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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他的父亲蒋公已是八六高龄。
这时他正开始爬上领导台湾政治的顶峰，其政治声望，如日中天。
就任之初，他的某一亲信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篇专文在报纸上发表，我答应了，这篇专文的题目是
：从县长到院长的蒋经国先生。
文长六千字，是一个很大的专栏，刊于是年六月一日的《中国时报》，没有作者的名字。
专栏不比社论，是必须具名的，但当时有一段插曲。
是约稿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已得某君的“斧正”，某君并不是经国先生，而是自认为是经国先生的代
言人。
我当时很生气，我漆某人写文章的时候，早于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竟擅自核改我的稿子，而且也未征
求我的同意，真是为“地位”而冲昏了头，因而我坚持不肯具名，但是余纪忠社长，认为这是一篇应
景的佳作，还是全文刊登，在文前有一段编者按语：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新闻界老兵，他曾参与
新赣南的建设工作，顷投书本报，报道当年亲身目击蒋经国先生在赣南主政时期的作风和精神。
作者声明不愿发表姓名，唯愿提供本报披露。
（这种方式甚为少见，有点像“怪胎”。
）文内都是写经国先生在赣南工作的大致情况，这一段他的工作历史，已详于本书之内，这里就不必
赘述。
只有一段，值得再提一下：他在赣南工作情况，报告了乃父蒋公，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收到一封
令他鼓舞的电报：我等星期一到成都，主持军校纪念典礼。
昨日参观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儿未侍游耳。
儿在赣南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
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切勿因誉生骄，盖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甚寡，不能不深加警
惕，勉为人子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传>>

内容概要

　　修筑台湾横贯公路，安辅退役军人，推动十大建设十八项革新，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大陆同胞回乡探亲，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都是蒋经国
值得一写的政绩。

　　漆高儒教授穷三年工夫，除了数十年亲身经历与体验外，并多方搜集蒋经国在苏联、江西、重庆
、东北、上海、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从蒋经国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日子，一直写到就任“中华民国
总统”以迄去世，他以春秋之笔作公正之评述，极具真实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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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漆高儒教授：江西省宜丰县人，1914年生，中央政治学校毕业。
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蒋经国随身秘书，后担任《江西青年报》、《正气日报》及《桂林中央日报
》社长，到台湾后曾出任军事新闻通讯社社长，并在台湾《新生报》、《新闻报》、《中华日报》任
主笔，中广及正声台任评论员，高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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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一、家世与求学
　地理与家庭环境
　在国内读中小学
二、在苏俄的日子
　每次都当选示威领队
　我终于到达莫斯科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返乡不得 加入红军
　受雇工厂担任学徒
　睡在教堂的库房里
　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
　被送到了阿尔泰
　和方良结婚 生下了孝文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十二年留苏生活 噩梦难忘怀
三、建设新赣南
　在溪口闭户读书
　三十而立之年
　首先做好治安工作
　展开三年计划
　根据计划实施与效果
　“以血洗血”的母仇大难
　东望章贡合流
四、对俄交涉 图挽狂澜
　《雅尔塔协定》的恶因
　和斯大林争得面红耳赤
五、东南到处有啼痕
　胜利后的通货膨胀
　上海经济管制
六、流离苦难的一年
　危急存亡之秋
　将金钞运往台湾
　保卫台湾安全
　古宁头大捷
七、蒋主任崭露头角
　四十不惑的汉子
　主管任期制度
　肃清共谍
　军队的脱胎换骨
八、领导青年 培育干部
　赤蛛岭青干班
　“中央”干部学校
　政工干部学校
九、“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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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特色
　义工制度的建立
　服务对象遍及各地
十、工作历练的每一分钟
　把心交给荣民
　兴建中部横贯公路
　一心巩固“国防”
　有误会 无斗争
十一、长跑健将 “经邦治国”
　出任“行政院长”
　平民化风格
　做大官也做大事
　心系农村 关心农民
　增进福祉
　保障劳工
　矫正政风 厉行革新
十二、五次访美的影响
　美国支持台湾政权
　平均三年访美一次
　从岛外误会到岛外赞誉
十三、虎父有狮子
　两次自我超越
　民主的量变到质变
　老子英雄儿好汉
十四、一生低首拜阳明
　力行地方建设
　仰德堂
　阳明堂
　《贞观政要》的启示
十五、一位爱“人”的人
　接触民众
　关怀大众
　在群众中
十六、从人治走向法治
　留俄反俄
　勉干校学生
　用人的大突破
十七、文学与讲演
　笔锋常带感情
　我们是为胜利而生的
　触类旁通 求新创作
　苦兵之苦 乐兵之乐
　用尽心血的讲演
　洞悉民情的讲话
　微言大义
十八、瑕不掩瑜的婚外情
　友情变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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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桂林两个月
　胡适之的一封信
　蒋经国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冰天雪地（留苏日记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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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计划实施与效果 经国先生建设新赣南订了目标之后，接着进行的，是颁布实施
计划，其重要内涵是：为得要解决人人有工做的问题，就必须开办若干工厂，展开交通与其他经济建
设，来创造就业机会；要解决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就必须着手改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和设置碾米厂
与面粉厂；要解决人人有衣穿的问题，就必须提倡种植棉花、养蚕，并设置纺织与缝纫工厂；要解决
人人有屋住的问题，就必须推广苗圃，普遍造林，和创设砖瓦窑工厂与铁木工厂；要解决人人有书读
的问题，就必须把全区一高中，各县一县中，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保国民学校，也就是一保一校的保
学普遍建设起来。
在全面建设开展的时候，按理说，必须要一笔庞大的经费，然而以实际情形来说，精神的付出最多，
用钱的数目很少，省政府没有为建设新赣南拨过一笔专款，也不是经国先生有办法，从其父亲——蒋
委员长那里暗中有国库款拨付。
谈建设，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例如现在台湾谈建设，无论修路、建厂，首先碰到的便是购买土地和征用土地的问题，而在那时，用
土地，一点不发生问题，有土地的人乐意捐出土地，只要捐地芳名录，记上一笔，甚至还有很多人连
名都不要，以“无名氏”称之。
 至于一些必需的经费，建设新赣南的火车头——专员公署办了一个交易公店，统制区内民生必需品的
买卖，从中取得利益，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交易公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绝对不贩卖日货、出售日货，因为在抗战期间，抵制日货是国民精神总
动员必要奉行的原则。
 另外一个筹款的来源，是向银行贷款，那时，在赣南中（即中央银行）、中（即中国银行）、交、农
四行，有如赣南的地方银行，譬如经国先生为了宣传及教育民众，曾办有《正气日报》及《青年报》
，虽是新创的报，没有花一文钱便办起来了，购买机器设备向银行抵押，机器仍留在报社使用，抗战
期间，法币通货膨胀，等到向银行还款时，已经和原货币值少了很多，几乎是等于无本生利，这也不
只是经国先生的“特权”，此一时期有同样情况甚多，经国先生做的是新事业，别人则是发“国难财
”。
 还有“低度开发”的地区，使用的劳力较多，用钱很少，这叫“义务劳动”。
乡村造路造屋，用钱有限，不像现在修路，如高速公路，买地的钱常常是天文数字，劳工工价又是数
字惊人，这是以前的建设所难以相比的。
再就是跟着经国先生在赣南做事时，是叫做“革命工作”，许多青年干部受其精神感召，自动的愿意
做事多，拿待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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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蒋家人&ldquo;不能也不会&rdquo;再做&ldquo;总统&rdquo;。
 今日不做，何时做？
今日不做，明日就后悔。
　　&mdash;&mdash;蒋经国　　经国先生正直、清廉、坚毅、平实、爱民的风格，是我心向往之典范
。
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
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mdash;&mdash;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　　我决心写一本很真实的《蒋经国传》。
我说的真实，是从赣南到抗战胜利，以至播迁来台，做他的秘书，及新闻工作，有几十年的长期接近
，知道一切真相，写来自然真实。
同时，做新闻工作的人，有新闻道德标准的人，落笔时每一个字，都会有分寸，我决不会把经国先生
神化、偶像化。
也不会写得他有百非而无一是，还他的本来面目。
　　&mdash;&mdash;本书作者  漆高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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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50年采访研究，找寻真实的蒋经国！
《蒋经国传》是大陆唯一授权，独家史料首次公开的权威力作，数十幅罕见老照片曝光；蒋经国随身
秘书，台湾军闻社社长，名报资深主笔，以春秋之笔作公正权威之评述；回看百年蒋经国，从白色恐
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去世24年，为何他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台湾政治人物？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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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