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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果夫与陈立夫是国民党CC系（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的首领，他们兄弟俩在国民党内的
显赫地位离不开CC系，而CC系的活动始终是在二陈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以致二陈与CC几乎成为同义
语。
研究CC系不能离开二陈的活动，同样，研究二陈兄弟，必须将其在CC系的活动作为重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内便演成了派系林立、门户纷陈的混乱局面。
仅就蒋介石的嫡系来说。
又分出军事方面的黄埔系，行政方面的政学系，经济方面的孔、宋裙带系，而党务方面，则是以陈果
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
　　CC系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它最初成立时，基本任务有两个，其一，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打击、排挤、清除国民
党其他各派的异己力量，树立蒋介石嫡系的绝对优势，使蒋介石能牢牢地控制国民党；其二，是对国
民党外各党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击、摧残直至消灭，树立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绝对优势。
　　南京政府刚刚成立时，国民党内就为谁是党的“正统”，由谁来掌握国民党中央领导权而展开了
激烈的政治角逐，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以张继、
许崇智为代表的上海派各不相让，互相攻讦，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下野，才暂时取得各方和解。
　　饱受派系争斗之苦的蒋介石深知要战胜其他派系，必须发展自己的嫡系，便指使陈果夫与陈立夫
组织中央俱乐部，于是，以拥蒋为主要目的之一的CC系应运而生。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由于各派利益继续发生冲突，演成中央派与地方实力派的纷争，发展到以兵
戎相见，酿成一次次军阀混战。
在战争中，国民党内分裂成更多的派系。
一时出现了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再造派、还有丁惟汾派、孙科派、冯玉祥派、阎锡山派、桂系
李宗仁与白崇禧派等，加上原有的西山会议派，煞是热闹。
　　另外，原来国民党内一些左派人士，也纷纷成立组织，另树旗帜，如邓演达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
　　面对国民党内这种严重分裂的现象，蒋介石深感头疼，他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要打破困难的
重围，开辟今后的生路，除开确确实实的恢复我们的团结精神、造成全党一致的力量，别无其他的办
法。
”但怎样实行团结呢?蒋介石的办法是积极发展嫡系势力，造成嫡系控制国民党的一统局面。
因此，他极力支持二陈、支持CC系，让其大力发展，而CC系也为蒋介石弥平党内各派系尽忠效力。
　　蒋陈扫清统治障碍的谋略　　CC系成立后，为了打击各地方派系，在各省普遍设立特务机构，从
事各种特务活动，为蒋介石提供情报。
如CC特务周洗正曾秘密潜入广西活动数月，调查李宗仁、白崇禧桂系方面的政治、军事情况和人脉关
系。
CC系还派大量特务深入阎锡山系、刘湘系、龙云系等派系，从事搜集情报的特务工作。
　　中原大战时，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CC系也派特务郑伯豪、张旆、
袁更等携带电台到北平、天津活动，电台分别设在东交民巷和天津租界。
为蒋介石搜集情报。
对国民党一些派系的高层领导如胡汉民、汪精卫等，CC系特务也经常跟监。
　　对国民党左派人士，CC特务更是不肯放过。
如何香凝住处的周围，便常有CC特务的活动，甚至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
　　邓演达积极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被CC特务侦得活动行踪，并收买陈庆斋，在陈的告密
下，CC特务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举逮捕了邓演达及临委负责人罗任一、邓维亚、周竞西、刘奎等11人
。
后来，CC特务又到拉斐德路桃园新村八号，破坏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抓走其负责人余洒度等
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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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国民党派系争斗中，CC系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扩展，操纵的部门越来越多，使国民党成为陈家党，成为
蒋家天下的先锋队。
CC系把持党务后，又插手政府机关、经济系统、文教事业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无处没有CC系的影子
。
　　由于CC系为蒋介石的统治扫清了道路，所以深得蒋的信任和喜爱。
当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蒋介石嫡系内部矛盾加深，黄埔系与三青团联合起来集中攻
击CC系时，蒋介石便痛心疾首地告诉三青团代表和CC系的其他对手说：“你们要知道，党是我交给
他们去办的，如果没有他们，党也早就完了。
你们现在这样闹，反对他们，也就是反对我。
”这说明，CC系是国民党内以二陈兄弟为代表的一股政治势力，而蒋介石则是他们的总后台。
　　对日抗战结束后，一方面，国民党由于长期一党独大变得日益腐败；另一方面，CC系中一些干部
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腐败又产生不满情绪。
但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等人造成的。
因此，矛头所向，直指元老派和政学系人物。
　　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兴衰关键　　CC骨干人物、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曾在内部刊物“革新周刊”
中撰文说：“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刘不同也批评国民党：“尽管党是三民主义的党，但他与三民主义学说毫无关系。
”因此CC系内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声浪日渐加强。
　　CC系中“革新”分子的议论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曾邀请他们商讨有关政治改革的计划，他们的
活动也导致孔祥熙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国民党六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要
求对党员进行总清查，甚至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还包括了他们关于没收贪官污吏财产
的要求。
　　二陈是CC系的创始人和掌门人，CC系的一切重大活动都是在他们的指挥下进行的，因此对他们
的评价。
与对CC的评价应该说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但是，二陈又是独立体，在CC系的活动只是他们人生里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
人生历史。
　　二陈中的陈果夫，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出了贡
献：在对抗北洋政府上，陈果夫为黄埔军校筹办物资，招兵招生。
做了很多努力；陈果夫主持的治理淮河，是一项相当有利民生的工程；在担任江苏省主席期间，他也
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后，二陈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地体现出来，他们主张抗日，维
护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表示“余酒不进敌樽，梅花不受敌躏”，要求收复失地，并为抗战作了很多工
作。
　　他们也支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两党携手抗战，为此，二陈主持了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
判，为使两党原来血海深仇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局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在给他们兄弟俩的信中便说：“敝党数年呼吁，得俩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
维转机，实在此一举。
”这一时期，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在主持高校播迁、改革教育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二陈在掌握党政大权的同时，还以极快的速度向经济界渗透。
在短时期内一举而成为可与孔宋裙带派相抗衡的一大经济势力，因而不断引起孔、宋的反对，甚至蒋
介石也为之不满。
1940年，陈果夫进入中国农民银行担任董事，1942年，陈立夫自行组织工矿银行，并自任董事长，对
此，蒋介石大为震怒。
　　中统高干唐纵曾记述蒋介石斥责陈立夫说：“以一教育部长而与土商经办银行，风纪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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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陈在经济方面的扩展，一时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合称为中国四大家族。
　　在国民党高层次的人际关系中，二陈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最初，蒋介石从对陈其美感恩的心理以及江浙地域观念和江浙财团的联系等因素出发，对二陈极力培
植，视为亲信中的亲信，二陈也正是因为有蒋介石的荫护，才能迅速在国民党内崛起，这种依赖的关
系使二陈只能当蒋介石的忠实臣僚。
　　但二陈又绝不等同于蒋介石，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如在统治方法上，二陈与蒋介石之间，甚
至陈果夫与陈立夫之间。
也有差异，在某些时候某种问题的处理上不免与蒋介石发生分歧。
另外，由于二陈的势力发展过快，蒋介石又时时予以防范、予以限制，使之与其他派系互相牵制。
以至越到后来，蒋陈关系也愈若即若离。
　　到台湾后，蒋介石将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推到二陈及CC系身上，将他们逐出政治舞台，陈立夫则以
出走美国相抗议，蒋陈关系几于破裂，　“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共生命运从此消失。
陈氏兄弟与CC系的崛起与没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戏剧性与代表性的一页沧桑，也是反映国民党权
力游戏特色，最具关键性及启发性意义的现象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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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6年5月，蒋因“整理党务案”有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这为蒋控制国民党准备了条件。
但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且正准备北伐，无以分身，只得于广州以外另
觅代理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于是横空出世，在1929年国民党三大上完全掌握国民党党权，正式构
建起“蒋家天下陈家党”之格局。
时陈果夫37岁，陈立夫29岁，前者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者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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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长辈的庇荫　　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仕进，但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
，对政治却淡漠起来。
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
全国工联会理事等，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
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
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石门镇的一家当铺。
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
　　学徒之余，他常阅读书报，渐渐懂得了一些国家大事。
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
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
在一家商店里当会计。
　　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
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这时，他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
家的危亡。
”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人东斌学校学习军
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在日期间，他还认识了后来成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由于都是浙江人，这种同乡的纽带，使两
人的关系日益密切。
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都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
运动。
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做了很多工作。
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
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
　　他又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
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
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
之响应也。
⋯⋯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
”　　二、陈其美是蒋介石的伯乐　　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伐袁世凯，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因孤军作战而失败。
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
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被袁党
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十四号。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
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
”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秘
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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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
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辛亥革命后，陈其采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
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日），陈果夫出生于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八年后
，当陈果夫9岁时，即1900年，陈立夫也出生了。
　　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姐妹共七人，除了同父同母的姐妹陈顺夫、陈敬夫外；另外，还有同父异母
弟二人，即陈民夫，陈衍夫（篮球名将陈祖烈）；同父异母妹一人，即陈赞夫。
　　陈果夫与陈立夫幼年时，相貌部长得十分清秀，陈果夫忠厚、老成，陈立夫机灵、敏捷，因此都
很逗人喜爱。
陈果夫就曾有三个干爹，按当地的风俗，小孩出生后，恐怕不能养大，便挨着寄给人，说这样可以免
除灾祸，而陈果夫的干爹，都是主动上门的。
就连当时颇有革命声誉的陈其美也当人夸耀说：　“果夫，吾家之龙也。
”　　二陈兄弟的母亲何太夫人虽然是个不通文墨的女子，却颇懂得因材施教之道。
陈果夫生性好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
的智力，在母亲耐心教授下，陈果夫竟学会了绣花，而且手艺相当娴熟。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的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
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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