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刺身亡

蒋介石不点头，谁也不敢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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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查失火案揪出宋美龄

杨永泰知道太多被灭口

1 9 3 6 年 1 0 月 2 5 日上午， 国民党的湖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杨永泰在汉口

海关被两名身份不明的刺客开枪打死。一时，议论纷纷，沸沸扬扬。蒋介石下令缉

拿凶手，并对死者家属厚加抚恤。 多年来，普遍的说法是杨永泰作为新政学系的

主要成员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 CC系嫉恨，被陈果夫暗中指使湖北政客刘庐

隐派人刺杀。 近年来发现的一些史料则表明杨永泰之死与蒋介石夫妇有关，而引

发蒋介石杀心的乃是神秘的南昌机场失火案。

他人举荐 � 蒋介石正闹心之时黄郛举荐杨永泰

杨永泰（1880 年 ~1936 年），字畅卿，广

东茂名人，1913年加入国民党。 次年 4月当

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1918 年后任广州

军政府财政厅厅长、广东省长，1927 年任南

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

1928 年春， 北伐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 除张作霖盘踞在东北三省

已成强弩之末外， 其他派系的大小军阀已

被北伐军彻底击垮。 但是拥兵自重的冯玉

祥、 李宗仁、 阎锡山， 早有夺权之意， 对

蒋介石的号令根本不买账。 为此， 蒋介石

伤透了脑筋。

这时，蒋介石的盟兄、时任外交总长的

黄郛举荐了杨永泰，称他是海内奇才，胸罗

经纶，足以佐治，如果让他入幕，定能有安邦

定国的妙计。

香山碧云寺，杨永泰在黄郛的带领下见

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上下打量着杨永泰，心

中不觉掠过隐隐的失望。

然而，坐定后，杨永泰的一席话令蒋介

石不由对他刮目相看。杨永泰开门见山就切

入了蒋介石的心事：“北伐革命已经胜利，先

总理已辞世 3年了，革命障碍业已铲除。 恕

杨某人直言，总司令虽身肩非常之任，却遇

上了非常难事。 ”“哦。 ”蒋介石眉梢一扬，立

即眼放光彩，问道，“这怎么讲？ ”

杨永泰不慌不忙地说道：“总司令功高

盖世，世人皆知，然纵视天下，群雄争长，恐

一时难以服之。 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

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

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

服群雄之目的？”“好的！好的！”蒋介石一听，

忍不住频频点头。

1928 年 7 月 6 日， 蒋介石采纳杨永泰

的建议，带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到

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 蒋

介石在祭礼中充分作秀，他抚棺恸哭，热泪

如泉，弄得其他人也频频落泪。

这样一来，蒋介石通过祭灵大典，以“北

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统帅自居，凌驾

于他人之上。杨永泰为蒋介石精心设计的这

场“祭灵哭棺”之计，将其推到了孙中山身后

唯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蒋介石利用这种

场合，强化了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地位。

紧接着， 杨永泰为蒋介石献上了他的

第二条锦囊妙计———削藩推恩， 实质上是

全力削藩， 无恩可推。 这一计最对蒋介石

的路子。

蒋介石最怕的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

仁等各地方势力迅速扩大。“你这个主意好。

但不好由我自己提出来，由我提出来，李宗

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必定会反对。 ”“这有何

难？”杨永泰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顾忌，说，“此

事应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出面提出，因为

他可以借口国家财力、物力紧张，需要裁军，

由他提一个请政府裁军的方案，这样才更有

说服力。 ”

蒋介石恍然大悟，兴奋地说：“对，让子

文提出来，他人也不便反对。 ”

杨永泰乘机还向蒋介石建议，若要把党

权、军权全部抓到手，需要再来一个通电下

野，因为这是以退为进的上等策略。

随着时局的变化，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这

些策略，宣布第一次下野。

经过蒋、桂大战，蒋、冯、阎中原大战，东

北张学良易帜，杨永泰为蒋介石谋定的“削

藩推恩”奇招终于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如

愿以偿地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

炙手可热 � 重要军政文电他都要先过目

逐鹿中原的游戏结束后，蒋介石把目光

投向了武装割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红色

根据地。他亲自坐镇南昌，对赣南、闽西的中

央红军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已经担任蒋介石幕僚长的杨永泰，作为

首席智囊也随同参与。

蒋介石建立的南昌大本营是一个集权

的宝塔尖似的指挥机构，总揽党、政、军大

权。 每天各方汇总而来的文件堆积如山，各

种公文盈案累牍。

杨永泰见状，便像清廷军机处的领班大

臣一样，先阅览各种来文，用 10 字到 100 字

概括要点，又拟出上、中、下 3个方案附于公

文之上，供蒋介石选择。 不仅减轻了蒋介石

的负担，还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令蒋介石

大为满意。

苦心换来了回报。 1932年，杨永泰又被

蒋介石任命为南昌行营秘书长，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一时炙手可热。 当时国民党所有

的重要军政文电， 都必须先经杨永泰过目，

再由他作为“二传手”转递给蒋介石定夺。甚

至连一些军政要人来南昌谒蒋，都须经杨永

泰定夺。

蒋介石在“围剿”各苏区红军时，常因收

效甚微而迁怒部下，轻者处分，重者枪毙。杨

永泰对蒋介石常加劝解，有时还私自扣下一

些判处死刑的“手令”，待蒋介石怒气消后再

加以挽救。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是

杨永泰挑唆蒋介石所为， 因而更加衔恨于

他。

杨永泰百口莫辩， 他宁愿自己受屈，也

不让蒋介石的尊严受损。 有时，秘书陈方为

了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的“手

令”给军官们看，借以说明真相。杨永泰得知

后， 严肃地对陈方说：“让他们恨我好了，中

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 却不能没有委员长，

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

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 而不能功则自居，过

则推诿。 ”

对于杨永泰的忠诚， 蒋介石心知肚明。

但他不想因为杨永泰而招致其他亲信的不

满， 因此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

蒋介石便对杨永泰暗示，请他辞去秘书长一

职。 杨永泰不明就里，公然明确表示此时不

可以离开委员长左右，蒋介石也只好让他继

续留任。

查失火案

扯出蒋介石的亲戚和夫人

1934 年 1 月的一天夜晚，江西南昌城

内的航空委员会办公楼突然失火， 三层楼

烧成废墟，人员倒没什么死伤。蒋介石当时

就在南昌行营，他立即派自己的亲信，行营

司令部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进行调查。 过了

几天，邓文仪向他报告：是航委会的值班人

员不慎，引发火灾。 蒋介石似信非信，总怀

疑是潜伏于南昌城内的共产党人干的，于

是，他又派杨永泰另行调查。杨永泰开始并

不愿意， 但几经考虑之后接受了这一困难

的差事。

几天后，他向蒋介石密报：这次失火案

与中共地下组织无关，是有人故意放的火，

意在烧毁航委会筹募资金部与财务部的所

有资金财务账目。也就是说，是有人存心想

掩盖可能要暴露的贪污大案。

杨永泰还出示了若干证据， 如调查笔

录、匿名举报信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证

据是广东空军副参谋长陈詹美上校署名出

具的一份材料及英文副本， 言之凿凿地指

称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 年）一月在美国波

士顿市郊外一别墅内美籍华裔军火中间商

丘永良将联合飞机制造开出的 40 万美元

的巨额现金支票交给了毛邦初的助手王振

元。当时，陈詹美恰好也受广东省的铁腕人

物陈济棠的秘密派遣赴美国洽购 30 架歼

击机和六架运输机。 巧合的是丘永良与他

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同乡。 而正是丘永

良向陈詹美道出实情， 言语中流露出他对

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毛邦初等人主动

索要巨额回扣， 且层层加码的贪婪行径的

鄙夷。 蒋介石翻看着材料，一时愣住了，他

眉头紧皱，沉吟不语。他的夫人宋美龄就是

航委会秘书长，空军司令部周至柔、王叔铭

等几位头目都得让她几分。 他的内侄毛邦

初就是该航委会的筹资部副部长， 查这个

大案子如果查到自己夫人和亲戚头上，这

如何是好？ 弄不好将很难收场。

埋下后患

蒋介石感到他知道得太多

杨永泰向蒋介石呈交这些颇有说服力

的证据材料，事先似乎已考虑到蒋介石可能

提出的怀疑：你杨某人究竟是如何获得这材

料的？ 他从容不迫地作出了解释，称自己 14

年前担任广东省长时，曾由省政府出资送 20

名各县市挑选出来的品学兼优的高中生赴

日本和美国留学，其中就有陈詹美。 后来陈

詹美从海外学成归国参与组建广东空军，受

到重用。 他一直不忘杨永泰的提携之恩，和

杨保持通信。

蒋介石心事重重，但仍面带微笑，向杨

永泰表示他一定安排专人负责调查核实，一

查到底，对贪污营私者严加惩办云云……

其实城府颇深的老政客杨永泰还是在

反映实情的真话中夹带了些假话。 因为陈詹

美写的材料是托人送交张群的，他侨居南洋

时就读的华侨小学国文教员便是上世纪 30

年代赫赫有名的张群。 张群，四川华阳人，早

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与蒋介

石、 黄郛等参加了辛亥年光复上海之役。

1913年孙中山、黄兴发动了二次革命讨袁之

役， 失败后袁世凯军警大肆捕杀革命党人，

张群亡命南洋，隐姓埋名，以教书为生。 1916

年才返回国内。 他在民国官场上沉浮多年，

步步高升，极受蒋介石信任。 杨永泰之所以

没提到张群， 实在是出于派系争斗的考虑，

他不想让蒋介石感觉到他和张群、熊式辉等

联系过于密切。

善于做戏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撤

掉邓文仪的七八个军政职务，声色俱厉地表

示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牵连到谁都绝

不姑息。 这当然是说给别人听听的，很快就

不了了之。 蒋介石感到杨永泰太厉害，了解

的内情太多，以后恐不易驾驭。 再说宋美龄

私下已承认，尽管她并没有利用权力插手国

民党空军向美国购买 150 架全天候驱逐机

的谈判，但她确实知道毛邦初等人参与购美

机拿到 45 万美元巨额回扣， 通过关系存于

上海某外国银行……

蒋介石权衡再三，对一向信任有加的杨

永泰生出疑忌，处处提防。 一年后，他任命杨

永泰为湖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不再把这可

怕的人放在身边。

1936 年 10 月 25 日下午，阴云笼罩下的

长江两岸，秋风瑟瑟、细雨霏霏，天气寒冷，

杨永泰应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邀请赴宴。 行

前， 他准备穿上那件出门从不离身的防弹

衣， 姨太太给找了出来。 不料， 抖落开去，

“嗖”的一下，伴随着一声惊叫，两只耗子从

防弹衣里跳了出来。 杨永泰顿觉恶心，他摆

摆手厌恶地说：“算了，不穿也罢。 ”

姨太太见状，忙委婉地劝他，似乎有不

吉利的征兆，干脆不要去了。

一贯迷信的杨永泰联想到汉口街头的

谶语：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 他心里也打

起了退堂鼓，但犹豫一阵后，他决定还是去

赴宴。 傍晚，杨永泰赴宴后在汉口江汉关省

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候船， 被刺客连打 4 枪，

中弹身亡。

据说戴笠的军统特工们也秘密参与了

对杨永泰的谋刺，做了周密部署。 如没有蒋

介石点头，可以说，谁也不敢如此“胆大妄

为”。 (据《文史博览》)

出谋划策 为蒋介石设“祭灵哭棺”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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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设一计 � 助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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