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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编著的《蒋介石全传》。
当时，我们根据已掌握的史料，试图勾画出蒋介石的一个真实的、较为完整的面貌，也以比较多的篇
幅介绍他撤往台湾后的各方面活动。
但是，我们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重要史料流落台湾和海内外其他地方，我们
还没有看到和利用。
在史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就难以理清蒋介石一生的历史脉络。
1997年2月，台湾当局在各方面呼吁下，决定开放“蒋中正档案”(即“大溪档案”)，供公众查阅。
这是一批数量十分可观的原始档案，总数达4200册，273000件，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手迹，其重要性
及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是时，本人正好在台湾中央大学讲学。
作为大陆学者，有幸第一个目睹并查阅了这些档案。
中央大学设在桃园县中坜市，与典藏这批档案的国史馆相距数十公里。
我每天乘汽车、电车往返，其辛苦可想而知。
该馆至今仍规定这批档案只能抄录，不许复印、拍照，因而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并消化这批档案是不
可能的。
大陆学者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台湾。
蒋介石有一部较为完整的日记，它并没有与上述档案一并交与国史馆收藏。
据说，该日记被蒋家后人拿走。
名人日记虽然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譬如日记作者并不一定完全暴露他的真实思想及其作为，但仍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
撰写蒋介石的传记，不仅要写他的家世和主政期间的活动，也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他的性格、作风、为
人处世的态度和手段。
这些方面在“大溪档案”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这部《蒋介石全传》，限于当时条件在史料方面有一定的缺陷，但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历
史地位的评估，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对蒋介石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全传》早已脱销，现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打算重新印刷，我们借此机会对全书内容作了部
分修订和补充。
我们期望将来这本书再版时，能够充分运用“大溪档案”和其他新史料，写成一部更为完善的蒋介石
传记，为史学研究作出贡献。
　　张宪文　　2004年4月25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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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宪文、方庆秋编写的《蒋介石全传(上下》运用大量档案馆收藏的尚未公开出版的史料，如：蒋介石
日记、书信、年谱、会访记录；蒋介石的亲信们的各类有关史料；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献资料
等，详述了蒋介石复杂曲折、耐人寻味的人生历程，并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较详细地介绍了蒋介石
在台的政治生涯及其巡视各地、出国访问、经济举措、其他经历等一些重要的鲜为人知的活动，《蒋
介石全传(上下》客观再现了一个血肉丰满历史人物，并对其是非功过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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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官
绪论(初版)
一 出身和家世
　1．农商世家
　2．封建的传统教育
　3．民主思潮的启迪
二 参加辛亥革命
　1．留学日本
　2．加人中国同盟会
　3．参加杭州光复之役
　4．受命刺杀陶成章
　5．避居日本编《军声》
三 参加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
　1．进攻江南制造局
　2．参加肇和军舰等起义
　3．参加护国之役
四 在护法运动期间
　1．任职粤军转战闽西
　2．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
　3．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五 徘徊两年重返大本营
　1．两年徘徊终下决心
　2．永丰舰侍卫孙中山
　3．出访俄罗斯
六 黄埔建军
　1．息影慈庵
　2．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3．左□孙文主义学会
七 平叛东征
　1．平定商团叛乱
　2．率师东征
　3．讨伐杨希□、刘震寰
　4．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八 奋迹功名
　1．际遇廖案
　2．跃居国民党中常委
　3．制造三二○事件
　4．抛出整理党务案
　5．纠集新右派势力
九 率师北伐
　1．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防孙攻吴克武汉
　3．东攻克南昌
　4．灭孙平东南
　十 迁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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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挑起迁都之争
　2．改都南昌的失败
　3．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权力受制约
十一 南昌谋变
　1．迈开军事独裁的步伐
　2．取得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支持
　3．回手镇压群众运动
十二 背叛国民革命
　1．在上海策划反共
　2．挑起南京四一○事件
　3．发动四一二事变
　4．另立南京国民政府
　5．继续实行“清党”
十三 第一次下野和复职
　1．与武汉抗争
　2．拉拢冯玉祥以“自重”
　3．第一次下野
　4．东游日本
　5．蒋宋联姻
　6．东山再起
十四 “统一”全国
　1．北上讨奉
　2．济南受阻
　3．攻占津京
　4．北京祭灵
　5．策动张学良易帜
十五 谋求独揽党政军最高权力
　1．推行“训政”
　2．召集编遣会议
　3．包办三全大会
十六 和军事实力派的大较量
　1．扶唐拉粤挫败桂系
　2．联阎击冯分化西北军
　3．击败唐生智
　4．取胜中原大战
十七 与不同政派的政治争斗
　1．搞垮改组派
　2．镇压第三党
　3．扣押胡汉民
十八 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
　1．三次围剿红军败北
　2．实行不抵抗政策
　3．第二次下野
十九 重新上台
　1．伺机出山
　2．改组政府
　3．创设“中华民族复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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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发起“新生活运动”
　5．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二十 统辖对日军事
　1．召开徐州军事会议
　2．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3．坐失热河
　4．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二十一 悉力“剿共”
　1．召开牯岭“剿共”会议
　2．督饬第四次“围剿”
　3．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4．指挥第五次“围剿”
　5．追堵长征红军
二十二 排除异己压制救亡
　1．处理“鲁争”
　2．扼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3．征伐闽变
　4．制伏川枭
　5．解决两广事件
二十三 “纳谏”抗日
　1．提出“御侮限度”
　2．部署“清剿”西北地区红军
　3．华清池被捉
　4．接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5．主持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二十四 走上抗战道路
　1．七七事变调兵遣将
　2．主持庐山谈话会
　3．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4．指挥淞沪抗战
　5．组织保卫南京
二十五 继续谋求对日妥协
　1．谋求国际干涉的失败
　2．接受陶德曼调停
二十六 督导初期抗战
　1．主持建立战时体制
　2．指挥北方战场作战
　3．组织武汉保卫战
二十七 在国共合作道路上后退
　1．召开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2．制造反共摩擦
　3．加强独裁专制的措施
二十八 坚持中期抗战
　1．召集南岳军事会议
　2．在汪精卫投敌前后
　3．反击日军的局部攻势
二十九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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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2．出访印度
　3．派遣远征军人缅作战
　4．巡视西北
　5．同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与冲突
　6．强化战时经济体制
三十 保存实力消极抗日
　1．发表《中国之命运》
　2．出席开罗会议
　3．在中南战场的战略失误
　4．与史迪威不和
三十一 日本宣布投降前后
　1．主持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
　2．同赫尔利等人合作反共
　3．发动倒龙事件
　4．垄断中国战区受降
　5．在接收中失掉民心
三十二 对中共开展和平攻势
　1．电邀毛泽东共商国是
　2．重庆谈判
　3．利用马歇尔斡旋
　4．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三十三 准备内战
　1．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2．修改《剿匪手册》
　3．加强“绥靖区”的统治
　4．接收东北
　5．破坏反内战运动
三十四 指挥进攻解放区
　1．发动全面内战
　2．进攻陕北
　3．督战山东遭惨败
三十五 加强独裁统治
　1．召开制宪国大
　2．签订《中美商约》和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3．镇压群众运动
　4．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三十六 “戡乱”防御
　1．发布“戡乱”动员令
　2．实行全面防御
　3．分区防御战略的失败
　4．出任“总统”
三十七 加强“戡乱” 挽救危局
　1．严饬各级政府贯彻“戡乱”动员令
　2．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3．加强“戡乱”宣传
三十八 在主力决战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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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开重要军事会议
　2．辽沈战役全军覆没
　3．指挥“徐蚌会战”
　4．平津会战遭惨败
三十九 退居幕后
　1．发表求和文告
　2．引退溪口
　3．操纵和谈
　4．着意台湾
　5．逼垮李宗仁
四十 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1．赴上海指挥作战
　2．加强福建的防御
　3．出访菲律宾、韩国
　4．建立中央非常委员会
　5．加强西南防务
　6．在重庆、成都的顽抗
　7．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四十一 退踞台湾
　1．复任“总统”
　2．授命陈诚“组阁”
　3．在朝鲜战争中支持韩国
　4．改造国民党
　5．进行精神动员
　6．实行土地改革
四十二 与美日修好
　1．接受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2．对旧金山和约的失望
　3．签订对日和约
　4．称赞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
　5．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
　6．为刘自然事件所困扰
　7．礼遇岸信介
四十三 新的反共活动
　1．鼓吹反攻大陆
　2．建立反共团体
　3．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
　4．接待李承晚
　5．出版《苏俄在中国》
四十四 权力的继续加强
　1．召集国民党七全大会
　2．追究吴国桢
　3．当选第二任“总统”
　4．处理孙立人
　5．在国民党“八全大会”上
四十五 “内政”“外交”的新格局
　1．平息“监察院”“行政院”间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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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处理与日本的摩擦
　3．再次任命陈诚“组阁”
四十六 海峡新危机
　1．经受“八二三”炮战的冲击
　2．为西藏叛乱事件推波助澜
　3．制定“八七水灾”的救灾措施
四十七 第三次出任“总统”
　1．排除难局第三次出任“总统”
　2．制造“雷震案”
　3．迎接艾森豪威尔访台
四十八 “反攻大陆”的尝试
　1．制定《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2．派遣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
　3．策动国民党军队的“毋忘在莒运动”
四十九 “内政”方面的新举措
　1．接见参加“阳明山会谈”的学者专家
　2．推出严家淦任“行政院长”
　3．处理陈诚丧事
五十 挽救“外交”困境的努力
　1．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2．渡过台日关系的危机
　3．瓦解“台独”势力
　4．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
五十一 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
　1．遏制了“国大”代表“修宪”的主张
　2．就任第四届“总统”与挑选严家淦搭班
　3．设置大权独揽的机构——“国家安全会议”
五十二 再作“反攻大陆”的准备
　1．策划成立“救国阵线”
　2．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3．又一次策划军事反攻大陆
五十三 修补反共藩篱
　1．说服美国放松对其军事反攻的限制
　2．拉拢佐藤政府反华
　3．再次图建亚太地区反共军事联盟
　4．筹组“世界反共联盟”
五十四 在“外交”上连遭致命打击
　1．同美国政府关系龃龉
　2．发表“庄敬自强”文告
　3．痛感于被逐出联合国
　4．受到尼克松访华的刺激
　5．对中日建交恼羞成怒
五十五 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
　1．独揽党权与压制不同政见
　2．让蒋经国初掌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3．第五次就任“总统”
　4．以蒋经国“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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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逝世前后
　1．两度人院治疗与半引退生活
　2．“崩殂”
　3．暂厝慈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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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参加护国之役肇和军舰起义虽然失败，但震动很大，紧接着，蔡锷就于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宣布独
立，组织“护国军”举兵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军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陈其美和上海的革命党人，其中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欢欣鼓舞，决
定再接再厉，发动起义。
便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出面，租得法租界的萨坡赛路14号寓所作为总机关部，策划起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方面联络都已就绪，陈其美便决定于1916年4月12日午夜发难，约定以号炮为信
号，届时陆海军同时响应。
不料12日晚上突降大雨，无法点燃号炮，延至次日凌晨3时燃放时，因事先未经联络说明延期，陆海军
无法响应。
后13、14日晚上又连续两次发动，均因仓促起事，事先联络不密切，各方面缺乏密切配合，起义未成
。
由于连续三次起义未成，许多同志都十分沮丧，便由杨虎自告奋勇，说他与上海的下层社会和“附近
各军驻地，均有联络”，而江阴要塞距上海最近，又居长江之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
动”，要求去江阴要塞发动起义。
经过再三讨论，陈其美方才同意，并派蒋介石与杨虎一同前往共同负责发动工作。
杨虎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首先联络了要塞的守军军官王连德等十余人，动员他们反正，夺取江阴要塞
，参加护国讨袁斗争，王连德等人均表赞同。
4月16日，杨虎和蒋介石一起率领革命党人李正秋等人奔赴江阴要塞。
杨虎和蒋介石等一到，王连德等即在内发动士兵起而响应，江阴要塞不战而下，守军旅长范根生闻风
而逃，参谋长萧先礼举枪投诚，杨虎和蒋介石商定任命李正秋为要塞司令。
与此同时，江阴城区亦宣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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