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氏两兄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陈氏两兄弟>>

13位ISBN编号：9787506018258

10位ISBN编号：750601825X

出版时间：2004-3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陈廷一

页数：3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氏两兄弟>>

内容概要

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
陈果夫、陈立夫为国民党独裁、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氏两兄弟的童年、家庭教育及兄弟殊途又同归蒋氏门下的人生历程，应该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课题
。
    本书以时间为序，以陈氏两兄弟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突出两兄弟与蒋介石父子的关系及四大家族之
间的豪门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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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廷一(1947～) 简介: 笔名晨光。
河南鹿邑人。
中共党员。
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历任装甲兵学院文化处创作员、宣传处干事,河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读物编辑室主任、总编助理。
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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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按时到萨坡赛路14号赴约。
与此同时，袁世凯收买的凶手们，秘密地张出了罪恶之网，里里外外进行着周密的布置。
程子安招集了一帮凶手，王殿章、王润章、王子连、潘甫庭等拿了手枪、石灰包分布在萨坡赛路14号
周围的马路上，随时准备袭击。
李海秋是这里的熟人，负责带路。
程子安、王介凡、许国霖及一个日本人分乘马车前去与陈其美见面。
杜福生租借了汽车、马车在门外等候，以便行刺后迅速逃跑。
李海秋既是这里的常客，又按约定前来，门卫没有戒备。
李海秋把许国霖带进来之后，就去请陈其美。
陈其美随即下楼在客厅与客人相见，刚刚坐定，准备谈正事的时候，李海秋突然推说合同底稿忘了带
来，必须亲自去取，说完就匆匆忙忙离席走了。
陈知事情不好，正要退出，两个凶手冲了进来，拔出手枪齐向陈其美头部射击。
陈其美连中几枪，倒地身亡。
时年40岁。
　　陈其美遇刺后，孙中山丧失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他悲痛异常，但局势非常紧张，又不能亲临祭奠，更增添了孙中山先生的无限伤感。
　　陈其美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他在辛亥革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捍卫共和制、反对洪宪帝制复辟的英勇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陈其美在世仅仅40个春秋，在那祖国多灾多难、风云变幻的年代，他没有经过追求改良主义而走上革
命道路，可谓善始；没有走向革命的反面而成为光荣的烈士，可谓善终。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间无人敢去认领尸体。
惟独结义之弟蒋介石狂奔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义兄的遗体送往蒲石路(今长乐路)家中入殓
，并亲自撰写悼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
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　　为陈送葬时，蒋介石哭得很痛。
有人曾出一言：“英士与介石不枉兄弟一场。
”1916年11月20日，孙中山为陈其美国葬《致各总长各议员函》中充分肯定了陈其美：“平生事功，
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卒以身殉，死义甚烈。
”陈其美的去世，使孙中山失去了左右臂，使蒋介石失去了恩师，使陈果夫、陈立夫失去了父辈。
“孙陈情结”、“蒋陈情结”自然不自然地也会传染给下一代，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从中受益
不小，得到许多精神上的补充和慰藉。
因此，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也非常起来，用二兄弟的口吻表述：公开场合里，他们称蒋介
石为“蒋先生”；私下的场合里，则叫他“蒋三叔”。
　　却说蒋介石这位权术高手，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党务十多年，没有给其培植对立面，这有两个
重要原因：一是“二陈”为浙江老乡，对其忠心耿耿：二是“外敌”，一切力量对外，他也没有这种
精力。
　　在这形势下，“二陈”渐渐羽翼丰满，官升脾气长，手下有一帮喽啰后，对下难免有些骄奢淫逸
，在主子面前也不像先前那样顺从，直是点头，遇到利益上的事，比如圈中人的提拔，蒋如有不同意
见，他们也敢来两句。
这时候蒋介石不能不产生想法。
打从五次“剿共”后，蒋介石腾出手来，便给“二陈”物色对立面，以打破“二陈”一统党务的天下
。
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身影，陈诚的部下，名叫张厉生。
于是便召来秘室相谈，暗授机宜。
张厉生也深受感动，当场表示尽力效国，不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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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蒋介石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厉生推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的岗位。
张厉生到位时，蒋介石还亲临组织部讲了话，实际为张成生扶上马，送一程。
　陈立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潘汉年的发言。
说老实话，陈立夫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认为这个草案确是无可挑剔的。
但蒋介石在会谈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密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中共方面提出的这个草案。
故而他在一面专心听潘汉年的发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难中共，让中共知难而退出谈判。
　　潘汉年的发言完毕之后，陈立夫接着发言，他故作坦诚的模样，说道：“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
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
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
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真诚”并没有蒙住潘汉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陈立夫的险恶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权
与军队，那么中共拿什么与国民党抗衡呢?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就吃了没掌握军队的亏吗?
对陈立夫所提的条件决不能答应。
　　陈立夫的话音刚落，潘汉年就站了起来，严正指出：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来收编我
们，这不平等。
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
”　“先生理解错了，这怎能叫收编呢?”　 潘汉年一针见血地道：“你这些条件当是奉了蒋先生之
命才摆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
提议吧。
”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穿了陈立夫的老底，陈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陈立夫才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无权决定军事。
能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　 潘汉年一口回绝了陈立夫的建议。
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谈的。
”　“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积极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让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抗日，我
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曾谈原则”是原来陈立文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
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
这也是当初蒋介石的意思。
　　但蒋介石已经食言。
　　此时，他正在洛阳坐镇，指挥大军“围剿”红军，怎会坐下来与中共平等谈判呢?他拒绝了中共的
建议。
　　11月16日，陈立夫再次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会谈。
这次会谈较之上海的会谈，陈立夫更无诚意可言。
 　　公元1951年8月25日16时52分，当时间的秒针在这刻停留的时候，陈果夫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闭
上了双眼。
享年59岁。
　　先是传来妻子朱明的哭声，继而是儿女们的哭声。
　　不甘地狱的入地狱了。
　　不甘寂寞的人寂寞了。
　　不甘人后的人后了。
　　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儿女，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死在来台后的今天。
如果再早两年，他可身葬故乡，如今却是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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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死，留下了可供人们回忆的历史。
　　陈果夫从政20多年，虽然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则是四面涂壁，两袖清风。
晚年的吃药看病都成了问题。
妻子朱明流着泪在诉说，说起来谁也不相信，我们家老陈干净，干净得晚年吃不起药。
我们的积攒全用在了老陈的药罐子上去了。
我们初来台中市时，住房还借租台中市长的。
想搬出来找大一点儿的房子，竟怕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在台中时竟拮据到无钱住院吃药的地步。
　　死神却一步步向他逼来。
万般无奈之中，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
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之下，自己手中
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长期治愈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
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3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
《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遣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
著作。
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
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以及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
、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OCC。
但初次仅打2CC，约3分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入空洞矣。
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杆菌已由左肺浸入右肺，并由右肺浸入血管，再由血管进入
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骨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
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
今后的确比以前为难也。
”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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