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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从而解决争端
,

所以要求粤方代表马上到南京

去
,

不必经过会议决定
。

汪对此本无异议
,

但孙科坚持

要求按照原来预定的程序进行
,

就是要在粤方各项要

求得到明确的答复之后
,

才能到南京去
。

汪精卫无奈
,

只好按孙科的意见行事
.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全
,

在汪蒋妥协后决定

分别在南京和广州两地同时举行
,

因之一个大会变成

了两个半会
。

南京的半会
,

于 19 3 1 年 n 月 12 日至 23

日举行
,

广州的半会
,

于同年 1 1 月 18 日至 12 月 5 日

举行
。

其中改组派代表又分裂出去
,

另于 12 月 3 日在

上海开会
。

南京半会上有一项决议
,

就是恢复自二届四

中全会以来因政治关系而被开除的汪精卫
、

李济深
、

李

宗仁等 3 12 人的国民党党籍
。

广州的半会由孙科主持
,

可是开会后几夭的一个傍晚
,

改组派突然通知各代表
,

说是广东地方派要扣留改组派代表
,

叫大家马上离开

广州
.

广九铁路也不能走
,

怕广东派在车站上抓人
,

所

以只能乘轮船到香港
。

当时我们就匆忙地赶到了香港
.

可是究竟为了什么事情闹分裂了
,

改组派上层并没有

宜布
,

大家也莫明其妙
。

关于改组派和广东地方派闹翻的原因
,

以后才知

道
,

是由于广东地方派反对汪精卫在和平统一会议上

对蒋介石的过分让步
。

宁粤
“
和平会议

”

是同年 10 月

27 日至 n 月 7 日在上海举行的
,

由于汪精卫对蒋介

石的过分让步
,

使粤方原来提出来的蒋介石必须先行

通电下野才能取消广州国民政府的条件
,

未能坚持
,

而

在会上作出了
“
无须发表

”

蒋介石下野及粤府取消两个

通电的决定
,

因之广州半会开幕后
,

粤方的邓泽如
、

肖

佛成
、

陈济棠要在会上提出反对汪精卫的妥协
,

甚至传

说陈济棠要扣留改组派代表
,

所 以改组派临时作出了
“
溜之大吉

”
的潜逃决定

。

当时改组派的代表和孙科及

其派系中人陈友仁
、

李文范等共有 2 00 多人
,

一夜之间

潜离广州
,

到了香港
。

到了香港后
,

改组派再组织其代

表到上海集合
。

12 月 1 日和 2 日
,

改组派代表到达上海的有 160

多人
,

在上海有家的回家
,

无家的住旅馆
。

2 日晚上
,

我

在家里接到通知
,

说是 3 日上午 9 时
,

汪精卫约请至大

世界共和厅谈话
.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

大世界是最肮脏

的游乐场所
,

尤其共和厅是下等妓女
“

野鸡
”

集中活动

的地方
,

以堂堂国民党领袖自居的汪精卫
,

怎么会借用

这种地方见客呢 ?

12 月 3 日上午 8 点半
,

我就到了大世界
,

一看气

氛是和往常不同
,

大门 口有十多个彪形大汉守卫着
,

还

有几个改组派人员在招待来宾
,

进了大门
,

从门厅到共

和厅
,

沿途还有不少彪形大汉在巡查
。

一进共和厅
,

已

有不少人先我而到
,

大厅内原有横排的戏场座位不见

了
,

改排成两长桌
,

两长桌间加一横桌
,

成 U 字形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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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个会场的格式
.

我进了会场签过名
,

找了我们上海

的几个人坐在一起
。

我间其他一些人
: “

今天干什么 ? ”

他们都说不知道
。

将近 9 点
,

会场里的座位基本上都坐

满了
。

9 点正
.

汪精卫在曾仲鸣
、

王愁功
、

谷正纲等一大

批人的簇拥下
,

走进了会场
,

在全体热烈掌声中
,

于横

桌的正中坐下
,

马上有人宣布开会
,

并请汪精卫讲话
。

他讲话不多
,

只是些
“

共赴国难
,

全党团结
”
等等空话

,

并无具体内容
。

由于大世界下午要营业的
,

所以在汪精

卫讲话后
,

有人简单地宣布
,

这个会议是广州四全大会

的继续
,

由于时间关系
,

别的问题不讨论了
,

首先进行

选举中央委员
,

并且当场就要开票
。

选举票子分发好
,

叫大家坐下
,

马上填写
,

票子上

分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两项
,

委员各有正式和候补

若干名
,

依照得票多少而定
。

票子拿到手
,

谷正纲就来

找我
,

他交给我一张名单
,

叫我通知我们上海的代表照

选
.

接着江苏方面有位姓金的代表来找我
,

说他们江苏

有 10 多票
,

要和我们上海的 10 票交换
,

把他和我二人

都选上去
。

我说我已答允照选谷正纲给我的名单了
.

不

便再接受他的名单
.

开票结果
,

得票当选的
,

最少的只

有 20 多票
.

假使我同意了金某的要求
,

我们上海和江

苏合作
,

那末金某和我二人都可以当选了
。

事后体会

到
,

他们布置这次会议的几个人
,

事前保密
,

临时突击

选举
,

就是防止别人搞竞选
,

以便由他们来包办
。

大世界是上海的
“

野鸡案
” ,

汪精卫的这批大世界

中央委员
,

人们讽称为
“
野鸡中央委员

”
。

国民党的四届

中央委员
,

原定是由南京
、
广州

、

上海三地产生
,

再到南

京一起开会
,

其中属于改组派的
,

计有执行委员汪兆铭

(即汪精卫 )
、

王法勤
、

陈公博
、

顾孟余
、

经亨颐
、

甘乃光
,

候补执行委员朱鼻青
、

陈树人
、

王愁功
、

唐生智
、

陈采

木
、

范予遂
、

谷正纲
、

唐有壬
,

监察委员陈璧君
、

褚民谊
、

张发奎
,

候补监察委员郭春涛
、

潘云超
、

邓飞黄
、

黄少

谷
、

肖忠贞等
。

12 月 4 日
,

广东地方派继续在广州开会
,

也选举

了中央委员
。

同月 7 日
,

广州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
,

声

明如蒋介石息兵下野
,

粤方自动撤消政府
,

随之蒋介石

提出辞职
。

同月 15 日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
,

决

议照准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
,

并任命林森为国民政府

主席
,

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

12 月 22 日
,

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

会在南京开会
,

宁
、

粤
、

沪三地产生的委员都参加了
,

宣

告完成了国民党的统一
,

并改组国民政府
。

会上选举林

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

孙科为行政院长
,

张继为立法院

长
,

伍朝枢为司法院长
,

戴季陶为考试院长
,

于右任为

监察院长
。

会上又推蒋介石
、

汪精卫
、

胡汉民为国民政

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
。

蒋介石表面上辞职下野
,

实际上是以退为进
。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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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月 2 2日
,

蒋在南京陵园约请改组派要人陈公博
、

顾

孟余
、

王法勤等晤谈
,

表示在此国家危亡之际
,

要请汪

精卫为国民党的领袖
,

出面主持一切
。

他说在上海时曾

向汪面述此意
,

但汪太客气而表示不就
.

所以要他们再

行向汪转达此意
。

他表现得非常恳切地说
: “

中兴本党
,

非汪莫属
。 ”

蒋介石耍弄以退为进的手法
,

汪精卫却也故作退

而让贤的姿态
,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他称病住院没有

出席
,

表示与蒋同进退
。

当时他不急求上台
,

等待更有

利的时机
。

1 9 3 2 年 1 月 16 日
,

蒋介石为了重新出山
.

邀请了汪精卫
、

孙科
、

张继
、

张静江四 人至杭州
,

于 18

日在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议
,

达成了汪蒋合作
、

共同主持

南京军政事宜的协议
。

同月 21 日
,

汪蒋二人先后到南

京
,

蒋发表谈话时说
,

他对国事别无主张
, “
汪先生的主

张
,

即为余之主张
” ,

回南京是
“

赞助政府
,

共纤国难
” 。

汪也发表谈话
,

说是他对蒋
“

精诚团结
、

共赴国难之决

心
,

至为敬佩
” 。

两人各施计谋
,

互相吹捧
,

实际上是在

进行政治分赃的买卖
.

1 9 3 2 年 1 月 22 日
,

汪蒋联合召开国 民党中央委

员谈话会
,

交换对外交
、

军事
、

财政等各项问题的意见
。

同月 2 4 日
,

孙科在内外交困形势下
,

请辞行政院长
。

同

月 28 日
,

国民党中央开会
,

批准孙科辞职
,

任命汪精卫

为行政院长
,

接着
,

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

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

至此
,

形成了汪主政
,

蒋主军
,

汪蒋

共管党和平分权力的格局
,

并共同推行
“

攘外必先安

内
” 、

对外妥协
、

对内反共的政策
.

汪精卫主拿行政院长
,

改组派主要人物顾孟余出

任铁道部长
。

铁道有收入
,

这是行政院内最有钱的单位

之一 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
,

又兼国民政府实业部长
,

部内有商标局和商品

检验局
,

也是财力比较好的单位
。

此外改组派的上层人

物
,

很多也担任了中央党政机关要职
,

如褚民谊当行政

院秘书长
,

郭春清当实业部次长
,

谷正纲当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等
.

改组派人员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
,

汪精卫一

上台
,

大家弹冠相庆
,

忙着做官去了
,

至于什么群众组

织工作
,

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

做官要靠拉私人关系
,

改

组派的组织从此无形解体
。

我因为在改组派内负责主

持过上海工人运动
,

总算安排我到中央民运会工人科

工作
,

先当干事在南京工作了几个月
,

由于上海时常发

生工潮
,

就派我常驻上海做工会工作
。

那时国民党在上

海的工会工作有点脱节
,

就是黄色工会
,

C C 系也不能

控制
,

改组派对工会也已放弃活动了
,

但国民党内部派

系之间
,

为了争权夺利
,

矛盾依然存在
。

如在汪蒋合作

的过程中
,

陈铭枢是在汪蒋之间奔走拉拢的
,

因之除他

的部队十九路军驻守宁沪线外
,

他本人又 充当了交通

部长
.

铁道部是从原来的交道部分裂 (下转第 50 页 )

口 樊寝甫(遗作)

抗战时期
蒋管区

兵役制度有征兵
、

佣兵
、

民兵三种
。

蒋介石国民党

军队
,

在抗战前始终采用佣兵制
,

是一支无根的私人所

有的部队
,

整编师
、

暂编师
,

编制复杂 ;中央军
、

杂牌军
、

地方军
,

待遇歧异
,

装备训练
,

今古奇观
。

八
·

一三抗战

开始时全国陆军师番号有二百多个
,

蒋介石自己也不

晓得他部下有多少兵
,

多少枪
.

统而言之
,

约二百多万
,

的确是一个叫化子土匪集团
。

一
、

八
·

一三上海抗战期间
,

我向蒋建议邃立征兵

制度

八
·

一三上海发动对 日抗战后
,

蒋介石利用抗 日

机会把各地方向不受征调的部队
,

都调到南北战场来

硬拼
,

牺牲最多的是在上海
。

他对这些部队的看法
,

是

割据的工具
,

打光了无所谓
。

海军兵舰炸沉了封锁江阴

长江航道
,

他说这些兵 舰是福建人向中央敲诈的工

具
,

搞完了也好
,

将来抗战胜利重新建立
。

抗战能在上

海多支持几个月
,

给英美列强看看颜色
,

出来一调解
,

中日达成和议
,

他自己就可雄视一世
、

独霸中国无敌

了
,

至于对于部队的补充
,

绝不 过问
。

19 37 年 10 月中

旬
,

上海已拼了两个月
,

是时我率领四十六军驻西安渔

关线 警备整训
,

我以反对法西斯见件于蒋
,

另一方面

蒋留浙籍部队在蒋鼎文指挥下控制西北
,

未调前线
,

我

是只顾军事
、

反对内部政争的一员
,

看到全国部队行将

调空
,

毫无预备
,

万一第一线崩溃旧 寇长驱直入
,

不能

再事抵抗
,

觉得非常危险
,

即给蒋去了一个亲笔密电
,

原稿丢了
,

大概忆述是
“

钧座专心指挥上海作战
,

迭锉

敌锋
,

职钦佩无似
,

惟全国现役兵役有限
,

恐剧战三月
,

二百万军可消耗殆尽
,

恳请钧座考虑
:

后方可调部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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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此御匾一直珍藏在东华医院
,

直到 1 9 8 3 年
.

特聘专

家精工重修
,

箔镂真金
,

并悬于文武庙
, “
以祈神威降

祥
,

普佑众生
” 。 〔U

每当故乡发生夭灾夭祸
,

香港华人同乡宗亲会或

各邑团组织
,

立即发起娠灾运动
,

提供援助
。

如 1 9 1 5年

珠江三角洲各县发生空前严重的大水灾
,

东华医院通

过沿门劝捐行动
,

仅 3 个月内即筹得近 57 万元
.

其他

如九江商会
、

旅港顺德商务局
、

旅港番禺公所
、

各行业

商会等
,

亦争相响应
。 〔 2〕 1 9 2 2年潮汕咫灾

,

旅港潮州八

邑商会一面派代表驻汕施娠
,

一面分函海内外吁请募

捐
,

竟达 60 万元之 巨
,

解决了大问题
。 〔3〕 1 9 3 1 年夏秋

.

全国洪潦泛滥
,

灾遍 7 省
,

为祸惨烈
。

普益商会乃组征

求队
,

吁请各界及行友捐助
,

奔走兼旬
,

集娠款 2 万余

元
,

汇交华洋义振会分娠 ; 〔̀ 香港电器商会主席陈烦薇

暨司理陈磐石发起募集款项
,

汇贩灾黎 ; 〔5互

香港集木行

商会亦
“
尤为悉力捐输慨助

” 。 〔̀ 1 9 4 9 年夏
,

广 东三江

洪患
,

20 余县受灾
,

崩堤 150 多处
,

淹地 470 万亩
,

2 12

万人受灾
。

7 月 16 日
,

东华三院在广州成立娠灾办事

处
,

着手调查灾情和贩济工作
。 〔尤

此外
,

香港华商社团对于内地慈善
、

教育等公益事

业
,

尤多提倡协助
,

可谓
“
凡属有益社会事业 … … 无不

襄助
” 。 〔̀

此类例子很多
,

实在举不胜举 :

可以说
,

香港华商社团的兴起和发展
,

加强了本埠

华人社会的自助作用及其与乡梓的联系
。

它继承了中

国人传统注重联络感情 (包括亲缘
、

地缘及业缘 )的因

素
,

又采纳了近代商会的组织形式
,

因而成为联系
、

团

结全体华商的牢固纽带
,

实际表现亦证明其是凝聚而

有效率的
。

〔1〕霍达
: 《烟雨文武庙》 ,

1 9 9 5 年 5 月 17 日《光明日报 》 .

〔2 〕《香港与近代中国 》 ,

第 2 1 0 一 1 1 1 页

〔3〕赖连三著
,

李龙潜点校《香港纪略 》 ,

第 73 页
。

〔4〕《侨团史略
·

普益商会》 ,

载《百年商业》
。

〔5〕`侨团史略
·

香港电器商会 》 ,

载同上书
。

〔6〕《侨团史略
·

香港集木行商会 》 ,

载同上书
。

〔7〕《广州市志
·

大事记
·

第二部分 ( 1 9 1 2
一

1 9 4 9 ) )
,

未刊

〔8 〕《侨团史略
·

华商俱乐部 》 ,

载 《百年商业》
。

(上接 第 53 页 )出去的
,

除铁路外
,

其他的国有交通事

业仍归交通部管辖
。

陈铭枢当了交通部长后
,

C C 方面

对他不乐意
,

因之由 C C 系搞工会工作的陆京士首先

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
,

然后扩大到全国邮务工人罢

工
,

意图搞垮陈铭枢
。

陆京士原来是上海邮政局的邮务生
,

从邮务工会

起家
,

成为 C C 系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
.

1 9 3 2 年陈铭枢

当了交通部长后
,

为了打击陈铭枢
,

以要求增加工资为

名
,

陆京士等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
,

除进一步策动全

国邮工支援外
.

并策划上海各业工会支持
,

意图发动上

海各业的同情罢工
。

陈铭枢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

就找了

陈公博一起到上海来设法平息邮工罢工和防止其他各

业工人的同情罢工
。

因为陈公博负责的中央民运会和

实业部是主管工潮的机关
。

陈公博一到上海就找我商

量办法
,

他要我联络上海各业工会反对邮工罢工
,

经我

集合了以前在改组派搞工人运动的几个人
,

商决发动

一个呼吁邮务工人复工运动
。

我们起草好了一份呼吁

邮工复工的信
,

各人分头找各业工会负责人联络
,

并请

他们在呼吁邮工复工信上签名
。

通过几天活动
,

上海各

业工会中绝大多数工会负责人都签了名
,

随后把这些

工会联名呼吁邮工复工的信
,

一方面送给邮务工会
,

一

方面在报纸上发表
。

这徉一来
,

邮务工会的声势大受打

击
,

上海各业工人的同情罢工意图流产了
。

邮务工会同

交通部谈判要求增加工资问题
,

不久就得到了解决
.

通

过这一次事情
,

C C 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
,

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
,

由是 C C 系和杜月笙的联

合势力
,

以陆京士等为中坚
,

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

一组织
。

汪蒋合作
,

改组派的人员首先安排到南京中央的

党政机关
,

然后有些人也插足到省市机关去
.

1 9 3 3 年

初
,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换届改选
,

改组派提出来要插足

进去
,

CC 表示接受了
,

却把我安抖防监察委员
。

在国

民党机构中
,

安排为监察委员的都是年龄大一点的人
,

有名无实
,

类同虚设
。

而我那时还不到 30 岁
,

正当年富

力强
、

应当实干的时期
,

安排我这种有名无实的职务
,

这是 C C 系在汪蒋合作中一种
“

巧妙的应付手法
” .

至于陈铭枢
,

并非蒋介石嫡系
,

他是广东人
,

生于

1 8 8 9 年
,

保定军校二期毕业
,

同盟会会员
。

他从营长逐

级升到军长
,

又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
、

主席等职
,

资历

很深
。

1 9 3 1 年 6 月
,

他的部队改编为 19 路军调驻宁沪

一线
,

作为汪精卫到南京的安全保障
。

但 19 路军是支

爱国的部队
,

在上海奋起抗敌
,

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
。

但蒋介石痛恨他们打乱了他的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策

略
,

所以迫使他们停止抗 日
,

汪精卫又是患了恐日病

的
,

终于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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