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两兄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两兄弟>>

13位ISBN编号：9787208099234

10位ISBN编号：7208099235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海生,张敏

页数：329

字数：3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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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两兄弟>>

内容概要

民国史上有过“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
陈家即陈果夫、陈立夫的二陈兄弟王国CC。
他俩系蒋介石政权的重要骨干。
蒋介石政权的四大家族之一。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实行的是专制独裁，其中依靠的重要力量除了其军队以外，
更多的是特务法西斯，而中统与军统是主要支柱。
中统首领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权倾一时。
陈果夫、陈立夫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严格家教，兄弟俩脾性迥异，但人生道路上的求学谋道、成家立
业，极为相似。
兄弟俩受叔父陈其美影响投身政治，追随蒋介石，从专职党务到垄断党务，掌控中统特务组织，还渗
透行政、文化、教育、司法、经济等领域。
《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史为据，以流畅生动的笔墨讲述了二陈的人生不平常经历，入木
三分地剖析CC王国，细解国民党政坛内幕，侧面反映国民党政权的兴衰之路。
讲述二陈CC，篇幅之重当然为中统黑幕，对付复兴社，斗狠政学系，打压黄埔系，其中时有奸诈斗狠
、曲折惊险故事。
书中所涉民国风云人物，例如陈其美、杨永泰、辜仁发、顾顺章、张历生、朱家骅、徐恩曾、李士群
等的隐秘活动与角逐，也有生动记述。
而对于二陈政治生涯的演变、人物性格的细致描述等，均有出色之笔。
陈果夫的苏政七年，为官兴政之道显露身手，生活中不少匪夷所思的发明，乃至对医药的业余爱好、
写诗作歌等风趣之事；陈立夫的发明五笔检字法，对教育革新、中医推广的贡献，鲜为人知的化装赴
苏秘密谈判的情景，几次惊心动魄的空中历险，晚年在美国的养鸡谋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推广、致力
两岸统一、百年寿星的养生之道等等；读来都兴趣盎然。

《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二陈的描述，更多的意义在于对民国历史、对蒋家天下陈家党
的写照作更深刻的揭示。
本书由李海生、张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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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陈果夫的求学生涯大约延续到1912年的初秋。
其间，小学上了三次，一次是湖南长沙的明德小学；一次是浙江旅宁公学的中学预科班（相当于小学
）；一次是浙江的陆军小学。
中学上了两次，一次是长沙明德中学；一次是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都只读了一年），就学历而言，只
能算中学肄业，这对一个立志以学问精进为己任的学子来说，当然是件不愉快的事。
造成陈果夫学业波折、徘徊不前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均与学习成绩无关。
他第一次离开湖南，是因为转学；放弃浙江旅宁公学的升学机会，是因为同学们的误解；就读陆军学
校，则是为志向所激励。
总之，选择多了，曲折也多，经历更多，正像歌谣里唱的：“道路十八弯，登山如登天，走过一程又
一程，水泡磨成茧” ，意思是说，路走得多了，脚力见长，意志增强，未必不是好事。
陈果夫刚从湖南长沙转到浙江旅宁公学堂时，因为两地教学进度上的落差，使他这个明德牌的中学生
资格未被校方承认，先在中学预科班里补习了半年。
按照规定，下个学期他有机会去中学部上学。
谁知，偏偏有一部分学生好事，为改善伙食闹起了风潮，他们也劝陈果夫参加，遭到拒绝，理由两条
：其一，自己习惯于过俭朴的生活；其二，不认为伙食不好就该罢课。
学生应以学为主，吃点苦莫叫，否则怎熬得过十年寒窗？
后来，学潮越闹越大，班里的同学除了陈果夫，差不多都卷了进去。
个别男生，见他整天躲在房里做“书蛀虫”，对风潮不闻不问，十分恼火，合计着搞点逼宫的手段，
强迫陈果夫就范，有人甚至捏着拳头，以武力相威胁，陈果夫死活不肯屈服，弄得彼此间大伤感情。
学潮断断续续地闹了一个多月，最后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
紧接着校方拿出了整治学生的手段——考试，大部分学生落的课多，成绩不理想；陈果夫却考得很好
，各科加在一起，名列总分第二，受到了校方的表扬。
并且还以不参加学潮的理由，特奖品德分数，改列首席。
这样一来，他在同学中间更加孤立，于是陈果夫萌发了第二次转学的念头。
不久，浙江新创办的陆军小学开始招生，陈果夫受“强国先强军”的爱国思想激励，毅然告别旅宁公
学堂，一举考入了陆军小学。
这次离合的经历大小是次挫折，但从另一方面锻炼了陈果夫的意志。
小时候，他常听父亲和老师讲“ 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真丈夫”的道理。
顺境中，这些话说得容易，以为做也不难；逆境时，才知道坚持是非理念的艰难，于是勤勉刻苦的天
性里又多了一分韧性、一分顽强。
陆军小学名日小学，教的东西，程度偏高，个别几门功课根本不是一般小学生所能应付的。
陈果夫有了三次小学的经历，见识比别的同学多，年龄比别的同学大，人又勤奋刻苦，对付功课显得
游刃有余，于是就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花在课外阅读上，广泛地接触各类书籍、报纸和杂志，从
中吸取和理解新的人生道理。
当时，学校里有不少教师是革命党人，常常利用讲坛和其他的讲话机会，宣传反清、兴共和的革命思
想，有许多话跟二叔从前讲的如出一辙。
陈果夫想听爱听，听过后就思量着去做，忽然间，觉得天地大了许多。
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事烦恼着他，这多半来自过分严肃认真的天性，比如看到一些同学玩无聊的游戏，
憋忍不住要指责人家，不到改正决不罢休。
陈果夫年长，人又老成，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同学们不敢正面和他顶撞，就在背地里取外号，叫他 
“道德经”。
陈果夫听到后，明白这是讥讽自己讨嫌，但君子劝人改过的责任，又使他眼里容不下沙子。
班里有个叫杨德的同学，是表叔杨谱笙的儿子，入学时，杨谱笙见陈果夫老成稳重，就托他照看杨德
。
陈果夫受人之嘱，忠人之事，对小杨德管头管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严格得比家长还要像家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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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姆妈”，传了一阵，升级换代，索性改叫“老太婆”了。
“道德经”也罢，“老太婆”也罢，毕竟是些细碎小事，陈果夫不怎么在乎，涉及校方官僚的腐败虚
伪品质，陈果夫偏要较真了。
比如陆小的张总办，平时道貌岸然的样子，动不动就教训人；背过脸去，却偷偷地吸食鸦片，据说一
天没有三二钱，日子根本打发不了，“既然不能为人师表，何必误人子弟”！
陈果夫决心揭露这个总办的丑恶面貌。
当时，二叔陈其美已从日本回国，正在上海、浙江、北京、天津等地奔走，一方面组织力量，积极筹
划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又通过兴办报刊，宣传反清革命思想。
陈果夫把搜集到的素材梳理成文，寄到了陈其美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时报》社。
陈其美觉得这是一个教育民众的好材料，就以通讯的形式刊登出来。
说来也巧，张总办丑事揭开的同时，一桩舞弊案同时曝光。
事情源于皖系军阀的门户私利，他们为了顺当地安排保定陆军学堂的毕业生，避免陆小与之争食，就
要求陆小将学制延长一年。
张总办不顾全体学生的利益，满口应允。
这两件事发，恰如 （台）风、暴（雨）、潮（汐）碰头，在陆小掀起了轩然大波，学生们集体罢课示
威，要求当局澄清是非，最后闹到巡抚衙门派员下来调查，把张总办撤职为止。
这一次学潮的胜利，给陈果夫鼓舞很大，一方面使他尝到了坚持正义的好处，同时也看到了革命党强
大的力量，开始思考求学为什么，为什么去求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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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一部二陈的传记，很大程度上受朱金元老师的鼓励和推动。
但由于种种原因，写作计划一拖再拖。
后来，在苏贻鸣编辑的一再鞭策下，决心摒除旁骛，践履前诺。
如此冬去春来，炎凉寒暑，整日里与书桌孤灯相伴，直到杀青，才嘘气自缓。
眼望作堆的书稿，心想没有编辑、老师们的督促和坚持，何来春华秋实?想到这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
    文友完颜绍元，长期浸润于民国史的研究，他的许多真知灼见，都对勾勒二陈的形神极有助益，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全书共十七章：第一章至第七章由张敏撰写；第八章至第十七章由李海生撰写。
    作者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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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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