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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经国的魅力，究竟何在？
翻开肖如平编写的这本《蒋经国传》，你就会知道答案。

《蒋经国传》是大陆蒋经国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首版发行。
该书引《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四百余处。

《蒋经国传》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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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如平，历史学博士。
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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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在苏联的岁月一 赴苏留学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发表联合声明后，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这一决定，不仅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苏俄在东方找到了一个革命的盟友。
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的逝世，顿使苏俄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
为了让广州国民政府继续执行联俄政策，苏共领导人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招徕大批
中国先进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培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成中国革命的布
尔什维克干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
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
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1］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不少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
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写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
》的文章。
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因此报名者多达1030人。
经严格挑选，最终录取310名学生。
其中，广州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又特别推荐30名。
［2］鲍罗廷推荐的大都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
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蒋介石对蒋经国留学苏联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对蒋经国留学苏联表示完全赞同并寄
予很大希望。
［3］1925年10月25日，蒋经国与第一期赴苏留学生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到达海参崴后，改乘火车
前往莫斯科。
在旅途中，蒋经国并没有感到孤单，他说：“船上一共有90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聊天、
读书、用餐，大家都觉得很愉快。
”也就是在此次旅途中，蒋经国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看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思
想的书籍。
［4］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蒋经国等人终于在11月底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
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
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校部内有各种学习、办公设施，以及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
宿舍室内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很舒适。
毯子、枕头、被单，都是一式的，由学校发给，每星期更换二次。
［5］学校还给每位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毛巾、浴衣、手帕、衬衫，以及日常生活
必需品。
［6］学校的伙食、学生的着装、日用品、生活补贴均远远高于当时苏俄的一般标准。
“八点钟早餐。
每个学生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
每日饭票分早午晚饭三张。
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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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
今天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
”而苏联学生的早餐则是“一个黑面包，二个洋芋艿”，蒋经国在日记中说：“我看了非常自愧。
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
”［7］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训练干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而更近似于
干部培训班。
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
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
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四课时。
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
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
等。
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
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蒋经国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不仅重视俄文的学习，对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学、经济学也下了一
番苦功。
由于蒋经国的刻苦努力，他进步很快。
并相继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是他认为写得不
错的文章。
入校刚刚两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了学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
团，不久又被转为预备党员。
1926年下半年，蒋经国被邀请参加莫斯科一个群众大会。
他在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用俄文向大约3000人发表演说。
这是他首次作公开演说，并获得成功。
此后，他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代表，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
［8］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支持当时正向上海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并取得
胜利。
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落到了国民革命军手中。
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高喊“上海是我们的了”，并决议向北伐军
总司令蒋介石和上海工人发电报，以示祝贺。
散会后，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居民也纷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
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群众集会的激动场面，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9］二 打倒蒋介石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蒋介石却开始公开“清党”反共
。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
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
帮凶”蒋介石。
［10］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人的行为，不仅使蒋经国在同学面前感到难堪羞辱，而且在思想上也
深感困惑。
尽管他后来回忆说：“上海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相当功夫仔细省察在苏联及中国的政治事件。
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九二七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11］然而，当时蒋经国的态度和表现却并非如此。
他和其他愤怒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声讨蒋介石的行列中。
他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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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
”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
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
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随后，塔斯社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12］蒋介石的叛变并
不使人感到意外。
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
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
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蒋介石的声明，不一定出自真心，可能是他年轻和受
压处境下的产物。
但他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的尊重。
盛岳说：“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
哪儿？
’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
”［13］不久，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的破裂，直接牵连了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
国民党要求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党籍的学生回国。
蒋经国由于是共青团员，又由于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而没有被莫斯科遣送回国。
当然，蒋经国显然很想回国，但未能获准，而是成为了一名红军学员。
他说：“我热切的希望回国。
既然屡请不准，我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
结果获准加入红军第一师，驻地莫斯科，而我的身份是学员。
在军中，我过的是一个普通士兵的生活。
”［14］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中苏关系日益恶化。
在随后的时间里，蒋经国不能和家人通信，几乎完全与中国隔绝了。
他强忍思乡思亲之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中。
“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等等，对我来说，一向不外是纸上谈兵。
但当兵之后，我每天穿着整齐的制服，全副武装参加操练，并学习战术。
久而久之，我对我的新生活又产生了兴趣。
”［15］受训期间，他的确非常认真刻苦，对每一门科目都痛下苦功学习，不仅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
很好，而且还学会了野战战术和扎营。
军训结束时，蒋经国以优异的成绩，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被苏联政府保送到列宁格
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是一所高级军政学府，创办于1919年。
该校学员大都来自军队的军政现役工作人员，有不少是苏联国内战争中有过功绩的人。
而在该学院任教的也大都要么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要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如担任战术的教官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经济学教员是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
学院的学制为三年。
学习期间，学院发给书籍、日用品，以及每个月150卢布的生活费。
第一年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军队行政、运输、地形学、大炮原理，以及军队政工。
第二年的课程加入了军事战略、俄国内战史、西方军事史，以及苏共党史。
第三年的课业重点在战术及战略。
除了学习军事课目外，蒋经国还研习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
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事院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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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一生从未带兵打过仗，但他却拥有二级上将军衔，这或许多少与他正宗军校出身有关。
在中山大学和军政学院的学习使蒋经国逐步成熟起来，并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留学苏联首先培养了他的刻苦精神。
自莫斯科中山大学起至军政学院，蒋经国坚持早操，锻炼自己的意志。
俄国人无论冬夏，都是用冷水洗脸，并且不用脸盆，都是在自来水龙头下洗的。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蒋经国和许多中国学生不适应，后来则形成了习惯。
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精神，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留学苏联使他养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和其他学生一起过着集体生活。
他们的寝室有十二张床铺，每张床上都摆放着一样的毯子、枕头、被单。
此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小柜，其他物件及私有零碎东西，都存于储藏室内。
每天早起后，学生自己整理床位，扫除房间。
这种经历，让蒋经国长期热爱集体生活，回国后无论是在赣南时期，还是在中央干校时期，他都喜欢
和部下、学员打成一片。
其三，蒋经国在军政学院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真正领略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
意义。
从军政学院的军队政治工作课程中，蒋经国认识到政治工作对党掌握军队，形成强大战斗力具有重要
作用，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时期，蒋经国首先将政治工作运用于青年军，在青年军中建立起政治部，并亲自担任主任。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经国又全面接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将原来的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
。
三 险遭枪毙1927年底到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
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
许多中国留学生因此事受到怀疑、打击，其中有许多是相当著名的共产党人，如中共最早发起人之一
的俞秀松。
而“江浙同乡会”的负责人，则被认为是蒋经国。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相当复杂，它不仅同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留苏
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密切相关。
1927年暑假，蒋经国等人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炮兵学校野营军训。
在军训结束时，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
、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
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
尽管他们被分配在不同学校，但仍旧保持着往来。
而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来自江浙一带的学生，由于同乡缘故，每逢节假日总是喜欢聚在一起，
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
由于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的生活补贴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补贴较少，于是有人提议组织一
个“储金互助会”，请生活补贴高的蒋经国等人把钱拿出一部分来，让生活补贴低的同乡们也能偶尔
下下中国馆子。
9月初，生活补贴较低的学生就写信给蒋经国、卢贻松等人，说“储金互助会”已在莫斯科成立，请
缴纳会费。
卢贻松、蒋经国等人在复信中说：“‘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
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缴点，事实上亦可能。
”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托人把钱带了过去。
“储金互助会”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
［16］同乡、同学之间互相“敲竹杠”本来就是一件平常事件，因此“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
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
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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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会引起一些非议。
1927年10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受组织部长李维汉
的委托，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
于是，他就前往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
也就是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有人告诉向忠发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
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
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
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组织。
”“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
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的，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
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
”［17］向忠发听取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
随即，他一面令人秘密收集证据，一面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汇报，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
但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重视。
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
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
然而，事情很快因东大学潮发生了急剧变化。
1928年1月，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
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要求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
学的问题。
正在此时，向忠发得到报告，声称东方大学的学潮与传闻中的“江浙同乡会”有关。
于是向忠发再次找到米夫商量此事，决定检查蒋经国等人的信件，并秘密派人到各军事学校去收集材
料。
［18］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对蒋经国、卢贻松等列宁格勒中国学生的信件进行了检查
，不仅发现了蒋经国等人往来信件中有关于设立“储金互助会”的内容，而且还发现朱茂榛在写给蒋
经国的信中有讨论东方大学学潮的问题。
负责秘密调查的格伯乌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
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有会员。
此时，正好是联共（布）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尖锐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
格伯乌的证据让米夫非常吃惊，决心查清此事。
并成立了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这个秘密组织。
在中山大学，学生内部本来已是矛盾重重，派别林立。
米夫动员学生检举揭发“江浙同乡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了混乱与恐慌。
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事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
”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
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
立即表示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
为了平息学生之间的纷争，向忠发亲自到中山大学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
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
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
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
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
［19］3月24日，格伯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
报告称，“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
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并经常开代表会议。
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
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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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陈独秀、谭平山。
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商讨处
理办法。
在会议上，甚至有代表明确提出将“江浙同乡会”唯一的领袖（蒋经国）予以枪决。
在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开除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
、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等“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
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四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被指认为“江浙同乡会”骨干的卢贻松等人纷纷向东方部米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上书申辩，否
认指控，并明确认为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
屈武、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等人也向中共代表团说明是他们提议“储金互助会”
的，提议组织“储金互助会”完全是为了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
活”。
被指责为组织负责人的蒋经国也向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申辩，他在信中反复解释同学搞
“助金互助”的经过，并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
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
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
［20］“江浙同乡会”不仅涉及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高层的重视。
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并对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
的首领表示了怀疑。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东方部提供有
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
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亲自审查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材料。
8月10日，雅罗斯列夫斯基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
的报告大纲》，报告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
、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
反革命性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
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
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
代表团停止利用此前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
任何尝试。
至此，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方才告一段落，蒋经国也因此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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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后，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制定了几项研究计划，其中一项就
是与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系列民国人物传记。
作为中心后学，我非常荣幸地承担了《蒋经国传》的写作。
    接此任务后，很长时间内心忐忑不安。
幸运的是，中心和恒励集团给了我大力支持，使我能先后两次赴台湾、一次赴美国搜集资料。
期间，查阅了《蒋经国先生全集》、蒋经国档案、蒋介石档案以及《蒋介石日记》等资料。
历时近三年时间的资料搜集，逐步对蒋介石和蒋经国有了一定的认识，也为我撰写《蒋经国传》奠定
了基础。
    书稿得以完成，要感谢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恒励集团张克夫董事长和张涌江总裁的鼎力相助。
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研究员、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中国文化大学陈立文教授、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研究员、南京大学陈谦平教授、赣南师范学院蒋经国研究所方世藻教授、浙江
大学方新德教授以及中心的其他同仁，他们在我搜集资料和写作时曾予以各种便利与帮助。
    撰写初稿时，我曾数月躲进西溪湿地附近的学校宿舍，家人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妻子李红梅不仅为本书做了前期的校对工作，还提供了三青团和青年军的部分资料。
    在蒋经国研究领域，不少前辈学者已取得显著成就。
可以说，拙著是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也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肯定有不少错误，读者高明，还望不吝赐教。
    肖如平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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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记得有多少个黄昏，独坐庭阶，思亲之情，久而愈切，漫漫长夜，不能入睡；不记得有多少次梦中
惊醒，仿佛父亲招手慰语，音容一如健在之时；不记得有多少遍瞻仰父亲房中遗物，笔砚书籍，棉衣
布被，捧奉抚摸，一股温暖直入心田，而悲怆不能稍抑。
    ——蒋经国    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
    ——蒋纬国    他有权为欲所为，即使依他事实上所掌握的权力，他也有能力为欲所为，但    他没有
这么做，这不是一个没有眼光、没有气度的人所能做到的。
以中国的现代史来看，哪一个人不争权夺利，一旦等到爬上最高地位时，哪一个人不刻意镇压反侧？
但蒋经国却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朱高正(反对国民党最激进的“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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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经国传(最新插图版)》编辑推荐：蒋经国的魅力，究竟何在？
那一年台湾的变化，超过了过去整整四十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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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不记得有多少个黄昏，独坐庭阶，思亲之情，久而愈切，漫漫长夜，不能入睡；不记得有多少次梦中
惊醒，仿佛父亲招手慰语，音容一如健在之时；不记得有多少遍瞻仰父亲房中遗物，笔砚书籍，棉衣
布被，捧奉抚摸，一股温暖直入心田，而悲怆不能稍抑。
——蒋经国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
——蒋纬国他有权为欲所为，即使依他事实上所掌握的权力，他也有能力为欲所为，但他没有这么做
，这不是一个没有眼光、没有气度的人所能做到的。
以中国的现代史来看，哪一个人不争权夺利，一旦等到爬上最高地位时，哪一个人不刻意镇压反侧？
但蒋经国却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朱高正（反对国民党最激进的“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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