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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

武汉，之后再迁至重庆。中国东部的大片国土沦丧，

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西南和西北作为抗战建国之基

地，苦撑待变。西北的国防、政治地位快速上升①。

不过，抗战前期，西北的大部分区域内地方军阀势力

较强，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势力

范围，宁夏省政府主席为马鸿逵，新疆则由盛世才控

制。其中，盛世才和上述三马又有所不同：盛世才自

1933年主政新疆后，在苏联的庇护下俨然当起“新疆

王”，对国民政府的政令采取漠视态度。苏军在新疆

东部的哈密驻扎了配有重型武器的加强团，扼守从

中原经由甘肃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的道路。位于甘肃

西部的河西走廊不仅是内地连通新疆的孔道，还南

通青海，东北连宁夏，北接蒙古，为重要战略地带。

欲使新疆稳定、西北发展，国民政府必须先全面加强

在河西走廊的军事控制和政治统治。目前学界有关

新疆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国民政府经略河西

走廊涉及较少②。本文利用海峡两岸档案和新近出

版的《吴忠信日记》等资料，探讨 1941-1942年国民

政府控制和稳定河西走廊的具体进程，认为此举成

为国民政府解决新疆问题、促进西北开发的先决

条件。

一、吴忠信游说马步芳与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在新

疆的不正当利益，盛世才当局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发

生变化。从这时起，蒋介石对新疆问题进行反复考

量③。蒋介石明白，要解决新疆问题，促使新疆内向，

必须以相当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当务之急是使中央

军入驻河西走廊，掌握随时从内地进兵新疆的通

道。1941年 9月，蒋介石决定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吴忠信率团到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进行党政考察④，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笼络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说服

其调防，让出河西走廊。10月4日，蒋介石专门分电

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青

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希望他们竭诚接待甘宁青考

察团⑤。吴忠信是辛亥元老、蒋介石信任的幕僚，又

“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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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代表中央政府顺利主

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维护了中央在西藏的权

威。蒋介石请吴忠信以党政考察的名义前往甘宁

青，与马步芳兄弟、马鸿逵协商沟通，应为深思熟虑

的结果。

10月 23日，吴忠信由重庆飞兰州，开始为期近

两个月的考察。兰州是西北重镇，亦是当时国民政

府军政力量所能控制的西北前哨。考察团以励志社

为办公地点，向西北军、政、文化宗教各界人士广泛

了解情况，并分组考察党务、财政、教育等各领域。

11月3日，吴忠信代表蒋介石祭祀成吉思汗陵⑥。全

面抗战爆发后，为防止日军占领成陵借以利用蒙古

族民众，国民政府于 1939年将成吉思汗的灵榇等从

绥远的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迁至甘肃兰州

附近的榆中县兴隆山。3日当天的祭祀仪式隆重盛

大，这是中央第一次派大员主持成陵的祭祀仪式，表

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团结的重

视。11月9-17日，吴忠信一行赴宁夏考察。11月21
日，考察团抵达青海西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隆

重招待考察团一行。11月 23-29日，吴忠信在考察

之余，多次与马步芳长时间恳谈，一方面肯定马步芳

与兄长马步青在河西走廊修路、植树、维护国际交通

线畅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马步芳

密切与中央的关系，赴重庆谒见蒋介石。马步芳自

1933年到过南京后，8年来未曾前往中央，一般舆论

对此也多有猜测。马步芳提出，从西宁到重庆路途

遥远，汽车费时太久，坐飞机容易晕机，除非乘坐专

机前往重庆，并在兰州和成都分别停留，略作休息。

吴忠信一一答应，接着又进一步提出实质性问题：鉴

于河西走廊在西北的枢纽地位和玉门油田在国防上

的重要意义，请马氏兄弟的军队调出河西走廊，将青

海作为主要基地长期经营，将来可继续对西藏和新

疆南疆地区负一定责任。另外，考虑到河西走廊本

为二马军队的粮食供应地，作为补偿，中央将对二马

军队发饷发粮⑦。11月 29日，马步芳和吴忠信分别

致电蒋介石，报告两人的会谈情况。蒋介石对此非

常满意，决定照中央军标准发给二马军队粮饷⑧，希

望二马军队向西(指新疆)立功⑨。

12月上、中旬，吴忠信考察河西走廊的武威、山

丹、张掖、高台、酒泉，及玉门油田等地，其间在武威

与马步青见面会谈。马步青表示，中央如要用武力

促使新疆内向，他可担任前锋。吴忠信表达赞许之

意，不过并未透露与马步芳商量的二马部队调出河

西走廊之事。半个月的河西之行，使吴忠信切身体

会到河西走廊在西北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安西(今甘

肃瓜州)和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北门户，兰州为河西

走廊的东南门户。吴忠信对安西和敦煌的军事战略

和经济意义亦多有肯定，“安西西去嘉峪关约四百公

里，濒疏勒河附近，水利颇饶，为甘肃西北之重要水

草田。自此以西皆为砂碛，直至哈密，方见园林。敦

煌位安西西南党河中流，水草肥美，又据汉代长城之

西端，自汉以来，历代皆为屯戍之区，军事重镇，诚国

防之要冲也。”⑩可见，安西与新疆哈密之间的地区较

为荒凉，军政人员欲前往哈密，安西和敦煌的绿洲是

重要的补给基地，即中央军进兵新疆的前沿阵地。

由于吴忠信须陪同马步芳前往重庆，在考察酒泉和

玉门之后即东归，他未能亲往安西和敦煌。在视察

河西走廊的 10多天里，吴忠信不断与蒋介石、陈布

雷、马步芳通电报，妥善细致地安排马步芳的重庆之

行。12月17日，吴忠信等一行人陪同马步芳飞抵重

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18日，蒋介石即宴请

马步芳，以示优待之意。马步芳留渝期间，吴忠信、

何应钦等先后与其会谈，商定调整青海的军政办法

等。双方最后拟定的草案主要内容有：河西走廊军

队撤回青海，由中央军另派军队接防；粮饷方面，此

后青海军队与中央其他部队享受同一待遇；骑第5军
军长马步青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青海军队担负对西

藏及新疆南疆之国防责任；青海政费由中央酌予补

助。这一草案与吴忠信和马步芳在西宁时的最初

协商内容和精神基本一致。12月26日，马步芳准备

离渝返青，蒋介石约其单独谈话，并共进晚餐。蒋

介石在 12月“本月反省录”中认为，马步芳“来渝述

职，其对中央，当能改变过去观念，此乃为西北重要

政策也”。在马步芳与中央加强联系的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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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吴忠信的沟通游说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步芳同意二马军队调出河西走廊的原因，可

能有以下三点：第一，从抗战以来的大趋势看，中央

对西北的控制力逐渐提升。马步芳清楚，经由河西

走廊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对国民政府而言已

势在必行。石油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玉

门油田的大规模开发，也是中央军须掌握河西走廊

的关键因素。第二，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青

海为其主要地盘。由马步芳指挥的驻在甘肃河西走

廊的部队为张掖的第 82军第 100师，而第 82军军部

在西宁，第100师回到西宁，名义上较为顺畅。此时

马步青的主力部队骑第5军主要驻在武威、骑第5军
第 5师(师长马呈祥，为马步青女婿)则驻在酒泉，马

步青自己长居武威。事实上，让出河西之举关涉马

步青的利益更大，对马步芳影响相对较小。这也应

是吴忠信到武威与马步青会谈时没有贸然提及请他

让出河西、前往青海柴达木屯垦的原因。第三，为了

对二马部队调出河西走廊有所弥补和安抚，国民政

府给予马步芳若干好处。近期看，马步芳的部队获

得中央军标准的粮饷，青海省政府得到更多补助；长

远看，国民政府允诺马步芳以后参与新疆南疆和西

藏事务。马步芳于 1941年年底返回西宁后，很快布

置调防事宜。按照在重庆的约定，他和马步青部队

的调防顺序是先调自己部队回青海西宁，再调马步

青的骑第 5军到柴达木，且在行动之前严格保守秘

密，为的是防止马步青抵制国民政府的命令。1942
年1月，马步芳的第82军第100师(师长韩起功)从张

掖返青，中央军骑兵第 10师(师长谭辅烈)从甘肃静

宁出发，3月上旬全部开抵张掖防区。4月，国民政府

令马步青的骑第5军移驻柴达木屯垦，国民政府暂编

第58师(师长叶成，移防前驻天水)接替骑第5军直属

部队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各地防务，新编第 18旅

(旅长徐汝诚)接替骑第5军第5师的酒泉防务。7月，

换防基本完成。截至1942年8月底蒋介石巡视甘肃

时，骑第5军驻河西部队只剩驻敦煌、安西一带的第

5师第 13团以及驻永登的暂骑第 1师一部。原来，

1941年年底蒋介石与马步芳在重庆时即约定敦煌与

安西部队暂时缓调，可能考虑到一则中央军到甘肃

的西北角接防，路途遥远，需要较长准备时间，二则

敦煌、安西与柴达木盆地地理上接近，部队可直接翻

越祁连山前往柴达木屯垦。1942年11月，中央军第

42军第 48师(原驻兰州，师长罗列)接替第 5师第 13
团的防务，师部驻玉门，第142团驻敦煌，第143团驻

安西，第144团驻玉门赤金堡。至此，整个河西走廊

已基本由中央军接防。

中央军开入河西走廊，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尚

属首次，表明中央对河西和整个西北的统治进入一

个新阶段。中央军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入驻河西走

廊，一方面，是这些部队本属第八战区，原驻甘肃兰

州、静宁、天水等地，距离河西并不遥远。这也是蒋

介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胡宗南长期经营

甘肃打下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军移防过程中，蒋

介石格外注意对二马取谨慎态度，避免造成不必要

的刺激与反抗。1942年5月，马步芳第100师驻张掖

留守处主任被杀，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彻查，并及时与

马步芳沟通。6月 2日，蒋介石令朱绍良、谷正伦、

谭辅烈纠正反马言行，“凡与马主席兄弟不协调或有

旧嫌之人，皆应调回兰州候用，不得再留河西……力

加保护其留驻人员。如绘画标语有侮辱回教与马主

席兄弟情形时，应一律禁止，并负责撕毁”。7月，蒋

介石为安抚马步青，促其早日前往柴达木屯垦，专门

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武威，信中写道：“世界

多故，正吾人为国建业之秋，兄在河西政绩斐然，军

纪卓著……此次进驻柴达木，甚望运用特殊之资以

成非常之功也。”蒋介石还允许甘肃临夏马步青的

部队继续驻扎。临夏是近代西北诸马的发源地，也

是马步青的出生地，对他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后来

马步青无法在青海立足后，便长期居住在老家临

夏。河西走廊是蒋介石的必争之地，但在争取过程

中采取了相对和缓的态度，对二马兄弟在表面上始

终持尊重之意，背后亦透露出国民政府加强西北控

制的深思熟虑。正是在河西走廊换防基本结束、盛

世才与中央继续接近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2年8-
9月携夫人宋美龄巡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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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2年夏蒋介石巡视西北

1942年 8月蒋介石巡视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经

营西北的关键一步。此行是蒋介石第二次巡视西

北，距离1934年10月的陕甘宁之行，已相距8年。8
月15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由重庆九龙坡起飞，下

午1点半飞抵兰州。在此后的近一个月里，蒋介石先

后视察西宁、嘉峪关、玉门、酒泉、张掖、武威、银川、

西安等西北重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新疆问题

与促进西北开发。

8月 19日，奉蒋介石之命先期与盛世才密谈的

朱绍良从迪化(今乌鲁木齐)飞回兰州，向蒋介石报告

情况。朱绍良与盛世才早年相识，盛世才曾担任朱

绍良女儿的家庭教师，而朱绍良又是蒋介石信任的

高级军官，最适合在中央与新疆地方之间联络协

商。蒋介石虑及迪化机场的安全问题，决定由宋美

龄代表自己赴迪化，向盛世才传达意旨，坚定其内向

中央的意志，“以壮盛胆，亦所以慰之也”。在赴西

北之前，蒋介石虑及苏联在新疆长期侵略打下的基

础，决定在新疆内向问题上采取温和态度，一方面保

全盛世才的地位，一方面使苏联不致因新疆问题而

恼羞成怒，采取过激手段。

8月 20日，蒋介石再次拟定解决新疆问题的程

序，包括派第八战区第42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

便于应对新疆哈密的苏联军队等。第42军军长杨

德亮是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杨部是蒋介石较早派

驻到兰州的中央军，此次驻防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后

来又进一步西开新疆。联系上文谈到的河西走廊换

防问题，蒋介石此行加速了嘉峪关外安西、玉门、敦

煌等地的换防进程。正如吴忠信所说，安西和敦煌

是河西走廊的西北门户，控扼进入新疆的通道。蒋

介石以保护玉门油田为名进一步增兵嘉峪关外玉

门、敦煌和安西等地，使中央军可较为迅速地从嘉峪

关这一前沿阵地抵达新疆哈密。

8月 22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中写下马步青撤

防河西的重要意义。马步青“撤防河西，移驻柴达木

屯垦，此其关于统一西北、收复新疆之效用实非浅

鲜，殊为抗战中最大之成就也”。蒋介石将马步青

(和马步芳)撤防河西视为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或许

有夸张之处，但若考虑到民国以来绝大多数地方军

阀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地盘、不轻易让中央染指的事

实，此次蒋介石能以和平手段使二马的军队撤出河

西走廊，其欣喜激动之情可想而知。国民政府在全

民族抗战的背景中经略河西、巩固西北边疆，确实取

得了相当成绩。中央在西北军事和政治的扩展，必

须在经济、文教和社会诸方面进行相应配合。8月23
日，蒋介石在兰州参观农业、交通、建设等展览会，感

受到甘肃的物产丰富和近年来开发之迅速。当晚，

蒋介石又对西北造林、水利、畜牧和交通等进行综合

思考，并做出三项决策：“一、西北文化团体之指导与

组织应速着手。二、文化团体应以喇嘛为中心，推及

回、蒙各民族与宗教为方针。三、拉卜楞寺与敦煌为

组织之基地。”可见，蒋介石虑及西北地区的特殊

性，尤其关注文化、宗教问题，计划将拉卜楞寺与敦

煌作为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组织基地。这也表明蒋介

石对西北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全盘考

量。8月 26日，蒋介石由兰州飞西宁，会晤马氏兄

弟。事实上，蒋介石初到兰州的第二天，马步青、马

步芳即来兰晋谒。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

一次到青海。飞机落地西宁之前，特在青海湖海心

山上空盘旋，机上人员欣赏了湖光美景。次日，蒋介

石到马氏兄弟父亲马麒墓祭祀，下午携宋美龄游塔

尔寺宗喀巴殿和小金瓦寺，并赠送10万元，表明其对

马氏父子和当地宗教的尊重。28日上午，蒋介石与

马步芳、马步青谈话，勉励他们合作共济、为国立业

发展，如全力开通西宁至玉树的公路，贯彻对西藏以

政治统制为本、军事为辅的方针等。此时，蒋介石

考虑借助二马在青海的力量，推行由青入藏之方

略。由青入藏与由河西走廊入新疆以及笼络二马与

保持盛世才的地位等，都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西部边

疆地区徐徐深入、加强治理的意图。限于各方面的

环境，中央势力扩张的同时保持平稳姿态和妥协

态度。

8月28日中午，蒋介石由西宁飞嘉峪关。当日，

蒋介石在新近调防到此的新编第18旅旅长徐汝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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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下，登上酒泉城钟楼。徐汝诚是浙江余姚人，南

京中央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生，为胡宗南手下的一

名干将，后升任第 42军第 46师师长。蒋介石“登楼

远眺祁连山雪峰连迤，山腹云海弥漫，更见其雪峰之

秀丽可爱，其西侧则为贺兰山脉之合黎山麓，嘉峪关

即在祁连与贺兰两山口之间，平坦浩荡，其正面之宽

约卅里至五十里，诚中华西部大关阙也”。此处所

见的壮丽景色，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蒋介石在

酒泉时还到西北干训班考察，对蒙、藏、回边疆学生

180人点名训话。在此后的三四天里，蒋介石巡视

玉门油田、张掖、武威，这是他第一次踏足河西走廊，

加上中央军已经入驻，胡宗南等干将陪同视察，心情

豁然开朗。他对各地中央军的检阅和训话，召集相

关负责人谈话等，也增强了中央军驻扎河西走廊的

信心和责任感。9月1日，蒋介石离开甘肃前往宁夏

时，认为“此次巡视河西、宁、青，比廿四年巡视甘、

陕、晋、绥之意义与成效更大，廿四年乃为决定抗战

国策之最大因素，而今则为抗战决胜，巩固西北唯一

之实力也，此行为收获最后胜利必不可少之行动

也”。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对于抗战胜利充满信

心。确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苏、英、中为首

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中国赢得抗战胜利已是

指日可期。蒋介石此次巡视西北，谋划边疆之巩固

发展，促使西北成为抗战建国的基地，可谓踌躇满

志。不过，驻防河西走廊的中央军也有让蒋介石担

忧之处，一是将领不得力。蒋介石到张掖时，第10师
师长谭辅烈在当地清道戒严，街上几乎没有百姓。

蒋介石认为此“形同往时军阀之出行”，责骂谭辅烈

无常识、愚拙，不堪任用。二是士兵精神、技术低

劣。谭辅烈是江苏人，黄埔一期毕业。蒋介石感慨

道，河西中央军的纪律精神，反不如往日二马部队，

可知中央军的腐化日甚一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

亲自对入驻河西的中央军屡有筹划。他多次指示何

应钦给增防的第42军发放御寒装备和武器，计划在

河西各镇建筑营房和操场，并决定西北地区以驮马

代壮丁。另外，蒋介石对河西各镇的市容、卫生状

况也很不满意。如张掖孔庙破败不堪，让蒋介石感

到痛耻之至。

9月13日，蒋介石即将结束一个月的西北之行，

西北的雄壮辽阔激发他形成一个宏伟蓝图：中国应

以天山与昆仑山为西部国防之锁钥，而以阿尔泰山

与喜马拉雅山为其屏藩(外卫)，东部以鸭绿江与黑龙

江为国界，而以长白山与内、外兴安岭为锁钥，东以

山海关外东三省为东花园，西以玉门关、星星峡外新

疆、西藏为西花园，即以新疆为我国前门之广场，而

嘉峪关实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

将嘉峪关视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反映了抗

战期间中国人自信心的提升。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

由近代以来深重危机走向复兴的转折点。嘉峪关始

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朝开拓西域的前方大

本营。嘉靖年间(1522-1566)，国力衰退的明朝已无

力经营西域，面对游牧部族的经常性袭扰，嘉靖帝下

令将嘉峪关外的军政机构与臣民一并回迁，据关以

守。嘉峪关外的玉门、安西、敦煌渐渐被边缘化。清

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对西北

地区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强。近代以来，中国东部受

欧风美雨的影响，相形之下，西北显得更加落后与闭

塞。加上强邻环伺，中国西北、西南边疆危机严重，

中央政权无力进行有效应对。全面抗战爆发后，西

北成为抗战大后方，并起到连通国际交通线的重要

作用。同时，玉门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敦煌的艺

术和文化价值也为世人熟知，各种考察团接踵而来，

西北的重要性大大增强。蒋介石在巡视西北的过程

中，认识到西北对于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性，倡导

民族团结，着手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未来的中国以嘉峪关为东西干

线之中心，那么河西走廊和西北的地位也进一步提

高了。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后，整顿社会治安、促进

文教发展，将河西走廊作为新疆内向的基地，成为应

有之义。

三、改善河西走廊的社会治安

河西走廊在中央军入驻之前，存在军政分立、社

会治安不良等问题。1933年至40年代初，国民政府

先后任命朱绍良、于学忠、贺耀祖和谷正伦担任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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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主席。他们基本能在政治上号令全省，任命

各县县长等。不过，因中央军基本驻扎在甘肃东部

的兰州和陇东地区，省政府对于二马军队驻扎甘肃

西部河西走廊的政治管控和社会治理，终有鞭长莫

及之感。特别是河西走廊张掖和酒泉地区的东迁哈

萨克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央军入驻河

西走廊后，军政协调加强各方面管理，尤以妥善安置

东迁哈萨克人为重点。

这一问题起因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张掖和酒

泉地区，特别是嘉峪关外的敦煌、安西和玉门等地有

大批哈萨克人从新疆迁来。据统计，1936-1939年，

先后有四批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不满盛世才征税、强

迫儿童教育等政策，迁入甘肃，共计11680人。哈萨

克人以游牧为生，他们驻牧于肃州、安西、敦煌、玉门

一带南山中，因初来乍到，没有固定牧场，有时与当

地半牧半农的蒙古族和藏族人民产生争执，有时也

进入平原地区活动，威胁到西北交通线和玉门油田

的安全，成为该地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甘肃省政府的应对方策最初以安抚为主，如发

放赈款、划定牧区等，安置迁甘哈萨克人。1936年11
月，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派专员杜延年在玉门县鱼

儿混(即鱼儿红)一带向哈萨克人发放赈款 2000余

元；1937年，甘肃省政府电告等七区(即酒泉地区)专
员曹启文采取怀柔政策，驻防酒泉的第100师第298
旅旅长马步康(第 100师师长韩起功驻张掖)安抚哈

萨克人，并派边务研究所学员郭曙南(随后任敦煌县

长)发放赈款 1000元，划鱼儿混地区东至大泉口、北

至二道河、南至讨来为入甘哈萨克人的牧地，准其免

税三年。第三批哈萨克人入甘后，甘肃省政府于

1938年 2月设置哈萨克人管理局，驻地在玉门县昌

马。1939年 2月，省政府派第八战区少将参议金在

治担任“哈萨宣抚专员”，他还专门前往新疆商洽哈

萨克人问题。不过，哈萨克人管理局因经费有限、

会说哈语的得力人才缺乏等，运行不畅，三年后被裁

撤。1941年 11月，吴忠信在兰州时还与金在治谈

话，认为金在治有关西北问题的主张与他大致相

同。总体而言，省政府的安抚政策力度较小，收效

甚微。

马氏兄弟的驻军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军事镇压，

并要求政府方面供应相关资源。1939年 7月，马步

康旅获准添募骑兵一团，以增强防哈力量。马步康

要求敦煌县长郭曙南招送壮丁 20名。1940年 7月，

马步康下属马正财连奉令从敦煌出发，前往青海台

吉乃镇抚哈萨克人，请时任敦煌县长的章朗轩准备

马掌 300付、骆驼 200只、骡马 100头，以便运输粮

秣。1940年冬至 1941年春，第 100师师长韩起功多

次往返张掖和酒泉之间，主要任务是镇抚哈萨克

人。不过，哈萨克人常活动于甘青新边区三不管

地带，以游牧为生，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虽

然省政府和当地驻军数年内剿抚并用，仍未能彻底

解决问题，对于保持交通线畅通、开发西北等产生

不利影响。

1942年，随着中央军的入驻，蒋介石决定彻底解

决河西走廊的东来哈萨克人问题。1月 19日，蒋介

石分别致电军政负责人朱绍良、谷正伦，指出哈萨克

人在甘肃敦煌、安西一带活动，“希迅即转饬甘青两

省府切实查明哈民在各该省境内何部安分守己?何
部肆行劫杀?其安分守己者应该两省府指定水草丰

富、离公路较远之适当区域，使其游牧”。可见，蒋

介石采取的还是剿抚并用的方策，安分者抚恤，令其

在离公路较远、有水草的地方放牧，少数劫掠者镇

压。4月 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朱绍良，询问盘踞在

青新边境大曲莽山一带的哈萨克人的具体人数，要

求采取措施以维护后方安全。朱绍良在回电中报

告三省边区的哈萨克人有四股，其中三股在敦煌西

南或南边，一股在玉门南边，共计14000人。考虑到

从新疆进入甘肃的哈萨克人万余，这一数字可能有

夸大之处。

5月 14日，谷正伦向蒋介石报告，骑第 10师(中
央军)和骑第 5师(马步青军队)分别负责防守东西两

区，维护交通，第七区设哈萨克人管理科。5月 19
日，蒋介石指示朱绍良和谷正伦拟定救济哈萨克人

的具体办法及编练经费。第二天，谷正伦即回复，

需要救济的哈萨克人约有 5000人，计划每人一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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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救济费20元，每月发给食粮4市斗，维持至明年春

耕。之后，政府寻觅及决定安置地点，化整为零，化

聚为散，每地不得逾帐篷 500 顶，距公路约 20 里

外。随后，蒋介石亲自核定第八战区司令部拟定的

哈萨克人安抚与管理暂行纲要草案，以招抚为先决

条件，必要时再清剿镇压，其方法为统制头目、化整

为零、编制保甲、变牧为耕等。当然，后来的事实说

明，编制保甲、变牧为耕对于游牧民族很难施行。不

过，招抚方略中的统制头目政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

绩。1942年春夏之交，中央军新编第18旅徐汝诚部

接防酒泉地区。该军会同甘肃保卫处长吉章简、第

七区专署参议孙得源入山招抚哈萨克人。后讨来川

哈萨克代表到酒泉，向徐汝诚和专员曹启文呈文，表

示归顺之意，愿意编查户口、接受赈粮。1942年 9
月，杨德亮率中央军第42军驻防河西走廊，第191师
负责嘉峪关外的防卫。杨德亮以回教徒的身份邀集

各民族上层人士座谈，表示要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各

民族利益，消除各民族人士之间的疑虑。1943年夏，

杨德亮发动酒泉党政机关、玉门油矿等筹集资金，在

酒泉郊区举办为期三天的物资交易和赛马大会，哈

萨克族、蒙古族、裕固族等群众都赶着牲畜、驮着山

货来参加。第42军还进行了步炮兵军事大演习，宣

耀军威。杨德亮给赛马优胜者颁奖，各族头人则向

杨德亮敬献哈达和礼品。此次交流有利于稳定河

西走廊西部的政治形势。

蒋介石巡视西北后，用于安置甘肃哈萨克人的

经费较为充足。如 1942年 9月至 1943年 12月共 15
个月里，先后两次拨发经费计 3188420元，小麦计

33414石。规定的安抚时间也延长至 1945年 8月。

不过，东来哈萨克人问题并没有随着安抚力度的增

大而彻底解决。1944年 6月，基于安西星星峡段有

大批哈萨克人活动，朱绍良电饬驻酒泉的第191师派

一个团开驻安西，协助新第45师一部防范处理。莫

高窟所在的敦煌地区仍然有哈萨克人活动。1943年
春，历史学家向达在致中央博物院曾昭燏的信中，几

次提到千佛洞附近的哈萨克人。因有驻军的保护，

哈萨克人未在千佛洞长时间停留。哈萨克人的活动

也影响到学者在敦煌附近的考古工作。1944年 11
月，考古学家夏鼐等人从事考古挖掘时，需要军官带

领一队士兵随行予以保护。当地老百姓见到夏鼐一

行人带着枪，误以为是哈萨克人，赶紧飞奔而逃，连

正在放牧的牲口都弃之不顾。可见，此时的社会秩

序仍不安靖。

全面抗战时期，河西嘉峪关外先后由马步芳、马

步青军队和中央军驻防，入甘哈萨克人引起的妥善

安置和社会治安问题令甘肃省政府、第八战区颇为

费神。中央军入驻后，在蒋介石的多次督促下军政

合力，安抚力度加大，情形有所好转，但仍未能彻底

解决。这一社会治安问题，与当地政治与经济发展

水平、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方式

等有关，需要绵绵用力，长期投入。

四、结语

西汉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国内地与中亚、印

度和欧洲之间物资和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运兴

起后，河西走廊沟通中国内地与世界的作用有所降

低。不过，河西走廊仍是从内地进入新疆的孔道，为

西北枢纽所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河西走廊的重要

性越来越被国人认同。从国际交通线的一环甘新公

路的快速贯通，到玉门油田的开发，再到敦煌国立艺

术研究所的建立，河西走廊一次次进入人们的视

野。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和蒋介石、吴忠信等政要

的巡视，进一步密切了河西走廊与内地的联系，加强

了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马氏兄弟的关系，促进了嘉

峪关外的社会治理，更为随后国民政府大批军政力

量进入新疆铺平道路。当然，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

廊的成败得失，可作具体深入分析。

首先，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复杂微

妙。一般而言，地方军阀既渴望仰仗国民政府的声

威，获得若干实际利益，又担心地盘被侵蚀，实力被

削弱。马氏兄弟同意换防、让出河西走廊，内心多少

有些迫不得已。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在新

疆的不正当利益、马氏兄弟之间存在的矛盾与竞争

关系、吴忠信的成功游说和国民政府对马步芳的有

力补偿等，是中央军开入河西走廊的远因背景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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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另外，换防工作分批次秘密进行，胡宗南陪

同蒋介石检阅巡视新入驻的中央军，国民政府为此

次换防过程中损失较大的马步青保留临夏老家地盘

作为补偿等，均显示了各方实力变化过程中彼此保

持谨慎和相对平衡的重要性。

其次，国民政府对统治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

存的西北地区有所思考和努力，但时间过于短暂。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为中国

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以汉族为主体。随着战争

爆发和战局演变，政府统治深入中国西南和西北地

区，这是对统治能力的挑战与考验。蒋介石将敦煌

和拉卜楞寺作为西北文化与宗教的组织基地，源于

认识到妥善处理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等诸问题的重

要性。国民政府派出回族将领杨德亮统率中央军第

42军驻防河西走廊西部、对哈萨克人以抚为主的政

策等，体现了政府处理边疆问题的慎重立场，整体而

言也产生了一定效用。不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民政府忙于收复东部沦陷区，对西北的重视程

度大大降低。之后解放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再无力

西顾。国民政府在时局形势变迁中“重视西北”又

“轻视西北”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反思。

最后，客观评估国民政府对河西走廊的总体治

理能力。一方面，甘新公路贯通、玉门油田开发、中

央军入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政要和各类考

察团的到来，确实让河西走廊人气渐升，与中央和广

大内地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蒋介石认定东北三省、

新疆、西藏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将时人心目中

偏远的嘉峪关视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成竹在

胸。另一方面，战前和战时开发西北的舆论声浪大

大超过实效，国民政府没有实力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对西北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开发，其统治也未

能深入河西走廊的基层社会，加之落后的经济和交

通设施、干旱少雨的气候、地理上大片戈壁荒漠等，

大大制约了开发进程。因此，抗战胜利后，从地理上

而言，嘉峪关确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但包括河西

走廊在内的西北地区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

设层面并未取得明显进步。

注释：

①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政

府和民众对西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开发西北的声浪在20
世纪30年代前期蔚为大观，是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西

北作为抗战建国基地的远因与背景。因篇幅所限，本文将讨

论的时空范围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河西走廊，对战前

和战时开发西北的舆论与举措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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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第 95～104页；左双文：《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

外交》，《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第80～90页。与国民政府

控制河西走廊相关的研究，侧重于从经济方面研究蒋介石西

北之行的意义，如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

青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潘晓霞：《抗战主

题下的建国努力：1942年蒋介石西北之行》，《兰州学刊》2016
年第7期，第78～87页等。

③蒋介石在1941年7月的大事预定表中，有“新疆问题之

研究”；7月14日，进行“中共问题与新疆问题之研究”；7月19
日，有“新疆方面军政计划之准备”；8月大事预定表中，有“西

北新疆兵力与将领之准备”和“西北与东北、外蒙之政策与战

略”之记录；9月 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外蒙与新疆问题”；9
月27日，又有“新疆问题与驻新人员之研究”[参见《蒋介石日

记》(手稿)，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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