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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讲的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对外战争阶段前整整
十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大陆学者基于中共党史的传统说法，习惯于称之为“（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时期”；台
湾学者基于国民党史的传统说法，习惯于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我这里用的书名是“内战与危机
”。
强调内战与危机，不是不重视南京国民政府这十年在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教育和法
制等方面所进行的各种建设工作。
事实上，我在本卷中对南京政府在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尝试，都尽可能给予了关注和介绍。
我之所以用内战与危机作全书的主题，是因为在这十年中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
太多的冲突与战争；而自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日本也一次又一次对中国实施了公开的外交压迫和军
事入侵，并不止一次地在中国领土上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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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方党部的地位如此，中央党部的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虽然规定了以党训政的种种方针，但无论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政治
会议，其作用都极其有限。
与其说是它们在起指导监督的作用，倒不如说它们更多的是在为蒋介石得心应手地运用政权提供法律
的解释而已。
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列于国民政府委员之中，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
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为国务会议主席，“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
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就明显地不同于过去的委员会议制的惯例，
意在推行主席独任制。
北伐结束后，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虽因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部相继撤销而取消，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他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
总司令，加上其原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两项职务
，蒋的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更加扩大了。
特别是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于1930年11月18日“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兼行
政院院长”，决定公布法律或发布命令，不必再由五院院长署名，只要“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
法院院长副署行之”，且以行政院会议取代了原来需要由国民政府委员集体议决的国务会议，从而更
是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使蒋介石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己提议、自己议决、自己签署各种
法令法规和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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