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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自述》

内容概要

出版说明
本书收集了蒋经国的六部日记，录自蒋经国著作大陆解放前的版本和台湾版本，
取名为《蒋经国自述》。
《我在苏联的生活》，是作者记述他一丸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苏联学习、工
作和生活的情况。《训练日记》，是他任赣南行政区督察专员期间，于一九四○年
举办赣州干部讲习会，运用从苏联学回的方法，对所属干部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的
真情实录。《伟大的西北》，记述他于一九四一年夏天，作为蒋介石特命的“西北
宣慰团”的成员，在我国西北国防前线的所见所闻。《五百零四小时》，是作者记
述他于一九四五年秋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特派员，在长春与苏联红军谈判从苏军手
中接管东北的详细过程和自己的种种感想。《沪滨日记》，写的是他于一九四八年
奉命去上海管制经济，企图通过打“老虎”等办法，解决上海物价飞涨、投机倒把
等类严重问题，结果上海反出现抢购风潮，他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危急存亡之
秋》，是作者在大陆的最后一部日记，记载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土崩瓦解时所
进行的种种最后努力，记载蒋介石“引退”后与李宗仁的矛盾与斗争，记载卢汉准
备扣押蒋介石，及蒋氏父子撤离大陆的情况。
本书出版时，对原版本印刷上的文字错讹进行了校正。书中的一些攻击性词语，
如“共匪”、“匪军”，一律改为“共党”、“共军”；个别地方略有删节，以“
⋯⋯”表示；余皆力求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至于蒋经国在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反共
反人民的立场和唯心史观，以及美化蒋介石的言论，相信读者自会明察，不屑一顾。
原版本中有”××、×××”，当是作者公开发表其日记时改的，今一仍其旧。
蒋经国的这些日记，对于了解蒋经国的生平、他的思想和政治性格等等，是最
直接的资料，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历史，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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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自述》

精彩短评

1、小蒋人还是不错的。
2、一张合影，败退台湾后，蒋经国站在父亲蒋中正的身后看书，当时已是蒋中正晚年了，就这么安
安静静地陪伴，感动。
3、学校图书馆里竟然有这本书！
4、五百零四小时这章是关键
5、“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间所作何事
？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事急寇深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狂澜既倒，大厦将倾，为之奈何？
6、经国先生的人生观，生活态度实在可取。至于他私生活如何，对我无意，人嘛，总有七情六欲。
7、大时代
8、蒋经国文笔不好，很多地方完全是流水账，但可以看出这个人很真诚。
9、蒋经国的一生很有趣，最早对他有兴趣是在《建国大业》里，陈坤饰演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
事迹震动了我，然后是在《北平无战事》里，他分明才是隐形的男一号。通过这本自述了解他的心路
历程自然是较为准确的，尤其是他在苏联农村和赣南基层所从事的一些工作，更让人刮目相看。他绝
非一般的纨绔子弟，而是真正吃过苦、受过训练、从事过基层工作的干部。特殊身份决定了他的从政
之路，但自述中无不透露着全力以赴后无能为力的悲怆。在苏联一个人生病时的悲凉；抗战胜利后跟
苏联在接管东北问题上的角逐；在上海稳定物价、推行币制改革失败的隐忧；国民党败退前的奔走⋯
⋯自述所叙，犹历历在目~
10、唯一的印象：小蒋被洗了两遍脑，苏联第一遍，奉化第二遍，显然，第一遍让第二遍变得更容易
，呵呵
11、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十月革命后与明治维新期间，相同点是大家都
对未来有美好的期许，能暂时克制个人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大部分人有读书的机会，不分阶级，人人
都有上升的可能性，只要你够努力.
12、厚道人，经国同志能活着从老大哥那里回来，很不容易。
13、校图本，内部发行。似乎几乎没有删节。《苏联生活》、《训练日记》、《伟大的西北》名为日
记，实为宣传品，特别是《苏联生活》，另，蒋经国在赣南的时候也弄了个“太阳节”⋯⋯《沪滨日
记》很真实，很耐人寻味，沪政失败，较少提及的是国民党军事失利带来的市面恐慌（P183）。《伟
大的西北》P128，“还认识了二个年老的赫萨克，有一个人说：‘我们离开了家，带了马、枪，到中
国来，是为了蒋委员长精神的感召，我们愿意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打日本人’。”——边疆的国家观念
，另，不知是否有翻译，因此这段记录亦有可疑之处。附文薛汕的《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极有价
值。
14、赣南部分，无法直视，感觉像传销，编的歌还能更搞笑一点吗？
15、只读了在苏联的日子，蒋在最艰难的日子写的日记，虽然被不公平对待了许多次，他都努力的向
上爬着，村助理，车间管理员，多个与他身份不符的职位，还都是他自己奋斗得到的，这些个小志向
，支撑着他走完了12年。
16、三星半
17、小学时候看的爷爷的书。厕所必备啊，那时候喜欢看他在苏联和赣南时候的日记
18、这自述比他老子的“日记”差多了~多是浮在表面的流水账~附录还好些~
19、經國深得共產組織三昧，可惜他出場的太晚了。
20、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家庭~~传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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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自述》

精彩书评

1、蒋经国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做人太有条理，过于理性，所以他的日记，看不出多少个人情怀，家
国的东西太多，思考的东西也多。估计是不如他父亲有性格。二代人物难为的地方也在这里，有个牛
逼的老爸在前面，做什么都有压力，做不好，自然有人骂，做好了，也被说是本有基础，就该如此。
不过蒋经国后来作为，确实牛逼，建设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伟业。这本书是根据其六本日记改的，
大陆出版，所以有删节也是可以理解的。六本日记分别记录其人生六个几段，在苏联留学，在江西搞
建设，在大西北，与苏联做东北接受谈判，以及上海搞经改，大陆最后的失败岁月。中国的留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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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莱并无优劣之分
，完全一律。这天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而一个苏联同学的早饭则是自带的一个黑面包，
二个洋芋艿。这节陈伯达也是同样记录，说明苏联对外国学生是下本钱的。不过苏联部队的伙食要好
一些，某次他与野营士兵一起吃饭，第一盆是肉汤，第二盆是烧牛肉，第三盆是煎鱼，第四盆是甜果
酱。他问兵士：“你们平常都是吃这样好的莱吗？还是只有今天这样丰裕？”这个士兵指着同桌的兵
士说：“倘使不是每天这样吃，你看！那里有这样好的身体！”野营中所看见的兵士，的确都体强力
壮。关于苏联兵士与军官的待遇如何？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每个士兵除衣食住由军队供给外，每月
可领零用费七个卢布。军官则以等级之不同每月所领亦异。连长每月约一百卢布，营长每月一百三十
卢布，团长每月二百六十卢布，师长每月三百二十卢布，军长每月四百八十卢布。徐薪水外，就没有
其他的进款。蒋经国和苏联朋友一起逛街，莫斯科没有大的商店，满街都是小商人的店铺。商店有国
家与商人开办之别。于是蒋经国就问一个俄国朋友说：“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商人与资
本家的，为什么还有私有商业的存在呢？”这个苏联朋友的答复是这样的：“革命之后，我们就实行
军事共产主义，一切商业工业都由国办，所有私人资本完全充公。但是在革命时期中，经济破坏非常
厉害，倘使只靠国家资本，经济很难恢复起来，所以我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尽量发展国
家工商业，同时允许私有资本的存在。但是调剂的权力，完全集于国家手中。这并不是永久的允许私
有资本在我国内发展，不过一时将他们利用一下。将来整个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政府自然而然的
要将私有资本完全消灭。有许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我国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是不对的，
这不过是过渡时期中的一个政策。”苏联人确实很实在，一点不掩饰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革命目的性
与功利性。后来我国的工商业改造事业对此多有借鉴。只活该这些资本家之前没有去苏联考察一下。
蒋经国的日记里记录在苏联的生活水准还是逐步提高的，中国与苏联在许多运动上大同小异，唯独浮
夸风似乎不是学的苏联的。有个细节很值得关注，他在休养院记录，在进食的时候，绝对不许作声。
饭堂中有值日医生维持秩序。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必须要经过桌长，才可报告值日医生。有许多中国
学生开始根本过不惯这种有规则的生活，可是后来都渐渐的成为习惯了。休养所的主任介绍：“生活
团体化是我们休养所中最高原则。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恢复、锻炼劳动者的健康，但同时要教育民众
守纪律的习惯，以团结利益为先，使得民众的生活科学化。衣食住是人类生活的根基，教人必须先从
衣食住教起。谁破坏了我们的规则，就是违犯了团体的利益。休养所纪律的严格，完全与军队中的纪
律相同。不会休息的人，一定不会很好的工作。”强调守纪律，其实是专制思维，我们却一直认为是
美德。可是一旦从纪律束缚中解脱出来，又出现眼下社会无可挽救的松散与溃败。蒋经国在记录事情
的时候，总强调归纳和总结。有一定的秘书人格。比如他记录苏联政治部的作用是：在战斗中的作用
是：一、向军官报告政治环境。二、向党政二部解释战斗任务。三、向全体兵士与军官作广大的宣传
，使他们每个人都明了战斗的任务及政治的目的四、监视所有嫌疑兵士与军官。设法防止逃兵。五、
注意党员的分配，使到处都有党的影响。六、调查后方部队的工作。七、组织民众中的工作。八、组
织在敌军中的工作。在民众中的主要工作为：一、设法使人民尽力帮助军队。二、利用人民的物质力
量。三、在城市或乡村中组织秘密机关——倘使军队不得已遇到挫败，秘密机关留着作破坏敌人与侦
探工作。中国这批留苏的人士确实在苏联学习了许多管理的技术，但如此明白讲出来，并不多见，有
些东西，中国人还是用的比较含蓄的。但破坏的威力更大。在江西的时候，安排训练队的学生，在放
假的时候去做民众的问话调研。至于问的问题一、他的生活情况二、对他的生活满意否。三、对抗战
建国的认识。四、对赣县县政府的批评。五、他喜欢哪一种人。六、他恨哪一种人。他自己也访问了
一些人，并且一一记录。但说真的，被询问者的回答还是流于表面，他在江西经常搞卫生检查，尤其
强调要搞好暗处的卫生。他也知道，中国人就是喜欢做表面工作，而忽略关照不到的东西。知道又如
何，后来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失败在表面工作做了太多。到东北接受，住在一汉奸的房子里，记录：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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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自述》

所居之屋壁，悬有甚多格言，如“离边处中”，“思想纯洁，生活简朴，行动实践”等等。而此乃为
大汉奸之书房，可知天下之事，不贵于知而贵于行也。有记录当地一则小事，云：昨有一理发者告余
：“过去日本人不许我中国人吃白米饭，现在日本人却向我们讨饭。”余询以日本人讨饭时，是否给
予，则日：“看他们可怜，当然给他们。”此乃为中国之道德观念也。三年内战大局已定，蒋介石引
退下野。蒋经国和他一起回老家。每日日记，既写战事国事情况，又写蒋家父子的生活。虽然笔触闲
适，但也故作从容。录其数段生活如下： 午携儿孝武，随父攀登武岭山巅。极目远眺，群山环拱，武
岭俨然其中心也。父亲俯仰徘徊，不忍遽去。盖以此次下野，得返溪口故乡，重享家园天伦之乐，足
为平生快事；而在战尘弥漫之中，更觉难得。今为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
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父亲为
国事奔走，国尔忘家。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清晨同全家妻儿上山，向父
亲拜年。上午在各祖堂祭祖，并游武岭公园。父亲上午往宁波城内金紫庙（即宋代蒋祖基“金紫园”
），祭祖后，回溪口，亲赴宗饲及大、二、三、四各房祖堂祭祖。下午在慈庵读书散步，未见宾客。
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风俗纯朴而有充分的人
情味者，其唯农村乎！天气阴霾不开，侍父亲游雪窦寺，四明胜景也。寺建于唐会昌元年，咸通八年
重修，赐名“瀑布观音院”，光启中为贼裘甫所毁。常通僧来自宣城，领众开山。宋真宗咸平二年，
改称“雪窦资圣寺”。仁宗尝梦至名山，诏图天下山川以进；披览及于雪窦，恍与梦合，特敕赍其寺
僧。淳祐四年，理宗御书“应梦名山”四大字赐之。人杰地灵，雪窦遂见称于世。寺宇几经丧乱，无
复旧观，今所存者，亦觉简陋；而其所以为游人向往者，盖以其为盛唐古迹及天然景物之奇丽也。兹
录唐名士万千《游雪窦寺》诗，可见一般。“登寺寻盘道，人烟远更微。石窗秋见海，山雾暮侵衣。
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谁能厌轩冕，来此便忘机。”“绝顶空王宅，香风满薛萝。地高春色晓，
天近日光多。流水随寒玉，遥岭拥翠波。前山有丹凤，云外一声过。”午共方丈素食，复同登妙高台
。飞阁凌空，一望无际；台后有屋数椽，父亲还乡时常驻宿于此；东有梅园，绿萼正盛开，父亲往年
所手植也。循崖下，直至仰止桥，观千丈岩瀑布。自雪窦山麓至颠，高可十里，四山环合，中有平田
数百亩；至者忘其为山。左右各出一水，至西南山缺口处，合流而为瀑布，绝壁千仞，故名“千丈岩
”。水至半壁，阻于突石，飞洒若雪花；复聚泻为瀑布，雄伟奇丽，日光辉映成五采。到此心神怡逸
，几已不觉此身之处于乱世也。王安石观瀑诗云：“拔地万重清蟑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
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情景交融，妙笔生花矣。回忆前共游此之表弟竺培风，已于前年坠机殉难
，父亲深为悼念。观瀑毕，下山，乘竹筏回丰镐房，已万家灯火矣。父子二人对国事多有总结，也对
时局做许多判断。技术性的东西，日后再台湾建设中多有实现，这里就不抄了。倒是蒋介石这句叫人
唏嘘不已，他说：“这几年来，因为要想国家自由、民族独立之希望过切，所以用心过急，使人民遭
遇到很大的痛苦。”历来统治者无不以为自己一心为民，却不得民众之理解。蒋介石也是如此。但他
好在至少知道，人民确实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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