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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内容概要

本书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国内外重要相关史料，带领读者探寻蒋介石的生平及内心世
界。作品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蒋介石日记，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及权威的资料，以专题的形式向读
者展示了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参加革命的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蒋介石、内战时期的蒋介石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家庭生活中的蒋介石等等。通过史料的挖掘，走近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思
想发展历程，带领读者追寻真实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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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浪淘沙人已远，史家功过论难休
2、评价较客观 有其可读性 但在大陆出版的不可避免带上一些官方腔
3、理清事实真相，还原历史真面目。
4、考据了很多资料，虽然阅读感受没那么顺畅，但可能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蒋的形象也更
为立体化。
5、对蒋介石有了全新的认识。历史，要探寻最接近事实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好书
6、杨先生是研究蒋介石，目前公认的最权威的专家。不得不说，他研究出来的结果，应当也是最真
实和最符合历史的。只不过，采用的叙述的方法可能和一般的人物传记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就研究个
人而言。的确是目前为止最上乘的研究蒋介石的著作。
7、还没读完 很好看 有助于我了解那一段历史。个人很钦佩蒋中正 但是历史人物需要从很多角度来考
察 不同角度他的评价高低都不一样。打八分是因为历史很难定论
8、对于历史人物，还是希望能有个真实、客观的认识，既不棒喝，也不捧杀。
9、客观真实，历史的一撇也让人动容。时势造英雄，空余悲与恨。
10、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1、初欲以猎奇的心态浏览，但又瞥了一眼出版社，“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必然是在容许的限度之内
的。尽管如此，著者给我们还原了相对立体的蒋介石影响。读之感觉也不算颠覆，或许是杨天石先生
的研究成果已然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和认同。闲下来读一些偏离主要志趣的书籍，能使人舒心宁静。
12、此处的人民公敌，彼岸的先总统蒋公。中国二十世纪绕不开的人物，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政权的
领袖。功也，过也，神也，鬼也，自有后人评说。很好的探讨与研究，慢慢的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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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91页

            一面交涉，一面侵略，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未有之丑伎
，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
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

2、《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449页

        蒋介石向宋美龄发出的求婚信：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
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
年灰绝。囊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
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460页

        蒋结婚当日的日记：“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
余身置何处矣！”
婚后琐记“九时起床，与三妹欢争。”

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469页

              前途多艰，不能因此小胜而自衿也。现在最要者为四十万件之卫生衣与本月下旬之军米。枕琴
老实，不敢与子文催促。请约枕琴与子文协商。此卫生衣与军米于此月一星期内必须办妥解来，前方
不致以饥冻而崩溃也。

5、《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447页

        晓奇谈中曾经有一期专门讲蒋介石的日记，高晓松说从日记中看，蒋分明就是一个整天沉溺在小
儿女情思中的普通人，完全没有成为一代枭雄的伟人气质。
蒋在日记中的小儿女情思集中体现在他和宋美龄的爱情上：二人初次见面是在1922年的8月，陈炯明兵
变之后，在上海孙中山公寓，也并非一见钟情，当时蒋正和陈洁如热恋。第二次见面，1926年，广州
，蒋的日记中始才出现对宋的爱慕：“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后频繁提及“今日思美妹不已”，
”终日想念梅弟不置也”，“终日想念梅林”...

6、《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86页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
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
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7、《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516页

           谣言有多重形式。一种是毫无根据，一种是有些影子，在流传中逐渐变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
背离事实，甚至面目全非，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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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76页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
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
”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

9、《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76页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济南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10、《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37页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
我们一道去把日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敌人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
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可痛也夫！可耻也
夫！

11、《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笔记-第120页

            还在淞沪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写到：“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
族皇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
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沪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军人所表现
出来的浴血苦战、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与牺牲精神必将长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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