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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天石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陶涵先生原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退休之后，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他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蒋经国传记。
为此，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来访问我。
我们一起交谈过。
我还陪他去访问过蒋经国当年的亲信贾亦斌先生，还曾联系奉化的朋友，为他在溪口开过一个座谈会
，调查蒋经国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状况。
当时我曾想，蒋经国留学苏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么办？
没想到，有一次在台北见面，他却已经和中研院近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处得很熟，谈话中，口口声声
“敏玲”、“敏玲”。
俞女士留学莫斯科多年，那时，正在帮助陶涵先生收集蒋经国留苏时期的资料。
那一次在台北，我还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广泛访问蒋经国当年的故旧和同僚。
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
后来，蒋经国传出版了，在西方学术界评价颇好。
哈佛大学出版社要他继续写蒋介石传。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他高兴，又颇为他担心。
蒋经国去世未久，故旧、同僚存世者颇多，广泛访问可以抢救记忆，掌握一些难见于文献记载的口述
资料，为著作增色。
但是，蒋介石的故旧、同僚却大都已经逝去，留存的文献资料则浩如烟海，难以尽读，陶涵先生阅读
中文的能力不是很过硬，他为了参考和引用的准确，利用中文文献时常须请中国专家先行翻译成英文
。
写蒋介石传，要读的资料实在太多。
行吗？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陶涵先生的《蒋介石传》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学术界仍然评价很
高，并且很快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一部历史著作能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独具的特色。
或以史实，或以观点，或以文字。
陶涵先生为写作《蒋介石传》，尽其所能收集、阅读、研究了相关文献资料，也访问了蒋氏故旧、同
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
美国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他又迅速前去阅览。
蒋介石日记，用文言、毛笔，以行书书写，没有标点，年龄大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顺畅，年轻一
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就会碰到一些疙瘩；对于外国学者说来，困难会更大，然而，陶涵先生仍然勇
敢地走进了胡佛档案馆的阅览室。
据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告诉我，陶涵先生为了理解准确，曾邀请中国研究生帮助，慎重选择，慎重翻译
，因此，本书利用了大量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可以说，他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写传的第一人。
陶涵先生是美国人，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熟悉美国政情，他利用这一优势，查阅了美国的国家
档案和保存在美国的若干中美政军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也研读了
许多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因此，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而
不是肤浅地了解蒋介石在美国的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状况。
中美关系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抗战开始以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
政要、军要之间交往频繁，美国政府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各个层面。
可以说，不了解中美关系史，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
1949年国民党迁台，这以后，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可以说，不研究那一
时期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往来，就无法阐释台湾1949年以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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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先生的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
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
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
蒋介石这个人，地位重要，经历复杂，历来争议不断，尊之者抬上九天，贬之者踩入九地。
即以毛泽东言，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称蒋为国民党中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领袖”，但是时间不
长，抗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即斥之为“人民公敌”。
古语云：盖棺论定。
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争论还可能持续若干年，而且，在历史的发展尚未告一
段落，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前，有些问题还可能无法作出结论，自然更难取得共识。
中国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
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辩论应该如此，历史研究更应如此。
所谓摆事实，说的是必须从严格的、经过检验的可靠史实出发；所谓讲道理，说的是在叙述史实的基
础上，提出思想，提出观点，作出结论。
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是基础，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
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优秀史著大都符合这一特点。
时移境迁，人们的认识会变化，观念会变化，但是，这些著作所保存的可靠史实仍然魅力常在，成为
各个时期不同情况下各类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研究的出发点。
我觉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长于太平洋彼岸，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可能会有某种隔膜，在阅读中文文献
时可能会有误读，某些叙述、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阙如，难免依靠猜测，例如，1949年
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本书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原则写
作的。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描写音乐时写道：“嘈嘈切切错杂弹。
”科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它不怕辩论，也不怕众声嘈杂。
在辩论中，在不同观点的切磋、攻难中，真相会显示，真理会昭明。
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新见迭出，这是大好现象，是
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百家争鸣”的表现。
陶涵先生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他对蒋介石其人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讲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优点，也讲了他的过，他的毛病和
缺点，这一总体把握是合适的，两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陶涵先生的经历、教养、思维方式都和中国人不完全相同，他以异邦人的身份
，能够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治团体之间的恩怨情
仇和利益需要，不以宣传，而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力争以科学态度比较全面地、客观地阐述蒋介
石丰富、复杂的一生，这对于人们了解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为其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自然是
有意义的，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本书与之不同，
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
自然，本书的观点可能有些读者同意，有些读者反对，我在台湾学界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写书评说好
，一位则写书评大骂。
这不要紧，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读者持开放心态，各种意见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思索，作
为我们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
陶涵先生的文字很好。
他以自己的语言叙述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一般不大段引用原文，因此，行文干净、流畅。
我觉得，陶涵先生本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精神，又有文学家对形象的
敏感。
本书在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时，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注重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心理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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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细节烘托。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作者的叙述能力高于其思辨能力，这就使本书的若干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可读
，给予我们写作人物传记以启示。
陶涵先生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很快就寄了一本给我，我在研究工作中，曾经参考过这本书。
其间，我在加拿大，在中国重庆，都曾有过和陶涵先生见面的机会。
陶涵先生希望他的书能在大陆出版。
大概是2010年的夏天，我正在胡佛研究所访问，陶涵先生再次写信，重提他的愿望，并且用特快专递
给我寄来了两部台湾翻译并出版的中文版来。
今年5月，中信出版社的王强先生通知我，本书决定出版。
我既为陶涵先生的著作有和大陆读者见面的机会高兴，也为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的进步高兴，因此
，在王强先生要求我为本书写篇导读时，我便愉快地答应了。
但是，一动笔，却感到“导读”太严肃，太正规，担负的任务过重，还是不如写篇序言，轻松、自如
一点儿吧！
是为序。
2012年6月2日写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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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此后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始终摆脱不掉“丢掉中国的人”。
其专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盖了他的复杂功过。
然而蒋介石是唯一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曾掌权的政治领袖，终其一生不断参与具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事
件，且其时间长度近代少有人能及。
蒋介石的一生牵动着现代中国的挣扎以及世界局势的复杂变换。

　　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的这本《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通过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
以及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在历史还原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以第三方视角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
的政治家。
他一方面敌视中共，却敬佩他们的纪律与效率；他多次受史迪威侮辱、冒犯，但训斥后便不再记恨；
他年少时曾经风流，却对宋美龄情有独钟；他思念儿子却谨守家国分际，不愿用条件与斯大林换回蒋
经国。
他要求属下忠诚至上，却也会行径残暴，运用一些拙劣的外交手腕。
本书是一本紧扣时代、贴近人物的蒋介石传记。
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介石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这本书里他的故事大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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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涵（Jay
Taylor）：美驻华外交官，哈佛学者，通晓中国事务。
曾任职美国驻台北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美国与中国建交后，任美国驻华（北京）大使馆政治
参事，后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现为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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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杨天石推荐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
　第三章 南京年代
第二部 抗战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
　第五章 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第六章 中国战区
　第七章 雅尔塔、东北和战后战略
第三部 内战
　第八章 妄想胜利
　第九章 大失败
第四部 岛屿
　第十章 荒漠甘泉
　第十一章 管理保护人
　第十二章 换档
　第十三章 尼克松及晚年
上卷注释
下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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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
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
三月一日，一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
打从战事开始，中方部队就有四千人阵亡、七千七百人负伤，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
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
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
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议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在他们眼里。
协议因此是非官方的文件。
三月，蒋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总参谋长。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乘机快速发展。
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三十个县、三百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
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集
结约四十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着对方兴建同心圆的碉堡。
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突围，往西边的四川撤
离，历时四年，其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壮观。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
果我们这次（围剿）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击。
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围剿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
军抢走。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指挥第五次围剿战役，采纳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
围拢。
这次他召集了八十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
护。
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战区盖了一万四千座碉堡，修了近两千五百公里的新道
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于黄海边、长城最东
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
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
一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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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蒋介石非但不是无能，反而是有远见，训练有素而且精明的策略家。
他精准预测了许多政治事件，其所在高度更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家难以超越的。
——华盛顿邮报这本由哈佛大学出版、陶涵执笔的迷人传记让我们看到，过去对蒋介石和国共内战的
传统观点是扭曲不实的。
这是第一本充分运用蒋家档案的蒋传，其中包括蒋的亲笔日记。
书中呈现的是一个微妙有远见的思想家。
——《经济学人》陶涵并未隐藏蒋的残暴和外交上的失败，他尊敬蒋介石是因为意识到，蒋以合理的
手段统治一个几乎无法被驾驭的国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国顾问，蒋更了解他的敌人们。
——《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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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中国百年最受瞩目的传记作品，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
以2006年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素材写的传记，紧扣时代、贴近人物、血肉丰满。
此书揽获海内外各项大奖！
 客观：第三方视角。
陶涵是美驻华外交官，哈佛学者。
他以异邦人的身份，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团之间
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
 权威：《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第一本完整引用蒋介石日记的传记。
不是自传胜似自传。
本书完整记录了蒋介石从出生到去世，88年神秘而复杂的一生。
陶涵亲赴胡佛研究所，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其做传的第一人。
日记坦陈个人心迹，直视内心，学界认为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
 深入：《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对材料的掌握史无前例。
陶涵遍访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熟悉美国政情，历访美国军政要人，查阅大量机密档案
。
对那一时期的中美，包括台美之间复杂关系的了解与深入前无古人。
其广阔深远的国际关系视角、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无人能及 颠覆：《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改以往对他
残暴古板的评价。
他年少风流，却对美妹情有独钟；他军功显赫，却最后一败涂地；他脾气极坏，却偶尔伤感哭泣。
全面呈现复杂矛盾的蒋介石，展现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
 有温度：蒋介石的一生，牵动着现代中国的挣扎，刻下现代中国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
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
抗日问题，他究竟有怎样的抉择？
蒋介石与宋美龄琴瑟相和，俩人政见相左时他如何抉择？
蒋介石遭遇尼克松背叛，失望无奈中他作何选择？
有温度的笔墨，再现历史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作序，史景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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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陶涵拿新史料为基础，以全新观点诠释蒋介石不凡、长寿的一生，并且对蒋的动机和行为提出具争议
但让人信服的新解读。
此一生动活现的论述，将会成为一本经久不衰的权威之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黎安友透过蒋介石日记的慎选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蒋介石的个人
特质。
日记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军事局势的生动细述，他让我们更贴近这些还在成形的思考。
因此某种程度上，陶涵在蒋介石与他置身的世界之间建构了更具个人感性的连结。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本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湾地区和美国）
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和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
本同类著作。
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专家  杨天石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