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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蒋介石评传》序李敖1975年4月6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
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
”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
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
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
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
”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1935年，今年六十岁。
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
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
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
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
《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
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
⋯⋯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
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
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
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
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
、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
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
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
⋯⋯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
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
⋯⋯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
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中国四十七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
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
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
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
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
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
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
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
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
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
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
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
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
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更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
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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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
”了。
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
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地
写出真相。
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
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
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
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
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
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
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
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
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
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
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
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
。
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
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
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
”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
过一年。
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
，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
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UNMASKED: Chiang Kaishek，1887
—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力
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
《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
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
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
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
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
”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
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声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
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
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
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
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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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
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
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
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
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
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
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1995年3月12日，在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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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评传》一书以史料为经，严谨的考证为纬，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而以求真之著史
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能及其历史定位。
书中旁征博引，搜罗大量原始珍贵文献，揭露出蒋介石残害民主的真面目。
作者对蒋氏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但序文中由衷地表白，虽然在情绪上对蒋氏深深痛
绝，但在行文上却有史家的严谨，全凭证据“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徳之幽光”。
全书主旨，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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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35年生于哈尔滨，1949年到台湾。
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翘楚。
发表著作上百余种，被西方传媒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生平以嬉笑怒骂为己任，而且确有深厚的学问护身。
自称文章天下第一，狂妄之极，刻薄至极。
他曾说有的人可爱到可恶，有的人可恶到可爱，他自己恐怕两者皆是。
李敖是个奇才，他的作品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特具影响力的文字之一，他本人也成了当代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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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夫人断袖记——国民党变造、湮灭照片举隅
  毛夫人
  姚姨太
  陈夫人
  “上海姆妈”哀史
  只算两头，不算中间
  在照片上动手脚
  加伦将军之谜
  宋美龄和谁通奸？

  我对宋美龄致辞的疑问
  为宋美龄事质问《自由时报》
  为宋美龄事再质问《自由时报》
  宋美龄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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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
谱，甚至于1948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
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
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12世纪的周公。
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便说明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
伯龄”。
蒋介石颇感高兴，然而如此家谱，不过是后人的“创造”，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以及章炳麟为杜
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上比望族？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
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
比较相干的，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
蒋斯千字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到中年时，太平天国起事金田，攻占南京，江浙一带兵
荒马乱，蒋斯千勉强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亦名锦溪村）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以
酿酒卖盐为业，生意不错，营业因而扩大，兼售大米、菜饼、石灰等货色，奠定了家业。
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
蒋肇聪字肃庵，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此人更能经商，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于溪口镇上
占有三间店面，并设有作坊，雇用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资本不下两三千银
圆。
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埠头黄鳝”的绰号，意谓其人灵活，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俨然是乡里名人
。
他人既外向，喜欢管闲事，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
他的元配徐氏，光绪八年（1882）去世，继配孙氏，光绪十二年（1886）去世。
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蒋介石的妈妈。
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1820—1882）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
国的革命先驱，并说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继承他外祖父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15页），未免
挂钩得离奇。
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逝世时，
他仅九虚岁，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
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
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一度曾至乡
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
后来，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
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翌年（1887）10月31日就生下蒋介石，族名蒋周泰，小名瑞元。
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瑞菊不到几个月就夭折，大妹生于1890年，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
妻。
另有一弟弟名周传，小名瑞青，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活了四
岁。
蒋周传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
夫更痛苦，痛苦之余，做了两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规”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过继做蒋周传的后
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
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
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的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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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敖50年唯一自选集:蒋介石评传(套装全2册)》编辑推荐：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能驳倒李敖对蒋介石
的评价。
与其迷恋李敖说过什么，不如看看李敖写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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