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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流失: 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

肖如平

［摘 要］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双方

由彼此信任发展到互相猜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在抵抗的程度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并由分歧走向了决裂与对

抗。其关系之恶化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皆为重要原因。
［关键词］ 一二八事变 陈铭枢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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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是陈铭枢和十九路军由拥蒋到反

蒋的重要转折点。此前，陈铭枢属拥蒋派，其领导

的十九路军亦是蒋介石非嫡系的“嫡系”。然而，

在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产生了严重分

歧与矛盾，并逐步走向了决裂，最终导致了福建事

变。关于陈铭枢与十九路军由拥蒋到反蒋，发动

福建事变，学术界已取得显著成果。① 本文试图

利用蒋介石档案、蒋介石日记和《陈铭枢回忆录》
等资料，对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在一二八事变前

后关系的恶化作一简要分析。

一、为蒋走“天涯”

自 1927 年宁汉分裂到 1931 年宁粤对峙，陈

铭枢均力挺蒋介石，与蒋共进退。他所率领的第

十九路军成为蒋介石非嫡系的“嫡系”，在蒋排斥

异己、制衡西南、“围剿”红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6 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内部出

现了拥护党权、反对独裁之斗争。其时，支持蒋介

石的部队除黄埔嫡系外，主要有留守广东的李济

深部和桂系的李宗仁部。而武汉方面有唐生智、
邓演达、张发奎和陈铭枢等实力派。其中，唐、邓、
张三人服从武汉中央，而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

戍司令陈铭枢则倾向蒋介石。② 1927 年 2 月，在

蒋的拉拢下，陈铭枢决心脱离武汉，追随蒋介石。
3 月 7 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反对

蒋介石独裁。会议期间，陈铭枢乔装离汉赴赣，

“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③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时，陈铭枢追随蒋氏出任政治部副主任。是年

8 月，宁汉合流，蒋介石被逼下野，陈铭枢也随之

辞职出洋。
1929 年，蒋介石扣押李济深时，广东将领纷

纷主张用兵，唯独陈铭枢反对。为此，蒋介石任命

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同年，陈铭枢的第十一军

被编遣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师，由蒋光鼐、蔡廷

锴分任师长。1930 年中原大战时，陈铭枢命蒋、
蔡两师继续追随蒋介石，先平张桂联军，继克晋

军，再攻济南。同年 7 月，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

九路军，由蒋、蔡分任总指挥、军长。中原大战后，

十九路军又赴赣“剿共”。
1931 年 2 月，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

院长胡汉民。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率先南下广

州，策动两广联合汪精卫共同反蒋。其时，掌握广

东军政大权的陈铭枢与陈济棠成为双方争取的对

象。
为了争取陈铭枢反蒋，古应芬等人甚至愿意

推举他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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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所动。① 其一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表

示“拥护统一，反对内战”，一面主动离粤赴港。
陈铭枢再次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了蒋介石。

陈铭枢出走香港令蒋介石深为感动，其复电

陈铭枢说: “兄既到港，公私皆得转危为安，无任

慰感。”②并在日记中说:“忽接真如电称:‘不阅变

乱至此，故离粤来港’。真如既到港，则公私皆得

转危为安。表示粤中内部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

能附和叛逆也。”③

然而，蒋介石对陈济棠却无把握。正如陈公

博所说:“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是蒋先生拿

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

芹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④为了拉

拢陈济棠，蒋介石甚至提出将广东军政大权都交

付于他。4 月 29 日，蒋致电陈铭枢:“未知伯南能

有法挽救否，如其为权利计，或为中央不信任故，

兄可推其代主省政，而兄自来京就军政或实业一

部之职。先安其心，以挽救党国危局，以表示吾人

为革命而牺牲一切之正气。”⑤陈铭枢复电表示:

“枢决计远游，粤事请任伯南继任，以全公私。”⑥

为了支持蒋介石，陈铭枢远走日本，拱手将广东省

政让与陈济棠。
然而，陈铭枢的出走并未阻止宁粤对峙局面

的出现。6 月初，在蒋介石的电召下，陈铭枢由日

返国，被任命为“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⑦，重领

十九路军，成为蒋介石“围剿”红军、制衡西南的

重要力量。

二、心生嫌隙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主动停止军事行动，

谋求和平统一。9 月 20 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
陈铭枢等协商办法，并提出与粤方谈判的三项原

则: ( 1) 令粤方觉悟，迅集南京加入政府。( 2 ) 只

要粤方能负统一责任，到达南京，改组政府，则我

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断无异议。( 3 ) 如粤方

以为胡汪蒋合作，则我方亦当不顾一切，完全以国

难为重也。⑧

9 月 24 日，蒋介石派陈铭枢等人赴粤谈判，

谋求宁粤合作。然而，陈铭枢赴粤后未能实现蒋

介石之谈判目标，反而与粤方达成了逼蒋下野之

协议: 蒋介石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

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变更京沪卫戍警

卫组织，任命陈铭枢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

司令，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此事为和议重要关

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⑨

蒋介石对陈铭枢等人与粤方达成之协议极为

不满。10 月 1 日，蒋在日记中说: “下午接真如、
孑民等转粤逆之意，坚持后面主张，强迫余先通

电，是真等于儿戏。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

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行施压迫，对倭寇

则勾结迁就，诚无人心矣。”瑏瑠当晚，蒋复电陈铭枢

等，声称:“曾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之

外，而欲求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

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

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

无磋商余地之东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瑏瑡其

责备之意跃然纸上。
宁粤双方虽经广州、上海谈判，但蒋介石仍未

通电下野。为此，粤方拒绝入京合作。12 月 10
日，孙科则明确对陈铭枢等人重申，召开四届一中

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先下野。瑏瑢 11 日，陈铭枢致

电蒋介石，告以“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

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瑏瑣

陈铭枢之电令蒋介石异常愤怒。其在日记中

写道:“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
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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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

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

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 政者进也，贪者退也。
领袖 欲 进，而 干 部 欲 退，虽 有 大 力，无 以 推 动

也。”①其他蒋系大员也对陈铭枢甚为不满，李石

曾甚至对蒋表示，陈铭枢行为可疑。但蒋认为

“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

疑其伪奸，亦冤矣哉!”②此时，蒋介石虽然对陈铭

枢甚为不满，但对其忠诚尚未产生怀疑，仅认为陈

铭枢是“自作聪明”。毕竟，赞成蒋介石暂时引退

的还有何应钦等人。③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铭枢作为宁方代表

在孙科内阁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蒋介石

希望他可以牵制孙科内阁，为其复出做准备。对

此，陈铭枢说: “蒋要我来缓和双方的争议，且早

已说明是过渡时期的‘看守政府’性质。”④然而，

陈铭枢不仅未牵制孙科内阁，反而大力支持孙科。
1932 年 1 月 12 日，陈铭枢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

人，力图帮助孙科组织中政会特委会，“处理国难

期内一切政务”。⑤ 并主张在财政上停付公债本

息，在外交上实施对日绝交政策。⑥

陈铭枢的主张不仅有违蒋介石之本意，且对

蒋之地位产生了严重威胁。若特委会一旦成功运

作，内外政策必将发生变化，届时蒋介石也恐难以

左右政局。因此，蒋介石对陈铭枢之行为既感困

惑又感愤怒。他在日记中说: “李、冯、陈、李文范

等包围哲生，卖空买空，受故指使，必欲对日绝交，

停还内债，使中国破产灭亡。余为公为私，对国对

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

故决赴京一行。”⑦不得已，蒋介石只好联合汪精

卫共同复出。
重返南京的蒋介石对陈铭枢已不信任。1 月

22 日，陈铭枢前往中央军校拜见蒋介石，但遭其

冷遇。⑧ 蒋在日记中写道:“深夜静思。使政治无

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整个失败，而强余

辞职者，陈铭枢误之也。诚不料其愚庸、贪污、诈

伪竟至于此也。”⑨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已将其“整

个失败”归咎于陈铭枢，并用“诈伪”来形容陈铭

枢了。
1 月 24 日，蒋汪联手否决对日绝交方案，取

消特委会，迫使孙科辞职。作为孙科内阁重要成

员的陈铭枢，其地位异常尴尬，并对蒋汪搞垮孙科

内阁极为不满。他说: “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

府( 行政院) 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显然

没有前一个时期活跃，担子也轻了许多，不必再为

孙科政府去自找麻烦了。”瑏瑠 28 日，蒋介石主持召

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陈铭

枢却“借口战事紧急，愤而退席”。瑏瑡

在对蒋介石不满的同时，陈铭枢也开始怀疑

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欲对其不利。他说: “要不是

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

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被蒋介石杀掉。我之所以

能够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蒋介石

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瑏瑢陈铭枢的看法虽不

免夸张，但却说明双方的猜忌与不信任已是相当

严重。

三、走向决裂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一面

抵抗一面交涉”方针，主张在对日军进行适可而

止抵抗的同时，着重要利用列强调停与日直接交

涉。在蒋看来，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对手，十九

路军之所以能暂时挫败日军的进攻，是日军优势

尚未充分发挥。他说: “闻沪战事，倭寇攻击甚

烈，我方尚能支持，而世人不测，以为真正胜利。
其实，倭之海军陆战队在陆上与我陆军作战，其技

自穷，而非我军之战斗力胜过于倭。”瑏瑣2 月 12 日，

在徐州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 “对于沪事，取缓

和，勿使扩大，以保国家元气，以为他日复誓雪耻

之图。”瑏瑤次日，蒋氏再次对何应钦、陈铭枢说:“十

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

避免再战为好。”瑏瑥并令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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鼐、蔡廷锴说: “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

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

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①

然而，陈铭枢却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方针，主张积极增援十九路军抗战，

反对与日交涉。2 月 12 日，陈铭枢致电蒋光鼐、
蔡廷锴等人表示:“和议诚属徒然，民族生机只有

不计死亡，持久抵抗。望兄等坚决到底，不为任何

当局所动摇。”次日，他再次致电蒋光鼐、蔡廷锴

等人说:“近日颇有人发议，不忍本军牺牲，无以

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必须贯

彻全军牺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

命。”②20 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召集各要人商谈时

局，并强调“不可孤注一掷”，但遭陈铭枢、李济深

等反对。③

在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同时，陈铭枢多次

要求增援十九路军。2 月 12 日，陈铭枢请求蒋介

石“抽调部队，增厚兵力。”④20 日，陈铭枢再次电

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上海守军，但均遭拒绝。
2 月 20 日至 22 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庙

行镇击退日军万余人之进攻，但自身亦伤亡严重。
23 日，日本决定派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团增援，起

用前陆相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官。⑤

面对日军大举增援，陈铭枢派十九路军参谋

长邓世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增援。然蒋却

表示:“各部队俱未集中，何能增援? 希嘱蒋蔡诸

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

长期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

行决定。”⑥蒋不仅拒绝增援，反而催促十九路军

按照原定计划，速作撤退之准备。
24 日，陈铭枢、李济深面见蒋介石，请求调兵

增援，但蒋氏坚持称: “我方应仍照原定方针，一

面交涉一面抵抗，抵抗得有胜利，稍稍退后，即以

交涉途径进行，交涉不得胜利，乃再力与决战。是

交涉之时，即为我秘密准备抗战之时机也。不过，

在此时间不可不少示退让，以表示我确有和平之

诚意耳。”⑦陈、李当即表示反对，但蒋坚持己见。
陈铭枢说:“蒋介石简直就是在耍流氓。”⑧而蒋介

石却在日记中指责陈铭枢是“亡国而不恤，只图

一己之权利与虚荣。”⑨

25 日，蒋介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告以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援队

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瑏瑠可

见，蒋之意思很明确，即能增援的部队都已调完

了，近期内不会有其他部队增援。其实，蒋介石已

认为没有必要再增援上海守军，因为他不愿与日

军在上海进行决战，使中日冲突扩大。但他又不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命令十九路军撤退，只能通过

不增援的方式，迫使第十九路军知难而退，主动撤

兵。
面对日军增兵上海，而我方伤亡日多，又无增

援，蒋光鼐于 26 日下令主动弃守江湾。3 月 1
日，日军发动全线总攻，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伤亡惨

重，苦撑至当晚 11 时，不得不下令退守第二防线。
陈铭枢对蒋介石坐视不救、拒绝增援的做法非常

愤慨。他说“蒋介石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使我

同他的矛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决心与蒋

介石决裂”。瑏瑡

四、互相拆台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

的分歧与矛盾并未公开。然而，十九路军在撤退

至第二防线后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后援不继”和

“援师不及”，使得这种分歧与矛盾公布于众。而

十九路军的宣言，更是激起了各界对蒋介石支援

不力的指责。甚至连宋美龄都对蒋介石说: “上

海我军撤退，反动派造谣更甚，军民恐更将归怨于

夫子，夫子将成为怨府。”瑏瑢为此，蒋介石甚是郁

闷，对陈铭枢与十九路军更是恼怒不已。
3 月 4 日，蒋介石对陈铭枢表示，“十九路军

宣言中有‘因援军不继，以致撤退’，以致外界各

种谣言纷起”，但陈铭枢“充耳若不闻，毫不动容，

漠然而出”，以致蒋介石大怒。他说: “真如可谓

全无心肝之人也。此等谣言不仅毁余个人，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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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我国计。真如纵不爱余，何竟不爱国家哉? 昔

者陈叔宝视国破家亡若无事，故隋文帝诮为全无

心肝，今真如之为人，竟绝类叔宝，殊可痛也。”①

其在日记中说:“沪上反动之言，陈真如闻之不动

声色，可谓无血心之人也。”② 3 月 7 日，其在日记

中再次写道:“真如之愚庸则我所知，真如之奸鬼

［诡］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是我

所万万不及料者也。余诚妄人自以为是，所以至

于今日也。真如之被第三党诱引为首领为傀儡而

被愚奸，为人利用而不自知，可叹。”③

因蒋介石视陈铭枢为“陈炯明第二”，所以也

疑心十九路军被“反动派”运动。④ 3 月 15 日，蒋

介石对张道藩说:“自沪战以来，民众与第十九路

军皆受 反 动 派 恶 劣 宣 传 之 毒，以 余 为 误 国 之

人。”⑤为了防止陈铭枢利用十九路军反蒋，蒋介

石试图拉拢十九路军部分将领，以分化十九路军

与陈铭枢之间的关系。4 月 20 日，蒋介石接见蒋

光鼐，并要他转告陈铭枢，告诫其不要成为“陈炯

明第二”。⑥ 25 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接见蔡廷锴，

并嘱咐蔡“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⑦ 之后，蒋

介石又召见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副
师长张光中，并“循循教诲之”，“光中能善领受余

心”，“毛亦表示接受”。⑧ 蒋介石的分化，令陈铭

枢更加愤慨。对此，陈公博也认为: “蒋先生这个

手法不独使真如感受彷徨，整个十九路也起了恐

怖。”⑨

面对蒋介石的拆台，陈铭枢也不甘束手就擒，

他也开始“策动拆蒋介石的台”。瑏瑠 5 月中旬，汪精

卫因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遭到监察院的弹劾，因

而对蒋介石不满。陈铭枢即利用蒋汪矛盾，对汪

精卫表示: “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也绝不会相信

你，你还是回西南去，先同胡汉民合作吧。”瑏瑡此

外，陈铭枢还利用孙科、宋子文、张静江、李济深等

人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一起辞职。然而，陈铭枢

的活动尚未取得成效时，蒋介石已有所察觉。陈

说:“我所策划的反蒋计划，因过于幼稚和过早暴

露了意图，均被蒋介石所一一击破。”瑏瑢5 月 18 日，

蒋介石决心调十九路军入闽。瑏瑣 6 月 25 日，蒋介

石下令撤销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同意陈铭枢

辞去交通部长职，“去国放洋”。瑏瑤 至此，陈铭枢的

拆台活动以失败告终。然而，陈铭枢的反蒋之志

却更加坚定，其在出国前要蒋光鼐和蔡廷锴“专

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瑏瑥

五、小 结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

在一二八事变前后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急剧

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到相互猜忌，最后走向决

裂。究其原因，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

疑均是重要原因。陈铭枢虽长期支持蒋介石，但

并未将自己视为蒋之附庸，尤其是宁粤对峙后，陈

铭枢则以第三者之身份参与调停，活跃于宁粤之

间，为双方所拉拢与倚重。至 1932 年孙科内阁成

立时，陈铭枢已身兼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京
沪卫戍司令长官等军政要职。而蒋介石却仍视陈

铭枢为其附庸，期望他能牵制孙科内阁。角色定

位的差异使双方由信任走向猜忌。
常理而言，对日抵抗程度的差异并不足以导

致将帅失和。然而，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

尚未完全复出，对日军事和外交均负责无名，因而

其内心极为敏感。加之蒋介石性格多疑，相异的

政见往往被视为“反蒋”或有意阻碍其复出。而

陈铭枢由于担心蒋的报复，对蒋也多有疑虑。信

任的流失和蒋多疑的性格不仅阻碍了两者正常的

沟通，使双方对彼此的防范远胜于信任，而且进一

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裂痕，最终走向了决裂与对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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