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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选题旨在用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通过平实的叙述，展示民国
政治军事要人们不同的政治和生命的归属。
他们之中，有孙中山、廖仲恺这样深深铭记在人民心中的伟人；也有汪精卫、周佛海等永远被钉上耻
辱柱的败类；而更多的，是曾经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过这样那样的贡献，而当历史进一步前进时，却面
对历史潮流作出了各自不同抉择的人物。
他们的最后岁月，荣辱各别，让我们思索，给我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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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左派领袖廖仲恺枭雄蒋介石军界元老何应钦理论家戴季陶财神爷孔祥熙山西王阎锡山“文
胆”陈布雷党魁陈果夫和谈代表章士钊军事高参杨杰抗日名将卫立煌大汉奸汪精卫东北王张作霖直系
首领吴佩孚议院政治吹鼓手汤化龙东南王孙传芳北洋外长陆征祥豪门权贵宋子文少帅张学良爱国将军
冯玉祥和平将军张治中奇人张静江“小委员长”陈诚末代总统李宗仁和平使者黄绍兹“小诸葛”白崇
禧汪伪死党周佛海“长腿”将军韩复榘“政学系”首领张群“CC”掌门人陈立夫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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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
是迫切。
还在1950年时，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
，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需要在中央决策部门磨炼一段时期，因此，一些重要的
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等告一段落，再让经国取代不迟。
他想在这件事上做得冠冕堂皇。
但是，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
    1952年，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
因蒋经国操纵特务，常常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任意捕人，甚至连县、市议员也随意捕拿，吴国桢
身为省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对立情绪。
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的特务经费开支，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样，矛盾越闹越深。
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在蒋、吴冲突中，态度十分鲜明，坚决站在儿子一边。
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轮子拧松，蓄意谋杀吴。
吴国桢一怒而远走美国，在美国写出《上总统书》，公开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进行批评。
结果，蒋介石为太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
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于1954年6月，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
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
的顺利升迁扫清了道路。
    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
但蒋介石并不急于马上委以重任。
行政院长和副总统仍然是陈诚，给外人造成陈诚是蒋介石的接班人的误会。
实际上，蒋介石内心自有考虑，他知道陈诚对他是忠心的，不会轻易有非份之想，另外，陈诚的身体
不好，肯定只能扮演过场人物的角色，蒋介石看重的，就是陈诚这一身病，他的生命不会有很长时间
，因此不会成为蒋经国的障碍。
表面上，陈诚是台湾岛上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
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诚也颇‘识时务”，他多次向蒋坚辞“行政院长”之职，但蒋介石认为经国当“行政院长”的时
机没有成熟，总是以“国难未纾，仔肩益重”为由，不让陈诚辞职。
到了1963年，陈诚又一次辞‘行政院长”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蒋介石考虑良久，才予批准。
但蒋仍然认为经国上台的时机不成熟，因此推出财政部长严家淦，让他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选择严家淦，是因为严为人谦和，没有野心，到时，陈诚身体不好，可以“一死让贤”，而
严家淦则能“自觉让贤”，这是蒋介石为儿子选的一个新的陪衬人物。
    在蒋介石的悉心栽培下，蒋经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只等老蒋一死，权力交替便是瓜熟蒂落的事了，
对此，蒋介石已十分放心，但经国掌权后，能否稳固呢?这又是他所放心不下的。
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的生日，蒋介石先一天从日月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来，信中云：“近日
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
见⋯⋯”    蒋介石在信中还讲了他研究程朱与陆王两派哲学的体会和发现，最后，蒋介石教导儿子说
：他一生最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只要掌握这种学说，“此心存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
，“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以补先哲之缺憾，
则几矣，特此以为尔寿也。
父示。
”    蒋介石写此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儿子继承他的哲学思想，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以使蒋家王朝永远保持下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

“可怜天下父母心”，蒋介石真可谓用心良苦也。
    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
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
从1953年开始，连续实行了为期四年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960年1月，又指示陈诚制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1961年至1g64年的第三期四年计划及
长期经济建设纲领》等。
在经营台岛的建设计划中，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
，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
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蒋介石指示修改有关经济法令和规章制度，调整赋税、鼓励投资、开拓岛外
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等，这些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
    台湾是个海岛，也是一个多灾的地区，对于岛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蒋介石都十分关注，并亲自
主持一些重大的救灾工作。
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发生了六十多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2万多亩，灾民达30多万人。
3月31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紧急处分令》，提出抢救灾害，加速重建步伐的一系列措施。
如规定，从9月1日起，各项税课分别附征水灾复兴建设捐，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统筹调拨，要求各地
支援受灾地区灾民，同时下令动用大批军队深入灾区，抢修和重建各种丁程450项等。
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灾民和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使台湾政权度过了因受灾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
    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处于暂时的稳定之中，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这是自1950年以来
他少有的舒心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P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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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用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通过平实的叙述，展示了民国政治军事要人们不同的政治和生
命的归属。
他们之中，有孙中山、廖仲恺这样深深铭记在人民心中的伟人；也有汪精卫、周佛海等永远被钉上耻
辱柱的败类；而更多的，是曾经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过这样那样的贡献，而当历史进一步前进时，却面
对历史潮流作出了各自不同抉择的人物。
他们的最后岁月，荣辱各别，让我们思索，给我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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