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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蒋介石的
。

权力分配的因素是有的
。

蒋介石把党权

交给二陈 陈果夫
、

陈立夫
,

几乎所有老国民党员都有

异议
,

蒋却一意孤行
,

成了
“

蒋家天下陈家党
” ,

强化他

个人集权
,

这是国民党分裂的原因
。

其实
,

胡先生对蒋的不满在南京时已较深
,

难以长

期合作下去
,

对政治失望
。

即使没有
“
汤山事件

” ,

胡先

生也会寻机退出的
。

他曾几次说起要回广东休息
。

陈
 

胡汉民在南京时有一句 口号
“

党外无党
,

党内

无派
” ,

南下后他却自成一派
,

这是否前后矛盾!

王
 

对这句话的理解有误
。

胡先生要求的只是国民

党员的操守
,

不能在参加国民党之外再加人别的政党
,

反对跨党分子
,

这不是针对其他党的
,

更不是限制其他

党的成立与发展
。

胡对国民党的感情很深
,

他曾说过
“
总理 孙中山 在

,

我以总理为党 ∀总理不在
,

我以党为

总理
” ,

这句话也有人不理解
。

陈
 # ∃ % & 年后

,

南京与粤方在
“

五全大会
”

的召开

间题上争执了很久
,

原因是什么 ! 最后粤方为何让步!

王
 

作为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

多长时间开一次

会在党章上有规定
,

如果没 非常的理由
,

不能不让开
。

粤方并非不让开
,

而是强调会议的议题应该包括抗 日

与党内民主
,

这在
“

齐
” 、 “

有
”

两次通 电中有 明确的反

映
。

陈
 

胡汉民在
“

五全大会
”

前出国养病
,

是否有政治

目的
,

如与蒋介石达成某种谅解 !

王
 

没有政治目的
,

那时他真是病了
,

需要出国治

疗养病
。

当时确实有生
“

政治病
”

的人
,

所以对胡先生的

举动有不少猜测也是正常的
。

陈
 

邹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

胡出国还是一种政治

安排
。

王
 

不是这样的
。

陈
 

胡汉民在国外受到中国大使馆规格很高的接

待
,

还给他看国内发来的绝密电报
∋

是否意味着南京方

面已把他当作
“

自己人 ,’!

王
 

高规格接待没有特别的意义
。

胡先生始终是国

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

接待他是正常的事
。

陈
 # ∃ % ( 年底胡汉民于

“

五全大会
”

一结束就从欧

洲回国
,

滞留在广州
,

他有无去南京的打算 !或者说
,

在

去不去南京的间题上
,

胡汉民是否有过变化!

王
 

有过一点变化
。

胡先生回国时
,

我去新加坡迎

他
,

他一见面最关心的是南京在抗 日问题上的态度
。

他

& )

和南京的使者居正等谈了几天
,

主要也是围绕抗 日
,

要

求不是空 口说
,

要看行动
。

他在 回国的路上尚未决定是

否要去南京
,

经过香港后越来越发现情况不是他所想

的
,

就决定不北上了
。

但他住在广州
,

没再回香港
。

住在

国内
,

也是一种变化
,

一种积极的表示
。

陈
 

胡汉民在最初的谈话中称
,

一俊春暖
,

即行北

上
。

这是否要留有后路 !

王
 

不是留后路
。

那个谈话是我起草的
,

当时的情

形
,

胡先生就是决定暂不北上
。

陈
 # ∃ % ∗ 年后

,

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有无特别的

联络的管道 !

王
 

没有特别的管道
。

蒋介石曾几次派人见胡先

生
,

李晓生也曾代表粤方同南京方面有过接触
。

几次都

是因事因人而异
,

没有固定的管道
。

二
、

关于
“

新国民党
”

陈
 “

新国民党
”

是否存在
,

一度是个有争议的问

题
, “
函 电稿

”

中有大量信件证明胡汉民三十年代确实

领导过一个组织
。

王
 
当时有不少国民党员赞同胡先生的主张

,

在邹

鲁的主持下
,

这些人都进行登记
,

但从来没有用过
“

新

国民党
”
的名称

,

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

胡先生就用
“

中

国国民党
” ,

指责南京蒋介石已背弃了孙中山的主义与

国民党的历史
。

陈
 

确实如此
。

但依您的看法应该如何称呼这个组

织呢!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
,

毕竟一提到
“

中国国民党
” ,

多数人想到的是南京与蒋介石
。

今天该如何区别这两

个名词相同而政见相左的
“

中国国民党
”

呢!

王
 

还真难说
。

在我心里
,

区别是很明显的
。

陈
 

我心里也很明显
。

可既然已有不少人用
“

新国

民党
”

这个名词
,

我们不妨也借用
,

以便于一般研究者

区别
。

不知您以为如何!

王
 

也可以吧
。

陈
 “

新国民党
”

准确的成立 日期 ! 有无成立仪式

如大会等! 有无结束手续 ! 经费从何处来 !

王
 

大概在 # ∃ % ∗ 年
“

淞沪停战协定
”

签字后
,

胡汉

民
、

萧佛成
、

邓泽如等几位先生商议建立一个新的组

织
,

但没有开过成立大会也没有别的仪式
,

所以也就很

难说它准确的成立 日期
。

因为完全是以胡先生为核心

的
,

他 # ∃ % + 年去世后
,

大家就散伙了
,

也没有结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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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经费主要是西南政务委员会提供的
,

西南政务委

员会的钱又来自广东省政府
。

其实
,

要维持也用不了多

少钱
,

各地方组织都是自愿的
,

给他们的经费不多
。

陈
 “

新国民党
”
的中央组织结构如何 ! 是否以

“

西

南执行部
”

为中央机构! 除萧佛成
、

邓泽如
、

邹鲁
、

刘庐

隐之外
,

还有什么人 !

王
 

中央上层只有萧佛成
、

邓泽如和邹鲁三人
。

萧

先生
、

邓先生在党内的资历很老
,

是与孙中山先生一起

革命的
,

对党有感情
,

与胡先生看法一致
。

邹鲁则非常

能干
,

主要负责对外联络
。

刘庐隐得到胡先生信任
,

他

有时在广州
,

有时去上海
。

中央机构是独立的
,

与西南执行部不是一回事
。

西

南执行部是以在西南的中央委员组成的
,

但这些人里

面不少人没有加入新组织
。

陈
 “

新国民党
”

有哪些地方组织
,

其具体名称是什

么 ! 上海的组织有的地方称
“

上海干部
” ,

有的称
“
长江

交通部
” ,

到底哪个正确 !

王
 

地方上没有正式名称
,

也没有登记
。

有组织的

地方很多
,

广州是大本营
,

上海
、

天津的组织较重要
,

它

们同时负有领导更下层组织的贵任
。

天津负责北方
,

上

海负责长江中下游各省
。

比较起来
,

北方的组织由邹鲁

直接领导
,

成绩要大一点
。

陈
 

请介绍
“

新国民党
”

在上海的基本情况
。

王
 

上海主要是刘庐隐与李晓生负责联络的
。

原先

胡汉民先生在上海的联络人是民智书局的老板林焕

庭
。

民智书局是当年海外华侨为印刷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而建立的
,

孙先生写完《三民主义 》后
,

曾交商务印

书馆会印
,

未被接受
∋

# ∃ % % 年林焕庭去世
,

胡先生就派

李晓生来往于沪穗之间
,

接替联络工作
。

李晓生曾在法

国生活过很久
,

# ∃ ∗ ) 年起任立法院秘书
,

# ∃ % # 年
“
汤山

事件
”

时
,

是唯一获准出入胡宅
,

照顾胡先生生活的人
。

胡先生对他比较信任
。

在上海做事较多的是何世祯与陈群
。

另外还有一

批人
,

领点津贴
、

交际费
,

有时做些事
,

如陈嘉佑
、

陈中

孚
、

桂崇基
、

熊克武等
。

他们在法租界有一个电台
,

保持

与广州的联络
。

民智书局是主要的活动据点
,

另外
,

陈

群还拿出自己的一处房子供大家聚会
∋

在哪条衔不记

得了
,

门牌是 #, 号
。

我 # ∃ % ( 年到上海时曾去过
。

陈
 

在
“
函电稿

”

中有方振武率所部集体加入
“

新国

民党
”
的记载

,

此事确实吗 !另外
,

方与胡汉民的关系似

非常密切
,

有无特殊原因 !

王
 

有这件事
。

方振武在举国不抵抗的时候
,

能孤

军抗敌
,

胡先生很赞赏
,

特别重视这支抗 日力量
,

在经

济上尽力帮助
。

方对胡先生也很尊重
。

方振武军事失败

后
,

到了香港
,

住在跑马地
,

我还受胡先生命去看过他
,

他也来拜访过胡先生
。

后来方出国
,

胡先生又尽其可能

对随方来港的部下进行了安排
。

记得有人送到了广西
,

有人去了《三民主义月刊》编辑部
。

陈
 

冯玉祥是否加入过
“

新国民党 ,’!

王
 

应该算参加过
。

冯先生是唯一在张家口率部抗

日的
,

他的活动在精神与形式上
,

都与胡先生站在一

起
。

冯在张家口时
,

与胡先生联系较多
,

兵败后其部下

也有到香港的
。

陈
 

从
“
函电稿

”

看
,

海外华侨
,

尤其是美洲华侨与

胡汉民往来十分密切
,

有的也参加了
“

新国民党
” ,

请说

明两广与南京在海外的斗争
。

王
 

这种情况不仅美洲有
,

欧洲也有
。

# ∃ % , 年我到

欧洲时还遇到拥护胡先生的华侨
,

给我看他们当时印

发的文件
。

国外的华侨在政治倾向上是分裂的
,

有人拥

护胡先生
,

有人听命于南京
。

其实最早南京方面与华侨

的联系远不及广东
,

但后来蒋介石特别注重培养在国

外的力量
。

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在美洲是三藩市 旧

金山
,

在欧洲是巴黎
。

三
、

关于胡汉民与西南的关系

陈
 “
函 电稿

”

中有大量胡汉民
、

萧佛成等对陈济棠

搪塞敷衍不满的信件
,

双方矛盾的症结在出兵反蒋
,

资

助各地反蒋抗 日力量方面
。

胡与陈的关系到底如何 !是

否是在互相利用 !

王
 

萧先生等人知道广东军队的实力不如南京
,

他

们只是要陈济棠能利用时机摆出
“

武谏
”

的姿态
,

而陈

考虑的主要是广东的地盘
,

他面临着蒋的压力
,

不能公

开决裂
。

另外
,

他还有
“

剿共
”
间题

。

蒋介石在江西
“

剿

共
” ,

把红军往南压
,

实际上是驱共南下
,

还有许多老百

姓逃难到广东
,

广东的压力非常大
。

陈济棠派余汉谋的

部队驻守赣州
,

就是想屏障广东
,

不让红军进来
。

后来

白崇禧告诉我
,

两广在红军长征时放出一条道
∋

让红军

过去
,

留下来不行
,

打又两败俱伤
,

只能放他们快点出

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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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知道
,

有胡先生在南方
,

蒋介石就不会动

武
。

当时有人说
,

胡先生在
,

相当于十万精兵
,

主要是他

的影响大
。

所以胡先生在世
,

宁粤间还太平
。

# ∃ % ( 年胡

先生一过世
,

陈济棠感到危机就在眼前
,

而蒋介石也不

再有顾忌
。

胡先生 ( 月中旬过世
,

两广 + 月 # 日起兵
,

以攻为守
,

但不几日就被蒋解决了
。

陈
 

西南政务委员会
、

执行部与广东省政府的关系

如何! 前者的经费是否由后者资助 !

王
 

没有直接关系
。

西南政务委员会并不能直接指

挥广东省政府
,

但经费确实是由广东省政府提供的
。

陈
 

胡汉民在香港及出国的费用从何处来 !胡家在

港的房子由何处来!

王
 

他在香港和出国的费用都是由广东来的
。

胡家

原来没有房子
,

在广州和香港都是租房住
,

我们刚到香

港时住在妙高台
,

就是租的
。

后来干德道的房子据说是

美洲华侨捐钱盖的
,

华侨觉得胡先生为国一生
,

竟然居

无定所
,

于心不忍
,

出钱帮胡家盖了房子
。

陈
 

从
“
函电稿

”

看
,

李宗仁
、

白崇禧的政治态度与

胡汉民十分接近
,

胡与他们的感情也较与陈济棠为亲

近
,

实际情形是如此吗 !

王
 

广西非常想有所作为
,

李
、

白要建设
“

新广西
” ,

抱负不小
。

可广西比较穷
,

历史上财政一直要靠广东补

贴
,

三十年代时仍如此
,

行动上就不能不注意广东的态

度
。

陈
 

西南有了政务委会员和执行部后
,

一直想成立
“

西南国防委员会
” ,

到底成立没有 ! 如成立
,

则人事与

结构如何 !

王
 

没有正式成立
∋

陈
 

福建与广东的关系如何 !陈济棠似乎一面拉拢

福建
,

一面又总是防着陈铭枢
、

蒋光鼎与蔡廷错等人
。

王
 

是的
。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
,

蒋光鼎等人的处

境与广东相似
,

两省又相邻
,

所以一度联络很多
。

但陈

济棠当初是靠古应芬等的支持将陈铭枢挤出广东才有

后来局面的
,

他怕十九路军重新染指广东
,

所以特别要

防
。

陈
 “

福建事变
”

发生后
,

胡汉民的态度是否受到陈

济棠的牵制 !他是否曾有借机反蒋的计划
,

如在广西开

府!

王
 

事变发生后胡先生自己写的电报
,

表示对事变

不闻不问的态度
,

其中有一句是
“
以燕伐燕

,

吾为何劝
,

( −

不直不见
,

舍我何伤
” 。

他对福建方面的意见主要是不

满陈铭枢废国号建人民政府
、

联共等政策
。

开府广西不

可能
,

广西太穷
,

经济上靠广东资助
,

怎么 能独立开府!

陈
 

事变失败后
,

李济深
、

蔡廷楷仍与胡有书信联

系
。

这说明什么!

王
 

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很深的矛盾
。

邹鲁与蒋光

鼎
、

蔡廷错关系密切
,

李济深在梧州中学读书时
,

胡先

生是他的老师
。

事变失败后不但有书信联系
,

李
、

蔡都

到香港来拜访过胡先生
,

承认自己做事太莽撞
,

连党都

不要了
。

陈
 

胡汉民组织西南联合
,

具体实施过程中
,

在桂
、

黔
、

滇
、

川
、

湘
、

闽各省之间有无亲疏或轻重缓急之分

别!

王
 

广西与广东联系在一起
,

人称
“
两广

” ,

当然关

系最亲近
。

贵州王家烈也常与胡先生联系
,

他的一个财

政厅长叫郑先萃
∋

给我们写过不少信
。

王家烈的夫人更

是常驻两广
,

因为两广是贵州物资的进出 口
,

不能不搞

好关系
。

湖南何键到过广东
。

云南龙云关系远一点
。

四

川连续内战
,

根本就不统一
。

所以如果粗略地把各省排

个队
,

由亲而疏大致是
 

桂
、

黔
、

湘
、

滇
、

川
。

原先福建走

得也比较近
,

可闽变后大家分道扬镰
,

福建完全被蒋介

石控制
。

四
、

胡汉民与其他人的关系

陈
 # ∃ % # 年底逼蒋下野与孙科内阁的建立

,

是胡

汉民与粤方的一大胜利
,

缘何孙科内阁竟迅速垮台!是

否与粤方的不支持 如广东截 留关余 有关!

王
 

孙科内阁主要是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压垮

的
。

孙科并不完全听从广东
,

他与陈济棠关系不好
,

广

东方面有 自己的困难
,

无法全力支持他
。

胡汉民最初很

想劝汪精卫同回广东
,

开创局面
,

但被汪所拒
。

蒋汪联

合意味着蒋介石政权的强固
,

汪清卫所得较少
,

最后当

了汉奸
。

陈
 

从历史上看
,

胡汉民与孙科的关系怎么样 ! 孙

本是从广东起家
∋

与蒋亦不睦
,

缘何在内阁倒台后不再

回粤而留沪 !

王
 

孙科这个人有少爷脾气
,

在广东当市长多年
,

独断专行
,

和陈济棠弄得很僵
。

自从去南京当铁道部长

后
,

局面大了
,

更要创大业
。

胡汉民
、

汪精卫走后
,

他的

地位迅速上升
,

更不会再回广州
。

此后
,

胡汉民与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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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关系并没断
,

孙到香港见胡先生
,

态度很诚恳
。

但他有自己的打算
,

舍不得南京
,

南京的夭地与舞台比

广州大多了
。

陈
 

伍朝枢的情况是否与孙科类似 ! “函电稿
”

有他

不肯回广东任省长的记载
。

王
 

伍朝枢当初为抗议
“
汤山事件

” ,

愤而辞去了驻

美国大使
,

立场坚定
。

他不愿当广东省长
,

却要当琼州

特区行政长官
,

要求有特权
,

将琼州变成独立区域
。

广

东无法答应这一要求
,

他宁肯不做
。

陈
 

胡汉民曾一度视张学 良为蒋的爱将
,

在榆关失

守后
,

猛烈抨击他
。

但 # ∃ % & 年张下野出国后
,

胡又拉拢

张
,

其间有无特殊原因!

王
 

不是拉拢
。

胡先生一直认为张学良本质不错
,

不是甘心抛弃东北
,

完全是按蒋介石命令做的
,

大家应

该谅解他
。

但在榆关与华北放弃守土之责必须抨击
。

张

学良自己也觉悟了
,

他从欧洲回国经香港时
,

我和胡木

兰去码头接他
,

他手上拿着
“

认罪书
”

下船
。

所以也要理

解他
,

实际上他是完全给蒋搞垮的
。

陈
 

陈融与胡之间的信件来往频繁
,

保持着
“

热线
”

联系 ! 他是否是胡与陈济棠的中间人!

王
 

陈融与胡汉民是至亲
,

胡夫人陈淑子是陈融的

妹妹
。

陈融文人气重
,

不要做官
,

谭延间当行政院长时
,

硬要他去南京做行政院政务处长
。

西南政务委员会成

立后
,

陈济棠又要他做秘书长
。

胡与陈都能接受他
,

相

信他
∋

可以说他是胡汉民与陈济棠联系的中间人
。

陈
 

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胡汉民与杜月笙的关系
。

王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 目
,

本与胡先生没什么关

系
。

由于陈群牵线
,

胡先生 # ∃ % # 年底从南京抵上海时
,

他去迎接
,

胡先生南下时
,

又去码头送行
,

无非是显示

他神通广大
,

与各方都有交往
,

同时也显示上海是他活

动的地盘
。

胡先生南下后
,

双方只有些礼节性交往
。

陈
 

胡汉 民与孙殿英的通信不少
,

他们的关系如

何 !

王
 

孙能率部抗 日
,

又受到蒋介石的逼迫
,

胡先生

赞赏他的行动
,

同情他的处境
,

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

两人历史上没有多少个人关系
,

但 # ∃ ∗ ) 年孙殿英就开

始给胡写信
,

我在立法院见到过
∋

陈
 

陈中孚曾代表胡汉民到海外考察
,

有考察报

告
,

他们的关系如何!

王
 

陈中孚是个 日本通
,

神通广大
,

孙中山当年都

向他借过钱
。

他时常出国
,

与胡先生也有来往
,

但他出

国不一定是受胡委派
,

也不是代表
。

陈
 

胡汉民有几个秘书 !有文字说程天固是胡汉民

的英文秘书
,

确实吗 !

王
 

从立法院时期起
,

胡汉民的秘书只有我一人
。

李晓生是立法院的秘书
,

秘书长是李文范
,

我是立法院

院长的秘书
。

到香港后
∋

我一直与胡先生住在一起
,

他

的文字都由我处理
。

程天固是李晓生的妹婿
,

最初得到古应芬的提携
,

曾当过广州市长
,

但陈济棠极不满意他
,

要枪毙他
。

程

逃到香港
,

因李晓生的关系
,

就住进了干德道胡汉民长

兄胡清瑞原来的房子
,

与我们正对面
。

胡先生 # ∃ % ( 年

出国养病时
,

程主动提出自费随同
。

因而有报道据此说

他是胡先生的英文秘书
,

其实并无此事
。

这次旅行对程

很重要
,

他得以跟上了王宠惠
,

后王主持外交
,

程被派

往巴西等国任大使
。

我没有看到程天固为胡先生翻译过什么
,

胡先生

曾发表英文的声明
,

也不是他起草的
。

有次陈友仁来

访
,

为胡先生做翻译的是李晓生
。

陈
 

看
“
函电稿

”

的过程中
∋

有一个较强烈的感觉
,

胡汉民晚年所联合的力量
,

在军人方面
,

是西北军旧部

或地方军阀 ∀在党政方面
,

则是一些失意于蒋介石的人

士
。

这些人与胡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十分一致
。

这种做法

与胡从前所强调的
“
以主义结合同志

”

有相当的差距
,

是他的政治理念有变化
,

还是迁就环境!

王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

那些人在政治上要找个头

头
,

胡先生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

他 自己不会去特意联

络人
,

但人家找上门来
,

明知不是同路人
,

也不好拒人

千里之外吧
。

陈
 

最后
,

请谈谈您弃政留学的简单经过
∋

王
 

胡先生去世后
,

西南势力随即解体
∋

我对政治

巳十分厌倦
,

当时我还年轻
,

才二十九岁
,

自己可以重

新规划生活
。

多方比较后
,

决定赴欧洲旅游
,

随后由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未能东归
∋

从 # ∃ % , 到 # ∃ & , 年
,

在法国共学习
、

生活了十年
。

陈
 

十分感谢您能接受访间
。

我弄清了不少问题
,

以后恐怕还会登门请教
∋

王
 

不客气
。

我知道你做研究也不容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