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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同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研究员
何仲山等研究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蒋介石上演一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闹剧，顺江东下，还都南京；第二部分国民党一统天
下乃一枕黄粱；第三部分蒋介石狼狈退踞海岛以苟安。
本书所收资料多属首次披露，包括文献档案、未刊稿本、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文集、资料
汇编（包括台湾编辑出版的资料）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外文资料，以及解放后出版的国共关系史料专
刊或期刊。
这些资料或全文收入、或选录节录其中部分内容，以纪实手法、大历史角度数易其稿历经数载完成，
集资料性、权威性、可读性于一体，是大众读者了解蒋介石以及这段曲折历史的最佳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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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同新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留校任教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
、中华民国史、中国政党、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蒋汪
合作的国民政府》、《陪都风雨——重庆时期的国民政府》、《辛亥革命史纲》、《中国国民党史纲
》、合著《民国史二十讲》，等等。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何仲山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一国两制”与
海峡两岸关系》（主编），《台湾问题读本》（副主编），《民进党当局执政四年大陆政策面面观》
（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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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都大典　　1946年5月5日，南京城内一派节日气氛：全城大街小巷飘扬着中华民国“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到处悬挂着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横幅标语。
这天是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大典的日子。
　　国民政府是在1937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兵分三路进攻南京的情况下迁都重庆的。
17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
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高度赞扬了各地将士的抗敌精神，揭露了日军进逼南京的阴谋，坚决地表
示，“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战斗”，“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战斗起见
，本日移驻重庆。
”《中央日报》，1937年10月20日。
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船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始办公；7日，国民党中央
党部也迁抵重庆。
从这时起，重庆就成了国民政府的陪都。
　　1937年12月6日，正当汪精卫在汉口准备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时，蒋介石在南京由宋美
龄、端纳陪同，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
会上，蒋介石十分激动，他对记者们说：“南京危机！
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
”他挥臂高呼，声色俱厉：　　“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
进犯南京的日军拼命！
”②参见解力夫：《抗日战争实录》（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402－403页。
　　在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以后，蒋介石冷冷地反问：“你们是英美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日本好多事
情不说句公道话？
日本飞机在芜湖轰炸德和、大通两艘英轮，连同难民一起击沉，你们为什么不对日本攻击？
！
”说着，他霍地立起：“日本炮兵又在芜湖轰击英舰飘虫号，你们为什么不向日军还击？
！
”他把脚一跺：“倒是苏联在帮助我们！
”②　　蒋介石从记者招待会来到唐生智司令部。
他慷慨激昂：“这个仗我是要打下去的。
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奋起抗战！
一直把日本驱逐（出）国境！
所以，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十多万队伍交给他指挥。
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
”　　说完，蒋介石要唐生智陪他到中山总理陵墓告别。
　　第二天（12月7日）凌晨5点多钟，蒋介石乘敌机尚未出动的间隙，在一个小分队飞机的保护下，
乘美龄号专机，迎着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向武汉飞去⋯⋯　　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从范蠡建筑越
城算起，已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
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加上南唐、明朝、太平天国，连同中华民国，共有十个朝代建都于此
。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南京空有“首都”虚名。
　　八年半过去了。
饱经忧患的南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无恶不作的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血洗南京的暴行，永远不会忘
记被日军残害的三十多万骨肉同胞！
永远不会忘记兽性践踏人性的耻辱！
也永远不会忘记在南京保卫战中同日寇血战一周、伤亡数万的国民党爱国官兵。
现在，危难时刻被迫撤离这里的政府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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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心里被酸、甜、苦、辣、咸胀得满满的。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发生过一场首都应设在北平还是南京之争。
蒋介石念及“国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坚持仍然以南京为首都。
当然，从内心来说，他也是不愿意离开其江浙基地的。
　　蒋介石早就盼着衣锦还都的这一天了。
自从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进一步确定坚持一党专政和反共政策以来，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
本就开始急剧膨胀。
日本投降后，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资产账上有9亿美元的外汇和600万两黄金的蒋介石集团，又大发
胜利财，加紧“接收”敌伪物资据国民党青年远征第208师政治部编印：《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辑
录》34页所载，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近6100亿元。
（人们称之为“去劫收”和“去劫搜”），敲诈勒索民众财产，经济实力日益雄厚；军事上，除了
有430万人的军队以外，又接收了128.32万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99
－200页。
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还有美国在贷款、物资及海、空等军事方面的大量援助；在国际上，有美国和
苏联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
蒋介石踌躇满志，决心抓紧行动，早日还都南京，把统治中心移到华中和华北一带，以便做好发动全
面内战、武力统一全国的准备。
　　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的军委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曾经布置过一桩鲜为人知、
亦小快人心的“公案”：秘炸汪坟，焚尸弃灰。
　　1946年1月15日夜，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会议厅里，何应钦亲自主持了一个只有南京市长马超俊
、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和陆军七十四军军长邱维
达几个人参加的秘密会议。
　　何应钦首先要求与会者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露”。
他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即明孝陵南面植有梅树
林的小土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儿。
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
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
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
”说完，何应钦即先行退席。
萧毅肃补充说：“总司令已经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之内
处置好。
”　　21日，在马崇六、马超俊、邱维达等监督下，五十一师工兵营长李东阳等用150公斤“TNT”（
烈性炸药），先后炸开汪坟外层钢筋混凝土和盛棺材的内窖。
　　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下边，汪精卫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
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因用过防腐剂，一年又七十天的尸体尚未腐烂；马褂口袋
内有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上面是陈璧君的毛笔工书“魂兮归来”四个字（61岁的汪精卫病死于日
本时为1944年11月10日16时20分）。
除此以外，别无遗物。
坟地连夜就平整好了，一点也看不出原来的痕迹；在清凉山火葬场，“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同尸体
全部焚化，并没有留存什么”参见邱维达：《蒋介石秘密炸汪坟》，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史资料
选辑》第18辑，第109页。
。
　　一度满腔热忱的革命者，颇有文采的诗人，窝窝囊囊地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斗了几十年、亦曾替蒋
介石挨过骂的政客、汉奸头子汪精卫，最后就这样的成全了蒋介石“汉贼不两立”的美名。
　　半个月后，春光明媚，汪坟旧址已立起一座可供游人休息的小亭。
亭子南北各辟一条旁边植有各种花木的小径，周围环境修整一新，景物全非。
与中山陵的秀丽景色遥相映衬，颇为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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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春，蒋介石觉得以内战为主的各种准备已基本就绪，就积极准备还都南京。
　　4月23日，国民党决定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作为国民政府离开重庆后四川的最高
统治机构，特派何应钦为重庆行营主任，在何到任之前，由张群代理。
　　24日，重庆举行陪都各界欢送还都大会，蒋介石接受大会敬礼并签名纪念册。
第二天，蒋介石偕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飞成都巡视，并派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朱绍良任中央党政军
机关留渝联合办事处主任，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构陆续迁回南京期间一应善后事宜。
　　27日，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别四川同胞》的讲演，深情地向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四川道别
。
　　28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
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决定5月5日还都南京。
国民政府选定5月5日举行还都大典，因为这天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广州革命政府25
周年纪念日，而且又是“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10周年的日子。
　　蒋介石偕夫人于4月30日乘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
同日，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将军及夫人也乘专机离渝，当天抵达南京。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赶到南京，还都大典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绪。
　　蒋介石夫妇经西安、汉口稍作停留，于5月3日上午抵达南京时，“自飞机场至市内，市民夹道，
肩摩踵接”。
　　5月5日上午8时，国民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和各界代表五千余人陆续到达中山陵指定地点，八十余
名中外记者获准前往采访。
　　8时45分，蒋介石夫妇乘汽车抵达中山陵，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下了车。
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新陆军制服，胸前佩戴五枚勋章，满面春风。
尽管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在西南大后方重庆度过的，但他毕竟是全国公认的中国海陆空军大元
帅和世界公认的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虽然他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共产党人老存
戒心并制造过一些摩擦，但他毕竟坚持领导抗日了，特别是他始终没有像他那蹩脚的“搭档”汪精卫
那样去投降日本侵略者而充当汉奸卖国贼。
这些，都为还都大典上的他增添了不少光彩。
　　对于蒋介石来说，日本投降只是完成了“攘外”的任务，但“安内”的问题并未解决，这成了他
长期以来的一大心病。
九一八事变以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是在西安
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他才被迫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他原以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会大大削弱甚至被日本人消灭，也好去掉他心中的这个隐患
，但没想到共产党在8年抗战中军事力量却有了极大的发展。
日本投降时，共产党正规军居然发展到120万人，另有民兵220万，还建了占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
真不可思议！
另外，蒋介石也没有想到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垮得这么快，抗战的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以至
于他来不及将置于大后方的军队调往东北、华北去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蒋介石急了，在他的美国朋友的授意和帮助下，一面施放“和谈”烟幕，以迷惑共产党和人民群
众，欺骗国内外舆论；另一面抓紧调兵遣将，抢占地盘。
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头脑十分清醒，对蒋介石来了个以谈对谈，以打对打。
就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军就帮蒋介石把50万人的部队运到了内战前线。
　　蒋介石认为彻底解决“安内”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然撕毁政协
决议，坚持一党独裁。
　　举行还都大典的这一天，蒋介石一身戎装，似乎是在向人们表明：我蒋某人随时准备征战，决心
用武力统一中国。
　　蒋介石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挽着夫人，拾级而上；文武官员分列左右，恭恭敬敬地站在石阶上欢
迎。
　　9时整，蒋介石夫妇到达陵寝顶层，庆祝国民政府还都暨广州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典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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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在鸣放101响礼炮声中就位。
唱国歌、献花过后，由张道藩恭读谒陵文告；继而由蒋介石领着全体到会人员向孙中山遗像和抗战阵
亡国军盟军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接下来，蒋介石率中央常委、国府委员、各院部会负责人、
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代表，绕行孙中山陵寝一周；最后，由蒋介石致训词。
　　蒋介石说：“今日中正与我们同胞，仍能在首都相见，聚首一堂，这是何等欣慰，实在是我们中
华民族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　　针对共产党的力量在东北发展的情况，蒋介石接着说：今日之迁都，“只能表示对日抗战的结
束，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率领全体军民同胞，牺牲奋斗，得到的一个胜利。
”但是，蒋介石的话锋一转，“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
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地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
”　　鉴于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军队将领中腐败情况严重，蒋介石在训词中敦促人民实行“礼义廉耻
”，向预期的前途迈进。
他说：“我今日对我们同胞特别提出几个要求来使人们今后共同一致努力建国的方针，就是：一要戒
浪费，二要尚节约，三要明礼义，四要知廉耻，五要负责任，六要守纪律。
”“礼义廉耻，我和你们一样要奉行！
”　　最后，蒋介石表示，决心“追随全体同胞拥护国民政府，来建立三民主义统一独立平等自由富
强康乐的新中国”。
当天晚上8时，蒋介石亲自到广播电台，又把这篇训词向全国读了一遍。
　　上午11时30分，首都各界人士在国民大会堂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民众达两万多人”。
美联社南京（1946年5月）5日电：《南京庆祝还都典礼蒋主席发表演说》，载香港《华商报》1946年5
月6日。
　　下午4时，蒋介石夫妇在国府礼堂举行了茶会招待外宾，“在京各国大使全体出席，马歇尔特使
夫妇亦应请莅止”。
中央社南京（1946年5月）5日电讯稿，载香港《华商报》1946年5月6日。
　　为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市政府让全体公职人员放假一天，并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各娱乐场
所全日半价开放，各影院放映宣传片，各邮局加盖纪念邮戳，空军作飞行表演并散发传单，《中央日
报》出还都纪念特辑，各报出还都纪念特刊，国民党元老、军队将领、社会名流纷纷在报刊上题词纪
念并致贺忱。
　　这天，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人们渴望多年的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实现了。
人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真正地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遵从
人民意愿，顺乎时代潮流，尽快地着手建设，早日同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贤达联合起
来，带领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安定、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但是，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没变，独裁专制没变，人们的善良愿望落空了。
《民国日报》在《庆祝国府还都》的社论中，极力诽谤“共产党别具用心，称兵作乱，攻城掠地，割
据称雄”，并气势汹汹地威胁共产党要“悬崖勒马”。
言下之意：共产党如果不听话，国民党就不客气了。
　　事实上，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就下定了。
在3月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就做好了“关外大打”的部署，打响了向共产党争夺东北的战
斗；到了5月底，“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就已经形成。
　　毫无疑问，“衣锦还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人心的向背和自身的腐败，都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
至于它那“热热闹闹”的景象背后所潜伏着的“败象亡征”和在反共的“春风得意”中必将马失前蹄
、一蹶不振，自然更是它所无法预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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