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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在李济深被囚汤山案中的角色
‘

沈成飞

内容提要 吴稚晖是 国 民 党元老 ， 在 中 央 尊荣 言 重
；
李济深 为 地方 实 力 派 ， 在 北伐 前后 的

政局 中举足 轻重 。 二人为 姻 亲 ， 关 系 特殊 。 李 曾 引 吴 为 其 中 央之 奥援 ， 吴 多少 亦 以 此 自

重 。 此 一背景 是吴稚晖能说服李济深 于蒋桂矛 盾激化之际犯险入 京的 重 要原 因 。 在汤 山

事件前 ， 吴稚晖 引 李入京被拘 ， 于 友道有 亏
；
汤 山 事件后

，
吴 稚晖 虽 陪 李 同居

，
但 有 半陪半

监且 图 名 之象 。 当 然 ， 吴稚晖 为李 济深恢复 自 由 亦 曾极力 调 和 。 其 间 的 暗流涌 动 、纷繁 复

杂 ， 揭 示 了 近代 中 国 政局之波谲云 诡 ， 突显 了 中 国传统政 治现代转 型的 困境 与 多 歧 。

关键词 吴稚晖 李济深 蒋介石 汤 山 案 蒋桂战争

1 9 2 9 年初
“

湘变
”

①发生后 ，蒋桂两方矛盾迅速激化 ，战争之舆论顿生。 其时 ，
国 民革命军总参

谋长李济深在吴稚晖等人反复邀请 、劝说之下人京调解蒋桂纷争 。 不料此后形势急转直下 ， 战争已

如箭在弦 。 为切断李济深与桂系之联络 ，蒋介石强拘李济深于汤 山 ，是为汤山案 。 此案发生后 ，作

为李济深人京的安全担保人
——

吴稚晖角色尴尬 ，他随即迁往汤 山
，陪李同居 。 然而吴氏在该案中

的角色究应如何定位 ，尤其是其在李氏被拘前后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后果 ，学术界之辩析仍嫌不清 。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吴稚晖档案
”

与 《蒋介石 日记》等一手资料 ，辅以李济深个人

资料和当时之报章杂志材料来审视吴稚晖在此案发生前后的关键角色 ，探讨吴 氏在李蒋纷争中 的

挣扎 ，
以及近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念 。

一

、 吴稚晖两促李济深人京

1 9 2 8 年中期 ，随着编遣裁兵运动之进行 ， 国民党内部矛盾重新显现 。 不仅蒋 、冯 、阎 、李 （宗仁 ） 四

大军事集团各有怀抱 、勾心斗角 ，
且蒋介石和李济深之关系也由亲而疏 。 蒋对李坐大广东 、联络桂系

深感不安 ；李对蒋把持中央 、集权独裁颇有微词 ，两人此时已积不相能 。 1 1 月 ，李济深离京回粤 。 李此

＊ 本文是 2 0 1 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 目
“

抗战时期 广 东保甲制度研究
”

（
ｎ ＹＪＣ 7 7 0 0 4 6

） 的阶段性成果 ， 并得到 2 0 1 3

年全 国 高校优 秀中青年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 资助计划 的 资助 。

① 1 9 2 9 年 2 月 1 9 日
，
桂 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未经中 央同意 的情 况下 ，改组湖 南省政府 ，驱逐省政 府主席鲁涤平 ， 由 此

引来蒋桂反 目
，

此即
“

湘 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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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间颇微妙 ，被认为是对即将召开的编遣会议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极抵制 。

李济深此时兼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 、总务部主任 ， 编遣裁兵工作 自然离不开他 。 为此 ，

蒋介石在李 回粤后不久即致电要其返京 ：

“

未知吾兄何时来京 ， 希告知 ，俾定召集国 防及缩编会议

日期 。

”

？李济深对此未作明确答复。
1 2 月 1 7 日 ，蒋致电陈铭枢 、陈济棠 、冯祝万等广东军政要员 ，

请其促李入京 ：

“

编遣会议拟延至有 〔宥 〕 日 开始 ，无非为任潮兄未来之故 。
… …望诸兄力促之 。

”

？

2 6 日 ，蒋介石再电李济深 ，
请其务必于 1 9 2 9 年 1 月 4 日前

，
即编遣会议正式开议前到京 。 在无法

确定李氏行期的情况下 ，
蒋介石只得请吴稚晖出面邀李 ：

“

编遣委员会开会在即 ， 百川已来京 ， 闻任

潮有不来意 。 请先生电劝其速来 ，
以全大局 。

”

③蒋之所以请吴 出面 ， 自然是考虑到两者亲密的个人

关系 。
④ 接电后 ，吴稚晖随即按照蒋的措辞和因由致电李济深 ，邀请其赴京共商国是 。 该电称 ：

百川 先 生 巳到 ， 编遣会将开 ， 此会开而 圆 满 ， 党 国 纠纷与 困难 ，

一切 可解决
；
圆 满之可 能 性 ，

得先 生 亲参 ， 必 当 实现 。 当 此 万无 丝毫疑虑 。 吉 凶悔咎乎 ， 动
一

（ 原 文 如此——引者 ） 或妄 动
，

必 四分五裂 、 土崩 瓦 解之 局 再现 。 因 为 促成 共食 （ 原 文如 此——引 者 ） ， 其为 首必 自 戮也矣 。

千古被动者失败亦 有殊荣也 。 何人不知 此义 ， 何况在今 日 圣杰之数伟人 。 介公盼先 生 早 到 ，希

企 即 临 。 虽 奸人不断造谣 ，然 稍 具常识者 ， 即 知今 日 之局 ， 千 载难逢 。 相 忍 求全 ， 光 明 日 进
；
倘

有无 知妄作 ， 必 四分五 裂 ，
土崩 瓦解之局 再现 。 因 而促成烧 杀 ，促成分管 ，其戎首 自 请入瓮 。 弟

亦极望先 生无疑无贰 ， 即 曰 速临 ，致沥情奉 ，党 国 幸甚 。
⑤

鉴于吴稚晖之力邀及各方要员相继人京的事实 ，李济深最终于 1 9 2 9 年 1 月 7 日 人京参会 。 然

而在编遣会议上 ，李对蒋之纵横捭阖 、损人利 己的裁兵政策愈发不满 ；蒋对李之
“

事事反抗
”

、拒绝

实质裁兵行为亦耿耿于怀 ，甚至
“

面斥其为反革命
”

。
？ 两人关系进

一

步恶化 。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

天
，李济深启程回粤 。 当 日

， 蒋当即再电吴稚晖 ：

“

此间 自 任潮行后 ，
冯阎二兄皆有归意 。 请先生驾

京 ，面商一切 。

”

？

在此当 口 ，

“

湘变
”

发生 ，蒋桂矛盾因之激化 。 蒋介石此时急欲拆散李济深和桂系之联系 。 于

是 ，蒋以政府早巳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为 由 ，
2 月 2 5 日 电促其回京就职 ；政治会议也要求李济深

返京会同何应钦等人彻査湖南事件 。
⑧ 同 日蒋介石致电吴稚晖 ，请其再邀李人京 ：

“

湘事起后 ，谣逐

繁兴 ，请先生去电任潮 ，促其即 日返京 ，
以释浮言 ，

而安大局 。

”

？接电后 ，吴稚晖即致电张静江 ，要求

联合行动 ：

“

介公之意 ，挽此和局应有多方面之斡旋 ，请先生面恳任潮 、季宽两先生即来京 ，将有所

切商也 。

”

⑩得到响应后 ，吴领衔国 民党元老致电李济深 ，请其刻 日命驾 。 该电谓 ：

① 《 蒋中正总统档案 ： 事略稿 本》 第 4 册 ， 台 北 ，

“

国史馆
＂

2 0 0 3 年版 ， 第 4 9 5一 9 6 页 。

② 《 蒋中正总统档案 ： 事略稿 本》 第 4 册 ， 第 5 4 3 页 。

③ 《 蒋介石 致吴雅晖电 》 （
1兕 8 年 1 2 月

）
， 美国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 所藏 ，

“

吴稚 晖档案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5 4／ 2 6 0 4 ． 2
。 以 下所引

“

吴稚晖档案
”

皆 出此
，
不再一一注明 。

④ 吴李为姻 亲人所共知 ，但此前李即以女 拜吴为 师 ，李为此每月 支付 束脩五百大 洋 。 所 以
，张发奎认定

“

吴稚晖支持李济

深
”

。 参见张发奎 口述
，
夏莲琪记录 ， 郑义译注《 蒋介石 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 录》

，
香港 ， 文化 艺术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1 7 3 页 。

⑤ 《吴稚晖致李 济深 电 》 （
无 日 期 ）

，

ＺＨＩ ＨＥＥＬ 1 2 8／ 1 1 9 6 6 。

⑥ 《 蒋介石 曰记 》 （ 1 9 2 9 年 1 月 9 曰
）

，

美国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以下所 引 《 蒋介石 曰记 》 皆 出 此

，
不再一一注明 。

⑦ 《 蒋 中正总统挡案 ： 事略稿本 》第 5 册 ， 台 北 ，

“

国 史馆
”

2 0 0 3 年版
，
第 8 3 页 。

⑧ 《蒋 中正总统档案 ： 事略稿本 》 第 5 册 ， 第 1 5 1 页 。

⑨ 《 蒋介石 致吴稚晖电 》 （
1 9 2 9 年 2 月 2 5 曰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5 4 ／ 2 7 0 4 ． 2

。

⑩ 《吴稚晖致张静江函》 （
1 9 2 9 年 2 月 ） ， ＺＨ ＩＲＥＥＬ 1 2 8 ／ 1 1 1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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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成 飞 ／ 吴 稚晖在 李济深被 囚汤 山案 中 的 角 色

广 州李任潮 先 生勋 鉴 ：敬悉大旌不 日 莅 京 ， 同人忭慰 。 此次编会开后 ，值除岁清 晏 ， 故先生

与 阎 、冯 诸公 皆乘暇反 （返 ） 里 ， 即介公亦 曾 回 甬 扫墓 。 但好事之徒 ， 因 而散布谣 言 。 近者适有

湘事冲 突 ， 事本寻 常 ， 然谣课难免 不 因之加甚 ，是 以介 公急 归 京 。 幸 而德邻先 生亦 始终 坐镇京

沪 ，
人心 因 之一定 。 三 大会期 巳近 ， 先 生为 中 央重要执委 ， 固 当 早来商 榷 。 即 时局 因先 生莅 临 ，

必能使望治者尤深欣慰 。 当 此统一初成 ， 必愿诸有力 之重要元 勋 ，
日 夜集 思 ，

稳定于 中枢 ， 则 上

理 因 热度而至臻观 （ 原 文如此
——

引 者 ） ， 拱党 国 于磐石之安 。 而后 诸公方 解释其 宵 旰 之勤 。

否则 中 枢不稳定 ， 局部 断无苟 安之可能 。 此 意贡献 已 频 ， 素蒙先 生 等釆纳 。 故 当 此危疑之际 ，

伏望 剑及履及 ， 刻 日 命驾 ，不 胜盼幸 。 诸 同人并 此 。
？

吴电文用词和语气皆出 自蒋氏电文 ，
和蒋说法如出

一

辙 ， 自 是衔命而来 。
1 9 2 9 年 3 月 1 1 日 ，李济

深在吴稚晖等
一

再要求下 自 粤到沪 ，
但李在是否人京 问题上仍态度游移 。 于是 ，吴稚晖联合张静

江 、蔡元培 、李石 曾等人 ，奉蒋介石
“

以人格担保
”

之名赴沪敦请李济深人京。 在上海 ，
吴几乎以命

相搏 ，最终请得李和国 民党
“

四老
”
一同 回京 。 当时报纸记载 ：

“

吴稚晖 、蔡元培多方劝驾
，
并以生命

为担保 ，舌敝唇焦 ，始敢大胆前往
”

？
，
即此之谓也 。 综上可知 ，在

“

湘变
”

发生后 ，蒋桂战争
“

谣诼繁

兴
”

之际 ，吴稚晖奉蒋命频频出动 ， 四处联合 ，八方奔走 ，
最终请得李济深人京 。 说其衔蒋命而来、

尽力替蒋办事应是事实 。

二、 吴稚晖于友道有亏

1 9 2 9 年 3 月 ，国 民党 内部怒潮暗涌 ，而党外关于蒋桂战争之摇课亦绘影绘声 。 桂系李宗仁 、胡

宗铎等咄咄逼人 ，摆出决不退让的架势 。

“

湘变
”

当 日 ，李宗仁改装易服逃出南京 ，
3 月 8 日 ，李通 电

辞 国府委员 、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 。 李虽表示愿和平解决事变 ， 听候中央处分 ，
还 曾答应蒋介石制

止武汉方面的军事行动 。 但进入湖南的桂系军队却置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双方军队各驻原防 、不得

自 由行动之决议于不顾 ，继续进击湘西 ；且有资料显示桂系之军事行动与部署 ，

“

都在李宗仁的掌

握之中
”

。 李还拒绝 了蔡元培等提出之
“

各军退 回原防 ，鲁涤平 回湘
”

、

“

改组鄂 、湘两省政府
”

之和

解条件 。
③ 不仅如此 ，李坚称

“

湘变
”

乃蒋介石
“

激人成变
”

，是为中央找
“

讨伐
”

桂系之 口实
，
因信战

争绝不可免 。
④ 桂系另一巨头 白崇禧于

“

湘变
”

之初 ， 曾
一

再呼吁和平 ，请求胡汉民 、李济深 、 阎锡 山

等出面调解 ，
表示愿意服从中央 ：

“

湘事发生 ， 出人意外 ，武汉处置 ，近于操切 ，
不必为讳

”

，

“

敢请设

法稳定大局 ，两湖必能听命中央也
”

。
⑤ 白还向蒋介石做过同样表示 。 然而随着桂系整体转向激

切 ， 白也只能为桂系谋虑万全 ，做最坏之打算 。

对峙另
一方之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更为复杂 。 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

“

湖北此举 ，破

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 ，倘中央不能制止 ，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
”

，

＂

为维持中央威信计 ，断难照准
”

。
？

① 《吴稚晖致李济深电 》 （ 1 9Ｍ 年 3 月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8 ／ 1 1％ 5 。

② 《
二李不 自 由 》 （

无 日 期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Ｉ／ 1 0 8 7 3 。

③ 陈进金 ： 《机变巧诈 ： 两湖事 变前后 军 系互动的分析》 ， 台 北
，
辅仁大学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1

6
，

1 1 7 页 。

④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 《李 宗仁 回 忆录》下
，
台北

，
远流出 版事业股份有眼公司 2 0 1 0 年版

，
第 5 4 6

—

5 4 7 页 。

⑤ 《致 胡 汉民等请设法稳定 大局 电 》 （
1 9 2 9 年 3 月 4 曰

）
、 《致胡 汉民等请斡旋政局 电 》 （

1 9 2 9 年 3 月 6 Ｅ Ｉ
） ，
黄嘉谟编 ： 《 白 崇

禧将军北伐史料》 ，

“

中央研究院
”

近代之研 究所 史料丛刊 （ 2 5 ） ， 台 北 ，
1 9 9 4 年印行 ， 第 4 7 5 、 4 7 6 页 。

⑥ 《 吴稚晖昨在汤山谈话》 ，
南京 《 中央 日报》 ，

1 9 2 9 年 3 月 2 5 日 ，第 2 张第 丨
版

； 《何成浚二 月 二十 六 日 宥 电￣
■ 湘局严 重

及赴平辅助 》 ， 阎锡 山先生纪念会编
： 《 民国 阎伯 川 先生锡 山年谱长编初 稿》 （ 3 ） ， 台 北

，
台湾 商务印 书 馆 1 9 8 8 年版

， 第 1 2 1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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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指责事变乃
“

军阀行为
”

，提议查办李宗仁？ ；谭延闾等湘系将领亦主张强硬 ；宋子文因认定

政治统一才有财政统
一之希望而主张讨伐 。 然而部分元老如蔡元培 、吴稚晖 ， 以及高级将领何应钦

等主张缓进 ， 以免兵连祸结 ，并使冯玉祥等地方军人坐收渔利 。 鉴于国 民党内部态度不一 ， 和战不

定 ，蒋介石首先释放不轻易动武之意 。 2 月 2 4 日
，蒋偕行政院长谭延闾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

决事变方案 ，并表示 ：

”

中央对此事但能用政治手段解决 ，亦不肯轻于用兵
；
如不能就范 ， 自 当 出于

一

战。

”
？蒋为此亦作了军事动员 。

2 月 2 6 日 ，蒋介石电示刘峙等八位师长 ，

“

即 日集结兵力 ，停止剿匪任务
”

，

“

于三月 三 日 以前完

毕出师准备
”

。
？ 3 月 2 日

，
蒋制定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 。 3 日 ，颁定第一集团军集中计划 ，要求各

军各师于 3 月 中旬集中于皖南 、赣北 、鄂东北等地 。 9 日 ，蒋介石针对李宗仁的辞职通 电公开致函

辩难 ，对李挖苦激将不遗余力 ：

“

徒以一辞卸责
，
则 国人将谓兄畏罪规避 ’

藉端破坏 中央 ，适 中外间

对兄等蓄意叵测之谣 。 而兄一生 忠直之威名 ， 亦归泡影 。 事至于此 ，吾人尚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乎 ？

”

④由上述事实可见 ，在李济深 3 月 1 3 日入京之前 ，蒋确实已经做好应对桂方的两手准备 ，此后

是战是和 ，
蒋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 而此时 的吴稚晖更倾向于和平解决

“

湘变
”

，并认为李宗仁必服

从中央 ：

“

李对党国忠实 ， 余可负责担保。 湘事本属 局部问题 ，

… …余更相信李必始终服从中央

也 。

”

⑤私下里 ，吴坚主李济深入京调解 ，并担保李济深人身安全 ， 为此他甚至不惜与李宗仁激烈

争吵 。
？

在时局瞬息万变之际 ，李济深冒险人京确属犯了危邦不人 、乱邦不居之大忌 。 吴稚晖虽然以实

际行动主和 ，但和平究有几分把握 ，实在难以确知 。 对李济深人京调解之风险 ，
吴 氏也不可能一无

所觉 。 李济深后来对其被囚一事曾有过回忆 ：

“

有人说 ，他们 四个人是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做的 ，我

想不会 ，蔡元培是个好人 ，是不会这样的 。

”

⑦李言到此戛然而止 ，他并没说吴稚晖等会不会和蒋介

石有
“

勾结
”

之事 ， 自属可疑 。 质言之 ，吴氏遵蒋意愿竭力引李人京调解
，
而较少顾及其身份之敏感

及形势之严峻 ，
无论如何都于友道有 亏 。 他后来 曾 向家人坦承 自 己有骗李济深人京被拘的

“

嫌

疑
”

⑧
，吴氏 自 谓之骗人嫌疑究该如何理解 ，

也许只有他 自 己才能完全 明 白 。

三 、 吴稚晖汤山陪李系
“

硬陪
”

1 9 2 9 年 3 月 2 1 日 ，蒋介石以
“

密通桂系
”

为名将李济深拘禁于汤山 。 李人京前所坚信之
“

我广

东有部队 ，
要对我怎样有人在我背后 （替我 ）讲话

”

⑨的事情并未如其所愿 。 其时 ，
虽有粤省军政人

员如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等对李之被拘表示不安 ，
并电中央有所质问 。 但胡汉民 、古应芬等粤系

要人则 嘱托粤中将领保境安民 ，勿预战乱 。
3 0 日 ，陈铭枢 、陈济棠等发表联名通 电 ，声 明粤省军队

① 白崇禧 口 述
，
郭廷以校 阅 ： 《 白崇褚 口述 自传 》 下

，

中 国大百科全书 出 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6 0 4 页 。

－

② 《 贾景德等致 阎锡山歌亥 电 》
（

1 9 2 9 年 3 月 5 曰
） ， 转引 自陈进金《机变巧诈 ： 两湖事 变前后 军 系 互动的分析 》 ， 第 1 7 4 页 。

③ 《蒋中 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 第 5 册 ， 第 1 4 8
—

1 5 0 頁 。

④ 《 蒋 中 正总统档案 ： 事略稿本 》 第 5 册 ， 第 1 6 6
—

1 6 7 页 。

⑤ 《吴稚晖为 时局辟谣 》 ， 《 申报》 ，
1 9 2 9 年 3 月 8 曰 ， 第 2 张第 7 版 。

⑥ 李 宗仁 口 述 ， 唐德 刚撰写 ： 《 李宗仁 回忆 录》 下 ， 第 5 4 8 页 。

⑦ 李济深 口述 ： 《李济深的略历 》 ，
广 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 会

： 《广 东 文史资料》 第 2 6 辑 ，广 东人 民出版社 1 9 8 0 年版
，

第 4 3 页 。

⑧ 《 吴稚晖致 芙详 函 》 （ 1
9 2 9 年 4 月 2 0 曰 ）

，
ＺＨＩＲＥＥＬ 1 2 2／ 1 1 0 4 2 。

⑨ 白崇禧 口 述 ， 郭廷 以校 《 白 崇禧口述 自传 》下 ， 第 6 0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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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 飞 ／ 吴 稚晖在 李济深被 囚 汤 山 案 中 的 角 色

为党国所有 ，

“

不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
”

①
，李济深失去了广东的支持 。

关于李济深被囚当天吴稚晖之态度 ，报界有许多绘声绘色的记载 。 如
“

殆至中午 ，吴稚晖 、李

石曾等 ，始知李氏被禁 。 喘息奔于总司令部 ，
求蒋释放 ，

并谓李氏来京 ，余等 曾以生命身家担保 ，苟

有意外 ，
死亦不能赎愆也 。

”

②另
一

方面 ，
蒋 氏当天 日 记谓 ：

“

昨夜未得安眠 ，今晨急召任潮不来 。 乃

命人请其来署 ，对其个人宣布罪状 ， 而仍以参谋长体面待之 。 稚晖先生知之 ， 来署请保释 ，如余不

允 ，
则其即死于署所 。 余答其 ，任潮有罪 ，

不惩则无以行法 ，余必以先去职而后以任潮交先生 。 彼亦

无辞可对 。 卒以许任潮与其同住汤山也 。

”

③此事发生后 ，作为担保人的蔡元培十分愤怒 ，立即离京

赴沪以示抗议 ，

“

实 以对不起李氏
”

④
，吴稚晖反而未有强烈之反应 。 蒋介石 囚李后不久出 发征桂 ，

行前致函吴稚晖 ，
函称 ：

晚生 即 出 发前方 ，
以 军务紧急 ，

不及 叩别 ， 面 呈教诲之罪 。 晚对于 国事 之方针 ，
必为 先生所

洞 悉 。 晚 自 思 绝 非贻误党 国 ， 轻 弃道义之流 ， 此 当 为 先 生 等所 能深信 也 。 唯吾 党致 力 革命 ，
应

为 国 家与 民族策长久之 治安 ， 即 应 为 国 民 除统 一之 障碍 。 若 只 顾私 人之情 感 ，
因循迁就

，
必致

误党误国
， 万 非革命家之所忍 为 。 此乃 先 生必能 谅解 晚之 困 苦 与 决 心 。 此 次 出 师若仗赖先 生

等之 护持幸 而 消 除叛逆 师 旅克 捷 ， 则 国 家之福 ， 晚 当 自 动 引 退 以 赎 前愆 ，尽其职责 ， 以 明 素志 。

万一 失败 ， 则 晚义无 苟全 ，
以身 殉党 而 巳 。 惟是 非 邪正不 可 以不 辨 ，

曲 直本末 不可 以不 明 ，
公私

轻重 更不可 以 不 问 ， 个人之成败 利钝 ， 岂足容怀 ， 而 党 国 之基础 ， 是不 能 不使之奠定也 。 目 前党

国 之艰危 ， 千 钧 一发 ， 甚 望先 生 等有 以 主持之 。
⑤

蒋把
“

私人之情感
”

的友道归于误党误国之
“

小道
”

，而其从事 的乃是扫除国家统
一

障碍 、谋国家长

治久安之
“

大道
”

，蒋似希望吴氏对伤害友道之事能有所释怀 。

李济深被 囚 ，
吴稚晖难以 自 解 ，于是他以祸福共担为辞陪李同居于汤 山 。 吴在家书中说得明

白 ：

“

蒋先生把李先生看守起来 （ 不是明监 ，
乃是暗监 ，说算保护 ） 。 我与张先生是有骗他来的嫌疑 ，

故所以不得不在此同患难 。

”

？然而同富贵难 ， 同患难亦不易 。 吴在汤山陪李同居期间 ，在 日记和家

书中源源不断地流露出不满 、不愿而又不能不陪的尴尬。 4 月 1 1 日
，
吴在家书里写道 ：

“

只好再候

几天
，
送佛上了西天 ，

也算功德圆满 。

”

⑦ 1 9 日
，吴连写两函 ：

“

近 日 时世表面虽无如何决裂 ， 暗中仍

极复杂 ，我不得不在此作小梅 （ 按 ： 小梅是李济深女儿李筱梅 ，
也是吴稚晖 的儿媳妇 ） 老子的保护

人 ，故一时不得回来 。

”

⑧此后 ，吴氏 因儿子生病 自 己却羁绊于汤山心情随之恶劣 ：

“

我并非在此干国

家大事 ’实因陪人受罪 ，故不能
一

走就走 。

“

⑨吴稚晖还抱怨说 ？

？

“

现在我是无可奈何 ，止 〔 只 〕 好在此

几天。
… …

中国是绝对无望 ，我望你们格外要宽心些 。

“

⑩此后不久吴稚晖终 以子病为 由下山 ，
之后

① 蒋永敬编著 ： 《 民 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 》 ，
台北 ， 台 湾商务印 书馆 1 9 8 1 年版 ， 第 4 5 0

￣

4 5
1 页

。

② 《李济深在京被监视之经过 》 （
无 0 期 ） ，

ＺＨＩ ＲＥＥ Ｌ 1 2 1 ／ 1 0 8 7 7 。

③ 《蒋介石 曰 记 》 ，
1 9 2 9 年 3 月 2 1 曰 。

④ 《二李不 自 由 》 （
无 日 期 ）

，

ＺＨ Ｉ ＲＥＥＬ 1 2 1 ／ 1 0 8 7 3 。

⑤ 《蒋介石致吴稚晖函 》
（

1 9 2 9 年 3 月 3 1 日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3 8 ／ 1 1 8 6 。

⑥ 《吴稚晖致 芙详函 》 （ 1 9 2 9 年 4 月 2 0 曰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4 2 。

⑦ 《吴稚晖致 芙函 》 （ 1 9 2 9 年 4 月 1 1 曰 ）
，

ＺＨＩ ＲＥ ＥＬ 1 2 2 ／ 1 1 0 4 3
。

⑧ 《 吴稚晖致 芙详函 》 （ 1 9 2 9 年 4 月 1 9 日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4 1

。

⑨ 《吴雅晖致 芙函 》 （
1 9 2 9 年 4 月 1 9 曰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5 4 。

⑩ 《吴雅晖致 芙详函 》 （
1 9 2 9 年 4 月 2 0 曰

）
，

ＺＨＩ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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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以政治奔走 ，李遂独寓 山中
”

。
？

陪李济深同居汤山后 ，吴稚晖在家书和 日 记中不断发泄对李之不满 ，并常侮称李为
“

矮
”

、

“

矮

先生
”

，
不时挖苦之 。

3 月 2 9 日 ，吴在家书中说 ：

“

矮先生能一人下围棋 ，终 日不倦
”

②
， 似充满嘲讽 。

4 月 1 6 日又谓 ：

“

矮先生亦胆小 ，我们若走 了 ， 要担心我们骗他陷着危险 ，我们又 ［不 ］ 得不在此硬

陪 。

”

③吴稚晖在此明确称陪李同居汤山属
“

硬陪
”

性质 ，并非如其公开所言要与李氏 同祸福之正大

光明 。 在陪李同居汤山期间 ，吴稚晖还多次与蒋介石晤谈 ，谈及对桂战争等事 。 当然 ，蒋和吴不可

能不言及李济深 ，吴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替蒋监视李氏的行动 。 如吴氏 4 月 份写给蒋的信中称 ：

“

任

潮在此还守老志 ，言不与人交通 ，请放心 。

”

④

由上述事实可认定 ，吴稚晖陪李 同居 自是为挽回颜面而不得不为之的行为 ， 属
“

硬陪
”

性质 。

但在陪居过程中 ，吴氏频频参与政治 ，会晤蒋氏 ，
通风报信 。 此前引李人京被拘的愧疾之心 、伤害友

道的愤怒之情至此基本消除 。 谓吴稚晖陪李济深同居不忠 ，
且具卖友之嫌 ，应不算过分解读 。

四 、 吴稚晖为李济深
“

恢复自 由
”

奔走补过

李济深被囚 的第三天 ，李石曾 、蔡元培联名致函蒋介石 ：

“

闻任潮被命严重监视 ，吴张两先生 因

有敦劝任潮到京之事 ，实不得不安危与共 ，
遂亦在监视之中 。

……弟等亦曾偕吴张两先生苦劝任潮

赴京 ，且保证其无他者 ，尤希望执事豁达大度 ， 恢复任潮 自 由 ，
使吴张两先生之 自 由亦得同时恢

复 。

”

⑤李 、蔡之函算得上是直来直去 、据理力争 。 吴稚晖同样为李氏恢复 自 由做了很多工作 ， 只是

吴 的力争很有分寸 ，既尽了友道 ，亦听了天数 。

首先 ，吴稚晖配合蒋介石 ，
要求李济深公开致信李宗仁 、 白崇禧 ，督促两人出洋 ， 以此逼李济深

公开认错 ，并与桂系切割 。 先是古应芬来汤山 ，将蒋氏宽宥李之前提告吴 ：

“

蒋有 电 ，能宽李 ， 惟要

他劝李 白 出洋 。

”

于是吴稚晖协助李济深写了 

一

封致李 、 白公开信 。
？ 信中 ，李济深责备李 、 白在蒋

桂战争中之表现 ：

“

任部属屡抗 中 央 ， 不加制止 ，弟甚惑焉
”

，并要求他们
“

严斥 旧部 ，绝对停止蠢

抗
”

，早 日放洋 ，以
“

有益于社会
＂

。
⑦ 李为了迎合蒋氏心理不得不将 自 己置于桂系的对立面 。 此函

虽以李济深名义发表 ， 实乃李 、吴两人共同之主张。 蔡元培在稍后致李宗仁电 中就道出 了此点 ：

“

望公能采用任潮 、稚晖两先生之劝告 ，
即释兵柄 ， 暂避海外 。

”

⑧吴稚晖替蒋完成了分化粤桂之

任务 。

其次 ，吴稚晖多次致函蒋介石 ，提出恢复李济深 自 由问题 ，如其 4 月 3 0 日 函谓 ：

弟意如欲保全元 功 ， 必使有 力 者 能弃其部落 〔
曲 〕 ， 共治理于 中央 。 祖安 先 生早解兵权 ，敬

之先 生拒 负 所部 ， 皆 中枢 坐镇 ， 于 国 于身 皆何等有赖 。 不惟兵 队足 以 自 保 ， 即 身居 重要 ， 亦 以稳

定于 中央 ， 并 不受人侮诬 。 昔 日 精卫先 生 东奔西走 ， 即 受人牵连 ，今 日 展堂先生 寸步不 离 中枢 ，

① 《 吴稚晖 口 中之李济深 》 （ 无 曰 期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1 ／ 1 0 8 2 0 。

② 《吴稚晖致芙函 》 （
】 9 2 9 年 3 月 2 9 日 ）

，
ＺＨＩ ＲＥＥＵ 2 2／ 1 1

0 4 8
。

③ 《 吴稚晖致芙函 》 （ 1 9 2 9 年 4 月 1 6 曰 ）
，
ＺＨＩＲＥＥＬ 1 2 2／ 1 1 0 5 6

。

④ 此言转见《吴雅晖致芙函》 （
1Ｗ 9 年 4 月 ） ，

ＺＨ Ｉ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4 9 ｏ

⑤ 《李煜瀛、蔡元培致 蒋介石函 ＞ （ 1 9 2 9 年 3 月 2 3 日
） ，

ＺＨ Ｉ ＲＥＥＬ 9 5／7 7 5 1
。

⑥ 《吴稚晖致芙详函》 （
1 9 2 9 年 4 月 1 6 日 ） ，

ＺＨ Ｉ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3 6

。

⑦ 《李济深致李 白 书 》 ， 《申报》 ，

1 9 2 9 年 4 月 2 0 曰
， 第 3 张第 1 0 版

。

⑧ 《致李宗仁 电 》 （ 1
9 2 9 年 5 月 1 0 曰 ）

，
高平叔编 ： 《蔡元培全集》 第 5 卷

，
中华书 局 1 9 8 8 年版 ，

第 3 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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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 飞 ／ 吴稚晖 在李济深被囚 汤 山案 中 的 角 色

虽 其 旧 人颇思 活 动 于粤 中 之现 局 ， 然 无 隙 可 乘 。 此身 居 中 央 与 身 居局 部 得 失之判 ， 可 即 长 明

矣 。 冯焕公静供军政部 而 不 归 ，何致 自 趋荆棘 ？ 李任潮得 汤 山 之休养 ，
至今不 致随黄 白 等 流亡

海 防 。 以 百川 先 生 之明 哲 ， 自 能尽释兵柄 。 然若不 能如弟 之 刍议 ， 毅然来居行政 ， 或 监 院之职 ，

不 惟朝 局 少此要人 ， 即 或道远受人拨弄 ，终属危道 。 先 生为 国为朋 友
，
虽 巳苦心 为之擘 画 ，

无如

彼此类 皆 隐有危机 。 故任潮之免处分 ， 虽 属毛细 ，然人见 负 疚之重 如任潮 ， 中 央 尚 追念微劳 而

宽释
，
保其 小 能而任用 ， 则 稍 怀 忧虑者 ，

益 感 身 居 中 央之安全 矣 。 任 潮 之 自 由 ， 先 生 已
一

再提

及 ，弟 望 下周 五 国 务会议 ， 饬余议及 ， 能早宽 限 ， 抑或
一

道反正 。 彼 之暂居汤 山
，本 可不 必轻 动

也
，
不过借 以讽示 知感者耳 。

？

此函不仅反映了吴稚晖的政治见识和对蒋氏心理的敏锐把握 ，亦显露了其与蒋非同寻常之关系 ，甚

或有
“

国师
”

的眼光和气度 。 当然吴函百般曲折 、费尽机心亦是为了李氏 自 由 。

最后 ，
吴稚晖和蒋介石商量处置李济深之方法 ， 即逐步宽恕 ，不准离京。

4 月份 ，蒋介石对打败

桂军巳有把握 ，
分化打击粤桂之 目 的已达 ，他没有必要继续扣留李济深以贻人 口 实

，
于是示意张静

江可有条件开释李济深 。 得此消息 ，张静江 、李石曾 、吴稚晖迅即商量对策 。 吴准备动员胡汉民 、古

应芬 、戴季陶 、张静江与 自 己五人联名提出 中央政治会议 ，说明释李之理 由与安置办法 。 在提出正

式会议之前 ，吴稚晖将其想法和会议说辞告知蒋氏 ：

李任潮 以 附逆嫌疑 ， 开 除党籍 ， 并 由 国 民政府革职处分 。 两 月 以 来 ， □□等细加调查 ，彼 与

白 崇禧 、李宗仁等 ， 虽属 同 乡 ，然非素 交 。 惟任广 东政 治分会主席 时 ， 难免 以 乡 谊对 白 李 等 有所

宽纵 ，
且任粤政 ， 迹近矜夸 ，诸 多 未合 ，

加 以惩戒 ， 自 亦适 当 。 但 白 李等 逆谋 ，确 未参预 ， 且从前

在粤从政 ， 稍有微 劳 ，足保现在屏居郊 畿 。 当 能 刻 意 自 治 ，
理 能安详谨慎 。 其才本 尚精细 有用 ，

故本会议 酌予讨论 ，可否 暂 时 准复其 自 由 ， 并知 照 国 民政 府 ， 除革 职 外 ， 免其处分 。 徐加 以 考

察 ， 再候相 当保用 。 至 其党 籍 ， 应 当 恢 复 与 否 ，俟有奋勉实绩再报告第 四 次全 国代表大会议决 ，

敬先请复李济深 自 由 ， 并免 处分 ，缓 由提候公决 。
②

此函为了给李济深开脱 ，亦为了使蒋介石能够接受而不惜前矛后盾 ，
以致难圆其说 。 私底下吴继续

对蒋表示 ，

“

虽公事上准复 自 由
，
暂时任潮仍应留居汤山

，

俟相当时
，
先生命如何即如何

”

。
③ 这就给

了蒋对李之最终处置权。 在吴稚晖等推动下 ， 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7 月 3 1 日决议恢复李济深 自

由 。 但以
“

中央尚拟有所借重
”

为词 ，

“

暂时不至离京
”

。
④ 李氏 尚未恢复完全 自 由 ，但至少下了 汤

山 。 吴稚晖也算是
“

善始善终
”

：陪李上山 ，
又陪李下山 ，也是其对当初误人入险 ，最终使人彻底丢

掉兵权和地位的
一个朋友式的弥补 。

五、 结语

在李济深被囚汤山之事件中 ，吴稚晖地位关键而角色尴尬 。 就个人情感而言 ，
作为李济深安全

① 《吴稚晖致蒋介石 函 》 （ 1 9 2 9 年 4 月 3 0 曰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3 8 ／ 1 1 9 7 。

② 《 吴稚晖致蒋介石 函 》
（

1 9Ｍ 年 5 月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1 2 8 ／ 1 1 9 6 9 。

③ 《吴稚晖致蒋介石函 》 （
1 9 2 9 年 5 月 ） ，

ＺＨ ＩＲＥＥＬ 1 2 8 ／ 1 1 9 6 9 。

④ 《李济深尚在场山 》
，
《申报》 ，

1 9 2 9 年 8 月 2 曰
，
第 2 张第 8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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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他不能不顾及个人形象和社会舆论 ；就蒋介石之政治伦理而言 ， 国家实质统一、中央集权

管理才是最高追求 ，为此不惜牺牲个人之信誉尊严 。 在这
一

矛盾纷争中 ，吴稚晖不得不做出牺牲 。

然而蒋介石强制吴氏同其立场保持
一致

， 坚守 国家统一大道而不择手段之行为 ， 虽有助其短期成

功 ，长远来说却导致中央和地方互信之基础越来越薄弱 。 如冯玉祥所言 ：

“

蒋之扣李任潮 ，
犹如袁

世凯之扣蔡松坡也
”

，

“

李任潮因调停大局 ，为蒋监禁 ，
此后孰敢入京

”

。
① 双方既无信任 ，则往往为

达到彼此之 目的而开兵燹 ’ 以至于兵连祸结 ，这又有违近代中 国政治制度化 、现代化之进程。

吴稚晖虽 自 民 国以来就以超然于政治之上的姿态示人 ，既是
“

全国学人的表率
”

②
，又有革命元

老的尊崇 ， 同时游离于国民党 内部的帮派之外 清望
”

素著 。 然而 ，其尊崇超脱之地位 ，与他 曲承

蒋介石 ，与蒋之中央始终保持一致直接相关。 如台 湾学者所言 ，吴稚晖
“

谋 ，蒋公所欲谋者 ， 决 ，蒋

公所欲决者 。

……心其心于蒋公 ，言其言于蒋公 ； 为蒋公心心以之 ，故能分蒋公之忧 ，为蒋公言言以

之 ，故能绿蒋公以瘁
＂

。
③ 以至于冯玉祥 曾公开辱骂吴稚晖乃

“

苍髯老贼 ， 皓首匹夫 ，变节为一人之

老狗
”

。
④ 吴氏侍蒋之殷勤与不贰的形象在时人心 目 中似早已定谳 。

在汤 山案中 ，吴稚晖先是误人人险 ，继是陪人受罪 ，后则助人 自 由 ，
不能说未尽友朋之道 ，但其

间并未表现出生死以之之心 ，反具为己清名之谋 ，且有助蒋卖友之嫌 。 吴在李蒋纠纷中曾经挣扎徘

徊 ，
也在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中与时俱进。 当传统之友道演变成必须屈从于替蒋统一国家张 目之时 ，

一

贯承迎蒋氏的吴稚晖不得不 以蒋之是非为是非 。 政治事件的起伏祸福之间 ， 突显了政治 的
“

恶

徒
”

⑤本性 。 吴稚晖在此过程 中无疑只是政客而 已 ，显非一个
“

永远与 自然同在
”

的
“

风尘逸士
＂

。
⑥

〔 作者沈 成飞 ， 中 山 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 学院 副教授 ， 广 州 ，
5 1 0 2 7 5

〕

（ 责任编辑 ：
胡永恒 ）

更 正

｜因作者和编者疏漏 ，
2 0 1 4 年 第 5 期 第 7 页

“

雍正十三年 （ 1 7 4 8 ）

”

，
公元纪年标 注有误

，
应 为

“

雍正十＼

Ｉ三年 （ 1 7 3 5 ）

”

。 2 0 1 4 年第 6 期
“

目 录
”

与
“

2 0 1 4 年总 目
”

中的
“

《张 荫恒 日 记》

”

，
应为

“

《张荫桓 日记 》

”

； 第｜

｜ 6 4 瓦
“

史密斯 （ Ｉａｎ Ｄｏｕ
ｇ

ｌａｓＳｍｉ ｔｈ
）

”

，
应 为

“

史密斯 （
Ｈｏｗａｒ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ｍｉｔｈ

） 

”

。 特此更正 ， 并向 读者深表ｊ

｜Ｉｔ＊ ！｜

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ｊ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ｃ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ｃＰ

① 辛 国 第二历 史档 案馆编 ： 《冯玉祥 曰记 》第 2 册 ，
江苏古藉 出饭社 1 9 9 2 年版 ， 第 6 丨 0

￣ 6 丨 丨 页 。

② 蒋中 正 ：《对吴敬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词》 （ 1 9 6 4 年 3 月 2 5  3 ） ， 转 引 自 场承业《 吴敬恒述传 》 第 6 卷
，
台北

，

世界书局 1 9 8 7

年版 ， 第 3 3 8 3 页 。

③ 汤承业 ： 《吴敬恒述传 》 第 6 卷 ， 第 2 9 8 9 页 。

④ 郭绪印主编 ： 《 国民党派 系斗争史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2 6 8 页 。

⑤ 此言乃吴雅晖家书 中 的原话 ，可见 《 吴稚晖致芙详函》 （ 1
9 2 9 年 4 月 2 0 日

）
，
ＺＨＩ ＲＥＥＬ 1 2 2 ／ 1 1 0 4 2 。

⑥ 台湾学者为吴稚晖作传 ，题名
“

永远与 自 然 同在
”

（ 蒋经 国言 ） ，大陆 出版 《 吴稚晖别传 》 ，
则 以

“

风尘逸士
”

为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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