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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未解之谜》

前言

在浙江北部，有一个山青水秀、景色宜人的鱼米之乡，这就是今天的湖州市。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
湖州几经兴衰，楚国春申君在此修建菰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迁徙越人居住此地，建立乌程县；
三国时，吴国在这里设置吴兴郡。中华民国时，定名为吴兴县。    湖州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
，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青竹翠绿，风景迷人。在湖州登高远望，南有莫干山和天目山，巍
峨挺拔，云雾缥缈：北有太湖水相映，烟波浩荡，水天一色，简直是一幅丝锦的山水画。元朝书画家
赵孟颊对此秀美景色，曾挥笔留下赞美的诗句：苍峰北峙，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波皎澈，山川映发
，冲和攸集，星平列斗，势雄乎楚雄。湖州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丰富，尤以丝绸和湖笔为最佳。
湖州丝绸名传海外，所以湖州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的美称，而湖笔也驰名世界，成为文人墨客最喜
爱的文房四宝之一。    湖州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在近代史上，国民党的一大批重要官员都出自
这里。这些人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都名声显赫，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谓蒋家王朝的核
心人物。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国民党教育部长、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
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戴季陶；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国民党
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等，而最重要的当属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陈氏家族。    在战乱年月，陈
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之所以能权倾一朝，这与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也有很大关系，他们
利用同乡关系拉帮结派，营造自己的权势，使之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成为“四大家族”
之半壁。    陈家兄弟的兴起离不开蒋介石，而蒋介石国民统治的稳固也离不开陈家兄弟。陈果夫曾长
期掌管国民党党务，竭力为蒋介石排除异己，为其通过国民党实现独裁统治铺平道路。同时，陈果夫
还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发展官僚资本，成为与蒋介石、宋氏家族、孔祥熙比肩的家族势力。陈立夫则
长期把持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工作，与其兄陈果夫共同建立了国民党党内的安全特务机构——中统，
成为蒋介石反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重要暴力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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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未解之谜》

内容概要

《陈氏家族未解之谜》翔实的史料，细致的描述，再现近代政坛、权力场的种种伎俩、派系斗法的精
彩场景，叙写陈氏兄弟的家庭、求学、婚姻、晚年生活和他们在中医上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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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未解之谜》

书籍目录

第一章陈家的起源之谜 陈其业淡泊名利之谜 陈其美革命之谜 洪帮“小老大”之谜 第二章湖州陈氏家
族之谜 陈果夫年少离家之谜 陈果夫经商之谜 大屠杀背后之谜 CC兴起之谜 第三章陈果夫的后期 政治
活动之谜 陈果夫主政江苏之谜 “家族”内斗之谜 陈氏“金融帝国”之谜 “陈家党”覆灭之谜 陈果夫
败走台湾之谜 第四章创建中统之谜 陈立夫苦难求学之谜 随蒋从政之谜 陈立夫惊天一问之谜 第五章中
统“教父”陈立夫之谜 特务组织的内斗之谜 “反省院”之谜 笔杆子与流氓论战之谜 执棒叫嚣“和谈
”之谜 政治失势之谜 第六章陈立夫晚年生活之谜 陈立夫美国生活之谜 “反共先锋”拥护统—之谜 陈
氏弘扬中医之谜 陈立夫长寿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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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未解之谜》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陈果夫挣不到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在革命党人中，又无足轻重，派不上什么用
场，没人拿钱去接济他，不得已，只好回湖州老家。 回到湖州，陈果夫先为友人代课，做一个多月教
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做教师。在代课时，有一件事给陈果夫印象很深。 有一次，当地救火会都将水龙
集在一处进行比赛，学生们都不来读书，去看比赛去了。学校校长认为学生不守纪律，把他们统统记
过一次。而陈果夫觉得学生们看比赛也是学习，不一定读书才是教育，就和老师们辩论。主张处分学
生的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辩论失败，但为赞成校长的主张，还是不承认失败。陈果夫一贯主张实地教育
，生活教育，始终不变。 1917年冬，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先生从上海来信劝其经商。朱五楼是老金融
界的领袖，陈果夫结婚时，已经见过和他打交道的很多金融界的老前辈。到了第二年春天，朱五楼又
来信说刚刚开办了一家银行、一家钱庄，要求陈果夫过去帮忙。陈果夫就写信与蒋介石商量，蒋介石
建议他人钱庄，一方面可以学一点旧式的东西，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于是，陈果
夫立即答复岳父，表示愿意经营钱庄。 1918年5月，陈果夫离乡赴沪，进入上海晋安钱庄。陈果夫的
职务是助理信房，工作繁忙，但待遇微薄。不到3个月，信房先生就病死了，陈果夫当上了信房先生
。当时，信房先生的月薪应该是32元，而陈果夫每月却只拿8元。朱五楼向钱庄经理说了好话后，陈果
夫的薪水涨了4元，到第3年，又加了2元。 陈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忙里
偷闲，去帮助人家工作，那些贪图清闲舒适的同事也经常让他代做。他的收入不多，开支不小，还得
资助弟弟陈立夫上学。 他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一个办法。他必须攒钱。后来，陈果夫向蒋介石
借了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当时，做洋钿生意的人很多，大家都在秘密地做，
而陈果夫却托庄上公开地做。不上3个星期，陈果夫赚了600多两银子。 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均不成
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经费。1921年秋，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指示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
，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蒋介石因为经济拮据
，为谋生财之道也参加进来了。 在蒋介石的拉拢下，陈果夫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蒋介石让陈果
夫、朱守梅、周枕琴、赵林士等人，组织起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因为陈果夫在钱庄干了3年，还算比较内行，就被推为经理。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
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以及从陈果夫那里借用
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
排了代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
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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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未解之谜》

编辑推荐

《陈氏家族未解之谜》编辑推荐：一段岁月，铭记着人间冷暖；两个家庭，映衬着世态炎凉。陈氏家
族的嬗变，曾经深深影响了一个政权的兴衰。为蒋氏王朝的建立，陈氏兄弟抛掉了初时梦想，鞍前马
后，建立起遍布天下的“陈家党”，但党内的派系斗争终使陈氏家族一夕败落，兄弟天各一方，命途
迥异。那么，“蒋陈情结”缘何而起？纷繁变幻之中又有何隐情？派系之争有何内幕？出走美国的陈
立夫有何长寿秘诀？我们从《陈氏家族未解之谜》开始了解⋯⋯《陈氏家族未解之谜》由龚平、陈仕
豪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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