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仪全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陈仪全传>>

13位ISBN编号：9787010104416

10位ISBN编号：7010104417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严如平

页数：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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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仪全传>>

前言

近代史所严如平老师和贺渊博士合作撰著之《陈仪全传》即将出版，嘱我为序。
说实话，我非陈仪研究的专家，而且于严老师是晚辈，于贺博士是同事，实在担不起为序之重任，也
从来没有过为序的经历，只是我与严老师和贺博士共事有年，对于他们的学问人生或多或少有所了解
，在他们的学术新著出版之际，写几句话似亦有责，因此，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在此写几句读后感吧
。
    说起来，陈仪也算是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人生可谓跌宕起伏，多姿多彩。
他早年参加光复会，于反清革命有所贡献。
民国成立后，在军界任职多年，直至升任浙江第一师师长和浙江省长。
北伐时期，他背弃北洋营垒，加入国民革命军阵营。
国民党当政后，他因其浙江出身和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留学经历而受蒋介石的青睐，信任有加
，一直担任部(军政部和行政院)、省(福建和浙江)级高官，并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上将军
衔，可以说是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的股肱人物。
为这样的人物立传，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也是民国人物研究日渐繁荣兴旺的标志。
    作为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高官，陈仪与其他国民党高官在出身、经历、理念、为政等方面，当
然少不了一定的共同之处，但是，陈仪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他与其他国民党高官明显的不同
之处，诸如他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在理念和实际层面的服膺和坚持，他对国民党“训政”的忠
心耿耿、苦干实干，他的为政清廉正派、勤于职守，等等。
因此，在国民党高官中，陈仪在当时被很多同僚和舆论视为“好官”或“清官”。
应该说，在现代社会信息流通比较便利的情况下，得到比较公认的好口碑并不那么容易，而陈仪能得
到“好官”或“清官”的评价，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收买”所得，而应该是外界对他个人所作所为的
客观评价。
《陈仪全传》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矫正我们过去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简单化、极端化的思维方
式和评判标准。
所谓国民党“是官皆贪”、“无官不贪”，这样的说法和认识，未必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样，人无完人，历史人物不存在尽善尽美者，陈仪也有他的个性弱点、为政错失、失误偏颇，这些
同样在《陈仪全传》中得到应有的展示。
实事求是，当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陈仪全传》给读者的最好启示。
    陈仪一生为政，有两件事最为知名，也最易引起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评价。
其一是他在抗战胜利后负责接收并主政台湾，时间不长，却因“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而致黯然离任；
其二是他在国民党失守大陆前夕，毅然背弃国民党阵营，投向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阵营，结果因事发
而被捕，终至为此而献身。
陈仪负责接收台湾，因其对日本和台湾的了解及其主政福建的经验，当为合宜之人选。
在台湾接收后，陈仪亦力求励精图治，将其建设为“干净土”、“模范省”。
唯陈仪的个人努力与其所得之结果却未必合拍，他忽视了台湾的特殊环境，以严峻固执的方式，推行
他自认为是正确的政策，结果却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终至发生“二二八”事件，为台湾社会造成影
响深远的深重创伤，也牵累其个人声名落至低谷。
这是陈仪个人的悲剧，然又因其发生原因的错综复杂，而非可独责陈仪个人者。
陈仪背弃国民党阵营和蒋介石，投向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阵营，是因为他信奉人应“择善而固执之”
，因此而在时代大潮的感召下，作出自己人生的重要抉择，希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幸福有所贡献，
并为此而以身殉，当然应该得到后人的由衷纪念。
几年前，在台湾公布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图片影像资料中，陈仪在刑场镇定自若、大义凛然的身影
赫然在册，充分体现了他在临难前所言“人死，精神不死”的那种精神。
在这样具有震撼力的影像前，我们当可为陈仪在作出其抉择时对理想、信念、追求的执著而感怀久远
。
《陈仪全传》对陈仪为政经历中的这两件大事都有如实、细致、精到的记叙和研究，当可为后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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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借鉴。
    严如平老师和贺渊博士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著有成绩的学者，严老师对民国人物和蒋介石的研究，
贺博士对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执政时期思想的研究，都曾引起民国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他们合作撰写的《陈仪全传》，广泛利用了现有的史料，以平实的笔法，记叙了陈仪多变的人生。
他们的研究，力避“好则皆好，坏则都坏”的思维定式，不囿于定见，对史料有细致的梳理和辨析，
对史实有详尽准确的记述，探求历史真相，发抒个人见解，对陈仪的为人及其施政的成败得失有合宜
得当的评价，言必有据，持之成理，诚为史学研究之正道，亦体现了史学研究者的操守与责任。
    当《陈仪全传》即将出版之际，简单写下上述的话，以此表示对严如平老师和贺渊博士新作的衷心
祝贺！
    201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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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生动地记述了国民党蒋介石重臣－－陈仪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陈仪虽然是一个军人，但与
同时代的政治军事人物相比较，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勇于变革，最后被
中国共产党赞誉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本书以充分详尽的史料，全面介
绍和科学分析陈仪的一生，探究其人生轨迹，使读者从中看到，封建王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统治等
一切旧制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就必须认清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勇于变革，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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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仪，字公侠、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
生于1883年5月3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1902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1908年回国后在清政府陆军部任课员。
1912年受浙江都督蒋尊簋邀请，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
1914年北京政府改组，应召赴京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厅长，1916年进日本陆军大
学学习，后回国任总统府中将顾问，1920年前后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长。
1924年9月经蒋百里推荐，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
1925年10月率部与夏超等协助孙传芳和江苏奉军张宗昌部的战争，驱走奉军后曾任徐州警备总司令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逼浙江时被孙传芳任浙江省省长。
同年底暗中与北伐军取得联系。
1927年1月12日被秘密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
被孙传芳发觉后一度软禁于杭州、南京等地，后获释。
孙传芳被缶败后曾任江北宣抚使，收拾孙传芳之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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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国原有制造枪炮弹械的兵工厂，主要有汉阳兵工厂、济南兵工厂、上海兵工厂，后
来蒋让陈仪在杭州建一个兵工厂，恢复发展了在河南鞏县的兵工厂。
这些兵工厂皆由军政部所属兵工署领导管理。
兵工厂的许多细节问题，陈仪也常要过问。
比如兵工厂的选址，陈仪建议在杭州建立兵工厂，蒋回电：“杭州设兵工厂事，事属可行，希与何部
长敬之切商决定。
但不能在沪恢复旧厂也。
”②几个兵工厂的人事安排，陈仪有建议之权，但最后定夺则在蒋介石。
1931年陈仪建议汉阳兵工厂总务处长吴克润升任厂长，蒋认同。
另外，厂长和主要职员的工薪数也是由陈仪决定。
兵工厂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蒋也拿陈仪是问。
1932年8月26日蒋来电责问：“近来飞机炸弹十之七八皆不爆发，其中以济南厂为最劣，希即查究，并
多制大号炸弹为要。
”③有兵工厂出现武器外泄问题，蒋介石依旧找陈仪。
1932年8月28日电陈仪云：“此间锄奸团行动影响社会治安，其所投送之炸弹有鞏县兵工厂制造者，该
团从何得来，希严密查追并加防范为要。
”④蒋介石责令陈仪对于兵工厂的管理，已经到了细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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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两撰著者都是浙江杭州籍人，少年时光曾听父兄说过：解放前夕的浙江省主席陈仪，是国民党中
少有的一位好官。
从事近代民国史研究后，对于这位口碑甚佳的陈仪，最终在台湾惨遭杀害，一直怀有寻觅答案的愿望
。
20世纪80年代，曾与本所同仁丁名楠先生(陈仪之甥)有过初步研讨。
暮年时光，在研究蒋介石及民国其他军政人物之余，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项目之立项，又得
到本所同仁贺渊博士的协力共举——分著本书第四、五、六、七、九章并共撰结语，得以共同撰著成
书，遂此心愿。
学识有限，笔力粗拙，尚望得到各界人士教正。
    本书力求凭借可信的史料档案以及与陈仪同时代人的亲历记叙和回忆，加以鉴别和梳理，以期写出
真实可信的历史。
在广泛收集和查证史料的过程中，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福建省档案馆、永安市档案馆给了我
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本书得以顺利撰著完成，当十分感谢陈莲芬女士。
陈莲芬女士是陈仪之堂侄女，解放前后曾在浙江省政府工作过，对陈仪有很多接触和了解。
她在耄耋之年接受访谈，介绍了许多亲身经历和感受，弥足珍贵。
前些年，她曾亲自编著《陈仪军政生涯》一书，给我们很多启发。
尤令我们感动的是，她将早年收集的文字、图片资料全部慷慨提供，并一再关注本书的撰著。
我们谨表示衷心谢意。
    在撰著的几年中，我们研读和参考了许多有关论著，获益良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教授、李玉贞教授、汪朝光教授，浙江省政协田峰先生，浙江省党史
办曾林平先生，永安市档案馆罗春燕先生，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先生，民革上海市委马铭德先生等
诸位给予了热心帮助和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汪朝光教授担负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工作，正为定稿出版《中华民国史》(十二卷)、《中华民国史人
物传》(八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十二卷)异常繁忙之时，应允为本书作序，言简意赅而精当地
评述了陈仪的一生，并对著者多有鼓励之言，感甚。
    本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之资助，在出版方面又得到人民出版社之厚爱，吴继平博士
为编辑出版本书付出了很多心血，不能不记。
    著者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一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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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仪全传》完整记述了蒋介石重臣陈仪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仪早年受袁世凯重用，但反对袁氏帝制自为，弃职南下。
北伐期间，他反对军阀孙传芳割据称雄，毅然投身国民革命。
陈仪主政福建八年，竭力推行新政，褒贬不一，但受蒋器重。
调至中枢。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命接管台湾，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期间发生了震，晾中外的“二
二八”事变，黯然离台。
此后陈仪又担任浙江省主席，策动汤恩伯和平起义，被汤出卖遭囚禁，最后惨遭杀害于台湾。
陈仪，字公侠，号退素，1883年5月3日生于浙江绍兴。
早年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浙军第一师师长、浙江省省长。
北伐时任第十九军军长，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行政院祕书长、台湾省行政长
官、浙江省主席，1949年2月因策动起义失败遭囚禁，1950年6月在台湾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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