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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岛大将军”郝柏村如何被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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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
虑过度则智乱。 ——《韩非子》

1990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一致签名拥护李登辉
竞选连任“总统”。对于“副总统”人选，看好的主要有林洋
港、李焕、蒋纬国。从省籍平衡角度看，林洋港入选的可能
性不大，李焕与蒋纬国则占有优势地位。亲蒋派决心利用
此次机会把蒋纬国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辉的权力。

在拥蒋一方为蒋纬国大造声势、广泛活动的喧闹声中，
李登辉透过党外系统向外放话，提出了副总统的“五条件
说”，即：在政界、学界均有地位及历练；能辅弼“总统”，有与

“总统”相处经验；无意竞选“总统”；外省籍；年龄介于60～
70 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李登辉的第一人选是其亲信、

“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

2 月 10 日，当得到李元簇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确切消
息后，亲蒋派决定公开抗争。这就是在国民党演变史上影
响深远的权力斗争——“二月政争”。2 月 11 日，国民党十
三届临时中央全会召开，会上对推举正、副“总统”候选人是
以起立方式还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发生严重分歧，形
成了以李登辉、宋楚瑜为首的拥李派和以林洋港、李焕、蒋
纬国、郝柏村为首的反李派。最后经过两次表决，会议否决
了票选的主张。李登辉和李元簇最终分别当选为正、副“总
统”候选人。

对于“二月政争”，李登辉称之为“政变”。也有媒体评
论称之为“国民党大分裂”。

□据《快乐老人报》

被蒋经国当做“镇岛大将军”的郝柏
村，是李登辉整治的“接班四人帮”中第三
个被重新安置的对象。

宋美龄反对削除郝柏村兵权

郝柏村与蒋经国及蒋家第三代关系
非同寻常。郝柏村于 1981 年 12 月调任

“参谋总长”，1986年3月进入国民党中常
会，成为中常会中惟一的职业军人。按规
定，“参谋总长”任期2年，郝柏村竟连任4
届 8 年。在李登辉看来这是一种“极不正
常的现象”，他担心郝柏村任职“参谋总
长”时间过长、积累人脉资源过多。更让
李登辉不放心的是，在蒋经国去世后，蒋
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对郝柏村分外信
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
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

李登辉思虑再三，决定将郝柏村安置
到“国防部长”的位子上。对此，据《李登
辉执政告白实录》称，“事前郝柏村出现了
抗拒的态度”；并且，宋美龄反对郝柏村转
任，“宋美龄为此事专程请李登辉到士林
官邸沟通”，宣称郝柏村“不能换”。事后，
宋美龄又写了一封信给李登辉，陈述了她
对郝柏村继续留任“参谋总长”的理由。
但李登辉并没有听从宋美龄的建议，决心
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
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下来。

1989 年 11 月 22 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
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国防部
长”，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

削除郝柏村的兵权，李登辉用的是调虎离山、明升暗降
法。郝柏村在军队中起家，政治基础在军界，亲信党羽在军
内，只要离开军令系统，对这位“一级上将”来说，等于削除

兵权。“国防部长”只是主持当局政府的日常军事事务，其重
要性远不及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参谋总部”。李登辉再次
得手，与掌握党务系统、主导“行政院”改组相比，削除郝柏
村兵权更有特殊意义，这就是“军中强人”离去，军中“郝家
班”失去台柱，这为李登辉在军中推行“本土化”、在中高级
将领中实施“大换血”提供了前提。

在1990年，围绕选举正、副“总统”，国民党高层爆发了
退台40年来最大的一场权力斗争。

蒋经国病逝之后，因身份特殊与身居要职，蒋纬国在台
湾政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国民党内新的权力角逐
中，蒋氏家族的确想在国民党“十三大”之后成为台湾政坛
上的一个权力山头。国民党中常会在“十三大”召开之前，
已决定不增设副主席。但据台报称，仍有人还要推动联署，
要求国民党修改党章，增设副主席，并要求提名蒋纬国为国
民党副主席。在开会前，蒋纬国在各种场合也搞变相拉票

活动，表明他问鼎中常委的企图十分明显。这引起一些人
的不快，并产生蒋纬国有野心的顾虑。结果，蒋纬国未被提
名进入中常委，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而时隔一年后，蒋
纬国政治声势又告高涨，甚至一度被视为下届“总统”的热
门人选。

蒋纬国一直是反对李登辉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司法
院长”林洋港发表谈话，指出大陆籍人士中不论李焕还是蒋
纬国都具有竞选“总统”的声望与才识，如果他们出任“总
统”，他“当副总统可以接纳”。

郝柏村遭李登辉调虎离山

蒋纬国政治声势再告高涨

两派争斗掀起“二月政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