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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神奇预言蒋桂战争

百年来的军阀混战，主要分旧军阀混战和新

军阀混战两个时期。旧军阀混战时期，是指袁世

凯死后，北洋军阀土崩瓦解，从 1916—1928 年

间共发生有一定规模的军阀混战 140 多次。新军

阀混战是指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军阀混战，仅

1929 年内爆发的新军阀混战就有蒋桂战争、蒋冯

战争、粤桂战争（张发奎联合桂系反蒋）、蒋唐

战争（唐为唐生智）。1930 年 5—10 月，又爆发

了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无量头颅无量血，满目疮痍不胜悲。

其中的蒋桂战争，是 1929 年 3—6 月发生的蒋介石集团同桂系李宗仁、白崇

禧争夺中国两湖等地盘的国民党军阀混战。早在 1928 年 10 月，毛泽东为中共湘

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指出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

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

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①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式的预言，半年之后就为历史事实所证实。

1929 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写出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

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他唯一描写军阀混战的诗词。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版第47页。

◎ 毛泽东诗词手迹：
   《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
雅

 4

蒋桂战争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

在 1927 年底的宁汉分裂中，桂系如愿以偿，夺取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权力，

同时排斥了汪精卫、蒋介石。更通过宁汉战争击败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同时收

编了唐生智的部队，控制湖南湖北，势力膨胀。

1927 年 11 月 17 日凌晨，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的张发奎、

黄琪翔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政府，史称“广州

张黄事变”。广州张黄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当时控制国民政府的桂系，其目的没有

达到。但是，在前期政治斗争中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此事件复出，遏制了桂

系的势力发展。

1928 年，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蒋介石、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四大

派别联军 40 万北上，成功夺取华北，并促成了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服从国民政府，使得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桂系势力在此战中扩展到河北，

势力达到极盛。

“二次北伐”占领了北京、天津后，蒋冯阎桂四派所占地盘如下 ：冯玉祥任第

二集团军总司令、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兵 20 万，分驻陕甘豫鲁各省 ；阎锡山任第

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占有山西、河北两省 ；至于以广西军人为核

心的桂系势力，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第八路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坐镇两广；

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辖两湖 ；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

前敌总指挥，统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驻屯唐山、山海关一带。在此格局中，桂

系从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迄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俯瞰着蒋介石统治的华东地区。

蒋介石对此如坐针毡，必欲去之而后快。

蒋桂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湘案”。在 1928 年初，桂系在控制国民政府之后，

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了主政湖南的程潜，任命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桂系

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

1929 年 2 月中旬，驻长沙的第十九师师长何键到汉口秘密报告，说蒋介石

由陆路经江西运送武器补充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所部第十八师，积极备战。当时李

宗仁、白崇禧等都不在武汉，凡事由胡宗铎、陶钧、夏威做主，他们年轻气盛，

对此不细加审度，也没有估计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下的圈套。胡宗铎最骄矜，

主张先发制人，四集团军总部民政处长潘宜之更从旁附和，夏威这时患扁桃腺炎，

遇事不提意见。这样，2 月 20 日，他们竟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下令免去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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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主席鲁涤平之职，以何键继任，同时派叶琪、夏威两部由鄂入湘，解决鲁涤

平部。鲁涤平仓皇率部退入江西。

2 月 21 日凌晨，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尧告李宗仁说，不知为什么桂军入湘进

击鲁部。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胡、陶胡作非为，事态严重，连忙化装逃出南京，避

居上海公共租界。蒋介石与李宗仁旋即展开电报“论战”，矛盾扩大。蒋介石以“违

反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各地政治分会不得擅自任免辖区内特定人员”为名，调集

军队，准备进攻新桂系。

3 月，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桂系政治盟友李济深北上南京调停蒋桂矛盾。被

蒋介石扣留，粤系将领陈济棠、陈铭枢投向蒋介石，粤桂政治联盟被拆散。

3 月 21 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

准备武力讨伐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保持中立。新桂系陷入孤立

无援的境地，形势对其很不利。

箭在弦上，蒋桂战争一触即发。驻扎河北的桂系部队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原

定以三十六军沿保定、津浦路南下徐州，配合湖北桂军东进攻击南京。但三十六

军原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将唐生智从日本接回，并派其前往河北。因唐生智对

其旧部的影响力，使得白崇禧对三十六军失去控制，不得已秘密前往唐山，乘船

逃离河北。三十六军军长、广西籍军官廖磊在唐生智到达河北后亦主动离职。此

举导致河北桂军大批广西籍军官辞职南下。以广西籍士兵为主体的第十三军亦被

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收编。

蒋桂战争尚未正式爆发，河北桂军已经土崩瓦解，不战自溃。逃离河北的白

崇禧惶惶如丧家之犬，乘海轮南下香港，蒋介石命海军截停此海轮，如不听号令，

可将海轮击沉。但消息泄漏，李宗仁迅速委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宇都宫，派出日

本船只，中途将白崇禧接走，送往香港。

李宗仁和白崇禧均无法返回武汉指挥桂系部队，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留

守广西，亦无法北上。此时的桂系实质上进入了各自为战之状态。

3 月底，蒋介石调动刘峙、朱培德部准备进攻武汉。随后，原属桂系、主政

湖南之程潜突然倒向蒋介石。而桂系中诸将不和，胡宗铎、夏威、陶钧与李明瑞、

俞作柏等人有矛盾。4 月初，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等人与蒋介石接洽后，宣

布不参与“内战”，将所属部队后撤。导致桂系鄂东防线出现空当。桂系被迫放

弃武汉，退守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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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国民政府发布《告桂系军队书》，历数桂系之“罪恶”，并号召

桂军士兵放弃抵抗。桂军士兵军心涣散，胡宗铎、夏威、陶钧、叶琪等分别与蒋

介石接洽合作，最后俱都辞职、出洋。桂系在湖北之部队被收编。

蒋介石迅速调集部队准备进攻广西，并去信劝告李宗仁、白崇禧下野出国，

黄绍竑可以留任广西。但广西将由李明瑞、俞作柏主政。

桂系认为此条件十分苛刻，不予接受，积极备战。5 月 5 日，桂系成立“护

党救国军”，通电讨伐蒋介石。同时确定主动出击，先攻取广东，夺取广东之收

入支持经济，同时以军事之胜利扭转政治之劣势。

5 月 15 日，北方之冯玉祥宣布与桂系合作讨蒋，出兵进攻蒋介石。但其属

下石友三、韩复榘等人投向蒋介石，导致冯玉祥部作战失利。

5 月中，桂系部队兵分两路攻入广东，击败粤军，进抵广州城下。蒋介石调

集湘军、黔军、滇军等部攻入广西，牵制桂军。桂军与粤军在白泥地区展开决战，

桂军被击败。桂军攻粤作战以失败告终。鉴于北方盟友冯玉祥失败，新桂系被迫

撤回广西。但同时桂军在桂林、柳州一线连连获胜，击败湘军、黔军、滇军等部。

蒋介石迅速调动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所部原桂军南下广东，西进广西。

因李俞杨所部战斗力较强，迅速攻占了梧州。桂平守将韦云淞弃城，桂军至此已

无力再战。

6 月 27 日，李明瑞所部攻入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下野，避居国外。

蒋介石委任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主政广西。蒋桂战争以蒋介石方面全胜而告终。

波诡云谲的蒋桂战争历时 3 个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自“宁汉战争”

和“二次北伐”以来势力不断扩张的桂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桂系丢失全部地

盘，包括大本营广西，所有的军事优势也损失殆尽。桂系三大首领李宗仁、白崇

禧、黄绍竑被迫避居国外。此战蒋介石彻底削弱了桂系，尽管李白黄三人在短短

半年后重新执掌广西，但其政治影响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1939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说过：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

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除了对蒋桂战争外，毛泽东还准确地预见过很多历史

事件。毛泽东的预言，决不是臆测，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基础之

上的，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对信息的充分掌握、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合

乎客观规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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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震铄古今的抗日“出师表”

1937 年的清明节，对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

的日子。经历十年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共同来这里祭奠

中华人文始祖——黄帝。

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

义致祭，祭文是毛泽东撰写的 ：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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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4 月 5 日，也就是清明节这一天，林伯渠受毛泽东、朱德委派，代

表中华苏维埃全体人民，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陵仪式上宣读了这篇祭文。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致

祭那天，顾祝同去了茂陵，未曾到场。祭文自然由国民党的顶级御用文人所写。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全文为 ：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

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

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

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

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

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

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

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

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

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

国民党的祭文 32 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

其他都显得枯燥无味，用词生僻且言之无物。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一句未提

团结抗日之事。

毛泽东写的祭文共 56 句，其中用 8 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

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命

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

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

毛泽东的这篇祭文文采飞扬，激情四射，读之令人顿生民族豪情，热血沸腾，

堪称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危亡时刻炎黄子孙抗击外侮的“出师表”！其不但在思想

性与艺术性方面均远超国民党的祭文，与历代祭文相比亦属上乘。

这篇韵文体的祭文借祭祀中华人文始祖而明志 ：誓死保卫祖国江山，与日本

侵略者血战到底，直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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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前八句写出了轩辕始祖建立华夏民族的丰功伟绩，接下来的十句，诗人着眼于

当今之变，描绘了我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与磨难。上千年就这么过去了，

强悍的日本帝国主义虎视我肥沃的中华大地，最可恨的是华东、华北地区，亲日

汉奸多多，如此这般以土地效劳侵略者。侵略者欲壑难填呀，而结局是沦为奴隶，

任人宰割。接着诗人又追忆了我先祖黄帝勇战蚩尤于涿鹿的故事，借古喻今，号

召我们向英勇的祖先学习，要不愧为黄帝的后代，要继承他传下来的勇武精神与

侵略者战斗到底，决不能当亡国奴。

接下来一气呵成，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经年历月，风风雨雨，

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的就是救国救民，虽有万般艰难险阻也当在所不辞，奋勇

向前。然后，他指出只要全民族及各党派团结一心，组成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国内进行政治改革及实行民主共和制，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整篇祭文大气磅礴正义凛然，时隔七十多年之后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 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文》



风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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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四次“上兵伐谋”

《孙子兵法·谋攻第三》云 ：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全旅为上，

破旅次之 ；全卒为上，破卒次之 ；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

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上兵伐谋，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正是这方面的千古高手，他曾先后四次演绎了“上兵伐谋”的兵法韬略。

对于毛泽东的伟大军事才能与高明战略，连他当时的所有国内外对手都不否认。

一篇文章，打退十万重敌

1948 年 10 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

报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中央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

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甚少，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我华北地区地下党的敌工工作很有成绩，不仅傅作义的身边有我党的

耳目，甚至傅作义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的计划很快被我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获悉，刘仁部长从河北沧县泊镇发来特急电报，报告了蒋、傅

阴谋偷袭西柏坡的计划，时间是 10 月 28 日拂晓开始行动，请毛泽东、党中央务

必做好准备。

此时，西柏坡只有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的一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共不过

千余人，可偷袭之敌有 10 万之众，相比之下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情况万分

紧急。但是，毛泽东表现出异常镇静，他决定演一场空城计，挫败蒋介石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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