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乱世枭雄蒋介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乱世枭雄蒋介石>>

13位ISBN编号：9787506033046

10位ISBN编号：7506033046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陈廷一

页数：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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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乱世枭雄蒋介石>>

前言

　　陈廷一先生的传记文集即将在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牌)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
。
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界的一大喜事、盛事。
中国传记文学，经过三中全会后近三十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
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先生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完成了《许世友传奇》三部曲的创作，作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轰动当时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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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位枭雄。
    面对军阀割据、混战不堪的旧中国，他力挽狂澜，南征东突，西结北伐，灭炯明，歼佩孚、击玉祥
、震奉军、大战中原，远交近攻，三十六计，无所不用，变割据为一统，拥兵自重800万。
    抗日期间，他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没成想却在与毛泽东的人民军队交战中败走台湾⋯⋯    本书大胆尝试传记小说式乱世枭雄蒋介石的
人物刻画，不溢美不弃恶，让人物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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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廷一，笔名：晨光。
男,1947出生，汉族 。
河南鹿邑人。
中共党员。
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历任装甲兵学院文化处创作员、宣传处副团职干事，河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读物编辑室主任、总编助
理。
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许世友传奇》、《宋美龄传》、《少林十八僧》、《罗汉棍》等。
《许世友传奇》获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金牛奖，电视剧剧本《许世友在少林》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
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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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身世秘笈　　钟灵毓秀的家乡山水传颂着蒋介石的童年故事，和他晚年对家乡的深情眷
恋　　从上海到宁波，再乘船西南行39公里，便到了山清水秀的奉化溪口。
　　溪口，故名以剡溪流入锦溪之口。
如今观光旅游已成了溪口的支柱性产业。
溪口的闻名遐迩，并非是这里出了个蒋介石，而是这里原始自然的旖旎风光。
　　大海和山水是开放的象征。
故溪口与近代文明有较密切关系。
自沿海到山地居民区，溪口又是必经之地，行人往返，甚是繁盛，自古就是一个开化较早的地方。
　　蒋介石出生时，溪口约有六七十户人家，依山面溪，沿溪一条街，长约三华里。
两边的低房浅屋，像棋子似的散落在街的两侧。
中间夹杂着小商铺，盐店、米行、酱油店、布行、饭馆、面店、茶馆等。
玉泰盐铺就是蒋家所开，它位于溪口中心，当年生意兴隆，蒋家在溪口还算是数得上的大户人家。
　　再说这剡溪，发源于四明山的余脉横溪岭。
四明山余脉有九条，故有九曲而汇于甬江，再浩瀚东流人海。
第一曲为“六诏”。
相传为东晋王羲之隐居之处，晋元帝曾六次下诏征其人朝，王均不从，后人遂名之为“六诏”。
第二曲为“跸驻”。
相传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曾驻跸于此。
第九曲为注入锦溪之处，即溪口。
杜甫、李白对剡溪风光也均甚称道。
杜日：“剡溪秀异”；李日：“山中水石清妙”。
漫步山中，拾级而上，你会时不时地望到李、杜的赞词。
　　八百里的四明山，山高峰叠，共有280座山峰，其中70峰雄居奉化。
溪口北面，群山连绵，云蒸雾罩，镇、山之间有桑园、水田、樟木林互相掩映，不胜仙境胜似仙境。
　　溪口既风景优美，亦多名胜古迹，相传有溪口十景。
武岭潭墩山是十景之一，山巅有文昌阁，建于清雍正九年。
1924年蒋介石回乡时，其兄蒋介卿又兴建“乐亭”于其上，由蒋介石为之命名，并撰有《乐亭记》一
文，以记之。
文日：“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徘徊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
乐于此也，乃取其义，而名之日乐亭。
”据风水先生说，乐亭地处“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地方。
蒋氏素信风水之说，于此建亭，最合心意，此后他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后，每年必游这里。
　　武岭潭墩山东麓，有泉水流出，冬暖夏凉，因名之为“武岭暖浪”。
后蒋介石又于此建造欧式小洋楼一幢，蒋经国与其夫人蒋方良、长子爱伦曾在此居住。
乐亭后为日机炸毁，洋房至今尚存。
　　和武岭山相对应的雪窦山，风光更胜武岭一筹，人谓“溪口名胜，首推雪窦”。
它是四明山在奉化70峰中最享盛名的一座山峰。
山上有雪窦寺，寺距溪口镇约11公里，在溪口西南，为浙东第一刹。
北宋又于此建有雪窦山亭，元朝石室英禅师于元统三年（1335年）予以重修，明嘉靖年间，两次重修
，题名日“息善亭”。
此亭抗战期间亦为日机炸毁。
抗战胜利后，由杜月笙重新修复，改名为“入山亭”。
由此而上，十里处又有“御碑亭”，由南宋理宗赵昀修建，并题有“应梦名山”四字，谓此山为仁宗
梦中所见之山。
山顶有雪窦资政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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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于此建“瀑布院”，至唐朝会昌元年（841年），将此院改建于山窝平坦处。
咸通元年（860年），毁于战乱。
八年重修，改名为“瀑布观音禅院”。
　　景福元年（892年），常通禅师自安徽宣城来此，将其扩建为“十方禅寺”。
至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始改名为“雪窦资政禅寺”，相沿至今。
后又经多次毁、修。
清初寺中主持石奇禅师又铸造大钟和修葺山门。
至于民国，蒋介石为此寺题字“四明第一山”。
蒋介石所崇拜的明朝王阳明，曾于此游历时题下诗句。
其中有：“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见飞鸟”的佳句。
十年浩劫中，该寺被毁，荡然无存。
　　此外，雪窦山又有千丈岩瀑布、飞雪亭、消烦台、妙高台、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胜。
三隐潭因有上、中、下三个潭而得名。
蒋介石最喜欢此处胜景，曾于1920年回乡时，写诗明志，诗曰：　　雪山名胜东南最，　　不到三潭
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
　　传说当年，蒋介石吟咏完这首诗后，侍从官问道，功成退隐含不含自己的百年之后?蒋介石听后赫
然大笑道，山以名威，名以山显。
这大山就是我的墓地。
　　且说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时，他没有忘记最后一次游恋雪窦山，而后漂向孤岛。
家乡的山水风光无时不刻地在撞击他的心扉。
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时常徘徊在重病中的蒋介石的心井，挥之不去，驱之不散。
而蒋氏儿孙们，今天你们有机会游览溪口的山水美景后，我想你们会对长辈人的心理更加理解了吧?　
　爱家乡和修家谱　　我在山清水秀的溪口采访，如今的溪口人仍很敬重蒋介石，用家乡人的话来说
，他的口碑很佳。
一位83岁的毛姓老人告诉我们，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老蒋对家乡人好着哩!别看蒋介石当年是大司令
对部下很凶，可是他来到家乡就不一样了，给人敬烟让茶，谁家有什么困难，能帮的忙他都会帮。
说起蒋在家乡做的好事，毛老汉烂熟于心，如数家珍：孝敬父母，修桥铺路，修谱续宗，溪口建设，
对家乡人的扶植等，他都做得很好。
　　在众多公益事业中，首推他对家谱修订的认真，得到了众乡亲的称道。
且不说他修家谱的动机如何，而是他确确实实尽了努力。
　　在蒋介石出生的第二年，蒋氏的家谱修订过一次。
后来，在他当了“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的时候，家谱又重修一次，这时野心在胸的蒋介石对重修的
家谱表现出明确的不满意，核心的问题是家谱上没有显赫一时的先辈，过于平凡，难于衬托出后辈的
不平凡。
为了光宗耀祖，家谱按蒋介石的意见重修。
　　话说1943年11月，在抗日烽火燃烧正浓的年代，这时老蒋的家乡奉化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敌占区。
他派儿子蒋经国，秘密化装回到家乡溪口，冒着日机炮火轰炸的危险，将家谱偷偷运出浙江，经过江
西，辗转四川，最后到达重庆。
正如蒋介石在《先系考序》中说的那样，经过“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
鄞县横山蒋氏、奉化蒋氏两家谱之异同后，认为鄞县和奉化两谱要比龙山谱更可信。
就这样，蒋家就在奉化找到了祖宗源头。
到1948年上半年，按照家谱每30年修订一次的习惯，才出任“总统”的蒋介石当然更有理由重修家谱
，具体由蒋经国负责，让蒋石的头号文胆、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国策顾问、有“文章机器”之称的
陈布雷任总编纂，聘请了几位历史专家专事修谱工作，终于查清了蒋家在宁波的祖根，北宋神宗金紫
光禄大夫蒋浚明府位于采莲桥蒋家带，白水巷附近的蒋家祠堂就是蒋家所有，奉有蒋浚明的牌位。
以后历代蒋家的祖坟都在奉化附近，所以奉化的蒋家就是从宁波过去的一支。
蒋介石得知祖“根”已查到，非常高兴，当晚破例饮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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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6日家谱祠堂落成时，他又在日理万机中，特意从南京赶到家乡主持竣工典礼。
还于1949年正月初一，派蒋经国到宁波蒋家祠堂、天童山的蒋宗霸（蒋浚明的祖父、被称为“摩诃太
公”）墓祭扫认祖归宗。
至此蒋家的家谱正式得到确定。
　　在中国大凡大人物的祖上，如果是富庶之家，每写及，便是乐善好施，周贫济穷，蒋的祖父，也
不例外，并信奉佛教。
蒋说他能够研究佛家经典，并手抄佛经多种。
蒋对他的祖父蒋斯千（字玉表），评价极高，说他“性慈善，待人以恕，而教子孙则严。
衣布茹素，耽好内典（佛经）”。
又说其祖父对于来往行旅，“施茶给饭以食之，凡六七年”，“而博爱之旨趣，充然溢乎事境如此也
”。
1862年，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奉化遭逢战乱，蒋祖父盐铺停业，家产亦近于毁灭。
　　太平天国失败后，蒋父肇聪22岁，受父命重振家业，专开盐铺。
几年后，很幸运，又把家业复兴起来。
祖父于1894年12月去世，终年81岁。
蒋父小名明火，字肃庵，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生。
精明强干，善于言辞。
据乡里人说，凡事不吃亏，还要占三分便宜。
镇上人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埠头黄鳝”，意指办事圆滑周到，推为乡人邻里排解纠纷。
一生未当官，另有田地30亩。
初娶徐氏，生一子周康，即介卿；生女瑞春，嫁宋运周为妻。
徐氏死后再娶孙氏，孙不久病故，又续娶王采玉，生蒋介石。
对于蒋介石之父，邵元冲评价很高，与乡里传说颇有不同。
说他“秉性刚直，处事公正，待人诚挚，而自持勤俭。
较玉表公的性格，更富于阳刚的方面”。
既自己凡事不吃亏，怎么处事公正呢?但其性格刚强和凡事不吃亏方面，则在蒋氏本身有所印证。
蒋父于1895年7月去世，终年54岁。
　　有关蒋母王采玉身世，《金陵春梦》一书先人为主，疑窦纷纭。
　　史学专家王俯民做了如下的考察，他说自唐人《金陵春梦》问世后，难辨真假，其实蒋籍河南之
说完全是荒诞无稽之谈。
王采玉的先世自明初即已迁入浙江省奉化县连山，与河南省毫无干系。
河南原籍说，可能系出于河南的某人长相有与蒋氏相似之处，于是便从中附会出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来
。
小说家自可由此演义，而蒋氏也无与问闻。
但如将其拉入正史则大错特错。
　　王采玉，原名彩玉，后改采玉，1864年（同治三年）生，浙江省嵊县葛竹村人。
幼读诗书，尤工女红。
　　王氏祖先王爽，于明朝洪武年间自奉化连山迁居于葛竹村。
该村在奉化西南，位于葛溪岸边，葛溪则流于两山之间，风景清幽宜人。
　　蒋母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为第十六代子孙。
王毓庆生有三子二女，长子为王有则，次子王有模，三子王有金，都是国学生，但都未取得功名。
王有则，字品斋，精通诗、礼，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生，1882年（光绪八年）死。
原配姚氏生三子一女。
姚氏死后，王又续娶姚振昌之女，又生二子一女：一女即为采玉，为长姊，即蒋介石之生母。
　　王有则曾于皖南、浙西召集流亡人口开垦战乱中留下的荒地，晚年回家乡葛竹村，独资捐修葛溪
至奉化县城之大路。
后家道中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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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母19岁时，其大弟贤钜15岁，即赌博成性；二弟贤裕11岁，神经有病。
因家计十分艰难，全靠蒋母一双巧手做针线补贴家用。
王氏先嫁曹家田竺姓为妻，但不几年，即丧夫守寡，23岁，由蒋父盐铺伙计、王采玉堂兄王贤东介绍
，改嫁于蒋父，生活才较富裕起来。
王采玉既善女红，亦受父教，颇通文字，能念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
王氏生有二子二女。
长子由祖父起乳名日瑞元，名周泰，即蒋介石，次子瑞青，名周传，夭折。
长女瑞莲，1906年嫁竺之珊为妻，次女瑞菊，夭折。
王于蒋家勤俭持家，并经常辅助娘家老母和幼弟。
　　天有阴晴，人有祸福。
1895年7月蒋父因病去世，蒋母再次守寡，带着二男二女度日如年，1921年6月14日病故，终年58岁。
　　后传蒋母孤坟一座，没有与蒋父合葬，大逆不道，史属罕见。
应该说这是真的。
　　后来笔者查询原因，在张明镐所写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找到了权威性的记述。
且说这张明镐当年受蒋介石之邀在其家乡担任武岭学校校长。
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
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
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
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
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你父亲合葬。
”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
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张明镐又调查出王太夫人的历史：　　其父王有则，以贩卖土产为业。
她有兄弟四人，长兄，王贤钜，次兄王贤裕，余二人不详其名。
王氏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
但那时王氏只有22岁，她的哥哥王贤钜、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
适蒋明火继室孙氏新丧，由其堂兄王贤东说合，嫁给蒋明火为填房，次年（1887年）生蒋瑞元（即蒋
介石，又名周泰），其后生女名瑞莲、瑞菊及子瑞青。
　　这又告诉我们王太夫人本是再嫁的。
她的思想本来封建，因再嫁而不能或无颜与第二任丈夫合葬，也是事理之常也!　　少年传奇　　蒋介
石6岁上学时，正值清王朝走上衰败，国防空虚，财政拮据，国运自危。
孙中山为推翻大清正奔走呼号。
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7月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海面击沉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的英船高升号，清军七百余人丧生
海中。
7月29日，日军攻击牙山东北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牙山失陷。
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
　　学生时代的蒋介石以顽皮和淘气著称。
　　据他自己回忆，3岁时，因为好奇，竞将筷子插入自己的喉管，呼吸受阻，血流不止，一时昏晕
了过去，吓得母亲欲哭无泪。
5岁那年，还是好奇，院中有一水缸，他与同伴要进行水中捞月的试验，谁知人小缸大，他一上去，
就一头栽到了水底，动弹不得，多亏祖父及时发现，要不小命归天。
在学校里，他也多与同学到溪流游泳玩水，有好几次险象环生。
与同学做游戏时，常做恶作剧吓人。
有一天夜里，他装扮成钟馗，把同学吓昏。
他更多的是自充学生王，舞刀弄棒，抬脚挥拳，演习作战，每次都是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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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惧怕他，但也跟他玩耍，常以“瑞元无赖”戏称之，而他不恼。
有一次，他因出拳太重，伤了一位同学的眼睛，被家长告到学校，学校老师又找到家长。
母亲把他关在屋里痛打一顿，他无奈之下，就钻到床底下，恰有邻居来访，他趁母亲开门之时，从床
底爬起，溜之大吉，蒋母追之不及，气得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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