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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上）》

内容概要

《蒋介石研究(上)》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全面。与十年前出版的“大全集”相比，增加的
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蒋介石研究(上)》遵循有关规定，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
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
务称谓，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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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蒋介石研究》(1-166)
自序
蒋介石的辫子问题
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吗?
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
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哪?
蒋介石为什么不把父母合葬?
蒋介石怎样对待老同志?
林森的“弹劾蒋中正电”
蒋介石的特务观
谁通电杀蒋介石?
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蒋总统连患失眠”考
蒋介石与国库黄金
蒋介石怎样指导演假戏?
蒋介石自承罪愆
蒋介石的时间表
蒋介石的大法螺
蒋介石与变化气
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
蒋介石只信基督教吗?
蒋经国怀胎二十多个月吗?
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蒋介石研究续集》(167-336)
自序
蒋介石还是没加入“丈夫团”
——你们的官书，也这么说呀!
蒋介石与张群合照质疑
——国民党怎样变造照片、湮灭照片?
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
——谁杀陶同志?
——评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
蒋介石在肇和起义中算老几?
——为肇和起义定位
蒋介石与江阴炮台
——几个人在江阴炮台口上
蒋介石定本全集删去了什么?
——不好色了吗?
蒋介石与杜夫人
——杨振宁的岳母为何投共?
蒋介石犯了兵家大忌
——杨振宁丈人怎样被俘?
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
——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怎样作弄李宗仁?
——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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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真假保密局
——留个假的给你
蒋介石怎样逃亡?
——最是从容辞庙日，特种技术上飞机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真总统吗?
——李宗仁才是“中华民国”真总统
蒋介石是个什么家?
蒋介石亲准
——一切靠御批!
蒋介石遗嘱依法无效
——“长相左右”还不够呢!
为神化蒋介石抽样
蒋介石棺材里冒出了什么?
——四书以外，又冒出《四书》来
蒋介石手著《苏俄在中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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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蒋主席》一书不是普通的宣传品，它是胜利出版社出版的，这出版社是党营企业，
由潘公展创办；潘公展当年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这书的作者邓文仪又
是天子门生，黄埔一期毕业，做过蒋介石八年的私人秘书、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政工局局长，不但是
蒋介石的政工头子，还是特工头子（后来的特工头子戴笠就是他提拔起来的），这书背景的不简单，
由此可见。不过，《蒋主席》书中所说的蒋介石东渡日本，所谓“同行赴日留学的同学一共三人”之
说，却引起我们最大的疑义。因为它跟历来的一种说法穿了帮。历来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日本留
学，有个同学是张群，张群不但是同学，且是人证也。对照起1980年张群晚年的回忆——《我与日本
七十年》（中日关系研究会出版），他去日本的原委，是这样的：[四川]华阳虽是省会，但地区偏西
，见闻难广，觉得学问事业，两难进展，亟思出外求学。[在华阳中学]两年后，“满清”政府为谋建
立新军，加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军事教育，决定在保定创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分别招生，
在四川省的招生处是设在成都。我认为这是我投笔从戎，而且可出外以广见闻的好机会，不能错过。
乃不告父母，前往报名投考。结果很幸运的，初试复试，均获录取。到了保定入校后，分发该校步兵
第二队。队长是满人裕坤，总办是赵理泰，督办是段祺瑞。先总统蒋公也是同时进入这个学校，不过
他是分发在炮兵科，我与他尚不相识。恰好1907年冬季，陆军部公布自保定军校学生中选派留日陆军
学生，队长裕坤也就藉此机会将看起来不太顺眼的我送走，被录取后，再送赴北京陆军部复试，结果
合格。共计送往日本留学者六十名，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这个
学校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专为中国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在这里受训三年，毕业后
，再以见习士官身份，按兵科分发各联队见习。当时由福岛安正中将担任中国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
宣明中校为学生监，野村岩藏为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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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研究(上)》：新版李敖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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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上）》

精彩短评

1、实为李敖旧版大全集8之下半部分 蒋介石研究
2、　　读李敖《蒋介石研究 上》   2011年5月14———6月16
　　蒋介石与一二八
　　导火线：1932年1月18号五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伤，上海市政府答应日本人道歉、惩凶、赔款、
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的同时，还是翻脸大动干戈了。
　　在蒋介石准备调离十九路军与立派宪兵第六团交接换防的前一天晚上，就是二十八日晚日本突袭
上海，于是有了十九路军地浴血奋斗，顽强抵抗，最终使得日本四日占领上海的幻想破灭。
　　不过此次抵抗的胜利却由陈铭枢 蒋光# 蔡廷锴领导的，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不及俟命”的结
果。
　　在十九路军同仇敌忾拼杀在战场大振人心，于是各路人士均要求蒋派兵增援，共御外敌，四方呼
声很高，但是即使是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也不是他主动的，是由愈济时和张治中主动请
缨的。而且“冯玉祥写到‘知道蒋的人都知道派兵援助十九路军是空嚷着的，干打雷不下雨.”“ 等
快结束后又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
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情况。”
　　蒋介石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做的一次演讲《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提到“三日亡
国论”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的原因。但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
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
的错误理论、
　　此次战争中的十九路军大多时间是孤军奋战的，至于援军，要么是后援不继，要么是援师不及。
当时蒋介石的可调之兵很多都在江西打内战了。
　　十九路军最后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
　　
　　蒋介石与八一三
　　此次战争中，本想先发制人，但敌军的援助军队十日后便赶来，于是转为防御时期。最后的结果
是偷鸡未成反而蚀把米。白崇禧几次劝告敌我战斗力悬殊过大，建议后撤，李宗仁也认为淞沪不设防
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但蒋介石豪情壮志加上又处士兵民气沸腾之时，而且蒋又是个性倔强，当时的
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个的意志为依归。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基本都是他直接设计和指挥的，甚至违
背作战战术，直接跨级调兵，越俎代庖。
　　淞沪会战中除了值得嘉奖的士兵的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气势外，根本就是一场横冲直撞的无谓牺
牲的蛮仗。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蒋介石怎样对待伤兵（我认为最有缺陷的部分）
　　这一章中，李敖主要以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雨雪奋斗受伤的伤兵为例。“冯玉祥介绍前方的伤兵没
有人抬，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没人埋葬，没有号码，没有名字。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
长了蛆，全都臭了。”
　　这段我觉得李敖所举实例明显缺乏说服力。不过这可能和他长期受国名党迫害的原因。这篇文章
字数很少，除了冯玉祥就是谢冰莹的《抗战日记》里的一段了。但这段也只是写了伤兵因为没有及时
治疗及没有替换的药物，身上长了蛆这一事实。这两个人列举的事实只能说明当时战争环境的恶劣及
药物的匮乏。这和蒋介石领导的这一役战争决策失误有关，但并无细节证明蒋介石天生性情暴戾，不
会T恤部下。这只是战争的客观结果，但不能归结为蒋的主观动机。
　　但是读李敖的书长见识是实话。虽然他现在越来越娱乐化。
3、之前看过《李敖有话说》就这名字就已经够牛 逼了 何苦他本来就牛逼一人物。看完这本书好歹让
我这个历史盲添了点东西。不过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还有就是李敖去那康熙来了 ~还真HOLD不住
。
4、李敖做研究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方式是很独特的，有些观点、评价非常到位、犀利、剑走偏锋而又
不失理性公正；虽说有时能明显感觉到他的主观色彩，但又不好反驳某些事实。李敖对蒋家的态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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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上）》

评价，的确不怎么美化，目前我只看了这一册，作者在考据学方面的功夫还是比较深厚的，能抓到某
些被忽略的史实，对蒋介石的一个个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评价，很有参考价值。应该说李敖教
会我们的更应该是一种态度，打破神化、破除美化、渴求真实。相比之下，我更想看李敖的另一部作
品《蒋介石评传》，不过这本研究还是可以算经典之作。
5、揭穿面具
6、李敖为了抓老蒋“不是日本士官生”的史料，不惜连引几期毕业生的全部名单，老蒋到死也没想
到李敖这样的棘手，估计在地下气得摔茶杯，然而没有军统能帮他来阳间除人了。
7、李敖自称是带着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评价蒋介石，我也很喜欢李敖，所以买了这本书看看一个人怎
么评价自己的敌人。是不是想有些组织一样有失偏颇呢！我们期待！！！至少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还是
很中肯的，有很多我们平时在别的书中是看不到的。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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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李敖《蒋介石研究 上》   2011年5月14———6月16蒋介石与一二八导火线：1932年1月18号五个日
本和尚在上海被打伤，上海市政府答应日本人道歉、惩凶、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的同时，还是
翻脸大动干戈了。在蒋介石准备调离十九路军与立派宪兵第六团交接换防的前一天晚上，就是二十八
日晚日本突袭上海，于是有了十九路军地浴血奋斗，顽强抵抗，最终使得日本四日占领上海的幻想破
灭。不过此次抵抗的胜利却由陈铭枢 蒋光# 蔡廷锴领导的，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不及俟命”的结
果。在十九路军同仇敌忾拼杀在战场大振人心，于是各路人士均要求蒋派兵增援，共御外敌，四方呼
声很高，但是即使是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也不是他主动的，是由愈济时和张治中主动请
缨的。而且“冯玉祥写到‘知道蒋的人都知道派兵援助十九路军是空嚷着的，干打雷不下雨.”“ 等
快结束后又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
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情况。”蒋介石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做
的一次演讲《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提到“三日亡国论”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的原因
。但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不但证
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的错误理论、此次战争中的十九路军大多时间是孤
军奋战的，至于援军，要么是后援不继，要么是援师不及。当时蒋介石的可调之兵很多都在江西打内
战了。十九路军最后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蒋介石与八一三此次战争中，本想先发制人，但敌军
的援助军队十日后便赶来，于是转为防御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偷鸡未成反而蚀把米。白崇禧几次劝告
敌我战斗力悬殊过大，建议后撤，李宗仁也认为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但蒋介石豪情壮志
加上又处士兵民气沸腾之时，而且蒋又是个性倔强，当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个的意志为依归。蒋
介石在一切战事中，基本都是他直接设计和指挥的，甚至违背作战战术，直接跨级调兵，越俎代庖。
淞沪会战中除了值得嘉奖的士兵的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气势外，根本就是一场横冲直撞的无谓牺牲的
蛮仗。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蒋介石怎样对待伤兵（
我认为最有缺陷的部分）这一章中，李敖主要以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雨雪奋斗受伤的伤兵为例。“冯玉
祥介绍前方的伤兵没有人抬，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没人埋葬，没有号码，没有名字。受了重伤的
，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都臭了。”这段我觉得李敖所举实例明显缺乏说服力。不过这可能和
他长期受国名党迫害的原因。这篇文章字数很少，除了冯玉祥就是谢冰莹的《抗战日记》里的一段了
。但这段也只是写了伤兵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及没有替换的药物，身上长了蛆这一事实。这两个人列举
的事实只能说明当时战争环境的恶劣及药物的匮乏。这和蒋介石领导的这一役战争决策失误有关，但
并无细节证明蒋介石天生性情暴戾，不会T恤部下。这只是战争的客观结果，但不能归结为蒋的主观
动机。但是读李敖的书长见识是实话。虽然他现在越来越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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