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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涵先生的著作《蒋经国传》，中文版权由时报出版公司取得，即将发行上市。
这是西方学者针对这位重要的中国台湾领导人，首次撰写的一本宝贵传记。
《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和我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多次谈到，企盼有人对中国现代史加强
研究。
我试图劝说余先生把他见证中国这段动荡岁月的一生事迹，写成他的回忆录。
余先生在中国大陆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来台湾后创办《中国时报》的成功事迹，对台湾的社会
正义和政治革新的正面影响，就足以写成好几卷皇皇纪录。
我诚心希望余先生肯口述其一生行谊，嘉惠后世。
    我和余先生在交谈当中，产生了给蒋经国先生写传记的构想。
我们两人都认为，客观记载蒋经国一生功业行谊，饶富历史意义，尤其他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发展，
贡献特别重大。
余先生非常大方、睿智、有远见。
他答应我，如果我能找到一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作者，肯投注相当时间、精力，收集资料，从事研
究，客观地把蒋经国的生平事迹及对他的影响写成专著，他乐于出资赞助这一个有意义的计划。
余先生认为，蒋经国的经验和他在台湾的成就，对于全球华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典范。
    陶涵先生就是我们中意的上选作者。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与我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同事，他的知识学问、待人处世，均受人敬重。
他也写过好几本颇获好评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政治发展背景有深入的了解。
陶涵先生亲自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位认识蒋经国先生、在蒋先生属下追
随任事的朋友、旧部，可谓博采周咨，完成本书。
我衷心盼望，本书将是研究许多重要中国政治领导人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系列丛书的开路先锋。
    我相信，东、西方的读者都会同意，这本传记忠实地记录下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之一生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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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从国际的视野和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历史以及蒋经国个人的历史，
描述了蒋经国一生的政治、经历、军事和社会活动，以及蒋经国所处的时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以及国际
大背景。

　　本书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未公开的资料，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
美国中情局、国防部门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发掘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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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涵（JayTaylor），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文及中国事务，1962年
至1965年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和分析。
美中建交后，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任政治参事，后又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是经验丰富的中国事务专
家，数种专著行世，学界颇有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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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其介如石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乃是中国四千年以来最屈辱的时期。
1636年，为数二百万的满洲人入关，击败明朝统治下一亿二千万汉人，建立大清帝国。
但是，这个“蛮夷”征服者的王朝，一如蒙古人等夷狄君主，承认汉文化的优越，采纳其语言典章制
度，维系传统社会，依赖儒绅和乡间精英来安定政权。
关内领土虽被征服，大汉文明则昂然得胜。
西方列强在19世纪叩关中国，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洋鬼子”不仅兵力强盛，也不接受中华文化的卓绝高妙。
历经五十年的否定，虽然间歇起而抗拒，却频频在欧洲列强和日本手下尝到羞辱败绩，中国人的信心
已失。
中国这种失落、惶惑的感受很难以文字形容。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已经倾覆。
到了19世纪末叶，蒋氏家族在溪口镇山村卜居已有数百年之久。
蒋经国的曾祖父蒋斯千拥有五亩山麓竹林和一小块水稻田，后来他取得贩卖盐、酒专利，家境大为改
善。
溪口蒋家盐铺在玉表公（蒋斯千）儿子肃庵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蒋家晋升为“非士绅的精英”
之列。
肃庵公决心要子弟以中国人的方式——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更上层楼。
溪口镇位于华东滨海的浙江省，距奉化县城坐轿子或步行，足足要花一天的工夫。
平民百姓也可以坐船由水路到达宁波这个鸦片战争后开放给洋人通商往来的港埠。
山林四周的丘陵散布着野花、野鸟、稻田和茶林；不远处是陡峻的高山，距溪口镇十公里路，就是一
千公尺的雪窦山，山上有一座雪窦寺古刹，远近驰名。
蒋家盐铺有围墙和内庭，一家人就住在盐铺楼上。
肃庵公的正室生下一子一女后谢世；第二房太太不曾育子，也先行辞世；1886年，肃庵公第三度做新
郎，娶进王采玉为妻。
王氏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村落，当地唯一的农作物收成就是竹子，但是她精明干练。
王氏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自幼缠脚。
即使两代之后的蒋经国，依然可以见到农民背负着行动不便的妻子到田里，胼手胝足，爬伏在田里劳
动。
1887年，王氏在蒋家盐铺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生下一个男孩。
祖父玉表公给这个孙子取名瑞元，也就是日后的蒋介石。
王氏教子甚严，但是却不脱中国传统，对孙子十分溺爱。
蒋家盐铺慢慢发展成供应一般物品的商店，全家薄有积蓄。
1889年，蒋家搬到武岭街上一栋中产阶级的新居，新房子有两层楼，距街口约三十公尺开外。
新居周围多数房舍（事实上，整个溪口镇都是）属于蒋氏宗亲所有。
王氏不久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其中一人早夭。
蒋介石的异母兄长蒋介卿自幼聪颖好学，极受父亲宠爱。
介石也早早进入私塾，接受古典教育。
1894年，王氏又产下一个可爱的男婴瑞青。
1896年，肃庵公突然逝世，得年仅五十。
家庭骤遭变故，于是将蒋介卿过继给他的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
由于当时女子不得拥有财产，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圆收入的
竹林及水稻田。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
梅当时还有一名大约同年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
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可亲，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王太夫人特别看中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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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福梅在家时可能也学了几个字，但是基本上，她和婆婆一样只能说是文盲，在晚年还得央人替她读
儿子寄回的家书。
婚礼在1901至1902年的冬天举行。
毛福梅后来表示，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可是
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日渐冷淡。
1899年，义和团这个狂热反外的秘密社团在全中国兴起，拆毁铁轨、杀害传教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并以烧毁颐和园来报复义和团的过激暴行。
这场动乱，在奉化县跟在全中国一样，更进一步挫伤清廷的威信。
中国国内及海外华人社会已经出现了革命主张。
19世纪保守的“自强运动”维新主张逐渐失势，代之以更激进的救国主张。
蒋介石还在私塾里读书之际，在香港学医出身的孙逸仙已在世界各地旅行，争取华侨支持他的革命目
标——通过平均地权，重新分配土地，把中国改造成为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进而经由一段时间长短
不确定的“训政时期”，把中国带到民主的道路上。
帝俄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满洲取得极大特权。
1905年1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把俄国人赶出旅顺和奉天。
更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当年5月，日本舰队在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大将率领下，歼灭俄国由
波罗的海开来参战的大型舰队。
四十年之前，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个传统、保守的国家，可是在略为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日本的富
国强兵政策已经奏效，所具备的工业基础和海军兵力，已能一举击败欧洲强权。
蒋介石因而有志投笔从戎，决心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由于无法取得日本军事学校的入学许可，蒋介石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即日后的保定军
校）。
不久，他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研修，这所学校相当于日本军官学校的预备班。
周末在东京休假期间，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频繁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
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的秘密总部的工作，但没有回溪口老家。
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不识之无。
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
二十年之后，蒋经国有一封致母亲的信函，还提到父亲如何抓住她头发，把她拖下楼的往事。
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
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王太夫
人深信不疑。
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
王太夫人带着媳妇赶到上海。
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
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1910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毛福梅临盆。
王太夫人请来接生婆，陪嫁婢女阿王也在旁协助。
福梅在蒋家宅子楼上待产时，王太夫人和亲友在楼下品茗等候。
好不容易，男婴落地，接生婆切掉脐带，用红盆温水洗净婴儿，包好，送给累坏了、可又骄傲的毛福
梅抱抱。
王太夫人听到婴儿啼声，赶紧上楼探望。
同一天，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
她也要求蒋介石准许她在族谱上把男婴登记为瑞青的儿子（瑞青是蒋介石幼弟，极受母亲宠爱，但是
四岁就夭折）。
蒋介石一口答应。
因此，根据蒋氏族谱和奉化县的记录，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
此时蒋介石已从振武学校毕业，派在日本陆军当列兵，准备升入军官学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传>>

他没有记下获悉做了父亲消息的感想；1910年夏天，他再次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地下工作，也同样没
有回溪口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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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蒋经国传》，在众多描写蒋经国生平的作品中是较为知名、也备受好评的一部。
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一些与他生前过从密切的部属和朋友即发起动议，即为他策划撰写一部“非
官方授权”的传记，力求客观、信实地反映蒋氏的一生。
时任台北“中国时报”董事长的余纪忠先生，主动提出以个人名义出资赞助这一写作计划。
几经斟酌，最终选定美国哈佛大学Jay Taylor(陶涵)教授为本书的执笔人。
    本书的著者陶涵，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20世纪60年代曾任职台北，负责政情报告和分析；中美
建交后，又一度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参事，后来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工作，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
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通晓中国语文和事务，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且著有专书数种，在学界素有盛誉
，由他来撰写蒋经国这样一位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史中作用
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传记，堪称得人之选。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十分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采证。
本书写作历时三年之久，一半以上的时间和财力都用于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
为了完成本书，作者专程三访台湾，两赴大陆，足履遍及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
州及台北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迹和佚事，仅当面采访的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就超过一百
六十人。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通过大量引用前苏联及美国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尚未公开的材料，发掘了不
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
作者甚至运用“美国资讯自由法”(FOIA)，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国务院等机构提供涉及蒋
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
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在当时都堪称是空前的，英文本的《蒋经国传》，仅
注解和索引就多达九十页。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写作者从动笔伊始，就力求以中正、客观、充分、全面的立场，记录蒋经国一
生的行谊经历，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
据陶涵自述，在与本书的出版赞助人余纪忠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作者即明确提出，  “会客观记述蒋
经国的一生事迹，正、反面评价和争议性评价，都会兼容并包”，并特别强调，即使是蒋氏性格和处
事的若干瑕疵，也不会曲为之讳。
余纪忠不仅慨然同意，而且在全书的撰著过程中，也实际遵守了这一承诺，从未对作者的研究和写作
施加影响和干涉。
    如上所述，《蒋经国传》以大量的史料、访谈和经历描述了蒋经国一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
活动，以及蒋经国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背景及国际大背景，特别是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从国际
的视野和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历史以及蒋经国个人的历史，可以使中国读者产生特殊的感受，对读者了
解中国现代历史和蒋经国的个人历史均很有帮助。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特意引进此书的中文简体版权，推荐给广大读者。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总体而言作者的叙述是客观而中立的，但终究是外国人，对现代中国的一些历
史事件和人物的观察和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对所据资料细节的考证上也偶有疏误失察，相信读者能对
此给予甄别、理解和宽容。
    《蒋经国传》2000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同时推出英文、中文繁体版本，引
起很大反响。
中文繁体版迄今累计销售已超过十万册。
内地新华出版社曾于2002年引进中文简体版权出版，可惜囿于当时的出版环境和政策所限，有较大篇
幅的删节。
2009年蒋经国诞辰一百年之际，台北时报出版公司适时推出新版，作者陶涵特为新版撰写了前言，概
述《蒋经国传》出版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迁。
我们此次引进的，即是这一最新的版本，除个别内容和表述方式有所删节和修改外，基本保留了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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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貌。
同时，书中附有八十余幅蒋经国生平图片，都是国内首次发表。
    本书中文简体版得以顺利出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诸多朋友提供了多方便利和
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李燕先生也欣然应允，为本书题签。
简体版初版后，许多热心读者给我们来信，对书中若干疏误提出指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次推出精装版，编辑采纳多方意见，对全书再一次做了全面的校订和修正，以期这部已被历史证明
有独特价值的蒋经国传记，以更为完善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出版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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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
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马英九 曾任蒋经国秘书蒋经国已死了多年，但从各种民调显示，蒋经国仍高居政治人物声望
的第一名，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样
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狮身像，永远是一个难解之谜。
　　——胡忠信 知名电视评论员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
，我们岂可轻予认定？
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丽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
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李敖 著名作家、政论家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最优领导人。
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
，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
　　——南方朔 知名政论家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传>>

编辑推荐

《蒋经国传(最新全译插图本)》编辑推荐：蒋经国之后，台湾历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代领导
，然而每次民调显示，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样人物，究竟
有着怎样的魅力和经历？
蒋经国和邓小平是莫斯科的同学，隔着海峡，一个推行改革开放，一个力促“十大建设”，一个成为
“亚洲四小龙”，一个建立现代化强国，是偶然还是巧合？
为什么他自章亚若死后，终其一生不见儿子章孝严、章孝慈一眼？
为什么两位私生子却成了蒋家第三代中最优秀的继承人？
为什么蒋家第四代成了悬崖边的贵族，为什么他们天生逆反政治？
蒋经国传 陶涵作品 强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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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
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马英九 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蒋经国已死了多年，但从各种民调显示，蒋经国仍高居政治人物声
望的第一名，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
样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狮身像，永远是一个难解之谜。
——胡忠信 知名电视评论员、倒扁四人组成员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
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
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
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李敖 著名作家、政论家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最优领导人。
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
，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
——南方朔 知名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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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