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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蔣中正
痛斥陳誠請辭遠
征軍司令長官書
函解析
何智霖  國史館審編處處長

這是蔣中正與陳誠將近四十年往來函電

中，相當罕見的一封書函。全函痛斥陳誠

「跋扈恣睢」，國家「紀律綱維蕩然無存」。

正因為這封書函的特殊性，陳誠家屬一直將

它特別保存。此次特徵求家屬同意，將全函

掃瞄刊載，並嘗試分析其中的來龍去脈。因

全函長達十七頁，為便於閱讀，茲將全文抄

錄於後：

辭修同志：你九月六日辭呈，我昨日

方纔接到，不勝感慨。關於遠征軍事，

凡你所要求者，無不遵你意旨照辦；於

我個人，無論公私，我以為已到至極地

步。此外，再無其他辦法可以服從，你

要不去就可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

我決不再來懇求。現在除向你三跪九扣

［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

敬意。然此非我所能為也。你近日之態

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觀念思想或未自

反，我不得不對你作最後之規諫，須知

你此種態度，國家政府命令紀律皆已廢

棄，世界只有你一個人的意旨命令來行

施一切。就是說你的命令、你的意旨，

無論上官與政府非絕對服從無條件接

受不可，這種行動態度究竟為何種態

度行動，我想已往軍閥亦決不致出此。

這種跋扈恣睢之形態，除非政府已到國

家將亡，紀律綱維蕩然無存時，乃始有

此。然而如此軍閥，豈復我軍人所有之

人格乎！如果國家有此軍人，即令其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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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一切，則國亦等於滅亡，吾實不忍見

現在軍人發生此現象也。我再明告一

言，我派你往遠征軍，乃是要希望你立

業成名，而決非陷你於死地，我以為一

切公私道義都可棄置不談，然而軍人對

於革命作戰命令，即使赴湯蹈火亦不能

推辭，此乃軍人之本分。然而今日已談

不到此了，希望你再加深思一番。是

乎？否乎？從此余亦決不再有所言矣。

中正。中華民國卅二年九月十五日。

民國 32年 1月下旬，陳誠奉蔣中正電召到
重慶，商討遠征軍負責人選問題，蔣向陳誠

分析史迪威之為人，一般將領恐難與他合

作，加以史迪威有歡迎陳誠的表示，因此蔣

當面告知陳誠，由他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是當前最適當的人選。（註1）3月陳誠就任
遠征軍司令長官，仍兼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及湖北省政府主席。此項任命，印證了抗戰

時期蔣任用陳誠的原則，那就是每當某一方

面或某一地區發生危險或顯現重要性，蔣

即派陳誠前往擔負此一艱鉅的任務。5月中
旬，日軍大舉進犯鄂西，因戰況緊急，陳誠

返回湖北戰時省會恩施，指揮作戰。6月鄂
西會戰勝利。7月 1日，蔣中正親臨恩施，
主持檢討會議。11日，蔣電令陳誠儘速返
回雲南，此時陳誠首度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

職務，14日接獲蔣覆電遠征軍職務不准辭，
並催早日到重慶。20日離恩施飛重慶，再
次懇辭遠征軍職務，仍不准。（註2）8月5日，

返抵遠征軍任所—雲南楚雄。9月 4日，又
因出席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自昆明

飛抵重慶，6日首度以書面請辭遠征軍司令
長官職務云：

竊查職自奉命兼任遠征軍司令長官職

務以來，時已半載，因能力薄弱，毫無

建樹，瞻念前途，隕越堪虞，為免貽誤

戎機，重視責任起見，謹懇鈞座賜准解

除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另行派員接

充，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註3）

陳誠書函，提及因「毫無建樹」，「為免貽

誤戎機」，請准辭職。由於 9月 6日至 13
日為十一中全會會期，蔣中正遲至 14日才
看到此封書函，以抗戰時期蔣中正重用陳誠

的情形來說，內心裡當然有萬千感慨，因此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道：「辭修今日又來

文辭遠征軍職，此誠無道義無膽氣之表示，

只顧個人成敗榮辱之計者也。此種悍將之

所為，最足令人氣短，培植二十年竟至如

此。」（註4）15日下午，特手書十餘紙，以
相當嚴厲語氣，痛斥陳誠，「促其反省，如

不再覺悟，則此人不可復教矣。」（註5）

然則陳誠何以要在到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僅及半年且任務尚未達成之際，再三請辭？

眾所周知的兩位難與相處的人物—史迪威

與龍雲，前者在陳誠的精誠合作下，相安無

事；後者則在陳誠推誠相與下，禮遇有加。

（註6）既然史迪威與龍雲都不成問題，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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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原因到底為何？陳誠於接獲蔣中正

之責備書函後兩日，曾上書有所說明：「此

次辭職，實因自奉命返滇，迄今月餘，雖

盡力之所及，從事各種準備，但環顧現狀，

矛盾實多，非職之能力所能解決。」並指出

「遠征軍事，中樞意見，始終未能一致。」

影響所及，「表現於中樞者，則為凡事推不

動與辦不通，而表現於地方者，則為系統之

龐雜與紊亂，各有主張，各有根據。」其中

最重要的癥結，「尤在觀念之錯誤，即始終

認為敵人決不會來攻我，同時我亦決無力

量反攻。」最後，則對蔣的責備稍作解釋，

「以鈞座之賢明，當不以忠誠直言，為驕矜

恣肆；以任勞任怨，為跋扈專擅；以應付敷

衍，為有修養；以諂媚逢迎，為能服從也。」

（註7）此封書函對請辭之原因雖有原則性的

說明，但真正的關鍵陳誠還是有所保留，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中也沒有提

及，不過在最近出版的《陳誠先生回憶錄—

六十自述》則直接點名：「在滇將領，如關

麟徵等，恃何敬公（應欽）為奧援，事多方

命，使我遭遇之困難，較盟軍、龍雲尤甚。」

（註8）根據此一線索，並綜合各種資料得知：

陳誠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之關鍵為，第九集

團軍總司令關麟徵為了五十四軍軍長人選

問題，屢次於公開場合頂撞陳誠，因而讓陳

誠萌生去意。（註9）

世事的演變，往往出人意表。當遠征的

計畫甚囂塵上之際，陳誠雖有所保留，但

遠征的責任，卻落在他的肩上。半年後，三

度請辭，遭致嚴厲責備，返回雲南不到一個

月，卻因胃潰瘍劇發，勉強支持到十一月

底，仍無法痊癒，蔣中正不得不調派在成都

賦閒的衛立煌代理（註10），至此才讓陳誠

擺脫了遠征軍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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