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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上下》

内容概要

民国史是当今读书界持续很久的一大热点。本书就是一部最全面最客观最深入浅出的民国史书。它回
答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为什么败退的话题。它以纪传体方式解读了国民党的兴亡成败。全
书一百四十余万字，配以千余幅稀见的高清历史老照片，是一部近年来在海峡两岸也难得一见的史书
。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数量是清朝的5.5倍，是北洋政府的6倍左右，是共产党军队的3倍。就装备而
言，国民党军队拥有相当数量的轰炸机、战斗机、军舰、大炮、坦克。环顾亚洲，军力无出其右者。
又接收了日本投降时交出的大批轻重武器：68万多支步枪，1.8亿发子弹，6万余支手枪，近3万挺机关
枪，1.2万多门火炮，7万匹战马，543辆各种战车。这批武器可以装备80个步兵师、10个炮兵师、6个骑
兵师、7个以上的装甲团。加之美国装备的36个美械师。与共产党军队小半加步枪相比，云泥之别。经
济上，国民党政府占有各大城市，以及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它的财政收入是清末及北洋时期
的6倍以上。抗战时期它获得了10多亿美元的美国援助，解放战争获得40亿以上美元的援助。其综合力
量纵向比较远强于历代政权，横向比较仅次于美、英、苏诸强国。可为什么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民
党军队就一败涂地，蒋介石政权被扫出大陆呢？个中缘由，太值得玩味；个中教训，太值得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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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更斌
辽宁省盘锦人。1967年出生于天津大港油田。另著有《兵法权谋与经济竞争》、《军事艺术与企业领
导》、《孙子百谈》、《义勇军抗战史》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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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上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时刻以军权为第一的蒋介石
第二章　派系林立导致的巨大内耗
第三章　奇特的相人方式
第四章　用人唯亲的蒋介石
第五章　敛钱有术、用钱有方的蒋介石
第六章　丧尽人心的执政党腐败
第七章　丧尽人心的恐怖特务组织
第八章　不与中共交战的和平将军
第九章　唯一伴蒋一生的宠将
第十章　主持“特级冷衙门”
第十一章⋯从无军功的顾祝同
第十二章⋯沦落为小学教员的刘峙
第十三章⋯臭名昭著的汤恩伯
第十四章⋯不受重用的关麟征
第十五章⋯才不堪用的胡宗南
第十六章⋯中共超级特工
第十七章⋯时心向光明的国防部作战厅长
第十八章⋯时走向光明第一人
第十九章⋯东北停战——蒋介石最大的失误
第二十章⋯莱芜战役放弃指挥的韩练成
第二十一章⋯被吃的诱饵
第二十二章⋯处处与蒋介石唱反调
第二十三章⋯打不下的塔山
第二十四章⋯用而不信的曾泽生
第二十五章⋯经历曲折的吴化文
第二十六章⋯断送黄伯韬兵团的贾汪起义
第二十七章⋯断送黄维突围念头的廖运周
第二十八章⋯保全古都的爱国将军傅作义
第二十九章⋯率领御林军起义的将军王宴清
第三十章⋯蒋家心窝反出的太子军
第三十一章⋯地下党选定的江阴要塞司令
第三十二章⋯保全上海有大功的刘昌义
第三十三章⋯血性将军陈明仁
第三十四章⋯解放西南第一功臣刘宗宽
第三十五章⋯执掌海军无方的桂永清
第三十六章⋯第三次逼蒋介石下野的白崇禧
第三十七章⋯代而无人理的总统李宗仁
第三十八章⋯建立在沙滩上的胜利
第三十九章⋯苦不堪言的中国农民
第四十章⋯台湾岛上的痛定思痛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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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一章时刻以军权为第一的蒋介石中共领袖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
军事文集》第二卷421页）蒋介石虽然没有说出这样的话，但对军权的的重要性还是相当重视的。早年
到日本留学时他学的就是军事，但那时只不过是有军事报国的思想，对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是他在被孙
中山重用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的。民国初期，军阀林立，群雄混战，社会失范。无论你的政治主张如何
，最终说话的还是枪杆子，军事力量是左右乃至决定国内政治的最关键因素。孙中山走的是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但是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之后不久就被袁世凯赶下台来，原因就是袁世凯手中掌握着当
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北洋军。而孙中山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常规军队，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
孙中山就只能去借用某些军阀去攻打那些阻碍革命的军阀。其结果是，这些军阀往往在得到孙中山的
钱，借用孙中山的名得势后就掉过头来反对他。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使孙中山几次在遭到失败后，
痛下决心要建立自己的军队。1918年前后，蒋介石从日本回国，被孙中山重用，担任粤军中的参谋，
但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蒋介石虽然尽心谋划，但总是为别人做嫁衣，加上粤军地
域观念很强，蒋介石作为一个外人，加上他孤傲自负的个性，自然受到排挤，夹在陈炯明、许崇智、
邓铿这三大派系之间很难立足，只好连续几次辞职。后来孙中山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成立黄埔军校
，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开始蒋以为这不过是一个闲职，并不热心，就任校长以后，他突然发现这是建
立属于自己军队的最好机会，从此他用心谋划，在黄埔军校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造了中国最强大
的军事集团——黄埔军人集团。成为他以后打天下、坐天下的基础。从军事才能的角度而言，周恩来
对蒋介石曾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平庸，但权术谋略水平很高。事实也的确如
此，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役几乎没有胜利过，但其政治手腕高超，不能领兵打仗，却能治军用人。黄
埔军校建立后，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把这支军队抓在自己手中，他采用的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么
几种：第一，唯我独尊。让全军只服从他一个人，是蒋介石治军的根本原则。蒋介石认为只有自己一
个人能控制的军队才是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一心一意把军队抓在自己手中，从北伐到最后败亡，
他始终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抓在手中，形成了他与黄埔军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师从曾国藩的蒋介
石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最好的装备给自己的部队，对听话且有才能的人则破格提拔，对那些犯错
误的学生也往往网开一面，给予他们机会。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的时候，害怕他的军队为别人所用，
特地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暗示自己不久将东山再起，防止黄埔学生因为他下台而去投靠别人，
果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凡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都受到别的军阀的冷遇，甚至还被剥夺了权力，
他们不得不发电报给蒋介石，述说自己的遭遇，希望蒋介石尽快东山再起，让他们重新掌握权力。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特殊的关系使蒋介石和黄埔学生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产生一种凝聚力，逐
渐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一军事集团，只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和调遣，别人谁也指挥不
动。对那些有能力和蒋介石争夺黄埔学生的人，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不能为我所用者，坚决去之。邓
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三、四、五、六期学生中，他的威望甚至要超
过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主张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系和非黄埔系
的军人参加“第三党”的人很多。黄埔军人是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邓演达则能与他争夺黄埔军
人，所以蒋介石最忌恨邓演达。“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引起各方面的反对，蒋介石想
诱骗邓演达和他合作，利用邓演达的声望和能力帮其渡过难关。先派人去和邓演达谈判，以“军政部
部长”为饵，被邓演达拒绝。后来蒋介石亲自与邓演达谈话，讲了不少假仁假义的话，要求邓演达能
与他重新合作。据说，邓演达只回答了他一句话：“你还算是中国人？”蒋介石的企图失败后，不为
其所用的邓演达也就于当年11月28日遇害。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美国将军史迪威的排挤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因为其触动了蒋介石极为重视的军权。1942年3月，史迪威在重庆向蒋介石报到时，在说明自
己来华的任职时，有六项之多：美国总统驻华代表、驻华美军司令、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
官、滇缅公路监理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是不提兼任的蒋介石统帅部参谋长一职，因为这一职务说
明他是蒋介石的下级。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这一“太上皇”式做法极为不满，但为了获得更多的美国援
助，一时之间也无可奈何。二人矛盾的最后激化主要是因为史迪威打算全面控制蒋介石的军队，他直
接插手了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不通过蒋介石而是直接命令杜聿明率军撤退印
度，这在军事指挥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程序上却是蒋介石所绝对无法忍受的，也是杜聿明所绝对不
敢听从的。结果是杜聿明指挥的远征军在撤往国内的途中损失远远超过与日军作战的损失，但却博得
了蒋介石的欢心。史迪威也因此知道蒋介石在遥控指挥远征军，他难以容忍蒋介石的这一做法，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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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蒋介石，却可以“通天”，他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得到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罗斯福同意了这
一要求，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他说：“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希望你赶紧考虑
把史迪威将军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
，有权调动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这实际上就是在架空蒋介石，蒋介石也深深知道
这一点，于是他向罗斯福摊牌了。摊牌的结果，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因为罗斯福不能冒失去中国的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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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国民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强大走向从腐败，从腐败走向反动，从反动走向失败的历史。不仅是
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还有管理之道值得玩味，所以书未出时稿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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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上下》

精彩短评

1、早上8点半下单，下午4点到货，书封膜还没拆封，质量不错。买给喜欢历史的老公看的，自己也会
认真看的。
2、摘要看了一小段，挺好的~
3、我读过最深刻的书了，虽然是讲历史，其实是在讲历史背景下的人，虽然是讲人，其实是讲的人
性，人性的贪婪和堕落，人性的复杂才注定失败，蒋介石用人不当啊！！
4、其实对于这本书的标题，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但是确实像看看到底作者要怎么把老蒋往臭了写
。
5、政治偏见太多。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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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得民心者得天下——评《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文/齐祺一代枭雄蒋介石置国民于水火不顾，悍
然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将蒋氏王朝推向了火坑。这样注定了蒋家王
朝必将失败。一个家族的兴衰不仅仅取决于首领，更取决于手下的执行人。我记得曾和朋友讨论蒋氏
家族的兴衰，他们这样戏说的。蒋介石和高级参谋在作战指挥时，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声令下往左突击
前进！下面传令：主座有令，向右冲。到了指挥员那里最终变成：战士们撤退！这个说明了蒋介石是
有一定的指挥头脑，却没有一个好的团队。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蒋介石手写的一群干将，比如唯一伴
蒋介石一生的宠臣陈诚、臭名昭著的汤恩伯、才不堪用的胡宗南、用而不信的曾泽生以及执掌海军无
方的桂永清等等。正是这些庸将给蒋家王朝的衰败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虽说治国如治家，但，两者却
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在家喜欢哪个孩子可以过分的宠宠她，给她大量的零花钱，买大量的零食，给
她各种她想要的。对于国家的治理那就是另一种方式：纪律清明！作风朴素！有一套严格的治理方式
。蒋介石却将这给混淆了。他一直认为天下就是自己的，是属于他们姓蒋的，以至于在用人方面他不
考虑这个人在这个岗位能不能胜任，只是考虑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蒋氏家族的。于是在用人方面只是用
人唯亲，很少用人唯贤。这个也为自己的败退留下了很大的沟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蒋氏王朝的兴衰深刻的印证了这句话。本书的前言“最“不应该：失败而失败的统治者”中说道，
中国历史上那些守不住江山的统治者大多是打江山的后代，败在打江山手中的少而又少，所以中国有
一句路人皆知的俗语：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者蒋介石就是这少而又少的打下江
山而又守不住江山的最后一位。他用行动生动形象的演绎了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顺民心者
昌，逆民心者亡”的故事。孙中山先生在建立国民党时期就确定了三民主义，虽然那是为国民党资产
阶级统治需要提出的，但那也客观的促进了我们民主的发展。蒋介石不顾百姓的想法而想实行独裁，
这是行不通的！正是自己这样的独断，给下面的官员腐败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将民心推向了深渊
，也将自己和蒋氏王朝推向了深渊⋯⋯
2、老蒋败退台湾的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本书可能远远无法穷尽，因为很多事情都需要假设，而
历史无法假设。读这本书，拖得时间有点长了，断断续续，反倒是很多那个时期将领的照片都是第一
次看到。关于书评，思前想后怎么写，觉得平铺直叙做个书摘没啥意思，就选一个老蒋的失误之一：
淞沪会战讲一讲。记得在历史课本里，对淞沪会战的描写似乎很少，只有简单的一个印象。我们教材
里更多的是讲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等等等等，当然我们没必要在这里对教科书指指点点。但是，最
起码，淞沪会站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战役，没有人可以否定。关于淞沪会战，不要铺
开讲了，具体大家可以看看各种书啊资料啊，基本上大家在说起这次战役时也都属于中立客观的了。
只讲一点，当时老蒋为啥要在上海打？在七七事变以后，我们的历史课本上讲道“宣告日本开始全面
侵华”，其实，真正全面侵华个人感觉应该是从淞沪战役开始。日本在攻陷北平，侵占华北的过程中
其实是有一些意外的，意外“幸福”来得太快！没想到，北平这么快就打下来了。对于上海，其实日
本也远没有做好准备。而当时在国内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其实是有些暧昧的，而且日本对于侵略中国也
有分歧。先说日本，部分主张全面侵华，将中国全部彻底沦为殖民地，进行奴化教育，也就有了“支
那”猪；部分主张先占着东北，试试华北，然后调停，像以前一样在中国捞点油水。再说中国，国军
对于日本其实是心存幻想的，或者说老蒋对“九国公约”是心存幻想的。希望可以依靠“九国”来制
裁日本，出面调停，然后得一个体面的抗战胜利。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当时的上海，可
以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我不得不插一句，“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大家自行
脑补那个画面。）上海当时汇集了各个国家的外使，也就有了英租界、法租界，各种租界。当时日本
自“九一八”之后就牢牢占据东北三省，之后七七事变华北迅速沦陷，日本人有点晕了，几乎没怎么
费力气就把大半个中国给占了。而反观老蒋，真的已经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了！接着就有了“虹桥事
件”，面对日本的挑衅，国军将两个小日本干掉了，然后形势剑拔弩张。算是深思熟虑，老蒋决定就
在上海跟tm的小日本干一场！大家注意，老蒋抗日的决心是有的，抗日的行动是有的！但是，是不是
要打持久战，这是个问号。。而且一定要说说当时雄霸一方的军阀们，大家都先搁置内部争议，派各
派系精锐前往淞沪前线，全中国似乎都把宝压到这次战斗上了！还是我前边说的，老蒋更希望靠着国
际压力，让日本在上海停战，既赢得了一场光荣的自卫反击战，也让小日本知道中国人民是敢跟你真
刀真枪的干的但是，这帮“九国”根本就是废物，隔岸观火，结果老蒋犹豫不决，延误战机，最后导
致淞沪会战惨败。当然这不是惨败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全线崩溃的最重要的一个缺口。再往后，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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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大溃逃，从上海战场南下，被小日本的飞机各种轰炸，伤亡太惨了。很多战士连没上战场呢就下
来了，还没跑几步呢，就被炸死了。接下来也就有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如果有假如，淞沪会战
可能会是中日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失误就是失误，历史没有假如。
3、蒋介石失败在作者看来主要是他用人太局限，不重用除浙江帮的人，而我看来主要还是有两方面
的原因，一、是由于他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好感，并且在抗战初期没有积极抗日，虽然在后期，主
力军队都是国民党军队，但对于其个人，百姓众还是很多人不喜欢他，导致最后失去的民心。二、共
产党对于自我保护相对到位，在抗战中保护自己的实力，并在抗日战争中的在百团大战中取得重大胜
利，完全扭转的以前较为被动的局面。总而言之，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就如同秦末的项羽与刘邦，不
同的是项羽最后自刎，而蒋介石退守台湾，打算反攻大陆。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成功。有一点可
以说蒋介石晚年其实比毛泽东更令人羡慕，因为大家知道，毛泽东最后十年周旋于四人帮，文化大革
命中，而蒋介石和宋美龄最终白头偕老，宋美龄更是以106的高龄于阿扁时代死去，是一个非常传奇的
人物，张学良也以101逝世。两位传奇人物在中国近代史可谓是传奇，而毛泽东，周恩来都与我的曾祖
父同于1976年去世，比他们早了近30年。就写到这了有点扯远了。
4、　　失道寡助，梦断海峡　　　　——《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读后　　　　彭忠富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说易行难，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
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何让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中兴之路，值得每一个执政
者深思。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无数次的政权更迭，有相当多的政权在军事失利
的战火中结束。其兴亡更替的遭遇，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肯定会发现其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数量是清朝时的5.5
倍，是北洋政府的6倍左右，是共产党军队的3倍。就装备而言，国民党军队环顾亚洲，军力无出其右
者。经济上，国民党政府占有各大城市，以及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的财政收入是清朝以及
北洋时期的6倍以上。其综合国力纵向比较远强于历代政权，横向比较仅次于美英苏诸强国。可为什
么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就一败涂地，蒋介石政权就被扫出大陆呢？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人插手，相信台湾早就回归大陆，从而完成统一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不是蒋介石一
个人的失败，他直接宣告了独裁政权不得人心。人民需要幸福，需要安定的生活，他们对战争早就厌
倦了。　　　　研究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的原因，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以史为鉴，可以
知得失。更何况，蒋介石在用人管人方面的经验教训，甚至于搞企业也是有借鉴意义的。辽宁作家武
更斌，著有《兵法权谋与经济竞争》、《军事艺术与企业领导》、《孙子百谈》、《义勇军抗战史》
等多部著作。他最近创作的历史作品《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全书两百多万字，分上下册，四十
章，采取条分缕析的结构，运用深入浅出的文字，配以千余幅罕见的高清历史老照片，深入地分析了
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国民党政权政治反动，官员腐败，漠视民众，派系林立，政出多
门，任人唯亲，特务统治和军纪废弛等。这是一部最全面、最客观、最宏大的当代史书，对于我们认
识蒋介石这个“最不应该失败而失败的统治者”，将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的优
势在于群众支持，士气高昂，情报周密，上下团结，作战顽强，不怕吃苦。最主要的当然在于中国共
产党得道多助，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共的优势就是国民党的劣势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任人唯亲，上下离心离德，各怀鬼胎，直接导致了政权的覆亡。比如李
宗仁、白崇禧心怀异志，时刻准备取蒋介石而代之；何应钦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顾祝同只知
服从，全无战功；陈诚只顾小团体的利益，官怨沸腾⋯⋯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这样一盘散沙的干部
结构，在上下团结如一人的中共面前，自然只有溃败而已。　　　　《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
》；武更斌著；白山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5、本书作者花了很大功夫，写了一本破书，随便翻一翻都浪费时间。极尽辱蔑之能事，很多观点错
误，会误导读者，以讹传讹。作者自己也没有啥独特的看法，只是一些流行的政治偏见。讲故事也说
不清楚。看看最后的参考文献，好像都是大陆的。本书使用了很多的照片。请问，这些照片都取得了
授权吗？蒋公败退台湾，民心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作者要么完全不懂历史，要么没有学术道德。二
战战场之一的最高统帅蒋公居然是那么多人眼中的能力低下。蒋公的那么多贡献都被无视了。历史最
终会说明一切，还他一代伟人的面目！没有更差的书，居然还写了这么厚。不多写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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