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电视连续剧 《北平无战事》 最近热播。 很多观众看了 《北平无战事》 后表示： 很多细节不明所
以。 《北平无战事》 选择的是1948年这个大众并不太了解的历史时期， 而且剧情时间跨度不足两个月，
既没有交代历史背景， 也没有刻意解释人物关系， 连旁白都很少使用， 导致要理解这部剧需要做一些历
史知识的补课。

“7·5惨案”， 学生抗议
示威遭镇压

剧情： 7·5惨案是 《北平无战事》
的剧情开端。 警察和士兵试图抓捕教
学楼的学生。 燕大教授们静坐在教学
楼前保护学生。 士兵属华北剿总。 华
北剿总副司令陈继承下令镇压学生。

史实： 1947年底， 国民党在东北
只剩下沈阳 、 长春 、 锦州等几个孤
城。 为了招揽学生， 国民党宣称要在
北平建立东北大学、 临时中学， 吸引
众多学生流亡北平。 学生被安排在广
化寺进驻， 并供给日常口粮和少许公
费 。 1948年 7月 4日 ， 北平当局通过
《救济来平学生办法》， 决定停发东北
流亡学生的公费， 并企图将学生编入
傅作义的军队。 7月5日， 东北大、 中
学生群集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住
宅， 抗议市参议会通过 《征召全部东
北 （流亡 ） 学生当兵的议案 》。 时任
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陈继承下令镇
压， 9人被打死 （官方承认3人）， 100
余人受伤。

币制改革， 国统区100
元法币买不到一粒米

剧情 ： 《北平无战事 》 开始时 ，
作为国民党官方货币的法币还没有退
出历史舞台。 燕大副校长何其沧作为
国民政府经济顾问， 为政府制作币制
改革参考方案。 方案8月20日实行， 其
结果是， 方孟敖路遇急匆匆去买粮食
的崔夫人。 崔夫人说， 现在用金银外
汇买东西都是违法的， 再说有钱也不
一定能买到东西。 方孟敖无奈放弃了
给崔夫人金条的想法。

史实： 所谓 “法币”， 指的是1935
年11月3日， 国民政府宣布的将银元国
有化 、 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
施 ， 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 ，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发行
的钞票， 为法定通货。

1946年 ， 为了筹集资金打 “内
战”， 国民政府只得向中央银行借钱。
中央银行没有钱 ， 只好不断增发货
币。 这就导致法币发行量剧增， 造成

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另一原因是， 当时法币印刷是英

美技术， 美国机器和纸张， 很多在香
港印刷。 抗战时香港沦陷， 机器被日
军缴获， 导致后来日本人印刷了大量
假币进入市场。 所以在内战开始以前，
法币就已经开始严重膨胀。 法币100
元在1948年一粒米都买不到。

反腐， 蒋经国“打老
虎” 失败

剧情： 《北平无战事》 开场庭审，
在一个电话中草草结束。 这个电话来
自于二号专线蒋经国。 随后曾可达给
蒋经国打电话， 得到指示： 成立五人
小组去北平调查贪腐案。 首当其冲的
调查对象， 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
汉山曾多次给扬子公司的孔总打电话。
因为扬子公司的孔总欠北平民食调
配 委员会1万斤粮食 。 为囤积暴利 ，
扬子公司拒绝给， 是7·5惨案的导火索
之一。 币制改革开始， 蒋经国在上海
督战。 蒋介石来北平面晤傅作义， 并
彻查北平分行金库， 却在当晚被宋美
龄叫去上海。 不久， 蒋经国给曾可达
打电话说： 我们失败了。 这些皆涉及
到蒋经国打老虎最后一战， 查办孔祥
熙之子孔令侃旗下的扬子公司， 是蒋
经国反贪腐打老虎行动的最关键战
役。

史实： 蒋经国是币制改革的支持
者。 他的 “打虎” 行动， 其中有一个
重要行动就是为币制改革扫清障碍。

8月20日， 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
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沪督战
上海。 蒋经国 “不准囤积居奇”、 “只
打老虎， 不拍苍蝇”。 他微服私访小菜
场， 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 他还
成立了11个 “人民服务站”， 专门接受
告密举报。 8月21日的 《大G报》 刊出
记者季崇威的新闻稿 《豪门巨富纷纷
收购金公债， 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
票》。 此文一出， 市场哗然。 币制改革
为国家核心机密， 竟然有人抢先得悉
倒卖获利。 蒋经国用枪逼着交易所交
出账目， 查出19日抛售股票的两个大
户， 一个名叫李国兰， 是财政部机要
秘书陶启明之妻 。 上海黑社会老大 、

蒋介石多年好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
屏 ， 受陶启明案的牵连 ， 也被蒋经
国逮捕 ， 后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
开审理， 判刑8个月。 打掉杜月笙儿子
后， 杜月笙表示， 支持蒋经国打老虎，
但有本事打扬子公司。 蒋经国满口应
承。

蒋经国彻查扬子公司， 封存仓库。
孔令侃立刻找到姨妈宋美龄。 宋美龄
与蒋经国谈判未果 ， 就找到蒋介石 。
蒋介石无奈， 说服蒋经国。 随后查办
扬子公司一事不了了之。 蒋经国宣布
辞职， 打虎行动宣告失败。

新老派系之争， 蒋经国
暂别政治舞台

剧情： 《北平无战事》 的男主角
方孟敖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 曾可
达也是预备干部局的。 他们的局长就
是蒋经国， 是国民政府少壮派的领袖。
剧中的梁经伦， 以及徐铁英的秘书孙
朝忠， 隶属于铁血救国会成员。 梁经
纶的上级是曾可达。 在 《北平无战事》
中， 陈继承、 徐铁英等人都多次提及，
要跟这些人干一仗， 就是指的蒋经国
领导的少壮派和黄埔系元老派的夺权
之争。 北平反贪腐案的关键时刻， 华
北剿总副司令陈继承召开会议要问责
方孟敖保徐铁英， 结果会议还没开始，
蒋介石一个电话， 撤掉了陈继承的一
切职务， 这是蒋经国努力的结果。

史实： 1944年， 蒋介石成立 “知
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 亲自担任主
任委员， 蒋经国是委员之一。 1945年，
蒋经国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组
训处处长以及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
治部主任。 自此， 蒋经国开始培植少
壮派精英。 1947年1月， 青年军复员管
理处改制为国防部预备干局， 蒋经国
任局长。 从此， 蒋经国有了自己的派
系。

1948年4月， 蒋介石对元老派系的
控制越来越弱 ， 蒋经国也得以坐大 ，
并成立 “铁血救国会”。 这场派系之争
一度是蒋经国占尽上风。 但最终， 随
着打老虎的失败， 蒋经国还是暂别了
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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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这个故事有多少人物可以
和历史能对上的？

刘和平： 像陈继承副总司令兼北
平警备司令部总司令， 蒋介石的心腹，
他的学生。 这个名字我没有改。 比方
说保密局北平站的站长王蒲忱， 他是
一个特务， 我也没改。 马汉山我只改
了一个山字， 在历史里实有其人。 他
原来最早日本投降的时候是华北肃检
委员会主任。 他不是汉奸， 他是抓汉
奸的， 就是剿灭围产。 所以当时代表
国民党利益集团在华北发大财的首要
人物是马汉三， 就是打徐铁英， 被徐
铁英抓住了。 这个人物是真的， 到后
来他又兼了一段军统北平站站长， 后
来又当民政局局长， 后来授了一个民
事调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实际上北
平的事务都是他在管， 所有的贪污没
有他不知道的 。 剧里前面分分合合 ，
也只有开始跟徐铁英勾结， 后来跟徐
铁英翻脸， 里面有很多曲折。

记者： 徐铁英在第一集审案的时
候， 是陪审官还是什么， 那个是军事
法庭？

刘和平： 这是我的虚构， 按道理
辩护人就是辩护人， 陪审官就是陪审
官， 因为它是特种刑事法庭， 又是特
别的案子 ， 本身里面的台词也说了 。
“经过昨天晚上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
党部联席会议决定， 既然是按军事委
员会和党部来过问法律， 那法律也就
不按程序走。 因为原来我说的就是由
党通局来负责公诉， 但现在这个公诉
权被蒋经国抢走了。” 蒋经国那个时候
就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 所以代
表他的是曾可达。 所以他的身份是从
公诉人一下变成陪审官兼辩护人。

记者： 刘老师， 燕京大学副校长
何其沧的原形是不是吕傅？

刘和平： 不要直接挂钩。 它主要
想说明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国跟美国的
关系， 很复杂， 包括方孟敖在发言现
场说的那段话。 方孟敖对美国的感情
是很深的， 因为他跟陈纳德出来， 他
是飞虎队的人。 但是美国人在二战结
束以后干的很多事伤了国民的心， 包
括给日本的援助远远多于中国。 所以
当时中国人抗议美国最大的一个抗议
的思潮就是 “反美扶日”， 所以那段历
史我们现在都不能理解。 我问过很多
人都知道， 包括茅于轼先生。 茅于轼
大经济学家， 他们家里解放前都是国
民党金融经济里出来， 大家族。 我问
了他很多关于金融经济的问题， 发行
金元券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他们当时
亲身经历的人的感受， 又让今天一点
都没经历的人也能接受， 这个是费了
很多功夫。

《北平无战事》
编剧刘和平答疑

尊重历史事实
不含糊

□本报记者 高铭
1948年7月5日， 排列在北平街头上的示威

队伍 （资料图）。
剧中， 刘烨饰演方孟敖， 董勇饰演曾可达，

二人均是国民政府少壮派人员。

陈 王确有其人
马汉山改个山字

告诉你历史上的《北平无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