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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内容概要

內容簡介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此後蔣介石的歷史評價始終擺脫不掉「丟掉中國的人」。其專制性格，加上白
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蓋了他的複雜功過。然而蔣介石是唯一在中國與臺灣都曾掌權的政治領袖，
終其一生不斷參與具世界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且其時間長度近代少有人能及，這些都在在凸顯評價蔣
介石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涵蓋現代中國在共和初期後逾五十年的發展。做為國民黨繼孫中山之後第二位政
治領袖，蔣介石面臨的是，共和初期的地方軍閥割據，與毛澤東共產勢力的意識型態競爭，新一波帝
國掠奪造成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的冷戰對抗。一九四九年他六十二歲，因國共內戰失利避走臺
灣度過晚年，在這之前的二十五年，他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於其任內催生中國脫離帝制後第
一部明文憲法，然而最終實現他政治理念的地方卻是在臺灣。換言之，蔣介石的一生牽動的是現代中
國的掙扎，以及世界局勢的複雜競合。
做為極端正反評價皆有的政治人物，作者陶涵透過近幾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以及相關檔案，力圖將蔣
介石描寫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一方面會稱中共為匪，卻敬佩他們的紀律與效率；多次受史迪威侮
辱、冒犯，但訓斥後便不再記恨；年少時曾經風流，卻對「美妹」情有獨鍾；思念兒子卻謹守家國分
際，不願用條件與史達林換回「經兒」。然而陶涵在書中亦清楚道出其對屬下貪腐的姑息，要求忠誠
至上的殘暴行徑，和外交手腕的拙劣與失敗。隨著相關檔案的透明公開，不論兩岸或史學界，對於蔣
介石的評價正在轉變，而本書也成為第一本緊扣時代、貼近人物的蔣介石傳記。
名人／編輯推薦
陶涵拿新史料為基礎，以全新觀點詮釋蔣介石不凡、長壽的一生，並且對蔣的動機和行為提出具爭議
但讓人信服的新解讀。此一生動活現的論述，將會成為一本經久不衰的權威之作。──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政治學教授、《蛻變中的中國》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透過蔣介石日記的慎選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蔣介石的個人特質。陶涵拒絕一般認為這些日記不值一晒
，毫無歷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記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軍事局勢的生動細述，他讓我們更貼近
這些還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種程度上，陶涵在蔣介石與他置身的世界之間建構了更具個人感性的連
結。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Johnathan D. Spence） 紐約時報書評
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陶涵執筆的迷人傳記讓我們看到，過去對蔣介石和國共內戰的傳統觀點是扭曲
不實的。這是第一本充分運用蔣家檔案的蔣傳，其中包括蔣的親筆日記。書中呈現的是一個微妙有遠
見的思想家，而不是美國將軍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經濟學人》
陶涵並未隱藏蔣的殘暴和外交上的失敗，他尊敬蔣介石是因為意識到，蔣以合理的手段統治一個幾乎
無法被駕馭的國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國顧問，蔣更瞭解他的敵人們。──《出版人週刊》
陶涵在他的新書中陳述，蔣介石非但不是無能，反而是有遠見、訓練有素且精明的策略家。他不僅精
準預測了許多政治事件，更將手中的劣牌發揮至極致。 ──《華盛頓郵報》
序／書摘
陶涵英文版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以八十五歲之齡逝世時，我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任職，負責有關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政治事務。當時，我正在中國大陸旅行，由於負責臺灣事務的是另一個單位，我對這位國民黨
高齡領導人的過世，並沒太加注意。一九六○年代初期，我還是派駐臺北的年輕外交官，曾有兩三次
在酒會中和他握過手。他看來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也很驚訝他手握得很輕。
蔣氏過世之時，我對他的觀點和許多中國事務專家的看法一樣。一般公認他是個殘暴的獨裁者，掌握
權柄近五十年；一個失敗的軍事領袖，在運勢大逆轉之下，把中國大陸丟失給毛澤東。就我所知，他
除了被認為自身清廉誠實之外，並沒有足以彌補缺陷的特質 （redeeming qualities）；即令如此，他容
忍其支持者普遍貪瀆。他像是個不具真正原則或理想的人，成就也不大。影響到我觀點的書籍，有易
羅生（Harold 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raham Peck 的
《兩種時代》（Two Kinds of Time）、馬侯 （Andre Malraux）的小說《人的命運》（Man’s Fate）以
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將近二十年之後我正撰寫蔣氏兒子、繼承人蔣經國的傳記時，發現這位老人並不是西方經常描繪的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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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淺角色，當然也不是一九八○年代之前臺灣到處可見的偉人傳記所描述的偶像。可是，我在他兒子的
傳記中仍以一般說法描述這位父親。哈佛大學出版社繼《蔣經國傳：臺灣現代化的推手》一書之後，
要求我為蔣氏本身寫本傳記，我對這項必然耗時甚久、十分具挑戰性的工作，忖思良久。我對蔣氏的
觀點大半屬於負面，但身為溫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務實派，我想自己能開明地處理這個主題。
我又受到若干學者的鼓勵，他們證實了我的印象；近年來不僅臺灣和中國，就連俄羅斯、日本和美國
都出現浩瀚如海的檔案材料，但西方仍未出現善加利用這些豐富素材的一本完整蔣介石傳記。中國學
者利用這些素材已就蔣在大陸和臺灣長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國內外動態關係，發表數百篇有見解且
中肯的研究成果。而且，蔣家後人也開始分期發表委員長橫跨五十六年的日記手稿。
透過新的訪談，加上我以前撰寫《蔣經國傳》所做的訪談，意謂我可以借助與相關人士——許多人也
認識蔣介石——數以百計的談話來從事《蔣介石傳》的寫作，只不過這些人士年歲已高，這樣的窗口
正快速流失中。集結這些材料似乎這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項計劃。我也將這本新書看作是個獨特的
媒介，就像我寫他兒子的傳記，側寫了中國從二十世紀之初衰落中的異族統治中古王朝，發展成一百
年之後和平、安定、快速繁榮強盛的國家，這一段痛苦、顛簸且往往殘暴的過渡故事。
在我為本書旅行、研究和訪談的過程，我發現蔣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個現代的新儒家，支持女
權，也能接受他太太侄女兼親信公開穿著男裝的女同志行徑。他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極端痛恨過
去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與羞辱，可是他卻一點也不介意，除了兩個非婚生孫子之外，他所有的孫子
女全是歐亞混血兒。他沒有太多領袖魅力，大體上也不為同儕所喜歡，但是他的堅決、勇氣和清廉有
時也使他廣受支持。他雖是個自我約束的人，卻具備氣勢凌人的個性——一個沉著、欠缺幽默感的人
，脾氣極壞卻又笑口常開，偶爾傷感啜泣；從日記研判，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臨對國
家存亡及其統一，或者他本身統治地位的威脅，他會不惜訴諸殘暴手段──有時他在日記中陷入偏執
的胡言亂語。但是危機時期的他經常是既冷靜又能分析事理的，表現出對手邊問題動向和可能性的瞭
解。在大陸的某段時期他軍功顯赫、戰績彪炳，但一切都止於一九四八至四九年的大潰敗。無論是有
意識或無意識，他替臺灣活力充沛的民主發展奠定基礎。
蔣的日記讓我們對下列歷史大事件有了新的瞭解：他在國民黨內地位的勃興、他早年的左派思想、他
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軍閥一再興兵作亂、他一面建軍一面對日姑息歷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
安事變他遭到劫持、國共聯合陣線的過程與破裂、他和周恩來長久、獨特的關係。我們也重新認識到
他在淞滬保衛戰及其後的軍事策略、他和史達林相互努力把對方捲進對日戰爭、他和史迪威的長期鬥
爭、他在珍珠港事變後對盟國目標嚴肅的軍事承諾——這份堅貞卻屢受盟國失信於他的傷害、他對盟
國失信雖仔細盤算卻又不智做出種種反應。
戰後的大事則包括：馬歇爾使華調處失敗、蔣錯誤決定在東北孤注一擲、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計劃退
守臺灣。最後，蔣氏日記和其他新材料也讓我們對他撤守臺灣後，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下列事件有了
豐富的認識：他對臺灣本省人潛在反對勢力殘暴、無情的威嚇和彈壓、國民黨內不滿他領導的種種風
波、他對韓戰、越戰的悲觀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認識到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光復大陸」，可又一再
公開宣布即將「反攻」、他利用這些警告從華府得到特別待遇、兩次瀕臨核戰邊緣的金門危機他如何
扭轉情勢使之有利於己、他拒絕艾森豪一項可能導致美中大戰的危險提議。
後來還有許多重大事件相繼出現，但是蔣氏在他生前最後的重大危機中務實地回應——例如，隱藏他
對尼克森的痛恨，顯然他最先是從周恩來那裡獲得尼克森和毛澤東修好的訊息。現代世界的主要領導
人，沒有人能像蔣這般活躍且不間斷地參與締造歷史的最高層級世界大事。基於這個理由，不論你怎
麼看待蔣一生動盪歲月的功過，他的故事大有可觀之處。
目次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導讀（呂芳上教授）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第二章 北伐與內戰
第三章 南京年代
第二部 抗戰
第四章 長期戰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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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蔣介石和他的美國盟友
第六章 中國戰區
第七章 雅爾達、東北和戰後戰略
第三部 內戰
第八章 妄想勝利
第九章 大失敗
第四部 島嶼
第十章 荒漠甘泉
第十一章 操控保護者
第十二章 換檔
第十三章 尼克森和晚年歲月
結語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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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涵（Jay Taylor）
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文及事務。曾任職臺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美國與
中共建交後，任北京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後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
研究員，著有《蔣經國傳》。

Page 5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精彩短评

1、传纪里有真相，但谁知道呢
2、很扎实的传记
3、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人果然很容易变成蒋粉，陶涵也沦陷了。
4、性格决定命运。摘录其中的一段话：接受必要的羞辱和损失、长久坚守、保持尊严、固守原则、
尽速发展经济与军事实力、威胁要誓死作战以防止中共武力犯台，然后等待天意干预。这跟 1937 年前
他对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策略有点像，也像他在面对抗战、与美国的战时同盟、史迪威风波、马歇尔
调处、东北必败、国共内战将败、大陆即将沦陷、杜鲁门艾奇逊时期的政治危机，以及和艾森豪杜勒
斯为外岛防卫交涉时所采取的策略。
5、结合高华教授的红太阳一起读，追溯一个以王阳明、曾国藩标榜的中国拿破仑可悲可敬可叹可恨
的一生。
6、有点太过偏向老蒋，不过可以以一个新角度去观察领导人。
7、委员长的逼格太高，不适合中国这么low的舞台
8、作者的外交官身份，给了写作本书的诸多便利。对细节的考究，访谈了诸多蒋身边之人。尤其对
蒋介石发迹史的关键处，成长的内心历程刻画，颇为生动。比如，1945年北平北平天安门城楼上挂着
蒋介石的画像，到1949年被撤下，换上毛泽东画像。对抗战时期，中共，苏联，美国，日本，国民党
，缅甸，各方军事冲突，与作出判断的内在外在原因，数据的展示，国内外形势，有较清楚简明的说
明。这是作者外交官身份的自带优势。退守台湾后，选定接班人，对陈诚，孙立人的一面重用，一面
秘密监控的刻画。对尼克松与蒋介石的个人情谊，以及蒋对尼克松的反复无常，包括蒋介石提出反攻
大陆的用意，皆作了比较中肯的解读。。文字剪裁上简明有力，非常多的资料，直接有原文索引可查
。生活中的小故事，也增添了本书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9、被中学历史书洗过脑的都该看看
10、立场太过鲜明，对中共的成功缺乏深入的理解
11、原来历史是这样的
12、算是比较客观，蒋先生实属不易
13、我们读书时学的历史与我们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国民党不是"反动派"，而且
蒋也是一个很有预见未来的人，他值得我们尊重
14、蒋公千古
15、后半部分名叫蒋介石与美国更为合适，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写出的。稍显杂乱，感觉没有头绪
，并未展现出蒋介石真正的功绩，品格，历史地位。
16、是非成败转头空
17、三星半，作为参考史书的局限性太明显了，作为蒋公自传都觉得一家之辞的片面性之自圆其说的
牵强，打麻将不好一缺三的。但作为一般通史读物可读性极强、阅读性极高、可玩可叹，相当精彩，
各种小细节挠心窝痒痒的
18、可惜现在看不到完整版
19、值得一看
20、历史需要另一面镜子。
21、亮点是“野心政治家”宋美龄，宋氏姐妹和自家哥哥的明争暗斗
22、福尔摩沙
23、虽然文中难以掩饰作者对他深切的同情，但严谨的考证和丰富的史料，还是让人比较信服。即使
是早已知道结局的我们，回到当时，身处他的位置，依然是觉得，无比的艰难。
24、看完繁体竖版电子版，眼睛几乎快瞎了。这是一位悲情伟人。这本书对于蒋与美国之间的斡旋著
墨偏多，而对于蒋对中国各个战场的影响描写太少。甚至还有与史实不符的。比如国共内战时期，文
中写国军未坚守长春且弃城而走，实际国军在长春苦守五个月，共军不放任何人出城，最终长春沦陷
，城中饿死30多万人。不过瑕不掩瑜，这是一本好书，有机会要收藏一本原版和台版。
25、在如此纷乱复杂、波谲云诡的环境中能够忍辱前行、筚路蓝缕，为华人世界保留一座文明的灯塔
，映衬着大海对岸的灰霾，他真的不容易
26、增添许多新的认知，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共为保存实力避实就虚，建国后却吹嘘中流砥柱，实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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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叹：不是国民党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美国也一再体现其自身利益为大的本性，所以台湾人
别太把美国保护当回事。真正爆发战争，美国只怕避之不及。
27、这本书我读的比较累，感觉比较难读。文字上，不知是作者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读起来不是
很流畅，以至于下册读到一半实在读不下去，所以暂时放弃，另找时机再读吧。内容上，个人感觉落
笔点还是过大，对于委员长的个人深度描写还是偏少，对于委员长与美国的恩恩怨怨却又着墨过多。
28、我更喜欢年迈的委员长，一位慈祥的老人，背负着那么多的历史责任，却依然严于律己。 要求不
多 做一个严以律己的人罢了 加油|~|
29、翻译的很好
虽然还有一册没读⋯⋯
30、有部分的偏见，更真实的接近了蒋。
31、这个书尺度有点大，信息量也大，非常值得一读。有大量的文献参考，有蒋的日记穿插其中，对
蒋介石的心理变化描写细腻，让人信服。
32、10/7 上册看完，下册看到20%。我也是第一次看关于常凯申的传记，有些内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
说，特别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以及关于蒋介石早期经历的描述。内容故事性很强，史料印
证极其丰富，中美引用信手拈来。10/8 下册看完、对于蒋介石一个中国的想法印象更深了，对于大国
博弈也是感触颇多。美，中，台，俄，四方角力有着自己各自的默契。
33、20161025 学车读书。
201611上旬读完。从大陆以外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民公敌，时间会洗刷掩埋也会把刻意掩埋的挖出来
。台湾之后的蒋更加务实，苏联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
34、蒋介石与史迪威的恩恩怨怨
35、流水账，中文翻译语言感觉一般，可能英文更有感觉一点吧，对此类书籍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
尽量客观点。
36、很成功的一本人物传记。无论之前是否知道蒋、是否对蒋已有既定思维，看罢此书，都能重新跳
脱出一个生动饱满、自圆其说的人物来。对蒋的感慨更多是对必然性的感慨。无论是他成为KMT首席
的历史宿命，还是大乱得治之后反被抛弃，抑或是在国际风云际会中的夹缝求存。作为陪衬的我D笔
墨不多，但对周公“杰克苏”式形象的塑造无异格外成功。对应眼下《琅琊榜》的热播，只想说历史
可能比文学更精彩了。
37、开启那段被刻意遮盖的历史，我发现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应被赋予的精神面貌、文化与价值观，这
感觉就像长大后才找到的一个流落异乡的亲人，我们曾经原来有着那么深的羁绊，“光复大陆”，听
起来是这么的亲切
38、强烈建议 别看共和版
39、俺觉着书名可以改成蒋介石与美国佬的恩恩怨怨。蒋的失败还是在于野心超过其能力。
40、读到三分之一，但已表露了作者突出的偏向性，以及历史研究的狭隘性。蒋介石的勇毅，自律，
以及爱国，情感丰富等等品质，有多大的真实性，并不能由他的日记来证明；在作者刻意而拙劣的的
对比下，毛泽东纯粹是一个狡猾的政客，也缺少进一步的说明。作者想表现蒋对毛而言，更接近现代
民主文明，恰恰没有多少可资支撑的材料，自然，毛为何屡扑不灭反盛，作者也没有任何见解。
41、真正的历史。蒋公千古。
42、对蒋有着深刻的同情，蒋的个人品格确实相对伟岸。作者关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部分写的非常
精彩。
43、全篇站在美国的角度，自黑美国的愚蠢政客，同时称赞蒋介石的眼光，似乎处处关键节点蒋的判
断都是正确的，但因为猪队友的掣肘才把好事弄坏了。本书有很大偏向性，但是好在能够站在国际视
角上审视近代史，特别是苏联和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44、弥留之际，风雨大作，雷电交加。
45、16.8.30 sz.bsz 很正面，把蒋介石描述成了一个悲剧英雄
46、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局面下，独木难支撑过了抗战，却没有躲过背后的一刀，攘外必先安内，千
古罪人张学良！
47、内忧外患，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能怎么做，这么想，蒋介石太不容易了。也被我们可以的宣传曲
解的太多，但一打开电视机看到那些抗日电视剧心里只有无语。
48、作者的同情和袒护，仍然明显。也许传记作者很难克服对传主的欣赏及偏爱。一个"历史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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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生涯，似乎尽数交付给历史，没有私人可言。褒贬也罢，真假也罢，对这些勇于把自己绑缚在时
代轮轴上的殉难者，须怀有一份敬意及感伤。大陆的版本要少200页，电子书真是好东西。
49、微缩的现代中国
50、五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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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730页

        陶涵说蒋介石的中国梦是：以儒家及基督教价值为基础建立一个现代华人国家。

2、《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23页

        打從一開始 中共的兇殘就不遜國民黨 有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共的「保護局」職司揪出 剷除
內部敵人 據說中共的「特務部」在一九三〇年代殺了「數以百計的『叛徒』 工廠領班 偵探 工會幹部 
幫派分子 慈善家 工業領袖 不合作的工會領袖和國民黨特務」 張國燾抱怨 未經核可即殺掉黨員違反了
黨紀 之後「消滅」反黨分子的行動曾停過一段時間 但是「不久之後 獨裁者和（中共）特務又肆無忌
憚」

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根据共产国际1944年12月的一份报告，直到抗战已进行七年半，中共八路军仅有103186人阵亡；以
游击战为主的中共新四军极可能只折损数千人；但是政府军死者逾100万人。换句话说，从周恩来1940
年1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至1944年12月此一报告之间——这期间是史迪威等人坚称抗战主要由中共承
担而国军并无作为的时间——中国只有约70000名士兵牺牲性命。

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41页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他（蒋介石）召開劃時代的政治協商會議，發表主題演說，宣布政府即將
立刻訂立言論、新聞、宗教和集會的自由。他說，政治犯將得到釋放，所有的政黨將在法律之前一律
平等。選舉將「由下而上」推動，意即所有的代議機構、包括中央級民意機關都要辦直接選舉我们现
在苦求不得的，早在70年前就差些实现。而我们还在歌颂断送这一切的历史罪人。

5、《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64页

        翻译有误
电报内容应为：“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6、《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00页

        看完抗战部分，感觉老蒋输的原因在于一直忙于找援助，自身生产力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老毛
在延安和根据地的中共，一直在忙于发展。
自己不能发展的话，肯定无法做持久的战斗

7、《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592页

        蒋在一九六五年向周以德表示，他觉得台湾做为他的避难所是一种天意，使他终于能够打造一个
有秩序的繁荣社会，实现替中国未来建立楷模的梦想。

8、《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71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保卫战开始后，蒋夫人在澳洲藉顾问端纳的陪同下，从南京赶往
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一根肋骨、伤
了背，但是据端纳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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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00页

          我看的是台湾版的，若说客观公正，倒也未必。全书累积大量资料以渲染蒋公之正，至于蒋公之
过，略着笔墨，未尝深入，非不能，不为而已夫。乃至罪愆一概归于下僚，虽说亦非无据可查，但亦
有失偏颇。若与《剑桥民国史》较相比照，迥异立判矣。因此，作者执笔，若美誉“史公之笔”，过
誉矣。是以，读者不妨以大陆诋毁之书，陶涵美誉之书，剑桥公允之书，三而合一，比照阅读，未必
不有真知，无须假于人手。故有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10、《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48页

        毛泽东也传话给马歇尔，称颂他的停火安排“公平”。毛严肃地宣称：“中国的民主必须追随美
国的道路。”不太相信这是毛说过的话！

11、《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35页

        委员长的巨幅肖像立即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上方悬挂起来。原来在天安门楼上挂头像的“知
识产权”还是属于老蒋的。

12、《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300页

        要没有史迪威这个搅屎棍，二战东亚战场的局势应该会好得多啊。

1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34页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陈其美、戴季陶、张群、胡汉民、何应钦、汪经卫等，成为其后
的长期革命同事。

1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89页

        1940年一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他说，在
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3万人，新四军则为1千人。

15、《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51页

        陶涵在這裡非常明確的寫道：蔣緯國是戴季陶與其日本情婦所生。我還經常時不時地聽到有人神
祕兮兮地辯論究竟誰是緯國生父。

16、《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6页

        蔣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在從一九一八年開始就不間斷的日記中，列出自己必須消除的一些性格缺
點，譬如：「暴躁、性急、自負、頑固、狂暴......浪費、嫉妒、吝嗇、好色、傲慢、怨恨」，「好炫
耀財富」。

17、《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200页

        知道的历史都是支离破碎的，真相被政客们肆意串改，政客制造谎言，却要人们相信，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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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8页

        進入到一九二〇年代，日記也列舉自己的缺點，此舉固然反映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也代表蔣承
認自己行為的不成熟。可是，他並沒有太大改進。孫中山就看清楚蔣的嚴重缺陷，但也看到他可貴的
特質，如堅忍不拔、忠心耿耿、大膽不畏死，即使連戰連敗、死裏逃生都挫折不了他的鬥志。
感到親切

19、《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723页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是清明扫墓节最后一晚。全台湾、全中国都相信祖先的鬼魂四处游走，准备
在当晚回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住所。当天晚上，蒋的医师熊丸在士林官邸庭院散步，抬头可见满天星
斗。他回到室内就寝后不久，值班医师便紧急召唤他。蒋总统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冲到楼下
蒋的寝室。打了强心针后，他的心脏恢复跳动。蒋夫人赶到病榻之侧，总统心跳又停了。医生再打了
一针。

救护车赶紧把委员长送到离官邸不愿的荣总。不久，蒋经国也闻讯赶到加护病房，此时老先生又停止
心跳。熊丸准备打第三针，夫人却轻碰他的手，叹了一口气说：「停了吧！」距午夜还有几分钟。此
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即使从哈佛学成归国的官员也认为，这不只是纯
属巧合。

委员长过世后两个小时，政府发表了一份号称是一星期前写下的遗嘱。内容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
、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
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
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
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

惟愿坚此百忍，奋力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20、《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29页

        十一月魏德迈结束华府之行，回到中国向蒋报告:杜鲁门总统宣示继续支持委员长。美国会完成组
训国军三十九个师、十五个空军中队的承诺，也会成立驻华美国军事顾问团。但也警告说，若国共爆
发内战，这些援助就会全部停止——这个规定让委员长不敢轻举妄动，却让毛大受鼓舞，非得想方设
法引爆内战不可。

21、《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75页

        到紫金山蒋氏大宅参加耶诞晚会......壁炉前一张熊猫皮大地毯得到不少赞叹，

22、《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93页

        毛澤東兵力有非常亮眼的成長 這使他首次背離過去以有限遊擊戰對付日本的鐵令 此一規定旨在避

Page 11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免激惱日軍的懲罰性攻擊 一九四〇年秋天 他批准出動一百零四團兵力協同作戰 攻打山西 河北境內日
本人控制下的鐵路 公路 煤礦和其他基礎建設 這波攻勢摧毀數百英里的鐵軌 炸毀橋樑 破壞其他防務薄
弱的設施 但是到了九月底 八路軍人員傷亡約兩萬兩千人 而日軍的損失估計只有三 四千人 日軍投入大
量援軍 展開「掃蕩戰」 收復全部失土 日軍到處設置防禦性強的碉堡 壕溝 并制定「殺光 燒光 毀光」
的三光策略 意即殺光所有的中國人 小孩也殺無赦 遊擊隊活動地區的農村 凡找到牲口家禽 統統殺光 所
有的建築物一律燒光 所有的作物 水灞 水井 運河 全部毀光 日本人還設立了「受保護村莊」系統 肯合
作的村民集中居住 他們的作物不會被沒收 壯丁不會被拉伕 居民不會被濫殺 不消幾個月 共產黨佔領區
人口從四千四百萬人劇降至兩千五百萬人 毛澤東此後再沒有對日本人發動大攻勢

2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为历史人物做传，要能不曲笔、不隐恶、不虚美，前提是要有宽松自由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能找
到关键性的原始材料。

2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39页

        委员长真是太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以马歇尔为首的这帮纯真的美国人也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斯大林的话怎么能信，毛泽东周恩来的话怎么能信，苏中共党这帮没有信仰的人，怎么会跟你们讲
诚信！都是这帮纯真的基督徒把我们害成现在这样⋯⋯

25、《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640页

        60年代初，美国签批了主张台湾独立的廖文毅的访美签证，委员长大怒。CIA台北站站长克莱恩报
告白宫，这可能会导致蒋介石「自杀性地反攻大陆」，于是甘迺迪覺得茲事體大，不能冒險聽任這位
國民政府領袖「拆房子砸自己，還波及我們」。真是纯真的美国人⋯⋯

26、《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76页

        毛澤東於公開場合頌揚「國民黨光榮的未來」 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內部會議裏 卻強調大家別忘
了共產黨要奪權唯一的路子是武裝鬥爭 他重申 「槍杆子底下出政權」 會後 周恩來十月五日回到武漢 
帶了一封毛澤東的親筆信給蔣 讚揚蔣「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 和 「國共兩黨 休
戚與共 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 但是蔣曉得毛澤東是在冷嘲熱諷 這個不太需要證實 因
為四月間脫離共產黨到武漢的張國燾 恐怕早已向蔣報告過毛澤東對抗戰和統一戰線其實別有居心 擴
大中共軍事力量和基地 以備和國民黨最後對決
蔣依舊擔心 不僅擔心中共的口是心非 也擔心中共黨員高明的政治技巧和動力 他寫下 「共產黨因其共
產國際百年來之秘密活動 顧其紀律最嚴 方法最精 為任何黨派所不及」 同時 一切已使得「群眾」與本
黨「為敵」
蔣氏一九四九年退到台灣之後 仍不時在日記中寫下此一令他沮喪的比較 蔣痛恨中共「慘無人道」的
意識形態 階級鬥爭的手段 以及唯命是從地聽從莫斯科的指揮 但是他也佩服中共士兵 幹部的理想主義 
精神 和專注 這都是國民黨同志欠缺的特質 反映出他對本黨同志這份深刻的悲觀 蔣在一九三八年數度
向周恩來提起 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併為一個新政黨 條件是毛 周出國 他甚至很 嚴肅地提議 國共合併後 
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 國民黨可以加入共產國際 毛的回答是 建議共產黨員和一九二〇年代往例 以個人
身份加入國民黨 最後 雙方都無法做出此一極其重大的妥協 數星期後 周恩來終於告訴蔣 這個主意行不
通 從這裡又可以看出來 蔣不是堅持意識形態 食古不化的人 也不是強烈的保守派 事實上 他是個左派儒
家 只要共產國際不來指揮他如何治理中國 他也可以接受反帝國主義的共產國際 

27、《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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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有能力下令幹出數以百計的暗殺和綁架 如果他認為這麼做攸關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國的生存的話 
而他或許也果眞如此做 但是證據並不明確 發生的殺人事件數量還不足以減少中國各大城市裏 對蔣及
其政府的公開批評 更談不上終結批評了 這點倒是毫無疑問 親共作家茅盾和魯迅持續發表文學作品 痛
駡國民黨的殘暴 貪腐 以及蔣介石的對日姑息 就和這些大貪瀆的指控一樣 國民黨從事政治暗殺的故事 
不論真假 對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 後者刻意擴大渲染 再捏造一些新故事 蔣的反共派政敵 即稱兵作亂的
軍閥和非共產黨的自由派 亦不問真假地散佈 雕琢這些謀殺的指控

28、《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301页

        胡康河谷這頭的勝負並非緬甸爭奪戰的關鍵 在印度東北部那頭的激戰才是決定性戰役 日軍在此地
投入十二萬的最精良的部隊 到了五月初 蒙巴頓已獲得重大勝利 突破日軍對英帕爾和科希馬這兩個印
度重鎮的包圍 英國皇家空軍載運 空投了一萬九千噸的補給以及一萬兩千名的援軍 也對敵軍發動兩萬
九千次空中攻擊 英軍如此驚人 成效卓越的空中武力執行 遠非陳納德和中國人的空軍所能比擬 日軍在
七月開始全面撤退 成了日本陸軍迄今最大的敗績 傷亡高達五萬五千人 其中一萬三千五百人陣亡

29、《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639页

        一九六一年六月，蒋氏夫妇在一次私下会谈向荘莱德大使传达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很快就被送到
甘迺迪（肯尼迪）的办公桌上。蒋说美国用「主仆关系」处理它和中华民国的连接，并警告再这么下
去，「后果非常严重」。他抗议美方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施压。他说，美国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的方案不仅无效，还反而构成了一个会导致「两个中国」局势的计划。他警告说，中华民国宁可退出
联合国也不接收此安排，「美国必须（为此一后果）负责」。

30、《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727页

        蒋出殡当天，自知来日无多的毛泽东端坐房里，静静聆听以十二世纪古诗谱写的哀乐。这位诗人
以此告别一名别贬谪边疆、赍志以殁，际遇有如蒋介石的爱国官员。这名爱国官员是谁呢？查了半天
，发现董必武最接近了。

31、《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跟我党官方教科书对照起来看简直就是官方互黑，妙趣横生。书中的蒋称得上是真正继承了国父意志
的男人，从为人气度来说他都符合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领袖。但他身上传统儒家思想沿袭而来的理想主
义让他在与信奉马列唯物主义的毛的对弈中落败。这似乎也隐喻着传统儒学适宜修身，唯物主义的科
学精神才是格物之道。（国党的抗战史真是可歌可泣，只因成王败寇而将这段历史或歪曲或敷衍实在
有负那么多为国捐躯的英魂）

32、《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71页

        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而且一路精进。
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
、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3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9页

        有改革之心的中國人責備列強帝國主義使中國沉淪至此、但也要求中國文化和國民性格的徹底改
造，使國家重新站起來。孫中山也一再呼籲應該有不自私、愛國、英勇的新中國人，一種他認為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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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新民族。
性格改變極難，蔣如此，國民性亦如此。

3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247页

        作者花了很多笔墨进行＂西方世界当年是怎么被中国骗了＂的反思啊⋯⋯

35、《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台北队亚运冠军什么项目 揍黄自写的 冥国国旗歌？为何都是民国  relublic是共和含义啊？  没
有people人民的意思啊  Concert for Bangladesh 他们跟 stones认识么？ 为何孟加拉那场bu给暖场呢？ 香
港就是垃圾 台湾才是正朔 中华民国！ 你可以到美国国务卿 联合国安理会去 告我 我女朋友 不错吧？ 
就喜欢李南南 你管得着么 http://www.renren.com/341394317/profile#nogo 

太平公主 除了武又四过谁 为何反对李隆基？ 怎么死的 
为何俄要把马的思想传播到中国？ 毛怎么知晓马克思的？ 

张学良 他为何没参加两蒋葬礼 
老蒋为何审判张学良 却还在贵阳见他并内战前送台岛？都说了什么 郑和船谁给造的怎么能使帆保证
正确的方向呢他为何死印度却葬南京 
十三个铃木全被盗过么？哪年干的景泰为何没葬一起 明英宗不敢么 
为何满清发源东北（努尔哈赤吉林的？顺治怎么死的 却在京定都陵墓却在河北呢
东北为何三省才1艺人呢？ 还不如河南 
苏解体了军队怎么分配还是解散了为何他不把外蒙何外兴安岭还咱们？ 
俄 对大陆 的 损害 远胜于 日本逆风居士特别是爱辉条约150万领土 xx主义 延安 的输出？ 农 为何 55年
又收回集体化了呢土改 老蒋为何不搞？ 

为何斯大林农业集体化会造成饥荒呢 大跃进也是 毛 不死 文革能停么”为何 叫 文化 大革命 呢？ 为何
搞了10年逆风居士蒋手下有两百万人倒戈，这就是tg土改民心? 

毛的 发型 怎么书里的？ 1958为何不退位 明哲保身？ 
为何 共产 思想 蔓延 半个地球现在就剩五个了？ 
红卫兵 为何洗脑 语录影响吗 那么狂热？ 为何 恩来 小瓶 留洋 也信仰马列主义？为何破害死那么多青
年？ 1955解放军苏轼军装 65年就变成红军了呢？毛 为何 后 20年 全在 搞 运动 呢 为何 社会主义都穷呢 
红军 蓝布衣 装束 是 苏俄 红军 的 简化版么毛 为何 后 20年 全在 搞 运动 呢 为何 社会主义都穷呢

36、《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633页

        一九五零年代末期，周恩来表现得一副大陆愈来愈适合养老的模样，公开呼吁委员长回归祖国⋯
⋯这都是什么逻辑⋯⋯反攻大陆是为了归乡养老吗？？

37、《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作者:陶涵/Jay Taylor
出版社:時報文化
副标题:全二册
译者:林添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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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2010
【上卷】
在返回福建驻地之前，他先折回奉化，拜託他的老师顾清廉看看9岁的经国，评估这个孩子的潜力。
蒋在写给经国的第一封信中提到，顾老师说孩子“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不久即送儿子到
奉化，进他的母校凤麓书院就读。
同一时期，蒋告诉母亲和毛福梅，姚冶诚将带一个他认养的三岁小童到溪口。蒋介石替他取名“纬国
”的这个男孩，是蒋的好友戴季陶和日本情妇所生。姚和纬国住进蒋家，但毛夫人和她处不来；后来
蒋介石的伯父出面安置纬国和他的养母。从他写给两个小孩的信判断，蒋疼爱养子胜过亲生儿子。
⋯⋯
他经常在日记里详载自己性格和行为根深蒂固的缺点。虽然经常反省，他也会吹牛，自以为是和傲慢
。他严厉要求的领导作风和急性子，经常使同侪和部署不痛快。上司虽然欣赏他钢铁般的意志，但也
会被他的桀骜行为激恼。
⋯⋯
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
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尊严、勇敢的
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适如其分扮演角色，譬如基本的出席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保护童
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相反的，她尽可
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叉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
财富一点也不忸怩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3、4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她视仆从如云为天
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60、70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
。丘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
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受跳舞、宴饮。她一直是个夜猫子。即便蒋早睡早起，仍看书、
写作至午夜。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
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齐上战
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健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做为一个中国男
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
⋯⋯
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着深刻的差异、相互龌龊、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21岁时写
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
恶心。”这段隐晦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
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智识上、地位上
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
当振奋。宋美龄称他作“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选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
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
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宋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
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蒋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满
。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好男人。
⋯⋯
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
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至于毛泽东和江青夫妇则是到了病态的地步。⋯⋯她有钱、信仰基督
，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

38、《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蒋介石的长久任期中罕有国宴饮酢，现在则更少。如果访客与总统一起用餐，通常是一顿便饭。
在正式餐宴中，他吃的是好入口的蔬菜、海鲜，以及由他擅长宁波料理的私人厨师所准备的鱼翅（蒋
唯一喜欢的奢华料理）。他偶尔也喝可口可乐，在1950和1960年代它们来自距士林官邸不远的美军供
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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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午夜还有几分钟。此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即使从哈佛学成归国的官
员也认为，这不只是纯属巧合

39、《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593页

        一九五三年中期，胡志明已控制了越南大部分的农村地区。中国对越盟提供的武器援助每个月约
一千吨，解放军许多技术人员和顾问也在胡志明部队中秘密工作。韩战于七月告停，毛泽东把更多的
大炮和高射炮投入越南。美方为了反制，对法军的援助达到十亿美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蒋在接见蓝钦大使和一群美国访客时，很坦诚地表示美国「在中南半岛投下资源
却一无所获」。他说，若不针对根源－－共产中国和苏联－－下手，远东绝不会稳定。让美国访客吃
惊的是，他铁口直断美国试图在越、柬、寮救法国「纯粹白费力气」。

40、《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19页

        蔣固然有時也無情無義 殘暴不仁 但他缺乏一個極端主義獨裁者病態的狂妄自大和絕對意識形態 他
不斷對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 其實是自我妄想多過於偽善 而且 誠如 毛 周 所相信 蔣對德性與倫理的宣
揚 不是假意做作 他是一個誠懇的人蔣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藍衣社的存在 接連好幾個月他拔擢
其青年成員為助手 但是到了七月 他已經在抱怨藍衣社的「不成熟」 并於致函《大公報》時問道 「如
果我要模仿所謂的意大利法西斯...我和共產黨有何差別?」 到了一九三四年 他「對這個組織徹底失望
」

41、《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333页

        在大部分的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
反工厂党的作品。两者天差地别。（舆论管控向来是我D的拿手好戏,多半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继承来
的）

42、《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434页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蒋飞到北平；这是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以来他第一次来到故都。当时仍
是个小男孩的一位华裔美国人，记得两个月前政府军抵达北平时，又抢又奸。即令如此，委员长座车
开进紫禁城前大广场时，仍有十万名青年夹道热烈欢迎，使他相当兴奋。他向青年们演讲，声称过去
「形同一盘散沙，招致敌人之侵略。今后要完成建国大业，则我全国同胞须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
，相亲相爱，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奋斗到底，乃克达成吾人之目的。」
演讲完毕，数千人蜂拥向前，想碰他的衣服或瞻仰他的威仪。保镖花了半个小时才让他安全上车、离
开。委员长一再向安全人员说：「没事，没事。」委员长的巨幅肖像立即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上
方悬挂起来。
接下来，蒋飞往南京，从飞机上可以看到中山陵，他一定想起一九三七年和宋美龄仓皇辞庙、南京遭
遇屠杀、破坏那一幕。他心头五味杂陈。他感谢「天父」庇佑，有此「光荣胜利」。从机场出来，他
正襟危坐在敞篷轿车后座，沿途只见民众欢欣鼓舞，泪水不禁浮上眼眶。

43、《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91页

        在中共1940年的预算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列出它以每月2万美元经费补助5家表面上是独
立的日报

44、《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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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不理性，已使蔣認為共產主義遲早會在中國殞亡，而他們父子的使命是
打造臺灣模範，向世人（尤其是大陸人民）展示中國回復大國光榮之「正確途徑」。大陸人民表示兩
蔣成功了。

45、《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15页

        由于日本攻擊上海中國管轄區使得政府不遑兼顧 中共分散各地的蘇區再度乘機快速發展 毛澤東在
江西的蘇區規模最大 涵蓋三十個縣 三百萬人口 其次是張國燾的鄂豫皖邊區 國軍針對鄂豫皖邊區發動
兩次圍剿都以慘敗告終 在淞滬戰事冷卻下來之後 蔣於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結約四十萬部隊再次進剿 這
次包圍著敵人興建同心圓的碉堡 張國燾發覺自己寡不敵眾 且即將被徹底包圍 遂率領鄂豫皖邊區大部
份部隊成功突圍 往西邊竄入四川 長途流浪歷時四年 實比毛澤東的「長征」更加了不起。

46、《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页

        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阶段未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全国
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

47、《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00页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爆裂行動。” “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
成一個短時期的 恐怖現象 ----毛，《湖南農民運動報告》 （多么激进的家伙。。）

48、《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725页

        蒋指示放入棺材的三本书：《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选集。竟然忘了《三民主义》！

49、《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170页

        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发表了一份文告（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足可媲美二十一个月之
后丘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蒋氏说：「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
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
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
，以制敌之死命。」

50、《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的笔记-第222页

        1930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于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
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
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
央政府。他无疑是认真的，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的、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
“南京时代”（1927至1937）事实上向全世界、也想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
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国内叛
乱、军费浩繁、传统贪污横行、对大多数省份及其财政税收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拍戏又无休止的权力
斗争，它仍能举步维艰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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