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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
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
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
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
入骨。
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
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
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
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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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评传》一书以史料为经，严谨的考征为纬，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而以求真之著史
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能及其历史定位。
书中旁征博引，搜罗大量原始珍贵文献，揭露出蒋介石残害民主的真面目。

作者对蒋氏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但序文中由衷地表白，虽然在情绪上对蒋氏深深痛
绝，但在行文上却有史家的严谨，全凭证据“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全书主旨，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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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敖，台湾著名作家、史学家、思想家。
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
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
化界的风云人物。
1970年、1982年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
学富五车、才华横溢。
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
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他自称写白话文、五百年内前三名都是李敖；他自诩为博学的洪水猛兽，他自道是二十四品之外
的一品；狂叛。

　　今天的李敖依旧谈笑风生地编着自己的全集、写着自己的新作。
是耶、非耶，尽由他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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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请读片段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
大的转捩点。
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
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
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
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
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
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页二十）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
往苏联考察有关。
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
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
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
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
不克领团前往。
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
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
但是朱却于一九二○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
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
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
，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四月二十日
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
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
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
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页九十二）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
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一
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启程赴俄，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苏
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
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九月九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mpsky）和参谋长
甘门涅夫（L.B.Kamenev）。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
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援。
（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三十—五十三）其实孙致加拉罕
（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
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
”（引自Whiting，Soviet Poicies in China，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线回国。
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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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廖俐岂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一九二
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
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
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
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
、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
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
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
抑未深信乎？
中正实不敢臆断！
”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
”，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
册，页八—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
我们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
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
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阎、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
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
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
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齐、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
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
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
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
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
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见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
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
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
兄之兴趣也。
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
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
者也。
（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二十八）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
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
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
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
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
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
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
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支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
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
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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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国”。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等”。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咱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
（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页九十七—一一二）       任何人在蒋氏父
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作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
的现实主义者。
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
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
这一点在他三月二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
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
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
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
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
（见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
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
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
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
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
请即复牌得自决！
”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
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
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
不少。
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
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
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
兄之意思。
（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三十四）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
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广州，二十六日赴黄埔军校办公，五月三日，正式被
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廖仲恺亦于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
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
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
任，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
、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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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
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
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见《黄埔丛书》第二集，页六十三）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
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
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
直至孙启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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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我来说，《蒋介石评传(套装上下册)》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
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
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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