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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是国民党新桂系的首脑，晚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
他是令蒋介石最头疼的人物，与蒋介石抗争二十几年，始终没有被吃掉。
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贯穿于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
本书披露了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备受蒋介石冷落，继而迫蒋下野内幕，还有美国当年对中国时局的影
响，李宗仁返回祖国大陆前后的详情等，是李宗仁晚年政治生涯的全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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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思远（1908-2005），广西宾阳人，政治活动家。
罗马大学研究生毕业，政治学博士国。
曾担任国民党中常委。
青年时代投笔从戎，逐步成为桂系的核心人物。
他先后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秘书，捭阖纵横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参与筹划了反蒋、助李宗人竞
选“副总统”、逼蒋下野、与共产党和谈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10年间，受李宗仁委派先后五次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
后两赴欧洲牵线搭桥，为李宗仁回归大陆作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又与李宗仁一起，从海外归来。
改革开放以后，程老先生担当多个重要职务，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委员会
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中华海外联宜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台湾研究会第
四届理事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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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参加竞选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事，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旬还没有什么表示。
因此李宗仁以为蒋已同意了，特于三月十一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
竞选事务委员会也在南京正式成立，由邱昌渭（1898—195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　　博士。
1931年曾担任桂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秘书主任。
1943年10月调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
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
同年去台湾。
）主持其事。
 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
三月十六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次日孙科公开表态，也要竞选副总统。
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
这么一来，李宗仁的处境就大大不妙了：第一，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
，易于取得人们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
以孙科同蒋搭档较为适宜；第　　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
白崇禧发现情势对李不利，曾对我说：“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
”李宗仁于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
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几日后，他到了南京。
那时国民党人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和程潜。
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定陈立夫负责领导
国民大会内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　　束，违反者予以
党纪制裁。
　　四月三日夜，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
央提名。
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　　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劝告，月13日病逝于台北。
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
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
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　　四月三日，通过黄绍竑的联系，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
，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
此　　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一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
支持。
　　原来，自抗战胜利以后，陈氏的CC系声势日涨，显然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
。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中国国
民党），自是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大部分是复兴
系分子）担任。
由于争权夺利，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分得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
。
他们得知蒋介石以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组织，支持孙科竞选，认为如果孙能胜利，蒋介石将
更加信赖陈立夫，而CC得势，自非他们之利。
于是，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蓝衣社）、埔（黄埔系）、青（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如汤
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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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经贺衷寒（1900—1972，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
黄埔系骨干将领。
抗战时，贺衷寒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
1947年任社会　　部政务次长，1949年蒋介石引退，贺亦随之辞职。
贺与蒋的关系不仅是师生，亦是蒋的爱将，长期在军中政治部门活动。
）、袁守谦（1904—1992，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1932年参与发起组织复兴社特务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会 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代部长。
1945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委。
1948年起任华中“剿总”秘书长兼政务委员会委员。
）劝阻，也不理会。
此一发展，实非蒋介石所能逆料。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宗仁先生晚年>>

编辑推荐

　　亲历历史　计述历史　　深度了解真实的百年中国　　对于显赫人名的人物只有知道了大量的详
尽细节之后长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的确像他表面上看不那么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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