東北人士之討論，每每集中於他們發起或嘉興

的瑾次重要事件。本草則試圖追溯其整個流亡歷程，及其流亡意識之累積過程。以此角

度觀之，則流亡意識好比 做容納眾細流的長河，隨若時間演謹，蓄積越來越多的能量

, 且遭遇無法超越的阻礙，使激山一些震驚世人的政治事件。

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在三方面表現的特別顯著 第一、他們對造成其流亡的原因

一一一日本侵略，反應歧為激烈，入關後，他們始終是反日急先鋒，也是圈人眼中抗日之

表徵。第二、他們對其周體和傳統的延續特別重說，一旦此一事項面臨威脅，反應往往

過激。第三、東北人士所遭境遇與處 I~方面，本@PW流亡所至各地有所差別，放其常難

免有寄人籬下，有志難仲之!宜。以上三種心態時時反映在東北人士流亡生活之中，此乃

本軍所欲探討之重點。

j止年來學界針對九一λ事變的研究，卜分盟煩，本If'偏重不同，故不接重述。要之

，學者大致同意，此一事件之主要禍首蓋為日本軍閥，而國民政府和東北當局亦當負相

當的疏失之責，惟有東北昌百姓是無辜受害者。東北人士踏上流亡旅程時之型=慎，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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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其境 ti所能設想 ， '"iiÌ: 當時É!'，流亡學 :1:. 1'1叫憶:

政是遼寧有人， 民國二卡年九一八事變時.<<剛跨過大學鬥檻十λ天，馬上

成了流亡學朵，從車窗爬』兜1'1火車的ií平淳，車過! U?海關峙，我暗i'I發霄.<<

要參加收復東北工作，無論誰，只要價導vl們打敗日本，收復東缸，他戲是要作

旱情成都擁護 f 內然，這種想法不免狹隘、幼眶，但我想當年這位發誓的!li1t青

年，絕不11:我一年。(訂→二〉

東 It人士本郎以來性魯直著稱，互道此突變革IJ擻，其口後流亡過程中，別想行為漸趨帳

端激烈，實亦勢所難免。

話:時流亡人闊的東北人士可說各種身份布均有，包括軍政人具、設具、學生、農民

、工人牢牢，以且他們的特屁，不過一般農民有LIλ太多係於清末民初才移民主東三省

，或Jl是季節性的自華北京JfUt討生品，放在 l.J.rlRi'.x河 1t i':家均尚有甄別好瓦，僅需將

其遣返本籍， (主三〉菁後工作即告完成。然而]軍故人貝利知晶份于的情形RlIi固然不呵，

他們瞭解閥門外情勢，由抱個人ÐI!想和對國京的使命感，間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布深層

的東北本土文化伯納。凶此本J;t對東jt人 tλ關後流亡;對制J 發展， ~1若霞在對這此人

動態的探討。為分衍方便，茲將這些人土封為社會人上(包的黨政1月卜般民 IHJ間做人

民) .流亡學牙，東北軍二大績，依時設分別加以鼓述。

一、九一八事變主熱河久的(氏閱二十年九月五二十二年三月〉

依政治立場而論 PZt 亡入關初期(!'~ J~'( 北人士犬致可分為現q'l央和反巾:~J:t~悶峙， 有

各有)，組織、財源、故泊 I 張、 l盟友和民草草礎。反中央派(或可現為東北主流派) !;( 

原東北人民團體個袖人物如 …一高崇L~ 、杜重遠、關貿航、鹿廣獄、王 1t 、車向忱等

為主，他們的事業和發展空闇均在東北，倉惶入關餒，先是鬧去投靠常時向執掌華北軍

政大榷的張學且，m.此時的張I(正是生活最靡爛時期，執互奉行「不紙抗原則 .1 .並無

山兵規復血jt立互間，備設立 I 東 It問題研究委員會J 安搞這些東北民間做她 9 月主薪

一百元，便無衣食院乏之處而已。(立一間〉

在得不到張學良主持的情況下，這批原東北悶悶悶聽筒柚於事變後的第卡夫，九月

二十七 n '聚集於 It'1'萬刑部街辛天會館 9 法從“力成立一個東北流亡團體， ，1(':立 11守召

開朮會 9 推舉原洛陽商會副會長處臆績為主席，會中ik議成立 1 東北民眾抗日拉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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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梧[拉關押J) ，，)(再同時還 jfl三 I-- (，I執行委H齒丟氏，再出執委俏選 1M九FL常

務委此，常務委月向'fJ世三個組 總務淵巾韋思棍、屁IMI責任正副組長，政i~宣傳調lill

關寶航、 WríiJ杖、李夢興 fE_-!l~i副組長，軍事組由王化一、熊7倍、吉普振國任正副組長。

(立的能 l 東 Il民眾抗 H 拉開會 l 執委會成H觀之，常時的確並無酷派之分，大家企某

於抗日拉亡此 心岩前 t~之 f .問站在古已。

i 拉國向 I 1.成立之後，訂先l面臨到的凶難便是經貿問題。極管 l 教關會」的負責人

'1'頗有一段話 1-1 Ált3在家和阿科領椒， {I:I_;當悔入關後，已 無所有，而張學良歧和J般不

究成談會的改缸，故亦不可能控求其A)J主怪。閃此「拉關自 I fI'Hl 責人只得分JiJÌ /í'l東

拉籍人正在車 1t1下官峙，或Uii'與 ~i 北素 1r淵iEi吉募捐. iíù果肝ðtf.有恨，歷捉蚓抖艱辛

，但!東北人 l 訂)主芯主 IJ流亡 j品 f'~II'的人情冷暖。後張學良有t~於且l.It各地通恕的義勇軍

紛紛歪化可t' r~] 他才支援，而j其且不使企間給予支持，於是便決定通過 1 拉國自」予以峰上的

, frlJ揣Æ' -It 'ji I ti 發 ij 是關贊譽. 4tf}g 關獎 4次， Jj 人約川、三萬元，守主敷攘主「故國

肯 I .此經費即成該會最大且l吋i立的 項財源 U (.J ':/,) 

「赦國情」在各頃肘似漸有活落後，便展開各項工作。一方而先從事撫輯流亡的工

作，設立東北'1'學收容流亡中學'L 0 東北大學亦在一 Il'l'巷道役。垃成立東北難民教養院，

院內辦有于 l一廠、小學、幼兒悶。月一方!前，該會自責人上有鑑於，[，央歧府和一敵人民

均求對 H本侵略和東北淪陷 W'Ý應有之關注，故~取各害11賣抽i措施，如發行 f拉關旬

到》、 f覆某月 flj)) 、《東北通訊》等宮博列物，又出馮懦、尚tli氏、開寶航芋，率領

一進);{~古願圈，赴南瓜要求 rj.1央戲附踩取積極此 H 故策，沿途;1"鹿為丘悔，喚起L~眾重

做“二-u該講頤[胡於卡月 liH 山，t4'至天津，共 T餘人， C;t:--.入)再沿 11<浦路南下，

七 H ' J'Ui主泊日，是輪渡江神時(l~ ..I jh玉，先後與iH，古衛和品J ，主 l~會談，均不得要償。再

於↑日返 luJ 1#肘':1{_F1'赴巾央軍投昔且將中i[， 其他各地站願國亦趕到共岡要求積極

此口，但仍無法改變政府飯店政策，當東北論歐|呵黯然過iJ:反同浦口車站時，中央軍投

二、三內部!1Ut篇學生川H1一送行，論及時勢， 1許多人講了誤，阿感亡省亡京之捕」。

Ct 川λ旦時血 -lt ìJii亡意識裳，除了強知I仇 LI 情緒外， Xm~λ 峙對中央政附的不的何

感。

在促請中央積極抗日論廠研助失敗後， 1拉關會 J 章發將不抗日乏Jj\師於中央，而

與張學良關係日趨緊密，挂在接氏所中主Jl}J下， fi'(椏援助，屯，t各路義另軍抗敵行動不'U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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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頃敏雄行動，椒臨時期， r故國自 j 市』指指(組織的義的:'l' Jt ， ;1 ]i_ 卡二路，人版的μi

達數 f 肉之多。 (J =:0)前正民國二一↑二 :11…抖抖j失的，張學 J-* l 野前，以 1 赦國ßJ tH' 

心的東化主流派始終在~JH\.;掩誰去l\H' 從事各種I"J力故 iflJ 作，其對小史之猜忍興師

閔已逐漸走生。

可於說仁l'央派的東v、t:I!W 1 埠i -l t反滿lílll 協會 1 (簡稱 1 Jli.ltl協商 I ) l'l中心

，其中尤tJ齊1日 此為小心人物。齊氏們學與郭松齡倒戈掌門，與張作有文于布隙後， gn 

入關與關J~草控觸，尤其與做民夫、立去兄弟關係密切，一般倪鴻íifr3~lrcc 派 J 1li -It 

系臼腦。 九 八三fr變後，汗氏在陳 \ì. Ä協助 F' 聯仔的張學且將到失守穹的賊恃芳、則天

放、徐，æ等車 It籍人 1了 I ( ,-- .)並結合 );((18 各伴有 jJ人 1一在JìIJ組成j"_!j~北協自 l 總舟

, ，)f附設「北干分會」和「天津辦事處 1 '該協持理事包:t;lj 各方人 J- ，如外交方的的 i

正涯，財政方甜的孔祥熙、張益放 ， Ri~務方面的陳屯夫，幫自力闊的中1月笙，以及張學

良的秘古長主樹騙和「拉關侖 l 紙赴I:i悔的社重遠等人。 CI: :___:.) 

「東北協會J tlH些經將來臨i有【. _，.f-S向海外華偏耳款 ;~n接受關l(縫中央黨

部秘街津貼。 I!lj其工作的容，則與「拉關自J 111;丘， 兩耳果關內外vi 11 捐款，主助敗

北 切抗日組織， 間分別在-lt干和天作技立知行中學(後拼入東jl 仁 ~II，!.J rj I學〉且與華

小學，收容流亡學生。此外並成立 l 同義拉擠吶 1 '聯絡沖山市宙人 c '共同從事 III n 
I 作。 cr:..::.::) I 東北協會」凶得熱部主持會共Pl!1日來源和組織E畫展較為順利持久，但凶

}jlr屬單E雄，包色各界人士，故JJ;成只緊筒科皮似不足「故國冉J '然並不能說說寸，真派

人士甘為揖系野心份 f '或其愛鄉.c.，''Ìrl溢於bZ rjr央鼠，只是他們不相仿能在張學良領導

下才IlúJJ1Ut' I的認為呵，央的政策更為切rt lIJ{j () 

另外，關此程10間應九一八 ~Jç懿後懿肉，特在陀司、成 if. r;u北各街市無路執行委J't

f有妥 11辦事處 J (簡IN I 東 It黨務辦事處 J) ，此 棧稱自在名義七以張學良品的，但前

您訂立人多為「東化協會」成_H' 串門從事反滿抗fI[作，質與「東北協會」互為支豆豆

，後 rW-lt黨務辦'J;處」在日本通5b!T .奉命遵守~rli肘， Jl關外工作便再交「東-lt協

商 J f~跡。 u 川

東 Jt流亡學生方面，事變後大邱分得到l'I、律 in政府的安排，分紅望各校收容或f佳品

。 Ct~-:]L) 仇ì Jl， -lt流亡人i 惟忠:it傳統和NIJ 返鄉做命乏人反敵?亦紛紛速、~)Ji It忱仁學

校，其中影響起鈕者為東化大學、JiClt1tl早有l東 ~tq 1j ljljl學三阱。廿三;，\) Itl 1t:各位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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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的政治立場不J#J' 所以校風亦布具，學生的思想行為 11 ~!'i也成有別。

張學良持東北大學校長，所以九叫人事變後，便服jt'I'~天會館收容學冊，設東北

大學辦事處 9 後借得 It4'雨兵馬可說務敢督署Il校侖，便於間有!一月 i 八日程諜，張

氏並在做成玉的接見抵于全體教授，持人發給現汗二而元，學~t每人 l'兀〈古三七)。去年

9 張學良商得財政部長孔祥熙府甘 l司 J苦，改東北大學為關立， [Ij中央補助經脅， (注川Ilt

與佔 fl 在龍陽時財淑艘肅的情形相比，且還不如背。張學良為東 It大學校長，東大教N

及優秀融業生又多符其安排工作或 i:H國際法，故大多數東大肺生思想自較傾向東北 l'流

派， Jt後在經費刁、足，學校發展安間的情況下，到巾 !k:不滿情緒盟 R~滋長。

東北大學訓校於流亡入關之前，有其傳統與特色，教師太多柯:教有年，包把各煩人

士，而大學4 年事稍長 9 亦有Jt獨立判斷和見解，故東大雖帶w -lt主流派色拉， {U師刊

的主張，立場並不冗全 致。然東北小學和東 lt1tt 山 lj ，t學則截然不同，兩段分別出「拉

國會 1 :和 1*'lt協會」肝辦，均成才於流亡時期 9 創位之時U派系立場分間。 :tt唯一

相同之處，在於均反映流亡中的東北人士，希望將其傳統和使命延續 F去。

東北ql學也 l 故國會」於民國三 1 年創設 F 故扯為北?市社會局凶單)Jz時胡同倉

庫，分南、初中部，共 l'餘班。張學且自任董事長、校長，正卓然為副董事長，董事王

化一、中I:Æ遠、高崇昆、開寶航、處廣紋等均為!拉關自J 重要成員。學校經費 1 .1 1 張學

且有1 l'拉國會」籌措，後稅爭取，獲得中5年血份捕助。(江三九)東北中學學't悶「月l f\ H

岡拉家去的使命，在課f.11!_ 卡璀訓較其它學校多些，每周六小時，山東北草派來了軍事教

官，激發 r -，月僻的的枝彈藥，重武器有迫擊砲，輕重機關梢。東北中早在北平每年的

軍訓比品都取得了第一扣。 J (試問OlJU空歌中史有「捕 )L --凡之峰蟹，恣丑隊以使凌。

三 f萬間胞jt淪法圾，水深火執相哀鳴。怯望故鄉，滿院熱血如潮湧J (芷四)等辭旬，

就亡意識流露無置。東北中學岐巾「拉國會」所辦，只有東北市教官任戳，其親戚北主

流派之立場，不芷江J喻。

東北中山中學則 111 齊世英、層。待芳、高↑茵ìt等「東北協會」重要成貝所創辦，按初

籌措經費問難， rí'J汪精衛主持的行故院申請時，骨彼視為「請願者皆係反對張學良者，

乃烏合之眾 J '(立問〉後經二陳兄弟控旁協助， Ih行政院展給li.南兀閥辦費，終於民國

二十=年在 It'l、建校。且Ut中 1 .l llj ， 1學學位亦間(一J:.家志在復仇，收復失地。而社復失地

將須一戰，前以注重申 ;Jl jJ c (主四三)阿峙校歌中也有「唯楚有士，難三戶兮粵東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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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 ~t唔，間化方 1 (，隅內)之悲痛勵志丈句。不過，凶東北中山ιf'學為親中央東北人

士所辦，拉拉歌中又有 rt)'i，主義為函， 1句 l 之旬， "1且按役之立場不同於東北中學。

東~t中山巾串成立後，除使現中央派的;張得以延t買主 F 代，問時也使一些到中央的

東北知識份于 9 如李錫盟、章文靖、徐誠等暫在華北得 P悽身之地。(旭先)

東北軍方面 9 其精銳部隊大多在民國 I'M!' r 中間大戰」期間，隨張學Rλ闕，九

P八事輩革後，其他部隊亦在「不祇抗也1U1IJJ 'f. 陣融入關。而此時(r;喂喂良仍以陸甜苦空

軍副司令立職，立即苓北地區，部分原內 ~t軍和背准的殘品，均師共節制。民悶:::~. 'I'{j 

十二月，張(\;q 1符措辭沌空軍副司告→幟，川隨@PC主任北1守主堉~書主任，仍掌扭華北

軍政質榷。去年八月，張學良內與汪料布川、侖，請辭jt平緝捕公害主付，中央有纜於張

氏實力，另投北平軍事委員會分脅，由蔣巾lE兼任委只長，仍諧張學良1，理委員長，權

直不變。 C:<;:州六〉

ü，國二十一句|二月，位學且將九 八事若望後留駐華 It之東北部隊整編為六個單

第五十一，但(軍民于學忠) ，第丘卡三軍(此福麟) ，第五|一七軍(和I往國) ，第五卡

:丘軍(渴王麟) ，第六↑三軍〔馮Ii海) ，第六 i 七軍(主以官) 0 c山-t;)其中南祺麟

和湯玉麟係張作海之在那囑; CJ 學Jι以係央佩宇郁，後!fr靠〉醉品 ;M桂圓為$ii叫人，但

始終在東北軍中發展，馮占海所屬為九 A凡事蓋章後 rll 吉林撤l1J部眩騙此，半以哲則為張

學且說信，所屬亦為張之摘~部隊。此時之東，t軍賞力幾乎不遜於九一凡事蟹的. m_凶

喪失東北，財源受頃，雖迫價打折的「困難的Ju叫入) ，而且咒棄不搞抗之恥，故土氣

巳逐漸低落，端樹張學良憫人權威抗繫長軍之安矩。

二、熱河久隔五「二二事件J C 氏閻二十二年三月五

二十六年二月〕

民國三寸 年 月下旬，日軍分;三路進攻軌呵，湯，:r，:麟軍竟不戰而失孟德'的握的

東jt軍亦不棋一擊，紛紛徹lúJk成以出，三月 f 口，張學且通電 l 野~ r! 1 _;jç站派心Jtt藍欽

代l'I.此'1"草草委且會晏員長，東北 'iþ:歸中火E按指揮。張學且的毅然交Hl兵擻，的徉考

察，問然頗獲各界好評，但對流亡的東北人土，不具又是，去沈重打擊。 )L 凡事變後

雖已失東北，但他們尚可依庇於1三持有要化的張學良，張氏于野後，隨智主任北局對的日益

惡化，泣峙Jtu仁人士遭遇到更多的挫訢和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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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且離開1(qt後- r敢問會J \f刻受到影響，愛關提 fr故華北行正主委員會勒令停

辦，拉宮財源開「蹈，古肆位是有秋芋，不得不解放。刃而「拉國向」的常委們組成 1 位

東會 I .間對航任主11- 尚;~~l\!;任秘吉長 9 繼禎秘密從事抗日活動。〈川九)高崇民且在於

l司年在 It手發表《三KI 義的真諦》和《東 It~祖》兩本小由于，譴責中央的退縮行為，

並呼軍ill著極抗日，平 H 收復東 1t 0 (山。東北主流派人士的態皮，在逆境中，愈過激

逛。

民悶 cc. t 句至民關 l 三年，主l JlUt主流派之發展而月，是 相當關鍾的時JUJ 。

從「拉國會J 縮編成「復東會J (啥時俊使東北之意) ，使得此團體組織更緊窮，君、志

直接巾， I附關彼範間也從全國縮小至敢把 區;此外做到東北義勇軍主控工作的伴 j[: ' 

使「復東會」的 I 作漸叫于您想!府面的關手。 I兩位nut主流派眾為領袖的張學且，在此

一時JUl忠 ;\!l 1一也經席也急驟之轉變。以張學且常峙的年齡、個慨，以及遭遇 rfii，論，其在

土豆純 -{I 巾， ~l1 +]Î_端 N1Ht: '頭廢轉變成精力旺盛，力問振作，拉小是 1"汙值得驚泌的事

。問此話附關=C. -1 之三年，張學良敗遊歸來後，其所峙的融注意識型站，與 I 復東會」成

員們的心照 l 分接近，故-布很快的便立結合在一缸。

當LI\閥二 C. j 三年春，張學良返搞上海峙- 1 復東會」重要成且前iI探望，張學且百

感交集的 ;~ft r我叩開時，有人到新加坡控我，有人到高准接我，從吞活至 t誨的航汁，

這些TI害相知仍立1I)L ，-~;\事變動j那接到耿直睹。主然沒想到今天東北領土喪失，關做家亡

之恨，故員感到布些失望。 J (立在一〉此時的張氏，與九一八哥哥越後，東北人士流亡λ關

之初，有u往拜訪的張學且，恥J謂判若兩人。可是儘管此時張氏與「復東向J JJ(i)在激進

抗日心Ji;U: 一致，倒在方法 k均主張不必心

張學且在留歐期間，對主張隘綿的義大利法呵!的黨和德國國社黨也于深刻印象，括

為中閑居要快速強盛起來， 71J模仿二蔽之組織和行動。但張氏內認聲5豈不鉤，且竭力無

法有效l/i 日，故主張雄蔣q:1正為做仙，效法法西斯、們梓方式連閥、強闕; ini r 彼東

會 J 成此，對蔣民品j自主張「攘外必先注:內 J 政策感到l摸底，後在張學且極力勸說于方

安協。

張民自近國接任「童車、報、院子一有剿匪副總司令」一幟，成為章中地區質際 t最高

長背後，更按極;，之間組成法""斯式的甘、組織，持中正對如此植端的建議時持保留態度，

拉後應允而構成張民主要做消幹部的 1 復 51!會 j 成員，與以 tJi.楠學生為主的國貝黨少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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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三民主義力行社 I (簡稱「力行副 I )重要成此，背組 「間i陸學會 I '名為 l 叫

*JU 之間，在於蔣氏希望此也組織之活動仍應限制於'1'闖闖有文化傾坡的，以免芷 '1 如

法西斯和納粹黨的過激行為。 c正在1

約在t~閥二汁，三'1 五月間， r的維學會」在武日三省耳目imJ~總部正式成立，成貝包指

「復桌會 1 Jj面的王卓然、主化 、王以前、何桂圓、品~;~~、閻寶航、黎天才等;以

及[力行社」方而的劉健畫、鄧文f品、邱間主主、戴笠、干閥勤、 1 炳權、趙陸文、韓文

蜈導人。，1'- 諸將1' 1 1正11酋長，張學且訓之。

儼管「用純學會 I rfr的兩個去關體有 4位相間的目標，但均有兩難以克服的障礙。

其一為領袖問題，法西斯式團體必須告→位大家都絕對服從的m納入物，以將中正一且

對黃埔學生的1M揖照顱， r力行社」份于自然直在之紹封信仰，“JÆ: r復東會」份于別長

期以來對其抗日態度感到不滿。內此常劉健誓，部主儀等引領「復東會」份于赴庇山晉

見蔣I.j-I正途中，生~'i%寒便興高崇民就領袖問題發'.1激蟬，買主張服從領袖:â'iJt::無條付的

，而高則揖稱: r只有自己的丈母，是生來不變也無法岐營，至於政治前拙，應該有條

件。譬如領袖抗日.:jl;們應服從。如不抗月，故們當然呵以日行寺膺，不只是眉目的服

從。 J (曰二毛)可見 11及東會」份于對蔣"11正的不括任 9 凶而主張對散布d市服雄是有條件

的，而這惟一的做門便是必鑽研板前 H 0 質、高二人的爭辯雖經眾人的動解關于息，倪

爭論的關鍵問題，均始終未能完全解決。

另一4更大的附難是，擋時無論「力行社」或 fni #i會」份于，對法西斯 k義真正的

內洞並無深入的瞭解，事l'l'..I他們也無意完全推行法阿斯的各項故諦，他們所棉布的只

是使國家富強旭東而已。不過， r力行社」份子是關民黨的少壯派，說JJ;，垃道關1-\';黨和

闖京的理想而行，時間是對其有利的， ifrÎ且在「四維學會」組成前， 1 力行社j 已透過

「革命軍人同志酋」、「革命青年向志會」、「復興社」等外聞組織，推行了兩年的改

造國對撞動，頗有此成果。而「位東由」份于則在前兩年里，飽受流離失所之苦，師對

日漸喪傲的流亡樹體和力罷，只想早日強園， VL H 和退抽1 ，閃此「說東會」份f的激起

，與 I 力行社J 份于的能涯，彼此不能相容，史無法合作共遲，最後 l 四綠學會]成且

很本1~法透過協時取得共識，終 nlJ無形終丘。 東 1tJ'流派與rj.1 Jç取得和諧團結的最佳時

機，從此失去，進IfIJ走向更激烈的!lZ中央之途。^位「四綠學會，J tfl的 IJJh社 l 份于

認為「後來的女事蟹，多少可能與 1 凹誰學會 1 終11:有關」。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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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學會」瓦解後，東北主流派的幾位重要人物漸轉赴京、語一帶。 t海一向環

境援雜，共產黨地下J 作人民活動頻繁。杜重速向九一入事變發生，故「拉閣會J /li\赴

k梅隆，更與當地中間和左傾人 l 接近，並創辦(新生用于心，後因直至到萱載〈閑話皇

帝〉一文，語沙日本天皇，遭日本領事館抗語，社因而於民國二「四年十月，殼上海法

院判刑 年兩個且，至整年九月方得出獄。問五日

民國二「四年，晶崇民流落至上海，此時而「思想已苦悶到極點。為了抗日，各種

辦法都試過了，但都失敗了。 真是感到前途渺茫，山窮水盡了。 J (訣五月還過杜重

遠的中介，高結識巾1年地 F黨貝多f克1世(即係達生) • ù 七是高第→乎已真正接觸到共黨極

端理論，發生相當的好惑，不過最有興趣的仍是共黨積極抗日的主張。白一九三五年

〔民閹二「四年〉七月，共產國際受到德國納粹黨興起的威脅，決定令各國共黨與其他

黨派組成統一戰線，以扼阻極右勢力發展後，同年八月，中共為求自教亦發表「八一宜

再」呼籲翻成抗日民接統一戰線。商崇民在屢固結合各方力量積極抗H挫敗後，此番初

間相同主張，便「決心跟共產黨走定了，就毅然決然地撕毀了國民黨黨詮J 0 (註五七)

閻寶航在「四維學會」組成時晉見蔣中正，因素現沈穩，深獲賞識，被派至「新生

活運動總會」工作，隱然成為中央與東北主流派的聯絡人。閻氏此時期雖家住南京，但

亦常赴上海與肉、杜二人會商國事。民國二十四年底，盧廣績亦由海外返國，暫居上海

。這些旅福的東北主流人士雖無 正式組織，但往來密切，且已受巾共的抗日民宜生統一

戰線宜傳所影響，並與共黨份于直接接觸。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日，張學良就任山北剿匪副總司令。同月，高崇民@p代表旅居

京福東」七主流人士，在共黨份于協助下，由上海經平津赴凶安。高於十 月拉西安後，

除I面見張學且，力勸其放棄執行刺共政策外，文運動東北軍將餌，且扮演張學良與楊虎

城聯絡人角色。(主五入〉至*年四月，高因煽著《活路》一書，主張聯共就日，反對「攘

外必先安內」政策，在東把軍中廣為流傳，而設中央通緝，不得已逃往天津。但同年八

月，在張、搗宏偉干，高再度潛返凶安，同月，直廣績亦應張學且電召赴西安，出任西

北剿匪總部第四處處長。「西安事變」發生的次日(十二月十三日) .張學良便于帝成

立一「設計委員會 J .負責處理故治事務，高惜民、盧JJi績均為成員，高並任主任。

「設計委且會J 初成立的四、五天，每天開會，午、晚兩餐且在金家巷張學良祖師進餐

，對處理蔣巾正問題，以及組織聯合故府問題，討論十分熱烈。(芷五九)但隨著張學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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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l央協調大員關係之Qí:荐. r設計委貝會J 的影響力逐漸減弱，卡。月 :1 三 n. 該會

決議要求張學且在取得共體保證後才 iiJ釋蔣，為張氏所拒。〈在六口)二十五刊，張學良恰

向蔣ql正掰開闊'iÇ後，高崇氏為何控張學良，不主張與中央iFPH仗，問 j(ii不為協虎城所

秤，而投卉蛙點消甫的東 jt軍劉多莘部。(山、)

高崇民敞開西安，東北團體的故泊車路使落入東jtt流派中的少肚派掌峰之巾，其

巾尤以 1 抗 H 阿志會」的害自己I@:德間為中心人物。 Ct:f';、一) r~t IJ 同志會」是張學良在阿

安事變前，所組成的小組織，自張學且任酋長，成員均為張氏新近JX拔起來的 批少壯

派，包恬秘書應德凹、 F商品l秋，特務關團長係銘久，手槍營營長商阿凸等人。(心L六:)這

批人對張學且約封信仰、站0，缸， (土六間〉而日深知其驟起之身價地位，全仰輔張之提故，

"t返東北之願望，亦f75it令張之領導，若張氏不存在，則~YJ將飾品有。 l耳此彼等乃發

勤「二三事件J .刺殺當時東北軍中心人物王以前，王的為陳叔保定軍位同期同學，當

時對與巾央和戰問題又態度曖昧，故遺少則派猜忌而設刺殺。[二三事件」後， *-It軍

分裂，應總川、係銘久、市劍秋主人逃it共區。

民國=>1'二年張學且也國後，現中央東北人士品為是爭取*-1仁流亡人心之最佳時機

，於是身在華北的梅公任、徐成嘻「前後組織並至全加九一八月fU肘，東北青句力行闕，

及東 It青年學社J 'C/':1i)此外東 It軍中亦開始設立「政訓處 J '質施也想敢有'的中

央肘派iE之處長，亦皆為「東 It協會j 和「史clt黨務辦事處」有關人士。不過，儘管張

學良離開車北後，使東北反中央派人士一時軍龍無甘 j ßß於徬徨無依狀態步的隨若來clt

~l勢惡化， r.f r 干去L不1三只是地同影響安7 日人械制，中共7'，拉機樓λ!ì;動，因此東Jt視中央 λ 卜

的活動，反受到更有力的協戰。〔千古樹學盟，只超前動請後。)

rrd正做親中央J1'-1t人士積極展開事Jti人心工何時，其中卸有些重要人士於此際控二

陳兄弟借調至故府行故部門工作。 l己關二十三年春，時任江蘇省主席的陳果夫，派戚啟

方為鹽挑區J再具'_E傳神為准陰區事員，那澳元為徐州師專Lic 此外，周天Jil:投誠任湖

北有教宵廳長，徐織出任北半ih電站凶長。雖云二陳之意是為將來收復東」七「拍做生聚

訓練儲備故也」門叫心治!M使這比視中央東北幹 t致)J 般行政事務，此對「東北協

會」在亭子北的J爭取人心立工作有消概;方面的影曹 u

民困戶 i 三句 9 張學』注;g0!l後，正持讓那前三省刺共事宜，與q ，央關係也Í(盤，亞欲

整i\'東北Vif亡力量 9 共同抗口，中央亦樂見其成﹒故張F碧血特邀齊世;在赴咱(溝通，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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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二人多次傾談，然派系成且仍無法消除。齊世英並曾與郭怯齡胞弟Á鳴向蔣中正

指控張學良種種不當拾施。 Ct六七)張學且對東北流亡力壘的聲音失敗，及親中央東北人

士的挑按其與巾央之關係，始終極提於慎。此亦為「西安事變」的遠悶之 。

「團安事變」煥發後，說中央東北人上立刻發動拉拉妻且長行動。骨任漢口市黨部

常委，長期指導東 jt軍黨政工作的梅公任，立刻向巾央推薦甘任第五卡一軍及五十三軍

政訓處長的東宜、百億宜，及曾任第一一三師政訓主任的宇仲華導人，潛λ渲闕，與王

以哲等人取得聯繫，力保委員長安全。(注六川另一方面，齊↑世英亦發動在南京的中央大

學、巾央政校、金使大學、中央陸軍軍官學恆、巾央砲兵學校內東北籍學生聯合'"名運

動，通電西安，要求釋改委員長。但六九〉但出於說中央東北人士在事先不能有效防誼

「西安事變」的發生，事後拉援的影響力又 l'分眉吐弱慨之，其在東北流亡人士中，始終

是扮街巷 J~主流的角色，派系惡識太重質為其發展之最大弱點。

流亡學生方面，白張學良w國後，東北大學由秘書長王卓然暫1~校務。[東北協

會」成員梅丘吉任，曹德:証等組成「東」七青年學社」、「東Jt行健學會」、 「中華背年力

行國」等組織，岐收東北流亡大、中學生。東大學生王太任、王長璽、關大成、王淑蓮

導人，分任社周幹部。另一方面，中共也在東大發展組織，其中尤以事加過義勇軍而後

復學的部分左傾學生最為活躍。也七竹不過，直至民國三十凹年「一二、九學運J 之前

，東大學生中的真正共產黨員為數極為有眠。(話七戶)

中共白發去「入 宜言」後，便積極展開對華北各大學的宜傳工作，其「聯合抗

日」口號，對東北籍學生尤共哎引力。而此時日人又正傾力扶植冀東自治組織，使之脫

離中央，成為日本立阿膺，於j[.乃融起「 二、九學運J 0 參加此次學運的學生大多均

動機純血， 心為愛國抗日，舉典的學校亦僅有東大、北大、 i青大等少數幾所學位，但

因 It平歧府當局採高座故策，多名學生說捕，其中尤以東大十三人為最多。(，a;一)繼而

乃有「一二、一六學運 l 幾于北平各校均有學生舉加。巾共亦撞機介入，從中操縱，其

後桂成立「巾華民族解放先鋒隊J (簡稱「民先隊J )之共黨井崗組織，大量吸收育年

學生。

因東大學生在「一二、)LJ 和「一二、 六J 兩品學運中表現激進，故事後軍警仍

時常至設中調查搜捕學生，如此做學生們產生強烈反感，學加或同情共黨的人數激增。

民國二卡五年春芋， JI: \:學生宋黎、馬紹周等人訂西安請願抗日，其中宋苦奮為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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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J司尚為外圍份于，結果馬設「中統局j 工作人員逮捕，張學l追問兼:lUÀ段長，自

有照顧學生之貴，在溝通不得要領後，乃干令搜幸關民黨省輯部，造成與中央的脾憬。

(立七三〉同年夏季，張學且在西安成立「抗日學兵隊 J '大批說共東大學生前ft入伍。

Cl七四〉同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各按學生紀念「一二、九J '敏于人遊行諦闕，以東大學

生先行，西安警察局長馬志超顧盧胃把張學血，故不敢斷然處置，而j向上飯請示，張學

且親赴南橋與學生對話，示威行動固設勸止，但對張學且下定發動「西安事變」之決心

頗有影醬。 Ct-[;-冗) r二二事件J 結束後， 些東大赴西安的學生，投向共黨。

東北中學自張學良離闖北平聾，處境亦日益困難。及王三張學良返國， _"*-鎮武漢時，

便將此北巾學遷至部、頭閥的織公山，借用山上干~i雲功大樓和胡 jt克思去山智哩府的咕中

避暑山莊為謀生止不同宿舍。(立七月東北中學尚在華北時期， rcc派j 的對學't工作組織

已吸收一些東中學生，民國二十五年春，教育部 1血令全國高呼『一年級學生要集訓。於是

東中七、八班去開封受訓峙，部分學生X為「力行社」的外罔飢織「復興社」所吱收，

同年暑期，中共的外團組織「民先隊」也打入來巾，於是東止中學中的問爭附關乃無止

息。因東巾本;帶有的東北主流色荒草，及國家大環揖巾JJt日聲浪越來越盛，更串起!t!~t學

史的流亡傷痛，所以束中的左做學生勢力 H 益增長，終而引起「肅三百港事件J '股長王

化 開除 1-一名左傾學生，引發學生罷課，並向張學且論關要求改華投務。張學良不得

已，兒王化一職，自兼校長，互派孫忠元代理校長職務， i且役中派系之爭仍無法完全平

轍。(立七七) 1 西安事變」發生後，河南省主席劉峙，乃至b次派兵至束中搜捕左傾學生，

一些「民先做」學生因身份暴露遠不得不離綾逃亡。作七川

周圍二卜三、四年間，正是以 rcc派」為主的 rw北協會J 致力爭取在平東Jr流

亡學生之時，但因有'jt情勢惡化，抗日呼聲日雨，共黨份于亦得以打入「東北協會」成

貝肘創辦的東北巾111中學。當時中山斗?學「很有錢名共黨職業學生，其中為首者馮主主紹

商、趙培榮 等人。他們年齡大，普世揀，論年齡幾與某些年輕在師把時J 0 (比九)

後趟堉榮雖因設主出 T，(繭共黨宣傳資料，而設開除，但已有一些學生受其影響而左傾，

後並在趙的領導 F '從事地下工作， c+八 -1-)可見在中共抗日口號與學生流亡情緒結合後

，部使長朋接受擁護中vç敢有的學生，亦很劃圳、受影響。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中山中

學 Irl遷至南京中華門外板橋鐘。不久，又發生學生反對事加軍訓抗爭，後經授方多方成

導，方得以平服。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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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軍方 I扁，自張學良下野山國後，軍紀大不如前，河北有民抱怨;!tg， 0 C;t八二〉而

軍中對中央不滿情緒更甚高張，中央派至東北軍宣導的華北宣傳總隊長劉健草岡憶道:

我平價華 jt宣傳總隊到北平時候，恰逢張漢卿先生去國外考察。 東北軍內，牢騷

其多。目本人又多方造謠挑攘，有許多對中央的首語文字，超出7常情想像之外

。(主八三J

因此中央乃在東北各罩、胸中分鼓故訓處長、主任，試圖加強思想是生育。當時所派之人

均為主目中央東北籍人士，其中又以 rc c派」為主。民國二十二年七月，經由陳果夫推

駕，王德淳接任命為第五十一革政治訓線處長， (註入四〉隨使馬恩忱任第五十三軍政訓處

長， C注八叩開始黨化東北市工作。不過，東北軍究竟與張學且有深厚淵源，因此張學良

歐遊歸國後，很快的便又完全掌控住全軍。

張民出任豫嘴說三有剿匪副總司令後，主以哲之第六 l'七軍，何拉國之第五十七罩

，劉多革之百零五師(戰力約相當一個軍〕隨之調赴華中剃共，其與中共紅二十五軍交

戰雖不甚順利，但中共隨即逃往!快北，故未有大風模會戰。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于學忠、

調任峽廿邊區剿匪總司令。八月下旬，王以哲六十七軍，何挂國騎兵軍，蓋英斌五卡七

軍，劉多蓋一0五I冊，先後白讓那院冀閉住1;*甘，九月，張學良出訊問北則總副總司

令。

東北軍到達西北後，隨若局勢的發展，流亡意識中的三種主要情結均流露出來。首

先軍人覺得越來離家鄉越遠，作戰對象也從日本轉為同是中國人的共軍，土氣大為低

落。巾J~拉機大宣傳，軍中流傳共產黨張寒障肝作的歌「流亡三品曲J '歌詞中有五:

「我的裝在東北松花江 f.: '那里有載的同胞，還有那衷 ι的華娘。九凡，九一/丸，在

那悲悔的時候，離開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壺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閥的流浪，

那年那月才值問到政部可愛(f，故鄉， ...... 0 J 廿八六)巾共「聯JK抗日」的王張，更敢發

了東北市抗叫情緒，及對中央的不滿。

其次，東北軍困頓「國難耐J '早已慣恆不平，及至西北，經濟環境更形惡唔，故

入關接覺得處處受歧現排擠的情緒更為增漲。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潛流使曾對中央派主山

北學l總任審謀長的是道剛抱怨: r中央對東~t軍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軍隊是雙人鹽的

，說們則是假的不鉤，兵也可補，到處流離，還要我們打內戰。」他八七)王以哲也在一

次宴會上，伴裝~~態，對壘道剛說 「技們的老家在東北， 我們從東北到華北、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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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次又到了西北，頓時瞳「盟，無才是想近攻打向老家泣一脈望。誰想到快西打仗

，扭失得不到補充，犧牲的官兵和家塌得不到撫恤， 流落在西安， 喃可控濟辦法都

沒有。 J I~苓傷心處，捕哭失峙。(“t八入)

最後，最直怯的打擊是東北市在做jl身自lJ J生遭到 連中挫敗。 L(;闊二十四年 1一月初，

一-()的道伏擊，師長州立 1 1- 1陣亡。 F旬 ， -() 1:;師之六 4九關遭夜簣，閻長而制源

投俘。卡一月下旬 .-0九師設全織，師長牛兀峰自紋，同時-0六師亦有一團設殲。

u八九)而更嚴是A'~ )fr 1 tl4ç丹、願補充沾些損失，位流亡l'的東北人最害怕的事 流亡力置

的逐漸消耗始提 成為 4年賞。車把人土，1λl胡後， 巨均力試問線持軍力和i冉說，以便

打閩東北，重建家園，但如今卸似乎是與此 IJ 標背道而馳，更加使蜓 1.1-1 _I)(是故消誠東北

流亡勢)J C 此隙.JI'{日軍中甘遍恕恕，剖連張學血本人的刺共決 b也動J括了。中共趁機

障同被俘並適洗晦之兩制源，遊:品丘以哲及張學良，於是東北罩之刺共行動質際|一已完

全停曲。

臨 l 西安事變」發生之前，凶海*~t草均駐防何安外闊地院(悶:虎城屬楊虎城軍防f

[,.'Ü '而且高級話['Èfí{û不夠攝泣，故張學良孟lJtt提拔一些隨身少J!J:'tJ1.'(_;; ，其川，以採銘久

為小心，張除11命孫為特務閻長外，又兼 rli\fl 同志會」行動部長，發動「凶安事變 l

峙，張學良主要便是靠孫銘久所率領的這 主兵力。且主張學良的同蔣Ip正赴南京俊不

久 9 舔Wi久、體德問等「抗日阿志會 J 成且，便發動「一二事門 J '給殺 些身在河夾

且被懷疑興中央勾結的 J詞組軍甘，此舉澈底破1裝了東北罩之固結，其後空龍無 jj- ，間分

在裂的東北軍只有J益受中央胡遣，分離使用。

三、|二二事什 J 五抗戰勝利(氏閱二十大斗二月五

三十四年八月〕

從 i 間安事變 l 至「二三事件J 'JIUl UE派力且受到1哥大的打擊，而其過激主張

昕造成之惡果，也使多數東 Il流亡人士對之無法再借賴，故其已不能再拉蛻馮主流派，

且向崇陀、閻質航導人. ['j I 西安事變J t(後，與中共接發接近通 d之為主派，可能最

為恰常。另平方面， 1" 1府史事變」後， iU;lt在派人物莫德廈、劉哲、劉尚情等又從新復

出，收拾聽局，領導寸些年青、ìrm.初的東北流亡人土，形成 :~月健 r f: l fbll派 n 而以「東北

協會」、 r Jiill熬務辦事處」為中心東北說 11.1央派，仍保持 ~~態度，相Iil!{訟以上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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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親為右派。以干為敏述 .5f析方便，便就左、中、右三派之牙，追溯此時段東北人

士流亡意識之演變。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左派東北人士，在周恩來指導下，成立「東北抗日故亡總會」

〔簡稱J 東總J) .以高崇民、閻寶航、車向恆、杜重遠、處廣績等人為主席圈，栗又

丈為秘書長，于教夫主編「東總j 機關刊物「反攻半月刊J '(立九十) I 匕七事變」爆發

後. r東總」又組織「戰地服務團J .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向延安輸送青年學

生。 (~t九〉向崇民並將其獨于而在信送往延安，商賈航的四個年長于女明詩、明英、大

新、間智也都先後奔赴延安。

1t平失陷後，高祟民先到濟南建立東北故亡總會山東分脅，文赴，1，西建立山西分脅

。民間二十七年，又建立恢西牙脅， 1 r商峰空中共指導，進行抗日宣傳;一而向延安輸

送青年學生。高jË於此時l句中共提出λ黨申請， i日經陳雲勸說，未辦正式入黨手續。

(江九→〉而閻質航!明己於民國二|‘六年九月，秘密岫入共產黨。(詰九三)，ìt以其委員長行管

少將舉識、軍委會改治部戰地黨政設計委員等身份，為共黨蒐集情報，並掩護其地下

工作人員。此時的「東總」已是十足的共黨外國組織， rllJ左派東北人寸了也已全面倒向，1'

主to
J哼一

民國二卡八年，政府分別查封「車總」區安和成都兩分齒，這只剩下重慶總齒。民

國三「年「新四軍事件」之後，政府的反共政策更為強硬. 1 車總」重要成員，重慶大

學教師徐111航，中法J七瑞丈仕協會秘書李羽軍等人均接捕。(汪九四)

民國三十 年，政府為統一東jt流亡組織，成立「東jt四省抗敵協會J .勒令所有

車拉流亡國體 律加入。「東總J 雖拒絕加入，但已不能合法存在，工作人貝相繼封謀

生路。只有「反共半月刊J 的丘上加的未被吊銷，由而崇民等少數人勉強維持，與有「閻

家老店」之稱的閻寶航公館，形成兩個僅有的東北左派人土的按點。直弔抗戰勝利的幾

個月，高崇民、閻寶航、陳先舟、金錫如等人，才在周恩來指導下，施?有組成「束1t民

主J& N~協會 J .單備勝利後重建東北事宜。綜觀「二三事f+J 主J1[戰勝利期間，左派東

北人!→已將原寄於張學良和東北軍的抗 fl 返鄉之期窯，轉記周恩來和共軍，因此甘為巾

共利用，起至將下 代也送往延安，冀共在巾共率領 F打 IBj東北。

經過「阿安事變」和「二二事件」融蓋亞後，流亡東北人 t痛定思痛，對過注重行為普

遍感到厭惡」再加上不久[七七事變」目l爆發，半壁江山轉瞬淪陷，華J七、華巾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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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也加λ流亡行列，東北人 l 的流亡痛苦，血l守衛更多同胞來共同單常，也{<!'!)[，t人

i 的那桶安排擠、歧血的流亡心態逐漸""'1訕。 Úl於這些醫化，溫和的巾間派人 t漸嶄臨

頭角。

混不H努力初去山現，正在「西安寧主~~ J ;p;，i後安排峙，右派人士莫德蔥、劉哲、劉尚

情等設邀請山[面調解111*與東北軍之聽張關係?最後達成協議，由 i 學忠任河蘇餒堉公

署主任、劉向清 11安徽省政府宅席，以!去世東北軍故人員，駐恢， t~的東 It:.玉，則移調

蘇、屁整訓。 C;_九 h)

抗戰期間，莫德息，劉祈均教違選為關問學故宮暴政且，劉俏清也於民國三 I一句的

任監察阮副院長。當時上迪在派人物Ji._!:I~ 北軍捍j、在禹咄麟，翊;作華等，均得屑一重慶m

111一帶，句牌東北中堅人士，亦L:居南 111 1 成常赴南 I.I J 向大告們請泣，使南 111成為此戰

期間且也-lt V1L亡文化的童心，亦使「這空宵從前且也u:、松花江、遼可流亡缸，奔以輾轉，

渡過黃訓，文章聚在幾至長江的源峙，不無「間是天佳品落入:1 Ú~慰結J '而 l 老朋宗

甘你從i胡內向關外逃荒有11位肝迫對惰，也都-lil腦帶到兩山。 J (正:fL;-\)

民國=卜 {j 狀，政附有鑑於左淑東北人J.關體傾向共黨，而平:誡人士團體則人事

科紛不斷，故解散所有東北流亡組織， fll 中央提東北人土中遴選百給我， yj組「東北個

省此敵協會J '統幫卜的東北抗敵教亡事務，並發行《東北前鋒且為宜俾f~物。該會肝

選出的常務月事和幹事「多係較少派系色是主或早已脫離『東北協會』指J '(主jL-'\;)可譜

是一以中間溫和派為主導的組合。

東 itW從「島 事件」全缸戰盼初期間，由:風敏、制止峰等部投J妙計，大致均佐受

中央指揮，但亦或多或少保留 些地方色豆豆，總體 IIU 口，其政泊立場與Ij'l間派東北人土

接近。東北軍白張學良離開相發生「二三 I事件」後，已不能自成體系，部隊出 l-t'央調泣

，夜卦離使用，尤其是當J-~閥三十二年， ]學!~~丰調軍委會舉起院副院長後，魯蘇戰民

撒淆 ， r~J[西化單l 總JiJr這也 F的審謀幕僚人具解放，自此*北軍師無軍以七的指揮纖構。

U)l 八〉

IìL戰期間，東北軍在歷次戰役中品欠消耗且大會 im其1[.1尤其主以「俘虜車扭之劫不

辛苦J -'J手，對東北人士的流亡iE誠的影也最為深遠。民國三 f 句元月，中央決紹對時在

做m發展的共黨新四軍:貞施包間，的原東北車站銳之第六 l' 匕軍於恨呢戰役後縮編成的

第一OA帥，亦學與冉i擊。間月六月，戰哥哥爆發，烹!一二 R '新問軍主力已故閑，1 ，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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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 H泊，該軍市長荒誕有鍍於東北京於兩安事蠻的後與共黨主泣，乃派時在該車主管

宣傳的林植扶和一張前}役，主 O 八自lí六四間關談初，但雙方本能達成協議。卡閉口

9 新四軍分兩股突闕，叫市長主自 ~I;'J凶北屬川草系統之第一一四師正面突l姐，荒誕則向

北方之-0八個〔7:僅打一六四回國) iE凶突間，華於突悶不成後為六閉門團所俘。何該

間將提扭 J:_ß後，其戰功竟為J:級所幣控， Tíli國市戰史中對生俘拉拉 事始終目已收不清

，開車l\ Ýll1晨，甚們在學戰部隊序列主1'1 1 Jj, ;:m ;5刊11.0八耐I蓓號。 h自然葉扭當時足而It選擇

JI三中央騙昂的六凹的固投降，枉!中央對該 IJill之功質不I!:也不必抹裁，此舉使東北人士覺

得受排擠、歧副的危機立品更為DII獄，該國恃，jX辛和鏡骨引張學良反有錄巾所耳之 1" ，其

長官，持朋友，毀部屬雪交此為lU 來說明西安事變後東北市肺受的不平待遇。 C.t九九)

l 研;主事變」和「一 事{'I， I 發慌後 9 本是布淑東北人上的動發展的最好時嘴，此

時非也1FE:關民眾和東北流亡人l:Y:r對原來 lt主流派人1 過激行徑/卜滿，中央也有惡主持

];(1 東北協會!為'1'心的右派人上主導整個東北流亡勢力 'M閃派系意識過濃，現野格

局Á狹， :(:í派人土終4主失此一良機。

「二白二事件」俊不久， IW: -It協會」重要成民戚啟芳使丰派揖掌東北大學，但在路

需長周鯨丈和工學阮院長幸錫如領導 1;" ，東大學丹紅成護校隊，明MJj賊持芳的按收行動

, U ，， "OO) 餃內部分主封接收的學生如王大任，張國11，、王長聽嘻人均被毆悔，左、打

兩派學'1:鬧下激列。(注 c，-) )，闢啟芳 )í'.)西 jt璀系掌鏈的北平市副會局，jl'求協助按收，亦

得不到積驅I吋暉，只得韌的鬧下I河IHJKRF設立「東北大學時辦事處 J ~ ~jJ曲j請教育部

停發在北干的東北大學經費 9 班，t肺咕:在經費無若;事情況 F' 除一部封在派人土奔赴延

安外，太多赴開封λ學。此戰期間，注:大由間安阿遲至四川=白，減特丹始終任校長，

學生們雖逐漸傾向中間f溫和立場， {U仍偶有罷課等事件發慌 9 T([至勝利後再遭|吋青島陽。

與東北大學l司屬原主流派的東北中學也遭到相類似命運，民關二 f 六年七月間，時

{[湖北有教有廳長的打派車 It重型1人物周天故「聲稱東~t'l!學內部情況在i靴，的種Jlll東

北市例，派「整理聶lJ去役，並派趙閑時為該拉拉長" (~: ---0一〉趟也相同的受到束中師

生揖制，迫不得已只得 方而斷約Jt經贊來源，一方面均鼓校址，力得勉強接收，椎東

It時，學1'E Ð'i戰期間蚓始終不得安定，學運頻繁， j有世」甚至晚年猶認為，接收東q~ r是一

個錯誤，是致的失敗。 1 c: 口)

另 )/D俏，抗 11 戰起. í東 jt協會」興「東北駕車串辦事處」均提而可公開展開jj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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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作，但問擴充過述， I伯國民黨中央對東北地!'J:ltxtf夜線做導方式，各系統之間頗

不I隔闊，終 iíli爆發民國二卡丸， r~Ut協會」幹車主榮濤與東北黨務特派íl 馬丈煥勾結

HiE可 l司 i缸，以換取情報事f'j: " (.J -- <)耳〉此可jÇ{'1 對「東北協會」和 l 東北黨務辦事處 j 打

擊位大。其後圈民黨組織部長朱寧昨月派羅大愚等人來#Ut發展地下組織，與 l' di北黨

務辦事處」分TIJU: 作，而「東北協會」也閃「東北四省連設協會J 之成立 1 IIIl辛令結束

，該會部分成員甚至 度難以維持生計() (:j-: ".C1i.) 

綜觀東北人 UljL~八事變豈抗戰勝利期間流亡;@:J~之發展過缸，可謂缸初Ji越來

越強烈，終而激卅「叫史事變」興「 之事付 J '其後中間溫和派人土雖漸露頭角，但

聽體而足，東北流亡勢力口大不宜11前，尤其是左、右兩妝，更是頻的問鐘，無怪乎盼利

後收)IUt峙， VlI亡關內的東北人 i 只能扮演次要角色。

註 軍事

,1 ~~ ((東北句濫ìì (車站主化社年鑑騙印處 1 諂鷗 z 九三三 ) , <概論， :!M北緯名) , 

頁。

諒 二千3 高巖〈消 f\滿洲流入考) , ((三名博上古稀祝賀記念論主集)) (未見原文，僅見揖

{<談論立~I~n ;請{國禎(( ;)11夕j流人開發耳!北史)) (是餌閒咧需仙 P 畫畫jt '一九六

jL) ;謝 山〈清代一中北立也盟與移民) , ((學神J手列》 λ卷三路1 (~jL五八) ，頁

一司、阿七。其他相關著作向多 F 以 i 區舉其獎者。

~f'. 三﹒抱中乍〈立正代束了三千可移民間聞之研究> ' <<小央研究臨近代史研究所集列)) (以 F簡

稱《集于盼)部凹j明 H肋( 九七門) ，耳六 二:::E;;'..;/之間， <清末]-i:~有改制的背

扭) , <<笑列》第五期(一九七六) ，五 三乖了τ五， <泊 f\東三省的地權關係

與封禁政策) , ((接到》第 i 期( ~九八一) ，直 入至可。.:__:_， (jj!dt東三我北

部的開發問謹化) , ((接到》穿! j-7L!W 于加〈九八六) ，直 至 f 六 J 楊合華 <(1古

代東 1月間曹C究駐科 流人， ((來作史研究》二一戶卷三號(一九七六三) ，頁…至

一于".' Gi古代話應於I!U~的漢族商人) , ((食現月 111)) 丘海 C(JIII ( 九七J心，直十

二至十七; Robert H. G. Lee.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a 

History (H盯 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0) 。

正 開 《黑龍江C:.;t，~jì) (戶九二) ，谷五七， <人物i紅衛) '!H 一方可 u 

~~t 五 的情((，':11 f1tìI外記)) (第又印巾侃， 去北， 九六)\) ，卷土 3 巨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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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六:I)l飯臣《電信古格紅1略)) (費主印而館，哥j， '一九七0)，且十。

正 七揭賓《柳邊紀時)) (聳立印書館，畫拈，.._)L/UL) ，結三，宜于1七。

且 人﹒《黑龍江ttf帥，忽六，瓦 l 八。

註 九﹒同的血，給六，_g:凹。

証 。 由清且開Bg江外Z吟，卷六，耳凹。

.U; - ,,- 叫商品，卷土， _1:(七。

泣 錢去來《東北'.t:，;，~)) (Ij'央主物。明社，華北， 九五九) ，耳目一。

;上 二楊貨《柳草草把自各)) ，卷 ，氣十三。

芷 問﹒誼公來《東北史u帥， ，，)七。

;l:f:: ._- l î. {(如 ílliV: ;1;:f，帥，卷五仁， n}L u 

芷 只錢公來《東北史話且，直十七。

~l 一七 7i林大學校長李錫服白是「社德關留學附來不:W'1::張作需任命任1月職，前以 介書生

誼服吉林有J乏自良作徊，創辦古 iÏ.吉林大學 J 0 (僅壹百〈鑽研J:晰的問惜) , ((闢立

東北巾山中學金精紀念1肘，一九八凹，直 1 凹) ;月外佳來的接陽市長，來主後行

政院政務委且董丈崎，對怯ff本日的網絡人才，控譯告林，亦有但在刻描述。( ((董主琦

先生站間紀錄》﹒叫E研院J!Í史所，奎峙， 九八六J '在→九至 ----::~.:&.t[一戶1i.) 有

關工示証制品論許更多'的I考參考曾樹鉤〈個憶並{!1;ft;母控告1]:替人且直!r校長) , ((東

北文獻》寸?三卷問期 ( __)L人三) ，耳 1 咒，宇:京站〈略述東北火~> ' ((援i學文史

資料》第八椅(遼寧人民Hl版社，識阱，一九入凹) , Ä六五至六大，以及錢去來

〈主永江其人其事) , ((東北立獻》叫卷凹期( 九七凹) 'í:;1 一等處之~~載。

~t λ f主鐵ðZ先生訪問把錄)) (中研院jJi史所，基jt ' 九八lí..) ，直三丸。

註一九且一九三一年五月南京中央政府布開國民會議，張學良現擬 名單，要東北犬琴師牛車

搞合議代表，們學4)，P紛紛投票給聶校聶[冊封、洞天坡、關~'J 、高f有冰等門學院院

長。張誤認旺彼此』1，街默契，黃土師長事忙不宜雌侵參加會議故未予提名，但封1出此

結果，頤係彼等故意間其玩笑，故意是四院長至帥咐，作勢欲柚斃同人，想日軍軍之， --

場鬧劇l落幕。(弩Z且主黨〈東就大學品ìt守交 CU) , ((東北丈獻》于-_ )卷--JtlJ C _ JL 

入j叭，且卜凹至十六 0) 不過總廠啟芳〈宮先問惦錄〉記載，其離開莫大立原因是

閣制梭良制風竹不侖， (((東北丈獻》 怨一則〔一九七 1 '其在三至ii:惘。) 1l 

【九-午在I1 時，他而離開康大。丹在李古之處〈時亦東北大學〉一立中，吉被單 t

R被/!Ii，脅時逍槍斃的是正站器和孫間封rIì院長)，Ht研計u 任夏f苟且 o (((遼寧文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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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揖八輯，頁八十五八 0) 無論此 事件當事λ1萬誰，礁街此鬧劇聶生 9 則無

庸們眩目

註c:. 0 : 11\耐峙〈東北接收一年見倘罪首(凹)) , ((傳記文學)) 7..:/、卷三期( 九八0)

']:(-0 。

証 一例如民關 1 二年，國民黨黨員楊錫九，使因參加「占人治計 l 扭動， j萬張的攏于令此

地正法。 I 揚民臨刑的，痛陳三學系專橫，古黑兩省軍政要職 j 亭玉人 f 囊括 宜。 J

(草旺《東北抗暴列科吟，東 It丈獻訓，噩it' [ 九入八J 'n一五凹) ö JHrl抗

戰中j的呵，央學理直拖團體，建立 J(;化的「東北凹有拉敵路會 l 峙，所~，理事，亦按

謹、古黑、熱門 'il分配。(用兩時〈齊11( 英先'-f_聲棺論) , ((傳記立學》五-拉開朗

[九入七1 ，頁三九口)

註一二﹒耳語和〈我接掌達二七片縣西安!因協) , ((東北立獻》 堪一目'I( 九七0) , J'{八 1- " 

註二，，: ((大公扭11 (天津) ，民間十年九月二才九日，插在版，及和j年 t-JJ -:-."t"1;" 日，第

七眼目

前三四﹒虛店買績〈九 八事變前攪東北人民的航日故國活動) , ((挂電吾土史資料》第七輯(遼

寧人民山版社，海峙，一九入) ，直十奈十三。

註 古﹒附前立，真)~:策七。

計 六: Il"iHíJ 立，瓦八五 l' " 

立一七躍報載，請!\'ií 闢南下;J&濟南時， r 代表卡車演說，聞名說下。 J (((大公報11 r 去

海J 'lè園一十年十月廿 n ，第二版。)

註二人 《大公報11 (天津) ，且闖一十年十月六日，第七版。

誼二九﹒成直氣〈九八:IJf揖前接東北人民拉門拉國活動) J'\-j一口

計一十肘前丈，直十八。

抗三一，據城早早芳〈哲先I吋恤錄〉峙，照辟芳與徐商、周咒放一一λ於九 八事盟後，說前按摩

良，見其頹廢佳話，深感赤字 It收復無星 3 彼此慨嘆司、口。( ((東北文章111 "卷一胡

〔一九七一)，良/、九至七十。

註三二栗直〈東北黨務 ιf~輯型;) , ((東北主獻)) -j 七每期 (-}L入六) ，頁六。

誰一二間的訣。

註 凹 z 同的土，頁一五。

註三五 當時于律各位k致倘能共體時艱，收容東站失學流亡f}t汀， ((大公報》的謂的東北

逃難中學生請1~i'{ trJ請者民 g ，云 -1、民間一 1-年十月初為止， )，JtJ逃難至北干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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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中學生有三百餘人，無俊可讀者男女共計近百人。( ((大去報)) (7: ifJ '民國二

-(年| 月七日，持十 版)。大學生方函似較好，撞上海的軒南大學亦挂報招收東

北各大學轉學生。( ((巾幸帥，民間二卡年十一月二 1 門tI，第六版。)極來成為上

海各大學講 H 本挂佔東北揖瓜詰頤聞總指揮的管南大學學生命的楚， g~晶東北籍學生。

註三六.此外尚有企一、勵自掌中學。

誼三七趟'，1'仁〈張學良與東北大學) , ((達2主師範大學學說口，一九八七年揖五期，直入

七。

話三入 手京穎〈略述東北大學> <ñ:七三。

舒毅敏〈東北中學問史> ' <<盎名字立史對料》插入輯，直入六至八七。

註阿 O 李江存〈億東北Ill~> ' ((追生事了文史資料》第十輯(遼寧人民出版社，搖醋，一九入

間) ，直一七五。

註間一，舒叡敏〈東北中學簡史> '頁九三。

註凹二，鄭佩高<1ì~位扭過父一草) , <<岡 .j'r東北中山 IJ1~金稿紀念美)) ，頁二入→。

註四三言金玉〈我f草草訓是i'~"爭到輯星> ' ((國立東北 l)q11叫，學金嘻紀念聾，耳二00'

計凶四 《間立東北中 10巾學金禧紀念生》附。

註阿五堇立時 <1)'山制技五|週{!，R品言> ' ((固立東北中 11，呵!學金禧紀盒集)) ，耳卡。

註四六:王鐵車《東北軍事虫白色)) (傳昆主學雜詰社，甚北， 九八士) ，頁八五。

註四七同1l1I寓，頁八七五入入。

芷阿八回九→入事變後，東北軍薪甜甜祐全輒河北一者說收，另外二寸九軍亦併入東北部隘範

圍內諭站，故只有間將官兵哥水一律減低。當時國軍其他部陸是「去尉主薪五十元，

中肘交薪間十元，少尉主薪三十元。而東北部瞳則減馮主1\1阿斗三)L;中尉三十六范

，少尉十八元，依此類推，所有官兵薪帥，均比照滅眶。說這樣地傲，也無法拉時發

薪J (主盛濤〈商安事睡著故殉難的王以哲> ' ((東北文獻》二卷四期〔→九七二]

B 頁凹三， ) 

註罔九﹒虛厚實級 (jL一λ事蠻的後東北人民的抗日救國1舌動> '頁二門。

註1i O ﹒商在信〈高崇民同志年譜> ' ((違寧主史資料》第十三輯(連學人民出版祉，洛陽，

-九入六) ，直九十。

註五- /i靠廣 fJt <悶峙的實航同志> ' <<挂協主史資料》第七輯(政協誰陽市lH\會主且資料

研究委且會辦公堪，洛陽， 九八二) ，具三λ 。

芷五 ﹒干闢勳程自於所謂誼與社的貝↑品質沮〉 s 《傳記文學》三五卷五期(一九六二)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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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三﹒劉健軍《銀河惦1 1)) (傳記立學111服世 z 堂北， 九六六) ，立二三四。

社1i.叫 于國勳〈關於所謂復興F士的回情貸況) 'j'\入五至八六。

~l. 去了關國問〈杜重違) , ((傳記士學且三)L雀開朗( .九八) ，直 凹七。

註五六聶長絲<r8HiJ高崇民同志) , ((搖寧主史資料 11 *-1 輯 3 頁九。

“ t I~ l:;: ["j 前泣。

註1i八，而存信〈高âR同志、1f'，~世) ，頁九 1 至九一。

人文學教

話1i九 于給成(1可;次會變 11 斷閥tn> ' ((內安事變現歷正己 )ì (Ijl固立史 IH版社，站京卜一九

八六) ，五 七 1l_ j 版廣結〈的安事望著扭監記> ' <<V有安事變革見 1fiUll)) 'J{九間。

計/、 o :-~O_或控 0:鐵:IIi先*訪問紀錄11 '頁七七。

設六一品和信〈而且民周忘年譜) ，頁九一。

，~t 六 .路;討;;m '束祖大學第 ωJii-l政治系畢業，被迫至主間留學，歸國挂í[j，~念戶 '1'早(晶

流亡頂北人!一所創辦)校長。民間三卡一年 3 張學良 IU l1豫那院二省軍仰E副總司令時

P 調眩能I!I等萊大 4事業生，任總部'1'下級幹部。待「凹誰學會|瓦解， rili東會 l 成

員各外車間，瞎慾間等人漸為張學良f.1'll主要政的幹部。

~t -;'、三 ~!jí，才出〈放所盟腥的一亡事件) , ((何安寧變詛原且叫 ，瓦五。九。

註;'.;; f'可 向;j，R ﹒閥寶航等人前以兄長份 li'J~R學院注目，而一i 以哲、和rtl.圖等難係張立面1燭，

("論年齡則h昌平積 JJ叫l 抗日同1一會」中的少111 人士，對張學i這是紹對信仰，完全

服從。

，1 六五﹒架直《東北拉拉列傳)) ':n 二。二。

i注六六 M前書，民間入。

;Jλ 七=Hl問時〈白 I~英先生革結論) , ((傳詢:文學)) i i: 卷'"坤1 (一九八七) ，，，-三八至三

)L 。

註六入，東問《東北航暴列f削，直二三至二二二。

~t 六九﹒趙毓麟〈問注:事揖時CC挂在中政梭的活動> ' ((函坎城變現睦Z己且，頁二九五。

註七 O 義5月掌握磅的萊大學生~，哲、張雄斬、張德陣字，均在參加義買東戰事佳期主j奎斯在

做， 1支至且間一十一午，聶哥市陌緻結束，手在新復~益， ):r{站成小組織，積極活動。

(張關維〈茜耳芳>1'一小兵) , ((東北主獻》六各--期[ 九七六 J '主主門十至間

一。)

已j 七 〈項乃克訪問把錄) (九九0年月七 11) 。

註七 《大去報)) (天津)民國土|凹作 1一=~十門 n '第 炭，P AJ攝<略 W:北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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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A事壁叫車車lt人去的武亡意識

'瓦八二。

在七三 〈項乃 j比訪問把錄) ;盟共'1' 1' (張學良與東北大學) ，直八八，徐軒'F~ ((一三九扭動

與民先隊且，國\1:政泊大學東亞研究所預 1，論文〈一九七五) ，瓦一八五 E 李貴擇

〈問女學變的油因與紹過(-)) , ((傳記立學》三九蓮}i/、WI (一九八一) ，頁十丘。

註七凹，且守仁〈評張學良將軍思想演變) ,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 (社科眼) ，一九八六年

第 彈1 '瓦八六，正象站久〈間史事變前張學良傲的曲件事) , ((俯董事變創歷正吵，

直λ 丘。

註七五:李宗穎〈略i!f!;東北大學) ，瓦八戶。

討七六，舒毅敏〈東北中學簡史) ，直入7、。

註七七﹒闊前史，且八八。

泣七入﹒李江有〈怯東北'1'學) ，立→七七。

計七 )L :編者〈職梁啟是直體現) , ((間立東北小 1 1.，， 1 1學金融把企!t)) ，巨二O一。

註入。:同前品。

詰八一，宙延亭〈閥立東北'l'w !l l'學究屁股1倒在誰的手J阱， ((遺恨交史背料》第才緒，直→心

Ji.二字一五目。

社八一 沈亦雪 f亦拉回憶》不服(傳記立學雜誌社 3 直北， 九八0)，1(丘土問宇芷 江三百。

芷八三自劉健望 f銀何憂廿)) ，民一二。

計 λ 凹 [î'套神 <1ï.才年政的生控(七) ) , ((東北丈獻》 卷同期(一九七二) ，五二五。

註八 fí_ 劉饒事故的jh可億(1)) ，頁二三二。

:il:八六傅虹霖的區學良與內安事變)) (時報立化企悶，聖北，一九入JL) ，1(一三}L o

註入七。置，溫剛〈放在且安事揖中的經際) , ((間安事變現藤~'~>> 'J(三0立。

芷八八 1R玉哥 (HJ暫時軍聯JWlIl 思想的形成) , ((連寧師範大學學教)) (社科版) ，一

九入七你第三期，直七四。

~t 八九﹒杜撞盟、陸軍 (*j，1I'史略) , ((連你師範大學學報)) (社科版) ，一九八五年第

冊，反八二。

:t JL 0 背路右〈閻寶航是重慶地 F黨泌密?聯絡站> ' <<長帶社會科學戰線且，牌子!自《傳言已

主亭》了三五卷六)111 (-JL入)L) ，瓦二)L o

註九一，聶長林〈同德品是民liíJ ，訟，直!".~. " 

在九二﹒再存仿〈商品J 且|叮 ι年譜) 'i'i九三。

計九三 會靜岩〈閱寶航是重虛地 F黨都街聯絡站) ，n: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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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學教

註九凹叫前士，:n同心。

註九五:1[1雨時〈阿史事變撞張學良致于學忠商) , ç傳記文學》凹一!經期(九八一)

j!\~+ 入l' 一十。

，;t九六 字個林(ì真慶間 1 J.(!l!北人物m億) , ((傳記史學)) +t;程凹朋(一九七0) .瓦三二。

証 )L -1.;﹒田市時(~，恢英先從華tú論) .具三九。

詰九八主l' 行主卡總可令!7\:，~先 <1 姐不) • ((東北士獻)) 1 個券 WI ( 九入了;:) ，耳十。

芷九九﹒李附克〈設如何俘謹以fi_ 'fj" jf提 解決「新凹車~r，:付」作戰罔顧) • ((東北主獻》十

同考問冊(…九人間) ，立十 h苓一一'字仕銳〈有關俘獲探討護挺蓓在m峙. ((東

北生獻》十fi_喝一期(九八阿) .頁六至 |戶。

立一口。﹒陳庄之〈記東北大學單步學:1;.抵制問自敢接管的間爭) , ((遼寧主史資料》揖 f 緒，

主主-惜一 。

"'一。一: +大任〈一篇反共救閻;j[控血振奮閻史) • ((東jUo獻》創刊號(一九七0) ，直丘

九至六入; (王太iI訪問紀錄〉。

註 O C:~ 舒毅敏〈東北中學簡史) ，且九一。

註…口了;: : r等世英〈吶11的f;IJ授與退役) • ((，句立東北':frr. [p扣iJ!令躊布巴金集)) .瓦五。

註-0凹 栗直《東北拉摸列傳)) .瓦七八丑頁一九九。

誼 。五 師刺骨錶代「東北協會主i;f'，辦事處」主任的韓情站 z 一度骨「擬曾~!d_扭店以糊 JJ J 

。(單位 t東北航早到傅>> '直二O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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