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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抗战期间避居美国原因

  

北伐军出发，张静江（前坐者）为蒋介石送行。张静江身后为蒋介石、陈洁如。

 

 

 

　　□李健
 　　

 　　据最新资料表明，蒋介石与张静江相识于民国初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由张静江的堂侄张乃骅

（1892～1918）引见，而张乃骅则是由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同学张秉三介绍认识的。张乃骅是张石铭

的第四个儿子，生性豪爽，花钱如流水，在十里洋场颇有名气。张乃骅与蒋介石认识后觉得他是个有抱

负的新派青年，就把他介绍给刚从法国回来的叔叔。张静江多年有功于国民革命，已是孙中山的座上

宾，于是把初出茅庐的蒋介石引见给孙中山。
 　　1916年，蒋介石与张静江、许崇智三人互换金兰结拜为把兄弟，按年龄排列许崇智老大，张静江老

二，蒋介石为三弟。张静江对这位三弟真可谓尽责尽力，多次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如1926年北伐之

前，张静江不仅想方设法向江浙财团筹借大量军费，还根据蒋的要求火速南下，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使其无后顾之忧；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挥师北伐。

兄弟俩一文一武，前线后方通力合作，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由此奠定了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在私交方

面，当初，蒋介石对陈洁如一见钟情，张静江屈尊亲自上门为他说媒。6年后，为了“革命的需要”，

蒋三弟又要迎娶年轻漂亮的宋小姐，张静江再次豁出老脸去说服陈家母女，还派出两个女儿陪同陈洁如

赴美留学。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担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一心按总理遗嘱大力发展经济。而羽翼已丰的蒋介

石则热衷于排除异己、消灭共党，两人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蒋对这位不买账的“二哥”极为恼火，

找岔子让张辞去省主席一职，又设法限止、削弱张静江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职权，同时成立了以宋子文为

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张静江基本被架空了。尽管如此，张静江在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10年中，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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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手里的10万元启动资金，主要依靠民间集资和发行地方债券，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戚墅堰电厂、

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淮南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实业，为国家的经济

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1929年，他还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轰动全国的西湖博览会，历时137天，参展商品

多达15万件，参观者达2000万人次，再次显示了他作为“民国奇人”的大手笔。张静江看清了蒋介石的

真面目，他对老朋友李石曾说过：“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像蒋介石这种人，只可

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而且毫无信义！”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张静江虽离开高层政治圈已很久了，但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前途与命

运的国民党元老，在这非常时刻，他写了封长信向最高当局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救国方略，尽管他

心中清楚这位盟弟此时此刻想的是什么，自己的建议是不会被重视的。据张静江的儿子张乃昌回忆，最

初父亲的计划是带着全家老少坐船沿长江先到武汉，再去昆明或重庆。然而，就在他们临出发的前一

天，停泊在苏州河的那条小火轮被日本飞机发现后炸沉了，于是决定改走陆路，乘汽车经长途跋涉，才

辗转来到临时首都武汉。张家人很多，包括6个小孩与男女佣人，在兵荒马乱的年头，道路交通混乱危

险，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苦。在武汉，张静江再次咨询蒋介石的意见，并表示在此大敌当前之际，自己可

以为国家尽一分力量。但蒋介石却建议他离开中国，说由于他身体的原因，有严重腿疾，行动不便，在

国内会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当时，有不少国民党高层人士都认为蒋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张干扰他的决

策，因为张毕竟是党国元老，在国民党内外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深爱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政府要员，在大敌当前的时刻选择辞职离开祖国，这绝对与张静江

一贯的为人处世原则相悖。经过几个月的等待与考虑，最终在1937年的年底，他无可奈何地走了。但没

有出国，而是带着全家搭乘一架小飞机去了香港，与早几个月就抵达那儿的堂侄张叔驯全家等亲友汇

合。
 　　在香港避居的日子里，张静江非常关心国内的时局变化，经常与人一起讨论未来局势，众人都认为

在香港只是权宜之计，但张静江一直迟迟不肯迁居国外，即便内地不断传来令人沮丧的战报，他仍然希

望有机会再回去。最终，张与家人达成共识，决定先将孩子们（张静江的儿子乃昌，女儿乃琪、乃琛，

叔驯的两个儿子南琛、泽琏）送到日内瓦的国际学校，而大人则在港静观时局的发展。1938年8月，武

汉频遭日机空袭，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消息传来，张静江最后终放弃留在中国的念头，下决心迁移

到海外。9月中旬，张静江与堂侄两个家庭共11口人，带着全部行李走进法轮“蕾娜”号的头等舱，取

道马赛，前往瑞士日内瓦。因欧洲战事的爆发，他们最终选择了美国，于1939年5月23日抵达纽约。
 

　　在港期间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赴港公干的宋子文探望张静江时见其正患眼病，便让自已熟识的英

国医生次日上门诊治，并关照账房医药费由他来付。一周后张的病情明显好转，便问花了多少钱，账房

将宋原话相告，张一听很不高兴，让账房马上打电话给医生结清医药费。离开香港前夕，账房李力经问

是否要电告蒋，张一下子就变了脸，生气地说：“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

着！”张静江平时很少这样发怒对人说话，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蒋已彻底失望，厌恶之极。
 

　　蒋介石心胸狭窄、薄情寡义，对不愿臣服于他的“二哥”耿耿于怀。曾在张家担任多年账房的李力

经回忆：抗战胜利后张静江给他发来电报，嘱咐修整杭州葛岭上的房屋，有回来的打算；还让他与中国

石油公司负责人翁正源洽谈收购广州沿江的一块地皮。经数次磋商，草约都签订了，结果因约定支付的

大额美金需报高层批准，蒋介石知道后密电翁停止交易。“二哥”的回国计划就这样被“三弟”不动声

色地扼杀在摇篮里了。
 　　由此可见，张静江抗战时期移居国外，有自己身体、孩子受教育等方面的考虑，但最高当局的态度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蒋介石坚持要他辞职退隐，并送上50万美元的养老金，后又绝断他返乡的念

头，就只能吃斋念佛在彼岸苦度余生。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在纽约去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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