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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将两月矣。
人天永隔.欲语无从。
兹值《回忆录》付梓之日，余重读此三十年来，忧患备尝.甘苦与共之生活记叙，中心凄戚，不能自已
！
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
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
诸事，俱待规划、继理。
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
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
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著之责任观念，始终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
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体质素弱，髫龄时即患头痛。
《回忆录》中，于历年健康状况，亦多所记载。
惟于日常交往，终不愿以病态流露.故虽至亲好友，亦多不知其体力衰弱。
壮年服务报界，日夜辛劳.神经衰弱之症，乃益加深。
尤以抗战期间，留渝八栽，工作紧张.生活困苦，身体更感不支。
胜利后亲友有知其衰老者。
多劝暂作修养，以期恢复健康。
余亦百方譬解，劝以报国之日方长.务以自身健康为意。
近两年来，先夫子虽亦于政务稍暇时，或乞假休息，多则一月，少或一周，但身虽居家休憩，不数日
而心中又念念不忘京中待理各事。
且以国家多难，奈何自身偷闲为责，实从未能达到恢复健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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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布雷是民国历史上一位传奇的人物。
他是个典型的旧文人，具有浓厚的传统思想。
追随蒋介石二十余年，屡屡列居高位，地位显赫一时，但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却自杀身亡，给
世人留下了较多的迷惑和深深的遗憾。
本文试通过《回忆录》的内容对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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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
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
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1911年任上海《天铎报》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0年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
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
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
1948年11月在南京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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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年，以大哥不常家居，先考亲授予读，诵《毛诗》及《尔雅》。
苦《尔雅》难读，请于先考，愿易他书，先考命之曰：“此书非幼时先读不可，汝长自知之。
”先考承先大父遗志，经纪里中自治公益教育慈善诸事，族中长老，常过予家，即就书室与先考谈，
先考必命辍读侍坐.且教以进退应对之仪。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岁从族父小坨先生读，读《礼记》。
是年。
先考延族父小坨先生馆予家.以祖堂东屋楼下为书室，同学者族兄和龄（小坨先生子）、余麟诸人，三
弟亦于是年上学。
八月，七妹（淑娟）生。
斯时，余家兄弟姊妹六七人，居室逼仄，人口众多，且须具馆师膳，皆先母躬亲料理之，乳媪二人以
外，仅灶下婢一人，以是先母体日衰。
顾于予等督教备至，夜辍读归，先母坐灯下治缝纫，必命余旁坐读书。
先伯母则每夕过余家，与先母谈家常。
伯母嗜水烟，每至，余姊及余兄弟奉茶烟甚勤，伯母抚爱甚至，一室融融，必至戌初始归寝，所常坐
起者，即为祖堂西之一室。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九岁从徐二沆（尔康）先生读。
同学者三姊四姊及三弟，书室移设于东楼上，楼下则吾父居之。
徐先生为吾邑南乡人（其所居曰官路沿），与先考为同学，以小坨伯父老病。
先考乃延徐先生课予等读。
先生深目高颧，好深思。
习医术，督课极严。
是年春读《礼记》卒业，继读《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
事详细的鳊年体吏书），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
其时维新变法之议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为八股必废.故不欲予先习四子书，而以五经立识字为文之根
基。
是年清廷果下诏废八股，改以策论课士，旋复诏复其旧，大哥以为八股之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
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韪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陈其理，亦释然。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十岁仍从徐先生读。
本年三姊（素娟）辍学，魏梦麟表弟来附读，大侄孟扶亦同学焉。
三月，《春秋左氏传》卒业，接读《书经》，始习算，傍晚则记诵《龙文鞭影故事》一二则。
自去年起，先考常于课余为讲述《廿一史约编》，本年徐先生授余《廿四史弹词》。
余是时颇有意练习作文.先考及兄不之许，谓此时且先读书耳。
春间闻人言，叶经伯（念经）先生有子名虎儿，长余数月，为论说文已成篇，益羡慕不能已。
坚请于父师，始命学作史论，然笔墨思路均拙滞。
四月，大哥阅余课文，乃以《增广古今人物论》一册授余，教以议论文作法，自是始稍有进步。
是年秋，冯君木先生来余家访大哥，先生年少有文名，丁酉以拔萃授教谕，余是时已知拔贡荣于乡荐
，私念使余得为冯先生，岂非人生快事乎？
九月订婚于杨氏（宏农），作伐者叔舅杨石蚕先生，大哥在鲧露祠结社读书之诗友也。
余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先母常叱责之.余屡改而屡犯，母氏尝流涕责戒，
谓尔天姿虽佳，如此志行薄弱，父母均将失望矣。
自此益思在学问上努力，以博母氏欢心。
三弟（训懋，字勉甫）性厚重沉着，故母氏益爱之，余虽羡三弟，然未尝妒之，但自憾意志薄弱耳。
十二月八妹（婉娟，即瞻华）生。
是日岁除，悬像祀祖，母氏料量祀事，薄暮始休息，未几八妹生，吾母之劬劳可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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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史学大家陈寅恪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谕者也。
”（陈寅恪《陈垣墩煌劫余录序》）陈布雷是中国近代史之重要人物之一，陈氏的《回忆录》与《日
记》就是新材料，客观公正地评价陈布雷亦是新时期的新课题。
陈布雷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逝世于1948年11月13日。
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几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
清王朝覆亡，讨袁护法，北伐战争，清党剿共，抗日战争，内战。
陈布雷从一介书生而为报界先锋，其文风生水起，掷地有声。
后追随蒋介石凡二十余年，被视为“总统文胆”、“领袖智囊”、“国民党第一支笔”。
而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种种谜团。
要寻找一个真实的陈布雷，其《回忆录》与《日记》就是最佳的途径之一。
《陈布雷回忆录》是在陈布雷去世两个月后，由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整理，上海廿世纪出版社影印出版
。
1936年夏，陈在庐山“追忆少年旧事”，成《回忆录》一册。
1940年6月，陈在重庆老鹰岩养病，“事简多暇”。
又续写了《回忆录》第二册。
起于光绪十六年（1890）出生，迄于1939年五十岁。
原稿用老式红格十行本毛笔撰写。
出版时，合为一册。
共168页.凡七万言，附录图片十余帧。
1967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排印本，前有图片七帧，陈布雷自序手稿影印一幅。
由前记、自序、回忆录（一）、回忆录（二）、附录组成，32开本，计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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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布雷回忆录》：蒋介石“文胆”“智囊”国民党第一支笔。
周恩求：“希望你代我转告你的娘舅，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
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翁泽永《陈布雷与四大家族》）张治中：“有人说他是‘尸谏’，这是一个疑问，布雷受旧思想
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
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了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
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王芸生：“这是一个可悲的文人，悲到把自己比作一个不二嫁的女人，
最后是自杀.多可悲的结局呀！
”（罗炯光等《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陶希圣：“他的筹划无事不是为了国家打算。
他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私。
⋯⋯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剐直而深于修养”蒋君章：“先生以一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
国政治（南京《和平日报》于先生逝世后评论大意），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
”程沧波“我精神意境中的布雷先生.是宁静、超脱、坚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一位巨人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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