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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的 11 月 20 日，

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

遇刺受傷的消息

成為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從而引發上海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

這一天，擠兌風潮席捲各大銀行，

幸虧第二天是星期天，

事態才沒有完全失控。

11 月 3 日深夜，

國民政府醞釀已久的幣制改革方案出台。

新公佈的《法幣政策實施辦法》

規定「白銀國有」，

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

交通銀行發行的紙幣

作為「法定貨幣」代替白銀進入流通。

延續了一千多年，

為百姓所熟悉的白銀貨幣

就此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退出了中國的經濟舞臺。

法幣政策的實施，

使中國不再受世界市場銀價波動的影響。

國內物價大幅回升，

許多企業開始盈利，

中國的經濟

也因此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這次幣制改革是在

英國高級經濟顧問的直接策動下實施的。

它密切了中、英、美三國的經濟聯繫，

也招致了日本的不滿。

為此日本在華銀行召開了緊急會議，

強烈反對幣制改革。

1935 年 10 月，

日本內閣正式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

日軍新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多田駿

公開聲稱，

必須對華北五省聯合自治團體的工作

予以指導。

在日本人的威逼和利誘下

一些中華民族的敗類開始蠢蠢欲動，

最終上演了一場所謂

華北自治運動的醜劇。

10 月 22 日，

河北香河縣漢奸武宜亭等

在日本人指使下舉行暴動。

此後河北安次，曲陽等數十縣

先後發生了由日本人操縱的自治運動。

23 日，河北灤榆行政區督察專員

殷汝耕在通縣宣佈脫離中央。

不久，日軍強佔天津和豐台東站，

再次向南京政府施壓。

二十多年後的 1957 年，

蔣介石曾這樣回憶當時的心境：

「很明白我們拒絕日本的原則就是戰爭，

我們拒絕了它的要求就是滅亡。」

整個華北一片黑暗，

北京的大學教授們呼籲通緝殷汝耕，

反對成立非法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月底，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

被日本憲兵傳訊，

血氣方剛的學生們憤怒了，

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

人們再也無法繼續沉默。

然而，南京政府做出的反應

再次令人失望。

11 月 26 日

國民政府迫於日方壓力

撤銷了北平軍分會，

並著手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造成了冀察兩省變相的自治。

至此華北的危亡

已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1935 年，

尚在獄中的田漢

為影片《風雲兒女》創作了

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

電影很快風靡全國。

這首激昂的戰歌

深深打動了每個中國人的心靈，

成為中國抗日怒潮中的最強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