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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国先生从苏联回国开始做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一句口头禅：不向历史交白卷。
这在赣南的日子里最明显，经国先生自1 939年农历3月18日（他三十岁生日）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
察专员职务令，在6月21日正式宣誓就职，直到1945年2月6日赣州沦陷前夕乘机离开赣州，3月电请江
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辞卸专员职务，任期有六年之久。
　　蒋经国先生40年代建设新赣南，为中外所瞩目。
他的政治生涯是起步于赣南，发韧于江西的。
当时正是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他，主观上是想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很想以赣南为起点、为样板、
为基地，把他的政治抱负向全国推展。
他在赣南推行新政，除暴安良，慰问孤寡，有蒋青天之称，又积极备战，以备日寇来攻。
在赣南的几年，他还别出心裁，创造了许多赣南奇迹，一时被称为赣南经验，有所谓的抗战建国看赣
南之誉，可以说赣南是蒋经国先生政治生涯的起步。
在赣南的日子里，经国先生还与章亚若产生了一段感情纠葛，并育有两子——孝严、孝慈，今人对这
种感情的描写多有以讹传讹之处，我作为见证人也有责任将其澄清。
　　蒋先生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前后，相继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军事总队长和特约讲师。
我在该院学习时，曾多次听他讲课。
我在该院第二期区长班毕业后，院方将我优选推荐给蒋先生，被委派为赣州城区区长，因而同蒋先生
接近之日甚多。
在赣南时，蒋先生正值青春壮年，精力旺盛，他喜欢同青年人在一起，无拘无束，不摆专员架子。
在虎岗夏令营时，我们都叫他“蒋阿哥”，他很高兴。
1946年7月，他在庐山随侍父侧，我去看他时，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同年9月24日上午10时15分，他陪同蒋老先生乘美龄号专机到赣州巡视，我曾同赣南故旧多人，到赣州
公园门口迎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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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13年，于1937年3月回国，开始了他一生不寻常的政治生涯。
关于他在大陆的经历，多年来已有不少传记和回忆录式的著作出版。
徐浩然老先生所著的《青年蒋经国》这本书，对蒋经国在赣南的工作和生活的记述，最为精彩。
这是因为徐浩然先生曾是蒋经国的学生和得力干部，他的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多是他跟蒋经国共事的
亲身经历，自非一般道听途说者可比。
　　此书记事准确，内容翔实。
作者为此书之回忆、构思、撰写，大约花费了近十年时间。
作者以古稀之年、卧病之身，不避疾苦，无问寒暑，即使在医院病床之上，也笔耕不辍，孜孜不倦，
终抵于成。
所有史料，均经核实，不避毁誉，秉笔直书，这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宝
贵的资料。
加之文笔流畅，趣味盎然，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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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浩然1918年生，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民革江西省委祖国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徐浩然先生曾与蒋经国、章亚若在赣州共同工作过，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得力的
部属。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50年代末起，徐浩然先生在狱中度过了二十年的艰难生活。
1987年，因患直肠癌做过手术。
　　近十年，徐浩然先生撰写出版的著作逾百万字。
主要有：《蒋经国在赣南》、《父子“总统”》、《章亚若传》、《滕王阁史话》、《海峡两岸的呼
唤——和平统一祖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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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不向历史交白卷一、从莫斯科回到溪口二、赴江西上任三、建设新赣南四、查禁黄、赌、毒五
、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六、培育赣南新人七、一寸山河一寸血八、兴办赣南实业九、新赣南派的崛起
十、赣南“蒋青天”十一、章亚若初识蒋经国十二、秘密来往，暗结胎珠十三、章亚若死亡之谜十四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结晶十五、到赣南的参观者十六、赣南的小契卡和小戴笠们十七、蒋经国的
原配蒋方良在赣南十八、徐浩然与蒋经国在赣南的交往十九、对赣南一往情深代跋：人大常委会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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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莫斯科回到溪口　　蒋经国诞生于1910年农历3月18日。
他的降世颇具戏剧性，传言甚多。
由于蒋介石与毛福梅婚后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蒋介石长期离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时日为数寥寥，所
以蒋经国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绎得颇为不堪。
传言，其为蒋介石的哥哥蒋介卿与毛福梅的“野合之作”，根据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间，仪容、
气质相像处极少，蒋介石身体高大、相貌堂堂，而蒋经国则矮矮胖胖，二人的性格也相距甚远。
当然这种离奇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
　　按照蒋经国的出生日期推算，1909年春夏期间，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蒋介石回国度假，确曾同
毛福梅生活过一段时间。
据蒋介石留日同学林绍楷的后人说，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家度暑假，不愿与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绍
楷做了许多工作之后，蒋介石勉强同意，这样毛福梅才怀孕。
林家这位后人由于世交关系，常在蒋家走动，有一次曾率直地对蒋经国说，你是在我们林家的帮助下
才出生的，蒋经国听后笑而不语。
此说法流传甚广，但亦无人深究。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定，夫妻感情已经失和的蒋介石、毛福梅最后能够得子蒋经国，主要应“
归功”于蒋母王采玉。
相依为命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虔诚礼佛，笃信算命先生所言“蒋氏贵子必得元配所出”。
无奈蒋介石长期在外求学，归家无定日。
当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国度假滞留上海之时，王采玉使携毛福梅前往探望。
不料，蒋介石嫌弃“黄脸婆”，不肯与毛福梅同住。
王采玉只得软硬兼施，训导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并以“投黄浦江”来威胁，要求蒋介
石与毛福梅和好。
素以“孝子”自谓的蒋介石难违蒋母，只得留毛福梅在沪居住。
不久毛氏身怀有孕，而蒋介石亦返归学校。
　　翌年春，已返回家乡的毛福梅在丰镐房生下了一个男孩，乳名建丰，谱名经国。
其时，蒋介石仍在日本，无缘亲践舐犊之情，直到第二年夏天，蒋经国1周岁多了，蒋介石托故假归
，回乡探亲，才得以享受得子添丁的天伦之乐。
　　蒋经国的出世，使蒋家的烟火有人承继，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异常，感到莫大
的安慰，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宠护。
蒋经国从小就得到祖母严格的传统教育，得到母亲的鞠育劬劳，训督嘉勉。
毛福梅的结拜姐妹陈志坚曾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朝夕共处，喊我姨娘，非常
亲热。
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
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
不免娇怯易哭。
”　　民国初年，正值中国教育制度处于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阶段。
蒋经国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又进正规学校接受新知识。
1916年，蒋经国5岁，开始在家乡启蒙，地点就是溪口本镇的武山学校（后扩建为武岭学校），蒙师周
东。
第二年，改业顾清廉。
顾清廉，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介石，现在又教蒋经国，所以毛思诚特意记上一笔，誉为“二
世治教”。
在顾清廉之后，蒋介石又为蒋经国延聘了塾师王欧声。
从1916年到1922年，蒋经国接受了整整6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顾清廉对他的评价是：“天资虽不甚高
，然颇好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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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幼年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其父蒋介石当年的翻版。
按照江南的说法：“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
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在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中的指南针。
”蒋介石是以自己早年走过的道路为模型来铸造蒋经国的童年的。
蒋经国曾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
也甚为重视。
”　　在蒋经国10岁那年，蒋介石写信回家要求蒋经国读《说文解字》，指示他说：“此书每日认得
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
”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他要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
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
，也要师法曾国藩，做“中国的政治家”。
所以，后来蒋经国常说：“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
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　　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蒋经国有一段时间还离开溪口镇到奉化县城入锦溪学校读书。
据陈志坚回忆：“经国在奉化锦溪学校读书时，就住在我家里。
经国每天上学之前，一定要叫我妈声外婆，叫我一声姨妈才走，放学回来也叫。
他特别喜欢吃芋艿头，我母亲就常给他蒸芋艿头吃。
经国相貌像娘，性格也像娘，很有礼貌。
”　　后来，由于毛福梅舍不得蒋经国长离膝前，将蒋经国从县城召回，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认为
毛氏“妇人短见”，将耽误蒋经国的前程。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蒋经国经宁波到上海读书，先入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毕业
后，蒋经国考入浦东中学继续接受教育。
由于此时蒋介石的政治活动重心已移至广州，蒋介石就委托蒋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姗监护蒋
经国在上海读书，缺钱“则向舜耕及果夫哥哥取”。
虽然蒋介石长期不能亲自在蒋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须臾未曾懈怠。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可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
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无不过问。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
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蒋经国。
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的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突发，蒋经国也走出课堂，参加到上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
的行列中，而学校当局竞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他开除。
蒋经国气愤难平，离沪北上。
经蒋介石介绍到北京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办的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
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两周。
获释后，他便于同年8月南下革命发源地——广州探父。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正处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
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
当时进步学生都以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
他在北京学俄语就是为赴苏留学作准备。
当吴稚晖得知他准备赴苏时极力劝阻。
吴问蒋：“你到俄国去干什么？
”答：“革命去。
”吴又问：“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
”蒋回答说：“不怕。
”吴又说：“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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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去考虑一下。
”两周后，蒋经国告吴留苏意志坚定，吴亦无奈。
与此同时，蒋经国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父亲支持他赴苏留学。
　　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
当时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
，让“可教”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未尝不是好事。
蒋经国到广州后，正逢黄埔军校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于1925
年10月19日由广州经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当然，在蒋介石究竟是如何对待蒋经国赴苏留学一事的问题上，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1983年6月1日香港《百姓》杂志第49期发表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的文章，明确表示：　　留学，是蒋
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
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在蒋经国从苏联写给外祖母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
分明白的表达。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蒋母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
蒋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
还是外祖母知情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蒋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
　　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正在苏联学习，得知蒋叛变革命，便在报刊上公开撰文批判蒋介石，蒋经
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与蒋经国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
的国民党要员子弟。
著名者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纲、于右任之
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国洪、之女冯弗能等。
进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
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
事科学等课程。
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特殊，学习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习刚刚2
个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吸收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又转为苏
共预备党员。
当时他所在的团小组组长就是邓希贤（即邓小平）。
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备受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
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
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此讯息后，群情哗然，一致通过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
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慷慨陈词：　　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
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在苏联的各大报刊上，登出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
其中写道：　　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
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
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刊登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
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
芳谋求妥协。
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
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人大众的敌人。
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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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此举显然出于至诚，而非违心所为。
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
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一时间他成了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回忆说：　　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
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
”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
相比之下，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苏联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
回国。
然而，对于蒋经国，则并未因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迁怒于他。
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表现，保送他进入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红军
军政学校深造。
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遭拒绝。
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
　　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孙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
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
此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经国返回莫斯科时，得了一场重病，住进莫斯科医院。
痊愈后，因受家庭出身和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他被分配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
苏联工人的生活。
其后因在一次会议上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发生争执，被下放到农村改造。
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1年，蒋经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翌年，他重返莫斯科，等候派遣。
1933年，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
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分厂副厂长。
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
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不久，生下长子爱伦。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
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没多久，蒋经国便写下了题为《献给母亲的信》的文章，于1936年1月发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
上，《纽约时报》曾于4月29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再次予以严厉地批判。
“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
”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　　撕开蒋介石提倡孝悌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
你记得否！
谁打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你从楼上拖到楼下？
那不就是蒋介石吗？
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
那不就是蒋介石吗？
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昨天的我，是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怪吗？
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
你和世界上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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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事件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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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未向历史交白卷，惜留海峡分至今！
　　我虽已离赣南而远行，但对赣南父老以及干部之工作生活，尤其是对新中国儿童学校及虎岗的学
生们，何尝一日忘情！
　　我们做事，初意虽然是在于为民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遭殃。
　　一个人当政，一事之误，可危害千万人的利益，所以更应小心谨慎。
　　——摘自《东望章贡合流》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年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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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