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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掉一切。
    也有人说：让人忘掉的其实是细节。
    为了不忘掉，人们只得去读那些以文本方式“解释历史”的各种著作，不少人以为这些解释就是历
史的唯一答案。
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变得模糊了，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同一幅幅焦
距不准的画面，无法看到构成历史的一个个动人细节。
    无论用什么角度思考最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都不能否认天安门广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它能够成为象征的第一个重要细节是：1949年9月30日那个收获的傍晚，新中国领袖们在紧张的建国间
隙来到离天安门正南460米的中轴线上，为尚不知碑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傍晚时分的北京，晚霞惊人的漂亮。
西沉的太阳逐渐将万丈光芒缓缓收回，天安门上空出现了蓝天，万里无云的天空，清澈而厚重。
刹那间，整个广场变得如大雄宝殿般神圣而庄严。
    借着天光，百感交集的毛泽东，用浓浓的湘潭国语，念出了他自己亲自撰写的碑文。
他的声音尖细而有力，每当念到“永垂不朽”四个字时，他的鼻腔会发出一种声音，那是上颚紧缩而
发出的声音：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八四零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
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共107个字
，分成了三个历史阶段。
这绝非是共和国缔造者的急就章。
    在21世纪之前，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是1919年。
我们无法知道当毛泽东念到：“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这两段时他在想什么？
但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即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情感极为丰富、思想极为敏感的政治家，他的脑
海里不仅仅只会想到那场五四运动吧，虽然那场运动为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他一定还会想起老熟人蒋介石，实际上，这是个不能不想起的名字⋯⋯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史莱辛格
在对20世纪进行宏观描述时指出：“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纪，充满了愤怒、血腥、残酷；也充满了勇气
、希望与梦想。
”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自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去世后，有多少人在为主宰中国——
这个庞然大国而博弈。
一大批过渡性的悲剧人物、喜剧人物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沉浮。
他们为了心中的真理而奋斗，充满了愤怒、血腥、残酷；也充满了勇气、希望与梦想。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与历代参与推翻王朝的人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取得最后成功
。
    显然，闹革命是一回事。
具备闹革命的实力和能力是另一回事。
浙江宁波人——蒋介石和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两位政术娴熟的中年男人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在混乱
时势中开拓出新天地。
他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成功的途径——“背靠一种理想(或称主义)，进行武装割据性革命”。
    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
造落后的生产关系。
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    蒋介石则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宣讲“完成民国革命”、“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做出充满感性、且答案惊人相似的回答。
    ⋯⋯    ——截选自《引子：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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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海量的资料和文献中相互印证找出毛泽东蒋介石在这一年的蛛丝马迹，详细地叙述解释了
毛蒋二人在扑朔迷离的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转变和重大历史活动，细腻地描写了他们个人的生存状态、
爱情、家庭，以及品格性情，从而证明1927年毛蒋的思想行为及个人品性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
正是他们率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们，为中国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秦以来的社会
制度。

全书从细节入手，对发生在那一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梳理，从新的角度对许多此前文献中没
有涉及到的历史细节进行诠释，目的是努力接近历史真相。
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炉、中共党内几派斗争、《登黄鹤楼》诗的错误、八七会议的情境
、秋收起义全景、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婚姻恋爱、苏俄对国共两党的控制、国民党迁都乱象、北
伐故事、四一二政变揭秘、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真相、蒋介石与陈洁如宋美龄的婚姻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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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五零后，江西临川人，哲学硕士。
曾任：首席记者、周报主编、日报常务副总编、艺术学院副院长、大学兼职教授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元一九二七>>

书籍目录

引 子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第一章 跃马谈兵 鏖战南昌
第二章 云翻雨覆 独步湘江
第三章 乱中智慧 政坛驰骋
第四章 棋高一筹 点燃赤贫
第五章 黄埔博弈 政变前奏
第六章 湘潭三雄 心潮逐浪
第七章 宁汉内讧 喋血建都
第八章 风云漫天 两路出击
第九章 情定美龄 联盟焕章
第十章 军事暴动 神龙见首
第十一章 蒋宋合璧 纵横华夏
第十二章 遁入井冈 壮志凌云
尾 声 光照人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元一九二七>>

章节摘录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孙中山亲自组建了北伐军，并于九月十八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
》。
北伐目的是什么？
不太清楚。
仅仅是打到北京？
也不太清楚。
    显然，那是一次军事冒险。
当时在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许多反对意见，连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为此辞去了广州市长职务。
    有文献显示，为了支持老爸打仗，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四月到十三年(1924年)六月，孙科领导的市
政府至少拿出了一千万元。
如果不给，孙中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追着孙科打。
逼得这位无奈又“无能”的儿子，在广州商人身上拼命附加捐税，结果间接导致了在粤商团发起了反
对孙中山的战斗。
    一贯忠诚于孙中山的廖仲恺因意见相悖，也辞职了。
    蒋介石亦觉得孙中山是一意孤行，递交了辞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的报告。
    而与国民党合作尚在蜜月期的中共，亦是反对那次北伐的。
    可孙中山依旧倔犟地让胡汉民当了代理大元帅，自己于九月十二日出发去韶关，他把那里当作北伐
总司令部。
    不甘心自己的建国理想付之东流，孙中山把参加这次北伐的部队改名为建国军。
他没有起用党内的军事专家蒋介石为军队首领，而是指定湖南籍的政治家谭延闽担任总司令，并决定
湘、赣、豫军全部参战，滇、粤军抽调一部分随行。
实际上孙中山心里最清楚，建国军中除了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和许崇智的建国粤军外，其他部队都
是有奶便是娘的小军阀。
    果然，这次北伐还没开始就知道了结果。
    先是后院起火，官逼民反，广州粤商团于十月十五日凌晨发动叛乱。
蒋介石指挥他的学生兵成功弹压了叛乱。
虽是小试牛刀，却使他和他的学生军尝到了最初的胜利果实。
    再是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激战正酣时调转枪口，指向了他的顶头上司玉帅吴佩孚。
九月八日才刚刚登上美国最具影响力杂志《时代》封面的吴总司令，直坠万丈深渊，逃往天津；最后
吴被蒋介石打败，去了四川，在长江之上刘备托孤的白帝城一住五年。
    正是冯玉祥的政变，他的部将鹿钟麟带领二十名士兵，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故宫，无路可走的溥仪
迈出了倒向日本的第一步。
    冯玉祥的这次政变，也间接导致孙中山去逝。
孙总理如果同意蒋介石坚守黄埔(他以为蒋介石会被商团打败，还威胁蒋说他是不会回援广州的)，拒
绝冯玉祥的北上邀请，他的生命会在几个月之内消亡吗？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已善于跃马谈兵的蒋介石会继续忠于孙中山吗？
在文献中已有蒋介石公然反抗孙中山的记录，如他拒绝率学生军去韶关。
    但所有的历史都告诉人们，孙中山之所以会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跟蒋介石不遗余力的宣传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他曾命令陈果夫花一百万买回了一张一八九五年左右的照片。
这张照片中，中间坐着的是革命党领袖杨衢云。
当时孙中山是杨的秘书，直立在杨身后。
蒋介石不能忍受国父屈身于随从的地位，这对他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杀向北方的宣传不利，北伐不仅需
要武力，还需要精神。
    一面继承中山遗志一面操纵枪指挥党的蒋介石，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似乎都比孙中山更有
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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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地盘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
北伐军初时为八个军不足十万人，军饷也只筹足两个月五百万元，如今已是两百个团二十六万多人的
大集团军了。
在这个集团军中，他的嫡系部队显然最有战斗力。
    但蒋介石是清醒的，他闭着眼睛也能把八个军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黄埔战术部总教官，也是蒋中正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时的师弟，是坚强后盾，但也不能肯定他在膨胀
的时候没有野心。
好在五个师中绝大多数是听自己指挥的。
这个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军在两年前成立时约有一万人，当时月饷达四十五万元，是国民革命军的精
锐部队，也是自己的嫡系。
    第二军军长谭延闽。
此人是个八面玲珑的水晶球，号称是官员中的“甘草”，跟谁都可以搭配。
曾被孙中山看重，但他应该明白自己目前的实力，他的建国湘军不会是自己的敌人(蒋介石此刻还不知
道八个月后，谭会成为自己与宋美龄结婚的功臣)，况且，他也不在军中，治军非他所长。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孙总理当过他的主婚人，曾参与平息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的叛乱，所以他成为了由建国滇军改编而
来的北伐第三军军长。
全军多为云南人，无甚作战能力，但打江西立了功，应该行赏。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他的部队由建国粤军改编，是自己的副校长，他只想做南粤王。
但他的党代表廖乾吾要提防，不能让这个共产党把自己好容易才从许崇智那里弄来的粤军给带跑了。
这个军里有张发奎、陈济棠等名将，其中最能打仗的独立团要提防，团长叶挺曾留学苏俄，是个共产
党。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这个比自己大十三岁的广东人，老早就是同盟会员。
是个墙头草，他与去年第四军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的师长张发奎的关系诡异，要防。
但他的部队基本是地方军和绿林汉改编而成，无甚战斗力。
    第六军军长程潜。
与谭延闽同为湖南人，此人差点顶替了我的黄埔军校校长，要不然，今天安坐南昌的真不知是谁？
只是他的部队攻占南昌后又被孙传芳反攻，损失惨重。
这个军虽无战斗意志，但听说程潜对政治工作很有兴趣，要继续利用他，也要防他。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这个广西人有点捉摸不透，他主动投靠孙中山，足以说明他的智慧。
他的部队虽然只有两万多人，但能打大仗。
现在桂系已有九个旅二十个团的兵力，不能小觑。
说不定他的心思与自己一样：打中山牌，枪指挥党。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也是个湖南人，是被吴佩孚打败了才投靠革命军的。
他的第八军是由赵恒惕的湘军分化而来，虽然成立不久，但半年北伐，他趁乱扩军发展很快，已经号
称有五个师，武器也不错，两湖已在他囊中。
自以为靠他的湘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骄傲自大。
最要防!    当然，更需要防备的人还有这八个军的党代表以及副党代表。
他们有的还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但起码有一半是共产党。
    虽然，此次北伐得益于苏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和军火，以及庞大的军事顾问团(苏俄参加北伐的全部
军事顾问约五十余人。
军事总顾问加伦，总参谋长罗加觉夫，副参谋长切列多夫。
第一军葛尔培伯特，第二军杰卜罗斯基，第三军马尔赤利克，第四军帕罗，第五军雷林，第六军波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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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科，第七军兹金，第八军奥尼依奇。
还有航空、海军、炮兵、工程兵、兵工厂的顾问)，但与共产党的合作总是让人担惊受怕。
    北伐出征前，蒋介石在“留别全体官长学生书”中写得明明白白：“本校长向以革命为前提，前次
提出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
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
无论其退出C.P，而为纯粹之国民党，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之C.P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   
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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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研究卷轶浩繁，充满了恭维与攻讦。
一生戎马倥偬的他们，先是武斗(发动战争)，然后是文斗(政治斗争)⋯⋯    无数人都在追问：他们到底
是什么样的人？
    人们虽然无法认识绝对的“毛蒋”，但无论是大胆假设，还是小心求证，都可以这么表述：他们面
对艰难(尤其是内讧)，总是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智慧，处惊不变当机立断，有时还城府深厚地豁然大度
。
今天海峡两岸所享受到的政治文明、军事文明，一直延伸到经济文明，可以说都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
遗产。
是他们率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们，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秦以来的社会制度。
    但以上种种在“历史从我开始”的浮躁历史观控制下，依旧无法给出结论。
学者朱学勤说“这个民族之所以思维弱化，与我们不断简化历史、曲折历史有关”让人感慨。
我想，-如果另辟蹊径呢？
把对他们的怀疑放到同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平行考察求证，或许可以进入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亦
或许能够更加接近真相。
    我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拥趸，我爱他们。
在零星看到他们做丈夫、做父亲的文字时，常会泪流满面，于是有意收集有关他们的材料。
当阅读了百万字的东西后，一个切人点显现出来：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
    那一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平行地进入到各自想进入的人生转折点，也是两人的权力转折元年。
毛泽东成功地将一支失败的队伍，变成了忠于他的军队，从一名书生，变成了他自己创造的理论的践
行者；蒋介石则成功地摆脱苏俄，战胜其他军阀及党内对手，实现了孙中山的部分遗愿——建都南京
⋯⋯    那一年，是决定毛泽东、蒋介石命运成败的关键性一年，也是他们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一年。
那一年里，中国出现了人才爆发，这些人才在各自的领域都做了翻天覆地的事，却最终只有毛蒋二人
脱颖而出⋯⋯    那一年，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家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们以为不存在的东西，其实可能是存在的。
例如：根据广泛宣传的毛蒋性格思想，不可想象蒋介石居然会在大战间隙用深夜坐汽车兜风的形式，
追求他心仪的女性；而毛泽东会在连自己都前途叵测的状态下，浪漫地与一位井冈山的女战士谈起了
恋爱⋯⋯    选择1927年作为对毛蒋二人的考察，尝试将史实与释史同时变成另一种文字，也许能够达
到了解所谓真相的目的，我开始进行专题性材料收集。
经过两年多收集整理，掌握的材料文献已达近千万字了。
    2008奥运结束后不久(有湖南人高喊，没有当年的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奥运会)，开始动手写
作这部著作。
    当写完“引子”后，却发现自己是在拼命踮起脚看1927年了。
众多材料文献的相互印证，让我没有看得更清晰，反而感觉造成了更大的漏洞，甚至一些被公认的史
实都露出了破绽。
在我的眼前，尽管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但要把他们变成严谨、客观、详细、好读的文字，却往
往无从下笔。
哀叹：“秋风下落叶，衰草抖斜阳。
”    这时，有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如今写史的方法，要用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顺着历史的主线，
删繁就简，浩浩荡荡，摧枯拉朽，直捣黄龙。
这番跟“释史”有关的话醍醐灌顶。
    20多年的记者生涯，练就了能做出符合读者需求的记录本领。
在对1927年前后毛蒋这两个中年人的生存状态，甚至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性格有一定了解后，对一些
无法下笔的(可能是不存在)事件，根据自己的判断，终于可以往下解释了。
    历史总是在惊人地重复。
不敢说本书中的文字是完全严谨、客观、详细的文字，但可以说，这些文字没有被“工具论”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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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事件亦可能是最新研究成果。
只是遗憾，还无法亲手触摸到最前沿的一手文献，以及各类未解密的档案。
但我想，档案难道就是真实的吗？
本书里涉及的大多数人物都是一本史书，要真正立体地探寻记录他们几乎没有可能。
而这又正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真相的魅力，吸引着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如愚公移山般的不断挖掘。
我所做的，仅仅是一毛而已。
    在历时22个月的写作中，有时会忽然很羡慕那些太史令，不管是春秋笔法，还是秉笔直书，至少他
们记录的大多是真相。
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要掌握真相反而太难!    在正文中，引用了许多已公开的材料，向这些材料、文献
的作者致敬致谢。
对他们在考证历史时出现的焦躁我有切身体会，因为想把此书写弄成一部介于历史与纪实之间的书稿
，所以没有做注释。
要真挚地向“参考文献”的作者们道一声：各位老少爷们，谢了!真谢了!    另外，民国年间的姓名都由
姓、名、字、号，甚至笔名组成。
为了方便读者对上号我挑选了最为人们熟知的，或名，或字，或笔名。
可能不够严谨，但易懂。
如汪精卫可叫汪兆铭、汪季新；毛泽东可叫毛润之、毛咏芝；蒋介石可叫蒋中正、蒋瑞元、蒋志清等
。
    当然还要谢谢我的家人。
这部书稿与我以前的写作习惯一样，先手写，再录入修改。
妻还是担任录入工作，34多万字的书稿有8公分厚。
她虽然对我的字熟悉，但对这段历史不熟悉，众多的人物和事件让她晕菜，不时要查文献核实，难为
她了。
儿子朱一村对这部著作也有贡献，对书稿进行校对，凡是觉得有疑问的地方都一一标出，使我得以反
复斟酌。
    好朋友陈文定先生看了书稿后，出于对图书市场的敏感，指出此书很可能会引起读者重视，热心向
出版社推荐，并担纲出版策划。
还要向曾经编辑过此书的王菊芳女士表示谢意。
也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钟卫芳、宋军占致敬，谢谢他们看好这本书。
    期待各位老少爷们的阅读与指正。
    2011年3月5日于南昌塘山    2011年11月30日于北京海淀城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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