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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就任与被免远征军司令的几个问题 

刘会军，张智丹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蒋介石为整训远征军、便利反攻缅甸起见，于  1942 年底决定由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对反攻缅甸 

的态度较为消极，但鉴于蒋介石的困难处境仍勉强受命。由于军队积弊深重、财政罗掘俱穷等原因，陈诚对反攻 

缅甸前景甚为悲观，多次向蒋介石请辞，但均未为其所允准。陈诚在任职近九个月之际离职，原因在于其胃病发 

作、难以视事，并非由于其与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引发蒋介石的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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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在 1943年 2月接到远征军司令长官任职令， 

并于 3月间赴云南就职。到同年 11月底陈诚即离职， 

任职时间不到 9 个月。关于陈诚在任远征军司令期间 

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解除该职务的原因，学界已从不 

同角度进行分析，但其中的一些论点仍值得商榷和进 

一步探讨。 
① 

一、赴任：勉为其难 

1942年 7月，史迪威向蒋介石送呈了关于反攻缅 

甸的备忘录。随后，中美双方就中国远征军整训和反 

攻缅甸计划展开具体的交涉和筹备。在此过程中，远 

征军指挥官的人选问题引起中美双方的重视。 

为争取美援和便利反攻，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应早 

定和慎定远征军统帅。11月 3日，蒋介石考虑反攻缅 

甸问题时，认为反攻之统帅与参谋团之组织应早确 

定。 [1](539−540) 11 日，林蔚在与史迪威的商谈中提到中 

国入缅军队之指挥官宜早为选定，史迪威表示同意。 

次日，林蔚、刘斐在给蒋介石的签呈中称：滇西方面 

我攻缅军指挥官及后勤负责专人之人选，拟请早日裁 

决，以便迅速着手筹备一切。 [2](383−384) 

因为涉及到美援的使用效率问题，美国方面也很 

重视远征军指挥官的人选。10 月 12 日，史迪威转交 

给蒋介石的罗斯福关于援华计划的电文中提到： “云南 

组训中国部队抽选优秀长官领导如在兰加所实行者亦 

属吾人联合计划之一部分，如能由阁下使其实现，则 

于完成吾人共同之目标关系实极重要。 ” [1](409) 史迪威 

认为罗卓英可能会指挥远征军，鉴于这是其讨厌之人 

选，遂决定在此人选问题上争一下。 [3](155) 12月 23日， 

他在给宋子文的备忘录中称：除兵工署以外的各机关 

都满是延宕和混乱，为纠正这一问题，需要蒋介石为 

远征军任命一名真正的指挥官，赋予他实权，并责成 

他对作战结果负责。他对罗卓英在驻印军方面的工作 

表示了不满，并指出美国方面为反攻缅甸付出了诸多 

方面的艰苦努力，因此他“必须向自己保证：中国军 

队的指挥官是称职的” 。 [4](235−236) 

蒋介石出于整训远征军的需要，又鉴于美国方面 

的态度，决定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任远征军指挥 

官。12 月 21 日，他手谕在恩施的陈诚，表示原拟调 

罗卓英指挥驻滇部队，但鉴于驻滇之中央各军庞杂骄 

矜、统属为难，担心罗卓英难以胜任，遂决定派陈诚 

前往云南， “先从事整顿，并作反攻之准备，期于明春 

能如期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 。 [5](539) 

陈诚随即复电表示 “调职为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 

自当遵照” ， “待此间交代准备就绪即来渝请训” 。 [6](98) 

陈诚虽然接受了任命，但在内心里并不愿就职， 

曾在致妻子书中表示： “以公言， 在责任上， 在良心上， 

均无任何理由与条件使余担任远征军任务” ， “然始终 

非来不可者，完全是老头子[蒋中正]之情勿能却，而 

感老头子实太可怜也” 。 [7](527) 史迪威对陈诚的态度也 

有所了解，其 1943年 1 月 16日日记中提到：陈诚明 

天到重庆，对统帅远征军“这差事不够热情” 。 [3](166) 

陈诚对新任职务的消极态度缘于其对国内外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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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认知。缅甸战役失败后，盟国间在反攻缅甸问 

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英国仍把战略重点置于 

对德战事，对全面反攻缅甸并不热心。美国虽较为关 

注反攻缅甸问题，但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战事上。 

在英、美“先欧后亚”战略的制约下，国民政府所属 

意的中、英、美陆海空军配合全面收复缅甸计划在短 

期内难以实现。有鉴于此，陈诚提倡首重本土防务、 

再图对外反攻。1942年 12月 27日，他在施垣扩大纪 

念周上的演讲中称： 对于现在世界战争中的四个战场， 

即苏德在欧洲的战场、北非战场、缅甸战场和中国战 

场，有许多人期待前三个战场的心情，较期待本国战 

场者，尤为迫切，此种心情既可怕又可耻。真正要解 

决中国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急应反省，清 

除因人成事的心理，而准备用我们自己的力量驱除倭 

寇、光复国土。 [8](573) 31日，他致电蒋介石，强调中国 

抗战之根本要点在江防、在重庆，认为在英、美同盟 

国尚无真意在东南亚对敌全力攻击、对我供给大量必 

要之军火飞机等形势下，以我军为攻击之主体重兵远 

出、主力他调，可能会引敌乘虚而入，进而危及陪都、 

摇动国本。为此，他建议来年度之根本至计仍在巩固 

我根本、整训我主力，而不于未成熟之时机及不适当 

之地域被动作战。 
② 

另外，国内的军事条件和政治环境也对陈诚的任 

职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国民政府内部对 

反攻战略存在分歧，且未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1943 
年 1月 20日，陈诚对王世杰称：蒋介石“颇主于一二 

月后即发动反攻， 军委会将领则以为尔时尚不能反攻。 

故对缅战事，我至今尚未决定战略。 ” [9](12) 2月 10日， 

王世杰从陈诚处得知， “夏季以前我无法对缅发动反 

攻。 ” [9](22) 另一方面，陈诚在得到蒋介石倚重的同时， 

在国民党内仍面临复杂的派系纷争。2月 10日，陈诚 

对王世杰称：蒋介石“已决定任彼负滇缅方面军事全 

责” ，对何应钦推荐刘峙甚为不满。 [9](21−22) 

二、在职：多次请辞 

1943年 5月间鄂西战事吃紧，陈诚主动请缨赴恩 

施指挥第六战区作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6月中旬， 

鄂西战事告一段落。7月 11日陈诚接到蒋介石要其从 

速赴滇的电令，当即复呈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职。14 
日，蒋介石复电不准其辞远征军职，并催其早日赴渝。 
20日，陈诚离施飞渝，再次请辞，仍未获准。 

③ 31日， 

蒋介石与陈诚谈话后， 认为陈“对远征军任务甚踌躇、 

畏缩” ，殊失其望。 [10](190) 

9月 6日，陈诚以“能力薄弱，毫无建树”为由， 

再度向蒋介石请辞。 [5](554) 蒋介石对陈诚屡次请辞颇为 

气愤，认为“此诚无道义、无胆气之表示，只顾个人 

成败荣辱之计者也。此种悍将之所为最足令人气短， 

培植二十年竟至如此。 ” [10](527) 他于 15日手谕陈诚， 对 

其提出措辞极为严厉的批评： “关于远征军事，凡你所 

要求者无不遵你意旨照办；于我个人，无论公私，我 

以为已到至极地步……你的命令、你的意旨，无论上 

官与政府非绝对服从无条件接受不可，这种行动态度 

究竟为何种态度行动， 我想已往军阀亦绝不出此。 ” 他 

向陈诚强调： “我派你往远征军，乃是要希望你立业成 

名，而绝非陷你于死地。 ” [5](555) 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也 

发泄了对陈诚的不满： “部属之不能如意，最所痛心！ 

余今忍痛抑悲，制愤茹苦，而处事会客如常。呜呼！ 

心之苦痛极矣！ ” [11](925) 

蒋介石提出派陈诚往远征军是望其“立业成名” ， 

但陈诚显然持不同看法，曾对外发出其“攻缅必败” 

之语。 
④ 
他的悲观态度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军队积弊深重。陈诚在任职之初对滇西、 

滇南进行了考察，了解到驻滇各部队的不良情况：官 

兵因滇境物价极高所受物质压迫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 

大，若干部队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 

律行为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 因各军之师管区远隔， 

兵员补充不易，而天候特殊，死亡特多，又因工价高 

涨、环境引诱，士兵潜逃颇众。 [12](32) 陈诚尤其认为驻 

滇“中央各高级军官渐随环境堕落，非大加整饬不能 

用” ，遂“向各军官明言，其此次来非为救国，乃为自 

救军队之本身” 。 [13](379) 9月 17日，陈诚在上蒋介石书 

中痛陈了关于远征军事的严重问题：其一，中外关于 

远征军事之意见始终未能一致。除蒋介石外，其他方 

面多数不能重视与积极，消极批评者有之，无形搁置 

者有之，多方牵制者亦有之。其二，由于意见不一致， 

在中央方面凡事推不动、办不通，除蒋介石本身指挥 

外，无任何机关、任何个人可有办法使之力量集中与 

意志集中。其三，在地方方面存在得过且过之心理， 

认为敌不会来攻我，同时我亦绝无力量反攻。其四， 

由于心理与观念之错误，部队纪律废弛，战力消失。 

综合以上情况，陈诚认为“今日部队实况，确属难言 

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再 

进一步言，无论防御或反攻，均暂不计，单论部队本 

身，长此以往，能否维持下去，实属疑问” 。最后，陈 

诚表示： “对于远征军各种问题，再三自问，绝无法解 

决。 ” 
⑤ 
另外，陈诚对军队指挥权不统一也有所不满。 

据熊式辉回忆，陈诚于 9月在重庆时曾与其谈及远征 

军事，对“不能将滇南、滇西、桂南三方面指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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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为牢骚” 。熊式辉认为陈诚“有责任心，但喜揽权太 

过，当然军部不为同意” 。 [13](425) 

其二，财政罗掘俱穷。陈诚在赴云南前，即请蒋 

介石“先发运输开办等费周转金贰百万元，事后实报 

实销” 。蒋介石照准了陈诚的要求。 [6](516) 陈诚到云南 

后，对当地的观感颇为不佳，尤其担心社会经济状况。 
3 月 22 日，他在致妻子书中道： “此间生活比重庆高 

几倍。在恩施以元计，在重庆以十百计，此间则以千 

万计。阔者固尽其奢侈之能事，而贫者真不堪言 

状。 ” [7](526) 8月 12日，他在致妻子书中称： “社会上一 

般最为可虑者， 即物价问题， 许多东西实高的无理…… 

其高涨之原因，非经济本身问题，实政治使然 

也。 ” [7](527−528) 日军的封锁、社会的不公、政治的腐败 

等诸多因素导致云南社会生活的困苦，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到远征军诸事务的处理。3月 31日，陈诚在 

致蒋介石电中称：驻滇部队“一般纪律败坏之原因实 

与目前滇中生活问题有密切之关系，今后对于纪律问 

题固当严格要求，同时生活问题亦须切实为之解决。 ” 

他请蒋介石“饬令主管员司速就驻滇各军实际情形重 

行固定给与或另订合理之地区生活补助办法，务期切 

合实情，使无不够与不平之弊，俾官兵得以维持最低 

限度之生活，藉收整饬纪律增加战力之实效” 。蒋介石 

批示云： “交军政部核议，限一周呈复。 ” [14](124−126) 纵 

使有蒋介石在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陈诚办起事来 

仍颇感费力。他在回忆录中称：远征军整训诸事“做 

起来都是困难丛生。最大原因还是没有钱。即就重武 

器装备一事而论，使用这种装备，要用骡马驮拉，要 

有道路可走。据估计远征军所属部队就需要一万匹骡 

马，修筑几千里公路，试想这岂是我们罗掘俱穷的财 

力所能负担的？” [15](203) 

三、解职：胃疾发作 

据陈诚自述，他二十几岁时即患有胃病，在远征 

军期间操劳过度致使胃病复发。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 

其病发过程：10月 6日，从大理视察完毕途经弥度， 

胃部大感不适；12日，病即大作，已入昏迷状态；14、 
15日，病况转佳， 但怒江方面有敌情， 仍需扶病理事， 

致夜不能寐；16日，鼻流血，医生要求其二周后始能 

倚床小坐，六周后可在室内扶行，最好能易地静 

养。 [15](210−211) 

鉴于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即将到重庆来商谈 

反攻缅甸问题，蒋介石曾于 10月 12日致电陈诚，望 

其飞渝与蒙巴顿相晤，以便于将来反攻缅甸时相互联 

络， 并指出如其可来， 务于 16或 17两日到渝。 [16](88−89) 

在 14日得悉陈诚“患咯血症”后，蒋介石便去电询问 

病情，并望其“静心调制，勿必来渝” 。 [16](101−102) 随后， 

又照准陈诚请假六个星期的要求，令长官部日常业务 

暂由副长官、参谋长处理。 [16](108) 27 日，赴滇探望陈 

诚的林蔚致电蒋介石称：陈诚“病已无危险，惟体力 

甚衰弱而精神甚兴奋，近日内似尚不能谈及正 

事” 。 [16](225) 鉴于此，蒋介石致电远征军副长官黄琪翔 

称：悉陈诚“病状必须静养，勿烦劳其脑力最为重要， 

前后方军事由兄负责处理，如有重要不能解决之事， 

则可直接来电请示，总勿使辞修劳神以期其早日复元 

也” 。 [16](315) 11月 7日，史迪威在得知“陈诚的病比所 

想得要重许多”的情况下，猜测“将有一个人来接替 

他[指挥远征军]，很可能是卫立煌” 。 [3](210−211) 果然， 

蒋介石于 8日手谕何应钦： “特派军委会委员卫立煌代 

理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 ” [16](338) 卫立煌于 21日赴楚雄 

就职，陈诚将任内事务交代清楚后于 29日离昆飞渝。 

陈诚在任远征军司令期间，注意同史迪威加强沟 

通并信守承诺，较好地处理了两人的关系。史迪威对 

陈诚的作为颇为认可，其 3月间的日记载： “与陈诚开 

了几次会。他正在做他在重庆时答应了的事……自到 

中国以来，我头一次觉得我们在进行真正的合作。陈 

诚有决心，对我们尽力所做的事十分感激。 ” [3](177) 有 

评论指蒋介石认为陈诚与美国人关系过于亲密，超出 

其所能容忍的程度，遂设法促使陈诚离职。此一看法 

似有失偏颇。 

其一，蒋介石出于反攻缅甸计划能够顺利进行的 

考虑，是希望陈诚与史迪威维持良好合作关系的。蒋 

介石认为陈诚是最适当的远征军负责人选，除因陈有 

能力并系其嫡系外，还考虑到了史迪威对陈的欢迎态 

度，并担心其他将领难与史迪威合作。 [15](195) 5 月  23 
日，宋子文向英美联合参谋团阐述中国方面为反攻缅 

甸所做的大量工作时，有意强调“被史迪威将军认为 

统帅之下最有能力的指挥官陈诚将军担任了驻云南远 

征军的指挥官” 。 [17](90−91) 

其二， 陈诚与史迪威在政治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 

两人的合作关系至多维持在军事上。陈诚与蒋介石一 

样，对史迪威关于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一些看法甚为 

不满。6 月 12 日，他在致宋子文电中称： “盟国胜利 

最要之条件，为涤除过去尊己卑人之谬见，精诚合作， 

以迎接更剧烈之战局，而达和平胜利之目的。似美国 

人以纯物资条件视中国兵不能作战，中国人以革命精 

神立场视美国兵不能胜利，同属观念上之错误，急应 

纠正。史迪威以过去北平政府看我中央，以少数不肖 

军人例我全般，国人之上下，对之均无好感，足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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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大民族接近中之障碍，私窃忧之，仅抒管见，希 

先生有以酌转至，庶世界和平前途之幸也。 ” [5](546) 另 

外，陈诚在中共问题上也与史迪威颇有分歧，在回忆 

录中指出中共问题“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问题， 

虽不干远征军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触甚多，谈 

到这些问题，难免就要互相枘凿起来” 。 [15](205) 

陈诚在解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后，仍与史迪威保持 

着礼节上的联系。1944年 7月史迪威荣膺上将军衔， 

陈诚闻讯后致电表示祝贺。 [18](145) 1946 年 10 月 12 日 

史迪威在旧金山病逝，陈诚于 14日电唁史迪威夫人： 

“阅报惊悉史迪威将军积劳病逝，不胜恸悼。犹忆在 

太平洋战争紧张之际， 本人与史将军共事于滇缅方面， 

阻止日寇进攻，开通中印国际路线，使联合国对日作 

战奠定胜利基础。本人对史将军之深识远见，指挥卓 

越，至表钦敬。今将军之死，使本人及中国全体官兵， 

失一良友，尤深惋惜。 ” [18](289) 

四、结语 

在反攻缅甸的筹划和准备过程中，驻云南中国远 

征军的指挥官人选成为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蒋 

介石为整训远征军、便利反攻缅甸起见，决定由陈诚 

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但是，陈诚在接受任命之初就有 

抵触情绪，认为应重点关注本土尤其是四川根据地的 

防务，在得到盟国积极配合的情况下再组织大规模反 

攻。任职期间，由于军队弊端深重、财政罗掘俱穷等 

因素的影响，陈诚对远征前景甚为悲观，认为仅凭自 

身力量无法改变恶劣现状，为此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 

职请求。蒋介石对于陈诚不能如其心意勇担重任甚感 

愤懑，屡次驳回了陈诚的辞职要求，并对其提出极为 

严厉的批评。陈诚最终得以解远征军司令长官职，主 

要原因在于其胃疾发作、难以任事，与其同美国人的 

合作关系无关。蒋介石不满陈诚的是其“跋扈恣睢” ， 

而非“挟洋自重” 。 

陈诚和蒋介石在反攻缅甸问题上的纠葛，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两人战略观念的差异。到 1942年底， 盟 

国在北非、 欧洲战场都取得了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 

蒋介石既要考虑对日抗战问题，又要关注战后安排问 

题。鉴于期待中的日苏战争迟迟不能实现，蒋介石希 

望亚洲战争能够早于欧洲战争结束，这样有利于其在 

苏联将注意力转向远东之前解决其一直忧心的中国北 

部边疆问题和中共问题。为此，他积极准备连同美、 

英反攻缅甸，力图扭转美、英的“先欧后亚”战略， 

以便尽早结束对日战争。他的战略思路是先创造有利 

的国际环境解决中苏、国共间的紧要问题，再徐图推 

进国内诸多方面的改革。陈诚并不反对借助美、英之 

力解决对日战争问题，但认为其前提是自身要保有实 

力，否则无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无法抓住有利 

环境带来的机遇。他的战略思路是先对内进行全面的 

改革， 再在外力的配合下解决威胁国民党政权的问题。 
1944年 5月 24日，他在致蒋介石函中称： “去岁远征 

军事，远非职之本怀，但既奉钧命，亦欲振刷精神， 

力图整饬。无如弊端既久，风气已成，局部振作，无 

济于事，虽不惜顶踵，至于大病，究于时艰何补乎？ 

窃尝深思其故，此虽由于职能力薄弱所致，而当前整 

个问题，无全盘之计划，与根本之改革，实为主要之 

原因。大本不立，枝节无益。 ” [5](574−575) 日军发起的豫 

湘桂战役印证了陈诚的看法。国民党军队在此役中的 

大溃败打乱了蒋介石的全盘谋划，使国民党政权无论 

对内还是对外都陷于被动地位。 

注释： 

① 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宁志一：《陈诚缘何失去远征军司令 

一职》，《文史精华》2005年第 6期；杨刚、冯杰：《铁血远征： 

滇缅会战》，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孙宅巍：《蒋介石、陈 

诚为远征军事的一段纠葛》，《钟山风雨》2011年第 6期。 

② 陈诚此前已接到蒋介石要其任远征军司令的电令，于此电稿后 

附注云： “我最不赞成的事结果要我负责。天下矛盾之事，实不 

可思议。 ”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 

函电》下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 537539页。 

③ 陈诚辞职之意令外人颇为不解， 据徐永昌 7 月 28日日记载： “下 

午会报，蔚文言陈辞修表示辞意，不愿入滇，不悉何故。 ” 《徐 

永昌日记》第七册，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④ 国民政府高层对反攻缅甸持怀疑态度的不只是陈诚，宋子文亦 

“对攻开滇缅路不乐观，以为仅十之四的希望” ，徐永昌则“以 

为缅路纵攻开，敌果由越出昆明亦大可虑” 。 《徐永昌日记》第 

七册，第 167、190页。 

⑤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第 555557 
页。在陈诚对远征军诸事表示不满的同时，驻滇的一些官员也 

对其颇有意见。据徐永昌 1943 年 8 月 13 日日记载，关麟征来 

电称： 其集团军办事处长周景康(临潼人)来见， 为与陈诚不相能， 

请求调离滇边战区。徐永昌认为此事“似大部出于误会，亦见 

国军教育与人事缺陷甚大(由于骄傲与封建为最多)” 。 《徐永昌日 

记》第七册，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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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ssues about Chencheng being appointed and relieved of 
Expeditionary Force Commander 

LIU Huijun, ZHANG Zhida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Expeditionary Force and being convenient for retaking Burma, Chiang Kaishek 
decided  to appoint Chencheng as commander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in  late 1942. Chencheng’s attitude to retake 
Burma was negative, and he was reluctant to assume office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Chiang Kaishek. For the 
reasons  of  ageold  malpractice  of  the  army  and  financial  embarrassment,  Chencheng’s  attitude  to  the  prospect  of 
retaking Burma was very pessimistic. He resigned to Chiang Kaishek repeatedly and did not receive  the permission. 
The reason of Chencheng resigning when he served nearly nine months was that he could not assume office because of 
the recurrence of his gastric disease, not that his relationship with Stillwell caused Chiang Kaishek’s suspicion. 
Key Words: Chencheng; Expeditionary Force commander; retaking Bu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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