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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程玉祥，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華民國海軍史、中國國民黨史

研究。

提    要

本文圍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閩系海軍發展的三大主題：歸附國民革命、爭設海軍部、

統一海軍的嘗試，對閩系海軍在政權易手和歸屬轉變之後，與蔣介石主導的軍委會之間，圍繞

對海軍軍政權的實際控制問題所展開的較量作一探究。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衝擊下，從屬於北京政府的閩系海軍伺機倒戈。閩系海軍為保持自身

獨立性，與蔣介石談判歸附條件。本文從考證歸附條件出發，詳細論證了北伐期間閩系海軍歸

附國民革命的整個過程。

海軍設部之爭實質上是閩系與蔣介石對海軍軍政權的爭奪，其結果一方面是閩系得以實現

「擴署為部」，並從海軍部及其附屬機構的人員構成上看，海軍部為閩系海軍的天下；但在另一

方面，蔣介石採取取消海軍司令部，實行軍委會、海軍部分掌海軍軍令權、軍政權等新的舉措，

從體制上根本改變了閩系獨掌海軍大權的局面。

本文從海軍艦隊和海軍教育兩個角度深入分析海軍部、軍委會的統一方案及其實施情況。

閩系雖然在統一海軍上極為主動，但進展緩慢；另一方面，蔣介石不願看到由地方色彩濃厚的

閩系來完成海軍統一，從而另設電雷學校，以期培養未來海軍中堅人才，牽制閩系。在統一海

軍軍事教育上，閩系亦未能取得實質進展。閩系在統一海軍的實踐中，既遭到海軍其他派系的

抵制，又受到軍委會海軍統一方案的牽制。最終南京國民政府海軍在軍委會的努力下完成了統

一。



作者簡介

張寧，女，山東省成武縣人，1987 年 12 月生，酷愛讀書寫作。本科就讀於甘肅省蘭州大學歷史

文化學院，專業為歷史學基地班，大學期間在山東大學交換學習一年，2011 年畢業，獲歷史學

學士學位。碩士研究生就讀於江蘇省南京大學歷史系，專業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14 年

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對於中華民國政治史，國共兩黨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頗具研究

興趣與熱情，曾在《歷史學家茶座》、《文史天地》、《北華大學學報》、《南京日報》、《都市時

報》等報刊上發表有關文章十餘篇。為搜集史料，撰寫碩士畢業論文，作者曾到臺灣東吳大學

交換學習一學期，在臺期間，多次至國史館、「國家圖書館」查閱檔案。現為出版社編輯。

提    要

本文以民國政要閻錫山的易幟作為個案，將閻錫山易幟放置在北伐的時㈹大背景㆘，按照

「背景 經過 原因 影響」的邏輯主線展開論述，探究其易幟原因及詳細軌跡，還原易幟的經過與

前因後果，進而透視北伐時期易幟這㆒普遍現象的實質與影響。閻錫山易幟既是奉系、武漢國

民與南京方面權力博弈的結果，亦是他主動選擇的結果。與孫㆗山與國民黨在政治理念㆖的某

些相似性，是其易幟的思想原因。閻錫山在山西進行清黨，對山西國民黨進行改組，對省政與

軍隊進行改造，在表面㆖是順應南京國民政府，但其實質是將其個㆟政治理想置於㆔民主義革

命旗幟之㆘，以求得在思想與實踐方面仍能控制山西。這種通過易幟達成的統㆒，無法解決政

治認同問題與㆞方割據問題，直接影響到奉行黨國㆒體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理國能力及對於㆞方

的控制能力，背離了北伐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