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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陈济棠已经是个陌生的名字了，这位在 20世纪 40 年代被称为“南

天王”的风云人物，被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评价说：

“(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

陈济棠(1890—1954 年)，字伯南，广西防城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征战中屡立战功，从粤军中的一名排长逐步升至军

长。民国十八年(1929 年)掌握广东军权，二十年(1931 年)起，广东的党政军大

权悉归他一手掌握。廿五年(1936 年)7 月，因联合李宗仁新桂系发动反蒋(介石)

的“两广事变”失败而下野。此后，曾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委员、林业部长、海

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官，台湾“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等职。1954

年在台北逝世。

有关陈氏一生业绩是非功过，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只就他在北海任职期内

写的题为《北海感事》诗的种种问题仅抒浅见，为北海人提供一点历史资料：

北海感事(1926 年 8 月)

知人固不易，知已岂宜迟。

诸葛非高卧，亚夫莫纵私※。

故人骄上下，同事失尊卑。

圭角刺人眼，挂冠去不辞。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基本合律，但谈不上佳作，用典不化，直率地发泄不

满而欠含蓄委婉，寓涵隐晦。读者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官场具体内情，只能当一

则永猜不着的哑谜罢了。

时在民国十五年(1926 年)8 月，宫居钦廉警备司令官(师级，驻北海审判厅



即今中级法院前址)的陈济棠，突然以“胃病赴省(广州)就医和赴苏联考察”为

名离职，由副师长邓世增(益能)代行职务。事出有因，是因为邓世增与团长香

翰屏、黄镇球，还有余汉谋等同事们，联名参劾陈氏纵容其兄陈维周伙同师政

治部主任林翼中在北海把师部公积金数万元中饱私囊。《感事》云云由此而作。

至于陈维周当时有何职何权居然能够把军中公款贪污，尚未查到此宗档案。我

们只能从诗中反映出来的忿懑情绪得知，作者对参劾不服气的同时，还自我标

榜作为辩解，表达因自尊心受严重损害而不能不作去职抉择的指导思想。

诗开头二句说的是因为对于长期共事的同僚的心迹不易觉察对自己估量不

足也就是“知彼知已”很不够而悔之太迟了。三四句大意是，我对国内政情的

预见与分析的准确性，并不比诸葛亮“未出茅庐，三分已定”的敏感和预见差

多少；我治军的严明无私亦并未比汉朝名将、被汉文帝称为“真将军”的周亚

夫逊色。五六句说的是，深感遗憾的是对于朝夕相处长期共事的朋友们为人的

真象却看不透，并未获得他们的尊重、理解、肯定和拥护，而是相反，这点是

始料不及的。最后二句是结论性的肯定和作此唯一选择是迫于无奈的，因为我

治军功绩突出，锋芒太露，像一把尖锐的锥子刺痛了人家的眼睛使人受不了才

有如此的恶果，试问，我还能继续恋栈于这个惹是生非、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上

吗?!

最后用一首诗作为笔者撰此文的说明：

搜拾丛残老未辞，亭收野史乐无疲。

广罗遗事供存史，留待今人判是非。

——为《北海市志》搜集阙遗而作

※汉文帝时周亚夫为将军，屯军细柳(今陕西成阳市西南)，以抗匈奴，文

帝亲往劳军，因无军令不得进入军营内，文帝称赞说：“真将军也。”诗中“莫

纵私”是隐寓这个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