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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0月，林彪从前苏联养伤

回国，中共中央立即通知国民党方面，

希望在林彪途经西安转道延安时能给

予关照。蒋介石闻听是林彪，立即重视

起来。因为他已经打好了拉拢林彪的

如意算盘。他专门让居蒋介石“十三太

保”之首、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人称

“西北王”的胡宗南飞了一趟重庆，并亲

自交待了注意事项，让其和戴笠配合，

负责林彪的安全。但是戴笠的行动却

是秘密的。蒋介石指示胡宗南说：“接

待林彪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

亲切随和，宾至如归。”胡宗南不敢怠

慢，也不管自己是林彪的学长兼上级，

轻车简从地来到了林彪下榻地即八路

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

胡宗南也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

物，开土封疆，率甲十万，权倾一方，但

他对林彪却是实实在在的敬佩，因为有

了蒋介石的交待，加上他也是个军人，

所以他对林彪的尊敬、钦佩并不是装出

来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林彪，平时少

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酒逢知

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的

话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竟忘了几年

前还是敌对双方。

胡、林二人谈话之后，戴笠又粉

墨登场。戴、林的这次会晤，胡宗南

安排得极为秘密，专门找来了不属军

队系统的西安警察局的人来做安保

工作，当时七贤庄封锁得密不透风。

夕阳西下的时候，胡宗南亲自驾车来

到七贤庄，之后戴笠等人从车里跳了

出来，林彪走出来迎接，林与那人似

有默契，也不打招呼，那人一个闪身

钻进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便是戴

笠！胡宗南四下观望了一番，便驾车

返回了府邸。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

大，胡宗南在凌晨时见戴笠还不答复，

便拿起电话拨通林彪留下的号码。电

话那边林彪的声音让胡宗南很是激

动，戴笠的声音显得更是兴奋，他让胡

宗南不必牵挂，说他和林彪还有许多

话要谈，大约天亮前赶回。

戴笠回来后像是吃了兴奋剂，洗

了把脸便关起门来整理他与林彪的谈

话。中午时分，胡宗南前来看望，见戴

笠还在奋笔疾书，并且有意无意地挡着

他的视线。他虽心中不快，但出于自尊

也不好打听。回到重庆后，蒋介石询问

戴笠西安之行的收获，他说已经把委座

交代的许诺给了林彪，之后草草敷衍了

蒋介石一番。戴笠这个人好大喜功，在

饭做好之前不愿意揭开盖子，想出乎众

人意料地放一颗卫星，而蒋介石也一直

被蒙在鼓里，以为林彪不为所动，就不

再过问此事，以至于林彪认为蒋介石对

自己不重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71年秋，

林彪已经命归大漠。蒋经国向蒋介石

报告说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的档案，

是戴笠在西安与林彪那次秘密谈话的

书面资料，但已经在绝密档案中尘封

了几十年。蒋介石当即吩咐把那份文

件找来，他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看完这

份记录后，面色发青，双手颤抖不已，

连连叹息道：“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

啊！”至于戴笠究竟怎样耽误了大事，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结果上看，应

该是他的好大喜功导致了蒋介石对林

彪的拉拢计划再次告吹。

据《党史纵览》

蒋介石三次蒋介石三次““忽悠忽悠””林彪林彪
蒋介石为人阴暗、城府极深，向来不苟言笑，但每当对人谈起他打天下的大本营——黄埔军

校，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立时情绪高涨，口若悬河。但是在这些所谓的“高徒”中有一个人令蒋

介石不能释怀，这个人就是林彪。

在辽沈决战前的军政会议上，蒋介石曾扼腕感慨说：“……这个人就是林彪。我要表扬他，他是

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

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

其实，林彪在黄埔期间与蒋介石有过接触，蒋介石也曾拉拢过林彪为其效命。只是他没有意

识到正是由于自己的疏忽错失了人才。

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蒋介石一共培训了23期黄埔学员，其中一期和四期的毕业学员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吕梦熊，贺衷寒，宋希濂，

胡宗南，杜聿明这些一期的良将美才都是在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下成长起来的。四期优秀人才更多，而且后来大都成了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如

和刘伯承齐名“不败将军”的胡琏，鼎鼎有名的张灵甫、潘裕昆、高吉人、刘玉章，都出自四期。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指挥

者，他继续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继续国共合

作，准备北伐。1925年 11月，国民党右翼召开西

山会议，反对联共。前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介石

关系不和，他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蒋介石很是

烦心，于是前往黄埔散心。

当时，黄埔四期步科的学生正在上战术课，

蒋介石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悄悄地坐在了教室

后面。课题是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

要学员分析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这一仗恰巧

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他当然对此再熟悉不过，

于是兴致盎然，听得津津有味。

学生们轮番上台，口说笔划，滔滔不绝……

蒋介石心里哼一声，不置可否。轮到林彪上台，

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

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

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表、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

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断定该

生是个非常有心的人，他已经把这一课钻研精熟，

透彻到如同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用兵之道，在

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凭着对战争精髓独到的理解

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地走出教

室，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得每一个

细节。当年林彪虽然只是一个学生娃，却是城府

森严，惜语如金。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

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主动。但与林彪则难

进行，因为林彪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

经过深思熟虑，极得体，极中听。蒋介石有一股

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

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有心机。凭着

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的将

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

师生一问一答，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这

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敲门而入，报告说，汪精

卫也上黄埔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娘希匹！”蒋介

石嘴里愤愤地骂了一句。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

便接任了军校党代表一职，又把手插到黄埔来了，

很明显是想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这让蒋介石

很恼火。但当时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

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正在气头上的蒋介

石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林

彪的自尊心极强，他觉得这个校长太善变，也没有

真正地看重自己。刚才还说着鼓励他，要提拔他的

话，现在却一下子变了脸，居然不打招呼就走了，把

自己冷在一旁，林彪深感受辱，对此事耿耿于怀。

林彪与蒋介石初次见面便以这样的方式不欢而终。

数月后，蒋介石又找了一些师生进

行个别交流，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蒋介

石向林彪许诺，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

工作。林彪虽然还对上次的事有所怨

恨，但听到这个承诺他还是很激动。林

彪是共产党组织里的人，他知道组织对

他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了意向，即把他

分配到叶挺的独立团。但林彪当年正

年轻气盛，雄心勃勃，向往毕业后做出

一番大事业，总司令部对他的吸引力还

是很大的。林彪简短地回答道：“感谢

校长的信任和栽培。”话虽如此，但他还

是希望毕业后蒋介石能兑现诺言。蒋

介石见林彪不领情，有些惊讶，他回答

道：“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后再和你联

系。”谁知这一别，师生两人竟成陌路，

从此分为两个营垒，成了敌人、对手。

蒋介石出师北伐后，一路征战，出

两湖，战江西，眼看着大雁南飞，已进入

1927年的秋季，离开广东已有数月，黄

埔四期生也面临毕业。蒋介石唤来了

陈立夫询问四期生分配情况，其中专门

提到了林彪。陈立夫当时任北伐军总

司令部机要科长兼秘书处处长，已经成

为蒋介石的心腹，他报告说：“立夫明白

校长的意思，对那林彪有过调查，据说

此人可能是名共党分子，他的一些亲戚

可能还是中共重要人物，因此将此人放

在校长身边怕是不妥。”“这黄埔岛都成

了共产党人大本营了！”蒋介石狠狠道，

他挥挥手说：“此事到此再不用提了，我

不能引狼入室，身边放一个异党分子。”

蒋介石与林彪谈话不久，林彪即向

中共黄埔党团书记熊雄作了汇报，熊雄

当时就明确作了指示：“你应该争取到

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将会发挥更大的作

用。自从陈赓同志离开了总司令部，我

们的工作就削弱了许多，现在的机会难

得，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

了向右转，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使

其少受右派的唆使，维持国共联合的局

面，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林彪听了这

样的安排，便下决心争取到总司令部工

作。然而，蒋介石第二次食言却将林彪

满腔的希冀化作了冰冷的失望，直到黄

埔所有的同学都分配走了，他才明白自

己第二次被捉弄了。

后来，经聂荣臻之手，林彪最终去

了叶挺独立团，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军

事之旅，之后他出江西，闹八闽，战长

沙，扬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