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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前后的孙中山与蒋介石
季　鹏

　　蒋介石的母亲王玉采去世后 ,孙中山曾

派陈果夫代表诣奠。孙中山在祭文中说到自

己与蒋介石的关系 :

　　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 ,共历险艰 ,

出入死生 ,如身之臂 ,如骖之靳 ,朝夕未

尝离失。

在祭文中 ,孙中山对蒋介石作了较高的

评价 ,说他是 :

　　昂昂千里之资 ,虽夷险不测 ,成败无

定 ,而守经达变 ,如江河之自适 ,山岳之

不移。

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青睐 ,是多方面因

素综合使然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企图置孙

中山于死地的陈炯明广州叛变这一关键事件

中帮助孙中山渡过了难关。1922 年 6 月 16

日 ,陈炯明发动了一场妄图谋害孙中山的反

革命叛乱。蒋介石接到孙中山“事紧急 ,盼速

来”①的电报后 ,认为救护孙中山脱险最为紧

要 ,立即将后事和自己的家庭托付给张静江 ,

“决心赴难 ,虽死不辞”② ,毅然南下广州 ,登

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 ,指挥海上作战 ,守护

孙中山。事后 ,蒋介后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

记》中 ,高度颂扬孙中山 ,愤怒斥责陈炯明的

背叛行为。他在该书“跋”中写道 :

　　广州叛乱 ,谋害总统 (指孙中山 ———

引者注)之事实 ,其历历可数者 ,不下六

七次。至余所闻而尚未发现者 ,又不知

凡几。叛逆之智 ,不为不足。今既事过

境迁 ,如其苟为天地父母之所生者 ,应有

天良 ,于此当悔昔日之非 ,翻然自新 ,以

恢复其堕落人格之暇 ,奈何必欲置其十

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 ,而后甘心

乎 ? 呜呼陈逆 ! 即使汝能谋害总统一

人 ,其能谋害三百万之党友乎 ? 即能掩

盖中华民国四万万国民之耳目 ,其能抹

杀汝遗臭万年之历史乎 ?

孙中山在为该书写的“序”中 ,称颂蒋介

石 :

　　陈逆之变 ,介石赴难来粤 ,入舰日侍

予侧 ;而筹策多中 ,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

死生。③

蒋介石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叛军后 ,

更加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1922 年 10

月 18 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参

谋长 ;1923 年 2 月孙中山任命他为大本营参

谋长 ,6 月又改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直属孙

中山领导 ,8 月又派他以“全权代表”身份率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1924 年 5 月

2 日 ,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 (黄

埔军校) 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

孙中山的重用 ,为蒋逐步培植自己的军事力

量 ,以至日后掌握军事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蒋介石从 1922 年 6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 ,在永丰舰上一面护卫孙中山 ,一面指挥舰

队作战 ,反击陈炯明叛军 ,这固然是蒋介石取

得孙中山信任和重用的重要原因 ,但孙中山

对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决非取决于一二件

事件 ,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考察过程。

孙中山在为蒋母所作的祭文中说他与蒋

介石“共历险艰 ,出入死生”“十余年”。祭文

是 1921 年 6 月所作 ,据此推算并征诸史实 ,

这“十余年”应为蒋介石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同

盟会至 1921 年。这“十余年”中 ,蒋介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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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符合历史潮流的道路 ,立志革命 ,投身孙中

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参加

了杭州光复之役 ;在二次革命中参加了进改

江南制造局和肇和军舰等起义和护国战争 ,

为推翻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 ,作过

积极的贡献。在这期间 ,蒋介石表现出献身

革命的精神品格和较为突出的军事才能。及

至 1922 年蒋介石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叛

军 ,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 ,立志献身革命的思

想之必然发展之结果 ,也使孙中山对他的信

任达到了高峰。

综观孙中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有一

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不同的阶段具有不

同的特点。

孙中山于 1905 年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时 ,

正值 18 周岁的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 ,

听到老师顾清廉讲述国事和 1896 年孙中山

在伦敦蒙难等事件 ,激发起他对清廷的不满

和愤慨 ,立志出洋留学 ,汲取世界新知识。

1906 年 5 月 ,蒋介石第一次东渡日本 ,决意

学习军事。抵东京后 ,他发现当时学习军事 ,

需由清廷保送。因此 ,他只得入非正式的清

华学校 ,是年冬即回国。受挫后的蒋介石并

不灰心 ,决心再次寻求赴日机会。1907 年

夏 ,他在浙江考取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年

终获陆军部留日公费 ,于 1908 年春第二次赴

日 ,进入东京振武学校。④振武学校是中日两

国协商办理的士官预备学校 ,学习期限为二

年半 ,完成后受一年军训 ,尔后转入陆军士官

学校或其他军事学校。蒋介石是振武学校第

11 期生。

留日期间 ,蒋介石结识了许多江浙等地

的革命志士和反清秘密会党领袖 ,其中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 1906 年结识了时在东京警监

学校学习的陈其美。蒋“在日本停留的时间

虽然短暂 ,可是却有很大的收获 ,那就是和革

命志士陈其美结识 ,建立了革命同志的亲密

友谊”⑤。蒋还和陈其美、黄郛结为异姓兄

弟 ,自称“桃园结义”。1908 年蒋介石第二次

到日本留学 ,陈其美即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孙

中山主持的同盟会。⑥据有关记载 ,蒋介石还

由陈其美介绍 ,晋见了孙中山 ,这为日后孙中

山启用蒋介石创造了重要条件 ,对蒋的政治

前途具有深远影响。

蒋介石加入同盟会后 ,遵照孙中山的“要

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⑦的教导 ,经常与陈其

美、苏曼殊、张恭、章梓、龚宝铨、周淡游、庄之

盘等同盟会员开展革命活动。每逢星期日 ,

他们就召开秘密会议 ,“筹议革命任务”⑧。

他还大力向留日学生宣传邹容《革命军》中激

动人心的内容。据蒋的老师毛思诚的记载 ,

蒋每年暑假回国 ,都参与革命活动⑨。例如 ,

他曾利用暑假回上海 ,与陈其美等人一起 ,营

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 ,并计划暗杀出

卖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为此 ,蒋在沪奔

走了一二个月 ,后因假期已满 ,只得返日 ,由

陈其美等人继续活动。

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期满后 ,于 1910

年 12 月 5 日以“士官候补生”的资格 ,被分配

到驻高田市的陆军第 13 师团野炮兵第 19 联

队实习。在高田的这段士兵生活 ,对蒋介石

日后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军队

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

以及日本军队中严守纪律、执行命令、服从国

家利益为军人天职的“大和魂”和“武士道”精

神 ,使蒋介石认识到“政治训练和中心信仰的

重要”,体会到“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

敢坚强 ,就是他军事教育对于政治与伦理的

认识彻底。”⑩这段经历对蒋介石的思想既有

负面影响 ,但却使他从此注重军事知识和军

事训练 ,对提高军事才干起了重要作用。孙

中山之所以器重蒋介石 ,究其原因之一 ,是蒋

介石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才能 ,而这些正是在

高田实训时打下了基础。

1911 年 10 月 10 日 ,武昌城头的炮声点

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陈其美为加强上

海和江浙地区起义的力量 ,发出“十万火急电

报”,催促正在高田市第 13 师团野炮兵第 19

联队实训的蒋介石迅速回国策划武装起义。

蒋接电后 ,异常兴奋 ,行动坚决 ,立即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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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队 ,与张群、陈星枢等人于 10 月 30 日抵达

上海。蒋介石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思想时说 :

　　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刻到了 ,于

是立即从日本回国 ,参加实际的革命工

作 ,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λϖ

蒋介石返回上海后 ,一是参与商定杭州

起义的计划 ;二是筹划汇款、运械、接济等 ;三

是率领敢死队 ,参加了攻取杭州的战斗。顾

乃斌的《浙江革命记》和黄元秀的《辛亥浙江

光复回忆录》等文 ,都有关于蒋介石自日本回

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记载 ,何仲

箫在《陈英士先生年谱》中概括叙述说 :

　　闻武昌起义 ,即毅然离日 ,于九月九

日抵沪 ,衔先生 (指陈其美 ———引者) 命

主持浙事。遄赴杭垣 ,运动新军 ,得童保

暄、黄元秀、朱瑞等之赞助。部署规定 ,

回沪报告。先生先已与褚辅成、王廉等

筹画布置 ,待时举义 ,既见蒋公 ,认为时

机已至 ,遂命其率敢死队百余赴杭。上

海光复后 ,第二日夜 ,与新军八十二标、

八十一标联合举义 ,先后攻克巡抚署、军

械局、将军署及旗营。浙省既下 ,公推汤

寿潜为都督。

关于“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率领敢死队参

加光复杭州的情况 , 11 月 9 日《民立报》以

《浙江敢死队之壮观》为题作了报道 ,说“以敢

死队为先锋”的浙江革命军 ,“出入于弹雨之

中 ,而无一惧色。”

杭城光复 ,为日后组织江浙联军攻克南

京奠定了重要基础。

1913 年 7 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

发后 ,时在东京主办《军声》杂志的蒋介石 ,应

陈其美之召 ,回国筹画讨袁活动 ,陈其美非常

器重蒋介石 ,拟写了一副对联 ,曰“安危他日

总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并请孙中山书写

后赠给蒋介石。蒋回国后 ,在孙中山的劝说

下留在上海。在商议上海讨袁军的进攻战略

时 ,陈其美采纳了蒋介石提出的先攻取江南

制造局的意见。7 月 23 日上海讨袁战争的

炮火打响后 ,蒋介石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 ,

往来指挥”。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陈果夫

在《癸丑之役》中写道 :

　　廿三日终日 ,蒋先生率九十三团向

高昌庙进攻 ,松军由龙华进攻 ,奋勇军担

任右翼 ,向西炮台方面进发 , ⋯⋯海军对

此次战争 ,本守中立 ,不料突变 ,从右侧

的黄埔江中发炮猛轰 ,我军出于不意 ,损

失惨重。

进攻制造局的战斗失败后 ,蒋介石被迫

退往闸北 ,接着 ,率部攻打吴淞炮台 ,不顾危

险奋勇向前。终因“兵力有限 ,后援无继 ,难

以进展”�λω ,再加上列强干涉 ,致上海讨袁战

争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 ,屡受挫折的蒋介石 ,在

艰难困境中 ,坚决支持亡命日本的孙中山重

组中华革命党。1913 年 10 月 19 日 ,蒋介石

在上海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 ,并在陈其美应

孙中山之电邀赴日后 ,肩负起上海等地讨袁

活动的重任。在“谋沪事失败 ,陈乔荫、王军

山、章得高、陈新民等殉难”,“事难急进”的情

况下 ,陈其美“乃命中正东渡 ,再定大计。”�λξ

于是 ,蒋介石 1914 年 6 月初再去东京筹划讨

袁事宜。

二次革命后 ,蒋介石同孙中山的关系更

趋密切 ,彼此间的接触较多。1914 年和 1915

年的两年内 ,蒋介石去日本共三次 :第一次是

1914 年 6 月初到 7 月 6 日 ;第二次是同年 8

月中旬到 8 月 31 日 ; 三次是 1915 年 5 月上

旬到 11 月中旬。据日本外务省密探的报告 ,

第一次蒋介石在逗留日本的 25 天内共访孙

中山 5 次 ;第二次在半个月内几乎每天必访 ,

甚至一天去二三次 ;第三次在半年内访问了

18 次 ,最后一次会晤的时间是 11 月 10 日。�λψ

如果说蒋介石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在

首次晋见孙中山时尚未引起孙的特别注意和

好感的话 ,那么 ,在蒋介石跟随陈其美参加光

复杭城 ,在上海等地讨伐袁世凯 ,以及二次革

命失败后积极支持重组党部进行讨袁三次革

命等一系列活动中的出色表现 ,必然会引起

孙中山的关注。据蒋介石后来回忆 ,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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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时期 ,孙中山在单独召见他时就向他

讲述了“今后讨袁活动计划以及青年革命同

志应有的修养言行等多方面的启诲”�λζ。

1914 年至 1915 年间蒋介石与孙中山的频繁

接触 ,自然会引起孙中山的重视。尤其是

1914 年 7 月间 ,蒋介石奉命与日本友人山田

纯三郎和丁景梁一起赴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地考察情势、策划反袁时 ,在获悉欧战消息

后 ,于 8 月 2 日写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

倒袁计划书》。这是蒋介石首次致函孙中山。

信中蒋向孙中山陈述了欧战的形势、情报 ,提

出了有价值的反袁斗争计划。他说 :

　　今奥、塞开战 ,俄国首当其中 ,则法

国万难坐视 , ⋯⋯德国对其同盟奥国之

态度 ,尚未显著 ;英国之于德国 ,处心积

虑 ,伺隙待机 ,以冀一击为快。

默观大势 ,世界大战 ,已箭在弦上

矣 ! 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 ,即袁贼之

外交势力薄弱一日 ;范围扩大一步 ,即吾

党之外交胜利一步也。吾党应于此袁贼

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 ,乘势急进 ,机

不可失。

蒋在信中提出最近“急进”之具体计划 :

　　本党今日之进行 ,以统一各省革命

计划 ,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 ,集中一点 ,

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 ,是为今日第一急

务也。若夫命令不一 ,统御无方 ,则处处

进行 ,即处处薄弱 ,进行终无彻底之时。

即使遍地发动 ,有何效益 ? 是故多方起

事 ,不足分袁军之兵力 ,徒堕本党声威 ,

且伤本党之元气耳。

信中他还分析了讨袁基地不应选在黑龙

江等地 ,而应选择在浙江的理由。他说 :“浙

江之战略 ,以地势与兵力之关系 ,是海主陆

从 ,西守北攻”,浙江的军人“犹属昔时之革命

分子 ,其思想 ,其宗旨 ,尚能较胜于他者”。

《早年的蒋介石》一书指出 :这封信“为孙

逸仙提供了有关欧战和反袁运动有用的军事

情报”�λ{。当时孙中山正在同陈其美等人筹

商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武装讨袁 ,因此 ,这封信

必然受到孙中山的重视 ,信的内容反映出蒋

介石出色的才华 ,也表明了蒋介石主动追随

孙中山的态度。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 ,根据孙中山的部署 ,

蒋介石协助陈其美策划反袁三次革命。1915

年 11 月 ,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

官 ,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召 ,从日本返回上海 ,

参与反袁活动 ,策划铲除了袁世凯的悍将、上

海镇守使郑汝成 ,为革命扫除了障碍 ,使袁世

凯大为震怖 ,“辍食终日”�λ| 。12 月 5 日 ,又策

动了肇和军舰起义。时任淞沪司令长官总机

关机务的蒋介石“手订”“作战计划”,拟先占

领肇和军舰 ,尔后攻取江南制造局和上海各

官署 :

一、由杨虎率一部分部队占领肇和舰 ,尔

后开炮猛击江南制造局 ;孙祥夫率一部分部

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两舰 ,以为肇和之辅

助。

二、制造局及上海城内闸北所联络之军

警中之同志 ,一闻军舰炮声 ,即同时响应。

三、夏尔土与担任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的

任务。

四、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

察局。

五、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攻击电话

局和电灯厂。

六、陆学文等进攻警察局第一区和工程

总局 。

七 、余建光、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等

联络闸北方面军警 ,余建光并任散布广告、檄

文的任务。

八、杨庶堪、邵元冲、周淡游等留守总机

关部 ,并处理后方勤务。�λ}

战斗打响后 ,蒋介石随陈其美“亲临南市

工程总局督战”, �λ∼并冒着被外国巡捕拘捕的

危险 ,在总机关部商议陆上各路失败后的进

取之策。不久 ,由于仓促起事 ,步调不一 ,各

队配合失衡 ,起义失败。孙中山说 :“肇和一

役 ,事虽未集 ,然挽回民气 ,使由静而动 ,实为

西南义军之先导”�µυ 。12 月 25 日蔡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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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军”举兵讨袁 ,蒋介石深受鼓舞。1916

年春又受陈其美委派 ,与杨虎策动江阴要塞

起义 ,计划再次进攻江南制造局 ,但因遭冯国

璋部重兵和海军夹击 ,革命军死伤惨重而败

退。蒋介石在反袁活动中虽屡起屡仆 ,但志

不少衰 ,表现了其追随孙中山 ,“与贼奋博”的

决心和献身精神。

1916 年 5 月 18 日 ,陈其美遇害 ,孙中山

失去重要助手 ,故对陈其美之密友蒋介石倍

加关心和爱护。例如 ,6 月 ,孙中山即任命蒋

介石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时在山东讨袁)参

谋处长 ,协助参谋长兼代理总司令许崇智整

顿军队。12 月 ,蒋介石 30 岁生日时 ,孙中山

亲题“教子有方”匾额赠蒋王氏。次后 ,孙中

山多次委以蒋介石重要军职。

综上所述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重视和启

用 ,一是当时党内缺乏军事人才 ,而蒋介石在

日本较为系统地学习过军事知识 ,实行过严

格的军事训练 ,有较好的军事素质和军事才

能。孙中山曾说 ,蒋介石“与执信比 ,而知兵

则又过之”�µϖ 。孙中山极需要有这样专修才

干的人才。二是蒋介石不仅具备较强的军事

才能 ,而且早就重视党政事务。例如 ,他在东

北考察时 ,即就欧战突起而致书孙中山 ,陈述

欧洲局势与讨袁之关系 ,分析革命党在二次

革命中的严重弊端 ,以及今后讨袁的战略等。

三是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后积极协助陈其美反

清讨袁 ,陈其美为国殉难后 ,孙中山深知陈、

蒋之间的关系 ,更需要具有“勇敢诚笃”�µω精

神的蒋介石那样的革命党人。

反清讨袁的革命军事活动 ,构成了辛亥

前后孙中山与蒋介石关系史的基本内容 ,而

陈其美则是孙、蒋关系形成的中间环节。蒋

介石作为陈其美的直属干部积极主动追随孙

中山的革命事业 ,并以其军事才能和党务能

力引起孙中山的注目和赏识。孙中山对蒋介

石寄予厚望 ,期望他成为第二个陈英士�µξ ,要

蒋“继英士之业”�µψ ,蒋俨然亦以陈英士的“化

身”自诩。之后 ,蒋又在讨伐陈炯明、反对北

洋军阀等斗争中出过力 ,为孙中山的革命事

业作过有益贡献 ,并得到锻炼 ,从而形成了辛

亥前后孙、蒋的特殊关系 ,造就了蒋介石在中

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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