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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北洋劲旅到“首都革命”，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主角到卢沟桥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这就是西
北军；从“清党”、“礼送”共产党到“围剿”工农红军，从宁都举义孤军“投共”到邯郸起义开启
倒戈热潮，这也是西北军。
西北军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为独特的角色。

国共两党与西北军之间，有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太多精彩而耐人寻味的故事，有太多发人深省的
凝重话题。
当历史的烟云散去，审视这段历史，考察三者的关系，既可以了解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此衰彼兴的深
层原因和历史规律，也可以窥见人性的弱点与光芒。
这对于各类读者，都会有所收益。

　　本书通过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对于西北军的争取态度、
方式及结果，总结了我党统一战线和地下工作的经验，以及国民党力量式微的部分原因，同时描述了
西北军的兴起、发展、瓦解的历程。

　　本书对所涉及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对众多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严格遵循尊重历史、实
事求是与坚持党性、维护国家统一相结合的治学原则，不随意褒贬，不哗众取宠，不迎合媚俗。
既有精彩的细节描写，也有独到的深入剖析；既有历史纵深，也有理论高度；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场景宏大，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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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第一章　初识西北军
　冯玉祥的父亲原来是个泥瓦匠。
因感念陆建章的提携和救命之恩，冯玉祥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父报仇的名义，杀了皖系大将、段祺
瑞的亲信徐树铮。
鹿钟麟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床上的曹锟抓了起来。
鹿钟麟令溥仪交出玉玺。
南口大战爆发。
国民军五原誓师。
中原大战。
喜峰口抗战。
组建抗日同盟军。
西安事变。
卢沟桥事变。

　1.雏形初备
　2.横空出世
　3.左右逢源
　4.土崩瓦解
　5.铿锵尾声
　第二章　孙中山寄望冯玉祥
　具有进步倾向的冯玉祥在北洋军阀内部崛起，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张继同马伯援打赌，如冯真革命，他给马磕两个头。
孙中山到达天津，冯仅派参谋长熊斌代表自己前去迎接。
得到孙中山逝世的噩耗，冯玉祥心中异常沉痛。

　1.最初的联络
　2.一波三折
　3.北上的遗憾
　第三章　李大钊力争国民军
　李大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李大钊开创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李大钊的死，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北伐的巨大贡献。
在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早期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和国民党先烈们的血凝在一起的
！
共产党人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大量工作，对大革命及其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
影响。

　1.李大钊的远见卓识
　2.富有成效的工作
　3.巨大的收获
　第四章　冯玉祥访问苏联
　冯玉祥把求援的目光投向苏联。
苏联选中国民军，希望通过加强它的力量牵制张作霖，使自己在与日本的角逐中处于有利位置。
既合作又猜疑，这是冯玉祥与苏联的实用主义合作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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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为策应北伐开辟了北方战场，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一道对北洋军阀展开南北
夹击。
苏联方面希望冯玉祥加入共产党，而他表示自己已是国民党党员，不再考虑加入。

　1.访苏原因
　2.终于上了国民党的船
　3.有限的进步
第二部　血拼十年
　第五章　西北军纵横捭阖
　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冯玉祥准备与蒋介石、汪精卫做一笔大买卖。
汪精卫的答复，冯玉祥认定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冯玉祥已从武汉政府那里得到了权力，他还要从蒋介石那里得到金钱。
蒋介石对冯玉祥做出了每月供给二百万元的承诺。
从此以后，西北军不再唱《国际歌》。
刘伯坚说“信仰是个顽固的东西，怎么好随意改变呢”。
蒋介石与冯玉祥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1.冯玉祥待价而沽
　2.汪精卫的空头支票
　3.蒋介石的真金白银
　4.刘伯坚据理力争
　5.西北军礼送共产党
　6.蒋介石结盟冯玉祥
　第六章　蒋介石扳倒盟兄
　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硬生生将华北和京、津这两块自己早已垂涎的肥肉夹到了别人的碗里。
蒋介石损人利己的军队编遣办法成为后来中原大战的导火索。
在温泉里，冯玉祥与李宗仁
“坦诚相见”。
宋美龄殷勤地为韩复榘倒酒夹菜，蒋介石口口声声称“向方兄”。
宋美龄说她代表全国两万万妇女同胞向他表示敬意。
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账本；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窝头；蒋介石一手拿炮弹，一手拿金
条。

　1.京津、直隶的辖属
　2.全国军队编遣
　3.蒋桂战争中的西北军
　4.蒋冯阎中原大战
　第七章　共产党殊死抗争
　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九?二六”会议是陕西一系列武装暴动的总动员令。
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刘伯坚把自己当年编写的《西北国民联军军纪歌》修改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就是今
天解放军仍唱的重要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肖劲光和刘伯坚编了一个独幕剧，毛泽东推荐夫人贺子珍参加演出。
肖劲光扮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扮演军阀，贺子珍则饰演军阀太太。
长征时红五军团成为“铁流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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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涧起义
　2.渭华起义
　3.宁都暴动
　4.宋埠兵变
　第八章　杨虎城“曲线革命”
　杨虎城“刀客”出身。
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是共产党与杨虎城合作的起点。
杨虎城艰苦卓绝坚守西安八个月，由此扬名军界。
丧偶不久的杨虎城很快爱上了谢葆真这位共产党才女。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决定吸收杨虎城入党。
杨虎城奇袭驻马店，给唐生智以致命打击。
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却委任共产党人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2月5日，毛泽东遣使持函去见杨虎城，一周后“西安事变”发生。

　1.杨虎城部的历史渊源
　2.魏野畴的最初影响
　3.于右任、冯玉祥邀虎出山
　4.三大势力对杨部的争取
　5.蒋介石过河拆桥
　6.中共与杨虎城的局部合作
第三部　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
　第九章　角逐抗日同盟军
　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与冯玉祥合作组建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希望今后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点工作。
冯玉祥的“西瓜政策”。
中共河北省前委打算建立北方红军和北方苏维埃政权。
没了冯玉祥这面大旗，抗日同盟军很快发生分裂。
苏联的言论非常符合国民党政府的胃口。
国民党对抗日同盟军进行舆论围剿与军事进攻。

1.华北政治保卫局的初衷
　2.河北省前委的打算
　3.共产党最高层的指导思想
　4.南京政府的手段
第十章　打造抗战先锋
宋哲元、孙良诚为谋求军长一职展开激烈竞争。
萧振瀛成为宋哲元的第一功臣。
第二十九军利用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纵横捭阖，从贫瘠的西北移至繁华的平津。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
的干部”，它最直接的功绩是把正一步步走上妥协道路的第二十九军当局拉了回来。
张克侠提出“以攻为守”的方案。
中共的通电极大地鼓舞了第二十九军抗日卫国的士气。

　1.第二十九军的建立
　2.雄师劲旅入北平
　3.冀察政权怪胎的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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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5.张克侠的抗日方案
　6.毛泽东出手
　第十一章　又联合又斗争
　独立建军不到一年，中共就把敌军工作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中共的敌军瓦解工作，不仅有实践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读过粟裕雄才大略的文章后，对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大刀进行曲》最初是献给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的。
何基沣与周恩来有同窗之谊。
刘少奇对何基沣说：“回去后抓好部队。
”张爱萍请求魏凤楼给彭雪枫部以帮助，魏二话没说立即送去两千五百件棉衣、三千元银洋。
鹿钟麟与中共在河北搞磨擦以失败告终，留下一串关于他迷信的笑话。

　1.抗战期间中共对西北军的策略
　2.周恩来引何基沣入党
　3.争取张岚峰
　4.争取石友三
　5.争取鹿钟麟
　第十二章　“制裁”投机悍将
　韩复榘是屠杀共产党人最多的西北军将领。
韩复榘反问蒋介石：“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
”韩复榘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楼梯上，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五弹。
石友三将数十门大炮排列在浦口江边，一齐向南京轰击，弄得蒋介石手忙脚乱。
大个子士兵扛起装着石友三的麻袋一路飞跑奔向土坑，用力一扔，麻袋“砰”的一声滚进土坑，习惯
用活埋方式杀人的石友三恐怕做梦也不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

　1.枪毙韩复榘
　2.活埋石友三
第四部　 大分化　大结局
　第十三章　在国共大决战的棋盘上
　无论是归附国民党的还是投日的，西北军旧部的数量都相当可观，防区位置更处要害。
国民党对西北军的策略是互相矛盾的。
中共对西北军的策略主要是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同时辅以统一战线工作。
西北军内手握兵权的秘密党员按照中共“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的方针，成为
中共掌控西北军的重要力量。

　1.西北军的主要筹码
　2.国民党的两难选择
　3.共产党的两手策略
　第十四章　掀起西北军“倒戈”潮
　刘、邓派西北军宁都起义出身的参谋长李达星夜穿过火线去见高树勋。
中共的策反人员团结了吴化文身边的许多人，快把他包围了。
当年蒋介石用退出共产党的黄埔生李默庵攻占瑞金，现在粟裕命国民党起义将领吴化文夺取南京。
淮海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将领终于在国民党阵营内率部起义了。
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部在淮海战场起义，这是同一个战役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第二起国民党部
队大规模起义。
率部起义的孔从洲后来成了毛泽东的儿女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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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树勋起义
　2.吴化文起义
　3.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
　4.廖运周率部起义
　5.第十七路军系列起义
　第十五章　策反路上英雄血
　中共策反西北军的行动并非无往不胜，很多英雄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郝鹏举起义后又投蒋，断送了新四军的秘书长朱克靖，陈毅因此向中央作了检讨。
因策反孙连仲而牵扯出的“北平共党谍报案”，导致中共情报系统的空前损失。
策反第三十军的行动失败后，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除了强攻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太原“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
策反刘汝明失败，使唯一的军统起义将军周镐成了南京雨花台烈士。
刘汝明成为唯一带领成建制部队逃到台湾的西北军将领。

　1.改造郝鹏举与朱克靖被捕
　2.策反孙连仲与“北平共党谍报案”
　3.策反第三十军与黄樵松、晋夫被捕
　4.策反刘汝明与“华东局六工委”人员被捕
　第十六章　两位首领的“非正常死亡”
　在冯玉祥的家宴上，“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对已无实权的冯执礼甚恭。
冯玉祥黑海罹难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版本。
黑海滔滔浪花上的烛火天焰——连他的死都显出一种矛盾的统一！
国民党诱捕了杨虎城。
蒋介石很生气地说：“如果张、杨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
”特务们先后手刃了杨虎城和他的爱子幼女、秘书宋绮云夫妇及他们的孩子
“小萝卜头”，血流满阶，惨不忍睹。
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周恩来热泪长流，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
的。
”
1.冯玉祥罹难黑海
　2.杨虎城溅血红岩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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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结束语　　大约从1925年初开始，以李大钊、刘伯坚、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冯玉祥先生创建的西北军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长
达20余年之久。
积以时日，成效自显。
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军起义投诚及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计达20余万人。
不仅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及战火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而且极大地动
摇了国民党反动阵营的军心，加速了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一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一提起这个年份，稍具历史常识的人常常会闻到一股血腥气和火药味。
这一年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分水岭，也是国共两党各自与西北军关系的分水岭。
　　1927年之前，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齐心协力，在争取西北军反对北洋军阀的问题上
密切合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那时候，冯玉祥视李大钊为良师益友，与蒋介石以同志相称。
　　1927年之后，即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共两党与西北军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最直接的恶果是，中国又回到了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
蒋介石控制的第一集团军，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领导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以及西
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集体蜕变为大大小小的军阀。
　　蒋介石集团与西北军的关系，从此转变为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关系。
　　而在共产党人那里，西北军则成为其对国民党阵营进行统战、瓦解战、情报战的战场，也是光明
与黑暗搏杀的战场。
　　二　　蒋介石集团处理与各地方军阀关系的政策是：打击消灭、笼络利用、歧视限制。
在对待西北军上尤其如此。
这个原则没有写进蒋介石手订的《剿匪手本》里，但他们心照不宣，实际上就是这样操作的。
这是当年的&ldquo;潜规则&rdquo;。
　　首先是打击消灭。
　　地方军阀的存在，严重威胁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也阻挠了中国的真正统一。
因此，打击消灭地方军阀符合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打击消灭地方军阀的途径有三条：第一条是从政治体制上根本铲除军阀存在的土壤，理论上讲这
也是最有效的。
但现实中这一条根本行不通，因为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性质，它的以军压党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都不
允许它这样做。
第二条是通过政治斗争手段化解各地方军阀于无形之中。
第三条是通过明火执仗的军事征伐将他们消灭。
　　从南京政府成立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前夕，因为蒋介石集团在四大军事集团中并不具有军事优势
，加上蒋介石又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因此在打击消灭地方军阀时，政治斗争手段往往成为他的首
选。
他曾离间冯、阎、李集团的关系，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他曾计划通过裁撤、整编军队以削弱冯、阎
、李集团的军事实力；他设法将冯、阎、李请到南京中央，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复制宋太袓的杯酒释
兵权。
当这些手段都未能凑效的时候，他已别无选择，只有军事解决一途了。
　　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hellip;&hellip;一系列军阀混战犹如鞭炮被点燃般密集
爆响。
结果是：唐军溃败，唐生智避走日本；西北军被肢解，冯玉祥狼狈下野；晋军和桂军受到不同程度的
削弱，阎、李两巨头暂时藏起利齿露出笑容&hellip;&hellip;　　其次是笼络利用。
　　虽然西北军整体上不再构成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军事威胁，但蒋介石也无力干净彻底地解决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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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问题。
解体后的西北军，变成了一支支&ldquo;小西北军&rdquo;；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韩复榘、梁冠
英等原西北军将领，变成了一个个&ldquo;小冯玉祥&rdquo;。
他们依然让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个时候，笼络和利用西北军，也符合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于是乎，对一个个西北军降将都给予&ldquo;路&rdquo;一级总指挥的职衔，并送上大把大把的金
钱。
然后一一打发他们去为自己火中取栗：&ldquo;围剿&rdquo;红色革命根据地，打击其他不听话的杂牌
军，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搞&ldquo;摩擦&rdquo;，蒋介石都一再利用西北军当炮灰。
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北军如果能消灭红军或其他杂牌军当然很好，要是被他们消灭了更好，而他最想
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最后是歧视限制。
　　因为不是嫡出，又有过反蒋的历史，因此，西北军将领投蒋后即使驯服如孙连仲、孙良诚，也饱
受歧视限制，更不要说吉鸿昌、韩复榘、高树勋这样的硬骨头了。
　　薪饷、服装、武器，往往比中央军嫡系部队差一大截。
　　装备损耗，更新没份；人员伤亡，补充没份；随中央军嫡系撤往西南保存实力，也没份。
如果部队被打残了，干脆撤销建制。
　　抗战胜利后要求受降遭到百般阻拦限制，受降本来就很少，仍然是象征多于实惠。
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嫡系部队&ldquo;劫收&rdquo;：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
洋&mdash;&mdash;&ldquo;三洋开泰&rdquo;；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婊子&mdash;&mdash;&ldquo;
五子登科&rdquo;。
　　蒋介石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政策，在消灭、削弱西北军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更不断地收获苦
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为中国革命输送了生力军；在民族危机空前严
重、&ldquo;剿共&rdquo;大业有望告成的特别时刻，杨虎城联手张学良发动了&ldquo;西安事变&rdquo;
；在抗日战争中，受命在敌后进行游击的西北军，一些人不堪恶劣的战争环境投入了日伪阵营当然这
不是他们投敌的全部原因；抗战胜利前夕，不少西北军系统的汪伪军通过起义实现了赎罪自新；解放
战争渡江战役前所发生的国民党军起义，原西北军部队发动的占了大多数，并随后引发其他杂牌军浪
潮般的倒戈。
　　结果真的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ldquo;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dquo;　　西北军的脑后原无反骨，都是蒋介石硬生生给装上去的。
　　三　　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同，共产党在处理与西北军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团结争取、教育改造
、孤立打击的原则。
　　团结争取，是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首要原则。
　　西北军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集团，组成的人员形形色色，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部队又经历了多次
的分化组合，许多人的经历十分曲折复杂。
有的人在反对军阀问题上是革命的，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可能是反革命的；有的人在北伐时是革命
的，北伐胜利后却实行&ldquo;清党&rdquo;反共；有的人对共产党有所保留，而对日本侵略者坚决反
对；有的人不愿跟共产党走，但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也持反对态度&hellip;&hellip;　　共产党在面
对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旧军队时，历来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政策，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有大批西北军官兵起义、投诚。
　　教育改造，是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重要原则。
　　当初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被派到西北军工作，就是要将西北军教育改造成国民革命的新式军队。
　　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等人，不仅帮助西北军建立内部政治工作机构，在部队中传播
革命理论，同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消除官兵的军阀习气。
　　共产党对西北军的争取，并不以策反起义成功为终极目标。
　　当一股西北军部队起义后，共产党对其不是一编了之，也不是一遣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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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工作，帮助起义部队脱胎换骨，把人民军队的灵魂注入到起义部队的肌
体中，创造出用敌人的官兵打击敌人的战争奇观。
　　因为共产党的许多&ldquo;种子部队&rdquo;也是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在教育改造旧军队的问题
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对教育改造旧军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宁都起义部队改编成红五军团后，被成功教育改造成红军头等主力，多次立下战功，特别是在红
军和中央机关生死存亡关头担当断后重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ldquo;铁流后
卫&rdquo;的称号。
　 杨虎城的不少部队也被成功教育改造成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共产党甚至化腐朽为神奇，让吴化文的起义部队融入了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为涤荡旧世界的污
泥淖水出了一份力。
　　成功地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不仅削弱了敌人，也壮大了自己。
　　孤立打击的原则当然也适用于西北军。
　　但仅适用于西北军中的顽固反共分子，而且往往是作为最后的选择。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既反共又通日的石友三部，共产党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军事打击。
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起义后又复反叛投蒋，而且残酷杀害共产党政工干部的郝鹏举部，共产党实行的
也是坚决消灭的政策。
　　各个历史时期被共产党歼灭的西北军顽军，数量也相当可观。
　　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原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mdash;&mdash;统一战线、武装
斗争、党的建设的具体诠释。
　　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实践也证明：一个成功的政党不仅要有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要有排
除万难的政治勇气，更要有救民于水火的政治伦理价值观。
　　当然，共产党在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问题上，也是有教训的。
　　比如，共产党对西北军工作的早期，注重于下层基础的工作，不注重上层的工作，总认为士兵出
身苦，受压迫，是天然的革命者，而认为军官生活富裕，贪图享受，容易动摇。
所以，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
又比如，在对待吉鸿昌起义、杨虎城入党要求的问题上，在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冯玉祥、方振
武、佟麟阁等人的态度问题上，都曾出现偏差。
这是不奇怪的。
因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时地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ldquo;
左&rdquo;的错误路线的干扰。
　　再伟大的党，也有&ldquo;成长期&rdquo;，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成熟。
　　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黄中岳和季振同被错误杀害，与共产党对
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政策毫不相干。
他们的被错杀，是因为共产党历史上另一种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错误&mdash;&mdash;严重的肃反扩
大化。
在这种自残式的肃反中，许多工农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也被错误地处决了，很多声名显赫的红军高级
将领自上世纪30年代初就从中共党史军史上消失了。
　　另外，一些起义将领在建国后的反右运动和&ldquo;文革&rdquo;中受到冲击和迫害，这同样与共
产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无关。
在那个理性和人性迷失的岁月，彭德怀、贺龙这样功勋卓著的老帅，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革命家都
没有幸免于难。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个人悲剧成为民族悲剧的一部分。
　　五　　中国革命的历史，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道路，过去曾经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也给后人
留下了一笔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后来人，特别是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决策权、正在创造历史的人，能够深刻反思过去，认
真总结经验，积极汲取教训，那么，我们未来的道路就一定会平坦一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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