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判“审判者”
蒋介石对于救国会的活动视之

如寇仇，也犹如针芒在背，因之便于
!"#$年 %&月下令将沈钧儒、章乃
器、李公仆、邹韬奋、沙千里、王造
时、史良等七人（后来被人们称之为
抗日救国七君子）逮捕入狱，关押到
苏州反省院。经过百般的人身摧残
和威逼、劝告与诱买等卑劣手段，全
都宣告无效之后，他们竟然凶相毕
露地要以“危害民国十大罪状”之名
进行公审。

%"'(年 $月 %%日，苏州高等
法院在万人痛骂、一片抗议声中宣
布开庭。
七位真理的斗士正义凛然地走

到法庭上，他们虽然是站在被告席
的位子上，但仍然是气宇轩昂，头颅
高扬，对于座上的五个身穿黑色法
衣、道貌岸然的审判官不仅毫无畏
惧惶恐，忐忑不安之情，反而在心理
上、道义上、爱国情操上都遥遥地高
踞于他们的头上。历史定会表明：真
理的审判，是高高地踞于不讲公理
的法律审判之上的。
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人，首先

被提起审诉。老人坚贞不移的道德
情操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处处
都使答辩居于有利、有理、有节的地
位，使公理在平和的、但却十分锋利
的申诉中，逐条逐项地扩张开它的
不可抗拒的理性阵容，给候审的狱
中难友以极大的精神鼓励。

作为第二被告而受到审讯的，
是章乃器。他的答辩无愧于首难的
家长沈钧儒所给予的鼓励，同时，也
启示给后继的难友，使人人都能机
智敏捷地打开持理雄辩的先河，仰
俯无愧于天地，声色壮举无愧于历
史古今。

高踞于公堂之上的审判长，首
先刁钻邪辟地发问说：“你是对于各
党各派都主张联合的吗)”
他正气堂堂，同时也是不容间

隙地回答说：“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

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各党各
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法官又在暗中捉弄字眼地、于
狡黠中寻找缝隙地发问说：“用什么
方法去联合呢)”
他反客为主地，同时也是间不

容发地回答说：“我认为只要中央能
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抗日国策，向各
党各派说明，并取得他们的谅解，各
党各派是一定可以联合起来一致抗
日的。”
法官又问：“你对于共产党的抗

日有什么意见)”显而易见，他是有
意要把被告人与共产党嫌疑犯挂联
起来。
章乃器回答道：“如果共产党要

求抗日，自然应当让他们一同来抗
日，国人都有这个义务和权利嘛* ”
法官觉到有隙可乘，进一步追

问道：“你知道共产党抗日是另有作
用吗)”
他坦荡地回答：“我相信大多数

有良心的中国人，决不会另有作用，
即使少数人另有作用，我们也不必
怕。”
法官最后图穷匕首见地问：“你

们主张抗日，不是和共产党一样
吗)”

他不容辩驳地说：“我相信，在
抗日这一点上，政府现在的主张与
我们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也相信，每
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是主张抗
日的，而且，他们也都拥有这种神圣
不可侵犯的权利。”
章乃器滔滔不绝的雄辩，不仅

使刁钻刻薄、不怀好意的法官没有
钻到什么空子，没有为他们自竖起
来的十大罪状抓到任何把柄，而且
反被对方雄浑的气势和磅礴的精神
给予了有力的压倒。接下来，他们又
依次地审讯了邹韬奋、李公朴、王造

时、沙千里和史良。所得到是同样的
反驳和回击，整个审讯过程进行了
七个半小时，不管是运用什么战术，
不论是心理战也好，车轮战也好，疲
劳战也好，都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
好处，将近一整天的审讯，没有使他
们获得一点点可以给本来无罪的人
定罪的证据。于是，他们决定过些日
子再审。

$月 +,日再次开庭。
章乃器仍然是第二个被审判

的，审判长劈头盖脸就向章乃器发
问道：“你们主张抗日救国，这是被
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

他是一剑就想把人打落到马
下，章乃器机智敏捷立时躲过，当然
这不完全是出自于他的聪敏，而更
多的是胸中的浩然正气和爱国赤诚
使然，所以，他马上很锐利地给反驳
过去说：“我想审判长是和我一样主
张抗日的吧，难道你也是被共产党
所利用的吗)”一语反诘，立即诘得
审判长哑口无言。因为，他万万没有
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是不主

张抗日的。
审判官这次对于被告，咬得最

凶的是西安事变：“你们早就给张学
良写信，而张、杨等在事变中发表的
主张又与你们的主张完全一致，这
不很明显的是你们与他们一伙，早
就蓄意煽动起这场政变吗？”
这一招当然十分险恶，如果罪

名成立的话，就犯了勾结军人、危害
民国之罪的第一条，应当判处死刑，
至少也是无期徒刑。章乃器在这一
关键问题上，当然要据理力争。他要
检察官拿出所谓“勾结军人”的证
据，要求审判长找张学良来当面对
质，是否有过所谓的勾结与煽动行
为。检察官当然拿不出证据，他又无
权，就是蒋介石也不肯把张学良调
过来与他们当面对质，因此只有一
味地信口雌黄、无理狡辩地浑说。

这时全体辩护律师都站立起
来，一致地提出强烈要求，要向张学
良将军做调查和取证。律师们当然
不会放过，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
如果放过，就会弄得满盘皆输。他们

提出抗议，责问检察官，请问你们那
个《起诉书》上所说的“勾结”和“互
相联络”，是什么意思)既曰互相，就
不是单方；既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
一方，怎可定案)而邹韬奋、沙千里、
史良等答辩得更为十分有理、有力，
迫使法院不能不认真考虑被告方的
意见。
证词有力地驳斥了检察官强加

给七君子勾结军人、煽动西安事变
的诬陷，张学良将军即便在软禁于
楚囚之中，仍然同情和支持七君子
的爱国行动，指责政府的倒行逆施，
指责蒋介石对汉奸殷汝耕等施行宽
容而对于爱国者沈钧儒等倒严刑迫
害的荒谬绝伦，而其中更无一语谈
到双方有什么“互相联络”的话，这
便使检察官的强加罪状不能不成为
捕风捉影，在法理上是完全不能成
立的，从而使得高等法院的审判无
法再继续进行下去，只能无限期地
搁浅。这正如古人说的：“用心于正，
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
穴败。”
这次无罪定罪的审判，使官方

大为丢丑，审判者变成为被审判者；
正义的气势压倒了讹诈与奸邪，七
君子英勇豪迈的形象打动了千万人
的心，被允许出庭的新闻记者回去
后，将法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胡
愈之做了转达，胡愈之一边听一边
记录，然后挥笔立就，很快就洋洋洒
洒地写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爱国无
罪记》，油印出来之后分送给各家报
馆，第二天许多进步报刊都整版地
登出了这篇文章。后来，生活书店的
徐伯昕等人，又以《爱国无罪听审
记》之名印成了小册子，在各书店的
门市部里销售，人们争相购阅，街头
上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给国民党当
局很大的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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