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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峙與中原軍事準備 

張嘉皜 

北伐完成後，蔣介石主政下的國民政府雖在名義上統一中國，但

地方實力派仍對中央權威進行挑戰，從而爆發1930年的中原大

戰。經雙方鏖戰，此役以政府軍獲勝告終，蔣介石最重要的戰果

之一就是取得河南省的控制權，中央政令到達黃河一線。此後，

面對日本對華北的虎視眈眈，以及北方反蔣軍人的異動，與中共

的鄂豫皖蘇區之威脅，河南遂成為國民政府插足華北的灘頭堡。

不論為了建設安內，抑或是備戰攘外，河南的經營至關重要。本

文擬以1930年底劉峙奉命主持河南省政為例，至1935年底去職為

止，探討在當時內憂外患環境下，蔣介石「建國」與「備戰」同

時並進的思考與決策，是否曾下達至省級政治上，試圖了解此時

劉峙對於河南省政的經營，達到了何種效果。本論文希望透過劉

峙對河南的經營及華北灘頭堡的建立，得以明瞭蔣介石在抗戰前

的「備戰」不只是紙上談兵，其在中國抗戰準備進程中實有一定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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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930 年，劉峙因中原大戰的勝利，由蔣介石任命為河南省主席。1至

1935 年 12 月，由於華北局勢的發展，商震取代劉峙為豫省主席，劉峙則

轉任豫皖綏靖主任。2劉峙主豫期間(1930-1935)，國民政府仍面臨內憂外

患。中原大戰雖告戡定，但自 1930 年夏開始，劉峙又必須應付豫南地區

的中共武裝，討伐以張國燾為首的鄂豫皖蘇區。日本亦在華北地區生事，

從熱河、長城一路南侵中國，造成新的國內外問題。蔣介石有鑑於此，乃

命劉峙在豫省展開一系列國防建設之準備，在此軍事整備的思考下，次第

進行建設，以因應未來抗戰的備戰工作。此際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身分，指導各地建設與備戰工作，豫省尤為華北之重點。劉峙向為蔣介石

心腹，而蔣亦頗信任劉峙，認為劉峙與陳誠、何應欽、胡宗南等重要將領

在軍事上均有才能。3本文主要探討劉峙主豫任內，在歷經討石(友三)、剿

共(鄂豫皖蘇區)後，秉持蔣介石意旨，如何著手建設黃河一帶之國防線，因

應日本的進逼，以完成備戰之工作。 

二、 石友三事件的戡平 

  劉峙就任河南省主席後，雖挾中原大戰勝利餘威出掌豫政，然華北各

省除河南外，大多為地方實力派所盤據。此時北方局勢，至關重要者為中

原大戰後期入關的張學良；其次為中原大戰歸順中央，戰後主掌山東的韓

復榘；再次為盤據山西的實力派閻錫山；陝西則由楊虎城部所控制。中原

戰後，叛馮投蔣的石友三盤據河北順德一地，然石氏認為其實力不在昔日

同僚韓復榘之下，然卻無法獲得如韓氏般擁有山東的巨大補償，且所部軍

                                                      
  1  國民政府秘書處 編，《國民政府公報》，第59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8。 

  2  國民政府秘書處 編，《國民政府公報》，第1920號，2。 

  3  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收入呂芳上 編，《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
北：時報文化，20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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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面臨受張學良縮編之命運，故心中忿忿不平，欲圖一反中央改變現狀。4 

  早在 1931 年 1 月底，蔣介石就已開始注意石部之動向。5劉峙向蔣介

石回報，並提出了對石友三問題的意見。主要內容為： 

謹陳對馮宋石孫諸逆處置意見。反對派以剿赤及國民會議兩大事之

成功與否以決其順逆之態度，故我軍此時應積極準備，以防萬一，

以近日境況，惟晉軍中之商震等，足以制宋孫諸逆，東北尤為逆等

之向背，孫向方亦為舉足輕重之一人，職意為防制該逆計，對東北

一切優異，對商震予以扶助，對孫向方予以便利，以免妨礙裁軍之

行動。迨我國議及剿赤竟功，再面殲滅，此刻不能不稍  分優容委

屈一時也，當否乞查奪。6 

該意見至 4 月 18 日到了蔣介石手上，蔣介石認同其意見，要其一面鎮靜，

另一面則積極準備以靜制動。7此時蔣介石本人與劉峙的意見，主要以拉

攏商震，一面自行準備應付石部的動作，為蔣劉兩人此時應對之策略。張

鈁上呈蔣介石的公文中，報告了石友三部的一些情報，內容大致如下： 

石部情況(一)全軍僅槍三萬有奇。 

    (二)拉兵不計老幼，又向各縣攤派。 

    (三)發餉不公允，攜械潛逃者多。 

    (四)軍官無常識，以訛詐為多，對確切消息極力宣傳不利中央 

    (五)勒索商產三十餘人鉅款 

    (六)滿七日聲言進駐新鄉 

    (七)全軍眷屬限三日內離防，並以安陽修械糧粖移順往 

    (八)與龐宋孫結合甚堅 

                                                      
  4  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石友三1931年反蔣失敗的個案考察〉，《近代中國》

156(2004): 71-72。 

  5  「蔣中正電令劉鎮華密防石友三」，〈籌筆．統一時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

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55010。 

  6  「蔣中正電劉峙竭力鎮靜並積極準備以靜制動」，〈特交文卷．親批文件〉，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18082。 

  7  「蔣中正電劉峙竭力鎮靜並積極準備以靜制動」，〈特交文卷．親批文件〉，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1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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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因東北收其逃兵切對張劇烈不滿。8 

由上述內容來看，石部逃兵逃往張學良部，引起了石友三的危機意識。石

友三的反叛，與中原大戰後戰果分配不均，同時害怕所部被東北軍所吸

收，失去軍事政治的籌碼，故打算發動一場冒險行為。 

  此時蔣介石開始從各方往來的電文與公函得知，石友三有醞釀反對政

府之可能。同時蔣介石也打算利用山東韓復榘的影響力來孤立石友三，並

徵詢劉峙的意見。9到了 7 月 13 日，任韓復榘為魯豫清鄉督辦。10爭取山

東韓復榘的動作，確定已有了一些成果。 

  到了 7 月，蔣介石與劉峙都意識到石部反叛即將成為事實。此時蔣介

石收到了張群的消息： 

進日得多方電報石部發動必然不遠，晉方亦受其指示……在醞釀，

其間已加強準備，豫軍夾擊之議，請電介公，速來方略，不可稍

緩，前請中央派一大員與作戰上聯絡，亦未得復，並請轉催介公，

乞復已變轉達。11 

蔣介石此時也作出指示，要劉峙將主力向河北集中。12到了隔天，蔣介石

又親自命令劉峙來面對石部問題，其調度內容如下： 

對石既決取攻勢，對應應即詳計，對晉採取守勢，可派劉雪亞部過

河北在濟原、沁陽、修武一帶嚴防……不足派一師補助之以孫來兩

部合之……而潼關至龍安一帶防務,則可調楊虎城部填防也。我第一

二三師及第四師三三團警衛師與旅等，三三團皆攻彰德，而以第七

第十二兩師，與馬少雲部警戒……自以十六日起限各部於二十二日

                                                      
  8  「蔣中正電張鈁中央決全力剿匪豫中防務與劉峙協力主持」，〈特交文卷．親批文

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 002070100019011。 

  9  「蔣中正電示劉峙擬發表韓復榘任魯豫清鄉督辦」，〈籌筆．統一時期〉，國史館

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57048。 

 10  河南省政府秘書處 編輯，《河南省政府公報》，第156期(開封：河南省政府秘書

處，出版年不詳)，民國20年7月13日，頁7。 

 11  「蔣中正電張群已令劉峙積極準備將主力集中河北」，〈特交文卷．親批文件〉，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0020。 

 12  「蔣中正電張群已令劉峙積極準備將主力集中河北」，〈特交文卷．親批文件〉，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0020。 



．102． 張嘉皜 

已前集中完畢，嚴令前進，此時惟有積極行動死中求生，方能挽救

黨國危亡也，請決行之。13 

蔣介石此時主要以積極攻勢為主，對豫西北與晉省接壤之處採防守態勢，

全力往北進攻。此時劉峙也很清楚中央在軍事上解決問題的方針，在配合

東北軍的作戰下，建議蔣介石，仍須有獨立的作戰計畫，不必由東北軍主

導戰局。14蔣氏依據劉峙的建議，裁示國軍先占領彰德，掌握漳河鐵橋後，

再定進攻時期間。15第二天蔣介石給劉峙的電文，顯然劉峙的建議被蔣介

石接受，有了更具體的指揮。內容如下： 

此次作戰，雖與東北軍夾擊石部，但我軍仍應有獨立作戰之準備，

對東北計劃不必過於注重，我軍作戰以利用鐵道交通以運用迅速為

主先作破敵軍之要點，則盡所滅軍隊皆不敢動矣，而北方部隊則在

精而不在多，若以第一第二兩師或以第二第三兩師，依鐵道運用多

數鐵甲車掩護前進，先擊破石部沿鐵道北進之一部則石部必潰，而

我對晉軍各部亦可利用六河清與平漢、道清各鐵路程一弦形姿勢，

此限預備有力集中新鄉附近之一師對各部來策應黃河北岸陣線穩固

必無顧慮，而對豫南方面則以第七師第二兩師集中於許昌與開封之

間，一隊有變則調新鄉之一師亦可策應也，請縱隊星夜佔領彰德，

亦并令鐵甲車三四列直向順德遊弋為要。16 

重點在中央軍利用鐵道迅速擊破石友三部為主。過幾天蔣介石給劉峙的電

文中，始明確指出了以速滅石部為利，占領順德後，主力再向前推進，蔣

同時判斷此時晉軍無整體計畫必不敢偷襲。17蔣介石認為當時晉軍主要為

                                                      
 13  「中正電劉峙對石友三部決採取攻勢兵力部署移防計畫應限期完成」，〈籌筆．統

一時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58033。 

 14  「蔣中正電劉峙東北部隊守滄石路我軍先佔彰德後再定進攻時期〉」〈特交文卷．

親批文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70100020030。 

 15  「蔣中正電劉峙東北部隊守滄石路我軍先佔彰德後再定進攻時期」，〈特交文卷．

親批文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70100020030。 

 16  「蔣中正電劉峙與東北軍夾擊石友三部應利用鐵道交通構築戰線作戰」，〈籌筆．

統一時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10200058054。 

 17  「蔣中正電示劉峙有關攻擊石友三逆軍之作戰計畫」，〈籌筆．統一時期〉，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1020005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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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態度，沒有整體計畫必不敢輕舉妄動。主要是因為蔣介石透過一貫的

勸說與銀彈攻勢，將晉系、韓復榘等部中立化了。18石友三以為各方會響

應他反蔣的動作，但廣州方面也只是口惠實不至的助威一下，讓石氏有膽

量跟中央對抗，然而在實質上很難幫助石部。19 

  相較於石部的孤立無援，蔣介石與國府則充分掌握整個作戰形勢。當

年 7 月，石氏發動戰爭的時候，曾寄望韓復榘與其同時反叛中央；但出乎

石友三意料之外，韓復榘不響應石部起兵。20「討石」戰役雖然為時不長，

但中央卻動用飛機出戰，可見蔣氏的確是要所部貫徹速戰速決之命令。從

7 月 22 日蔣介石發給劉峙的電令中，顯見國軍本次作戰有其一定之規模： 

第二師能迅速抽出為預備隊，另派其他部隊接防更好，此無其他部

隊可調，則可調第七師或第 12 師中之一師接防亦可。楊虎城能否

抽調一師集中鄭州為預備隊，……彰德有否飛機場我飛機應迅即向

晉奉推及順德以北對石部開始活動，但對晉奉暫勿轟炸只可示威，

對石部則可盡量轟炸，飛機場似設新鄉為便。21 

出動飛機轟炸石部，足見蔣氏對於此次剿石的重視，同時細觀此文之內

容，可以判斷蔣介石對於東北軍與晉系，仍另眼相待，蔣的各項作戰計畫

與指示，以中央軍為主，然執行顯然必須由中央委派之地方軍政大員才能

盡其功，而劉峙為執行其命令之角色。7 月 23 日，蔣介石、張學良分別通

電討伐石友三。此時上述的孤立石部、中立晉系、拉攏韓復榘等作法，也

在上述的內容中一一說明。隔天，蔣介石也得到了韓復榘的正面回應，韓

氏正擬發響應中央之通電。22 

  蔣介石得到了韓復榘的響應外，此時晉系內部，因為山西省主席商震

在中原大戰時投靠蔣介石，在晉系內部，商有脫離晉系之念頭，石亂發生

                                                      
 18  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 82-83。 

 19  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 81。 

 20  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 84。 

 21  「蔣中正電示劉峙有關攻擊石友三部之軍力調防事宜」，〈籌筆．統一時期〉，國

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59013。 

 22  「蔣中正電韓復榘如認為劉峙行動於大局及黨國有益可響應發電」，〈特交文卷．

親批文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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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商氏將晉系內部情報告訴蔣介石，蔣介石則將商震調出山西，並利用

徐永昌在晉系威望來穩住晉系。到了八月，石友三部只有吉鴻昌等人零星

的支持，從蔣介石向劉峙發出的指示可以看出這一點。 

獲天津艷電稱吉鴻昌本日電代表師公幹，稱現飭此部向信陽移動，

萬殿尊、焦文典向北開進以應石軍會師等語，推此電與事實當不相

符，本意或在應孤石逆與廣東藉此騙幾個錢亦未可知。23 

此時吉鴻昌顯然只能喊話，希望廣東方面繼續支持石部的行動。到了 8 月

7 日，商震出山西後，這天蔣介石讓商部到了豫南許昌、信陽地區移動，

在該日告知省主席劉峙。24同一天，在《河南省政府公報》中，則出現了拿

辦石友三的的公告，顯然是因為大局已定，故特別昭告天下。25隔日韓復

榘就任為魯豫清鄉督辦，楊虎城為潼關行營就職的命令，顯見中央凸顯石

氏的「失道寡助」與中央的德慧，讓豫省軍民得知聽命中央的重要。到了

8 月 9 日，蔣介石電宋子文提到國軍俘虜石部數目在 3 萬 5 千人以上，蔣

介石同時據蔣伯誠所述，石殘部到魯者實不足萬人。26 

  石部叛變結束後，在前述文中提到吉鴻昌，吉部問題成為石亂結束後

必須解決的事情。處理吉鴻昌部，蔣介石最初的作法，讓劉峙回河南將張

印湘、葛雲龍等人從吉部調出。27吉鴻昌問題的解決，蔣介石指示劉峙任

命李鳴鐘來接任吉鴻昌的位置，為處理吉部問題的第一步。28第二步則將

吉鴻昌調任為軍事參議來解決問題。29 

                                                      
 23  「蔣中正電告劉峙天津截獲電文稱吉鴻昌飭所部向信陽移動與事實不符」，〈籌筆．

統一時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10200060002。 

 24  「蔣中正電示劉峙派員接洽速催商震移駐許昌信陽一帶」，〈籌筆．統一時期〉，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60016 。 

 25  河南省政府秘書處 編輯，《河南省政府公報》，第178期，1931年8月7日，9。 

 26  高素蘭 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1冊(臺北：國史館，2003)，
516。 

 27  「蔣中正電劉峙對吉鴻昌事之準備及張印湘葛雲龍部最好調離吉部〉，〈籌筆．統

一時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60029。 

 28  「蔣中正電劉峙俟布置妥當速免吉鴻昌職遺缺李鳴鐘兼代」，〈特交文卷．親批文

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1013。 

 29  「蔣中正電示劉峙已調吉鴻昌為軍事參議李鳴鐘為二十二路總指揮等項」，〈籌筆．

統一時期〉，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6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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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石友三問題的解決，劉峙請示蔣介石： 

前次繳獲石逆槍械，據第二師所繳雜以步馬槍 6426枝使 200枝有槍

機其餘全無槍機機槍 37 挺 82 迫砲 48 門，重迫砲 23 門……餘亦缺

乏零件，不堪使用，除嚴令第 2 第 3 兩師檢查士兵有無私藏槍械，

務獲解繳配用列謹聞。30 

蔣介石則批示要收繳石部槍械來解決問題。31石部主力大都逃往山東歸韓

復榘整理，之後石友三在民國史中的影響力遂不復存在。32 

  綜上所述，蔣介石與劉峙面對石友三之亂，以石部迅速失敗為例，顯

示中央權威確立，除了劉峙主豫，為中央在華北的代表權柄外，華北各地

方實力派，彼此利害關係未必完全一致，也給中央能以各個擊破的機會。33 

三、 剿共的佈置與進行 

  1931 年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瞬即攻陷東北；然在事變前後，中共盤

據鄂豫皖贛諸省，卻讓國民政府陷入兩線作戰的危機。蔣介石在演講中，

指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只要先消滅心腹大患，剿共成功，那麼攘外抗

日就有把握了。34從上述的演講內容，顯然在剿共準備上，蔣介石必須說服

國軍官兵，在內外交逼下，如何先剿共、後抗日就變得十分重要，否則軍

無鬥志，再好的計畫均難實現。當時社會氛圍並不清楚國府剿共的目的，

一般人只知日本入侵的急迫性，故躍躍欲試，紛紛請纓上陣殺敵，但卻無

整體計畫與作戰實力，無法在對日作戰時獲致良好戰果；特別是熱河、長

城作戰的失敗，暴露國軍諸多缺失。 

  此際中共紅軍亦趁機崛起，及至 1933 年，除贛南有中共中央蘇區外，

                                                      
 30  「蔣中正電劉峙繳獲石友三部槍械一律呈繳不得留用」，〈特交文卷．親批文件〉，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1039。 

 31  「蔣中正電劉峙繳獲石友三部槍械一律呈繳不得留用」，〈特交文卷．親批文件〉，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1039。 

 32  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 87。 

 33  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 87。 

 34  秦孝儀 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臺北：中國國民

黨黨史委員會，1981)，〈叁、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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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豫皖三省交界，亦有以張國燾、徐向前為首的「鄂豫皖蘇區」。早在

1931 年中，豫省當局已感受中共在豫南的軍事壓力。據相關電文揭露，在

該年 9 月底，共軍已經對河南商城產生極大威脅。按劉峙給商城駐軍陳耀

漢師長的電文顯示，主要問題是商城在小股共軍威脅下，該地駐軍只能死

守城池，當地民團槍械不足，無法配合支援。雖然商城民團有守土的意

志，因共軍襲擾，使得當地民眾有 8 萬餘人流離失所，20 萬人遭受水災侵

襲，屋宇倒塌，不勝枚舉。35所以在國家面對外患時，內憂問題不斷叢

生，人民生活在水火之中。共軍包圍商城，劉峙又在 10 月 20 日致電蔣介

石，表示共軍已轉往固始包圍國軍。36可見在國難當頭之際，豫南地區並

不平靜，國共兩軍血肉搏殺不斷上演。而在烽火滿天之際，天災的加劇，

無疑讓當地人民血上加霜。 

  1932 年初，劉峙在電文中指出，中共持續威脅豫南潢川、商城一帶的

國軍，國軍在與中共的交戰中，討不到太多便宜，士氣十分低落。37到了

該年日軍侵略上海時，中共對該區的軍事行動仍然沒有停止，據當時河南

省政府致行政院密電，顯示中共已從鄂北攻入豫南商城。38故在國難當頭

之際，中共亦乘機從中得利，佔領豫南若干縣城，卻也是不爭的事實。情

勢的艱難，看在中央與蔣介石眼中，中共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大問題，不得

不親自追剿。然上述中共能對國軍產生重大威脅，除其自身實力強大外，

國軍內部也有值得檢討之處。在《特交文卷》中，劉峙反映國軍剿共士氣

低落，蔣介石却指出國軍內部問題，在於官長更動頻繁，要劉峙切實加以

整頓。39以相關檔案觀之，除具體的軍事部署外，剿共計劃的制定，已可

                                                      
 35  「開封行營電」(1931年9月30日)，〈經公文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劉

峙檔案》。 

 36  「開封行營電」(1931年10月20日)，〈經公文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劉峙檔案》。 

 3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第五輯第一編(南京：江

蘇古籍出版社，1994)，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軍事(三)，267。 

 3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第五輯第一編，南京國民

政府時期：軍事(三)，267。 

 39  「蔣中正電劉峙第二師官長更動太多應即整頓」，〈特交文卷．親批文件〉，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7010002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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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32 年 2 月蔣介石的電文中看出一些端倪，蔣介石指示劉峙，對於剿共

事宜，請制定全盤計畫及軍隊指揮系統。40剿共戰事的進行，蔣介石與劉

峙實占主要之地位，為該區剿共的推動者與指揮中心。 

  1932 年 5 月，軍事委員會通電任命蔣介石為鄂豫皖三省剿匪總司令，

蔣介石並親自指揮，兼中路軍司令官，副司令官為劉峙。41國軍的剿共計

劃，以中路軍第 1、2、3 縱隊主攻，左右兩路軍與第 4、5、6 縱隊為助

攻。42以中路軍主力分為 6 個縱隊，分別對鄂豫皖蘇區展開圍剿。43並以國

軍以中路軍第 2、6 兩縱隊主攻，戰略上穩紮穩打，分進合擊，企圖擊破紅

軍主力，再行追擊阻截。44國軍第一步是先取黃安、新集等要地，意圖將紅

軍主力趕出鄂豫兩省邊境。45第二步則是打入安徽金家寨，迫使紅軍向

南，在長江一帶一舉殲滅之。46關於戰局的發展，國軍則先取黃安，後取

新集，最後才進入金家寨作收。以最後的軍事部署來看，蔣介石與劉峙在

人事安排上，雖用了一定比例的地方軍隊，特別是第一縱隊，多用陝、豫

的地方軍，並以張鈁為總指揮；但決定戰局的主攻部隊，仍以中央軍為主。 

  此時中共內部，以鄂豫皖蘇區而論，未必是一個強大的革命政權。在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

一書中，特別強調在張國燾領導下，卻受到當時內部結構的限制，其內部

結構並不是中共理想的無產階級化，而是以地方菁英領導的割據政權。雖

                                                      
 40  「蔣中正電梁冠英派參謀長來洛商議作戰計畫」，〈革命文獻〉，國史館藏，《蔣

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20200022001。 

 41  國防部史政局 編，《剿匪戰史》，第7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534。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第五輯第一編，南京國民政府

時期：軍事(三)，275。 

 4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第五輯第一編，南京國民

政府時期：軍事(三)，274。 

 43  國防部史政局 編，《剿匪戰史》，第7冊，542。中路軍第一至第六縱隊指揮官，分

別為張鈁、陳繼承、馬鴻逵、張印湘、上官雲相、衛立煌。主攻的第2縱隊與第6縱
隊，均為中央軍，代表中央主導此次的剿共行動。見劉鳳翰，《國民黨軍事制度史》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211。 

 4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北京：軍事科

學出版社，1992)，205-206。 

 45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206。 

 46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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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張國燾企圖用「肅反」方式來清除地方菁英把持鄂豫皖政權的狀況，然

而該蘇區的內部權力結構，仍然不是一個群眾政權，許多基層仍然對共產

黨的政策一知半解。47當時蘇區內部並不健全，及早處理顯然有利於國

府，只有將中共逐出長江流域後，國府才能對華中、華東作出更積極的戰

略布署，以因應日本侵略。 

  但國軍在該地區仍難消滅共黨主力，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中共勢力

的尾大不掉？首先是國軍面對紅軍，不能緊密合作，甚至如吉鴻昌之輩，

私下有與中共往來。其次是因為國軍軍紀不好，故失民心，人民紛紛走

避，以致蔣上述所規劃的政治手段，均無法執行。加上支持國軍剿共的亦

為地方菁英，其與外來的國軍利益未必完全一致，甚至互相衝突，客軍亦

加重人民的負擔，造成當地民眾較支持中共紅軍。加上縣級官員的貪腐，

亦讓人民無法支持國府。執行上的種種問題，造成中共尾大不掉，主要是

國軍與政府在地方上缺乏可靠代理人來執行政策，此為中共問題難以解

決的關鍵。48 

  鄂豫皖剿共戰事的發展，以國軍在黃安與中共激戰為重頭戲，逐漸逼

使中共撤到平漢鐵路以西。在張國燾的回憶中，提到 1932 年 8 月中共企圖

守住黃安，但卻被國軍包抄，國軍亦乘機襲佔了黃安縣城。49在徐向前的

回憶中，認為張國燾決策的失誤，派紅軍南攻麻城，企圖進逼武漢，結果

黃安七里坪反遭國軍的圍剿。50同時劉峙亦派兵往新集西北移動，在七里

坪與中共決戰，最後展開夜戰，國軍因衛立煌堅守陣地，造成中共巨大損

失；以鄂豫皖蘇區僅 3 萬兵力而言，此時共軍已損失了 2 千人以上，兵力

消耗成為共軍不得不退卻的根本原因，而國軍此時即趁勢挺進豫南新集。51

在國軍大舉進逼新集的威脅下，以致兵力遠本就不足的共軍在新集召開最

                                                      
 47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456。 

 48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416、420、424-426、430。 

 49  張國燾，《我的回憶》，1032-1033。 

 50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138-142。 

 51  張國燾，《我的回憶》，1035-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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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次中央分局會議時，不得不作出放棄鄂豫皖蘇區的決定。52據參與這

次剿共戰爭的鄭洞國回憶，當時國軍作戰計畫是由東、西、北三面進攻，

占領鄂豫皖蘇區中心地帶黃安、七里坪、新集、商城等地，使紅軍無法立

足，迫使其向東南方退往長江北岸而殲滅之。53從《重修信陽縣志》內容來

看，劉峙率領第 2 師、3 師、80 師、58 師進攻，克復宣化店。54後來劉峙

親自指揮第一縱隊在潢川堵擊紅軍北上，第二、六縱隊軍隊圍攻紅軍，紅

軍 9 月中終於放棄新集、商城，往皖西轉移。中共紅四方面軍剛到了金家

寨，被衛立煌追蹤而至，紅軍只好棄金家寨。中共經過突圍，在廣水越過

平漢鐵路往西轉移。中共此次的失敗，在鄭洞國眼中，蔣介石與國軍為剿

共做了多方面準備，調集大量主力部隊助戰，國軍在火力跟人數上均占絕

對優勢。此外，國軍在戰術上也作了調整，加上蔣介石親自指揮，軍隊號

令上較為統一。戰事爆發之初，紅軍南下進攻湖北麻城，是一大失策，紅

軍在該地逗留月餘，卻被國軍乘虛而入，入鄂紅軍只得匆忙回師北上，

戰術流於被動。55 

  國軍在後勤補給、交通的支援、通訊的暢通，均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

配合。劉峙主豫下，故在通訊、交通方面，發表談話，要求下屬負責相關

工作。在《河南民報》1932 年 9 月份的一篇報導中，就曾提到劉峙要求河

南省建設廳電話管理局儘速完成豫南通訊網，以利剿共進行而便交通；該

文也提及豫南公路建設，並報導明港至潢川、潢川至信陽幹線的公路修

建。56建設與國防軍事的關連性至為重要，如相關的建設無法進行，剿共

等軍事行動勢必不易進行。 

  鄂豫皖蘇區除中共自身之發展，豫南地區環境也給予中共發展機會。

豫南的租佃關係，存在著大地主擁有大量土地，以致佃農較多的局面。根

據 1936 年的統計，豫省 89 縣中，自耕農佔 59%、半自耕農 21%、佃農佔

                                                      
 52  張國燾，《我的回憶》，1037。 

 53  鄭建邦、胡耀平 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

2008)，77。 

 54  陳善同 等纂，《重修信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783。 

 55  鄭建邦、胡耀平 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79-81。 

 56  《河南民報》(開封)，1931年9月9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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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顯示豫省主要是以自耕農為主的土地分配關係。57但相較於豫省全

境，豫南與南陽地區卻有土地相對集中地主的狀況，自然形成中共發展的

絕佳土壤。雖然全豫並沒有太多大地主兼併土地的情形，但農民生活並不

富裕，有些民眾生活甚且十分困難，其關鍵在於農村生產技術落後與資金

不足、水利廢弛、天然災害，以及其他人為因素等等，造成豫省土地生產

力低落，農民無法獲得較寬裕的生活條件。58 

  劉峙在致力剿共之際，也針對土地問題發表看法。《河南民報》曾刊

載劉峙在羅山綏靖行署討論會中的談話，主要討論土地私有制問題。劉峙

提及豫南地主躲在開封、鄭州、信陽等大城市，不顧地方公益事務，痛斥

這些地主只享權利而不盡義務。劉峙聲明現在剿共後，地主只要不回農

村，就將其土地收歸公有，並提出平均地權、改革土地私有制，實行耕者

有其田，先把土地歸於農有，再把土地的主權收歸國有。59 

  關於蘇區土地問題，蔣介石在剿共時，也曾思考如何處理土地與農村

問題。有關農村土地問題，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行營工作報告》一文中，

曾提到中共在農村以分田方式吸引農民的狀況。60蔣介石在該報告書中指

出，土地經營及整理問題，更急於土地分配問題。61關於土地經營與整

理，應倡導集合耕作，來達成農業的復興；至於土地分配問題，則應以和

平途徑，漸進達成耕者有其田。62與中共所進行的土地革命顯有差別： 

蔣委員長二十一年九月致主管機關訓示 

黨政機關應訂各匪區災民耆紳地主歸鄉認產日期(約至十二月十五日)

如其地主本人逾期不歸，則該人產業應由地方政府處置充公。又匪

區之縣每縣應劃定公有土地……以為集團農場之基礎，或言督農種

定一新制度，供地方教育等公費。63 

                                                      
 57  沈松僑，《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河南省，1860-1937》，89。 

 58  沈松僑，《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河南省，1860-1937》，77-88。 

 59  《河南民報》(開封)，1932年9月11日，第7版。 

 60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 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臺北：文海

出版社，1987)，42。 

 61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 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43。 

 62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 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43。 

 63  「蔣中正致主管機關黨政委會應定各共區災民耆紳地主歸鄉認產日期」，〈革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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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的土地政策與中共最大的不同，在於土地分配手段的差異。蔣

尊重土地私有制，傾向以政府接收公有地，鼓勵農民集體耕作，提高土地

產能，以解決土地產能不足之窘況。蔣的計畫合乎豫省農村問題的癥結：

生產技術落後與資金不足，制約了農業的發展。此外，蔣也制定相關法令，

處理農村問題，當時有《剿匪區內各省農村土地處理條例》66 條、《剿匪

區內各省農村土地處理條例說明書》等，為處理剿共省區內土地與農民問

題的根本方案。64就圍剿後國府對鄂豫皖收復區的治理來看，只見諸多法令

與政策的出現，卻沒有根本改變當地的農村環境。 

四、 國防線的部署：應對日本的侵略 

(一) 國府遷洛 

  1931 年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此時河南省主席劉峙，也向蔣介石上電文

表示不滿日本侵略，然對於中央無法照顧地方財政，又不給地方更多的財

政自主權亦頗憂心，劉峙乃於當日政潮洶湧之際請示蔣介石。65而蔣介石

的回應，要各省此時擁護中央、共赴國難，也給劉氏鼓勵，在適當範圍內

為省府與地方爭取權利。66 

  河南地區面對九一八事變的衝擊，除了省主席劉峙的反應外，同時豫

省各界也有大大小小的抗日呼聲。河南省民政廳長張鈁，在 10 月發一封

電文給蔣介石，建議政府將首都遷往洛陽，物資遷往西安，為河南省府人

士對中央的重要建議。67第二年中日在上海爆發戰爭，國民政府遷往洛

                                                                                                                         
獻〉，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20200022054。 

 64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 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55-61。 

 65  「蔣中正電劉峙各省如誠意擁護中央當共體國難不可有異議」，〈特交文卷．親批

文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 002070100022033。 

 66  「蔣中正電劉峙各省如誠意擁護中央當共體國難不可有異議」，〈特交文卷．親批

文件〉，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 002070100022033。 

 67  「張鈁電蔣中正日軍逼近國難危亡報告利用豫省區長維持地方秩序以行政機關輔助

軍事並遷政府於洛陽等軍事政治方面建議內容」，〈特交文電〉，國史館藏，《蔣

中正總統檔案》，檔號 0020902000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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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顯然是一個經過充分思考與討論過之決策。從張鈁上呈的電文，加上

河南省府的工作，國府能夠放手將首都暫時遷移至洛陽。 

  當時國府西遷，大多數的行政與國防設施，俱一併遷到洛陽。大多數

機關乃因陋就簡，以洛陽城的廟宇、機關、學校作為辦公駐所。681932 年

1 月 30 日，國府離京遷往洛陽(攜國璽同行)，選擇在洛陽城內原府尹衙門，

臨時以「國民政府」金色字體嵌於門首。據國民政府會議紀錄顯示，該年

2 月第 2 次國府會議就在洛陽的河洛圖書館進行，並通過政府駐洛陽通電

案。69此時政府陽春西遷之態可見一般，五院均分置洛陽不同地方，許多

單位都遷至西工兵營，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搬到西工舊巡閱使署。70 

  1932 年一二八戰役爆發後，國府決定召開國難會議。據後人回憶，國

難會議在洛陽西工廣寒宮舉行，並決議在洛陽設立陸軍官校分校。71該年

5 月 10 日，國民政府在國府會議上決議，以洛陽為行都。72陸軍官校分校

設於洛陽西工，中央軍校洛陽分校直到抗戰爆發後，始於 1938 年內遷陝

西漢中，其間培養軍事人才達 2000 餘人。73同時洛陽也有機場與空軍分

校，1933 年 5 月蔣介石指示劉峙，要注意洛陽機場的建設： 

密洛陽飛機場須照現在面積擴充兩倍并須種草，請令建設廳負責屬

開封洛陽各處農林場限期播種草根，并望其明年準備五六十萬苗木

種植於洛陽與龍門附近，如何設計決定後盼復。74 

在河南鞏縣，國府也著手興建兵工廠，電令劉峙徵收相關土地，並要劉峙

如期完成。75為配合兵工廠的興建，當時國府對鞏縣的防務也作了佈置。

                                                      
 68  楊載東，〈國民政府遷洛雜憶〉，收入《河南文史資料》，第20輯(鄭州：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93。楊氏曾任天津《益世

報》駐洛記者、《河洛日報》副社長。 

 69  洪喜美 編，《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1)，14。 

 70  楊載東，〈國民政府遷洛雜憶〉，《河南文史資料》，93。 

 71  楊載東，〈國民政府遷洛雜憶〉，《河南文史資料》，95。 

 72  洪喜美編，《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第3冊，26。 

 73  李雲漢 校閱，胡春惠、林泉 紀錄，《祝紹周先生訪問紀錄》，17、20。 

 74  「蔣中正電劉峙洛陽機場照現在面積擴充兩倍並須種草囑開封等各處農林場限期播

種草根並望明年準備苗木種植於洛陽龍門附近」，〈特交文電〉，國史館藏，《蔣

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90106001097。 

 75  「蔣中正電令劉峙如期征收鞏縣兵工廠用地」，〈籌筆．統一時期〉，國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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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年蔣介石曾指示劉峙等人加強鞏縣國防建設。76 

(二) 整體的國防計畫 

  有鑑於日本入侵國難當頭，此時劉峙代表蔣介石坐鎮中原，成為國府

在華北地區的灘頭堡，亦為抗擊日軍入侵的第一線。劉維開研究指出，在

1932 年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國府就加緊備戰工作，並展開區域國防計畫

的制定，以蘇、浙、魯、豫、鄂、皖、贛、閩等省，開始作最低限度之建

設。該年 6 月，蔣介石電令參謀本部擬定中部國防計畫，希望 5 年內，包

括豫省在內的 7 省國防建設能有長足進步。1934 年蔣在 2 月命參謀本部制

訂東南國防計畫，北至商丘，亦將河南包括在內。771935 年，從蔣介石指

示劉峙在黃河兩岸佈置的一通電文中，即可看出此時蔣介石對於抗日的具

體佈置： 

滎陽、汜水以西至洛陽新安之間，北沿黃河南依嵩山山脈南麓，應

迅作整個防禦計畫，并令洛陽軍分校與駐洛各部隊依規定計畫各地

區實施局部演習，并將重要地點建築永久工事，以防不測。請兄協

同洛校主任切實進行，并由兄負責主持，限半年五月內完成。其他

開封、鄭州、歸德、蘭封沿黃河之重要地點，亦應仿此製成局地防

戰計畫與永久工事。前電濬河造林，皆為此國防之基也。但濬河則

以黃河北岸漳、衛、淇河為最要，平時填高河堤與沿河岸種植森

林，即為戰時天然之屏障，如造沿河森林，其幅寬須在五百米寬以

上，愈厚愈好也。78 

上述電文即為劉維開所言「洛陽防禦計畫」，蔣命劉峙在重要地點建築永

                                                                                                                         
《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093072。 

 76  「蔣中正電劉峙祝紹周從速規劃鞏縣附近之要塞與防空」，〈籌筆．統一時期〉，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010200128016。 

 77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臺北：國史館，1995)，222-223。 

 78  「蔣中正電劉峙應迅作滎陽汜水線以西至洛陽新安間整個防衛計畫」，〈革命文獻〉，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 002020200023037。秦孝儀 主編，《中華民

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叁、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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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防禦工事，以防不測。79至該年 6 月，蔣介石發了一封電文，要劉峙注

意黃河一帶的防線： 

一、黃河北岸以衛河、沁河、淇河三流域皆為重要防線，此時應以

徵工濬河為名，從速秘密積極籌備濬河，而以衛河為尤重要。今秋

開挖盼著完成將來新鄉為河北岸之惟一據點，全依衛河為屏障也。  

二、洛陽防禦計畫應以鞏縣東方之汜水虎牢關起，南至登封北至沁

陽為範圍，前令祝主任切實計畫施行，現在應即分期定期按步實

行，不必待中央之批准，即以現在駐豫各部隊及洛陽分校劃分任

務，由兄負責主持監督實施，盼本年十月止為初步完成之期千萬勿

延，行動并須秘密，凡暴露或交通繁盛之處，最好利用月夜施行，

若重要工事之區，即應派隊駐防，一概不許閒人進其區域範圍以內

為要，此應嚴密設計并指定各區負責指導與監察人員方能著手實

施，一面電商楊慶光次長派員協助如何進行盼詳復。又日人最近必

在鄭州設立領事館，此其專為偵查河南一切之動作，故應特別慎秘

防範適當應付，但又不可稍露反日形跡免供藉口，故不及不與作相

當之周旋千萬慎之。80 

上述的電文，為 1935 年 6 月 17 日發。在《事略稿本》該月 6 月 27 日，也

有類似的指示，內容節錄如下： 

本日批閱，看書，會客，手擬電令，電開封劉主席曰：(一) 黃河北

岸以衛河、沁河、淇河三流域皆為重要防線，此時應以徵工濬河為

名，從速秘密積極籌備濬河，而以衛河為尤重要。『今秋開始，明

春完成』，將來新鄉為河北岸之惟一據點，全依衛河為屏障也。81 

在衛河的防禦計畫中，明確指示劉峙，要在該年秋天動工，明年初(1936)

年完成。李君山在其著作中《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中，引用

美方情報，指出 1935 年 11 月中旬，國軍已在豫南集結 11 個師。821935 年

                                                      
 79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223。 

 80  「蔣中正電劉峙衛河沁河淇河三流域從速秘密籌備濬河等」，〈革命文獻〉，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 002020200025052。 

 81  高素蘭 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臺北：國史館，2008)，496。 

 82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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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河南省府改組，商震南下任河南省主席，劉峙仍任豫皖綏靖主任。83

劉峙專任綏靖主任，在祝紹周的回憶中，提到此時劉峙受密令督修沿道清

鐵路及歸德、鄭州一帶之國防工事，另一面督修黃河沿岸氾水、虎牢關經

鞏縣、偃師、洛陽、陝縣、潼關一帶黃河沿岸的國防工事。84 

  1935 年的〈民國 24 年防衛計畫大綱〉將全國分為三道防衛區域，第一

線亦包括河南在內的省區。1935 年 6 月，蔣介石因應華北危機，曾指示參

謀次長楊杰關於長江以北、黃河以南之防禦要旨，以「徐州、蚌埠、清江

浦、歸德(商丘)、開封、鄭州、新鄉、沁陽、彰德各地獨立之防禦，各以

一個師兵力為基礎」。至 1936 年，在〈民國 25 年國防計畫大綱〉中，進

一步將全國劃為四個區域，分別為抗戰區、警備區、綏靖區、預備區，其

中豫省被劃為抗戰區，豫省將成為抗戰初期的主要戰場。85從 1935 年開始

的國防線建設，到 1937 年抗戰爆發時大部完成，可見劉峙建設的防禦工

事，在黃河一帶與洛陽方面的主要建設，都照中央與蔣的指示執行。86 

五、 結語 

  1930 年中原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以蔣介石為首，藉由剿共的展開，

加以日本侵略的逼近，其整體政治設計係遵行「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為

此蔣介石以鄂豫皖三省剿匪總部，對剿共相關省區進行政治、建設、軍事

等方面的指導，整合省級政府以下地方相關縣市之力量，企圖將政府的控

制力滲透到縣級以下，以配合備戰動員準備。受制於地方勢力與環境，河

南省府的相關政制改革，卻使一般百姓未能體會行政革新的效果，卻仍感

受到攤派與相關負擔的沉重。以土地關係而論，相關研究中顯示豫省大地

主並不多。地主持有大量土地只侷限於豫南少數地區，但在土地分配不均

                                                      
 83  國民政府秘書處 編，《國民政府公報》，第1920號，2。 

 84  李雲漢 校閱，胡春惠、林泉 紀錄，《祝紹周先生訪問紀錄》，18-19。 

 85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223-224。 

 86  對於洛陽地區之建設，首見於日本在民國21年初入侵，政府內遷洛陽，並立為行

都，直到該年11月底正式還都南京。蔣介石提議繼續建設洛陽，並設立中央軍官學

校洛陽分校，改良西北軍事，開發土地，充實國防之資本。見秦孝儀 主編，《中華

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壹、日本的侵略〉，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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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遂讓中共有機會以土地革命為號召，與國軍展開較量。蔣介

石、劉峙沒有維護大地主的想法，甚至劉峙本人亦敵視在城市內的地主。

處理農村土地關係時，蔣、劉二人仍以國民黨的政綱為主體論述，不夠明

確也缺乏效率來解決問題。此時提出的實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歸公等作

法，到 1949 年國民黨來臺後才有機會實現。 

  面對日本的入侵，在預見終將與日本進行軍事對決下，積極展開備戰

工作。在進剿鄂豫皖蘇區告一段落後，豫省相關的國防佈置隨即展開。蔣

介石對河南的防禦策略係以黃河兩岸佈防為主，從豫北到豫西，在洛陽一

帶有空軍、陸軍基地之建立，佈防重點也從豫北、豫東、豫西擴及至晉、

豫、冀南、陝四省交界一帶。在相關的行政方面，國府企圖建立省－行政

督察專員－縣－區四級制，層層動員人力與物力，讓豫省兵源與後勤逐步

納入動員體制中。蔣介石命劉峙主豫，在備戰工作上，除了有形的國防工

事與剿共外，軍事總動員才是劉峙主豫的工作重點。 

  軍事準備上，以豫東到豫西為主，東到開封，西至洛陽，以防汛為幌

子，躲日人耳目另作軍事準備。國民政府曾遷都洛陽，在洛設立中央軍校

洛陽分校，在西安事變發揮重要作用。87抗戰初期，日本軍事進展甚速，

但國軍仍可長期力保豫西不失，至少不讓日本陷豫西而下關中，除陝西有

胡宗南坐鎮外，戰前豫省的戰備亦消耗了日軍實力，此為日軍鐵蹄無法入

陜的原因之一。以戰前的各項準備來看，劉峙在豫省的成效仍然受到蔣的

重視，若蔣介石認為劉峙辦事不力，在抗戰時期也不會派其擔任重慶衛戌司

令，以保護陪都的安全。88在金以林的研究中，至少以 1932 年來看，蔣介石

在軍事上仍頗看重劉峙的能力。89 

  考察河南相關備戰工作，特別在公路建設上，劉峙在豫省已達一定成

效；在動員民眾的相關工作中，劉峙推動與改革尤力。雖然在豫南等特定

地區，受到當地環境制約，以致成果有限；但總體而論，在秉持蔣介石指

                                                      
 87  李建人，〈憶中央軍校洛陽分校〉，《河南文史資料》(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6)，156-165。 

 88  國民政府秘書處 編，《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129號，3。 

 89  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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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執行國防建設與整軍相關政令，特別是在剿共過程中，劉峙實出力不

少，河南亦因此成為國府在華北最穩定的灘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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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Preparation in Henan by Liu Zhi 

Chang Chia-Hao 

Maste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ng completed the nominally unified the whole country in 1928. In fact, 

there were some local power usually still challeng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uthority. It provoked the Central Plains War in 1930, and Chiang finally won, 

therefore, he took the control of Henan province, the frontier of the Yellow 

River. It helps Chiang to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against war to Japan. 

 This essay is tried to discuss the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 by Liu Zhi in the 

end of 1930 who was implemented Chinag’s order to re-build the instruction of 

Henan. The Henan’s situation was not very stable, Liu had to destro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my and internal betrayer. The tough duty was also to 

execute the Chiang Kai-shek’s blueprin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and “war 

preparation”. Before 1935 Liu’s resignation, such military prepara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can be achieved and its contributions for the war to Japan.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Liu Zhi, Henan province,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epared against war, KMT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