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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与红军的一次合作

黄家蕃

民国四十四年(1933 年)一月，日本侵略军侵华战争日益扩大和深入。“九·一

八”以后，东北大部分地区已属他有。此时进一步向山海关进攻，窥视热河。

蒋介石只作消极的防御而作积极的妥协，顽固地实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先安

内后攘外”的政策，仍然用兵于江西，围剿红军。当此之时，陈济棠也奉命出

兵从粤南北攻赣南的红军。但陈济棠立即觉察到，这是蒋介石惯用“借刀杀人”

这一手的阴谋。于是定下了应变策略：表面上励兵秣马，摆出积极进攻红色根

据地的态势以骗取南京的饷械；暗地里派人与红军和谈。

1934 年 10 月，陈济棠致电周恩来，表示愿与红军举行军事谈判。周恩来立

即作出反应，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前往粤军控制区的寻邬附近，与陈

济棠的代表——师长黄质文、黄初、参谋长杨幼敏举行密谈。红军代表临行前，

朱德总司令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潘汉年和何长工，由他们递交粤方代表黄

质文：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建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邬与

贵方代表幼敏、宗盛(即黄初)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祝

戎 祺。

朱德手启十月五日

当潘、何来到红、白两区交界处，天色已晚。前来迎接红军代表的是陈济

棠派来的一个连。连长同红军代表一见面，就悄悄地如侃家常一般地讲：“潘先

生、何先生，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啊!而今

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共同对外才是。”何长工回签说：“是啊，相信这一天会到

来的。”次日，双方密谈开始。经 3 天 3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消除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先生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方行动事先告知陈先生；陈先生部队撤离 40

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先生防区用陈部护照。

10月下旬，肩负民族抗日大义的中共江西红军，不得不离开革命根据地，

实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当红军主力进入广东境内时，粤军方面坚守协议，

与红军不接触、不对峙、不干扰；还主动给红军供应粮秣及药品，使红军主动

迅速地越过粤军防区，开赴北上的抗日前线。当南京来电责问时，陈济棠就推

说军事力量无法遏阻的问题。蒋介石亦心知肚明，但鉴于陈济棠与李宗仁正在

以抗日之名搞联合反蒋的情势，亦奈何他不得。(根据 1985 年第一期《防城政

协》资料整理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