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蒋介石下野的第一种说法
,

是
“

第二期北伐
”

徐州

战役惨败
,

激化了南京部队的内部矛盾
。

月初
,

蒋介石亲

自率领嫡系第 军的两个师北上
,

会合驻扎在苏北等地的南

京部队
,

向直鲁军发起猛烈进攻
,

以收复徐州为近期目标
,

控

制中原为战略目标
。

不料徐州战役投机未成
,

出征部队损失

严重
,

蒋介石一路狂奔
,

败逃南京
。

吃了大败仗的蒋介石不

胜恼怒
,

以不听指挥
、

延误战机为由
,

处决第 军军长王天

培
。

非蒋嫡系部队的各军将领都为王天培的屈死感到心寒
,

叛蒋他投的气氛颇为浓烈
。

《李宗仁回忆录 》回拒吗直
“

王天

培之死
,

总司令既没有宣告罪状
,

也未经军事会审裁判
,

如

此滥杀将官
,

以后说不准会轮到我们头上
”

第二种说法
,

军事形势不利
,

蒋介石难以依仗武力支撑

南京政权
。

其时
,

国民党武汉中央发起东征
,

逼蒋下台
。

唐

生智
、

张发奎分别率领两路大军朝南京方向进发
,

军势浩荡
,

气焰逼人
。

南面的李济深等掌握两广军政大权
,

表面上归顺

南京政府
,

其实已成为亲武汉的地方割据势力
。

北面旧军阀

张宗昌部复夺徐州
,

孙传芳部南下欲夺回长江三角洲大本营
。

蒋介石指望桂系第 军挽救危局
,

但桂系首领李宗仁
、

白崇禧不是等闲之辈
,

他俩审时度势
,

不愿为蒋介石孤注一

掷
。

李
、

白发迹于军阀混战的年代
,

从普通官佐飞升为高级

将领
,

深谙权术
。

他俩虽然曾协同蒋介石血战疆场
,

但长期

暗通武汉
,

不愿与武汉东征军火拼
,

以免两败俱伤
。

李宗仁与白崇禧交清深厚
,

步调一致
,

有灯谜一则为证
是文人又是武人

,

是今人又是古人
,

是一

人又是二人
,

是二人又是一人
。

谜底为
“

李白
” ,

乃唐代大诗人李白
,

以及桂系首领李
、

白是也
。

面对危局
,

蒋介石欲作最后的抗争
,

召李宗仁
、

白崇禧

商议应付时局的对策
“

南京四面临敌
,

解围的关键在于击退

武汉的东侵部队
,

第七军不能再延误战机
。 ”

言毕
,

蒋介石用

冷峻的眼光逼视这两位桂系首领
。

李宗仁直视蒋介石反驳

道
“

南京的屋动办来自北军南下
,

对武汉方面还是和为贵
,

宁

汉之争应该结束了
,

自相残杀的事我不干
”

蒋介石面露惕色
,

半是讽刺半是自嘲地说
“

如果你们

要同武汉方面和谈
,

唯一的障碍就是我蒋中正了
。

看来
,

我

只有下野
,

才能成全你们
。 ”

白崇禧接过话头
,

及时进氰
“

为

团结本党计
,

总司令委屈一下未始不可
。 ”

李宗仁
、

白崇禧公然抗命
,

蒋介石打算动用嫡系第 军

对付他们
,

但军长何应钦认为第 军弱于桂军
,

不宜轻举妄

动
。

蒋介石遂决定下野
。

第三种说法
,

国民党内部的
“

党争
”

越演越烈
,

解决各

派矛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
。

海峡两岸不少学者赞成此

说
,

施罗曼
、

费德林史坦 西德 合著的《蒋介石传 》也论

定蒋介石
“

隐退
”

的主要原因是
“

内在政治失调
” 。

七 一五政变后
,

武汉汪精卫派
、

南京蒋介石派
、

上海

西山会议派在反共这一点 声气相投
,

汉宁沪三派合作似乎

具备了政治基础
。

然而
,

这三派头面人物积怨已深
,

而且都

想争名分
、

夺权利
,

建立以
“

我
”

为主的国民党中央政府
,

合

流谈何容易

西山会议派以反共先知先觉自居
,

指斥蒋介石翻云覆

雨
,

左右开弓
,

不配做国民党的领袖
,

诉喇蒋介石过去一手

举起国民党打击共产党
、

一手握住共产党打击国民党
,

在公



抽峨

开弹压共产党时
,

还电令查封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中央党

部
。

但是
,

西山会议派不掌握一兵一卒
,

除 了自我吹嘘
、

痛

斥蒋介石之外
,

没有其他夺权的手段
。

因此
,

争夺国民党中

央大权的斗争
,

实际上演变为宁汉之间的较量
。

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鼓噪置若阁闻
,

反击矛头指向武

汉党中央
,

说汪精卫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
,

宁汉合作必先将

他排除在外
。

汪精卫则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合法领袖自居
,

主张召

开国民党中央全会
,

以解决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的分裂行

径
。

武汉党政军要员或联名或单独发表讨蒋檄文
,

谴责蒋介

石
“

挟持党军
,

逐进而挟持党部
” ,

称
“

蒋一日存在
,

即一日

无国民党
,

国民党与蒋势不两立
” 。

他们坚持‘条 准有蒋介

石辞职
,

宁汉才能为合流举行和谈
。

由于汪精卫加大了反共力度
,

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元老派

人物胡汉民不再坚持反汪
,

反而同蒋介石闹起矛盾来了
。

胡

汉民不满足于党政首脑虚尊的地位
,

想通过
“ 以党制军

” ,

名

正氰顶地获取实权
。

胡汉民的党权欲与蒋介石的军权欲发生

了冲撞
。

蒋介石是靠
“

以军制党
”

飞升起来的
,

定都南京后
,

力图无限扩大军权
,

做头戴军帽的最高统治者
。

地方军事实力派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
,

以反对东征为名

加人党争
。

为了拉拢冯玉祥
,

武汉方面表明态度 只要蒋介

石下野
,

立即停止东征
,

并同意迁都南京
。

北伐革命尚未成功
,

国民党已经混斗不休
,

危机四伏
。

在这场混斗中
,

总司令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
,

因为被他挡住

道路的文官武将太多了
。

第四种是以退为进说
,

即蒋介石下野的目的就是为了重

新上台
,

建立
“

蒋家王朝
” 。

年 月 日
,

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位
。

他在这天 日

记中写道
时局 纷扰

,

内部复杂
,

南北 皆同
。

只 有静
镇谨守

,

持之以 定
,

则待机而 动
,

无不得最后

之胜利也
。

这边
,

宁汉合流混沌迷离
。

那边
,

蒋介石已为卷土重来

作多方准备
。

蒋介石退居故里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

第二天

他就赶赴雪窦寺
,

聆听太虚法师教诲
。

这位大和尚深通佛经
,

又关合时局
,

当即为蒋介石算命
,

说他的下野犹如
“

飞龙返

渊
,

腾壤在望
” 。

这句深含玄机又明白易懂的恭维话
,

使蒋介

石心花怒放
,

意志弥坚
。

雪窦山是他祈求神明的首选佳境
,

也

是他学诸葛亮
“

陇中决策
”

的地方
。

他大喜之余
,

决定移居

雪窦寺
。

期间
,

国民党党政军拥蒋派要员纷纷上山朝拜这位

隐居而不甘寂寞的下野总司令
。

张群
、

王柏龄
、

张静江
、

吴

忠信
、

蒋伯诚
、

蒋鼎文
、

卫立煌
、

杨虎等人或为他出谋献策
,

或来听取吩咐
。

上海的帮会大亨杜月笙
、

商界新首领王晓籁

也趋前探询
。

溪门小镇顿时热闹了起来
。

蒋介石重用两员干将
,

一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

果夫
,

通过他控制国民党组织系统 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部勤某长朱绍良
,

通过他抓住黄埔系军人
。

朱绍良与黄

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共同策划
,

想方设法联络在军界的校友
,

作好迎蒋复职的准备
,

并在上海收容失业的黄埔毕业生 仪幻

余名
,

编为一个总队
,

由贺衷寒任总队长
,

主持政治和军事

训练事宜
。

蒋介石于 月 日发表 告黄埔同学书 》
,

强调

黄埔同学必须团结一致
,

暗示他将重新上台
我一刻 不 能忘记你们

,

我仍要随时尽我指

导你们 的责任
。

我愿与你们 互 相勉励
,

重造革
命的基础

。

为了获取日本的谅解和支持
,

月底蒋介石赴日访问
,

拜

会了众多日本名流和政界官员
。

月 日
,

他同日本首相田

中举行
“

民间对官方
”

的外交会谈
,

表达了主要观点
中国要统一

,

我将 负起此重任
,

望首相阁

下 支持中国革命事业
。

娶宋美龄为妻
,

也是蒋介石
“

继续革命
”

的重要环节
。

蒋介石东渡的另外一件大事
,

就是溯母未美龄的母亲将小女

儿嫁给他
,

结果如愿以偿
。

年 月 日下午
,

蒋介石与

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女酚
,

参加婚礼的宾客多达 余人
。

列

强在沪重要人物大多前往贺喜
,

其中有美国
、

英国
、

德国
、

法

国
、

比利时
、

挪威
、

日本等国的驻沪总领事
,

美国太平洋舰

队司令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
,

华北方面军司令邓肯少将
,

以

及其他国家身着便服的将领
。

从外宾显贵的身份可以看出
,

列强对蒋介石寄予厚望
。

蒋介石新婚燕尔之际仍不忘
“

革命
, ’ ,

在《民国日报 》发

表《我们的今日 》
,

大谈婚姻与革命的关系

余奔走革命 以 来
,

常于积极进行之中
,

忽

萌消极退隐之念 ⋯ ⋯余确 信余 自今 日 与 宋女士

结婚以后
,

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
。

余能尽革
命之责任

,

即 自今 日始也
。

然而
,

舆论从另一角度看待蒋宋联姻的政治意义
。

《大

公报 》评论道

蒋介石 的再婚
,

是一项 有预谋的政治行动
。

他 希 望 藉 此 赢 得 孙 逸 仙 夫人 和 宋 子 文 的 支

持 ⋯ ⋯寻求西 方 的 支持
。

蒋宋联姻后
,

朝野
“

拥蒋复职
”

呼声高涨
,

形成党国元

首
“

非蒋莫属
”

的气氛
。

与此形感济寸照的是
,

国民党各派闹

得四分五裂
,

宁汉合流后的南京政府已难以维持
。

年 月 日
,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

党政实权被西山会议派操纵
。

桂系则把持军委会
。

汪精卫等

人公开反对特委会
。

地方实力派冯玉祥
、

阎锡山等通电请蒋
“

出山
”。

年 月 日
,

蒋介石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
。

月 日
,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
,

决定蒋介石担任军事委

员会主席
、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

蒋介石执掌党政军大权后
,

重蹈历史覆辙
,

重用外戚宋子文
、

孔祥熙等人
,

建立起
“

蒋
家王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