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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1928年统一前后政治运筹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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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8年统一前后，是民国政治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的统一面临来 自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阔主 

义势力两个方面的挑战。身处其间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 

力的掣肘，避开并侧面对抗 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 ，成功并且策略地抵制了日本的侵略。在二次北伐 中、 

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 ，促成东北易帜，打击了军阀势力 ，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但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 

蒋介石以裁兵削夺异己势力 ，使国民党派系矛盾再次激化，引发新的内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构成严重 

政治败笔。事实表明，1928年统一的成效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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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裂，无论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都没能避免这一消极现 

象。不过，在国民革命中北伐胜利进军之际，曾经出现过结束政治分裂的良机，给国人昭示了政治统 
一 的前景。在这个政治转折的关头，把握大局的政治人物在其间有很大的运筹空间，而蒋介石恰值其 

位。在 1928年前后，有两种政治势力影响着统一的进展：一是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 日本，对中国 

的统一心怀不轨，极力干涉中国内政；二是国内的军阀势力，仍贪恋军队、地盘，妨碍统一进程。蒋 

介石的政治运筹，在外交上成功地抵制了日本对统一的干涉。但在内政的处理上，蒋介石急功近利， 

忽视了利益调整与政治妥协的重要性，终导致统一 良机丧失，成为蒋的政治败笔。本文就 1928年前 

后蒋介石外交内政活动探讨蒋的政治运筹及其与统一成效的关系，揭示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在民国政 

治转折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

、 外交运筹：从济南事件到东北易帜 

近代中国，列强涉人中国内政甚深，1928年统一亦难逃此例。列强 1928年前后对中国内政的介 

入，以制造济南事件和干扰东北易帜两个问题表现最为突出。北伐时期，国民党的战略是先取得全国 

的统一 ，然后再向列强挑战。l_1 (p73)蒋介石在 1927年下野后，仍是遵循这一思路来处理x,／#t-关系 

的。他尽力争取的是列强，尤其是日本对统一的支持，若达不到此目标，至少也应是列强对北伐持中 

立态度。 

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本访问，寻求支持。1 1月 5日，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中，田中 

劝蒋经营南方、缓图北伐，而蒋则表达了对于北伐的决心。l2 (p5o8--5o9)话不投机，会谈无结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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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蒋介石对此颇为不满，他在会谈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综核今 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 

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 

以阻止中国之统一。”[ (第6册，P23O)蒋对 日本可能进行的干涉忧心忡忡。但是 ，蒋介石与英国的关 

系素不相睦，对美国的重要性不甚注意，而且在 1927年 l2月的广州起义后与苏联彻底决裂。日本作 

为与中国相邻的强国，在华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因此蒋介石在外交上首重日本。 

1928年2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与日本素有渊源的黄郛为外交部长。3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对 

日本新闻记者团发表演说时希望日本对于北伐 “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 

更确信 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而私衷庆慰者也”。 (Pl13—114)不难看出，蒋介石 

所言隐含对日本干涉的忧虑。4月2日，蒋介石又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表 《告友邦人士书》， 

呼吁：“凡一民族之革命，为一民族 自己之事 ，在理不劳外人越俎过问⋯⋯我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 

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愿我友邦人士，晓然于接济军阀，即所以延长中国内乱，而妨碍世界之和 

平，应立即停止其售卖枪械或秘密贷款于军阀之行为也。” (P115)l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 

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表达善意的举措，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 

本出兵干涉的可能。但事态的发展击碎了蒋的幻想，隐忧不幸成为现实。4月下旬，日本再次出兵山 

东，5月 1日，北伐军和 日军同时开进济南，3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日军一手制造了济南事件。 

济南事件中日军的举动，大大出乎蒋的意料，他一边与日军作军前交涉，一边致电国民政府报告 

日军在济南暴行的经过。4日夜，蒋介石在济南总司令部同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参谋总长 

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商，调整军事部署。会议决定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当 

晚，蒋介石密令城外各军渡河北进。 (PSO6)对此，日军次 日下午方发觉，虽然对既渡之军进行袭 

击，但是为时已晚。日军在山东阻止北伐军的企图落空。 

济南事件作为一个转折点，对蒋介石的外交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蒋与美国逐渐靠拢而与日本日 

趋疏离。 

济南事件以前，中美关系在蒋介石的心 目中，只居于次要地位。1928年初 ，中美之间虽就宁案 

迅速达成协议，但蒋介石对此表现冷淡，无意于继续改善中美关系。⋯ (F'／3)济南事件发生后，中日 

关系恶化，蒋介石才开始重新掂量美国的重要性。中方在济南交涉中的软弱态度，备受各方指责。5 

月 20日，蒋介石密电黄郛：“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时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 

我军到达京津更难办理也。” (t,71)可以看出，蒋已不再只专注于日本，而是开始转向 “各国外交”。 

有 “亲日”之称的黄郛去职后，由具有美国背景的王正廷继任外长，这表明蒋的注意力已经转向美 

国，希望能通过美国制衡日本。此后，中美关系迅速升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反对下，日 

本直接出兵京津的阴谋破产。 (P126—127)7月，中美签订了关税新约，美国在列强中第一个承认了 

国民政府。 

与中美的靠拢相反，中日关系迅速降温。从个人角度讲 ，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军校，受过严格的日 

式军事训练，对日本并无恶感。在济南事件前，蒋介石尽力保持中日合作，争取日本的中立态度。济 

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日本的希望破灭。他指示国民政府将事件大肆曝光，在世人面前揭露 日本的 

侵略面目。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但是，蒋介石并不敢与日本彻底决裂。毕竟美英等国不 

会为了中国而与日本闹僵，而凭中国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抵抗强大的日本。因此，蒋介石对 日本执 

行了一条妥协路线。同时，蒋介石对 日的软弱性格从思想到行动上也有所体现，5月 1日，面对气势 

汹汹的日军，蒋在 日记中写道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 

大谋，圣贤所戒。” (P26)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各师长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 

军冲突。 (P166)在交涉的过程中，蒋介石对 日的妥协忍让已经尽现人前。然而，日本的纠缠并没有 

到此为止，北伐的下一步就会接触到日本视为禁脔的东北。 

占领京津后，对东北战或和，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若武力统一，然奉军此时的 

实力并未大损，胜负未为可知。同时，出兵关外势将激化中日矛盾，引起 日军干涉，前景未可乐观。 

这是不可轻易而为的下策。若和平统一，借张作霖被暗杀的时机，利导张学良顺应统一的大势，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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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赞成统一，服膺中央，即可容许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自成格局，徐图实质性的统一。另外，还 

可以利用奉军的实力抗衡日本的侵略。客观分析，和乃上策。 

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统一，除了济南事件中预先有所动作外，这时更进一步采取措施。早在皇姑 

屯事件发生前的5月末，日本即已由朝鲜调一个旅团到东北，加上关东军原有的第十四师团的所有兵 

力全部集中奉天业已一月有余，日军在东北已摆开阵势，作出蠢蠢欲动的姿态。张作霖死后，日军企 

图阻止张学良返奉，张学良化装后方潜回关外。[9 2(P121～122)同时，日军在东北一再进行挑衅性的军 

事演习，制造事端 ，并在奉军将领中拨弄是非，制造矛盾。_l (P166)东北局势异常紧张，陷于动荡 

不安之中。日本的意图是激张学良反抗，借机出兵，或逼张学良就范，服从其意志。同时日本的举动 

还有威慑国民政府之意。 

日本的蛮横凶顽和不可理喻，蒋介石在济南就已领教，况且又有5月 18日的警告 ：“战事进展至 

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 

措置。”[4 2(P163)此时蒋更不敢冒日本出兵的危险，轻易尝试强硬政策。这样，日本的态度便成为影 

响蒋介石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从 6月下旬到 7月，田中义一三次下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宣称，如张 “轻 

与南方妥协，其所造成的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_l (P4o8)8月，日本特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 

助以吊唁张作霖名义来奉天，威逼张学良不要与国民政府接近。_l (第5卷．第32期)对此，国民政府 

令驻 日公使汪荣宝于 7月 21日与日本外务省交涉，抗议奉天总领事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25日，又 

派王大桢以外交部特派员名义到东京疏通。_l (P239)9月 25日，蒋介石指示张群赴 日本与田中说明： 

日本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之事，先使中国统一，然后解决各案。10月 8日，中国方面向日本驻华公使 

芳泽提出：东北易帜，望日本取中立态度。_l (r,5o一51)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利用美英与日本在华利 

益上矛盾，推动美英向日本施加压力。8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取道沈阳赴朝鲜，杨宇霆曾与之密 

谈。此举引起日方的注意，林权助为此推迟一 日回国。̈ (r,24o)上述外交活动，对抗衡日本虽然不 

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张学良提供了后援。 

为给张学良以各方面支持，蒋介石还在国民政府内进行说服工作，达成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一致 

意见，尽全力做争取工作。在蒋介石的耐心努力下，张学良得以专意应付日本不断施加的压力，并不 

断向国民政府靠拢 ，易帜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到 1O月，南北统一问题实际已成定局。 

由于蒋张的默契配合，联手对外，加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久拖不决的东北问题使日本的处境越 

来越尴尬。面对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的既定事实，日本不得不退步，1 1月，田中无可奈何地承认东 

北易帜是 “中国内政问题”。[2 (P891)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l2月 29日，张学 良宣布 “遵守三民主 

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2 2(1-894)这样，国民党最终实现了北伐的战略目标 ，第一次取得了 

对全国的统治权。东北易帜，有效地打击了日本在东方会议上所确定的侵华政策的推行，田中内阁因 

此而倒台。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也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合作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统一的重 

大进展。 

可以说，从济南事件到东北易帜，蒋介石对日本干扰中国统一的应对措施基本上是成功的。中国 

付出了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了最重要的目标，而日本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二、内政运筹：和平统一和军事善后 

消灭北洋军阀，夺取全国政权，乃北伐的战略目标，二次北伐即为实现此目标的最后 一役。击败 

奉军本来并非难事，事实上二次北伐中也没有大的战役，但 日本在济南的横加阻挠，却打乱了北伐的 

进程，蒋介石的统一运筹也被迫进行变更。 

首先，鉴于北伐继续推进已成为烫手的山芋，蒋介石决定退出北伐的第一线，推冯 、阎、李 、白 

诸将上前台而自居幕后操作。交换条件是华北地盘暂时让与非蒋系将领。对奉系，蒋介石表面上下令 

继续进军。实则暗中与奉系联络，双方代表往来协商。蒋介石为此奔走游说诸将，力劝他们接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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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主张。在战与和的关头，张作霖出关遇炸的消息传来，南北双方谈判的僵局被打破，奉军火速 

撤退，北伐军和平接收京津。̈ (P709—717)在此以后，统一由战争轨道转入和平轨道，蒋介石与张 

学良的合作也逐渐展开。 
一 方面，蒋介石说服党内主战者，推行和平解决方针。进占京津后，尤其是在蒋、冯 、阎、李北 

平聚会期间，蒋介石积极地劝说北伐诸将采纳其和平统一的主张。在解决东北问题的方式上，蒋介石 

“曾与主张武力征服东北并废置张学良之李宗仁及广西派发生激烈的争议”，̈刮 (P138)后来，在奉方 

代表陈述情况，反复商谈后，李宗仁接受了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 (P291)另据李宗仁 

回忆，最初冯玉祥和阎锡山坚决主战，蒋介石亦因此举棋不定，曾托李劝说冯和阎。̈引(P409)虽然 

李并没有提到劝说的结果，但冯玉祥 8月 3日在南京曾对记者说：“东省问题在北平已由大家决定， 

请蒋办理一切，拟将听蒋主持0” (第5卷，第31期)考虑到在东北问题上，北伐诸将此后并未提出 

异议，可见冯 、阎接受了蒋的劝说。南京方面，在蒋介石煞费苦心的努力下，他所主张的和平方案， 

“经过国民政府热烈讨论后，大多数委员均表赞同”。̈刮 (P138)最终蒋介石说服了党内主战者，和平 

主张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蒋介石因势利导，全力争取张学良服膺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张学良担心济南 

事件重演，被迫一再推迟易帜的日期。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境和行动是持谅解态度的。他在 7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地带，乃日本势力侵入已入，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 

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一旦爆发，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以主张和平统一 ，吾必以至诚力促奉军将领 

觉悟，欣然来归也。”[3 (第7册，r,88)此后，蒋虽屡次催促张学良易帜，但并没有施加更大的压力。 

双方使辙交驰，联系不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给予张学良诸多优惠待遇。10月 8日，蒋在提名张 

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时解释道：“我以为当以力求统一为前提，故对于张学良应予明令发表之，彼或 
一 时不能就职，即准备其不就职可也。且 日本阻碍东三省归入中央之阴谋，因此而得以揭穿其真相， 

于党国方面亦大有益。余之主张如此，请诸同志务以大局为重，慎加考虑。” (P88)经过激烈争论， 

蒋的提案获得通过。在谈判中，蒋介石向张学良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易帜后东北政府机构人员不变； 

东北派人到南京研究学习党务，然后回东北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热河划归张学良管辖。̈ (P46)这 

些无疑大大增强了东北的向心力。 

将张学良特殊处理的同时，蒋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手握重兵的北伐诸将。因为到北伐完成时，蒋介 

石能控制的区域只是东南一隅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对其它地区则无法有效行使中 

央权力。这种枝强干弱的形势无异于北洋政府时代军阀割据称雄局面的重演。正如董显光所云：“纵 

然旧军阀已被推倒，然而，在新的国民党统治下，军阀的不健全复活已成为事实，这是对于新政府的 

稳定上的继续威胁。” 刮(P140) 

军队是军阀赖以存在的基础，夺其权必先夺其兵，凭军事起家的蒋介石对这一点是有着深刻认识 

的。早在二次北伐军中，蒋介石即筹划裁兵。‘加 (P16)其后，6月 24日，蒋介石提议设裁兵委员会， 

由中央选委重要人员为主任，办理裁兵事宜。 ̈ (P137)7月 5日，蒋介石再次表态。他在复全国经济 

会议的电报中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武装同志真正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无以达裁兵之 

目的。中正谨当与各同志一致努力，决不稍存私意，以负人民责望之殷。”在致各总司令、总指挥的 

通电中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 

国人民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棉薄，与我同志共勉之。”[12 (第5卷，第26期) 

蒋介石对裁兵反复呼吁，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蒋介石的裁兵主张与社会舆论是一致的。占领京津后，社会上一般的注意力已从军事转移到国家 

建设上来，舆论纷纷倡议裁兵，以便国家建设。北伐诸将也不甘人后，6月 13日李宗仁、白崇禧， 

19日阎锡山，7月 5日冯玉祥均发表对时局意见，痛陈裁兵必要。全国上下一片团结一致的景象，裁 

兵声浪高潮迭起。 

在这种气氛下，7月 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主持祭告孙中山的典礼，并借机与各方商讨军事善 

后问题。事前，蒋介石与吴稚晖、宋子文等人秘密策划，精心布置，他们准备了 《军事善后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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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整理案》，由蒋带到北平；同时，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配合蒋的裁兵行动o LTj 

(PrT8)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西山碧云寺举行祭灵典礼。在祭文中，蒋介石再次呼吁裁 

兵：“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值兹更始之际，合国防计划及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 

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人于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吾国 

之苦兵祸久矣，唯贯以革命之精诚，乃可望彻底解决。”ll (第5卷，第27期)一贯以孙中山继承人自 

居的蒋介石，在灵前倡议孙中山生前主张的裁兵，为的是更凸显其权威性，这是蒋介石摆出的高姿 

态。 

面对蒋介石一再鼓吹的裁兵论调，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这些政坛老手 自然明白其削夺异己兵权 

的用意。他们对蒋的作法都有思想准备。阎锡山在北伐中得利最多，他力图保住既得权益，避免与蒋 

正面冲突。桂系抱怨地盘太小，没有出海口，但因其在北方根基不稳，所以暂时隐忍。冯玉祥因没有 

得到梦寐以求的京津地区，心怀怨愤，他自恃北伐功高，实力雄厚，遂决心与蒋一争高下。在裁兵问 

题上，他与蒋的对立最为突出。 

在全国上下高唱人云的裁兵呼声中，舆论持乐观态度：“各方一致之主张，为缩军队，行兵工， 

而财政统一于中央，所须论者，其具体的方法而已。”[ ]然而，一旦涉及到 “具体的方法”，分歧便暴 

露出来。蒋介石祭灵完毕提出的裁兵方案未获通过，冯玉祥通电公开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新裁兵标准。 

7月 8日下午，在阎锡山邀请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宴会上，冯玉祥对蒋的抵触情绪更加明显。蒋介石发 

表演说，称 ：北伐告成，诸同志欢聚一堂，无任欢慰。冯则表示：“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旧军阀残 

余尚未完全消灭，各军裁兵未见实行，余不胜悲痛。”l5 (P844)言语之间，隐露锋芒。 

面对各实力派，尤其是冯玉祥的反对，蒋介石决定从长计议，于是遂有 7月 11日的汤山会议。 

汤山会议亦采用谈话会方式，经过两天讨论，吸纳各派意见，13日，蒋介石公布了 《军事整理案》， 

主要内容有：1、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另加三人或五人， 

合组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各军均听委员会编遣。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海军总司令一律取消。2、择各军精锐而曾立战功者，统辖于中央，编成 

五十至六十个师。3、全国军队统一编制，轮番易教。各军军官分批调人中央军校训练，或派往国外 

学习。全国设置几大练兵场，各师编成后，分期调集训练。ll (第5卷，第28期)这个计划归纳一下， 

无非四个字：权归中央，这与各界的呼吁也是一致的。 

此项议案，与各派公开做的官样文章似乎一致，然而精明的冯、阎、李诸人早已窥破蒋同化异己 

的企图，虽均表同意，但 “此案对中央，只为一建议性质，采否之权，须俟五次全会时提出”，Ll (第 

5卷，第28期)因此这种赞同并不可靠。最后，蒋在离开北平前，邀请众人到南京参加二届五中全会 

和编遣会议，继续讨论裁兵问题。l7 (P169)蒋介石裁兵之意已决，不肯因各派的消极态度而放弃。 

北平聚会，蒋介石投石问路，试探出各方对裁兵的态度，并商定了 《军事整理案》，这是蒋此行 

的成果。但是，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北平聚会是在北伐基本成功的前提下，各方商讨军事善 

后。进而重新分配权力的一次尝试。各方虽已产生龃龉，然而在统一的大气候下均未撕破面皮，但分 

裂的危机已经潜伏，若处置不当，矛盾势要加深。北平之行，蒋介石锐意统一的雄心并未因地方实力 

派的暗中反对而稍减。由平返京路上，蒋介石在蚌埠召集嫡系军官训话，称：“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 

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l18](P417)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采纳了幕僚杨永泰提出的 “削藩策”。杨永泰建议：欲削夺各实力派的兵权． 

首先需要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一切权力。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调入中央任职，同 

时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活动的资本。 (PI71)具体 

策略为：“以经济方法瓦解二集；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对付奉 

张。” (P321)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经确定了对付各地方实力派的方针，准备借二届五中 

全会和国民政府改组之机付诸实行。不过，蒋介石实行削藩遭到了诸将的消极抵制。 

8月 8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政治分会易导致地方割据 ，极力主张取消政 

治分会。但党内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认为孙中山遗教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 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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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7)而冯玉祥、李宗仁则找出两条反对的理由：1、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政治分会 

应当保留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现在取消，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中央决定各地 

分区 “剿共”，若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 “剿共”的力量。 (P172)对于两方面的理由，蒋介石无 

法反驳。恰逢此时，因病未赴会的阎锡山又在太原宣誓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显然，阎此举是在向 

蒋示威。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只好让步。14日，会议通过 《政治分会存废案》，规定各地政治 

分会到年底一律取消 (后因国民党三全大会延期，政治分会于次年 3月方取消)，但同时对政治分会 

的权力作出限制。 J(P544)在政治分会问题上，蒋介石未能达到目的。 

关于裁兵问题，蒋介石、何应钦联名提出了以汤山会议 《军事整理案》为底本的 《整理军事案》， 

由于粤派委员的支持，提案获得通过。《整理军事案》中规定了五项原则：1、军令 、政令必须绝对统 
一

。 2、全国军队数量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3、军事 

教育统一。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一切军事教育归中央。4、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 

化兵为工，移兵垦殖，实行 良政；裁兵计划必须与此原则相结合。5、发展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 

设施。[引 (PS38—539) 

这样，蒋介石的裁兵计划正式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削藩也就有了依据。这是蒋介石在会议上 

关于军事善后问题取得的进一步成果。然而，会后诸将对中央任命的官职托辞不就，防备蒋介石调虎 

离山，不合作的姿态愈发鲜明。对此，蒋介石亦以行动表明裁兵的决心。lO月2日，国民政府决定 

取消各集团军名号，并通过各师师长任命案。[ (P887)11月 7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军事委员会，该 

委员会所管理的一切事宜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和训练总监部办理。L5J5 (mo7)12月 

11日，国民政府特派何应钦为编遣委员会筹备主任，筹备组织全国编遣委员会。 5(P926)19日，中 

央政治会议通过了 《全国编遣会议组织条例》，规定了编遣会议的职权范围。 (P931)与此同时，蒋 

介石提早邀请各实力派来京参加编遣会议；并制造舆论，鼓吹编遣会议的重要性 ，给各实力派施加压 

力。[12](第5卷，第50期) 

冯玉祥 自恃实力可以与蒋一争，l0月 13日便到达南京，而阎锡山和李宗仁硬着头皮分别于 l2月 

13日和 23日到达，李济深则迟至 1929年 1月 6日方抵京。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蒋介石与地方实力 

集团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现在各路诸侯齐聚首都，削藩与反削藩斗争最后摊牌的时刻来到，编遣会 

议就成为由和平削藩到武力统一的转折点。 

北伐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军事善后工作的进行非常不顺利。蒋介石落实削藩策的努力遇到重重阻 

碍，无论政治削藩还是军事削藩，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年底，蒋介石在东北问题解决，中央大 

权在握的情况下，把工作的重心转向编遣会议。 

l2月26日，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蒋介石摆出超然姿态，施展以派制派的手 

腕。在蒋的敦请下，冯玉祥提出了自己的编造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 

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军队编八个师。【24 (P126—127)冯意图拉平一、二集团军，压制三、四集团军。 

对此，桂系和阎锡山暗中颇有微词，蒋则未置可否。 (P126—127)在讨论冯案的同时，蒋介石又暗 

中派人疏通阎锡山，希望阎提出于己有利的方案。圆滑的阎锡山在斟酌之后 ，提出了一个既反映蒋的 

意见，又不触怒冯玉祥和桂系的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军 

队编六到八个师；另有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Pi2S)此案颇合蒋介石的口味，也与蒋的意图接 

近，蒋表示赞许。 

1929年 1月1日，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当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表了 《关于国军编 

遣委员会之希望》一文。他以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诸藩归政、改革军制的经过，以及美、德两国统一 

军权、财权组成联邦政府，完成国家统一的事实为例，说明军事、财政统一的重要性，希望各军事领 

袖站在中央立场，以国家为重，协助政府完成编遣工作。 (v4~l一4853)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对 

惟恐丧失权力的各路诸侯是不能产生丝毫效果的。从 1月5日到25日，编遣会议共召开了六次大会， 

由于各派目标不同，于蒋为削弱异己，于冯为与蒋平起平坐，于阎、桂则为各派平衡，因此在整个会 

议期间争议不断。会议通过了 《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这是编遣工作进行的依据，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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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整理军事的基本纲领。按 《大纲》规定，关于军队的控制，把军官任命、军事教育和军队调遣 

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地方将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关于编遣区的设置，采纳阎案并增加一个东北编遣 

区，蒋介石可以控制中央、海军 、第一和第六四个编遣区，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和东北则只能各控 

制一个编遣区，而且中央还可以派员参加各区的编遣工作，在将来军事实力的保存 ，蒋明显 占 

优。[ (P4888—4892) 

蒋介石利用各派系的矛盾，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但打击冯玉祥的结果，使蒋冯关系走向破裂，而 

蒋的优势地位又使阎、桂两派深感不安。各派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冯玉祥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决， 
一 怒之下，称病拒会；[24 (P129)阎锡山急着要返回山西； (P413)白崇禧则在会外提出军队实边的 

建议，以此为名抗拒裁兵。(26 (PT1—73)在会议最后阶段 ，各派首领均沉默不语，会议陷入僵局。蒋 

介石见会议无法继续进行，只好宣布休会，以后再召开编遣实施会议。1月 26日，会议不欢而散 

编遣会议结束后，在各地方实力集团中，除张学良与蒋保持合作以外，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因 

利害攸关，逐渐靠拢，抗拒编遣。冯、阎、李等人纷纷驰回驻地，秣马厉兵，准备新的较量。蒋介石 

对此很清楚：“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问题。” L6；(P16) 

“编遣会议 ，总之是一大失败。” (P261)蒋介石杯酒释兵权的企图落空，其与各地方实力派的 

矛盾迅速激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付诸战场。蒋介石实施削藩的结 

果，就是内战的重新爆发。事后有人评论道：“编遣会议筹备期间，已多扦隔，开会之后，益觉仳离， 

不特蒋桂之战，与有关联，即蒋冯之争，亦种因于此。” (P42)3月，蒋桂交兵后，连年的内战由此 

展开，国家又陷入兵戈扰攘之中。刚刚开始的统一局面付之东流。 

综合分析，在北伐最后阶段，蒋介石能够综合内外形势，向诸将让权并对奉系格外优待，有力地 

保证了北伐功业的圆满，促进了统一的进程。然而，随着北伐的成功，诸侯割据局面与蒋介石独揽大 

权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并不是一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而 

且，历来战事之后，善后为一大难题。再者，从晚清到民国的地方主义、军阀主义，已成积弊，非短 

时间能根除。蒋介石借善后之名大刀阔斧地推行削藩策，试图从根本上摧毁军阀政治的权力基础，这 

在曾经和蒋并肩北伐的诸将看来，无异于兔死狗烹，铲除异己。因此，他们不会服从蒋的意志，坐以 

待毙。他们凭借手中的地盘、军队走上了与蒋争雄的道路。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热衷集权而 

忽视了权力的平衡，急切地希望在短期完成实质性的统一，结果事与愿违，欲速不达，一场大规模的 

内战由削藩而引发。蒋介石的权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也重新陷入分裂的局面并严重影响了此后 

国民党的凝聚力。因此，军事善后处理不当乃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严重败笔。 

三、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因素对蒋介石政治运筹的影响 

1928年中国的统一，不但是政权更迭的过程，而且是有着深层次背景的利益重新调整，是权力 

再次分配的政治大调整。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是当时左右中国政局的两大势力，统一的成功与失败， 

皆与此二者密切相关，而且内政外交又互相牵扯。作为统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势必与帝国主 

义和军阀主义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蒋在 1928年统一过程中的活动正是外交和内政两方面反映出这 

种联系。 

从外部因素看，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但自国民革 

命兴起以来，列强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北伐开始以后，列强意识到其在华权 

益的危险处境，纷纷改弦易辙，调整对华政策。但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政局中，列强各有 自己的判断， 

彼此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对华政策的歧异便由此产生。总的看来 ，美英等国对华关系呈缓和 

之势，而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则日趋强硬。 

作为北伐决策人的蒋介石，经历了对外态度的巨大转变。北伐前期，蒋介石的 “革命外交”主张 

和行动，使列强视其为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强硬派。直到 1928年初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的 

对外态度方发生微妙变化。(引 (P171—172)这反映了国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转换后，外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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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走 向常规。 

济南事件中，与日本冲突的切肤之痛，使蒋介石对帝国主义从理念到实践上的软化，“忍辱负重” 

实际上反映了蒋激烈复杂的心理转变。5月 9日，蒋在 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 

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 

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耳。” (第7册，Psi)其心迹于日记中可略见一斑。 

在东北问题上，蒋未与日本作正面的对抗，而只是从侧面进攻，即是其对外政策转变的明证。从蒋氏 

的心路历程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半殖民地条件下弱国外交的心理逻辑。 

北伐结束后，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并没有多少减弱，抵御外敌依然是一个重大的 

任务。对此，蒋介石深有感触地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若不能打破外交难关，打倒军阀的 

目标就无法达到。[3o (P4127)日本在1928年统一过程中的干涉，不但使蒋介石改变了对外态度，而且 

也影响到了统一的成效。 

从内部因素看，在 1928年统一的过程中，北洋时代的军阀主义继续存在，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 

理念还没有切实付诸实行，北伐的成功，当时就被讥为 “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而北伐诸将则被称 

为 “新军阀”。美国学者谢里登认为：“北伐并没有消除军阀，它只是把他们纳入国民党之内。不仅主 

要的军阀，诸如冯玉祥和阎锡山，转变为国民政府表面上的柱石，而且数十位次要的军阀也参加了军 

事行动，这些人与军队的联系以及态度和目的则基本上没有改变。⋯⋯吸收军阀的结果是军人变得不 

再那么忠于国民党最初的目标和原则，国民党的实权便转入军人手里。”【3̈ (v24o)事实的确是如此， 

除了换上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招牌外 ，所谓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北洋军阀的行事几无差别。而纵 

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亦充溢着浓厚的军事色彩，其对军权的重视，在政治生活中的不讲原则，斗争 

手段的毒辣，不逊于任何军阀，故对蒋也有 “新军阀”之称。 

其实，如上所论的蒋介石集军阀特征与反军阀特征矛盾于一身，正是历史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 

也是历史发展中并不罕见的悖论现象。北伐成功后的军权问题是矛盾的焦点，在当时情况下，恐怕系 

铃解铃都离不开军人，其关键在于如何尽量化解矛盾，逐步实现国家统一，而不是一味用武力解决。 

1928年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民国初年形成的南北分裂局面。作为统一过程中关键人物的蒋介石， 

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掣肘，避开并侧面对抗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 

挠。总体上看，1928年前后蒋介石为国家统一所做的外交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是成功的。 

在二次北伐中，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促成东北易帜，打击了军阀势力，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 

程。不过，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借裁兵为名，削夺异己势力，使本已存在的国民党派系矛盾 

再次激化，酿成一场新的内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这昭示了国民党、蒋介石未能彻底地脱离北洋时 

期军阀主义的窠臼，中国也未能就此走上团结统一的道路。 

1928年统一流产的后果是严重的，良机一失，再寻不易，直到抗战前，蒋介石所追求的政治统 
一 进展有限。纵观国民党22年的大陆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主义势力一直是摆脱不掉的魔 

影，中国未能实现真正、彻底的政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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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5页)由守旧走向趋新，各代群之间既有思想上的继承性，也有思想上的创新性，从而推动了近代思想的进 

步和发展。研究、比较不同群体在巨变时代条件下的思想差异并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代际理论 自有其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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