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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字左右）
他在东征北伐和中原大战中，仗剑执盾，纵横捭阖，史称“飞将军”；他平息蔡廷锴等发起的“闽变
”，导致中央红军战略上被动；他多次“围剿”红军，致使黄公略牺牲，方志敏部伤及元气；他抓获
并杀害瞿秋白、何叔衡、宣侠父，接纳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对国共关系影响深远；
他既是“中山舰事件”的急先锋，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促成者。
台湾国民党史书谓：蒋鼎文生平所行这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中华民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他在民族危亡时，北上淞沪抗日；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谈判，是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当事人；他在
陕西严密布防，使日军未能西越黄河，当地免遭涂炭；“河南战役”虽因各种原因折戟沉沙，然其可
歌可泣的“战场遗书”，当是国民党最高军阶将领誓死抗日的心声；
他多次拒任蒋介石委以的军政要职，对国民党政权的前景，已感失望；他赴台初期，监斩陈仪，审判
吴石，为国民党政权的绵延，不遗余力；
他关爱家乡，有些公益事业延续至今；他临终叮嘱，墓地须朝向西北，以面对大陆，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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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近现代史志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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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大年三十(1895年1月25日)，晴空薄云，微风送温。
浙江省诸暨县盘山村，心急的人家在午时时分就开始摆上供品谢年，祭拜天地的爆竹声不时响起，香
烛味、火药味阵阵飘忽，过年的气氛浓重弥漫。
    然而在蒋子朗家，尚无过节的气息。
老婆杜氏的肚子昨晚起阵阵疼痛，孩子尚未生下，接生用的开水，热了又冷，冷了又烧。
接生婆神色凝重，额头上不时沁出阵阵汗珠，但孩子在娘肚子里就是不肯出来。
蒋子朗在门外踱来踱去，焦急得不知怎样才好。
突然，一阵响亮的哭声传出，孩子呱呱坠地。
接生婆冲门外的蒋子朗大叫：“恭喜你了，是个胖小子。
”    囿于农村多年习惯，其时的蒋子朗还是不能跨入内房。
突然，接生婆重重地叫了一声“咦”，蒋子朗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连忙投去急切的目光。
“这孩子脚下怎么有这东西？
”再也顾不得传统了，蒋子朗大步闯入，俯身一看，孩子的脚掌凹陷处有一颗硕大的红痣，在小小的
嫩脚上特别显眼，红痣上的柔软细毛，缕缕清晰可见。
    对于这种异常，蒋子朗心中不太踏实，刚过完除夕，他即去找算命先生，报上生辰八字，并特别说
明儿子脚上的红痣。
算命先生屈指掐算，喜滋滋地对蒋子朗拱手道：“你家要出人头地了。
”忙问何故，算命先生正色说道：“脚掌生红毛，将来必定走四方，还是一个飞毛腿。
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子朗弟到时不要忘记我啊！
”    自此后，蒋子朗家生了个“了不得”的小孩就远近传播开来。
    盘山，又名磨石山，因村西的一座山形似磨盘而得名。
村前有一条浦阳江的支流，原称浣水(今名陈蔡江)，从会稽山主峰东白山发源而来，河水清澈，深可
泛舟，人货运输，大多通过竹排往返。
村边还有一条陆路，通往30多里外的县城。
盘山是诸暨的一个大村，现有700多户人家，主要是蒋姓宗氏。
    蒋姓在浙江有三个大族，即奉化蒋介石一支，海宁蒋百里一支，诸暨蒋鼎文一支，均系南宋时期从
江苏宜兴辗转迁入浙江定居。
诸暨蒋姓主要分布在盘山村和湄池浒山村。
浒山村的蒋姓闻人有文学名家蒋智由、蒋瑞藻，军事名家蒋尊簋等；盘山村的蒋姓要人有国民党高级
将领蒋伯诚、蒋鼎文、蒋志英等。
诸暨还有一个蒋姓分支约在清朝中叶迁至绍兴，即中国近代银行家、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蒋抑卮
和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这一族。
    盘山蒋氏在民国时期的中兴，契合了剧烈变动的时代，蒋伯诚、蒋鼎文等投身军校，随之从军，凭
借军政才干，脱颖而出，建功立业，步步高升，位至军中至尊，随后又影响乃至泽被周围之人。
蒋鼎文家世代业农，曾祖蒋瑞玉，祖父蒋占治，又名陞魁，曾人武庠，祖母张太夫人，1870年9月28日
生下长子蒋子朗，也即蒋鼎文的父亲(名尧，字子朗，以字行)。
蒋子朗15岁时，其生母病逝，蒋占治继娶俞氏，生次子蒋福根。
尚有姐妹四人。
蒋子朗娶杜家山杜氏为妻，于25岁那年生下蒋鼎文，后又生一子一女，子为蒋鼎五，女为蒋昭容，嫁
给同村黄永禄后不久病故。
还有兄弟姐妹六人，未及长成而夭折。
    从《蒋氏宗谱》上反映，蒋子朗为“关”字辈，蒋鼎文为“睢”字辈，“睢三百二名，名鼎文，字
宝篆，号铭三，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二月三十日午时”出生。
弟弟蒋鼎五，字周人，号亚宗，生于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银行会
计学系毕业，获商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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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所有农家一样，蒋氏家境清贫，且耕且读。
蒋鼎文祖父蒋占治，考入武生学堂，未获大的发展。
父亲蒋子朗读书禀赋甚好，在就读私塾时就受到东阳名宿吴鞠泉赏识，本想继续升学，终因家贫不得
不中途辍学，作为长子，自然过早地挑起了赡养家庭的重担。
    蒋子朗是个急公好义之人，善为邻里排解纠纷，家境虽不宽裕，还时不时做些慈善义举，久而久之
，凝聚了一批亲朋好友，在四邻八乡享有威望。
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已难有大的前程，就把家庭的希冀和前途寄托在两个儿子身
上，对他们悉心培养教育。
    蒋鼎文5岁那年，他的大舅杜兆麟在杜家山主持私塾。
杜家山是个小山村，离盘山有10多里路。
蒋子朗不顾蒋鼎文年幼，把他送到杜家山，寄居舅家。
幼年的蒋鼎文有时白天上山捡柴，晚上与外婆在油灯下诵经伴读，生活清苦，然甘之如饴，如此约
有4年时光。
    到了蒋鼎文9岁那年，蒋子朗又把他送到距家40多里的斯宅象山民塾。
象山民塾是当时诸暨的名校，会聚了一批远近闻名的塾师，还因为蒋子朗的妹妹嫁到斯宅，对蒋鼎文
有个照应。
    斯宅坐落在会稽山主峰东白山下，村的西侧是形似狮子的狮山，东侧是状似大象的象山，斯宅江从
两山夹峙中汩汩流出，山不高而峻秀，江不宽而明澈，学塾因背靠象山而得名。
    斯姓是一个大族，其村虽在大山深处，在清朝乾嘉年间却出了一个以做山货生意而发达的财主斯元
儒。
斯元儒大兴土木，在村的东首建立了有千根柱子落地的大宅院，后人习惯称之为千柱屋。
大宅院的正门门额上刻有“于斯为盛”四个大字，寄托了斯元儒的心愿和希望。
这座建筑历经200余年风霜而不衰，名头越来越响亮，现已列为全国文保单位。
在千柱屋后面的松啸湾，斯元儒又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的笔峰书院。
颇值一提的是这三层楼房，室内上下竞无楼梯，而是用长梯送往二楼、三楼，早上把小孩送上楼，然
后抽掉梯子，中午用一根绳把饭菜吊上，到傍晚，再拿来梯子接下，以此来督促孩子苦读。
    即或是同族，文化教育也互相较劲。
稍后，另一斯姓名人斯华国在笔峰书院的不远处建了一座学塾与家庙兼容的建筑，后人俗称为“华国
公别墅”。
华国公别墅原为斯姓子孙家塾，后来开始招收非斯姓的子弟，逐渐发展成民塾，这个民塾对就读子弟
考取文武科的童生、举人、进士者分别给予重奖，以激励四方子弟来读。
鼎盛的教学之风，在清代中叶，就在这个山村向四处蔓延。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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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蒋鼎文传，从酝酿动笔到束之高阁再到成稿出版，绵延20余年，对于其间的潮落潮生还得溯源几
句。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我因缘际会，逐渐发现了诸暨籍国民党将领较多这一历史现象，经过多年悉
心发掘整理，会同何德康先生写成《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初稿，将其中的100多位将领小传发表于公
开出版的1992年《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和供稿给《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
由于这是人文地域性的原创课题，因而引起较大反响，全国多家媒体转发。
诸暨是国民党将军县的概念就这样形成，也由此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
为减少差错，对历史负责，又将这批人物小传打印，广为散发征求意见，以便再度修改。
未几，我下海离诸赴外经商，何先生不幸患病谢世，全书的修改出版就这样暂时搁置。
    有心人收存了这份“征求意见稿”，并适时关注这事的动静。
10多年后，我们几位原来的同事，对这本书稿情况非常了解者，在将此书稿精华全录的同时，又借助
于新兴的网络，按“名”索骥增加了一些内容，一本国民党诸暨籍将领的书籍就这样巧妙地出来了。
要出版这一特定群体的小传，且内容体例相同，这就无法避开我们原创性的历史研究成果。
这100多位将领的小传是我们历经数度寒暑、燕子衔泥般集聚后结成的果实。
然该书编著者在书中竞不置一字，还以开创者口吻自居，诚谓掩耳摇铃也。
    我曾写了关于《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来龙去脉》一文，并收于2008年出版的《远去归来的昨天》一
书中，对相关不端略有说明。
当年在汇集那本书稿时，不意翻到早岁所写蒋鼎文传略稿。
原来当时设想以《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为群像，再把其中影响较大的将领，逐个单独写出，系列成
书，而蒋鼎文则是我第一个着手的单体，然写了四五万字，终因原始资料不足中途停下。
    想不到多年后的随意聊天竞促成此书。
原来我公司在商务上与台湾于日江、王文洋、王雪红等组成的“好又多”公司(现并入美国沃尔玛)有
紧密合作。
其间一位叫孙崇炎的台湾客商也闻讯前来洽谈，彼此从对方的口音中知道是碰到了老乡。
这段商务合作虽没谈成，然两人却成了忘年交。
稍后得知孙家原是诸暨殷实大户，孩童之时漂泊到台湾，在那里成为资深空军飞行员，其所带学生不
少成为台湾空军的执掌者。
退役后，他经商有声有色，每年偕夫人陈韶芬女士到杭州住上一段时间。
两年多前，我们在闲聊中不期然谈到蒋鼎文。
我说，10多年前我曾有写蒋鼎文传的动议，后感到原始资料尤其是台湾方面的资料欠缺，尚未写成。
陈女士接话说，台湾方面需要帮忙吗？
当时仅知她是一家大公司的高层，没想到她大学念的是政治和哲学，且对文史熟稔，又因家庭关系，
与何应钦、胡宗南等国民党将领的子女多有接触。
我于是开列清单，她竟费心几乎全部找到，或复印或快递给我，有些书籍因当年印刷数量少，仅剩孤
本，她遍觅台湾，硬是从一所大学图书馆中寻得。
又联系好台湾“国史馆”、台湾“国家图书馆”，使我在那里看到不少大陆无法看到、无法知道的档
案资料。
    与此同时，她设法联系上蒋鼎文先生的后人。
特别是蒋的小儿媳程伶辉女士，热情有加，她也在开办公司，共同的语言自然多了一层。
与蒋鼎文夫妇一起生活多年的程女士，知晓不少鲜活故事以及外界难以知晓的隐情，提供了不少原始
资料和图片。
    蒋鼎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深有影响的人物，如中山舰事件、西安事变，他都是主要参与者；与共
产党争斗，他不遗余力，黄公略血洒疆场，方志敏部伤及元气，瞿秋白、何叔衡遭杀，宣侠父被害，
张国焘脱逃，袁晓轩叛共等等，都是他一手策动经办；还有中原大战力战成名，平定李济深、蔡廷锴
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及审判吴石、监斩陈仪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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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北伐时期，他血战疆场；在民族即将沦丧之际，他亦挺身而出，北上抗日；代表国民党与共产
党谈判红军改编时亦有“宽宏”之处；在陕西守土有责，不让日军西越黄河⋯⋯后来他对国民党政权
深感失望，多次拒任蒋介石委以的军政要职等等。
    稍感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国民党将领传记铺天盖地的时候，至今没有关于他的传记，即
或零星散见各处，也多是风花雪月，陈陈相因，药方只贩古时丹也。
    既然没有人系统写过，觉得把发生过的历史首先据实写出或有价值。
有点偶然因素也促成此书。
从民国成立后迄今，诸暨出了五个半省(市)长(不计相当级别或以上的)，分别为蒋尊簋、蒋伯诚(代理
省长，以半个计)、蒋鼎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吕祖善、蒋巨峰、黄奇帆，其中蒋姓四人，而盘山村就
有三人，这里到底有什么联系？
还有现在网上提问蒋鼎文是何人，这倒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家以出版文史书籍为主的出版社，一个
终生以民国史为职业的大学教授，在出版戴笠传记时，竞把蒋鼎文写作“蒋鼐文”，初以为是笔误所
致，后见这个“蒋鼐文”出现10多处，散布于多个页面，就知不是疏忽可解释。
这说明蒋鼎文的影响已经不彰，连这些作者、责编、校对都不大熟悉了。
今天若再不写出，恐怕会被时间湮没，于是决定利用业余跋涉。
    复笔后略略体察到学界为什么一直没有写出蒋鼎文传的原因了，因为写蒋鼎文难度确实不小。
第一，他本人不愿写回忆录，认为真实写出，会得罪上下同侪；更认为败军之将，“江山”都丢了，
写回忆录有何用？
第二，系统的档案资料太少，大多零星散见于文字海洋中。
第三，抗战胜利后，他退出与共产党火线争斗，对于这位退居二线的将领，中共也不常提及，客观上
使其印记逐渐淡去。
第四，蒋鼎文一再告诫子女亲友，不要从政从军，里面的水太深太浑，再加他生性淡泊，不愿为文，
致使他的子女有所忌惮，因而生前也没有相关文字传世。
    然我毕竟有一定的积累，加之这次又看了不少当时无法看到的档案文献资料，不断地触摸历史深处
，总算勉力完成书稿。
    所撰尽量充分占有材料，不轻信一家之言，用多种材料特别是立场不同的国共两党材料互求印证；
对矛盾之处，逐条排查；对明显丑化或美化之说弃之不用；对受制于特定时代的宣传体文史资料，尽
力正本清源。
阶级史观的文字虽无法全部排除，但尽量以民族史观为基准，期图接近真相。
有些个案，有若干符合场景的心理描述。
初稿出来后，先请饱学之士、亦师亦友亦亲的赵祖光，宁波才子、大学同窗戴松岳看了一遍。
他们提出不少修改意见，我多有吸收。
初衷是不求活色生香，但求留下一坛家酿，至于能否散发余香，那只有待读者诸君和时间老人检验。
    付梓之前，从书稿相关章节中提炼出《蒋鼎文，西安事变的有功之臣》一文，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刊出后，各大媒体多有转载，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反响。
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出版书稿表示兴趣，但希望按他们已出民国人物书系的风格略作修改。
我觉得书稿是个性化的体现，再加无暇，不大想调整，因而商至浙江人民出版社，该社领导甚为重视
，选派资深编辑作为责编。
    从保存档案资料完整性角度出发，本书对一些来自台湾的文献资料大多原貌刊出，这其中自有立场
相左的问题，相信读者有明鉴能力。
    对于本书，除上述提到陈、程、赵、戴倾力相助外，还有斯培光拍摄相关照片，赵善灿、钱汉东、
黄仕忠、毛汉成、许林章、曹建军、余小林、白亮、蒋培本等提供资料和方便，在此一并致谢。
早先接受访谈的人士和吸收参考的相关成果，在本书中我已另有说明，此处不再述及。
    今年1月恰逢大学毕业30周年，谨以此小书作一纪念。
    陈侃章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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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之臣；他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八大金刚”；他是枪杀瞿秋白、
接纳张国焘的当事人；他多次拒任蒋介石委以要职的国民党最高军阶将领。
    这本《飞将军蒋鼎文》由陈侃章著，是“国民党将军县”的第一本一级上将传记。
本书作者根据海内外档案文献资料，悉心写成第一本蒋鼎文传记，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情节，错综复
杂，首次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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