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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和蒋介石都是在军阀混战,派系纷争,

外患日逼的环境中崛起的中华民国史上的重 量级

人物.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 1937 年这十年，

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反革命进 行殊

死的搏斗，另一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各派政治 势力

与地方势力集团为争夺中央领导权和统治地 盘进

行明争暗斗和激烈的战争.国民党政权在 这个时

期内，一度分裂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 彼此唱

起"对台戏"，主角就是陈济棠和蒋介石.一方代

表地方实力集团，一方代表中央，这两个人 物在

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怎样博弈的？为什么陈 济棠

不敌蒋介石？博弈的结果留给后人怎样的教 训和

启示？

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非合作博弈
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陈济棠与蒋 介石

的 关系 ，经 历了 合作��� 对抗��� 合作 的 过程.

作 为 博弈 的 参与 人 陈 济棠 ， 经 历了 拥 蒋��� 反

蒋��� 服蒋三个阶段，与其对弈的蒋介石对陈 济

棠也经历了用陈��� 压陈��� 容陈三个阶段.

第一阶 段博弈(192 9 年 3 月 2 1 日�193 1 年 2

月 2 7 日)，陈济棠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授

其广东军权.

1928 年 12 月 29 日， 张学良宣 布东北易 帜，

服从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完成了 全国的统

一.不久就爆发了几大新军阀之间的大 混战.广

东也受到派系斗争和新军阀混战的影响 ，政局动

荡，陈济棠利用这一时机，采取的策略 是，"拥

蒋倒李".蒋介石的回应策略是，既用陈济棠，又

让陈铭枢制衡陈济棠.

当时蒋,桂系矛盾十分尖锐，蒋介 石早已把

李济深视为桂系的一分子，而李济深在 广东完全

掌管了党政军的一切大权，实际上处于 半独立状

态，这是谋求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蒋介 石所难以

容忍的.在南京的粤籍要人胡汉民,古应芬为配

合蒋介石离间,拆散李济深集团的意 图，积极对

陈济棠进行拉拢，使陈济棠暗中与蒋介 石取得了

联系，蒋承诺一旦"倒李"成功，将 授其广东军

权.很快，机会降临了.1929 年 2 月爆发了蒋桂

战争.李济深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反对蒋介石

对桂系下达讨伐令而被蒋逮捕，软禁于 汤山.随

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特派 员，负责

广东军队的整编，并节制省内军队.但广东省的

政权却交给了陈铭枢，此时拥有军权的 陈济棠实

际上已掌握广东的最高权力.陈济棠 执掌军权后

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劝阻,说 服粤军各将

领放弃反蒋,两败桂军等问题上，的 确帮了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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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忙.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和南京政

府的忠心.陈济棠在倾尽全力抵抗和挫败桂系的两

次进攻后，又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卖力地攻打 广

西，企图替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势力.蒋介石对陈

济棠屡败桂军,东征西讨，积极支持南京政府镇压

地方势力派一再表示嘉许，多次给予奖赏.第一阶

段陈,蒋关系为合作关系.

第二阶段的博弈 （193 1 年 2 月 2 8 日�193 6 年

7 月 17 日），陈济棠两次领衔反蒋，蒋介石以维护

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名义，有退有进，挫败陈济

棠的对抗策略.

陈济棠第一次领衔反蒋，起因于蒋胡的"约法

之争".1930 年 4 月�11 月，蒋与冯,阎的中原大

战以蒋获胜告终.蒋介石企图乘机建立其个人独裁

统治，宣布于次年 5 月 5 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

法，选举总统，但他制定 " 约法 " 的主张遭到了具

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

民的坚决反对."约法之争"成为蒋,胡彻底决裂

的导火线.1931 年 2 月 28 日晚，蒋以晚宴为名，

将胡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扣押并软禁于南京郊区的

汤山. [1]蒋介石扣胡立即引起全国范围的反蒋浪潮.

古应芬与陈济棠密商后决定另开国府，与南京政府

对抗，陈济棠的反蒋策略是，誓以武力为后盾，直

接与蒋在政治,军事上对抗，逼蒋下野.第一步，

由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森等国民党粤方四

监委于 4 月 30 日向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发出 �弹劾

蒋中正案�.陈济棠等十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

拥护弹劾案.面对陈济棠在广东燃起的反蒋烽火，

蒋介石采取了三种对策.首先大造舆论，极力否认

弹劾案的合法性， [2]攻击陈济棠"用武力来挟持中

央,威胁中央"是"叛乱的事情".企图在舆论和

精神上瓦解陈济棠.其次，为在政治上打击 陈济

棠，蒋极力拉拢孙科，但孙科不为所动.第三，军

事上积极调兵遣将，准备武力镇压.第二步，陈济

棠针锋相对，继续发表反蒋言论，5 月 25 日陈率

各将领通电 " 出师讨蒋 " ，次日，陈又与李宗仁等

两广四十三名将领联名电蒋，要蒋在四十八小时内

下野，否则他们将"决心为党国去此蟊贼，为国民

革命去此害群之马". [3]在陈济棠的武力保护下，由

胡派,汪派等国民党各反蒋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执监

委员会非常会议于 5 月 27 日在广州开幕，28 日成

立了与南京政府对峙的广州国民政府."非常会

议"发表 �宣言� 称："本党所赋予蒋氏之职权，

应即撤销，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不复存在".[4]就在

宁粤两个政府对抗之时，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

八"事变，迫于人民的压力，双方不得不以"共赴

国难"的名义进行和平谈判，粤方以陈的武力为后

盾，坚决要求蒋介石下野，蒋迫于形势，以退为

进，不得不答应粤方条件，于 1931 年 12 月 15 日

宣布下野.宁粤对抗局面结束，陈济棠第一次领衔

反蒋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陈济棠第二次领衔反蒋，起因于西南政治领袖

胡汉民的突然去世.1936 年 5 月 12 日,胡汉民因脑

溢血突然在广州去世.对陈济棠来说，胡的去世使

他顿失政治重心，折损了他与蒋介石抗衡的旗帜；

对蒋介石而言，正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时机.蒋

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电陈济棠："请维周兄来京

一谈".陈维周于次日面见蒋介石.蒋要陈向伯南

（陈济棠） 妥为转达"三条意见"："（一） 彻底解

决广西的李 （宗仁）,白 （崇禧），由中央协助广东

出 兵 ； （二） 驱 逐 萧佛 成 等 反 蒋 的 元 老 离 粤 ；

（三） 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借广东

打广西，这是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诡计！与其坐

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与广西联为一气，借"抗

日"之名起兵反蒋，以确保两广的安全.正当陈济

棠与广西的白崇禧等在广州谋划反蒋之时，蒋介石

特派前来广州为胡汉民吊丧的王宠惠,孙科等人向

陈济棠提出了五条具体要求： （一） 取消西南执行

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 （二） 改组广东省政府，省

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 （三） 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

政务委员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的中央将

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予旅费； （四） 第一集

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总指挥，各军,师长由中央

军委会重新任命； （五） 取消广东货币"毫洋 （即

毫银）"，统一使用中央银行新币. [5]五条要求归结

为一，就是要陈济棠交权，使两广成为完全受蒋氏

控制的地区.

面对蒋介 石的步步紧逼，陈济棠的反制策略

是："抗日反蒋".1936 年 6 月 2 日，陈指使西南

两机关致电南京，要求"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

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4

日，陈济棠领衔，率领两广将领三十人联名通电响

应，并要求西南两机关饬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

地."两广事变"爆发.陈指挥西南联军进攻湖

南，6 月 8 日攻入湖南境内，并"欲一举长沙而趋

武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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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面对陈的政治,军事进攻，采取三种对

策：其一，对陈的政治攻势，也以电报造舆论还

击.警告陈征调部队"切勿入邻省边境，以启内外

之疑端,而妨整个之大计".[7]其二，采取积极的军

事对抗，急忙调兵入湘，并于 6 月 10 日抢在粤桂

军之先控制了湘南重镇衡阳.其三，对陈的部队进

行收买,分化,瓦解，致使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投

蒋,以及陈济棠 集团的重要人物李汉 魂,萧佛成,

陈融等纷纷与陈决裂.连耗资巨大的广东空军也被

蒋收买过去.蒋介石对粤军收买成功后，于 7 月

13 日指使南京政府下令免除陈的本兼各职.14 日，

余汉谋就任新职并通电拥护"中央".陈济棠自知

大势已去，于 7 月 18 日通电下野，离穗赴港.这

次陈蒋对抗，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陈济棠

的军权，完全控制了广东局势.

第三阶段博弈 （193 6 年 7 月 18 日�195 4年 11

月 3 日），陈济棠向蒋介石认错，愿为党国效劳，

蒋不计前嫌，任其实职.

陈济棠下台后，人在香港，仍不能摆脱国内的

旧账与新伤.蒋介石派了与陈济棠有渊源的黄镇球

到香港慰问陈济棠，面对惨痛的事实，经过多日来

的反思，在蒋介石的使者面前，陈济棠终于做了比

较彻底的反省，承认了自己的过失.1936 年 8 月 2

日，陈济棠公开发表宣言，请各领袖勿分彼此，共

同为国家合作， [8]进一步表明彻底放弃此前的反蒋

立场.这一姿态使蒋介石对陈济棠的态度也发生了

一些变化，他要求香港当局对陈济棠提供保护.8

月 8 日，蒋介石致信陈济棠，同意他出国，希望他

"早日回国襄助共成大业" [9]他还给予陈济棠以官式

礼节出国的优待，发给外交护照.蒋陈关系迅速得

到改善.1939 年 11 月 12 日，陈济棠被蒋介石任

命为农村部部长；又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的当

年 12 月，被任命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前往广西,

广东宣慰.1949 年 2 月 3 日，陈出任海南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和警备总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撤

退.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严厉整肃和改造国民党党

政军系统，以造就清一色的蒋家王朝.一批"党国

元老"和有过反蒋史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均被置于尊

而不用的地位.陈济棠见蒋颇有疑忌之意，十分知

趣地把主要精力转到教育上.1954 年 11 月 3 日早

上，陈济棠决定到阳明山区勘察校址，因突发脑血

栓即告不治，享年 65 岁.陈济棠从下台到去世有

18 年在政治上是与蒋介石合作的，蒋介石也赋其

职务，用其所长.

下面对陈济棠与蒋介石的重复博弈进行简短总

结.假定陈济棠与蒋介石都是理性人，都选择对自

己有利的最优战略，而剔除对自己不利的劣战略.

考虑博弈的参与者,可供选择的战略，每一个参与

者获得的收益标准式要求，陈济棠作为参与者 1，

蒋介石作为参与者 2，可供他们选择的战略集有合

作 （L） 或对抗 （R） ,收益 （合作均衡各为 1，对

抗结果：胜为 1，败为 - 1）.上述过程求出博弈逆

向归纳解为:

1,参与者 1 在第一阶段选择 L，参与者 2 也

选择 L，双方选择 L 使博弈结束，各自收益为 1.

2,参与者 1 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子博弈中选

择 R，参与者 2 选择 L （下野），参与者 1 收益为

1，参与者 2 收益为 0；参与者 1 在本阶段的第二

个子博弈中选择 R （失败），参与者 2 选择 R （获

胜），参与者 1 收益为 - 1，参与者 2 的收益为 1.

3,参与者 1 在第三阶段选择 L，参与者 2 也

选择 L，各自收为 1.

将他们三个阶段的收益相加.见下图：

(注：博弈树上每一枝的末端都有两个收益值，上面代

表参与者 1 的收益，下面代表参与者 2 的收益.)

纵观陈济棠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博弈，虽然发

生了宁,粤对抗局面，但并没有爆发战争，博弈的

结果，并非两败俱伤，而是双方有得有失.蒋介石

得大于失，因为蒋介石虽然在陈的武力胁迫下下野

失了面子，但他却在化解 " 两广事变 " 中夺回了两

广的控制权，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损失.陈济棠失大

于得，因为陈济棠在与蒋介石对抗中丢失了广东的

地盘，从政治上讲，陈济棠损失最大，以致后来无

法东山再起.尽管如此，但陈济棠的妥协却换来了

晚年的安度.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不是你死

我活的斗争，而是在斗争中双方互有妥协，最终他

们走上了政治上的合作.所以，陈济棠与蒋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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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博弈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场非合作博弈.

二,陈济棠在博弈中为何失利
支撑陈济棠与蒋介石博弈的背后是双方拥有强

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之所以出现宁粤对抗局

面，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势均力敌.但为什么在很

短的时间内，力量的天平倾向蒋介石，使陈济棠不

得不向蒋介石屈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陈济棠的政治目标有限，没有掌握战略

主动权.陈济棠两次领衔反蒋的目标只是 逼蒋下

野，没有夺取国民党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这一

点还不如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目标.因为桂系的

"政治兴趣和怀抱是面向全国的"，而陈济棠"所愿

承担的义务只在广东本省，他表示自己无超出省界

向外扩大权力的欲望"， [10]满足于"南天王"的地

位.在宁粤对抗中，虽然成立了广州政府，但陈济

棠始终没有取代中央政府的打算和计划.在政治

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正确鲜明的政治主张.即

使在"两广事变"中，他愿意挥师北上直逼南京，

但也是桂系主张，并非陈济棠的真实意图.由于陈

济棠在对抗蒋介石中缺乏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标，

因而，不仅不能在全国聚集反蒋力量，形成政治联

盟，而且也不能统一广州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政

治核心.当蒋介石实施战略反击，以维护中央权威

的名义出兵威胁时，陈济棠自知"底气"不足，不

敢兵戎相见，最终被蒋介石瓦解.

（二） 反蒋联盟内部矛盾重重，终被蒋介石所

破.虽然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但两

广势力派在反蒋问 题上常常发生分歧.1932 年 4

月，南京政府特派陈济棠,李宗仁兼第八,九路军

总指挥，陈济棠拒绝任职，而李宗仁想借抗日"剿

共"之机，把势力再度扩展到广西之外而 同意就

职；后来桂军借道广东入闽"剿共"，因广东方面

认为桂军有准备侵粤之嫌而不得不停止进兵.1933

年 1 月，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福建蒋光鼐,

蔡廷锴签订了�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标明

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全面的合作，以策三

省之安全". [11]但这个盟约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约束

作用，陈济棠只不过想用它作为维护广东地盘的一

个保护手段而已，不想在军事冒险中消耗自己的势

力.当胡汉民,李宗仁等准备在广州或梧 州成立

"第三政府"，也因陈济棠的反对无果而终. [12]出于

地方集团利益的考虑，两广对中央各有不同的看法

和主张，广东与中央时分时合,广西则始终反对中

央，在蒋介石的挑动下，陈济棠曾与桂系为敌，当

他在广东的统治受到蒋介石的威胁时，他便毫不犹

豫地联桂反蒋，而桂系为了反蒋要么与广东联合，

要么欲占领广东以为基地，他们心存芥蒂，各怀

"鬼胎"，在联合反蒋时，始终没有统一思想和行

动.此外，陈济棠集团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争斗

不已，给蒋收买,策反工作造成了可乘之隙，使蒋

得以成功地分化瓦解了他的部队.陈的最主要将领

余汉谋认为反蒋无胜利之望，从一开始就反对反蒋

事变.其他重要将领如香翰屏,李汉魂等都与陈存

在着较深的矛盾，这些矛盾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帮助了蒋介石.由于反蒋联盟的内部存在着多重矛

盾，不仅没有对蒋介石构成真正的威胁，反而被蒋

介石分化瓦解，使蒋介石的"分化两广，先打广

东，后打广西"的目标得以实现.[13]

（三） 错 误判 断形 势， 决策严 重失 误.发 动

"两广事变"，固然与胡汉民之死，蒋介石乘机统一

西南有关，但陈济棠作为两广事变的主要决策者却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陈济棠之所以作出"抗日 反

蒋"决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判断：一是认为以

"抗日救国"名义起兵反蒋的时机成熟.1936 年 5

月 30 日，陈济棠突然来到正在举行饯别国防将领

宴会 的胡汉民 公馆大谈 抗日反蒋 出兵计 划，说 ：

"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近几天来我又作

再三再四的考虑"，认为"双管齐下"的时机"的

确成 熟了"，这 是一条"大有前途"的"光明 大

道"！告诉众将领，不但有"广西的李,白确实诚

意合作"，而且"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 达衡阳，

接近株州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友邦" （日

本） 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

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

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他

还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坚持认为，在日寇践踏

祖国山河的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就是"抗日"，

而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蒋介石无疑是

最能聚集目光的打击目标，此时抗日反蒋理由正当

且充分，人当影从,定可稳操胜券.为此，陈济棠

迅速作出了出兵反蒋的军事部署.其实，当时的形

势并非像陈济棠所言，虽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介

石抗日，但人们普遍认为陈"抗日反蒋"，抗日是

假，反蒋是真.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

渴望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对抗，因而失去了人心.

在陈济棠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陈济棠反蒋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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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因而丧失信心；湖南的何键表面上支持陈济

棠出兵抗日反蒋，暗中却将两广出兵意图密报蒋介

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作出抗日反蒋的决

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二是轻信"风水佬"的乩语.

陈济棠要应付这样一个复杂的困局，的确有点力不

从心，只好乞灵于超现实 的力量，求助于冥冥天

意.术士们摸透了陈济棠的心思，一个个故意投其

所好.一位术士先扶出"机不可失"的乩语.他解

释道："机者，玄机也，天机也，时机也，契机

也，良机也！机不可失者，不可误玄机,不可泄露

天机，不可失去时机，不可不抓住契机，不可放弃

良机！"这显然是在怂恿陈济棠,反蒋的良机已经降

临.就 在陈 定下 出兵 反蒋 决 心的 当天 ， 他还 问

"计"于陈维周,翁半玄，得谶语"机不可失".术

士们的乩语，对坚定陈济棠的反蒋决心的确起了一

定作用.三是自恃兵强马壮.陈济棠由于对广东的

八年经营和与桂系的军事联合，到 1936 年初夏，

的确实力大增，粤军共有 70 个团，总计达 20 万左

右，且按军队的武器装备来说，在诸多方面超过蒋

介石的中央军，而广西的总兵力也有 10 万人.合

计两广兵力为：陆军 30 万以上，空军广东有 6 个

中队，130 架飞机，广西也有 3 个中队，飞机 60

架左右； [14]广东还有含数十艘江防舰艇的海军等，

而蒋军总数虽然多达数以百万计，但用兵之处散布

全国，其中主要布防又在北方,江浙和陇海铁路沿

线，可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充其量不过十几二十

万. [15]如此实力对比，有力地壮大了陈济棠的反蒋

胆量.然而，陈济棠没有料到蒋介石不到十天就集

中 10 个师，还有 40 余架飞机和大批炮兵坦克到达

长沙衡阳，与黔,闽驻军一起形成对两广的包围，
[16]使两广军队在衡阳会师的计划破产.以上事实证

明，陈济棠过高地估计了反蒋力量，对全国形势产

生了错误的判断，所以作出"抗日反蒋"的决策必

败无疑.

三,历史的启示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留给后人的启示

有三点：

（一） 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的

主流思想，虽然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时候，但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以陈济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与蒋

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对抗，企图称王称霸，这样

做是不得人心的，也是违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 在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下，中国的任何

一个地方要谋求独立或半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

中央政府拥有合法,正统的地位和雄厚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信息等资源的优势，即使像陈济

棠这样有势力的地方政府，虽然敢同蒋介石的中央

政府"叫板"，也只能维持数日，不可能持续对抗，

尤其是在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里，地方闹独立几乎

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三） 在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时，不能以武

力相威胁，更不能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事实上，

陈济棠和蒋介石虽然都以武力相威胁，但始终没有

采取战争行动.陈济棠也只是用武力作后盾逼蒋下

野，而蒋介石则更多是采取分化,收买等非武力手

段，瓦解陈的集团.所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矛

盾和冲突时，除非在外来势力的干涉下万不得已动

用武力，最好是用和平,协商,妥协的方式化解.

参考文献：
����胡 汉民自传 续编���近代史 资料�.����年第�期第��-

��页�

���香港存萃学社编������-����年的反蒋战争��香港大东图

书公司印行�第���-���页�

���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资料�(内部发行)第��页�

����中国国民党历届代表大会及中央 全会资料�(上 )第���-

�������页�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页�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与陈济棠来往通 电���档案与历史�

����年第�期�

���威达先生��西南 异动始未之回想��广州�����年 第�版�

第��页�

���蒋 介石��蒋介石致陈济棠函�(����年�月�日)��两广事

变后蒋介 石与陈济棠 来往函电 (����年�月-�月)��载�档

案与历史�����年第�期�

����程思远��我的回忆��第��页�

����程思远��我的回忆��第��页�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案卷号

二.�����

����冯玉祥 ��我所 认识的蒋介 石�第��页 �黑 龙江人民出 版

社����年版�

����王成斌��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第���页�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南天岁月�第���-���页�

�����新兴报�����年�月��日

责任编辑：徐映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