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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谁是蒋介石的。
”在台湾长大的梁文道先生说，“因为我在台湾上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蒋中正，却不知道他原来也
叫蒋介石。
在我们上小学的年代我们甚至不会叫他做蒋中正，我们都叫他做蒋公，他死了之后我们就叫他做先总
统蒋公。
”在大陆，蒋介石却是个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式的人物，可惜，名字前往往被冠以“人民公敌”“反
动派”“独夫民贼”等，甚至一度被称为“蒋该死”“蒋光头”，至于“蒋中正”“先总统蒋公”，
那时“不知道”的。
为何一人身居如此多名头，且两岸反差如此之大？
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根据亲眼所见蒋介石日记，为你解开答案！
《蒋介石日记解读2》是继08年度十大好书《蒋介石日记解读1》之后，杨天石先生的沥血之作，在书
中，你会看到：“不抵抗主义”的口号并非出自蒋介石，而是另有其人！
美国三次打算原子弹轰炸中国大陆，帮蒋光复民国，都被其拒绝！
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之前，蒋介石早就有了“持久战”的思想！
共产国际打算扣留蒋经国，以此要胁蒋介石，蒋介石宁愿绝后，也不为所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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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
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炎黄春
秋》、《同舟共进》、《中国书画家》杂志编委、《世纪》杂志顾问。
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史坦福大学等校访问学者。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国民党史。
著有《揭开民国史的真相》（7卷本）、《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杨天石文集》、《寻求
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海外访史录》、《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辛亥前
后史事发微》、《横生斜长集》、《朱熹》、《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黄遵宪》等。
与人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中国通史》第12册、《南社》、《南社史长编
》等。
主编有《〈百年潮〉精品系列》（12卷本）、《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中文版，3卷本）等。

其近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辑获大陆2008年十大图书奖、香港2008年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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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国共关系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1926年6月26日：晚在东山寓次与力
子谈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而其基础则在下级士兵也。
  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并    1937年1月30日：对赤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
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
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之裔，则于其穷无所归时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也。
二、对日策略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
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
扩大战事的借口。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        1938年3月5日：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
；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
  汪精卫的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    1939年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    1940年3月31日：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会，宣言
三十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
现之心理，其愚劣实不可及。
窃恐古今中外亦无此之妄人也。
三、国际外交  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抉择    1940年7月6日：美与苏均超然欧战之外，我自当本一贯之方
针加紧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合作；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持现存
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并打破敌之阴谋，以期有裨我抗战建国之前途。
  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之一    1941年7月1日：若不再
与（德国）绝交，则国格将有所损。
  蒋介石与德国内部的推翻希特勒的运动——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之二    1944年7月22日：本
周倭阁东条已倒，德国希特勒被刺未死，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固为可慰。
然而敌国败后我不能自强，则虽胜犹败，究有何益乎！
因之焦灼更甚矣。
  宋美龄与丘吉尔——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之一    1943年3月28日：丘吉尔演说遗弃我中国，其对我侮
辱可谓极矣，但此为其坦白肺腑之言，实于吾有益。
其后艾登虽在美为其修正补充，不过更增英国虚伪欺诈之劣行而已。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之二    1943年5月17日：西藏为中国领
土，我国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国家预问。
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义，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
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义。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之一    1945年11月4日：今日得见韩国革命党员能有
回其祖国之一日，而由余扶掖以成之，岂能不归耀于上帝乎！
惟祷祝其能早日独立耳！
   蒋介石与尼赫鲁——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之二    1939年9月2日：其人（尼赫鲁）思想与言行，皆甚有
条理也。
    1942年2月19日：彼（甘地）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开罗会议前后侧记    1943年11月24日：甚觉其（罗斯福
）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泛泛政治家所能及也。
 ⋯⋯（丘吉尔）狭隘浮滑，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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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政治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1942年1月9日
：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1947年3月7日：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
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多，陈公侠（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事至燎
原，乃始求援，可叹！
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
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
善后方策，尚未决定。
现时惟有怀柔。
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五、迁台之后  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反省    1949年12月30日：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
攻的根据地。
    1950年1月25日：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与李宗仁在美抗争    1950年2月2日：（李宗仁）仍以政治、外交为儿戏，毫不
负责自罪，无耻无赖。
  蒋介石三次反对用原子弹进攻中国大陆    1953年7月12日：再不要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复国。
该国之政策与诺言绝不能信赖，其幼稚、冲动、反复无常之教训，如果自无主张与实力，若与之合作
，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
六、婚姻家庭  蒋介石、宋美龄的恋爱与婚姻    1927年9月 23日：与三弟（宋美龄）叙谈，情绪绵绵，
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
”。
  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    1926年3月16日：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
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
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
我对于你（蒋经国），名称虽为父子，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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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1）蒋介石日记一出，中国近代史要改写？
中国大陆查阅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第一人、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沥血之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
石日记解读2》剔除“内战时期的情绪”，公正审视蒋介石的一生不抵抗，不是不愿抵抗　　“我小
时候是不知道谁是蒋介石的。
”在台湾长大的梁文道先生说，“因为我在台湾上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蒋中正，却不知道他原来也
叫蒋介石。
在我们上小学的年代，我们甚至不会叫他做蒋中正，我们都叫他做蒋公，他死了之后我们就叫他做先
总统蒋公。
”　　在大陆，蒋介石却是个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式的人物，可惜，名字前往往被冠以“人民公?”“
反动派”“独夫民?”等，甚至一度被称为“蒋该死”“蒋光头”，至于“蒋中正”“先总统蒋公”，
那自然也是“不知道”的。
　　一说起九一八，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不抵抗主义”，紧跟“不抵抗”的肯定是蒋介石，这是我
们的小学课本乃至中学历史书里一直所教导的。
　　长大后，慢慢学会思考了，就想，蒋介石这家伙莫非脑子进水了？
他可是中国人啊！
 别说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连抗战胜利四十余年后出生的小老百姓我们，都对小日本统
治我华夏子民恨得牙根痒痒，堂堂一国之主，行不抵抗主义，被小日本欺负，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当初玩三国游戏的时候，自己边境上的城市常常遭受敌人的攻击，有时敌人多了，打不过，只好
“不抵抗”，往内地撤，任敌人肆意占领。
敌人占领城市后，往往相继增兵，去夺，还是敌不过，怎么办？
只好继续放弃被占城市附近城池，把自己人员聚集一处，敌人眼见附近城市空缺，必分兵占领，兵力
一散，我方进攻的机会自然来到，收复并歼灭敌人自不在话下⋯⋯　　想想蒋介石统治时的中国，与
游戏里自己的处境何其相似也。
　　不是不愿打，实乃心有余力不足也。
　　以卵击石，卵必破，何不行“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呢？
这也是蒋介石行不抵抗主义的最根本原因吧。
更何况不抵抗的始作俑者是张少帅学良先生，9月18日那晚，张少帅正在戏园子里看戏，“开场管弦正
相摧”呢，哪管什么“告急军书夜半来”，可是“奉天已陷”了，英明的张少帅怎么能丢掉老子的“
祖屋”呢！
还好，有个顶头上司，于是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轻而易举，移花接木，化解了民怨。
　　有苦难言的蒋公中正先生也只好背上这一黑锅了，谁让咱泱泱大国毫无实力抵抗弹丸小国呢！
还好，蒋公中正不忘自己的老乡勾践先生，常常学习这位先辈，在日记里不断警惕自己：“中国若要?
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
”（1938年12月16日）“我国坚决抗战，实为保持我主权之独立与领土主权之完整。
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
空军全部撤退。
”（1941年8月29日）　　后来的历史证明：的确，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寇。
注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不抵抗主义”究竟与蒋介石有多少关系，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在所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
石日记解读2》里有更深入的分析，这本书里还有提到：美国三次打算原子弹轰炸中?大陆，帮蒋光复
民国，都被其拒绝！
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之前，蒋介石早就有了“持久战”的思想！
共产国际打算扣留蒋经国，以此要胁蒋介石，蒋介石宁愿绝后，也不为所动！
⋯⋯　　忘了说了，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若提到日本，多以倭代之，很少有日本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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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日记一出，中国近代史要改写？
！
中国大陆查阅蒋介石手稿本第一人、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沥血之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
记解读2》剔除“内战时期的情绪”，公正审视蒋介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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