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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在经历“东征”“北
伐”后，名声大振，在革命声浪
中，武汉分校成立，经周恩来、恽
代英等共产党人推动，1926年底
启动招收第一批女生，1927年初
成立首个女生队。这比美国西点
军校女生队还早约50年。

革命派主导组建

1925年，在第15个“三八”
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共产党
人支持的《中国军人》杂志刊载
了一篇名为《军人和妇女》的文
章，作者是女共产党员胡筠。文
章疾呼中国的军校和革命军队
应该招收女性学员和女兵。此
文在中国妇女界引起很大反
响，许多有志女青年甚至千里
迢迢来到黄埔军校，提出要求
军校修改条例招收女生。

一名叫金淑慧的女子家境
较好，法政大学毕业，一心想上
军校。1925年6月9日，她直接上
书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校
长蒋介石，表示志愿成为一名

“革命的女军人”。见军校方面没
有答复，她又只身前往军校陈
情，但蒋介石避而不见。金淑慧
后又上书，表达从军的心切。

疾呼受到政治部主任周恩
来的关注，他安排校刊发布征
文专门辩论。一期毕业生、共产

党员李之龙听说此事，专程找
到廖仲恺，苦口婆心地阐述军
校招收女生的革命意义。苏俄
军事顾问尼罗夫将军和他的
夫人在金淑慧的说服下也加
入到支持者的阵营。尼罗夫将
军的夫人曾就读伏龙芝军校，
她对廖仲恺说：现在许多学校
已经开男女同学风气之先，黄
埔军校作为当时观念最新潮的
学校，反而要落后他人吗？

通过辩论，不少原来持异
见的人改变了观点。1926年至
1927年间，随着北伐战争的顺
利进展，武汉分校在恽代英、高
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等
共产党人领导下，公开向全国
招收女性学员。

巾帼不让须眉

武汉分校招募女性学员的
消息唤醒了更多进步女青年。
全国各地进步女性纷纷报名，
原本计划招收100名，由于报考
人数过多，共录取女生183人。
一部分未被录取且较为优秀
者，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
南湖学兵团录取。

1927年2月12日举行开学典
礼。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学
兵编入女生队，女生队队员人数
达213人。女生队队员课程、作息
设置几乎完全借用了男生的内
容。军事教练课主要包括操枪、
刺杀、射击要领等战斗技能训练
等。军事理论主要是步兵操典、
射击教范等内容。唯一的区别是
特设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课程，
讲授者是沈雁冰。

武汉分校成立后，中共派
出多名同志到军校工作。恽代
英担任分校政治总教官，还分
管女生队的工作，施存统任政
治部主任，陈毅担任军校的文
书，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
沈雁冰等。女生队队员中有多
名共产党员，指导员彭漪兰曾
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彭援华在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就
加入共产党，胡毓秀入学前曾
为高安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黄埔女生大队的创举，受
到斯大林的关切。斯大林通过
苏联驻汉口大使加拉罕转告武
汉分校，要求女生队在“三八”国
际妇女节前拍一张集体照片，
校方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于
1927年3月5日为黄埔女生队拍
下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见
图）。

烽火岁月显风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
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17
日，蒋介石唆使驻防宜昌的独
立第十四师发动叛乱，直逼武
汉国民政府。军校决定由叶挺
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迎击叛
军进攻，女生队编为由救护队
和宣传队组成的政治连，接受
叶挺指挥。

奔赴战场的女生们与作战
部队一起冲锋在前。这次出征
共34天，200多名女生队队员经
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谢冰莹结
合经历写的《从军日记》在《中

央日报》副刊连载，轰动全国。
3个月后，汪精卫等控制的

武汉国民党政府发表反共声明。
无奈之下，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
业，女生队被迫解散。213名女学
员除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
外，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
的部队担负文书、宣传等工作，
这一部分女生参加了八一南昌
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批女
兵；也有部分人回到家乡，还有
的从事地下工作。

著名的“黄埔四女杰”胡
筠、赵一曼、游曦和胡兰畦，继
续英勇地救国报国，成了我党
的优秀战士。胡筠回到家乡湖
南平江号召农民起义，后来成
为红军唯一一位女师长。赵一
曼赴东北抗联工作，1935年不
幸被俘，次年8月，她用31岁的
生命实现了“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誓言。游曦
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军官教导团，后来南下参加广
州起义，壮烈牺牲，时年19岁。
胡兰畦辗转德国、法国、苏联等
地，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全面抗
战爆发后，她组织成立了上海
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来在
重庆“潜伏”，为我党做了许多
有益的工作。 （摘自《炎黄春
秋》2023年第3期）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
变后的第13天，张学良亲自护
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了
下来，而且国民党中央军立刻
大兵压境。此时，东北军中的
少壮派心情急切，结果与王以
哲军长为首的主和派东北军高
级将领发生激烈冲突，酿成悲
剧性的“二二事件”。

危急关头，周恩来以过人
的智慧和胆识，化解了剑拔弩
张的局势，稳定了西安的局势。

内部分歧

张学良把蒋介石护送回南
京后，蒋介石立即翻脸，下令扣
押张学良，并推出软禁、审判、特
赦、“严加管束”等制裁张学良的
措施。同时，蒋介石挟张学良而
令西安诸将领，事态日趋危急。

1月11日，蒋介石提出解决
西安方面的甲乙两方案。其中
甲方案是：东北军移驻甘肃和
陕西彬州以西的西兰路上；西
北军第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
以北地区；红军仍返回陕北；国
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

同日，被从南京送到溪口
武岭文昌阁的张学良，当夜给
杨虎城等将领写了一封信：

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
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
大决心……关于两案，请兄等速
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委座告
弟十六日为限，盼请兄为国家、
为西北、为东北，请祥计之。

此时，东北军内部分成两
派，意见分歧很大：少壮派坚决主
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
后撤兵，否则不惜拼死一战；以王
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将领则表
示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少
壮派认为王以哲主和是为了向

南京投降，并欲取代张学良。因
此，他们对王以哲、何柱国等疑窦
丛生，最后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
步。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中也
有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致使杨
虎城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采取的方针仍是主张
和平解决，反对纠纷。为回击南
京的军事进攻，周恩来又同东北
军和西北军两军高级将领商定：
组成三方面的联军，做好可战可
和的两手准备。同时，杨虎城派
第十七路军李志刚、东北军米春
霖和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与蒋介
石会谈，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
之后，蒋介石同意西安方面派人
与顾祝同等在潼关谈判。经谈判，
西安方面决定采用三方都比较
接受的甲方案。当潼关谈判接近
尾声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
的军事压力下，在和战的问题
上发生日益激烈的意见分歧。

局面激化

1月31日晚，杨虎城、于学
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
别代表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和
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

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
计。经过激烈讨论和听取各方
意见，最后还是决定和平解决。

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公馆时
已是后半夜，何柱国送走杨虎城
和周恩来后，又回到王以哲身
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的担心，
建议二人一起搬到杨虎城公馆
避一避，但王以哲没有采纳这个
建议。何柱国一直与少壮派打
交道，深知他们年轻气盛，可能
干出一些过激的行动来，当夜他
就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就在当天晚上，有少壮派
“三剑客”之称的应德田、苗剑秋
和孙铭九等人来到周恩来的住
处，痛哭流涕，请求红军帮助他们
与蒋介石拼个高低，救出张学
良。周恩来先安抚他们的情绪，
答应考虑之后给与答复。经过
与叶剑英、张闻天、彭德怀、任弼
时等人一起商讨后，第二天，周恩
来对杨虎城表示：只要东北军、西
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
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

1937年2月1日，少壮派孙
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
在张学良公馆召开秘密会议。
孙铭九主张打死主和的王以
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何镜
华不同意，没有形成统一意
见。晚10时许，何镜华、应德
田、孙铭九3人又召开第二次紧
急会议，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2月2日早上8时许，众多东
北军少壮派军人来到应德田、孙
铭九住处。30多名少壮派军官
群情激奋，一致同意除掉王以

哲、何柱国等10多名主和派将
领，并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

第一个牺牲的是王以哲。
东北军卫士营连长于方俊带队
直闯王以哲公馆，众人向王以
哲连开数枪，几乎同时，王以哲
的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长、通
讯处长亦被枪杀。何柱国由于
杨虎城的庇护，幸免于难。

妥善平息

此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派回国内的王炳南，正
在杨虎城部队中做地下工作，
听到消息，连忙去报告周恩
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
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杀气
腾腾地先一步闯进周恩来的临
时住所。危急关头，周恩来镇
定自若，告诫少壮派的行动恰
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害了
张学良！周恩来一番严词煞了
他们的威风，几个青年军官立
即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为嫁祸于中共代表团，潜
伏在西安城内的一些别有用心
的人散布谣言，说应德田、孙铭
九等都是中共党员，他们是受
中共代表团的指使滥杀东北军
高官。应对此危局，周恩来果
断宣布应变计划：一、代表团迅
速撤到云阳镇待命；二、周恩来
和叶剑英等留下来继续工作；
三、代表团撤离之前，全体成员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去粉巷吊
唁王以哲军长。

2月2日下午，周恩来身着
灰色外衣，左臂上戴着黑纱，率

领中共代表团全抬着祭奠花
圈，到粉巷吊唁王以哲。这是
自王以哲军长遇害以后，第一
个前来吊唁的队伍。当时王以
哲的灵堂尚在布置中，周恩来
一进屋就亲自动手帮助布置灵
堂，然后领着中共代表团缓缓
走进灵堂，敬上祭品，向王以哲
的遗像深深地鞠3个躬。中共
代表团第一个赶来吊唁王将
军，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
层人士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减
少了对中共的误解。

2月3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
量后，派人找来孙铭九等人。孙
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这时也慌
了手脚，提出3个方案：第一，他
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
案，听凭处理；第三，交由中共带
往苏区处理。周恩来权衡再三，
把几名犯错的少壮派送往云阳
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
一走，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
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是周恩来在解
决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
子。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
作的吕正操、王炳南回忆：

那些天，周恩来忙到不可
开交。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
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
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
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
而，每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
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
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平易
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
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终于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
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
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
中赢得了信任与友谊。 （摘
自《文史春秋》2023年第1期）

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

?黄 河?黄埔军校首个女生队

?刘永加?

左起：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