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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之一。
陈布雷是民国史上一个极具个性、神秘性和争议性的人物。
作者在大量参考第一手资料，包括相关人员的日记、回忆录、报刊记载等，特别是在缜密探索陈布雷
人生59年心路历程的基础上，以陈布雷一生的轨迹为主线，以他的书生气质和身上背负的忠、孝作为
解读他的密码，以流畅的文笔记述了陈布雷从出生、求学、办报，到进入蒋幕，走上政坛，直至自绝
于人寰的一生，揭示了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被扭曲的灵魂，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及其
其他民国风云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
全书夹叙夹议，处处可见精彩之笔，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并有多处令人信服的严密考证，具有明显的
学术价值。
本书初版于1999年，引起很好的反响，为论者称为“杨者圣最为得意也最充满文采的人物传记”。
此修订版面除全面订正文字外，更补充近五十幅珍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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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者圣，江苏海安人，数十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民国史。
因其掌握资料准确、善于构建独特的历史人物形象、对民国历史的缜密思索，以及其作品中渗透的浓
郁的民国情结，而成为既得到专业研究者认可、又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一位成绩卓著的民国人物传记
作家。
 
    自1993年，杨者圣陆续出版了《特工王戴笠》、《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国民党教父陈果夫》
、《胡宗南这个人》、《特工老板徐恩曾》、《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和平将军张治中》、《
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八本传记，在海内外产生影响。
后应熊向晖之约，依据熊向晖口述资料整理出版了《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和《随同蒋经国的西北
之行》。
这些著作均取得了很好的口碑和市场反响，其中《特工王戴笠》更是销售20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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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1  “说文解‘名’”1  “龙文”童子  “革命党”的惨痛失败  从“名落孙山”
到“独占鳌头”  “不准革命”  “父母在，不远游”  “革命党”的假辫子第二章 从“布雷”到“畏
垒”  面包布雷布鼓  沪上“布雷”鸣  被逐出《天铎报》  吃蹄膀，喝绍酒，“汝能否”  一段忧伤无奈
的日子  “悲莫悲兮生别离”  重返“江湖”  “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第三章 客卿：半是清客，
半是幕僚  一帧“玉照”：蒋总司令的“定情信物”  中共“谋略”：促成蒋、陈结合  南昌西花厅的“
殿试”  “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文人的“御用”  “杭州的警察欺人太甚”  两难选择：“入朝”与
“在野”  毕生最大的伤心事  菩萨都讲：“官不宜解”第四章 进入侍从室  “敌乎？
友乎？
”  蒋介石的“影子”  侍从室：“皇帝”的秘书处  “军机大臣”的广州之行  对蒋介石的一次“包装
”第五章 从西安事变到庐山谈话会  西安事变的“漏网之鱼”  在“四大公馆”间搞平衡“外交”  “
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  溪口“礼部大臣”  一则历史的谎言  “这本书很有毛病”  “首辅”
之争第一次与蒋“不合作”  讳莫如深的“心疾”  庐山讲演稿的真与伪第六章 南京汉口桂林重庆  “
稳健派”与“低调俱乐部”  “主和派”眼中的“社稷之臣”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王家洲“危机
一发”  “无事饮睡，竟不知是何生活也”  “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8000字雄文扫日、汪  “你可找
陈布雷谈谈”  “知我者蒋公也”第七章 “侍秘二”  提督“东厂”  出色的经济情报头子  一个新寓言
：“农夫和蛇”  只与德操相同的人交往  “别高兴得太早”  “暂时拖，将来打”  “可惜我不能陪你
下海”  “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第八章 侍与从  愿作二号，不愿作一号  “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
”  “煮酒论‘英雄”’  独树一帜的官邸派  国民党高干养成所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政
治，太肮脏了”  “家里面不谈政治”  “不够左，不够革命”第九章 国策顾问  撤销侍从室  “我们都
是淡泊”  在旧政协期间大刮“翻案风”  荣任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  “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  “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点左倾也就算了”  保密局盯上了陈公馆第十章 “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今春以来”(一)  “今春以来”(二)  “入夏秋后”(一)  “人夏秋后”(二)3  九月的异常  油尽灯枯10
月间第十一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1月2日 一个不眠之夜  11月8日 决定最后命运的日子  11月10日 
共进“最后的晚餐”  11月11日 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杂记》：一篇“血泪遗言”  “杀手”是“战时体
制纲领”  “自杀宣言”中绝口不提反共第十二章 “当代完人”  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  “瓶之倾兮
，惟垒之耻”  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  肠断心枯，痛极痛极  “主任死了”  “完人”与罪人  死后疑案 
死因新探：“心疾”  “盖棺”而未论定附：杨者圣和他的“民国人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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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地域文化层面上继续进行一番考察，或许就会发现陈布雷身上潜藏着的另一
种人格遗传密码。
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慈溪”之名，源于后汉儒生董黯。
在中国，对于“董黯”这两个字，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但是，如果提到“董仲舒”这三个字，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了(就是那个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杀手)。
无名鼠辈董黯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董仲舒的第六代孙。
据说，董黯为了奉养其母，常于溪中汲水。
就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到了一班儒家文人的嘴里，简直就被吹上了天，董黯被捧为事母至孝
的大孝子。
在中国，有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所谓
“明星效应”吧。
董大孝子声名远播，连带着他汲水奉母的小溪也有了“慈孝”的美名，一下子声名大噪起来。
从此，中国就有了“慈溪”一说。
说起来，董大孝子的这点小把戏，简直是不值一哂，不但比起二十四孝图的大手笔，要蹩脚得多；就
是比起一般孝廉的功夫，也要大为逊色。
追根溯源，寻根问祖，如果不是靠了老祖宗董仲舒的一点老面子，谁会去尿他的那一壶？
不过，事情要从两方面看，尊老敬贤，孝顺长辈，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况且，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至淳至朴的，人人都用建设性的目光去理解、接受董黯的孝行，正所谓“闻
其风，汲其流”，千古以来，慈溪地境也就逐渐形成了慈孝、醇厚的乡风、民俗。
从这个意义上说，董黯与“慈溪”也不无微功。
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或许这就叫做“神秘的人格传递”吧。
可以想见，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政论家、一生视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如生命的陈布雷，之所以如此，大
概与慈溪地境所蕴藏的这种深远悠长的人文地理背景不无关系！
慈溪濒临杭州湾，由姚江可直达宁波，西距杭州仅百余公里，隔海与上海相望，襟江带海，海道通达
，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向来是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故浙东民性通脱，素善经商，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
近代以来，浙东商帮不但实力雄厚，称雄商界，而且成为江浙财团的扛鼎人物，其影响之大，被孙中
山先生称为“首屈一指”。
受这种强劲的“下海”风潮的影响，浙东地域的陈姓家族大都弃农经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布雷的先世也是一个标准的耕读之家，至祖父陈克介时，开始打破传统，以一行商往来于浙赣间，
从而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过程，归里后即开始经营钱庄与典当业。
晚年，陈克介以其盈余渐丰，重新回归亦耕亦读的家族传统，买田置产，督耕兴学，并分其产业之半
，约有百亩左右，兴办陈氏义庄、义学，用以救济、扶助族中孤贫。
陈克介生有三子，长子早亡，遗有一男，名训正，是为长房长孙；次子亦早亡，无后；三子陈依仁，
即陈布雷生父。
陈依仁后将陈布雷过继为次兄之后，但次嫂隔月又亡，故陈布雷仍与陈依仁一家归住一起。
陈克介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庄、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
陈克介认为长房长孙陈训正好学不倦，当使就傅上进，而命三子陈依仁住在家里，子承父业，继续管
理族里公益事务。
故陈克介去世后，陈依仁“继志述事”，致力于族中公益事务，救恤孤贫，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在
族中颇孚众望。
陈氏家族中这种关心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有怜恤心理，同情弱者，重视社会评价的仁义传统，对陈布
雷平民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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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仁生七子七女，陈布雷为长子，诸弟妹中以后多为大学教授或技术专家，也有与陈布雷同道者，
一个先后做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及社长等职，一个做到国民党中央社采访部主任等职，都在
国民党新闻界颇有名声。
在陈氏兄弟崛起的旅程中，起先驱作用的，既不是陈依仁，也不是陈布雷，而是长房长孙陈训正。
陈训正字屺怀、无邪，号天婴子、圮卫人、樱宁老人、句阳伯子等。
以他拥有这么多别出心裁、耸人听闻的字与号，我们就可以揣测：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中，此
人大抵是一个异数。
陈屺怀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长陈布雷18岁。
按照长房为正、长子为尊的宗法传统，陈布雷呼陈屺怀为大哥。
对于小弟陈布雷来说，这位大哥对他的未来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
“龙文”童子陈布雷5岁时，开始读书了。
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国民党的“文章机器”、蒋介石的铁笔圣手，从此与古老而又神奇的
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
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到这一年的年底，陈布雷日识30字，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这样的启
蒙速度，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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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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