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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也反思，败也反思，识时务者为俊杰。
有人说蒋介石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
”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
”李宗仁说得更是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
第一。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起初仅是一个无名小辈，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却花了不到十年的功
夫，在争权夺利的博弈中独占鳌头。
其成功之道，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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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尚志　　1.不求“功名”爱武装　　按照父辈的期望，蒋介石应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走
上仕途之路，或者通过经商谋求发达。
可是蒋介石却到日本学习军事，做出了对自己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选择。
　　事例：浙东地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誉。
出生在这里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
　　按一般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孩子的预期，家里父辈更希望他金榜题名，用功名光宗耀祖。
年少的他或许隐约地感悟到长辈的心愿，这可以从他将自己的名字蒋尚清改为蒋介石一事中揣摩出来
。
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彖》日：“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
原因是居中得正。
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辞，表明了父辈对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为蒋介石仕途创造物质条件的父亲却在他9岁时离开人闻，这一重任留给母亲王采玉
。
尽管家境由盛转衰，但王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让他到私塾就读，期望能获取功名，在仕途上能发
达起来。
　　蒋介石并没有循着家长设计的人生轨迹坚持走下去，而是由学文改为习武。
自古以来，行伍群体受人鄙视，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
蒋介石为什么会不爱“功名”爱武装昵？
促使这一志向确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
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天资聪慧，又调皮好强。
村里的男孩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枪，玩“打仗”游戏，他总是自封将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
。
孩子们有时被战斗得衣破鞋丢，手伤头破，号哭而归，家长们便上门告状问罪。
初入私塾时，蒋不服先生管教。
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马上倒地撒泼耍赖。
因其自小顽皮，乡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带上“无赖”二字。
因此从军同他的秉性比较对路。
　　第二，求取功名无门，只得另辟他径。
他本想走科举获取功名之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他赴宁波赶考。
但这次应考使他决意放弃这一志向，主要动因是名落孙山，通过文功获取功名无望。
　　更深层的原因是，蒋介石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
蒋介石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
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
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
“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
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
　　回家之后，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学教育。
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吧。
我去求你琴风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
”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
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
”后来，王氏又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同意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风麓学堂求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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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
，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
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
于是蒋介石愤然退学。
　　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蒋介石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
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
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
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
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
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
人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
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
蒋介石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他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
”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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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以王阳明为榜样，以《王阳明全集》课子;又视曾国藩为“祖师爷”，以《曾文正公家书》
子。
王与曾均为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之不二奇才，蒋氏父子自只能“心向往之”，文不能及，武亦不
能及⋯⋯　　李宗仁论蒋：“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天下第一。
”卫立煌论将：“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
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领，看谁负责。
”　　孙殿英论蒋：“蒋介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将钱撒出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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