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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气质人物    曾经采访过陈诚、并与其有过较多交往的资深记者——美国记者联谊会会长高思克鲁夫，
夸赞陈诚是一位“气质人物”。
“气质’，（temperament）是指一个人拥有超出寻常人的身体、智力、道德方面的特殊素质。
那么，陈诚的超群气质究竟表现在何处呢？
    陈诚的身高（约一米六）实在算不上超群。
当年，他报考保定军校时，就因为个子偏矮，差一点被拒之门外。
不过，虽然个儿矮，甚至因此还被他的夙敌取笑——国民党军界元老何应钦、白崇禧等背后称他为“
陈小鬼”，但陈诚举手投足却透着自信和威严。
    当年与陈诚共事或见过他的人，对他的描述几乎一致：上身挺直，精神抖擞，面色红润，双眼炯炯
，神态稳健，临危而不慌乱⋯⋯抗战时期，有一次在军官训练班演讲，突遇敌机轰炸，所有人都四处
逃窜，惟独陈诚泰然自若地站在主席台上。
    自信和自若，源于他早年的军校训练和长年的军旅生活．更源于他把自己当成领袖人物的自律。
少年时代，他常常骑在铁马或牛背上，扮演刘伯温、拿破仑，领着小伙伴们“冲锋陷阵”。
为了当将军的梦想，21岁那年，他背离父亲的意愿，放弃小学教师职业，报考保定军校，投奔广东革
命军，出生入死⋯⋯    不到10年，他由少尉连长，升到了上将军长。
    作为将军和领袖，他铁面无私，甚至不惜动用死刑，惩罚那些违法违纪的军官和官员；当他卸去正
装，与僚属、同辈相处的时候，他又非常亲和，说话幽默风趣——很多人与他聊谈，有如坐春风之感
。
他不抽烟，却喜欢喝酒，有时甚至一醉方休。
他与一些同僚以及杂牌军将领的关系，常常就是在酒桌上拉近的。
    严肃出于他的意志力，亲和源于他的性格。
两种风貌，和谐于一身，成就了他的特殊气质。
    蒋总裁的陈诚    当年，在国民党内部流传一个政治笑话：蒋介石为考查何应钦、陈诚等人对他忠诚
的程度，一日急召集何、陈等几个亲信人物到其住处议事。
众人坐定后，蒋突命诸人去死。
何应钦坐着不动，对蒋的话不予理睬，顾祝同历数许多不能去死的理由，刘峙则苦苦向蒋哀求免死，
而陈诚呢？
只见他向蒋一个立正敬礼后，转身向门外走去⋯⋯    这个笑话，听似有点荒唐，却说明了陈诚对蒋介
石是何等忠诚。
    少年时代，陈诚曾以刘伯温为范，心怀“安得驰驱旗鼓出。
青天之下扫余氛”的大志。
他无数次听说刘伯温的故事：这位元末明初的大军事家、政治家，辅佐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1932年，陈诚与蒋介石的干女儿谭祥结为夫妻。
童年时的理想和“翁婿”关系．使他不讲条件地忠诚、效力于蒋介石。
    从1933年夏天主持庐山训练团开始，陈诚就一直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要求全军将士、全
体党人对蒋“绝对忠诚”、“绝对服从”。
他本人自然身体力行：每次接听或与蒋通电话，他马上立正恭听；说话走路，刻意模仿蒋介石，被人
称为“小委员长”；在任何时候，哪怕明知事不可为，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陈诚都会毫不犹豫地赴
汤蹈火。
    抗战爆发前两年，陈诚的本职是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可他的兼职最多时达到了9个。
哪里反蒋，哪里局势不稳。
他就奔向哪里，成了一名忙碌的救火队队员。
有人担心他太劳累．身体吃不消——事实上他很早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可他说：“我应该替蒋委员长
分劳分怨，效忠领袖，是我份内的事。
”    1947年秋，东北局势已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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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找人替代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
他先找李宗仁，李不干，再找白崇禧，白也不接。
蒋只好又一次“委屈”陈诚。
虽然知道那是一个烂摊子，陈诚还是二话没说，“义不容辞”地前往东北赴任。
面对解放军猛烈的冬季攻势．陈诚穷于应付，不久胃病复发，吐血不止，他仍然苦撑着，直到蒋委派
卫立煌到东北接任，他才离开东北，到上海住院治疗。
    东北折兵损将，最大的责任其实在蒋介石，但在“杀陈诚以谢天下”的一片责难声中，陈诚始终未
公开为自己申辩，甘愿代蒋受过。
蒋当然不会杀他，只是让他辞去本兼各职，风声过去后，又委任他为台湾省主席，为兵败大陆铺一条
退路。
    除了蒋介石：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陈诚几乎都不放在眼里，与何应钦更是水火不容。
曾有好友劝他不要太傲气，万一蒋下台了，为自己多留几条后路。
陈诚不以为然，说：“我决不再做他人的部下，不怕什么。
”    当然，蒋介石对陈诚也给予极大的信任和慷慨的回报。
如果从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算起，陈诚追随蒋介石40余年，从上尉连长晋升为师长、军长、集团军总
司令、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一级上将；由一个普通党员升到中央委员、副总裁；从省主
席、行政院院到副总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
    缔造“土木系＂    没有陈诚，可能就没有“土木系”，而没有“土木系”，陈诚也难以飞黄腾达。
    陈诚从东征到北伐，一直是一名下级军官——连长、营长、团长，第一次北伐快结束的时候，才提
升为二十一师副师长、师长。
1927年秋天，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陈诚竟然被莫名其妙地免去了师长职务。
    这次丢官让陈诚认识到，拥有一支基本部队，对一个将军是何等的重要。
1928年秋，蒋给了他一支新改编的部队——第十一师。
在他的训练和整顿下，十一师成为了他的嫡系和劲旅，在“征讨”反蒋军队的多次战役中，屡获战功
，受到蒋介石的赞赏。
中原大战结束后。
十一师与新加入的十四师扩编为十八军，陈诚任军长。
至此，“土木系”（因“十一”合为“土”，“十八”合为“木”而得名）已成雏形。
    1931年上半年，陈诚率第十八军开进赣南，“围剿”中央红军。
此后两年间，在蒋的授意下，陈诚不顾触犯众怒，陆续收编了多支杂牌军，加以改编，形成了拥有6
个师、十多万人的“土木系”集团。
1933年，第十一师和由十八军繁衍出来的第五军，大部被红军歼灭。
何应钦等准备趁机缩编第十八军，陈诚撂挑子不干，缩编计划只得告吹。
    陈诚进人中枢后，由罗卓英等亲信掌控的“土木系”部队仍然在陈诚的势力范围。
抗战爆发后，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宜昌会战等战役中，他多次调用这支部队参战，立下赫赫战
功。
在解放战争中。
“土木系”军事集团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但陈诚仍然拼凑了第十八军残余，将它们带到台湾。
    在大陆20多年，“土木系”部队和众多将领甘心为陈诚所驱使。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多年的苦心经营。
在担任十一师师长和十八军军长期间，陈诚实行“三公开”——“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
，他本人身体力行，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奠定了“土木系”良好的治军基础，也在部队上下留下了
极高的声望。
    更重要的是，陈诚在这些部队安置并重用了一大批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
只要能打仗，不出大错，陈诚都会提拔他们。
据说，凡从十八军调出的军官都要晋长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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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统计．不包括陈诚本人，第十八军出身的将领中先后产生了4个一级上将、3个参谋总长、两任海
军总司令、1个空军总司令、1个勤联总司令、20多个军长，在国民党五大主力当中排名第一。
    这些屡受陈诚知遇之恩的高官，对置身国民党中枢的陈诚，形成了有力的帮衬。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强大的“土木系”作后盾，在1948年惨败东北，许多“国大代表”高喊“杀陈诚
以谢天下”的关头，纵然蒋介石想保，陈诚也恐怕在劫难逃。
    反共与爱国    不论从思想和行动，陈诚都是一名反共强硬派。
    共产主义理论刚刚传播到中国的那几年，陈诚在北洋军阀把持的保定军校读书，军校毕业后投奔孙
中山，在粤军当一名下级军官。
此前，他恐怕没有机会接触到被列为禁书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也无缘与共产党人接触。
    1924年秋，陈诚进入黄埔军校，与共产党人同在一个学校工作，同在一条战壕战斗，可是这时的陈
诚已经加入国民党，自称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徒，其信念与共产党的更加激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
格格不入。
当黄埔军校一期生贺衷寒等人发起成立与共产党人的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唱对台戏的孙文主
义学会时。
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该组织，并担任浙江省分会的负责人。
    1931年至1934年，陈诚率部在赣南“围剿”中央红军，权可视为奉命行动，但他在赣南的一系列积
极的军事和政治行为，却是他反共思想的真实体现。
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陈诚以蒋介石政府的参谋总长的身份，积极部署、督导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也似可作同样的历史评定。
所以，1948年，中共将他列为国民党第三号战犯．并未冤枉他。
    败退台湾后，作为台湾当局“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反共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反共的行
动也是积极的：声援美国侵略朝鲜、筹划反攻大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推动建立东南
亚反共战线等等。
    不过．客观地评价，陈诚也是一位爱国者，准确地说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当他的反共思想与民族大义形成冲突的时候，他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内部有“主和”、“主战”两派，陈诚属于“主战派”。
1928年，他亲历了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1930年冬赴日本观摩军事联合演习，目睹并亲身体验了
日本军人蔑视中国，蓄谋武装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
虽然知道日本军事实力远远强于中国．但民族正义感驱使他力主抗击日军的侵略。
回国后，他就向蒋介石建议．立即着手抗战和防御各项准备。
这时距全国抗战还有7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四天。
正率部在赣南“剿共”的陈诚先后以第十八军长和个人的名义，给国民党政府中枢和蒋介石发电，请
缨抗日。
    请战书慷慨激昂：“⋯⋯倭寇凶横，藉端启衅，占我沈阳，辱我军民，犹复续开驻韩倭军入境，节
节侵迫，此种举动，欺人太甚。
凡属国民，同深愤慨，国难之急，至今已极。
亡国之惨，转瞬即见。
吾革命军人，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
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泱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
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
”    因为有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陈诚的请战未能实现。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诚也立即做好了赴援上海第十九路军的准备，可最终不得不服从军令，
留在赣南继续“剿共”。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渴望上前线抗击外来侵略，作为军人，他又不得不服从。
可想而知他内心的痛苦。
    1937年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宣布中国实行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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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被任命为淞沪会战的前敌总指挥。
他顿时热血沸腾：“从九一八事变起，我誓愿为抗日战争效命，至此乃得如愿以偿。
”淞沪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面对日本钢铁战车的辗压和炮火的猛烈轰炸，陈诚命令自己的嫡系王牌军第十八军将士紧守阵地，英
勇抗敌，甚至作自杀式的冲锋，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抗战之歌。
    在八年抗战期间，陈诚亲自指挥的重大战役有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宜昌反击战和宜昌会战，虽
然由于种种原因败多胜少，但作为战区指挥官，他尽到了一个中国将领的义务和责任。
毕竟他负责防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大门——长江石牌要塞在日军猛攻之下，终究未落入敌手，鄂
西战区，特别是恩施基本保持了完整，为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最终取得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
    以“抗战名将”、“抗战英雄”来评价陈诚，是公允的。
    另外值得肯定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陈诚以民族大局为重，放弃了他一贯的反共论调，一
致对外，共同抗日。
特别是在担任政治部部长期间，他与中共领导人、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共事．不仅保持了与周恩来的
良好的个人关系，还维持了与中共的正常合作局面，受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赞赏。
    败退台湾后，陈诚仍然坚持反共，但他始终坚守了他的底线：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
割。
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人游说他在台湾拥兵自立，他以沉默示意反对。
1961年，美国方面准备提出“一台一中”、“两个中国”的方案，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陈诚公开谴责，认为这是分裂中国的“阴谋”，“决不会接受”。
虽然，他反对“两个中国”是从台湾当局的利益出发，但也是民族大义的体现，从客观上起到了阻止
分裂中国的阴谋。
    在他晚年，这位反共强硬派的调子越来越低，临终遗言，只字不提“反共”。
他是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还是思想有所转变，很难探究。
据说，陈诚1965年去世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他：“陈辞修是爱国的，他坚
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实干政治家    仅仅把陈诚视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似乎不足
以体现陈诚的历史地位。
除了抗战的历史功绩，陈诚的特大业绩还在于他在台湾成功地完成了渐进式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
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
陈诚出身农村，对农民在封建租佃制度之下所受的剥削，深有感受。
也正因如此，三民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对他的影响最大。
    主政湖北后，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在鄂西尝试“二五减租”：“农民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千分之
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先提二成五归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对分；原定佃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
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定佃租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仍照原约定。
”    按照这个政策，虽然尚未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但负担却大大减轻
了。
经过两年多的大力推行．二五减租在鄂西部分地区取得了实效：农民负担减轻后，种地的积极性提高
，纷纷贷款购地，自己耕种，粮食产量比往年大有提高；阶级矛盾也得到了缓和，农民对政府和“国
军”增添了好感。
这也是后来在宜昌会战中，农民纷纷主动支持“国军”的原因之一。
让他遗憾的是．历史老人没有给他在大陆继续推行更深层次的土地改革的机会。
    1949年1月，陈诚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台湾省主席。
这段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作最后挣扎，陈诚则开始在台湾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蒋介石无暇他顾，陈诚得以放手大干。
    陈诚深知一步到位的改革固然快捷，但效果未必让人满意。
所以，他推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先从“二五减租”（亦称“三五七减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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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一些地主抵制减租。
这在陈诚的预料之中。
他一面亲自出马，前往各县市，向县市长和各界人士阐明“三五七减租”的好处和意义，一面督促众
多经过专门训练的减租工作人员到租、佃户家中做工作，强力推行减租。
到1949年夏天。
台湾地主出租的25．7万公顷土地，全部实行了“三五七减租”。
当年秋收，减租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佃户平均增加收入达30％，粮食也大幅度增产——全省稻谷生
产121万吨，比1945年增产了一倍。
    1950年3月，陈诚受命担任台湾当局第五任“行政院长”．上任不久．他就开始全面推行更深层次的
土地改革。
当时，蒋介石准备实行“兵农合一”，即让部分军人也获得一份土地。
陈诚坚决反对．几次向蒋介石进言，说：“兵农合一，就不叫耕者有其田了。
再说台湾本来人多地少，再分给士兵，就更不敷分配了⋯⋯”蒋最终让步，同意了陈诚的方案。
    遵循旧民主革命的原则，陈诚设计的土改方案，采取的是比较温和、而且可以多赢的办法：既让农
民得实惠，又不使地主吃亏。
政府赎买地主的土地，再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农民（以地租分期支付）。
政府收购地主的土地，并不是给现金，而是按相当的价格，以国有公司的股票置换。
    这种办法可谓一举两得，既未给政府增加财政困难，又促进了工业发展。
1953年4月2日，《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通过了台湾当局的立法．正式颁布实施。
    实行土地所有权移转过程中，台南一些佃户在地主威胁利诱之下把土地退还给地主耕，而且声称是
“自愿”。
陈诚当然知道是地主在捣鬼．立即发出通告：“凡是地主威迫佃农退耕，一经查出，即以重罪惩处，
毫不宽谅。
”在重拳打击和威慑下，那些阻挠土地改革的地主纷纷罢手，土地改革得以继续推进。
据台湾当局官方统计，至1953年底．台湾当局从地主手中共收购、置换了13．9万公顷土地，约占地主
原有耕地的30％，承领农户19．5万，大部分农民成为了自耕农。
以后数年，土地改革在台湾稳步推进。
    土地改革取得成功后，台湾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突飞猛进。
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自豪地写道：“这是我的杰作，我总算完成了总理遗教——耕者
有其田。
”因为得到实惠，台湾农民对陈诚普遍抱有好感，称他为“陈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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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新传系列:陈诚新传》从陈诚出生的家庭开始落笔，以时间为序，以传主的活动为纲，详尽回顾
了陈诚精彩而又传奇的一生：由一名体育师范生考入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去粤，成为黄埔军校教官；
参加东征、北伐，渐露峥嵘；之后得蒋介石信任，成为国民党军“土木系”首领；在第一次国共内战
和抗战时期，一方面积极反共，另方面奋力抵抗日本侵略，勋劳卓著；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国民党军
作战，终成败军之将；败退台湾后，主持地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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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玉根，1962年生，湖南人，文学学士，高级政工师。
曾在湖南某大型国有企业从事宣传工作，现于北京某中央媒体任编辑、记者，已发表一百多万字的新
闻纪实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业余长期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已出版《一个真实的王光美》《一个真实的琼瑶》《在水一方：琼瑶》
《一个真实的柳如是》《青山妩媚：柳如是》《陈香梅传》《吴祖光与新凤霞的情爱世界》等人物传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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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小委员长”陈诚 引 子 第一章 出路 陈家长子 投考保定军校 炮科生 投奔 在粤军 第二章三炮起家 
黄埔“迟到”者 棉湖之战 紧急集合 轰塌惠州城 “三民主义信徒” 第三章沉浮 上校团长 北伐模范师 
在“四一二”前后 丢官 蒋介石重用 第四章打造“土木系” 十一师副师长 芜湖整训 掌管十一师 清洗 
在中原大战 “土木”成形 收编风波 治军 第五章攘外与安内 日本军演的刺激 与红军交手 请战 “第三
党”风波 国恨友仇 王牌师被歼 教训 第六章抗战骁将 主战派 淞沪血战 武汉会战 “文夕大火”之争 是
退还是战？
 专职第六战区 主动反攻 鄂西大捷 筹划反攻缅甸 与史迪威合作 第七章“小委员长”政略 庐山训练团
团长 与中共合作 青年导师 建设新湖北 鄂西减租 用人之道 “辞多不修” 第八章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跻
身中枢 参谋总长 东北暮路 “杀陈诚以谢天下” 第九章经营台湾 主持土地改革 反对“两个中国” 临
终不提反共 第十章陈诚与蒋介石 “中正一日不能无辞修” 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之后 “崇拜”蒋介石 
争论和冲突 连任风波 与小蒋的恩怨 第十一章婚姻与家庭 第一次婚姻 鲤鱼跃龙门 美满婚姻 教育子女 
附录陈诚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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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陈诚在回忆录里描述道： “其时风雪甚厉，天寒甚，真使人有‘堕指裂膏’之感⋯⋯我军
在双桥、张营、王冈一线，与敌龚浩部九团鏖战数日。
除夕之夜，敌更移铁道下面之刘光部及门炳岳部共十团之众，悉数加入作战，我军仅以五团之众挡之
，搏斗甚烈。
天明视之，横尸遍野，雪地斑斑尽赤。
” 据当时在十一师任营长的方靖回忆，第十一师所占领的阵地，除利用村庄房屋墙壁挖成步、机枪枪
眼构成防御工事外，还在两村庄之间隙空地雪窝内构筑阵地工事。
由于官兵白天和夜间都是站在雪窝工事内作战，很多人被冻伤或冻死。
每天夜间，有一些唐军的士兵爬到第十一师阵地来投诚。
这些人一个个浑身上下裹着冰，冻得直打哆嗦。
有的人刚爬进来见到火堆就去烤火，结果把腿烫伤了⋯⋯ 12月28日，驻刘店的十二师师部遭到唐军门
炳岳部骑兵的袭击，战局甚为紧张，形成了混乱状态。
陈诚亲自指挥警卫营抵抗，恰在此时，第六十五军由后方赶到增援，合力将门炳岳部骑兵击退。
有一次，陈诚在前沿阵地指挥，正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营长方靖怕他遭到狙击，拉他到战壕隐蔽。
陈诚不肯躲避，方靖就把他强拉退下，刚一转身，一梭子弹就打过来了，他们身后应声倒下5个士兵
。
而陈诚得以幸免。
 两军对峙之时，陈诚曾派人潜入唐军劝降，唐军中很多官兵也不愿意打仗，经劝降，两个营的官兵缴
械，开到蒋军的后方。
 因连日进攻毫无进展，且后方驻马店又被蒋军攻击，1930年1月2日，唐生智下令全线向北撤退。
蒋军跟踪追击，至1月10日，唐嫡系部队龚、刘两军被四面包围，全部缴械。
唐生智宣布下野。
 当刘兴所部被蒋军包围时，陈诚派人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送到刘兴手里，劝其说： “自相残杀，
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此事为当时在十一师任营长的宋瑞珂所述，应该属实。
刘兴与陈诚同属保定军校毕业生（刘系一期），陈诚担心战后蒋介石对唐部军官大兴问罪，念校友之
情，让刘兴暂时躲避，也在情理之中，何况还能收买一个将官之心，来日可为己用。
刘光大概听了陈诚的劝告，放下武器，躲到汉口去了。
抗战爆发后，陈诚举荐他担任江防总司令。
马当要塞失守，刘兴赖陈诚力保，得以免死。
 在蒋唐战争中，十一师伤亡官兵一千一百余人。
陈诚因指挥有功，获得了一枚三等宝鼎勋章。
1月下旬，他率十一师开赴武汉整理。
虽然人员伤亡惨重，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十一师很快就得到了补充。
4月份，陈诚收编了由桂系军改编过来的独立十三旅，该旅和原来的补充团组成十一师独立旅（陈诚
在回忆录里称三十三旅），由周至柔兼旅长。
 十一师组建时是三旅六团，属乙种师，1928年9月改为甲种师，二旅六团制。
现在名义上还是甲种师，实际上已拥有9个团，达到了两万两千多人，实力超过了其他任何甲、乙种
师。
因为是蒋的嫡系部队，没人敢多嘴。
十一师的这一编制和实力为它后来扩充为十八军，打下了基础。
 说到十一师此次整编，一些传记和网络文章提到了陈诚武力解散六十六团一事。
笔者查到此说最早源于1988年国内出版的《蒋介石的宠将陈诚》： “1930年2月间，陈诚突然派部包围
驻武昌洪山附近的曹万顺残部第六十六团，以武力解散，军官遣散，士兵分散编入其余各团⋯⋯”该
书没有注明史料的出处。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诚新传>>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诚新传>>

编辑推荐

《名人新传系列:陈诚新传》不仅是陈诚个人的传记，也是所谓“时代全史”的一部分。
与以往传记相比，著者不但摆脱了过去为陈诚作传者非黑即白或黑多白少的叙述模式，比较全面而客
观地记录、评价了陈诚一生的功过是非，还对某些目前通行的说法做了辨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且言
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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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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