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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秘书一职古已有之。
在我国一般认为起源于夏代。
其职能很广，包括为领导辅助决策、管理信息、参与协调、协助控制、处理事务等。
秘书人员的工作要有超前性。
即把工作做在前头；深入性，即深入调查研究、加工等；拓展性，即尽可能地为领导和各职能部门提
供更多的服务。
秘书的权力除了是领导的助理外，也要向领导提出建议，对领导的决策下面执行情况进行督促与检查
。
这些就决定了秘书是很有影响力的工作人员。
正因如此，要求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要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渊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秘书机构大多称为办公厅（室）或秘书处（科），秘书人员主要分为政务秘书、事务秘书、专业秘书
等。
为培养合格的秘书人员，许多高校的中文系与行政管理系设有文秘专业或秘书专业，开设《秘书学》
课程。
本书综合性地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政界人物的10位秘书，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由于领导对秘书的拉动作用及秘书本身具有的素质，这些秘书不少亦成为名人。
本书介绍了这些秘书的主要传奇经历和趣闻逸事，努力做到将历史与人物熔于一炉。
作者除了参考与这些秘书相关的书籍外，还收集了近年来与书中秘书有关的报刊文章，以求写出新的
内容。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切望专家、读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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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性地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政界人物的10位秘书，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由于领导对秘书的拉动作用及秘书本身具有的素质，这些秘书不少亦成为名人。
本书介绍了这些秘书的主要传奇经历和趣闻逸事，努力做到将历史与人物熔于一炉。
    他们是目睹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与变革，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神秘而传奇的历史。
这些秘书的渊博学识、出众的能力等等重要特质，都是后人值得学习与研究的。
 　　本书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政界人物的10位秘书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
 书中写到了国共两党的重要政坛人物的秘书，他们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中
国近现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与历史名人。
这些重要人物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陈伯达，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戴季陶，段祺瑞的秘书徐树
铮，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李守仁的秘书程思远，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张学良的秘书高崇民，杨虎
城的秘书南汉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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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　（一）从管铁路、办银行起家　（二）问梁秘书长去　（三）为袁世凯复
辟帝制效劳　（四）金钱与政治的互动　（五）短命总理的前前后后　（六）强弩之末二、段祺瑞的
秘书徐树铮　（一）段祺瑞秘书兼军师　（二）被称为“二总理”的秘书长　（三）为段祺瑞打造天
下　（四）为国家建奇功　（五）徐靳之争与直皖战争　（六）谋杀与被谋杀三、孙中山的秘书胡汉
民　（一）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秘书　（二）从策动武装起义到成为广东省都督　（三）“宰相”秘
书长　（四）为挽救共和而斗争　（五）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六）从代理大元帅到失势　（七
）在廖仲恺被刺前后　（八）因幻想支持蒋介石　（九）国民政府立法的奠基人　（十）反对蒋介石
的专制独裁四、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　（一）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反清反袁　（二）孙中山秘书　（
三）投江自杀原因新说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五）国民党的理论家　（六）蒋纬国身世
新说　（七）考试院院长20年　（八）蒋介石的铁哥儿们五、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　（一）报界名人
　（二）蒋介石的秘书　（三）侍从室二处主任　（四）在矛盾的旋涡中　（五）抗战胜利以后　（
六）被政治杀死六、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　（一）少年思远，成为李宗仁秘书　（二）助李竞选和逼
蒋下野　（三）协助李宗仁和谈　（四）为李宗仁回归奔走　（五）归国后至“文革”前　（六）为
两岸的和平统一献计献策七、杨虎城的秘书南汉宸　（一）投身革命与杨虎城相识　（二）大有作为
的秘书长　（三）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　（四）在西安事变中对杨虎城的工作　（五）在战地总
动员委员会　（六）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七）对金融与贸易的贡献八、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　（一
）早期的历史　（二）建国前的毛泽东秘书　（三）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泽东秘书　（四）文
化大革命的“铁扫帚”　（五）陈伯达制造或参与制造的冤、假、错案　（六）贼上贼船九、毛泽东
的秘书胡乔木　（一）不平凡的学生岁月　（二）因杰出的文采被毛泽东所用　（三）身兼多种要职
的秘书　（四）庐山会议　（五）严于律己的榜样　（六）在十年动乱中　（七）在拨乱反正的年代
　（八）文坛佳话十、张学良的秘书高崇民　（一）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　（二）张学良的秘书　（
三）疏通张学良、杨虎城关系　（四）在西安事变中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工作　（五）为收复东北而
斗争　（六）情系张学良及东北军旧部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参考文献参考杂志参考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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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管铁路、办银行起家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5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冈头乡一
个教师家庭。
父亲梁知鉴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方书院讲学；小有名望之后，又先后在廉州、钦州、北海出任
商董。
梁士诒幼年时随父读书，主要内容自然还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这使他有较深的国文底子。
16岁在广州马鞍街青云书院学习时，与著名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是同学。
“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梁士诒，他热心科举，1889年20岁时考中举人；又
于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但都落第了。
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用武力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方式也已传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资
本主义的科学、政治思想也逐步传入中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渐渐成为时髦的主张，这对青年梁士诒产生了一定影响。
会试落第回乡途中，梁士诒经过当时深受近代资本主义影响的上海时，购买了一些从西方先进国家翻
译过来的书籍。
他对财政、河渠、道路等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回乡后常与一些也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
1894年，梁士诒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年授翰林院编修。
这期间他回家乡风冈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后被任命为国史馆编修，来到北京。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北京城內在战乱中夹杂的是入侵者的焚烧、屠杀、奸淫、抢掠与破坏，梁士诒
对这些极为愤慨却又无可奈何。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回到家乡到凤冈书院教书。
在国是日非的情况下，他想走教育救国之路，培养一批学以致用的人才，挽救国家的厄运。
1903年，梁士诒参加了清朝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因为他对经济方面的兴趣而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
次考试得以名列前茅。
但由于他与戊戌变法的首领梁启超同姓，名字的结尾“诒”又与另一首领康有为的原名祖诒的尾字相
同，一些坚决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在复试时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头康尾”，并竟然依此推断他
是康梁同党而未被录取，真是可笑之至。
此时的梁士诒，在直隶候补，几年过去，还未候补上正式官职。
他自认有才，却被闲置，心里很不平衡，便去找直隶总督袁世凯。
袁世凯为成其“大业”，正千方百计延揽各方人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京张铁路的修建者詹天佑便
是袁世凯起用的；而且，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著名的山东大学
。
袁世凯虽说很忙，但梁士诒毕竟是进士出身，不能不见。
袁世凯见到梁士诒后问：“有何特长啊？
”梁士诒实事求是地答：“我楷书写得好，能教书、会写诗。
”没想到袁世凯竟轻蔑地说：“书奴伎俩罢了，我属下这种人多得很，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
”梁士诒虽在经济方面有些知识，但感到还不够，便未提及。
事后梁士诒问袁世凯的手下人，得知袁世凯此时最需要外交和经济人才，便找来这方面的书籍以头悬
梁、锥刺股的精神昼夜苦读，感到掌握得差不多了，便再次求见袁世凯。
袁世凯见面嘲讽道：“还是写诗吧？
”梁士诒答：“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正钻研外交与财政方面的知识。
”说着便滔滔不绝地结合现实，大谈起外交与经济知识，很有见解。
这些正是袁世凯急需的，袁世凯惊喜之余，当即聘请梁士诒为财经顾问。
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还真没有看错人，梁士诒是个人才，特别是经济人才。
1905年2月16日，梁士诒以参赞的职衔随全权大使唐绍仪抵达印度加尔各答。
针对中国受鸦片危害深重的现实，梁士诒利用访问机会派人调查印度鸦片情况，并拟订出禁止鸦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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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方案。
1906年9月，由于唐绍仪、梁士诒的努力，英国不得不同意逐年减少运往中国的鸦片，并于10年内禁绝
。
印度政府也在增加生产税下抵回4000万卢比，中、英、印关于禁烟的协议达成。
清朝政府发出谕旨逐步禁止、吸食鸦片，要在10年内将洋烟、土烟之危害一律革除净尽。
因梁士诒的杰出表现，1907年被擢升为铁路总文案，即秘书长。
这一年，在新思潮的促使下，清朝也像西方那样设立了邮传部，该部的权力很大，不仅管邮政，还管
船运、铁路、电力。
1907年，梁士诒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条铁路提调处提调。
铁路是经济的命脉，何况当时全国铁路很少，梁士冶的职务可谓肥得流油，收入丰厚为京城之冠，梁
士诒因而获得“五路财神”的雅号。
任邮传部侍郎的唐绍仪其属下的司员多为广东人，该部渐渐为广东人所垄断。
有钱能使鬼推磨，梁士诒充分利用其财大的优势，以铁路收入买通邮传部尚书、侍郎等重要官员，结
交部里权贵；再以同乡的关系打点同事。
他渐渐形成气候，在邮传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一些人看着眼红，便上折子参奏梁士诒。
虽然参奏的折子不断，但掌权者均已被梁士冶用金钱收买，反倒为他辩护，梁士治愈发胆大起来，上
下其手，终于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派系——交通系，成为梁士诒以后在政治上逐渐发家的基础。
那时中国金融业还很不发达，外国银行打入中国后，清政府也仿效它们成立了银行。
熟悉经济而又头脑灵活的梁士诒看出这个问题，便依据西方开办银行为标本，向当时邮传部尚书陈壁
建议设立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
”邮传部此时正为筹款赎回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动脉——京汉铁路发愁，梁士诒的建议是解决这一大难
题的新路子，于是很快得到批准，力求用交通银行“以振实业，挽回利权”。
交通银行定为官商合办，资本为500万两，官股占4成，由邮传部所管的船运、铁路、电力、邮政的存
款往来，划归交行，其余6成由民间筹集。
此时，以晋商为代表的古老钱庄已经退出金融界，全国的银行业刚刚兴起，有通商浚川源、浙江铁路
、兴业等几家银行，势力均不够雄厚，而资本雄厚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开办的银行对它们严重挤
压。
走向危亡的清朝，政治日益腐败，各帝国主义国家乘虚而入，大肆进行经济侵略与掠夺，外商银行显
然起到帮凶的作用。
梁士诒制定的银行38条得到批准后，交通银行在1907年底正式成立。
交通银行的官股虽然来自船运、铁路、电力、邮政，但主要还是由梁士诒主管的5条铁路提供，梁士
诒为创立该银行做了不少努力，因而被任命为交行的帮理。
实际上，因为他掌握了主要的金融来源，也就控制了该行。
不久，五路提调处改为铁路总局，梁士诒任局长。
身兼局长与银行帮理二职的梁士诒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银行与路局不断安插自己的人，使交通系的势
力不断壮大，梁士诒也因此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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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秘书》不您讲述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经典的传奇人物最新的历史揭密——20世纪中阅政坛最有影
响力的秘书的人生经历与传奇故事。
他们目睹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变革与变迁,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神秘而传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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