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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合”“分”几十载，演绎出了多少成败荣辱、多少人生感叹！
蒋介石，虽是国共争雄的失败者，但仍抹不掉其在历史上的印记。
本书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公正、客观、形象、完整地评述了蒋介石的一生，350幅珍贵的历
史图片再现了这个历史关头的风云人物！
　　本书详实生动的记录了蒋介石从出生到病逝台北的整个人生历程，忠实地再现了这个历史风云人
物的一生。
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图片让读者能够了解他这个人政治，爱情，人生观等方方面面，人物形象
更丰满，也更能贴近事实的客观。
是一部既有可读性，又有珍藏价值的传记佳作。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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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红，江苏通州人，1954年10月出生。
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恢复高考招生时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
究室主任、编审。
先后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研究的论文几十篇和《蒋经国全传》《蒋家结局》《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
蒋介石的幕僚们》和《历史漩涡中的蒋经国》等著作，还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过《中国国民党百年风
云录》《蒋介石兵败大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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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溪口与蒋介石的早年 一、溪口，家乡和家世  （一）作为农村集镇，溪口确有独到之处    对故
乡——情牵魂绕    看溪口——风光依然  （二）作为农商之后，蒋家确有不同之处    溪口镇上的殷实之
家    人去楼空的丰镐房    源自周公的蒋氏家谱    广被余荫的蒋氏亲友 二、东渡，追随孙中山  （一）早
期学习，聪明之中有顽皮    经常挨母亲责打的顽童    启蒙读书，他为自己改名“中正”  （二）男大当
婚，传统之中起新潮    第一次婚姻，新郎让新娘伤透了心    沸沸扬扬的蒋家母子传说  （三）学习军事
，士官学校候补生    首次赴日，结识了给他莫大影响的陈其美    考入保定军校，再次闹学潮    值得其
回忆的士官学校生活  （四）追随总理，革命党中一成员    “光复杭州”，组织先锋敢死队    讨伐袁世
凯，屡败屡起    为争权，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护法战争，一次又一次擅离指挥岗位    陈道叛乱，
千里赴难永丰舰  （五）访问苏联，政治立场向右转    访苏前——革命与激进    访苏中——疑惑与失误 
  访苏后——动摇与伪装第二篇  黄埔与蒋介石的崛起 一、在黄埔，出任军校校长  （一）军校校长，
蒋介石的新职    大革命酝酿了黄埔军校的建立    孙中山决定的校长人选    军校开学，孙中山发表著名
“校训”    军校演革——黄埔系的壮大  （二）培植势力，蒋介石的图谋    准黄埔系——出身保定系、
士官系的亲信    黄埔系骨干——嫡系中的核心 二、在广州，政治权力巩固  （一）大革命的兴起和孙
中山的逝世    大革命高潮时国民党出现分化    孙中山逝世，国民革命顿失中枢  （二）蒋介石的活动和
蒋介石的计谋    在平定叛乱中扩充实力    利用党内矛盾，赶走胡汉民，气走汪精卫    蓄意制造中山舰
事件，拉开专权序幕  （三）北伐军的进军和蒋介石的扩军    北伐誓师，总司令威风八面    苦战武昌，
嫡系藏为预备队    争夺南昌，革命军付出惨重代价    收复沪宁，孙传芳被逐出东南五省第三篇  沪宁与
蒋介石的反动 一、政变，建立反共政府  （一）“迁都之争”分裂前奏    不顾反对，提出将政治中心
迁往武昌    出而反尔，又强行迁都南昌  （二）公开发动反共政变    喊着革命，发起一系列反共挑衅    
南京密令：“光复各省实行清党”    武汉笼罩在“分共”的恐怖气氛中    ⋯⋯第四篇  重庆与蒋介石与
抗日第五篇  南京与蒋介石的惨败第六篇  台北与蒋介石的逃亡尾声：  病逝台北，黄色公文包里还装着
《中国大地图》结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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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的合影蒋介石与宋美龄1927在上海结婚黄浦军校蒋与孙中山的合影开罗会议蒋与
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的合影1943年10月10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与宋美龄的合影西安事
变宋美龄亲自出马救夫1948年上海挤兑黄金的情形蒋介石在台湾对士兵训话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与家庭
成员的合影照片书摘1：蒋经国是不是蒋介石的儿子      　　毛福梅是个勤劳、贤惠、本分的乡间妇人
，为挽回丈夫的爱心，尽了最大的努力，她服侍婆婆周到妥善，服侍丈夫细心入微，主持家务更是尽
心尽力。
为了能够赶上潮流，还两次陪侍丈夫去奉化、宁波读书，在照顾丈夫的同时，自己也进校学习文化。
可以说从旧中国对妻子的要求来看，毛福梅是尽职的妻子。
　　由于夫妻关系不和，再加上蒋介石断断续续一直在外读书，结婚多年也没生育。
此事对蒋介石来说，问题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对妻子不满意；只是婆母分外着急。
到1908年春，蒋介石考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走时毛福梅已经怀孕，王采玉兴高采烈。
寒假时蒋介石回国探亲，与毛福梅争吵后，竟然猛踢她的小腹，致使流产。
　　1909年暑假，蒋介石的恩师和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陈其美命他回上海联络革命党人，蒋介石利用
暑假回到上海，当王采玉收到儿子要回上海的信后，立即带着儿媳一起赶来。
到上海后，在乡间里很能干的毛福梅无法适应大上海的生活，无法适应蒋介石迎来送往的生活，使蒋
介石十分不满，觉得有失他的面子。
尽管王夫人软硬兼施，蒋介石还是不进妻子的房门，最后王夫人以儿子如与媳妇不和好就跳黄浦江威
胁，蒋介石才和妻子生活了一夏天。
第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1910年4月27日）生下了长子、后来国民党的领袖和“总统”蒋经国。
此时蒋介石23岁，毛福梅28岁。
　　蒋经国是否为蒋介石和毛福梅所生，一直被人议论。
说的是蒋介石1908年春去日本留学，到1911年10月才回家，毛福梅不可能在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生
下蒋经国，显然不是蒋介石之子。
这主要是因为不了解蒋介石留学日本期间多次回家的史实。
　　在蒋经国出生后87年、去世后9年：1997年10月3日，台湾各大报以显著位置和整版篇幅，报道了9
月2日去世的蒋纬国的生前好友、“中华文化协会会长”、中兴大学教授范光陵向台《商业周刊》透
露的惊人消息，称在1994年7月22日蒋纬国向他详谈了“蒋经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蒋经国为何选择
李登辉为接班人”的内幕，谈话内容有录音为证。
媒体还称，早在1992年7月5日下午4点半钟，刚刚摘除白内障的蒋纬国也向前来探视的友人高茂辰、陆
铿谈到了相同的内容。
　　⋯⋯　　范光陵透露的资料称，1901年冬，蒋介石和毛福梅结婚，两人年纪相差较大；再则因为
蒋介石在蒋经国1910年出生的这段时间内，一直断断续续在宁波、奉化、保定、日本等地读书，所以
“蒋介石和毛福梅之间的情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其间，乡里间盛传毛福梅和婆婆王采玉同族亲
戚有非比寻常的有关系”。
蒋纬国说：“这个王家家族里的男主角，是做买卖的生意人。
”蒋介石也慢慢从乡党口中，得知一些对毛氏的蜚短流长，越来越烦躁愤怒，在难忍乡里议论的情境
下，蒋母主张他还是外出为好。
蒋纬国称：“你就可知，这件事有多么不名誉，于是父亲离开奉化老家。
”再则，“父亲民前四年（1908年）赴日，民前三年仍在日本，民前二年春天，经国生，这说明了一
切，要知道我父亲与毛夫人结婚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毛夫人大他5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
孩子懂得什么，而夫人已经是21岁了，问题就来了。
”（以上见1997年10月3日台《联合报》）　　此事一出，石破天惊，岛内有关各界议论纷纷。
人们质疑的要点如下：　　一是蒋纬国和范光陵谈话的真伪性。
　　⋯⋯　　二是磁带的真实性。
　　⋯⋯　　三是蒋介石有没有生育能力，蒋经国到底是谁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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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
国民党发言人蔡璧煌称：“那没办法查证，但是能够写这文章出来，说不定有它的资料，但我们无法
知道资料从何而来，所以无法详论，应由历史学家去努力。
”（见1997年10月3日台《自由时报》）“中研院”研究员张炎宪认为蒋经国身世真相“兹事体大”，
蒋纬国不可能乱讲。
但是根本无从判定蒋纬国说法真伪，只能是“无解习题”。
（见1997年10月3日台《民众日报》）　　四是蒋纬国为何说此话。
　　⋯⋯　　五是范光陵公布蒋家秘闻的动机。
　　⋯⋯　　蒋经国为蒋介石所生，这是不需要证实的事实。
如果因为本世纪初广大农村生儿育女没有现代化的详细记录，就可以放开手来质疑谁的出生，恐怕世
间多少父子关系都要重新推翻、重新证实，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自己也觉得可笑。
　　退一步讲，蒋介石果真没有生育能力，至多不符合中国封建文化中“无后为大”的孝道思想道德
，并不说明其它问题。
蒋介石如果没有儿子，能把别人的儿子视同己出、培养接班，这又该如何评说蒋家的“父子情”呢？
再说，在讥笑蒋介石无生育能力的同时，却伤害了一位从未出过远门、更无什么劣迹的乡间妇女、蒋
介石的前妻、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女士，更有欠妥之处。
　　⋯⋯书摘2：西安事变宋美龄临难救夫    　　宋美龄特意让飞机在洛阳停留。
在机场，这位第一夫人特意召集集结在地区的将领和军官，要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再轰炸陕西方
面，以确保委会员长的安全。
宋美龄对空军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已有一年，她凭着对航空事业的兴
趣，利用自己特殊的权势，从经费、人事上为空军排忧解难不少，当然也在空军中培植了一批亲信。
因此，她在洛阳机场的讲话，空军将领和军官不会抗命。
　　宋美龄的座机到达西安上空后，为引起地面上的注意，特意在空中转了几圈。
飞机降落时，张学良前来欢迎。
宋美龄表示不让检查行李后，张学良同意放行，但没收了戴笠的一枝小手枪。
　　宋美龄直奔金家巷的高公馆来见蒋介石，在如此状况下见面情景可想而知，两人也是悲喜交加。
患难之际见真情，宋美龄于蒋介石危急之时，在南京、西安鼎力相助，确使蒋介石感动。
他对夫人说，我今天早晨打开《圣经》，正好看到“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处。
我一思忖，就知道你要来，果然你就来了。
　　宋家兄妹的到来，为双方的谈判提供了基础。
周恩来和宋美龄相互都很了解对方，当年宋美龄还在上海时，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周恩来曾经见
过这位十分活跃、在上层社交圈有一定名声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在她案桌上放着
的敌情通报中，则经常出现周恩来的名字和活动简况。
西安事变，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为两人见面提供了机会。
　　12月23日，事变发生后的第12天，谈判在金家巷的张学良公馆举行。
双方代表分别是，西安方面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张学良，西北军代表杨虎城担任；南京方
面代表则是宋子文，后来宋美龄也加入。
蒋介石死要面子，提出他不参加谈判，由宋子文、宋美龄作为代表；谈判如有结果，他不签字，只是
以“领袖人格”担保。
对于这两点，“三位一体”表示理解和同意。
因为，蒋介石身为元首，又不是举行最高会晤，作为谈判代表不可能；至于他不签字，毛泽东在给周
恩来对此问题请示的回电中讲得非常清楚：“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
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
政府，肃清新日分子，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
”，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
以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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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作。
急于结束事变、争取蒋介石回宁的宋子文，认为周恩来的六项主张并无过分之处，可以考虑。
　　当天下午，继续谈判，宋子文就改组南京政府提出具体方案，由孔祥熙、宋子文负责组阁，驱逐
亲日派，并表示先成立过渡政府，3个月后成立正式的国防政府。
西安方面认为可以接受，但提出蒋介石回京前，应该先行撤退中央军和释放“七君子”；在过渡时期
，先由东北军国、西北军和红军共同成立西北抗日联军，由南京政府提供军饷和必要的开支。
　　24日上午，宋美龄加入谈判，基本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
不同的是，先让蒋介石回南京，红军由东北暂时负责接济，到抗战正式开始后中共再公开活动，红军
统一改编。
并提出蒋介石回南京后，辞去行政院长职，召开国民党全会，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3个月后改
组国民党。
宋子文和宋美龄坚持，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应该放蒋介石回宁。
除此之外，宋家兄妹俩还认为，因为中国国力薄弱，抗战只能准备，还没有到开战时刻。
西安三方，对“惟武器抗日论”和“抗日准备不足论”进行了批驳，但对宋家兄妹提出的方案还是基
本认同。
　　⋯⋯  　蒋介石显然对周恩来的印象很深，他还用当年两人合作时的称呼说：“恩来，你是我的
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非常明确地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宋美龄也不失公允地对丈夫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
此次您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张学良接过宋美龄的话表示：“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仍拥挤委员长做领袖。
”　　⋯⋯　　经过十年风雨、十年血战的国共两党，终于签下第一个非常正式协议，这预示着两党
的政治关系即将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即将出现重大改变，中国现代史即将出现新的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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