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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话本出自蒋介石的老对手毛泽东之口 , 但

蒋介石却实践得更早。从东征、北伐、宁汉对立、军阀大战 , 直至“剿

共”初期, 蒋介石凭借其在军事上的显赫战绩 , 树立了个人的威望 , 并

由此渗入党政权力核心。

当然, 这并非完全属“枪杆子”之功。蒋介石的传记作家布莱恩·

克罗泽这样评价蒋介石 , 在军事谋略上 , 他受过良好的训练 , 而且久

经沙场, 不过与他在战场上的建树相比 , 他最大的天才是搞阴谋政

治。

事实上 , 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足够的才能。尤其是在

1926 年以后 , 他在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 在各个军阀、各种势力之间 ,

甚至是自己身边的几个女人之间 , 都不吝于施展纵横捭阖的技巧 , 掌

控着自己的命运。当然, 他在中国政治中的表现就更加手腕十足。终

跃变: 蒋介石 1926 至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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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一天, 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人 , 说这话的时

候, 他已牢牢把党政军大权攥于手心。

自学成才的政治新手

1926 年 1 月 , 广东政府改组之后 , 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

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集大权于一身 , 国民党的继承

权之争仿佛已尘埃落定。此刻 , 也许根本没有人能想到 , 最后胜出的

居然是横空杀出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成功, 除了“枪杆子”所起的作用外 , 最主要的恐怕还是

权谋。他生在一个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年代, 要实现他的抱负不可能

回避政治, 不可能不讲手段、权谋。蒋介石日记也能佐证这一成长历

程。早先, 蒋介石常常提到道学所推崇的“诚信”, 如他在 1923 年 5 月

4 日的日记中告诫自己:“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 , 且弄巧易成拙 , 启人

不信任之端。”不过 , 从某一个时候开始 ,“诚”就极少见于他的日记

了。这个转折点在日记中反映为 1926 年, 更准确地说是 1926 年的“中

山舰事件”。

普遍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大阴谋”。内地的

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 1926 年 3 月 18 日 , 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

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 , 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

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20 日凌晨 , 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

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 , 逮捕李之龙⋯⋯但从蒋介石日记以及众多当

事人的事后回忆来看,“中山舰事件”是由国民党右派发动的 , 连蒋介

石的命令也是伪造的。

事发前, 蒋介石刚刚与苏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以及军队改编等

问题上发生争执。他在日记中描述事后的心情:“我待之以诚, 他们却

报之以诈。”而后, 广州又出现了反蒋传单 , 还有人谋刺他 , 这让蒋介

石处于一种自危状态。他甚至因此提出辞职, 而汪精卫先坚拒挽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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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同意的态度转变, 更加深了他的焦虑。中山舰事发当日 , 蒋介石

原本是想躲往汕头的 , 只是在半路上觉得心有不甘 , 才返回广州镇

压。在日记中可以看出, 蒋介石曾去探望称病的汪精卫 , 就是认定了

“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苏俄针对他的一个阴谋。

然而, 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出的“组合拳”, 旋即充分展示

了他阴谋家的天赋。他串通各军军长越过汪精卫直接采取行动, 完全

出乎汪精卫、共产党和苏俄的预料 , 汪精卫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

辱, 于是托病远走他国。接着, 蒋介石主持整理党务, 通过了限制共产

党的新规则, 迫使众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各权力机构。同时 , 他也

下令逮捕了矫令的国民党右派, 解散“孙文主义研究会”。所有这些措

施, 尤其是针对左派和共产党的行动 , 是他一直提倡的“纯洁国民党”

的策略。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事件”不仅对于他个人 , 而且在中国政治史

上也是一个重要关键。“中山舰事件”后, 蒋介石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 总揽党政军大权。虽然胡汉民很快回到广

州 , 但好不容易从左派手中夺走的大权 , 蒋介石当然不会再交给右

派, 他没有给胡汉民安排任何职务, 直到他悻悻离开。

一党、一个主义与一人

在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 , 对蒋介石的挑战不仅来自国民

党内、共产党 , 也来自那些大大小小割据的军阀 , 甚至来自他身边的

女人。

不过, 蒋介石最容易应付的当然是女人。他曾亲口把他与宋美龄

的婚姻称为“政治婚姻”。这话当然是在劝说陈洁如退让时说的, 事实

上他对宋美龄有着爱慕的成份。陈洁如记得 , 提出让她退让当天 , 蒋

介石曾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 , 我的处境很危险 , 我必须在你的帮助

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如果我贯彻此一任务 , 中国就有救 , 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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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 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 你不愿意看见这种下场吧! ”尽

管根本不相信蒋介石所说的五年之约 , 她还是顺从这个曾经试图以

刀切指向她示爱的男人的安排 , 但是在驶向美国的轮船上 , 她就听到

了广播里的《蒋中正启事》“⋯⋯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 , 其他两

氏, 并无契约⋯⋯”显然, 蒋介石对陈洁如 , 同时也对宋氏家族玩弄了

一个大花招。而这场婚姻对已然同共产党摊牌的蒋介石意义重大。

蒋介石对苏俄的态度是 , 反感归反感 , 并不阻碍他借助其力量。

无论在黄埔学校, 还是东征之时 , 他与苏联顾问都合作甚欢。即便认

为苏俄可能参与了针对他的阴谋 , 而在日记里将其比作虎狼 , 他在处

理“中山舰事件”时, 依然极力不刺激苏俄。蒋介石明白 , 在即将开始

的北伐中, 面对有外来势力支持的军阀, 革命政府还只能依靠苏联。

于是, 当北伐把革命影响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 蒋介石又

一次施展出高超的政治权谋 , 利用北伐带来的政局变动 , 一举奠定了

他在国民党, 进而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北伐军的锐气不但鼓舞了中国民众, 还惊醒了西方列强。现在他

们必须对中国政局重新估价 , 并决定把宝押在谁身上。最终 , 他们向

蒋介石———一个虽然讨厌帝国主义 , 但很少对帝国主义采取激烈行

动的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对于蒋介石来说, 这就足够了。

1927 年终于成为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彻底摊牌的时

刻。在左派占多数的国民政府中 , 蒋介石的专权招致了许多人的不

满, 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中国的墨索里尼 , 不久即决定撤销蒋介石的

各项职务。只不过, 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再也不会束手就擒。他对共产

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取得了暂时的压倒性胜利。

继而, 他又联合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在南京组建了一个同左派的

武汉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两个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打出手, 北伐彻

底停滞下来, 曾经被击溃的军阀也趁机发起反攻。然而 , 在打击共产

60



文萃

党的问题上, 两个国民政府却很快取得了一致。正是这个一致 , 使得

蒋介石觉得可以依靠再一次的辞职重新获得主动。他知道, 对于重新

统一的国民政府而言, 对于那些对他效忠的军队而言 , 事实将会证明

他是不可或缺的。

蒋介石又对了。因北伐停滞导致的乱局, 让国民政府感到难以收

拾, 他们必须请蒋介石出山。不过, 他们只想利用他的军事能力, 还不

想给予他政治权力, 因此只把蒋介石选入了军事委员会。但一切最终

证明这都是徒劳的, 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军权。

1928 年重新开始的北伐异常顺利, 蒋介石顺利铲除了孙传芳和

吴佩孚 , 而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更是直接让出了北京城 , 稍后 , 经过

秘密谈判,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头衔换来了东北易帜。

进入北京是北伐取得的最高成就。从表面上看, 蒋介石在 1928 年

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 但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假

象。各地军阀对中央政府依然心存异心, 不久后暴发的残酷的中原大

战即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共产党, 也许是蒋介石这一生最大的后悔。他以为再难翻身

的共产党, 几年之后就让他必须耗费上百万的军力进行连续围剿 , 并

让他遭受他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羞辱。

蒋介石惟一取得成功的也许是在国民党党内。在完成北伐之后,

他以又一次宣布辞职迫使国民党承认了他的权威。他的同僚发现, 现

在的蒋介石更加“骄傲自负, 独断专行”。

1928 年 10 月 , 国民党颁布“中华民国组织法”, 开始了国民党一

党专政。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而他的 18 名政府委

员中大多数是右派, 没有左派。

(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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