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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年仅25岁的李宗仁，凭借其出众的能力，成功取代了老桂系，当上了“广西王”。
不肯偏于一隅、素有问鼎中原之志的李宗仁怎肯屈居人下?李是民国时期权力角逐中最具威胁的竞争者
。
但历史很会捉弄人。
蒋李二人越是不合，就越是纠缠在一起。
他们有时合作，在合作中对抗；有时对立，在对立中合作，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吊诡般反复翻转，
及至决裂，随之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蒋李关系中，不能不提及桂系二号人物“小诸葛”白崇禧，以及李的第二任妻子郭德洁，还有时
任李的秘书程思远。
他们对蒋李关系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李、白相连，成为新桂系的代名词，由此两人的命运也密不可分。
因为李宗仁夫妇1965年归国，在台湾备受冷落的白崇禧也因此失去了对李的牵制作用，而被特务设美
人计艳杀于床笫之上，以性丑闻结束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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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彬蔚，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退休），中国教育协会理事。
主要成果：《中共党史教程》、《中国现代史稿》、《百侣游归》、《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纲》、《
共和国珍闻》、《中共党史讲义》等二十多部著作，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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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壹 北伐与结盟难和蒋介石共患难局外人表面上看去，李宗仁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可在骨子里却
完全是另一回事。
1925年5月11日，蒋、李第一次见面时，李对蒋的印象就很不佳，说他“劲气内敛”、“心狠”。
后来，李和白崇禧在广州珠江颐养园聊天时，又对白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
’，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李对蒋的这些评语，显然是来自切身，发自内心。
前文说过，李宗仁有问鼎中原之志，他在统一广西，参加国民党之后进而提出北伐，是他思想发展的
必然逻辑。
然而在中国，自袁世凯死后，喊出统一中国口号的人，既有文官也有武将，既有爱国志士，也有以统
一为借口、扩充地盘、搜刮人民、涂炭百姓的民贼。
在中共出世前，只有孙中山真正为救中国、铲除军阀、澄清玉宇不懈奋斗。
遗憾的是未及出师身先死，致使蒋介石夤缘时惠，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
谈到北伐，在当时谁都议论，是相当时髦的漂亮话。
动真的，要行动、要胆略，非同小可，各路英雄，各色人等，都纷纷登台表演。
蒋介石在北伐的舞台上表演得不出色。
请看李宗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认真观察的几个镜头：镜头一，无意北伐：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
刚刚过去，李宗仁来到广州，和国民党要员商谈北伐大计，蒋介石就是不赞成北伐者之一。
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对李宗仁说，广州情况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北伐呢？
据李宗仁说，后来是由于他的反复游说、鼓动，到5月才命叶挺率领独立团，挥戈北上，师出肇庆；
他一路夺关斩将，很快打到攸县。
6月2日，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传来北伐捷报。
在这种形势下，唐生智感到事有可为，宣布就任早该就任的第八军军长。
蒋介石比唐沉着，6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他为北伐军总司令，到7月9日，他才通电就职。
李宗仁对蒋介石如此踟蹰不前，颇有想法。
镜头儿，阅兵出丑：北伐师出，将士披坚执锐，所向披靡，很快打到长沙。
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等人，自是喜笑颜开。
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不知是谁，提议举行阅兵式，时间安排在1926年8月14日。
这日天公作美，雨季的长沙，竟然天朗气晴、熏风微动。
受检阅的两万多人，军械整齐、旗帜鲜明。
蒋介石等一行，分乘骏马出现在检阅场，在军乐声中缓缓前进，蒋介石在马上举手答礼，颇有一点大
将风度。
不料检阅到第八军时，由于军号声刺耳，使蒋的坐骑受惊，这马大嘶一声，前蹄高扬，向校场中心狂
奔。
不善骑马的蒋介石，顿时滚鞍落马，而右脚却仍套在镫里，被拖出两丈多远。
由于蒋穿的是马靴，经马一拖，从脚上脱落，蒋才卧在地上，未受重伤。
当众人将他扶起时，只见蒋仍气喘吁吁，新哔叽军服和白手套，都染满了污泥，勉强一颠一跛检阅下
去。
这和李宗仁的骑术，简直无法相比，李能在马疾驰奔跑时，据鞍跃上跃下，反复十余次，气不长出，
面不改色，师友们都为之赞叹，送他一个“李猛仔”的绰号。
李见主帅不善骑马，使他都有些汗颜。
读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人想必还能记得，该文“注释”中说“⋯⋯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
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地主富农则不高兴他，造出了⋯⋯蒋介石伤脚的谣言。
”其实不是谣言是真事。
镜头三，言而无信：北伐战争的炮声打响之后，进来一批苏俄援助的军火，蒋介石主动表示要拨给李
宗仁部队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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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这些话，原只是对李讨好一番，并无真给之意，可是李宗仁却认真起来，几次派人去领，都
碰了钉子，管发放枪支的人说：未奉蒋总司令条谕，不能给。
某日，李宗仁向蒋介石辞行，就便重提蒋许诺拨枪之事，蒋不肯正面答复，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李实在按捺不住，对蒋说：“我领了这些武器，是去打敌人啊！
”在这种情况下，蒋再也难以用托辞应付，不得不拨给李宗仁部队一千支七七口径步枪，四挺机枪。
枪虽到手，气实难消，多年之后，李宗仁提起此事，仍有愤慨之情。
镜头四，鼠肚鸡肠：李宗仁说，蒋介石刚愎黠傲，猜忌嫉妒，偏私狭隘，实在令人看不惯、气不公。
1926年深秋时节，江西已见严霜。
长期生活在岭南的两广战士，冻得瑟缩难耐，恰在这时，军毯从后方运来，蒋介石指示俞飞鹏（兵站
总监），优先发给第一军伤兵，慰劳银圆时，也照此办理。
俞飞鹏说：每一医院中都住有各军伤兵，怎么办？
蒋说：“不管，不管！
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忘记了他的北伐军总司令身份。
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人们不仅不会因此而羡慕第一军的特殊化，相反会招致友军的怨忿、部曲的离心
。
难怪李宗仁说他只是偏将之才，不具有主帅之尊。
镜头五，诿罪他人：翻开中国廿四史，帝王做了错事，下诏罪己者，不乏其人。
在景山上吊殉国的朱由检（崇祯帝）就多次下罪己诏。
“四·一二”之前，北伐军所向无敌。
蒋介石反共，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北伐军因失去政治工作而丢了灵魂。
所以当蒋介石继续“北伐”时，便多次受挫。
临城一战，损失很大。
蒋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被迫率部退到安徽宿州。
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要反攻，夺回徐州。
李宗仁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如守住淮河天险，待武汉反共局势有了眉目再作打算。
这样，蒋介石感到难堪，他表示一定要拿下徐州，否则不回南京。
李宗仁对此不再表示异议，但他心里不服。
在李看来，主帅这样意气用事，怎能不败，遂向蒋告别。
李走之后蒋挥军反攻，与孙传芳军队大战于淮河、徐、蚌之间，先是蒋军进展迅速，孙军连续后撤。
蒋心中很高兴。
岂知是中了孙传芳的诱敌之计，在徐州城下，被孙军迂回包抄，蒋军全线溃败，仓皇退回南京。
他羞怒之余，把败军之责，全部发泄到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头上，王天培便成了蒋介石的枪下鬼。
三国时，袁绍兵败冀州，在退军途中他说：“吾不听田丰之言，致有此败，今吾归去，羞见此人，”
因而杀了田丰。
蒋介石的风格远不如袁绍，更不如下诏罪已的帝王。
蒋介石只会下诏罪人。
这一系列镜头，映入李宗仁的眼帘后，使他看穿了蒋介石，所以他不愿和此人为伍，更不愿和此人称
兄道弟。
历史是很会捉弄人的，蒋李二人越是不合，却又总是使他们在人生的旅程中难解难分。
他们有时合作，在合作中对立，有时貌似合作，却又暗中作耿，有时外似尊重，而默默中又极力排挤
对方，直至兵戈相向。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信之有也！
蒋桂结盟伊始便斗法在北伐过程中，蒋桂之间，除了在反共问题上完全一致之外，在其他方面，都是
貌合神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矛盾也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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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紧接着“四·一二”大屠杀之后，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
这个自封的政府第一个号令竟是“清党”，明令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亲共者格杀勿论。
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先是发表声明，开除蒋的国民党党籍，下令对他通缉，并实行征讨。
没过多久，武汉的国民政府，边“分共”边讨蒋，汪、蒋势不两立。
武汉的唐生智以拥护中央为名，挥“东征军”蔽江而下，直达芜湖。
这时守在南京的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因争地盘和军饷，闹得不亦乐乎，蒋介石情知此时
搞不倒桂系，更何况唐生智大军将临，孙传芳也在虎视眈眈，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
不过，蒋介石不是项羽，他不想走垓下之路，他要下野去奉化见“江东父老”。
蒋对李宗仁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
而武汉方面的东进部队，至少可因此而延缓！
”在历史上，这一幕下野剧，还有“逼宫”之说，即：蒋介石要讨伐武汉时，桂系暗联胡汉民，从旁
掣肘。
一天，蒋召白崇禧、何应钦，力言非先平定武汉不可，而白崇禧力持异议。
蒋很生气地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
”白崇禧毫不客气地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蒋看着何应钦，而何默不作声。
蒋遂站起身来说：“好，好，我就走罢！
”说完便拂袖而去，决然下野。
其后，李宗仁始终否认“逼宫”之说。
总之，蒋介石下野属实，原因是由于内外交困。
下野后的蒋介石，于8月13日，在上海发表了陈布雷为他起草的《辞职宣言》，申明他下野是为解决党
内纠纷，随后就带着邵力子、张群等来到溪口，这次蒋在溪口一共住了四十八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军政关系图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在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说：“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本着‘服
输’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国家建设好了，我们大家都有份。
”我后来觉得与其坐而言何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
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归来，促成国家最后统一。
耿耿此心，想为海内外所共谅。
　　——摘自李宗仁1965年8月6日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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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是冤家不聚首:蒋介石与李宗仁》是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
一个凭武力称雄，一个借武力一统，一个是伺机发难，一个是找茬整治，民国这口锅里盛不下李蒋这
两个大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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