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

%%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

杨天石

!"#!年 &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自此’出现宁(粤分裂局面)
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被迫释放胡汉民)不久’胡汉民

定居香港’领导以两广等省地方当局为代表的*西南派,’秘密进行

反蒋活动)双方长期对立’势同水火)但是’由于日本侵华得寸进

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双方都逐渐产生团结御侮的想法)!"#$年

-月 "日’胡汉民接受邹鲁等人意见’偕其女胡木兰(秘书程天固

离开香港’赴欧疗养’为改变关系创造条件)
旅欧期间’胡汉民和在国内的原西南派的邹鲁(李宗仁(陈融(

萧佛成(李晓生(王养冲等人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函电往来关

系)有关资料’起于 !"#$年 .月’止于同年 !!月)胡汉民当时曾

请人抄录在一本练习簿内’今存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该稿言简意

晦’多用暗语’文字亦多讹误)但是’治史有如航海’不仅要观察洋

面风涛’而且要探测深层潜流)研读这一抄稿’可以帮助人们认识

这一时期国民党内的许多秘密)

一(汪精卫称病休养’迎胡回国浪潮兴起

汪精卫于 !"#&年 !月出任行政院长’!"##年 /月兼外交部

长’把持内政外交大权’积极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为国民党内的抗

日派所不满’不断出现倒汪浪潮)
+#.&+



!"#$年 %月&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于右任以未交立法院

审 议 为 由&要 求 中 央 监 察 委 员 会 惩 戒 汪 精 卫&首 开 倒 汪 先 例’(

!"##年 !!月&李烈钧联络吴稚晖等&以立法院等处为讲坛&多次

指责塘沽协定以来汪精卫的外交政策&继续推进倒汪行动’) !"#*
年 !月&胡汉民鉴于溥仪将于当年 #月傀儡登场&认为是一个重要

关 头&不能放过&指示+应做一次大宣传,&+攻击南京政府误国-卖

国,’同时具体指示由广东方面以监察委员名义起草弹劾汪精卫的

稿子&交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李晓生带到上海&联合署名&在适当

时候发难’. 萧佛成遵照胡汉民指示&于同月 $*日在国民党四届

四中全会上提出/+对东北失地问题&政军领袖应负责引咎’,0 同

年 #月&李晓生致电胡汉民&声称+弹汪案正设法进行中,1’此后&
倒汪气氛即逐渐浓烈’!$月&孙科-王宠惠等衔蒋介石之命南下香

港&企图说服胡汉民北上参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据称/+宁沪空

气对水云2汪精卫3皆极恶劣&于胡2于右任3真要率全体监委以去

就力争’,4 其间&孙科并曾单独向胡提出&准备出面要求汪精卫下

台&代以为蒋介石喜欢的孔祥熙’5 胡汉民不愿在蒋介石的统治下

做傀儡&希望倒汪并倒蒋&因此&对孙科的计划兴趣不大&对人称/
+集中倒汪&已非本旨,’+我来汪去&何异前年扶汪去孙6我何能蹈

汪覆辙7最高不过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岂我辈所屑7,8 尽管如

此&国民党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先轰汪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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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蔡元培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带头向汪精卫

发难&责问其’对日外交究持何策()孙科拍案大骂*’不料以一二小

人公然卖国+(, #-日&汪称病休养).月 #日&汪精卫入上海医院

治疗肝病)!$日&转赴青岛)
汪精卫称病后&行政院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当时&国民

党内部普遍出现迎接胡汉民回国的意见)孔祥熙企图讨好&于 .月

/日接见李晓生&对李说*’如展公有事委办&无论事之大小&必尽

力遵办)(0 接着&又致电西南派的核心分子邹鲁&要求他来沪&但
邹鲁要孔祥熙或南京政府的其他要人南下&移樽就教)1 邹鲁的计

划是要把舆论造足&形成全国一致的迎胡运动)!-日&邹鲁致电报

告胡汉民*’南京迎胡说甚盛)(!2日&再电云*’汪行&迎胡益急)弟

欲使各省一致&除粤3桂外&已嘱少炯入湘&显丞入滇&另派亮4晤

阎伯川3韩复榘3宋哲元3杨虎城等)(少炯&指杨熙绩5显丞&指刘震

寰)入湘&是为了联络何键5入滇&是为了联络龙云)6.日&邹鲁再

电 胡 汉 民*’赴 各 省 之 人 悉 出 动&此 次 必 造 成 全 国 统 一 迎 胡 之 事

实)(邹鲁的目的是借此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也为胡汉民归国

以后的执政制造舆论)

二3蒋介石既想留汪&又想与胡汉民和解

汪精卫到青岛休养后&原本订于 2月中旬回南京复职)此事引

起部分国民党中委的恐慌&担心’汪返而对日屈服将更变本加厉()
2月 .日&覃政3石瑛3王陆一3焦易堂等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

出&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集中于一人&同时提出&请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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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辞去外交部长兼职!" 当时#汪精卫因$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

指摘#中央亦多不满%#于 &月 &日自青岛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

央#要求辞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借以$试探中枢意旨%!’

但蒋介石还希望汪精卫$暂行备位%#于第二天#即以国民党中常会

名义派叶楚伧(蔡元培前往慰留!)*日#王养冲电胡汉民云+$汪精

卫辞去本兼各职!叶楚伧(蔡元培奉蒋中正命前往!%蒋介石和汪精

卫有矛盾#但当时二人都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有汪在前台#蒋有不

少便利之处!因此#蒋是不会轻易将汪抛开的!
蒋介石一方面挽留汪精卫#一方面则力图与胡汉民和解!&月

),日#黄绍/受蒋介石委派#到广州会晤陈济棠#商谈宁粤合作事

宜!)-日#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关于黄绍/到粤情况#邹
鲁电胡汉民报告说+$季宽来#表示蒋决心抗日#并先撤西南兵及行

均权!立夫顷飞蓉晤蒋#亦促进此事!全局如何推动#须兄自负责!
目前过渡可由南京中人自择!%为了对抗南京政府的集权主张#西

南方面一直主张$均权%#在各地组织国民党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和

军事委员会#办理地方党务(政务(军务!)./0年春#胡汉民陆续发

表1论均权制度2(1再论均权制度2等文#主张将均权推向全国!文

章抨击蒋介石等称+$所谓集权#是要集权于南京军阀3所谓拥护领

袖制#是要拥护南京军阀去专制一切!%4 本电转述的蒋介石三项

意见+决心抗日3撤去对付西南的军队3同意实行均权#表明蒋介石

力图与胡汉民和解!
除通过黄绍/与西南接触外#蒋介石又于 &月 ,*日通过孔祥

熙致电胡汉民#表达问候之意+$尊体如何5系念!请随时示知近情#
俾释远念为盼!%胡汉民鉴于蒋介石主动表示友好#便于 ,)日通过

王宠惠复电+$承念至感!弟到欧后稍胜在港时#惟尚比常人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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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四五十度!昨始检查身体"医者为专门名家"待看其报告如何!#
汤山被囚后"胡蒋之间一度尖锐对立"现在虽仍言不及义"毕竟互

通音问了!

三$汪精卫回京复职"倒汪派继续抗争

汪精卫的辞职本来就是虚情假意"蒋介石一时也还不想甩开

汪精卫"因此"汪的复职是迟早的事!
汪辞职后"孙科出面向蒋介石建议"以王宠惠出任行政院长"

并谓宋子文$孔祥熙等均持同一意见!%蒋介石不听!&月 ’(日"蒋
介石$汪精 卫 回 到 南 京!)*日"王 养 冲 以 暗 语 致 电 胡 汉 民 报 告+
,门$水回京"水复职!#门"蒋门神"代指蒋介石-水"代指汪精卫!))
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汪精卫照例继续表示辞职"蒋介石则表示

挽留"众人不说话"汪精卫遂以沉默表示同意复职!.

汪精卫虽然复职了"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反汪派仍不肯罢休!&
月)(日!邹鲁致电胡汉民"认为汪之突然复职"是由于运动日本外

务大臣广田弘毅"向蒋施加压力的结果!电称+,汪突反职"由汪运

动广田"向蒋说话!现孙/科0$于/右任0$居/正0$戴/季陶0及二陈

/立夫$果夫0仍力进行逐汪迎胡"蒋亦恨汪借日压己!六中全会时

决改组政府!各方1盼2兄归甚切!#3*日"李晓生也致电胡汉民称+
,孙科竟与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两陈等一致反对汪精卫"
但无具体办法!蒋曾经表示"汪如果决不复职"亦不勉强!故汪虽

复职"尚有问题!第六次中全会议决改组政府"俟五全大会再订将

来大计!#李晓生并告诉胡汉民"四川民政$财政已实现统一!蒋一

意经营四川"无心南向"并询胡行程!
鉴于邹鲁$李晓生等都带来了南京国民政府将要改组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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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开始设计未来的内阁蓝图!胡汉民一度属意孙科"致电邹

鲁#陈融云$%吾人宜推毂阔老"胜于他人!&’阔老"即指孙科!但稍

后"胡汉民又改变主意"拟以王宠惠出任行政院长!王和胡观点相

近"关系密切!()*+年 *月"溥仪僭位称帝"汪精卫竟称$%实无所

用其惊异!&第二天"王宠惠即致函胡汉民"指责汪精卫称$%昔之以

推翻满清自居者"近则厚颜听其复位矣,&同函并对胡寄以希望"声
称$%弟生平所服膺者"只有二人!总理在"总理而已-总理不在"先
生而已!&. 因此"胡汉民在致电李宗仁时表示$%内政拟以王亮畴

缓冲!&/

四#胡汉民开始调整外交政策

%九0一八&事变以后的事实 表 明"对 日 妥 协 是 条 死 胡 同"那

末"南京政府的外交路线应该如何确定1
当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联俄"一种是联英美"

也有人主张既联俄"又联英美!胡汉民#邹鲁和陈济棠都主张联英

美!胡汉民很早就提出"派人赴欧美联络"以对付日本!2胡汉民赴

欧后"邹鲁#陈济棠都要求胡汉民利用机会"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

正 法官的王宠惠3亮畴4共同推进对英美的外交"并改善和加强与

港英当局的关系!5月 67日"邹#陈致电时在瑞士的胡汉民云$%宁
有两派"一#亲日统一固谬-二#联俄抗日亦非至计!请兄与亮兄到

英"为英美之外交工作"并以华南同对日关系"请英密示港督"与粤

结合!&
此前"英国8泰晤士报9有西南派勾结日本的说法"二人要求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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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力破之"#$ 同日%陈融也致电胡汉民%告以蒋介石已派张群&
陈仪赴日勾结%!我人必须得英美缓’援(助%望早到英与商#"

广州接近香港%陈济棠自国外采购的武器必须通过香港内运%
因此%西南派极为重视和港英当局的关系#)月 *日%陈济棠&邹鲁

联合致电胡汉民%要胡转嘱王宠惠%与港英当局协商#电云+!近港

对西南军器经过为难%请嘱亮兄商英港%仍持去年以前对西南军器

经港概纳外交进行#盼示#"!仍持去年以前"云云%可见此前的武器

内运都是经过港英当局同意的#
西南派在倒汪上与孙科&于右任有联盟关系%但是%孙&于都主

张联俄%和西南派不尽相同#,月 *,日%邹鲁电询胡汉民%如何处

理这一矛盾#电称+!孙&于&居在京负责达到改变政局#惟孙&于主

张联俄抗日%应如何复之-"
当时%胡汉民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也反对苏联%称之为!苏俄

帝国主义"%曾著文要求苏联!中止在华之一切赤化活动"%!放弃在

新疆&外蒙的侵略行动"#. 接到邹鲁的电报后%胡汉民于 )月 */
日复电%坚持此前立场%电云+!联俄利害前此论之甚详#共祸未除%
适滋纠纷#"但是%该电也显示出%胡汉民正在慢慢调整自己的外交

政策#电云+!或以孙&于之主张%兄等此时不必过于反对矣0"同年

冬%他进一步支持程天固访苏%探询苏方意见%!对于我国万一与日

本交战所采之政策为如何"-1

*2年代初期%胡汉民一度主张联苏345*,年以后%胡汉民成为

坚决的反苏派%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对自己

的立场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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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员华北实力派自治!自保

宁粤对立以后"西南派的策略是广泛联络各地实力派"对抗南

京政府#其中"胡汉民!李宗仁等尤为重视的是华北的冯玉祥!阎锡

山!韩复榘等人#$%&’年 (月"在日本威胁下"中央军被迫撤出平!
津及河北#同月"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奉令拱卫北平#此后"
西南方面又加强了和宋哲元的联系#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企图进一步制造)华北国*#+月 (日"
何 应钦被迫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
同意罢免一批中国官员"解散河北省党部"禁止排日运动等无理要

求"平津等地随时有为日军占领的危险#当年 +月"李宗仁致胡汉

民电即称,华北事急"宋哲元!韩复榘等人非常挂念胡汉民的情况#
李建议胡致电慰问#同月"李宗仁派黄建平到山西"促进华北地方

实力派联合"成立统一组织#黄称,)西南亟盼华北有一组织后"即
向 中 央 进 迫"能 不 用 兵"即 达 到 均 权 共 治"亦 不 一 定 非 用 兵 不

可#*- 当时"宋哲元!韩复榘等亟谋自保#宋哲元认为,)华北在日

本压迫"中央不管的处境下"不能不自己联合#*. 韩复榘也认为,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早自打算#*/他们计划推阎锡山为首"韩复

榘为副"成立组织"自治自保#
西南派密切注意华北形势的发展#0月 ’日"李宗仁致电胡汉

民云,)蒋派王克敏1梅津承认"梅拒绝#军人尚未一致#海!外两

省主与蒋妥协#现商陈济棠"派中!援北上"并拟派季文相助#祈

示#*王克敏"时任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2梅津"
指梅津美治郎#中"指陈中孚"日本通"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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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指任援道!军人!"#年代经常充当西南派与北方实力派的联系

人$季文!指王季文!桂系政客!曾任众议院议员$从李宗仁计划派

到北方的三个人看!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宋哲元的联系!并直

接插手对日交涉$%&"’年 %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外交委员会

时!陈中孚出任主席委员!而王季文则成为西南派常驻宋哲元部的

代表$
胡汉民同意李宗仁的派人计划$(月中旬!复电李云)*伯南

同意!不妨派人一行$但真崎去职!外报谓急进派失势!确否+,-真

崎!指真崎甚三郎!日本皇道派军阀巨头$%&"%年!任驻台湾军司

令官$%&".年任参谋本部次长!后改任陆军教育总监$%&"/年 0月

被罢免$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政府和军方始终存在不同派别!
其起伏分合极大地影响并制约着对华政策!因此!胡汉民对日本政

局变化极为注意$
李 宗 仁 也 同 样 注 意 日 本 政 局 的 变 化!(月 .&日 致 胡 汉 民 电

云)*军政部因永田案及西南迟缓!由外务对宁暂行妥洽$,永田!指
日本陆军军务局局长永田铁三少将$由于真崎被解职!皇道派的相

泽三郎中佐对此不满!于 (月 %.日将永田铁山砍死$*西南迟缓,!
当指西南派的反蒋行动$电末!李宗仁询问胡汉民说)*陈济棠已嘱

中北上$鄙人只有促华北变化!尊意以为何如+,李宗仁希望!华北

实力派能迅速联合起来!与西南为犄角$对李宗仁的意见!胡汉民

极为同意!当日即复电表示)*弟与尊见同$,
当时!日本侵略者也在鼓动*华北五省自治,!支持地方实力派

反蒋!以便实现其分裂中国!逐一吞并的阴谋$西南派所推动的华

北实力派的自治自保!虽与日本侵略者不同!但 极 易 为 日 寇 所 利

用$历史证明!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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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计议对抗六中全会与五全大会

为了和西南派和解"#月 $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蒋介石提

出%将原定 #月 &’日召开的四届六中全会展期至同年 ((月 (日%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变%仍订于 ((月 (&日举行"在公开和私

下%蒋介石都表示%要)力谋团结*+"
西南派不愿放弃进攻姿态"#月 ,日会商对六中全会的对策

时%邹鲁提出-.(/请各国开太平洋和平会议0.&/请政府解职以谢

国人"会议决定向胡汉民请示"1 #月 (’日%西南方面再次会商%
决定-.(/由西南方面的中委将 (#2,年的齐!有两电再次提出%列

为五全大会议案0.&/由个人签名%联名提案%建议召开太平洋各国

会议0.2/秘密通知各省同志%推举代表%向南京方面争取五全大会

的出席权%不得已时%在西南召开五全大会"3

(#2,年%国民党中央决定于当年 ((月 (&日召开五全大会%
议题为召集国民大会%修改总章%推进党务%确定施政方针等四项"
#月 4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致电南京%认为南京方面颁布

的五全大会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胡等提出-.(/整饬

政 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大员0.&/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

党国祸首0.2/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0.,/确
定最低限度生产建设计划%取消破坏工商业及国民生计之媚外关

税税则并整理财政救济农村"以上各条%条条指向南京国民政府和

蒋 介石%称为)齐电*"该电发出后%南京方面)置 而 不 议%受 而 不

答*%并且封锁新闻%严禁披露%因此%胡汉民等于 #月 &$日等再次

致 电南京%提出在五全大会召开之前%先实行二事-.(/履 行 本 党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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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言论及出版自由权"之政纲#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外交

之建议及批评%&’(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予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

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

评之完全自由%该电称为!有电"%由于西南方面的不妥协立场#南
京方面不得不宣布五全大会延期%现在西南方面重提!齐"$!有"两
电#表明西南方面的根本立场不变%

但是#在外患日深的状况下#西南派中的部分人也不得不表现

出和蒋接近的动向%还在 )月中旬#王养冲即致电胡汉民说*!中北

上#李宗仁力主#爵赞#衣与力辩论#中请尊裁#并云*蒋中正外交途

径工作激急#未许视若无物%吾人放弃原定计划#分别拟具放弃打

倒独裁函详报%"中#仍指陈中孚+爵#指陈济棠+衣#指邹鲁+力#指

陈融%本电所述邹鲁与陈融关于陈中孚北上的辩论显然与对日$对
蒋政策有关%所谓!放弃打倒独裁"#即指放弃打倒蒋介石的计划%
显然#陈中孚已经朦胧地感觉到#必须团结对日%

,月 -.日#邹鲁致胡汉民电云*!前蒋在滇#晤显丞%对兄表示

甚诚%嘱其事团结%志舟复力促之%志舟近亦急于实现%弟拟嘱

显 丞经/滇0赴川晤蒋#能促成亦事所固佳#名1否2则票&3(真相为

应付%"志舟#指龙云%当年 4月 -.日#蒋介石从贵阳到昆明#龙云

曾 向 蒋 提 出 消 弭 内 争#抵 御 外 侮 问 题#据 说*!蒋 有 极 诚 恳 之 表

示"%5 此电显示出#蒋当时也曾向刘震寰&显丞(表示过和胡汉民

和解的愿望#要求刘致力于西南与南京的!团结"#此事并且得到龙

云的积极支持%有鉴于此#邹鲁准备派刘震寰入川#再次与蒋介石

会晤%同日#胡汉民即复电表示同意#电云*!显赴川亦佳%但宜得

陈&济棠($李&宗仁(同志/意0%"显然#胡汉民也在考虑采取某种主

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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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继续酝酿倒汪

汪精卫复职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倒汪迎胡潮流仍然暗暗发展#
黄季陆于 $月中旬到沪宁两地%鼓动政潮&"转了一圈之后"回粤报

告说’%宁皆反汪"并希西南有积极做法#&( 当时"不少人希望胡汉

民回国#$月 ))日"李晓生致电胡汉民"转达许崇智的意见"建议

胡汉民利用时机"立即返国"以%提倡团结!抗日!剿共&号召各方"
%如此则以我公为主体"似与被动的受欢迎而后回来颇有分别&#*

+,月 -日"在上海的何世桢!陈群!李晓生等也联名致电胡汉民"
要求胡汉民回国#电称’%汪复职后政局愈混沌#六中!五全相继开

会"政治季节正在此时#兄能出其不备"毅然归国"影响甚大#国难

已亟"披发撄冠"只有我辈#居!孙暨南京各方同志一致主张#陈伯

南利令智昏"无心救国#窃为事机已迫"请速图之#心所谓危"不敢

缄默#行止如何"恳加明示#&不过"胡汉民这时身体状况不佳"还不

能回国"但他也盼望尽早赶汪下台#+,月 -日"胡汉民复电李晓生

称’%南京同志既多数除奸"何尚不决.望兄等努力奋斗#&胡汉民本

来反对单独%倒汪&"此时则持积极态度了#
为了继续与南京方面对抗"西南方面于 +,月 /日决定"单独

在广州召开五全大会#+,月 +0日"萧佛成!邹鲁致电胡汉民’%宁
五全会必开"我方必对抗#宣言!政纲恳公主稿"航寄或电示纲要#&
胡汉民赞成萧佛成等意见"同日复电表示’%请两兄主稿"宜多对宁

府责言#弟但从同志后"不能属思#&胡汉民对南京国民政府诸多不

满"因此"仍然持强烈批评态度#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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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汪精卫突然被刺"倒汪派不战而胜

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常常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场

所#蒋介石确定在 $%&’年 $$月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后"南京政府

内外的倒汪派就将轰汪下台的希望寄托在该次会上#%月 ’日"邹
鲁致电胡汉民报告说()六中去汪"反要之于孙#居受二陈"进行甚

力#*+ 据此可知"计划在会上带头发难的人选为孙科"而当时在南

京国民党内积极活动的人物则是受二陈委托的居正#一切均已准

备就绪#
$$月 $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在仪式结束后

摄影时"汪精卫突遭原十九路军排长!爱国志士孙凤鸣枪击"重伤

就医"被迫请求辞去本兼各职#这样"倒汪派就不战而胜了#
$%&’年 $$月 $,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西南派没有按原

先计划抵制"而是派邹鲁!刘芦隐!黄季陆等出席会议"邹鲁并在会

上作了)团结救国*的演说#在长期分裂之后"宁粤双方出现和解现

象"预示着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将会发生变化#不过"人们也注意到"
西南派的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没有参加#这显示

出"国民党的)团结救国*之举还只能说刚刚起步#
$,月 -日"胡汉民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主席#西南派的邹鲁!刘芦隐!刘纪文!黄季陆等进入中央

执行委员会#同月 ,-日"胡汉民由欧洲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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