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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那些当年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代表人物，曾经不可一世、甚为风光。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变化和人生选择使他们起落沉浮，似演变成一种必然
结局，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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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陈诚：蒋介石宠臣，临终不言反共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国民党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第九战区、第六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长，后
勤总司令等职。
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东北行营主任。
后又任台湾省主席、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副总统”等职。
1965年病逝于台北。
1947年2月，刚刚过完49岁生日的陈诚，进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代。
他被蒋介石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夜，已经很深了，陈诚卧室的灯还没有熄灭。
他批阅完了桌上的一大摞文件，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无意问看见了衣架上挂着的上将军服。
这是一套正黄色质地考究的呢质军服，上装、长裤熨烫得笔挺，一级上将肩章的金边，在灯光的映照
下熠熠生辉。
看着这套军装，陈诚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是啊，一级上将，这可是国民党军仅次于蒋介石的最高军衔。
再往上，就是特级上将，全国只有蒋介石一人享此殊荣。
几十年戎马生涯，从当年的少尉排长，升到如今参谋总长、一级上将，陈诚可谓功成名就，他的得意
是理所当然的了。
操场偶遇，陈诚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陈诚，字辞修，1898年1月4日出生于浙江青田县。
1918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第二师第六团任少尉排长。
陈诚开始了他的戎马人生。
少尉排长，就是他最早的军阶。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
陈诚随邓演达来到黄埔军校，当了一名教育副官。
陈诚结识蒋介石，并投靠在蒋的门下，纯属一次偶然的相遇。
那是陈诚刚到黄埔军校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因外出访友，深夜才归。
回来后久久不能入睡，看着窗外渐露亮色，他索性披衣起床，拿着一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来到操场上练习单杠。
他准备练完单杠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
正在这时，蒋介石清晨散步来到操场。
他远远看见空旷的操场上有人在练单杠，便慢慢走了过去。
蒋来到单杠前，拿起地上的《三民主义》翻了起来。
他看见这本书已被主人圈圈点点，写满读书心得，非常欣赏。
陈诚看到校长翻阅他的图书，走过来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
蒋详细询问了他的姓名、单位，问了问陈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这次操场偶遇，陈诚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冷部。
蒋介石一纸命令，将陈诚调到身边，任司令部中校参谋。
不久，蒋介石又将陈诚调至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任上校团长。
1927年2月中旬，陈诚率部随二十一师在桐庐附近与孙传芳三个师的人马遭遇，陈部伤亡过半，士兵们
纷纷往后退缩，情况十分危急，再不顶住，整个部队就会崩溃。
陈诚见状大吼一声：“不准往后退，谁退老子毙谁！
”他右手提枪，左手举着手榴弹，冲了出去。
身后的特务队、侦察队见状，跟着陈诚向前发起了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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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下去的士兵见陈诚带头冲人敌阵，马上掉头向前。
战场上顿时杀声震天，孙传芳的部队一下子被打乱了。
接着，陈诚又带领部队连克新登、杭州。
此战之后，陈诚擢升为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不久后，任二十一师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军第十二师在曲阜陷于阎锡山的重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
陈诚率部及时赶到，解了十二师之围。
随后又与第六十师、六十一师打下了济南。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
蒋介石对陈诚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满意。
大战一结束，蒋便派陈诚与钱大钧等人组成军事参观团，前往东京考察。
这是陈诚第一次出国。
深秋的富士山，樱花虽谢，枫叶正红，景色十分迷人。
陈诚是个工作狂，他没有沉湎于东瀛的风景名胜，而是马不停蹄地到东京、名古屋等地，参观日本的
各类军事学校，考察军事教育。
在东京参观一所军事学院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陈诚终生难忘。
那天，参观正在进行，陈诚与日本一位高级将领闲谈，他谈到了自己很早就想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
愿望。
谁知那日军将领对陈诚不屑一顾，还把他嘲笑了一番：“你这么年轻，怎么就当上了师长？
”陈诚年轻气盛，不客气地回答道：“贵国的天皇不是也很年轻吗，他怎么当上了天皇？
”日本人把天皇当做神一样看待。
陈诚的回答显然冒犯了皇威，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
何应钦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军界许多上层人物是他的同学。
后来，由何应钦出面周旋，这事才算了结。
从日本回来后，陈诚被提升为第十八军军长。
十八军当时只有第十一师一个师，陈诚又兼任第十一师师长。
在日本无端受辱，陈诚刻骨铭心，当上军长后，他就对十八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一方面扩编部
队，招揽人才，同时对官兵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他成天与士兵摸爬滚打在一起，发誓要把十八军建成一支战斗力最强，能够适应山地与平原作战的精
锐部队。
果然，这支部队日后战斗力很强，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
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就把陈诚系称为“土木系”。
按照汉字字形，“土”为“十”与“一”组成，“木”为“十”与“八”组成。
意思是，陈诚是靠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起家的。
国共关系破裂后，陈诚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
在第五次“围剿”时，他担任主攻部队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
由于红军中“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错误，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陈诚因“围剿”红军有功，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1934年7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内高级军官到庐山集训，蒋亲任训练团团长，任命陈诚为副团长。
这是蒋、陈第一次以正副官阶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此后，陈诚开始在各种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
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逐渐显露。
此时的陈诚，已由黄埔系的后辈，一跃而前，走人国民党高官的前列。
陈诚力主扩大淞沪之战，诱敌自东西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卢沟桥燃起的战火，很快向华北蔓延。
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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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集几十万部队，与日军在上海展开了一场大血战。
淞沪之战硝烟弥漫，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国民党庐山暑期训练团仍在如期上课。
这一期的庐山暑期训练团7月1日正式开课，参加训练团学员包括当时国民党政府所有党务、军事、教
育、县政、警政、军训等各部门的长官。
淞沪大战打响后，蒋介石下山回到南京，庐山上训练团就由陈诚全盘负责了。
此时的陈诚，人在庐山，心却早已飞到了淞沪前线。
8月15日早晨，陈诚刚刚起床，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陈诚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蒋介石的声音：“辞修，我马上派军舰到九江来接你。
庐山训练团的事你先放一放，马上回南京，我有事情和你商量。
”“是，我马上回南京。
”陈诚将手中的事情作了交代，第二天一大早即驱车下山，乘上了停在长江边来接他的军舰。
18日，陈诚回到了南京。
一下军舰，他便赶往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见到陈诚，当即对他说：“我交给你三件事，请你马上去完成：第一、速赴华北向晋、陕将领
说明中央抗战的决心和抗战的艰难。
第二、赴上海视察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部作战情况。
第三、从速厘定全国抗战部队的战斗序列。
”这三件事，件件都是有关抗战的大事。
陈诚听罢，既喜又忧。
喜的蒋介石如此看重自己，委以重任；忧的是自己只是一个军政部的次长，要完成这几项任务，名不
正，言不顺。
于是，他对蒋介石说：“谢谢委座对我的信任。
但是，卑职并未担任与抗战有直接关系的职务，军令由此而出，怕不能服众。
另外，抗战事急，卑职一身难赴两地，怕误了大事。
应先去何地，尚祈校长指示。
”“那你说，给你什么名义为好？
”蒋介石征询陈诚的意见。
“如校长对卑职欲机动使用，就给一高参名义吧。
”陈诚不敢胡乱开价，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实际上，这番对话是蒋、陈二人在互相摸底。
蒋的真意是想问问陈诚愿不愿意去上海指挥对日作战。
因为陈诚从未与日军交过手，他多少有些不放心。
而陈诚则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希望自己握有重兵，驰骋沙场，建功立业。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先去上海吧，看看前线情况，与文白好好商量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任职之事，我想先用行辕的职务吧。
”“服从校长决定，一定完成好任务。
”陈诚起身告辞。
陈诚走后，蒋介石觉得要陈诚以行辕的职务，去上海视察不太好，当天晚上，他给参谋总长程潜发去
一份急电：参谋本部程总长密鉴：兹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除分电令外，仰即遵照。
蒋中正第二天，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兼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与熊式辉来到上海各战场视察，随
后与张治中及几个师、旅长商谈，了解战况。
从前线指挥官那里，陈诚听到了许多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事迹。
陈诚与熊式辉回到南京后，分别向蒋介石汇报上海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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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党去台高官》是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的。
陈诚——蒋介石最信任的宠臣，临终却不言反共。
蒋介石口头禅：“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何应钦——蒋介石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
曾怒骂宋美龄：“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
只知道救丈夫！
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陈果夫——旧中国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一，晚年在台湾却长病不起，无钱买药。
白崇禧——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被称作是能征善战，机敏过人的蒋介石的谋士，有“小诸葛”之美
誉。
那些当年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代表人物，曾经不可一世、甚为风光。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变化和人生选择使他们起落沉浮，似演变成一种必然
结局，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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