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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蒋介石的
“

三上
” 、 “

三下
”

张 瑕

【内容提要】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派系复杂而又 长期陷于派系斗争的政党
。

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大陆

统 治的 22 年中
“
三 上

” “
三下

”
为国民竟 内部派系之争的历史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轨迹

.

蒋介石
“
三

上
. “
三下

” ,

一方面出于他个人搜取党政大权的需要
. 另一方面也有其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背景

。

研究

蒋介石
“
三上

. “
三下

”
的历史X 相

,

对认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兴衰史具有重要的盘义
.

蒋介石 自 1 9 2 7 年 4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
,

至 1 9 4 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
,

他在大陆统治

二十二年零五天
,

中经三次上台
,

三次
“
下野

” .

蒋

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

近年来
,

随着大陆

与台湾关系的改善
,

研究他的文章陆续刊登
,

研究

水平也不断提高
.

本文试就其
“

三上
” 、 “

三下
”

所

反映的问题与历史趋势作以探讨
。

(一 )

蒋介石第一次上台与
“

下野
” ,

同在 1 9 2 7 年
.

蒋介石的上台
,

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

确立其代

表大地主
、

大买办阶级的新军阀统治
,

是当时诸因

家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

第一
,

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

窃据军权是蒋上台

的重要原因
.

1 9 2 2 年 6 月 1 6 日
,

陈炯明广州叛

⑤ 《技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 ) ( 19 30 年 3 月 )
.

⑥⑦ (前委通告第一号 ) (一93 0 年 2 月 16 日 )
.

⑧参见旅向青 《论
.

二七
”
会议 》 、 《江西大学学报 》 1 9 8 2 年第 3 期

。

⑨总前委是 19 3 0 年 8
.

月 23 日
,

一
、

三军团于湖南浏阳水和镇 会师后成立
,

以前是红四军前委
,

本文根据这一时

间
.

分别称之为红四军前委和总前委
.

O 毛泽东 《 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 》 193 。年 11 月 “ 日
.

0 《毛泽东同志给中央信》 , 1 9 3。 年 10 月 “ 日夜于吉安城
.

0 ( 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 ) 1 9 3 0 年 10 月 7 日
.

0 技西南特委
“
二全

.

会议 《党 内政治斗争问题决议案 》 ,

19 3。 年 8 月 27 日
.

0 《技西 南特委 (工作综合 ) 报告》 19 3 0 年 9 月 28 日
。

0 0 成向青等著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巧86 年版
,

第 2 60 页
.

L宁都党史资料 《黄破甫反 》 第 2 页
。

L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军全会决议的决议 》 19 31 年 4 月
.

0 《伟大的道路 》 第 3 29 页
.

L中共苏区中央局 《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 1 9 3 1 年 12 月 5 日

盆作老简介】 武 国有
,

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

(斑任绪辑 李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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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围攻总统府
,

炮轰粤秀楼
。

17 日孙中山登上

永丰舰
,

在敌人包围之下
,

处境极为困难
.

18 日
,

孙中山给蒋介石发急电
: “

事紧急
.

盼速来
” 。

29

日
,

蒋从上 海到广 州
,

去永丰舰为孙中山当侍从
。

蒋此次应召
.

可谓
“

间关赴难
”

、 “

临危授命
” 。

孙

中山看到
“

陈逆之变
,

介石赴难来粤
,

入舰 日侍于

侧
” , ①对蒋寄以信任

。
1 9 2 3 年 2 月

,

孙中山回到广

州
.

成立大元帅府
,

任命蒋为大本营上校参谋长
,

委以重任
。

当着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
,

实行
“

三大政

策
”
时

,

蒋表示
: “

谁反对三大政策
” ,

谁就是
:

以

尊重总理以侮总理
” ,

是
“

总理之不肖徒
” , “

吾济

当鸣鼓而击之
”
: 这样

,

蒋更加受到孙中山的器

重
,

遂于 1 9 2 3 年 8 月派出以蒋为团长的
“

孙逸仙

博士代表团
”
赴苏访问

.

蒋访苏回国后
,

孙中山便

于 1 9 2 4 年 5 月 3 扫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
.

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
,

利用职权
,

结党营

私
,

排斥异己
,

由此
,

窃据了北阀军总司令要职
,

握有军权
,

这是他第一次上台的关键
。

后来形成黄

埔系
,

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派系
,

是蒋上台的

主要支柱
。

第二
,

江浙财团的支持
,

是蒋上台的极为重要

条件
.

所谓江浙财团
“
是以上海为主要基地

,

以江

浙籍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
” ⑧ .

实

际上
,

它是地主
、

官僚 买办
、

金融巨头
、

工商实业

家
、

青洪邦头子的混合体
.

主要代表人物有
:

虞洽

卿
、

张家班
、

张静江
、

钱新之
、

王正廷
、

陈其美等
。

蒋介石在发迹过程中同江浙财团结下了不 解之

缘
。

蒋是浙江奉化人
,

他同江浙财团中的许多头面

人物
“
一直保持着重要的私人关系

” 。

江浙财团经

济实力之强
,

社会力量之大
,

在当时中国各大财团

中独居鳌头
.

正因如此
,

江浙财团就成为蒋介石上

台的重要财政支柱
。

第三
,

上海的流氓势力
,

是蒋上台的得力帮

凶
.

上海流氓势力主要是指在二十年代初上海法

租界滋生出的黄金荣
、

张啸林
、

杜月笙为首的流 氓

集团
。

他们依恃殖民当局为靠山
,

纠集地痞无赖
,

分业为城
,

划地称王
,

从事各种黑社会勾当
,

而趋

涣散
、

堕落的帮会也逐渐与之合流
,

遂形成拥有万

千群众
,

几乎无处不能
、

无所不能的封建流氓集

团
。

“ 四
·

一二
”

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得逞
,

不仅为

蒋上台实行独裁统治扫清道路
,

也使得 上海流氓

势力更加卖身投 靠蒋介石
,

这就完成了中国会党

史 上一大转折
。

在此之后
,

上海流氓集团靠反共起

家
,

黄
、

张
、

杜一变为
“

党国新贵
” 、 “

地方政要
” ,

成为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
1 9 2 7 年 8 月 14 日

,

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报纸

赫然刊出蒋介石
“

下野
”

的消息
.

这位权倾沪宁
,

煊赫一时的
“

总司令
” ,

上台仅三个月零二十五天
,

就
“

卸甲
”

下野 不是偶然的
.

蒋介石下野是在处境孤立
,

外攻内逼形势下
,

玩弄的以退待攻的政治睹博
.

蒋上台伊始成众矢

之的
。

首先是遇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反抗以及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
.

其次是国民党各派系的

争权夺位
,

一时闹得蒋坐卧不宁
,

慌惶不可终 日
.

国 民党这时有三个党中央
:

即武汉汪精卫集团的

中央
,

南京蒋介石集团的中央
,

上
.

海西山会议派的

中央
。

他们为争夺国民党的
“

正统
”
地位

,

存在尖

锐的矛盾
、

激烈的对抗
.

特别是
“

七
·

一五
”
汪精

卫分共后
,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愈烈
,

因为
,

论

资力
,

蒋比不过元老派胡汉民
、

林森
、

谭延岂等人
;

论军力
,

蒋比不过 冯玉祥
、

阎锡山
、

李宗仁和白崇

禧
、

李济深等人
,

何况奉系军阀也在拭 目以待
。

武

汉分共后
,

汉方一些 实力人物亦 自恃分共有功
,

不

买蒋的帐
,

扬言蒋不下台
, “

宁汉合作
”

无望
.

蒋

亦看到 宁汉相争
,

冯玉祥一直处于超然地位
,

如不
“

激流勇退
” ,

大权可能旁落
。

蒋 自知羽毛未丰
,

如
“

下野
” ,

即能避开攻击锋芒
,

又可观战局外
,

待机

而动
,

坐收渔利
。

于是 8 月 13 日在上海发表 《辞

职宣言》
,

宜布下野
。

(二 )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是 1 9 2 8 年 l 月 9 日
,

第二

次
“

下野
”
是 1 9 3 1年 1 2 月 1 5 日

.

蒋第一次下野是被迫的
,

是施展
“

以退为进
”

之策
,

伺机再起
.

为达 目的
,

蒋下野后四下活动
,

为其重新上台创造条件
。

第一
,

遥控政局
.

蒋虽孑然下野
,

但仍能在政

治
、

军事
、

财政上控制政局
.

蒋 下野后
,

蒋系以

张静江
,

昊稚 晖
、

李石 曾等一批文人和国民党要人

声言与蒋
“

同进退
、

共沉浮
” ,

为其复职周旋
.

宋

子 文
、

黄郭等在各帝 国主义间
、

国 内各派系间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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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找靠山
;

蒋的上海一帮
“

小兄弟
”

还专充当坐

探与打手
;
南京的班底仍是蒋家人马

。

陈果夫仍把

持中央党部
.
上海买办

,

银行家一直支持蒋介石
,

蒋就通过 他们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

蒋虽身

居雪窦寺
,

但他的魔影一时也没离开 中国的政治

舞台
。

由于蒋的摇控
,

党争激化
,

政局动乱
,

李
、

白的桂系
,

不但大权未握
,

连大局也难稳住
。

第二
,

纵横摔闻
.

桂系势力的日益膨胀
,

引起

了其他派系的不满和攻汗
.

南京城里
,

尔虞我诈
,

乱成一团
,

这时局外观阵
,

欲东山再起的蒋介石
,

利用各派系矛盾
,

认为复职的最大障碍是
“

特委

会
” ,

蒋的权宜 之策便是联汪反对
“

特委全
” .

于是

12 月 1 3 日在 国民党的会议上
,

蒋支持汪反对
“

特

委会
” ,

汪推蒋复职
。

这时北方的冯玉祥和 阎锡山

要对奉张作战
.

也主张蒋复职
.

何应钦要蒋出来
“

主张军事
” .

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复职的议题
,

决定蒋筹备二届四 中全会
,

南京的
“

特委会
”
当即

解体
,

胡汉民
、

孙科等被迫
“

出洋
” .

12 月 11 日
,

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
,

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

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
,

蒋鉴于复职 目的已达到
,

亦参与勃汪
.

汪也被迫
“

出洋
” .

蒋利用派系矛盾
,

用纵横裨阖手段
,

于 1 9 2 8 年 l 月 9 日正式通电就

任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
职

.

接着又担任了军委会

主席
,

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要职握有党政军实权
.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
.

第三
,

访问 日本
.

正当桂系势力膨胀
,

各派系

互相厮杀
,

争吵不休之际
,

蒋介石遂于 1 9 2 7 年 9

月 2 8 日
,

偕张群
、

陈群等人
,

东渡旦本访问
.

这

次东渡有两个 目的
:

一是争取 日本政府的支持
.

30

日抵长崎
,

10 月 13 日达东京
.

日本报界都以醒 目

标题登载蒋达 日本的消息
.

蒋在日本东京发表了 《告 日本国民书 )
,

呼吁
“

中日亲善
” .

接着
, “
他在东京有似强行军一般的

访问活动
” . 。 蒋先后会见 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

陆相向川义则
、

参谋总长金井范三
、

参诺次长南次

郎等
.

同 田中会谈时
,

田中表示
, “

对你的事业不

惜充分之援助 。

蒋介石在 日本历经四十四天的访间后
,

于 11

月 1 0 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回到上海
,

加快了复职

的步伐
。

第四
,

蒋宋联姻
.

蒋介石访问 日本第二个目

的
,

是拜见宋母
,

求得与宋美龄结婚
.

为此蒋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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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 日偕宋子文到神户有马温泉
“

特地晋见在

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
,

请其允许婚事
.

吩终以蒋

介 石加入基督教
,

并与元配妻子毛福梅
、

侧室姚怡

琴
、

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
,

宋美龄与刘纪文断绝友

谊之爱为泽件
,

蒋宋婚姻成交
.

遂于 12 月 1 日蒋

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

宋氏家族是受美国教育起家的
。

宋美龄其父

宋迢如
,

早年在美国一所大学读神学
,

回国后在上

海一个教会里当牧师
.

后来做进 口机器的代理商
,

积累了巨财
,

成为中国上海的第一代买办
.

他的长

子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
,

是中国金融界

的名流
,

小女宋美龄十一岁去美国留学
.

毕业于美

国威斯里大学
,

所谓最美国化的中国女人
。

孔祥熙

是宋家快婿
,

中国的百万富翁
。

宋家与美 国有不解

之缘
,

通过宋家蒋可以和美国建立紧密联系
。

宋家

在江浙财团中又有巨大影响
,

靠宋家蒋还可得到

雄厚的财力支援
。

又因孙中山与宋家有姻缘关系
,

所以在蒋看来
,

同宋美龄结合
,

他可身价大增
.

正

因如此
,

蒋介石就置
“

离婚再娶
,

弃妾新婚
”

大忌

于不顾
, `

而欣然入鳌于宋家
.

蒋宋联姻
,

不仅是蒋复职的重要因素
,

对蒋以

后的政治 生涯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
,

正如后来一家

报纸在报导蒋
、

宋结婚的消息时题 目为 《中美合

作》
,

意为蒋中正与宋美龄的结合
,

又是中国与美

国的联姻
。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
,

还不到 四年
,

他的独裁

统治便危机四伏
,

使他不得不宣布第二次下野
.

第一
,

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不断发展
,

是他

第二次下野的重要原因
。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
,

当务

之急是巩固最高统治地位
,

为此
,

.

极力抓党军两

权
。

在军事上剥夺地方实力派的兵权
,

在政治上排

斥异已
,

于是导致了各派矛盾的总爆发
,

反蒋运动

由政治倒蒋推向军事倒蒋
.

但从 1 9 2 9 年 l 月至

1 9 3。 年 10 月
,

蒋接连战胜对手
,

在他看来
,

环顾

中华
,

主宰九洲者
, “

舍我其谁也 l
”

主张召开国民

会议
,

重制新约法
,

妄图足登总统宝座
,

政治野心

恶性膨胀
。

蒋的主张
,

立即遭到国民党元老
,

中常

委主席
,

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
.

于是蒋

胡矛盾突出
。

在蒋看来
,

胡汉民不锄
,

蒋当总统难成
.

于是
,

蒋于 1 9 3 1年 2 月 28 日晚
,

以宴请议事为名
,

骗胡

至总司令部
,

将胡扣押
,

软禁于南京 l易山
.

胡案发



生
,

在国民党内部 引起轩然大波
,

舆论 界纷纷要求

恢复胡汉 民自由
’

,

反蒋各派也乘机举起反独裁
、

要

民主的大旗
.

粤派要 人孙科
、

古应芬
、

王宠惠
、

刘

纪文等纷纷离南京去广州
.

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

动指责蒋介石
。

4 月 30 日
,

邓泽如
、

林森
、

肖佛

成
、

古应芬四监委发出
“

弹劫蒋中正
”

电
,

令蒋立

即
“

下野
” ,

并表示
“

不达 目的
,

誓不罢休
” ,

5 月

2 7 日
,

汪精卫
、

孙科
、

邹鲁等反蒋派于广州成立

“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

” ,

并决定成立

国 民政府
,

任命汪精卫 为国民政府主席
,

与南京的

国 民政府相对峙
,

从而形成斗争激烈的宁粤对立
.

2 8 日非常会议发表 《国民政府宜言 》
,

声言蒋
“

借

训政之名
,

行个人独裁之实
” , “

须在四十八小时之

内下野
” 。

广州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两个集团军
,

陈

济棠
、

李宗仁分任总司令
,

并在燕塘举行了阅兵

式
,

宁粤双方剑拔弩张
.

各省地方军阀
,

也处于对

战状态
,

伺机反蒋
.

蒋面对如此处境
,

不下野别无

他路 了
。

第二
, “

九一八
”

事变的炮声和蒋的不抵抗政

策
,

激起了全国人 民要求停止 内战
,

一致抗 日的怒

潮
,

动摇了蒋的统治地位
。

1 9 31 年 9 月
,

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了
“

九

一八
”

事变
,

向我 国东北大举进攻
,

而蒋为了
“

剿

共
”

及对付粤方反蒋势力对 日本的侵略采取屈辱

退让的不抵抗政策
,

使东北三省被 日军占领
,

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

为挽救民族危亡
.

1 9 3 2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表 《对 日宣 战通

电 》 ,

主张
“
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出

中国
。 ”

在东北
,

广大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
,

开

展游击战争
,

抗击 日军侵略
.

在 国民党统治区的南

京
、

上海等地
,

工人罢工
、

学生罢课
,

要求停止内

战
,

一致对外
.

南京中央大学
、

金陵大学
,

以及各

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
,

游行示威
,

通 电全国
,

要

求蒋出兵抗 日
。

学生 们在国民政府大门前悬挂一

口大钟
,

不时 敲打
,

以示警钟长鸣
,

要蒋抗 日
。

在学 生强烈要求抗 日的同时
,

一些 民族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
,

如杨杏佛
、

史量才等也批评蒋的不

抵抗政策
,

要求一致对外
,

收复失地
。

东北军将领

马 占山 1 9 31 年 10 月违抗不抵抗命令奋起抗 日
,

12 月 1 4 日被蒋派往江 西进 攻红军 的国民党第二

十六军在赵博 生
、

董振堂的领导下
,

全军举行宁都

起义参加红军
。

在各方反蒋势力的压力下
,

南京国 民党中常

委于 1 9 31 年 12 月 15 日批准了蒋辞去国民政府

主席
、

行政院长及总司令职务
,

蒋第二次下野
.

随

后国民党宁
、

粤
、

沪三方举行四届一中全会
,

南京

国民政府改组 为合议制
,

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

孙

科任行政院长
。

(三 )

蒋介石的下野 只是玩弄的缓兵计
,

正如他自

己称下野是
“

负责任而进
,

负责任而退
”
之举

.

下

野前就为重新上台作了准备
,

所 以第二次下野 四

十四天后 第三次上台
。

第一
,

国民党四分五裂
.

国 民政府改组
,

孙科

执政
.

并非众望所归
,

而是蒋
、

汪
、

胡之间斗争的

产物
.

蒋下野后
,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

止息
,

在广州成立了
“

西南政务委员会
”

和
“

国民

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
”

与南京相对立
.

陈济棠在

策动
“

西南五省大团结
” ,

企图扩张地盘
.

何成浚

又发起
“

九省联防
”

与陈对抗 , 张学良也纠合冯
、

阎在策划
“

北方六省大联合
” 。

国民党内部矛盾重

重
,

四分五裂
.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
,

惯用纵横裨阖

之计
。

他虽然下野
,

但仍是中政会常委
,

并于下野

前夕改组 了四个省政府
,

安插亲信
。

任命顾祝同为

江苏省主席
,

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
,

熊式辉为江西

省主席
,

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
。

这一人事任免使蒋

得以控制江浙和首都南京
,

保证了下野 后仍在这

些地区的军政 实力
.

第二
,

孙科执政面临两大问题
: “

对 日外交
”

和
“

财政危机
” 。

对 日外交
,

全国瞩 目
.

虽然 日军侵略

气焰嚣张
,

但是人民的抗 日运动不断高涨
.

孙科深

知
,

蒋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

不抵抗政策
”

受到

各界的反对
,

因而为取得人民的支持
.

主张
“

对 日

绝交
、

积极抵抗
” ,

但
“

无绝交的办法
、

抵抗的措

施
,

实际 行动仍然是交涉
,

不抵抗
. ” 0 于是

,

欲战

不能
,

不 战不和
,

进退两难
,

结果不仅没有收复失

地
.

而且 日寇却加紧进攻 上海
。

最棘手的间题是财

政危机
。

蒋下野后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

部 内职员被遣散
,

重要档案被带走
,

使财政部无法

运转
。

新上任的财政部长黄新梁尽管千方 百计搜

刮民财
,

但每月的收入也只能有 60 。 万元
,

而每月

军费开支就需 1 8 。 。 万元
,

行政费每月 4 00 万元
,

一 6 3 一



每月赤字达 1 6 0 0 万元之 巨
。

上海金融界又在蒋的

授意下拒绝贷款
。

再加上各地的政 客
、

军 阀
、

党棍

一齐伸手 要官
、

要钱
,

弄得孙科政府一筹莫展
。

在孙科政府无力支撑局面 的情况下
,

国 民党

中政会被迫于 1 9 3 2 年 1月 2 日举行紧急会议
,

决

定邀请蒋重返南京
,

共商大计
.

1 月 24 日孙科辞

职
.

1 月 28 日
,

蒋回到 南京 主持临时 中政会
,

决

定汪精卫任行政 院长
,

指定蒋为军委会委员长兼

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

统管全 国军事
.

3 月 18 日
,

蒋

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
,

这是他第三次上台
.

当上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十七年后
,

于 19 4 9

年 l 月 21 日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
“

引退
” .

这是蒋

统治大陆 二十二年的第三次下野
。

至 于蒋为何
“

引

退 ? 他 在下野 宣言中说
: “

目前军事
、

政治
、

财政
、

外交 皆濒 于绝 境
,

人民所受痛苦已达顶点
。

我有意

息兵言和
.

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
” 。

这便是蒋此

次下野的原因所至
。

第一
,

军事上全线溃败
。

到 1 9 4 8 年底
,

人民

解放军在 毛泽东的领导下
,

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全面进攻
,

重点进攻
.

全面防御和分区防

御
,

还进行了战略决战
.

共歼敌 4 18 万余人
;
东北

,

华北全境解放
,

华中
、

华东的 长江 以北地区均 为解

放军占领
。

国 民党反动派的主要支柱— 国民党

军队的主力
,

占其第一线兵力的百分之 九十被歼
。

人 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已成定局
,

蒋家王朝已处风

雨飘摇中
。

第二
,

政治上完全孤立
。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
,

各 人民团体均严 正声 明不承认蒋介石的伪

国大
、

伪宪法
,

使蒋在政治上完全孤立
。

同时
.

蒋

为支付巨额军政费用无止境地 印制钞票
.

使 全国

通货膨胀
,

民族工商业倒闭
,

工 人失业
.

农 民破产
,

国民党 在经济上 已面临崩溃
。

国统 区人民的爱国

民主运动 口益高涨
;
中国共 产党于 1 9 4 8 年 5 月发

出的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
,

立 即得到 民盟
、

吃节和其他民主党派
、

无党派人士的欢迎
.

表 示愿

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

奋斗
。

至此
,

蒋已成为孤家寡人
。

第三
,

外交上处于绝境
.

早在 1 9 4 8 年 10 月
,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务卿 马歇尔建议
·

劝告蒋委员长退休
” ,

企图另换工具
。

11 月 16 日

孙科接任行政院长
,

司徒雷 登向孙表示 美国态度

“

欲实现国共和谈
.

非蒋去职不可
” 。

美 国主子变

一 6 4 一

脸
,

蒋焦急不安
,

遂于 11 月 28 日派夫人 宋美龄访

美求援
,

结果一无所获
,

表 明美国决心换马
.

1 9 4 9

年 l 月 8 日
,

蒋还授意外交部长吴铁成照 会苏
、

美
、

英
、

法四国驻华大使
,

恳请四国政府协助完成

国共
“

和谈
” ,

均遭拒绝
。

至此
,

在外交方面
,

蒋

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

处于绝境
.

第四
,

桂系发起通蒋下野攻势
。

1 9 4 8 年 12 月

24 日
,

拥兵 50 万的
“

华中剿总司令
”

白崇禧发出
“

亥敬
”

电
,

要
“

蒋下野
” , 1 2月 30 日

,

白又发出
“

亥全
”

电
,

重申前电主张
。

在淮海战役吃紧
,

杜

幸 明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待歼之际
,

蒋急调宋希

镰部来徐 州增援
.

但遭到白崇禧的阻拦
.

程潜
、

张

轮
、

李宗仁明确提 出要蒋
“

下野
” ,

以换危局
。

桂

系在美国支持下发起逼蒋下野的攻势下
,

蒋不得

不于 1 9 4 9 年 1 月 l 日发表新年 文告
,

表示在继续

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条件下愿意与共产党恢复

和谈
,

并表示和平
“

果能实现
,

则个人的进退 出处
,

绝不萦怀
,

而一惟国 民的公意是从
” .

示意可退
.

第五
.

和平阴谋的破产
.

在蒋家王朝面临筱灭

而 又玩弄
“

和平
”

阴谋的形势下
,

毛泽东于 1 9 4 9

年 l 月 10 日发表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

向

中外宜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
,

并引用了古代

希腊农夫救蛇的寓言提醒中国共产党
,

中国人民

和真正的民主党派牢记农夫的教训
,

不要怜惜蛇

一样的恶人
,

将革命进行到底
.

14 日
,

毛泽东又

发表 》 关于时局的声明 》
,

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

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
.

毛泽东的声明
,

给蒋的
“

和平
”

阴谋以致命打击
.

至此
,

蒋面对战

不 胜
、 “

谈
”

不可
、

骗不逞的败势
,

无奈于 l 月 21

日发表
“

引退
”

文告
,

宣布下野
,

由副总统李宗仁

代理职务
。

蒋介石第三次下台
.

综上所论
,

蒋 介石三次上台与三次下野的历

史
,

可得如下几点看法
:

一
、

蒋之所以上台又下野
,

是当时中国社 会各

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

并相互制约
、

相互影响
、

相

互作用的结 果
。

一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

矛盾
。

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害
,

即都反对 中国革

命
。

从这 点出发
,

他们有时称兄道弟握手言欢
,

杯

酒释兵
,

合伙反共
.
然而

,

他们又有不同的利害
,

即 都想称王中国为己任
,

国无二主
,

是中国几千年

封建帝制的格言
。

从这点出发
,

他们 又争权滚利
,

甚 至刀兵相见
.

战争不 己
。

二是帝 国主义之间争相



侵略中国的矛盾
.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寻找代理 人

充当工具已是惯技
,

国 民党反动政权建立 以后
,

他

们又物色新军阀充当代理人
.

为此
,

蒋每次上台或

下台
,

都离不开帝国主义的魔影
.

三是人民大众与

国民党反动 派的矛盾
。

国 民党对内反共反人 民
,

对

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
,

给中国人 民造成了

无穷的灾难
,

各阶层人 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
.

为

了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

一部分国 民党的在野

派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
,

攻击在朝派企图取而代

之
.

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

是造成蒋不可能始终

在台上的重要原因
.

二
、

蒋在国民党各派系斗争中屡战不败
,

长期

在台上
.
反蒋派屡战不胜

,

既便是上台也是短命

的
。

由于蒋先后受过封建主义的教育
,

日本军国主

义 的栽培
,

上海流氓买办黑社会的陶冶
,

资产阶级

民主的熏染
,

又有投机革命的政治生涯
,

他又对从

孔夫子到耶苏
,

从 日本天皇到希特勒
,

从孙中山到

荃 马尔
,

从华盛顿到曾国落
,

从封建行帮到资产阶

级政党
,

以及共产党他都揣摩过
,

复杂的思想和经

历
,

使他具有多变的脸谱和善用权术的惯技
,

成为

帝
、

封
、

官理想的代理人
.

而反蒋派
,

在政怡上没

正确的主张
,

在经济
、

军事实力上又不能与蒋相对

抗
。

他们用资产阶级改良主张当作反蒋武器
,

事实

证明必败无疑
.

他们的反蒋斗争是无源之水
,

无本

之木
,

只能靠投机
,

昙花一现
。

国民党内部发起的

反蒋斗争
,

既不能取胜
,

也没有什么进步愈义
。

三
、

反共反人民的人
,

没有好下场
,

这是历史

的结论
.

蒋虽然在第一次革命前期和抗 日战争时

期有过一些联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
,

但观其一

生
,

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

第一次下野前发

动反革命政变
,

破坏国共合作
,

下野后 又和国民党

各派
、

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
“
一致反共

” .

第二次

下野前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反动
“
围剿

”
上台后

又进行第四次
、

第五次
“

围荆
, ,

使红军被迫长征
,

第三次下野前又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反共内

战
,

到 台湾后仍坚持
“

消灭共产国际
” ,

与共产党
、

与人 民顽抗到底
.

蒋终于在 1 9 7 5 年 4 月 5 日客逝

于 台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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