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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内容概要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
　　并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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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作者简介

王泰栋主要著作：《武岭梦残——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沙文汉与陈修良》、《门槛》、《
陈布雷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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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书籍目录

一点感谢（代序）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第一章 陈布雷自杀之谜第二章 陈布雷秘书和副官的回忆
第三章 心力憔悴只有一死第四章 陈布雷的家乡——孝慈之乡，文化之乡第五章 陈布雷的家庭第六章 
陈布雷从启蒙到浙高第七章 陈布雷热爱新闻事业第八章 陈布雷也喜欢教书第九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
上）——书生从政第十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中）——八年抗战第十一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下）——
油尽灯枯第十二章 陈布雷与郭沫若第十三章 陈布雷与邵力子、张治中第十四章 陈布雷与沙文若第十
五章 陈布雷与陈立夫、陶希圣、张其昀第十六章 陈布雷与程沧波和青年记者第十七章 陈布雷与故旧
第十八章 陈布雷与同胞兄弟第十九章 陈布雷和夫人王允默第二十章 陈布雷和女儿陈琏——两代悲歌
附：陈布雷（1890-1948）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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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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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精彩短评

1、名为大传，读后感觉却有很多有关人物的重要方面没有论述。比如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等，都
只是偶尔提及，还有我很关心的关于陈布雷的相关具体论著方面却没有相关评述，毫无疑问，一般读
者更加关心的陈布雷的所谓文胆、智囊角色，然后全书似乎关于其政治和其复杂的心理矛盾论述居多
，而对本人的政治谋略及智囊作为的得与失谈论很少，难道陈布雷仅仅就是写写官样文章的人吗？
2、陈布雷毕竟是GMD要员，“客观化”要求有点高了，能做到材料的严谨性就不容易了。
3、　　翻出这本书多次，一直读得很慢，陈布雷是连共产党都不怎么骂的一位“党国”要员。对其
生平并不熟悉，这可能是读得超慢的主要原因。作者用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置于全书开始，短短十来
页纸要概括一生的密度，使我这般的读者难以跟上文字的步子，因此读了好几遍都踌躇蹒跚，难以寸
进。
　　
　　
　　直到开卷无益多次之后才猛然醒悟，于是匆匆掠过前面大量的日记简要，直奔正篇。
　　
　　
　　作者王泰栋是陈布雷研究专家，刚才网上查阅了一下发现，王先生的著作几几乎都是关于陈布雷
的。所以王先生对陈布雷的生平事迹肯定是如数家珍，或者王先生以为我们读者理所当然在开卷之前
也已耳熟能详了。可惜无知如我者毕竟不在少数，愚对陈布雷先生的了解并不超过“文胆”及“自杀
”这四个字太多。按我们的通常思维，这个“文胆”是贬义的，是为“敌人”服务的，这个“自杀”
则是愚忠和觉悟的混合。所以陈布雷是“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百度百科陈布雷条）”。
　　
　　
　　《陈布雷大传》正文开篇用三章幅度详述陈布雷先生自杀经过，当世反响，以及亲友家人，长官
属僚的追思缅怀。具有颠覆性的震撼效果。王泰栋先生虽然免不了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偶尔批评挪
揄一下六十年前的朝政，还是用了较多的篇幅来转摘布雷先生的遗言及当时官方民间的大多文字原貌
。布雷先生的十数篇遗言，据《大传》所述，是陈布雷在吞下近两瓶安眠药后所著，着实令人惊讶不
已。
　　
　　
　　蒋中正对陈布雷的评价之高恐一时无双：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
坊表。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早十点陈布雷被发现服食过量安眠药，未几确认生亡，当日中午十二点时
任总统的蒋中正即前往陈宅，此后更亲笔“当代完人”横幅，哀荣备至。
　　
　　史上能被称为“当代完人”的有几个？
　　
　　敌对双方，一方将陈布雷称为“完人”，当不是因为他“政治正确”。另一方认为其“颇有争议
”，也不是因为其“政治不正确”。如果不是“持身之敬，临财之廉”，如何得此殊荣啊。
　　
　　杂记之一：至申报潘公展和新闻报陈沧波的遗书当为“11月12日”，非“11月12月”。
　　杂记之二：21页照片应是陈布雷及随从。
　　杂记之三：陈布雷原配非常漂亮，女儿陈琏继承了母亲风范。陈琏走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政治道
路，却不可避免同样的悲剧，可悲。陈布雷虽为自杀，尚得到至高荣誉，陈琏却是“畏罪自杀”，可
哀。
　　
　　
　　《大传》虽然大段地引用，却都没有出处，书的最后也没有参考文献列表，因此愚不知是否能信
任书中的引用。比如陈的副官陶永标的文章，便不知是何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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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细查之下知其在1983年发表过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文。想必，《大传
》引用的就是那篇文章。陶说他被陈布雷当作子侄，退休后又居住在上海。愚也是当过子侄的人，无
法理解陈布雷会当着子侄的面批评陈果夫陈立夫等大员。这样的行为和“完人”相差甚远。他说陈布
雷与潘公展渐行渐远，果真如此则怎么解释陈布雷临终前留书潘公展托问候各位好友，并照料遗孀。
反观陈布雷秘书的缅怀文字就更少政治标签式的评论，《大传》在引用其文章时意味深长地加了“当
时”两字。将陶的文章与秘书的文章两相对照可知，陶副官把陈布雷最后时刻的相关事情都揽到自己
身上，他早不把自己当副官了。
　　
　　据说陈布雷自杀之所以为一大疑案，这个陶永标炮制出来的“和谈尸谏”是其中一大原因，看《
大传》中引用的陶副官回忆文章，可知其信用度很低。
4、文人为政，姻缘不合。
5、　　试图对陈布雷进行同情地理解,但是笔力不够
　　
　　能出来,把资料弄出来,算不错了
　　
　　期待陈布雷日记出版
6、　　这本书洋洋洒洒二十章，现在刚读完前面四章。一些想法，先记下来，谓之读中记。
　　1）叙事有点罗嗦，而且文学手法过多。陈布雷最后一个晚上，听到了什么、在想什么，作者都
要写出来，一点严谨性的意识都没有。
　　2）对于陈布雷之死，似乎存在误读。从陈布雷的遗书和身边人的描述（这是第一手的资料）来
看，他应当是一个极度忧郁症患者（当然不可否认，大厦将倾的感觉加重了他的忧郁症），自杀不足
为奇。将它解读为“死谏”或者“酬知己”，都是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待续。
7、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从政往往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对此，牟宗三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
“⋯⋯中国以往，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在政治上是没有独立的地位、没有保障的。可是，一般的说，
假使你不参与政治，而传经授业，入孝出悌，移风易俗，⋯⋯一般而言，在社会上还是受到人们的尊
重的。假如你离开这个岗位，不守你的分，要去参与政治，作一个功名利禄之徒，那么你便有不可避
免的命运——不是被辱便是被杀⋯⋯”
　　 
　　    陈布雷称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从他追随蒋介石漫长的二十余年间
的某些作为来看，我们很难对他作出一个准确的评判，这个矛盾人物确实颇具争议。但是，有一点可
以肯定，他的命运是不幸的，始终逃不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宿命”。
　　 
　　    “刀笔之吏，弄其笔墨。”身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一生写过多少违心之作？编织过多
少政治谎言？我们已无从得知，也没有必要去弄清，但从他的片言只语中，可以了解到这个级别最高
的“捉刀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
。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在日记中，他留下这句感叹。他也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
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尽管如此，他依然“听话”地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捉刀之作。其
中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
也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他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私
德无可挑剔，蒋介石为此也很尊重他、信任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不忘领袖的“知遇
之恩”。这是他始终“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油尽灯枯，最后“感激轻生
，以死报国”。
　　 
　　    为人捉刀，实是苦差！位极人臣，又当如何？斯人已逝！如果有来生，可以重新来过，我奉劝
陈布雷先生不如做嵇康、阮籍一类的人物——都是做文章的高手，并不辱没于他——不用仰人鼻息，
更无案牍之劳形，倒是可以终日纵酒放歌、傲啸山林了。但不知九泉之下的布雷先生，同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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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8、几年前，一次特殊的考试中，用到了这个人物的名字，并因此与有缘人结识。只是想再细细的看
一看。
9、我觉得王先生本人写文章也过于主观化，传记的严谨准确性不够。。。很多用词不敢苟同。。。
10、“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中国的政治文人玩不起，往往被政治给玩了。
11、扭曲的人性，不一般的人生经历
12、做人难，做一个有才华的人更难，做一个有才华的侍君者难上加难。
13、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名字，还记得我外公屡次对他赞叹不已。为了干活儿匆匆扫了一遍全书，现在
想法比较复杂，嗯。
14、这本书作者应该把稿费的大部分给陈家人，其实就是陈布雷日记的简单讲解而已。陈布雷这个人
除了写文章，似乎就是痛苦矛盾了，能不能立体点儿？？？
15、未读完就还图书馆了。
    陈布雷从头到尾，不过是一个患极度忧郁症的文人而已。无论是高歌凯进的年代还是风雨飘摇的年
代，他在日记里都是哀叹自己“不堪使用”。最后的自杀，合乎情理。在今天，我们知道，这应当作
为精神病例来研究和治疗。
    将这位病人的死亡作为反蒋的证据来宣传，在50年前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天，这看法实在是太
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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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精彩书评

1、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从政往往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对此，牟宗三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
中国以往，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在政治上是没有独立的地位、没有保障的。可是，一般的说，假使你
不参与政治，而传经授业，入孝出悌，移风易俗，⋯⋯一般而言，在社会上还是受到人们的尊重的。
假如你离开这个岗位，不守你的分，要去参与政治，作一个功名利禄之徒，那么你便有不可避免的命
运——不是被辱便是被杀⋯⋯”陈布雷称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从他追随
蒋介石漫长的二十余年间的某些作为来看，我们很难对他作出一个准确的评判，这个矛盾人物确实颇
具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命运是不幸的，始终逃不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宿命”。“
刀笔之吏，弄其笔墨。”身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一生写过多少违心之作？编织过多少政治谎
言？我们已无从得知，也没有必要去弄清，但从他的片言只语中，可以了解到这个级别最高的“捉刀
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
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在日记中，他留下这句感叹。他也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
，“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尽管如此，他依然“听话”地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捉刀之作。其中最典型
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
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也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他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私德无可挑剔，蒋介石为此也很尊重他、信任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
涕零，不忘领袖的“知遇之恩”。这是他始终“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油
尽灯枯，最后“感激轻生，以死报国”。为人捉刀，实是苦差！位极人臣，又当如何？斯人已逝！如
果有来生，可以重新来过，我奉劝陈布雷先生不如做嵇康、阮籍一类的人物——都是做文章的高手，
并不辱没于他——不用仰人鼻息，更无案牍之劳形，倒是可以终日纵酒放歌、傲啸山林了。但不知九
泉之下的布雷先生，同意否？
2、试图对陈布雷进行同情地理解,但是笔力不够能出来,把资料弄出来,算不错了期待陈布雷日记出版
3、翻出这本书多次，一直读得很慢，陈布雷是连共产党都不怎么骂的一位“党国”要员。对其生平
并不熟悉，这可能是读得超慢的主要原因。作者用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置于全书开始，短短十来页纸
要概括一生的密度，使我这般的读者难以跟上文字的步子，因此读了好几遍都踌躇蹒跚，难以寸进。
直到开卷无益多次之后才猛然醒悟，于是匆匆掠过前面大量的日记简要，直奔正篇。作者王泰栋是陈
布雷研究专家，刚才网上查阅了一下发现，王先生的著作几几乎都是关于陈布雷的。所以王先生对陈
布雷的生平事迹肯定是如数家珍，或者王先生以为我们读者理所当然在开卷之前也已耳熟能详了。可
惜无知如我者毕竟不在少数，愚对陈布雷先生的了解并不超过“文胆”及“自杀”这四个字太多。按
我们的通常思维，这个“文胆”是贬义的，是为“敌人”服务的，这个“自杀”则是愚忠和觉悟的混
合。所以陈布雷是“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百度百科陈布雷条）”。《陈布雷大传》正文
开篇用三章幅度详述陈布雷先生自杀经过，当世反响，以及亲友家人，长官属僚的追思缅怀。具有颠
覆性的震撼效果。王泰栋先生虽然免不了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偶尔批评挪揄一下六十年前的朝政，
还是用了较多的篇幅来转摘布雷先生的遗言及当时官方民间的大多文字原貌。布雷先生的十数篇遗言
，据《大传》所述，是陈布雷在吞下近两瓶安眠药后所著，着实令人惊讶不已。蒋中正对陈布雷的评
价之高恐一时无双：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四八年十一月十三
日早十点陈布雷被发现服食过量安眠药，未几确认生亡，当日中午十二点时任总统的蒋中正即前往陈
宅，此后更亲笔“当代完人”横幅，哀荣备至。史上能被称为“当代完人”的有几个？敌对双方，一
方将陈布雷称为“完人”，当不是因为他“政治正确”。另一方认为其“颇有争议”，也不是因为其
“政治不正确”。如果不是“持身之敬，临财之廉”，如何得此殊荣啊。杂记之一：至申报潘公展和
新闻报陈沧波的遗书当为“11月12日”，非“11月12月”。杂记之二：21页照片应是陈布雷及随从。
杂记之三：陈布雷原配非常漂亮，女儿陈琏继承了母亲风范。陈琏走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
却不可避免同样的悲剧，可悲。陈布雷虽为自杀，尚得到至高荣誉，陈琏却是“畏罪自杀”，可哀。
《大传》虽然大段地引用，却都没有出处，书的最后也没有参考文献列表，因此愚不知是否能信任书
中的引用。比如陈的副官陶永标的文章，便不知是何时所作。细查之下知其在1983年发表过回忆《尸
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文。想必，《大传》引用的就是那篇文章。陶说他被陈布雷当
作子侄，退休后又居住在上海。愚也是当过子侄的人，无法理解陈布雷会当着子侄的面批评陈果夫陈
立夫等大员。这样的行为和“完人”相差甚远。他说陈布雷与潘公展渐行渐远，果真如此则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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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临终前留书潘公展托问候各位好友，并照料遗孀。反观陈布雷秘书的缅怀文字就更少政治标签
式的评论，《大传》在引用其文章时意味深长地加了“当时”两字。将陶的文章与秘书的文章两相对
照可知，陶副官把陈布雷最后时刻的相关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他早不把自己当副官了。据说陈布雷
自杀之所以为一大疑案，这个陶永标炮制出来的“和谈尸谏”是其中一大原因，看《大传》中引用的
陶副官回忆文章，可知其信用度很低。
4、这本书洋洋洒洒二十章，现在刚读完前面四章。一些想法，先记下来，谓之读中记。1）叙事有点
罗嗦，而且文学手法过多。陈布雷最后一个晚上，听到了什么、在想什么，作者都要写出来，一点严
谨性的意识都没有。2）对于陈布雷之死，似乎存在误读。从陈布雷的遗书和身边人的描述（这是第
一手的资料）来看，他应当是一个极度忧郁症患者（当然不可否认，大厦将倾的感觉加重了他的忧郁
症），自杀不足为奇。将它解读为“死谏”或者“酬知己”，都是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待续。

Page 10



《陈布雷大传》

章节试读

1、《陈布雷大传》的笔记-第38页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憔悴，确也是很大因素，有一些了解他的人，从另一角度
也透露了一些秘密。程沧波在《重诉生平》一书中说：

　　“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亦非有负领袖，有负党国，有亏职守，而一
死以明心迹的自弃的愚忠者之所为；更不是从政本非所愿而摆脱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实在是抗战胜
利后，大敌虽除，大患又起，而国人醉生梦死，因循苟安，触目心伤，中

心抑郁，难乎自解。接近布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终想替他解忧。后来我深深明白，布先生的忧，是
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
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
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忧时忧国，
可绝不是消极与悲观。此在他许多遗书中可以窥见。”

　　陶希圣在《追念布先生》一文中说：“布先生死于自悲，而他的自悲，乃是爱国的热忱与忧国的
伤感，郁结而成。他追随先生20余年，从北伐到抗战，专心致志，为国家服务。他久已忘记了自己。
他的思想无有不是为了先生着想。他的筹划无事不是为了国家打算。他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私。为
什么他自悲而死呢？布先生的性格，是刚直而深于修养。布先生的行径是身居政治的中枢而心富客观
的观察。他有深远的见解，坚定的主张，严正的批评，强烈的忧愤，但是这一切都郁结为自悲的情绪
。布先生本于他20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他爱国的热忱，他忧国的
伤感，两者郁结而为自悲的情绪，他毅然决然谢世人而去。党的分崩离析是布先生最伤心的一事。我
们中国国民党在总裁先生领导之下，25年的奋斗，其成败已与国家存亡结为一体而不可分。党的分崩
离析就是国家的衰颓危殆。布先生谢世是整整一年了。投降主义者之多，失败主义者之盛，可伤可耻
之现象，表现无遗。但是这些现象是党中久已蕴积的各种因素演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年以前，布
先生早就看出来了。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
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20年来，布先生深感先生中心领导方针，决无
错误。这点在他留给家族的信里说得非常正确。他临终的日记中，寄托希望于总裁先生为中心的团结
。但是他为国效忠、为抗战宣劳，已使他的心力体力‘油尽灯熄’，他不能再为总裁分劳分忧了。这
一念把他的自悲情结强化到了顶点。于是布先生便谢世人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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