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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蒋介石传》自1988年交稿，经审查批准出版至今快二十年了，非常感谢当时建社不久的团结出
版社、社长蔡义江，责任编辑王东方与封面设计杨永德，在当时大胆出版了此书，作为真正的学术书
是大陆第一本，封面设计也很正面、很大方，尤其是精装本。
此书一发行，意想不到连续印刷了十一次，计三十多万册，这是这类书少有的，我也得了二万多元稿
酬，真是不小的数目。
那时也没有什么出版协议、合同之类的，只是口头上说说，也很讲信用。
此书出版后，在香港地区、美国、日本与台湾岛内均有发行与见到。
我给陈立夫先生托人带去一本，他老人家还专门给我来了_信函，现将它刊出；在何干之教授诞辰一
百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并了纪念会，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兼说《蒋奔石传》的出版，也一并刊出
。
这次我们浙江大学正式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这恐怕是大陆第一次公开打出研究蒋
介石的牌子。
趁此，我们将《蒋介石传》略作修订，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因市场上买不到这本书，连盗版本
也买不到。
作为真正的历史书，再出版还是十分有意义的，它虽然在材料上还可以再丰富(因为快二十年了，许多
新史料公布了)，一些写法也更公允了，但这本书反映了二十年前的特色，现在再读它，也不会感到枯
燥无味，它毕竟还提出了中国现代史上几十个新的观点与看法，而且均站住了脚。
尤其是“末了的一点论述”，将蒋介石在大陆的几十年活动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来做简明的评述，这是
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被史学界所接受。
当然，这本书还是有不少缺陷，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由于这次修订，杨菁教授也欣然相助，抗战一章采用了杨菁与我合著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此书为由杨得志作总序，抗日战争丛书的一本，1996年
出版，市场上也买不到了)中的部分材料，故这次再版由杨菁与我共同署名。
杨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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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树标、杨菁所著的《蒋介石传(1887—1949)(最新修订)》将蒋介石在大陆的几十年活动分为五个历史
阶段来做简明的评述，第一次明确提出“怎样评价蒋介石”，并被史学界所接受。
《蒋介石传(1887—1949)(最新修订)
》引用史料可信，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蒋介石人物传记的最新修订，是一本研究蒋介石的学术书，同
时也可供对蒋介石生平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传>>

作者简介

杨树标(1938年1月-)，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致力于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中华民国要人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已出版过几十本著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

杨菁(1967年7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有《宋子文传》、《百年宋美龄》、《孔祥熙家
事》、《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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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与干老朝夕相处一年的点滴回忆——兼说《蒋介石传》的出版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
  一  蒋介石的身世
      蒋介石是哪里人
      蒋介石的兄弟姐妹与妻室、子女
      蒋介石的求学
  二  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
      中国的财团
      张静江、虞治卿同蒋介石的关系
      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上台
  三  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怎样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孙中山重用蒋介石
  四  蒋介石的政治手腕
      “好话为先生说尽”
      在行动上又干了一些什么事
  五  陈独秀吹捧蒋介石
      陈独秀眼中的蒋介石
      几次大让步
  六  蒋介石叛变革命
      蒋介石在变坏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又是怎样把各派军阀搞倒的
  一  蒋介石的下台又上台
      “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
      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李宗仁在南京支撑不了
  二  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
      第二次北伐
      东北易帜
  三  编遣会议
      汤山会议
      编遣会议
  四  中原大战
      蒋桂战争
      冯阎结盟
      中原大战
      扩大会议
  五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台
      非常会议
      三个国民党四大
      烟霞洞会议
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一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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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
      把法西斯主义抬到救国的牌位上来
  二  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连续“进剿”的失败
      庐山训练
      第五次“围剿”的得手
  三  “CC派”与复兴社
      “CC派”的活动
      复兴社的活动
  四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迹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
      怎样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
      对“闽变”的镇压
      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
      同意“西安事迹”和平解决
蒋介石的抗战、妥协和反共
  一  蒋介石决定抗日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限度的变化
      蒋介石命令宋哲元抵抗
      统帅部会议
      庐山谈话与最后决策
  二  国民党军队是怎样抗战的
      抗战的准备
      比较努力的抗战
      武汉失守后又打了哪几仗
  三  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对日正式宣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与西安军事会议
      与史迪威相处
      派宋美龄赴美求援
      出席开罗会议
      几次会战与军事会议
  四  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分歧
      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
      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
  五  蒋介石的反共、压民、图西南
      蒋介石的反共
      蒋介石的压民
      蒋介石图西南
  六  蒋介石实施战时经济体制
      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建立战时经济体系
      建立四联总处
蒋介石在大陆的垮台
  一  蒋介石下山摘桃子
      争取下山摘桃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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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夺胜利果实
  二  蒋介石把老本拿出来拼
      打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向解放区进犯的失败
      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三  南京政权的垮台
      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三个主力军事集团被歼
      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
      和谈决裂
      “后事”的安排
尾  声——蒋介石在台湾
怎样评价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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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已担任杭州大学校长助理，《蒋介石传》作为历史书已于1989年由北京团
结出版社在国内首次出版，第一版就发行了五万册(以后连印十一次，发行三十多万册)。
我带着此书，赴京办公事，打算去八宝山干老的骨灰盒前祭拜。
这一天，刘炼教授与在京的家人陪我去了八宝山，可能由于干老去世二十多年了，大家伤心的感情有
所节制，而我还是第一次去，心情特别沉重。
到了干老的骨灰盒前，刘炼教授把那本精装的《蒋介石传》献上，只说了一句话：“干之，树标来看
您了。
”顿时，周围的空气宁静了，我站在干老骨灰盒前，凝视着干老的那张小照片，思绪万千，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
三十年前，1961年的时候，干老承担了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当时有关这次任务的来龙去脉是
保密的，干老也是按他几十年形成的“老革命”的组织纪律性，不向我们这些“下手”交底。
现在从刘炼的文字、李新的文字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刘炼在《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二十年》中说：“一天李新告知他(指干老)说：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
，中日关系问题固然重要，但外交部认为，向第三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更是现实的需要，毛主席
也多次讲要研究‘敌我友’。
为此，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研究一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何从联共走向反共，这个研究
对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
他还说：中日关系史学术价值更大些，而且提纲也写出来了。
不过这本《蒋介石传》也非你莫属。
”李新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序中说要写一本《蒋介石传》，“据说是陈毅同志
的倡议。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蒋介石联共、反共的历史，向反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政治
代表)说明，要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联合共产党，联合工农。
请看：当蒋介石联共的时候，中国革命就蓬勃发展，他也受到人民的拥护；当蒋介石反共的时候，革
命固然受到挫折，但终究还是要前进，并最后取得了胜利，而蒋介石自己却因背叛人民而受到人民的
唾骂和抛弃。
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不是很能引人注意吗？
”我有幸加入了助手的行列，给干老当“下手”，我承担的专题资料整理部分为“蒋介石是怎样上台
的”。
当时干老提示，蒋介石的上台可从四个方面去考虑：一是蒋两面三刀的手腕，二是骗取孙中山的信任
，三是江浙财团的需要，四是中共党内陈独秀的让步。
这可以说是抓住此题的中心。
怎么去整理这个专题的资料呢？
对我这个初学入门的人来说难度极大。
干老一面要我去读大量的书籍，如我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第一次读到台湾出版的为纪念蒋介石七十岁
而出版的上、下两大本《蒋介石言论集》(大红绸面、烫金字)，又读了《黄埔训练集》、《东征训话
集》、《庐山训练集》、《峨嵋训练集》，才知道蒋介石还有这么多言论。
从黄埔、东征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是赞同共产主义、仿效苏联、拥护共产党的，是爱护老百姓
、关怀士兵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
“从蒋介石在当时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达到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水平，符合了时代的要求。
这是蒋介石在思想上的高峰期。
”当时在干老的具体指导下，我对蒋介石的话做了大量的读书卡片。
对蒋的言论认识也很清楚，认为是“好话为先生说尽”，是两面三刀手腕的表现。
另一面干老又直接带我去全国政协文史委拜访许多老人(其实当时也并不老)，如东北军、西北军的一
些老将领，像阎宝航等。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传>>

这些老人讲述了对孙中山、蒋介石的看法。
刘炼在《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二十年》中对我们这段工作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首先他要求助手集中一段时间，按照研究所开列的马列主义经典书目进行系统学习，特别是毛泽东
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都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必须认真学习。
在这期间，他先拟出写作大纲和细目，大家反复讨论，每个人自认一个课题，分工编写专题资料长编
。
他曾对我说：这本书若要避免重复过去的书，就必须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政协成立了一个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尚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写回忆录，这是重要的资料来源。
当然，对这些资料要加以鉴别、分析，要对这些人进行直接访问，了解情况。
过去写中国现代革命史没有做这种基础工作，是一大缺憾。
为此，他亲自带助手采访重要的民主人士，同时要求助手们在编写专题资料长编时，一定要把文献资
料和调查访问结合起来。
他的几位助手在这一年里跑遍了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访问了大量有关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
前国民党军政要人，整理出每个人的回忆录，然后请教干之，再请一些知情人核对史实，最后收入资
料长编，并且一律用五百字的大稿纸抄清。
干之如同当年指导我们一样，仔细地阅读助手们写的资料综述，对原始资料进行核对、校正，在此基
础上指导助手们如何运用史料，对史料进行综合分析。
正是通过这些办法，使助手们深刻但很具体地理解了‘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这八个字的真实含
义。
”干老的具体思路与工作办法，深深地烙在我的身上。
尤其是陈伯达出事后，我想更应该写出一本新的蒋介石传以替代《人民公敌蒋介石》。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以教研室为工作室(因家里太小了，IN口之家，仅十几平方米住房)，将
要看的、要用的书(大概有IN五百本以上)在教研室展开，有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旧书，有台湾出版
的书，有内地出版的书(主要是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将这么多书综合起来，按照干老的一些构思，写
了近百万字(装订成厚薄不一的八本)讲稿。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出版希望了，才写成《蒋介石传》。
在本书的开头，我从心底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一直在坚持《蒋介石研究》的教学与写作，很想早
日把有关蒋介石生平的历史书写出来，以纪念干之同志，了结干之同志的最后一个心愿。
”给干老打“下手”的岁月，不巧是国家困难时期的顶峰，我一个月工资只够吃十几碗肉丝面，那时
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所在地)的对面是大同酒家，有“高档，，肉丝面供应，四元多一碗，刚毕业
的大学生一个月五十来元工资，正好可吃十几碗。
干老是高薪，月薪三百多元，可以进中国人民大学小食堂、政协小餐厅进餐，是内部价，专供高干用
餐。
干老就充分利用这一点特权，带我们(我可能是次数最多的)进这些餐厅改善生活，不过也不便宜。
有一次，在政协餐厅吃冰食品如冰豆腐之类，三个人一次吃掉了一百多元。
干老在自己房间里，不断地备些“高级”糖果与饼干(所谓“高级”并非质量高到哪里去，只是价格特
别高)，给我们这些“下手”补充点营养。
这对现代师生来讲，不可理解，但在那困难的岁月里，这可是相当高的享受。
记得我于1960年赴京时路过上海，我爱人在华东师范大学，也只买了几个桃酥饼给我路上吃。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底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队打前站去河北昌黎县卢龙镇贯彻周总理关于挽救
农村危局十二条时，近代史研究所伙房师傅给我做了一个半斤重的窝窝头让我在路上吃，并一再对我
说：“小杨子，在火车上要一天，这是一天的口粮，你要慢慢吃！
”当时我是用小刀削一片吃一片，若按那时的胃口与馋劲，一两口就能吃下去。
所以干老给我们准备的这些近似奢侈品，对我们来说称得上为高级享受。
干老还经常同我散步，常走的一条路是从东厂胡同经过灯市口，过东安市场，到王府井再回头。
冬天也是如此。
到了王府井，干老买了五六根冰棍解馋，买其他食品要票证，再一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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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吃着，也不觉得冰，至少那是一种食品，且有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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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次经作者再次修订特出版《蒋介石传(1887-1949)(最新版)》，以飨读者。
《蒋介石传》系作者20个春秋的心血结晶，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客观地反映了蒋介石的政治、军事
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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