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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的家族在历史上的痕迹是抹不掉的，也不需要抹掉。
撰写拙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曾在中国呼风唤雨的蒋氏家族的兴衰史，相对集中地展现于广大读者的面前
，使我们的读者从中饶有兴致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国共两党斗争史及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
的历史，透视国民党及其政坛的黑幕，揭开蒋氏家族的神秘面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的家族>>

书籍目录

引子上篇 从勃发到惨遭失败的第一代——蒋氏家族核心人物蒋介石一青少年时期的足迹1 蒋介石出身
于家道中落的盐商之家。
2 14岁的新郎官等不及婚礼完毕就与一群孩子抢夺爆竹头。
蒋母见状，面容顿改。
3 他主意已定，对母亲说：“孩儿立志要千一番大事业。
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决不做生意。
”4 接到留日录取通知书后，他顾不上回乡与亲人告别，直接从保定启程赴日求学。
二 在革命队伍中徘徊1 蒋介石为助陈其美臂之力，组织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
2 再度革命，几番沉浮，从听命于陈其美到直接受命于孙中山3 以退为进，若即若离，不断向孙中山要
职要权4 悲痛葬母，休妻毛氏、妾姚怡诚，纳妾陈洁如5 上海是蒋的“发祥地”，也使他一夜之间成为
无处藏身的债务人三 谋夺最高权力之路1 蒋介石居功自傲，一再摆弄身价，骗取孙中山的信任2 就任
黄埔军校校长职后，听从盟兄戴季陶的劝告，一改花天酒地玩世不恭的形象，韬光养晦，培植嫡系3 
蒋看到敌军黑压压冲来，大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
”危急中被陈赓冒死救出。
4 与汪精卫联手，利用“廖案”大作文章，扳倒许崇智，逐走胡汉民。
5 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感慨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
”此举为他统治国民党奠定了基石6 以朱元璋为榜样，平定江浙，开府南京四 维护和扩张专制独裁统
治1 蒋介石与汪精卫斗法，共同屠杀共产党2 第一次下野，东渡口本考察，与宋美龄喜结良缘3 调集重
兵二期北伐，直逼张作霖老巢，但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却无可奈何4 以召开“编遣会议”为名
，施展“削藩裁兵”、“离窝毁巢”之计，引起一场新军阀大混战。
5 胡汉民从中作梗，点破蒋介石的总统梦。
宁粤交恶，蒋介石第二次下野6 执政治国的两大病根：一日“恐日”，二日“仇民”。
7 声称“中正一生为共产党之敌人”。
西安督师“剿共”却被部下“囚禁五 卷在全民族抗战的潮流中1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
国上下“守土抗战”，共赴国难2 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抗日战略构想。
3 寻求妥协，抵制投降，“陶德曼工作”未达目的，中日断交。
4 设立“防共委员会”，不遗余力制造反共磨擦5 与汪精卫分道扬镳，抵抗日军的进攻。
6 罗斯福在开列《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名单顺序时，将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使蒋介石尝到了
大国领袖的荣耀7 开罗会议，既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六 发动内战导致蒋
家王朝覆灭1 蒋介石一面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一面加紧部署全面内战2 全面内战爆发
，他一败再败，内外交困3 从当选“行宪总统”到宣布引退“归田4 溪口干政，架空李宗仁，最终逃离
大陆七 台湾时期的穷途末路1 蒋介石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大造复职“总统”的舆论，1950
年3月1日，在台北再度“登基2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断然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家小朝廷绝路
逢生3 整肃异己，一手制造吴国桢、孙立人事件。
4 无时不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反复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
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5 瞒天过海连选连任“终身总统”，迫害反对派6 联美联日，偏安台湾孤
岛7 晚年讲究“养生之道”，大造行宫。
归西后，灵柩厝于台北慈湖中篇 从复兴到回光返照的第二代——蒋氏家族主要人物蒋经国、蒋纬国一
继承父业的蒋经国1 有关蒋经国的出身家世颇多说法。
2 留学苏联，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2年，他回国后很快完成了从“反蒋”逆子到“拥蒋”孝子的转变。
3 在赣南干得“有声有色”，捞取了“赣南人民的大⋯⋯下篇 从挣扎到江河日下的第三代——蒋氏家
族边缘人物蒋氏七兄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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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箭金学堂这一年，蒋介石的学业和思想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这对他一生影响极大。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蒋介石已萌发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
他知道去日本还得补习日文，听说奉化的龙津中学开有口文课，便于1905年转入该校。
为不影响自己求学，他安排毛福梅回娘家小住。
在龙津中学求学，蒋已有了比较明确的目的，养成了早起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不愿参与同学们无聊
的谈天，显得落落寡合。
对上海来的报纸刊物，他都抢先阅读，关心国内外大事。
　　蒋介石在学校里孜孜以求学问时，家中发生一件祸事。
事情起因是有些农户弃农经商，移居外地，出现一些无主田，官府征税还是照原有亩数，乡官就把无
主田的税赋加并到有主田上。
但不是有主田平均摊派，而是由乡官任意指派，谁好欺负就指派谁。
蒋介石家孤儿寡母，势单力薄，也就难逃此劫了。
蒋家在缴了一份无主田税后，乡官还要征缴第二份。
蒋母忍无可忍，就把蒋介石叫回来。
蒋正血气方刚，哪能忍这个气，到乡官那儿大骂一场。
县衙门一纸传票把蒋介石传到公堂，要治他“刁民抗粮”罪。
毛鼎和出面请人作保，补缴田税，还花了许多冤枉钱，才使蒋介石保释。
这场官司，蒋氏母子视之为奇耻大辱。
蒋介石在几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中正9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
胥势豪，夤缘为虐。
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
欺凌胁逼，靡日不举；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
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
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喻。
”这对蒋氏母子来说，倍增其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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