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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了安全迁都洛阳，其
实，当时洛阳并不具备当首都的条件。”
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说，城郭小、人口
少，是当时洛阳的最大特点，“当时的洛
阳叫洛阳县，城区就是老城这一块儿，
面积四五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万，没有
汽车，也没有大酒店。他们不知道条件
有多艰苦，才会选择来这儿”。

确实，那些党国要员们以前并未到
过洛阳。一路北上时，在疾驰的列车
上，他们尽管心中忐忑，还是把这个闻
名遐迩的古都想象得很美好：有游不尽
的名胜古迹，有吃不完的黄河鲤鱼，当
然，更重要的是，远离了日军炮火的威
胁，可以过一段安稳的日子。

这些美好的愿望，在他们下火车后
就破灭了。这么多党国要员涌入只有8
万人的洛阳县城，别说办公了，连住的
地方都成问题！好在经过此前袁世凯、
吴佩孚、冯玉祥的经营，洛阳还留下一
个西工兵营，现在派上了大用场。

当下，这些要员们虽叫苦不迭，也

只好因陋就简，将各机构分驻在老城及
西工各处：国民政府驻洛阳老城府衙门
（今老城青年宫一带），国民政府主席林
森驻西工公馆街原吴佩孚“天”字一号
院（今市政府家属院内），中央党部驻吴
佩孚西工兵营司令部旧址（原橡胶厂家
属院东北），蒋介石及中央军事委员会
驻省立第四师范（今洛阳一中院内），汪
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在东北隅
老北营旧址）和洛阳农校（今农校街小
学），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驻南关贴
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驻地方法院（今
老城和平巷）……此外，还有教育部、外
交部、航空署、军政部、交通部、国民政
府主任处以及军医司驻省立第八中学
（当时在西大街）和府城隍庙，司法、铁
道、内政等部驻西工兵营。

不管怎么说，这么多机构和人员，
总算在洛阳城里落了脚。可是，事情远
远没有结束。“来了这么多人，衣食住行
哪一样不得扰民？当时电灯倒是有了，
可没有汽车，洛阳县县长只好用黄包车

伺候中央大员，很多人上下班都得步
行。”董高生先生说。这样的办公和生
活条件，令在南京享受惯了的党国要员
们苦不堪言。

不过，当时的洛阳县虽小，但也有
自身的优势。如袁世凯在洛阳屯兵练
兵，1914年起大规模修建西工兵营；吴
佩孚进驻洛阳后，除继续扩建西工兵营
外，又修建了飞机场，并从法国购进4
架飞机，成为洛阳最早的飞机；1927
年，冯玉祥将西工兵营改名为新柳营，
又在兵营建立航空学校，培养飞行员。
在洛阳东边的巩县，还有生产军械的兵
工厂……

尽管这样，除了国民政府主席林
森，很多党国要员还是
在这里住得并不安心。

1932年，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记者 孙钦良

迁都历来是大事，但是，1932 年，南京国民政府曾迁都洛
阳，正史对此很少提及，以致民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那么，这次迁都的原因及过程如何？在洛阳 10 个月，他们
又做了什么？现在，让我们揭开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了迁都洛
阳的决定。

这个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得群
情激奋。人们又惊又疑，纷纷议论：兵
临城下，国难当头，政府难道要当逃
兵？蒋介石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得不站出来解释。当天，他通电全国
将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称“中正
与诸将士久共患难，今日身虽在野，犹愿
与诸将士誓同生死……与暴日相周旋”。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
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
也出面力挺蒋介石，称日军已危及南
京，迁都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
希望人们理解。

怀着复杂的心情，蒋介石在日记中
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
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
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
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既然迁都势在必行，事不宜迟，当
天，铁道部就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
阳的快车，党国要员们遂收拾行装，火
速搬迁。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带领
下，1000多人由南京下关上船，之后乘
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
的军舰后脚就赶到了，炮弹在江面上炸
起几丈高的水花，好在有惊无险。次
日，一行人平安抵达洛阳。

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
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这是一份迁都洛阳的宣言，由林森与国
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
大院院长联合签署。宣言讲述了“一·
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
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行动，强调因上
海战事威胁首都南京安全，才不得已

“出此下策”。宣言最后声明：政府为完
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
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这么匆忙地迁都
洛阳，只是日军炮火威胁下的无奈之举，属
权宜之计。尽管这样，那些能搬来的部
门还是搬来了，只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部长陈公博
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在南京善后。

另外，因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来
源多在东南尤其是上海，行政院副院长
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及孔祥熙、孙科也
常驻上海。汪精卫也乘火车经开封到洛
阳，只是北上的时间稍晚一些。31日晚7
点，他到达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受到
了省主席刘峙的热情接待。两人寒暄
时，汪精卫表示，南京形势危急，迁都情
非得已，打扰贵府了。刘峙则对他表示
了热烈欢迎，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自己愿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2月1日，国民政府将所有印信和卷
宗也送到了洛阳，党国要员们可以正式
办公了。

党国要员，火速搬迁

古都洛阳，负起重任

情势所迫，仓皇迁都

事情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
值多事之秋。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发动
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东北很快沦陷。接
着，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十几个省严重受灾。
内忧外患，使国民政府焦头烂额。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对
海上门户——上海发起进攻，驻防沪杭的十
九路军奋起反击，沪淞抗战爆发。

可是，双方军事力量实在悬殊：日军有军
舰30艘、飞机40多架、装甲车几十辆及陆战
队员6000人，驻防沪杭的却只有蒋光鼐、蔡
廷锴的十九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
八十八师，前方很快告急。当天，日军又集结
数艘军舰，逼近南京下关江面，直接威胁南京
国民政府。

第二次“下野”的蒋介石坐不住了，他第
二次匆匆“复出”，并于当天晚上组织召开国
民党临时中央会议，对南京政府进行改组。
此次改组的结果，是由汪精卫取代孙科担任
行政院院长职务，尚未复职的蒋介石成为刚
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蒋主军，汪主政”的
意向，此前就已达成。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改组后的政
府有啥高招呢？

其实没啥高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慌
了手脚的蒋介石、汪精卫一致认为，三十六
计，走为上——迁都！

在蒋介石看来，日军此次进攻上海，目标
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国民
政府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事实上，蒋介
石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原来，日本悍然
侵略中国东北后，引起了世界尤其是英、美等
国的关注。日本这时正在东北成立所谓的

“满洲国”，筹建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
了防止计划暴露，同时将英、美等国的注意力
从东北吸引过来，日军遂于1932年年初在上
海不断挑起事端，以便“明修栈道，暗度陈
仓”。这时日本还未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只
是进攻上海，并不想扩大战场。

蒋介石却认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开始，决
定马上迁都。可是，天下之大，迁往哪里呢？
蒋介石又犯了难。他反复比较了武汉、重庆、
西安、洛阳这几个城市后得出结论：武汉的形
势比南京好不到哪里，不能去；西安还不错，
但交通不便，被排除；重庆军阀混战，社会动
荡……看来，只有洛阳比较理想。

洛阳有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且地处中
原腹地，东南有嵩山屏障，北临黄河天险，东
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易守难攻，加上便利
的交通条件，回旋余地较大。党国要员们听
了这番分析，多数都点了头，认为迁都洛阳是
上上之选，不用犹豫了。

最后，蒋介石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定
夺”。林森因“年高德劭”，身居高位，却生性
淡泊，为人低调，常被视作有职无权的“甩手
掌柜”。在迁都这件大事上，他也不准备干涉
蒋介石的决定，因此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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