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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记者 孙钦良

国民政府的党国要员们在行都洛阳办公，总觉得有诸多不
便，因此，时局稍为好转，各机构就陆续迁回了南京。国民政府
在洛阳前后共 10个月，其间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也为洛阳建
设带来不少好处。

在洛期间，国民党当局召开了两次重
要会议：一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一是

“国难会议”。当时洛阳县没有会议室，开
会地点就在西工兵营中央礼堂。

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
会召开。前3天由于来的人太少，只好开
预备会议，然后才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先是全场起立，为抗日殉国的将士及人民
默哀3分钟，后由汪精卫、何应钦分别作
政治、军事报告。大会否认了东北伪政
权，并通过了《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
官之规定》。地方军阀们一听，纷纷请辞
所兼的省主席职务。对他们来说，枪杆
子才是最重要的，虚头衔算个啥！3月5
日，大会又通过了《颁布大赦案》、《在洛
阳召开国难会议案》等，并定洛阳为战时
首都——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国民党
当局准备退守西北，以其作为长期抵抗
的根据地，当然，这些后来并没有实现。

在汪精卫提议下，大会还推举蒋介石

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
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
委员，将军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其权力之
大、职位之高，自不必说。不过，蒋介石因
忙于军务，未能参加此次会议。直到3月
18日，全身戎装的他才在洛阳西工就任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汪
主政、蒋主军”的格局就此形成，“蒋委员
长”这一称谓也由此叫开。

3月6日大会闭幕，国民党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及各省政要等600多人参加了
闭幕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闭幕才
3天，伪满洲国就在长春宣布建立，一切
听命于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
东北彻底沦陷。

再说4月7日至12日召开的国难会
议。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以来，这是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
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
是，颇有几分“政治协商”的意味。不过，

520名会员中，实到只有140余人，其中
鱼龙混杂，既有吴佩孚、孙传芳等北伐对
象，也有陈寅恪、马寅初等学问大家，当然
还有王晓籁、黄金荣等财团大佬。

林森、蒋介石、胡适等国民党党员像
以往开大会一样，先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民
党党旗三鞠躬，请人恭读《总理遗训》，然后
才开始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4
月8日晚，汪精卫在宴请会员时发表演说，
声称“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
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危急的当前的国
难”，颇为慷慨激昂。4月12日，国难会议
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发表宣言历数日本侵
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
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总体来说，这次国难会议确立了
“一·二八”事变后的一些治国方略，提出
向东北、西北移民巩固国防，对制定长期
抗战政策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等产生
了深远影响。

两次会议 影响深远

返都之后 建设洛阳

党国要员 分头办公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之初，就发电
报勉励全国将士“以大无畏之精神，作长期
之奋斗，以黜暴力而伸张正义，保国家之人
格，为民族争生存”。事实上，蒋介石和汪
精卫很怕战事升级，想让战争早日结束。

由于财政吃紧，2月3日，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又通电全国：“自即日起，所有在国
府各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停止薪俸，每月仅
酌发生活费若干，以维持个人生活。”政府
头痛，洛阳更头痛。这么多人突然到来，使
狭小的县城拥挤不堪，物资匮乏又导致物
价飞涨，人心不安。于是，国民党元老张继
提议，不如以洛阳为行都，将政治、经济中
心集中在陇海线上。所谓行都，就是在首
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以备必要时政府
暂驻。

这个提议正中党国要员们的下怀：与
设施落后的洛阳县城相比，专列上的设施
更完备、更舒适，行动也更自由。于是，那
段时间人们很少能见到蒋介石、汪精卫、
宋子文等人，他们分别住在一节节火车
上，在陇海线上来来去去，今天洛阳，明天
郑州，后天可能到了开封、徐州，或者突然
又到上海、南京……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忙
什么，有人干脆称之为“火车上的国民政
府”。65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安心
地呆在洛阳。

林森生活简朴、为人低调，是国民政府
的“平民元首”，十分受人敬重。他奉行“三
不”原则：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
营私，只做自己该做的事。比如，2月7日，
陈继承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洛阳卫戍司
令。得到这个职务后，他忙去向林森谢恩，
林森却避而不见，只让秘书传出话来：“武
官直接去见蒋介石，文官直接去见汪精卫，
别到我这里来。”对这位喜欢“无为而治”的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很有好感。

不过，这位平和淡泊的老人也有较真
的时候。刚迁都洛阳时，身在南京的汪精
卫有事向他报告，就命行政院秘书长褚民
谊拟发电报。褚民谊不学无术，直接在电
文开头称“子超兄”（林森字子超），末尾也
不具汪精卫的官名，只署“弟精卫叩”。林
森看了不悦，见到汪精卫后，严肃地说：

“吾侪若论同志，本可兄弟相称，但行之公
牍，则于国家体制未合，以后宜加注意。”
汪精卫看了电文，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回去一脚把褚民谊踢倒在地，厉声道：“我
为汝脸丢尽矣！”从此，他再不敢让褚替自
己写东西。

林森喜欢古玩，那时候在洛阳街头的
古玩摊上，人们常看到这位身穿黑布长袍、
胸前长髯飘拂的长者。有时，他也会与商
贩聊天，询问民生疾苦。

２月中旬，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一起
到孟津视察黄河防务，还参观了龙马负图
寺和刘秀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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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难会议之后仅仅一个月，5
月５日，中日双方就在上海签订了《淞沪
停战协定》。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屈辱的协
定。它规定自当日起，双方停止在上海的
敌对行为，中国军队只能留在苏州、昆山
一带，不能进驻上海，由英、美、法、意等国
参与接管有关事务。除正式协定外，还有
三项要求：中国取消抗日、十九路军换防、
中国不得在浦东及苏州河南岸驻军。十
九路军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抗战成果，就
这样被出卖了。

日军暂时解除了对南京的威胁，身在
洛阳的党国要员们归心似箭，纷纷提议返
都。5月底，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
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之后繁荣行都计
划，对洛阳的未来作了如下安排：第一，筹
建洛阳电厂；第二，设立中央军校洛阳分
校；第三，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第四，修
建洛河、伊河大桥，分别取名林森桥、中正
桥。行都建设委员会在洛阳东车站建了

电报电话局，两年后还扩建了西工飞机
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也出了不少军事人
才。当然，这都是后话。

6月以后，南京局势渐稳，行政院便
在南京办公，只是牌子仍挂在洛阳。凡政
府签署的文件，都还要到洛阳转一圈，盖
印章。后来，林森去了庐山养病，群龙无
首，一些机构便也趁机回到南京办公。

11月17日，留在洛阳的党国要员们
终于等来了“12月1日迁回南京”的通知，
个个喜不自胜。11月29日，国民政府发
布了《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月1日，中
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正式迁回南
京，洛阳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行都使命。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时间，满打
满算就是10个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行政院等6月就迁回南京了，真正在洛阳
办公的时间只有4个月。对此，洛阳文史
学者董高生先生解释：“有些部门先迁走，
有些部门迁得晚，前后应该还是 10个
月。当时也有歌词说‘民国行都200天’，

指的是大概时间。”
“国民政府返都后，出资在洛阳搞了

‘四项工程’：在西工兵营设立中央军校洛
阳分校，在玻璃厂一带扩建西工飞机场，
在西小屯建了洛阳电厂，1936年还在洛
河和伊河上分别建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就
是林森桥和中正桥。”董先生说，中央军校
实际上就是黄埔军校，建都南京后，不能
再叫“黄埔”，才改为中央军校。林森桥在
今天洛阳桥东不远处，抗战时期为阻日军
进城将其炸毁，只剩一段残桥；中正桥在
伊河龙门段，具体位置已不太好找。

“这次迁都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
心，也给洛阳带来了好处。”董先生总结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