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

13位ISBN编号：9787802144460

10位ISBN编号：7802144469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作者：张阳,胡移山

页数：3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

内容概要

《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试图解析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与蒋介石之间的神秘关系，从而破解纷纭
复杂的民国政坛之谜。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
，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立夫28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后历任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部长等一系列
高职。
194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曾这样描写二陈兄弟的权势：如今，一个腐败的
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党总部所在地)的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
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
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重庆的所有外国人都把他们俩称为“CC”派。哥哥陈
果夫几乎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蒋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等都要通过他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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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能与蒋介石“同床共枕”，全仰仗父辈们的业    绩。否则，根本不会发
生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这段跌宕动人的故事第二章  陈其美弃商从戎，投身革命，与蒋介石义结
金兰，由此在蒋介石与    陈果夫、陈立夫之间铺就了一座魂不断的蓝桥第三章  蒋介石愤于恶霸欺压投
笔从戎，而陈果夫和陈立夫则受父辈影响，    背起行囊闯世界，恰巧有陈其美中间搭桥，这才有了蒋
介石与陈果    夫的第一次谋面第四章  革命并没有在心灵上把陈果夫与蒋介石系在一起，倒是一个证券
物    品交易所让两个人终成知己第五章  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盼，终于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这
样，    陈果夫、陈立夫便心安理得地南下广州开采“革命之矿”，从此跟定蒋介石第六章  陈果夫能干
，陈立夫精明，二人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做事，即使是    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对此，蒋介石打心眼
儿里对他们备加赏识第七章  血染乌纱，陈果夫、陈立夫死心踏地地为蒋介石效力，深得蒋介石    的赏
识，最终以他们结党为蒋的忠诚和政绩敲定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格局第八章  陈果夫、陈立夫为
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与蒋介石一唱一合，对    文化界进步人士大肆清剿，对此，蒋介石很满意地
称之为“珠联璧合”第九章  陈果夫、陈立夫没有因蒋介石的下野而改变初衷，所以，当蒋介石    东山
再起时，为报恩于二陈的耿耿肝胆，支持二陈坐上了特务魁首，    “CC”灵魂的逍遥椅第十章  陈果
夫、陈立夫领导的“CC”势力越来越大，大有功高震主之势，    蒋介石为分散陈家势力，把陈果夫从
中央调往江苏，最终导致陈果    夫与蒋介石撕破脸皮，不欢而散第十一章  陈果夫与蒋介石翻了脸，陈
立夫认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蒋介石做    事，才能确保陈家的地位第十二章  陈果夫为重树自己在蒋介石
心目中的形象，提议献机祝寿。蒋介    石怕得罪日本人，去北方避寿，结果避出了一个西安事变，而
二    陈力主武力讨伐张、杨，蒋介石对此忌恨在心第十三章  陈果夫、陈立夫一直认为他们能代表蒋介
石。所以，在与国民党    各派系的斗争中他们无所畏惧，但通过与政学系的较量，二陈对    蒋介石大
失所望第十四章  陈立夫为争夺三青团首领位置费尽心机，但蒋介石却把这个诱人的    角色送给了陈诚
，陈立夫从此对蒋介石由失望变为怨恨第十五章  蒋介石为阻止陈果夫过多插手政治，同时也为了在
感情上安抚陈    果夫，支持他出任农民银行董事长，踏足金融界，可陈果夫却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十六章  陈立夫受命赴美斡旋不成，蒋介石被迫下野，蒋把满腔的怒火都    发泄到二陈的身上。骂得
陈立夫有苦难言第十七章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陈立夫诀别蒋家；“杜曲    晚耆旧
，四郊多白杨”，陈果夫含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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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能与蒋介石“同床共枕”，全仰仗父辈们的业绩，否则，根本不
会发生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这段跌宕动人的故事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这部教科书的主角往往
是那些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利益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视角去观
察他们、评说他们。　　至于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我们也不妨站在历史的岸边，追逐历史的浪
花，去看看这三个角色究竟是怎样“追逐”的，他们演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　　要论及蒋介石与
陈果夫、陈立夫，还得从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所处的那个时代及他们的家世说起。不了解这些，
就不足以掌握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关系的渊源。　　溪口——引出了一个诱人的传说　　关
于蒋介石的家世，见诸各种书刊很多，其中不乏经过调查而审慎撰述者，也不乏是辗转传闻，与事实
多有出入的文字。但是，据考证蒋氏家谱，蒋介石是周公之后，其始祖为周公旦第三子伯龄。在溪口
蒋氏家谱中，蒋氏迁到四明的始祖是蒋光，当时正处唐朝末期。蒋光的曾孙蒋浚明，北宋时为中书平
章事，赠金紫光禄大夫，在蒋氏宗谱中，以蒋浚明地位最为显赫。到17世纪时，蒋浚明的后人蒋仕杰
移居溪口，这就是溪口蒋氏的起源。　　蒋介石对自己的身世非常重视，因为，他是一个乡土观念很
重的人。特别是他发迹后，为了搞清自己的家世，下了很大工夫。　　1943年11月，正是抗日战争时
期，当蒋母王氏八十寿诞之时，溪口已沦陷。身在重庆的蒋介石让蒋经国派人从日寇重围中的故乡密
携蒋家宗谱间道人赣，辗转送到重庆，他“三复循诵，几忘寝食”。他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鄞
县横山蒋氏、奉化峨阳蒋氏三份家谱之异同，认为鄞、奉两谱较龙山谱为可信。蒋家宗谱，循例每隔
三十年左右修订一次。自清代以来，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五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
四年、道光八年、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民国七年都曾重修过。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是由蒋介石
的哥哥蒋介卿主持的，聘请城里人周芾南（钧棠）为大总裁。到1948年又应为大修之期，蒋介石极为
重视，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形势危殆，摇摇欲坠，蒋介石还是强打精神，叫大儿子经国来溪口主持
修谱大事，聘请吴敬恒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修谱搞得很热闹，溪口蒋家祠堂张灯结彩，大摆酒
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这是蒋介石为家族和自己树碑立传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
修谱，值得大书特书而为蒋介石所高兴的，就是在宁波找到了一个祖宗头，认为蒋氏之源，出于周代
，至于是否可信，则不必详究了。溪口宗谱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蒋光，是迁到四明来的始祖。蒋光生
了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后梁时的事了。宗霸（字必大）佞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诃太公
，因他常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而得名。这个摩诃太公死后葬于天童寺旁的小盘山上。宗霸初在
小盘山筑室静修，后迁居奉化三岭。到他的孙子浚明，宋时任中书平章事，赠金紫光禄大夫，家世始
渐显赫。大凡修谱，列举世系，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宗头，以示显赫。蒋家祖宗以这个金紫光禄大
夫为最显赫了，总编纂陈布雷就托朋友沙文若、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根查据，经杨菊庭多方考
证，作了一篇《莲桂坊蒋氏考》。查出蒋浚明居采莲桥蒋家带（带河巷），现在宁波的白水巷还有蒋
家祠堂，供奉蒋浚明牌位。蒋家的数世坟茔，则都在奉化三岭。由此可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
的。　　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非常高兴，于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派蒋经国到宁波蒋氏祠堂拜祭。
同年4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拜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
天童小盘山祭扫了祖宗头蒋摩诃等坟墓。数典不忘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有浓厚血统观念的。他
后来即使是死在台湾，也不愿葬身异乡，棺木暂厝，希望能搬回家乡安葬。蒋介石家世，“追远”约
略如上，查近则要从他祖父蒋玉表在溪口街上开设玉泰盐店说起。　　按照溪口蒋家世系排列，蒋介
石为二十八世周字辈，所以，其谱名为周泰（蒋家排行，自二十五世起以“五言四句”排辈，即：祁
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弈世庆吉昌）。蒋介石的曾祖名祁增，字怀盛；祖父名斯千，
字玉表；父名肇聪，字肃庵。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生于清朝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一月二十日，死
于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十月二十四日。　　蒋玉表有兄弟三人，老大叫斯生，老二叫斯水，
他是老三。斯生无孙，由蒋介石的哥哥周康（介卿）承祧。蒋玉表出世，太平军大兴，正是兵荒马乱
的时代，家中生活平常。蒋玉表在晚年时，才在街上开起了玉泰盐店，先以酿酒、卖盐为主业，后来
逐渐扩大营业范围，兼营食米、菜饼及石灰等，主要顾主是雪窦山上的乡村山民。蒋介石在自撰其祖
父的《行略》中说：“玉表公以商业起家，而尤精于盐务，家道以之渐亨。”由此可以看出，蒋家当
时虽谈不上富足，但也是小康水平，而且，这样一种生活是从蒋玉表经商开始的。蒋玉表是个虔诚的
佛教徒，而且也懂得医道。当蒋介石七岁时，蒋玉表带他到法华寺礼佛。蒋介石走路不小心，失足坠
谷，右额负伤，血流不止，蒋玉表亲自采山药敷治，得以止血弥合创口。回家后，他母亲王氏甚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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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觉。蒋介石还谈道：“中正幼同多疾，公常临床诊视，甚至终夜不寝，其状类吾母王太君今日之
爱育其孙纬国者，故中正之病多赖公之手而告愈，至今王太君犹屡念勿能忘。”　　随着时光的推移
，玉泰盐店后来由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接办。肇聪名肃庵，又名明火。他经营商业，显然比蒋玉表更
为精明，把店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玉泰开设于溪口中街簟场弄口，三间店面，后设作坊，投入资本约
两三千银圆，加上吸收存款，流动资金充足。店内有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不足十人。作坊工人视
生产情况，有多有少，都是临时性长工，干砻米、做酒、搬运等工作。　　蒋肇聪有一个绰号“埠头
黄鳝”。他除了经商外，也常管乡里间的闲事。蒋介石在《行略》中写道：“吾乡涉讼之风较盛，凡
府君所知者，无不劝谕而已之。或有不平之案，乃倾资相襄，以雪其屈辱之冤，故乡间之为非者多所
忌惮不敢肆，讼案乃日减，而交恶之风亦渐灭。”从蒋介石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父
亲是很赞赏的。在他的笔下，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广施仁义于乡里，只有优
点而没有缺陷的人。其实，透过《行略》的溢美之词，人们不难看出，蒋父肇聪在镇上是一个纵横乡
里的讼师。蒋介石还说：“锦溪之右有庙社名武山，乡贤硕耆同声举公为之首，公不之应者三。耆绅
莫能难，乃供神位于吾家之堂，不应诺还送，不得已而就其职，不数年，社产有增。”乡间庙社首事
，就是管公堂，大家一定要叫蒋肇聪来管，而且硬逼他管，其为人如何可知。肇聪生于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十月八日，死于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七月五日，活了54岁。　　蒋介石是个很孝顺的
人，他对父亲总是念念不忘，每当年终岁末，他常想起九泉之下的父亲。虽然他年少时，父亲就不在
了，但越是这样，他越怀念父亲，孝敬母亲。蒋肇聪去世时，蒋介石年仅9岁，玉泰盐店由蒋介石的
哥哥蒋介卿接管。后来分家产时，这个店就分给了蒋介卿。玉泰盐店曾两次失火，第二次失火后，蒋
介卿在妹夫宋周运的帮助下，又造起了新屋。这时的玉泰盐店实际上只是一块招牌，开的却是公余钱
庄。1946年重新拆建，改成石库墙门院落，蒋介石亲自题写了“玉泰盐铺原址”界石，这块界石今天
还在。　　丰镐房之命名，是把蒋介石两个儿子的名字合起来取成的。蒋经国字建丰，蒋纬国字建镐
，故名之日丰镐房。蒋的老家以前叫报本堂。蒋介石2岁时，因玉泰盐店失火被焚（蒋介石于清光绪
十三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出生在玉泰盐店楼上，他的祖父替他取名瑞元），肇聪乃搬到报本堂西厢房居
住。老屋于蒋介石发迹后拆建，已完全改变了面目。蒋母王氏搬到报本堂后，于1890年生女瑞莲
，1894年生子瑞青。1895年肇聪死，18964年蒋介卿、蒋介石兄弟分家产时，蒋介卿居东厢，王氏带着
介石兄弟等居西厢。1898年蒋介石之弟瑞青死，年仅4岁，以后蒋介石为他阴配，并由蒋经国兼祧其后
。　　蒋介石童年时代，在这个老家玩耍、读书。12岁跟随母亲朝拜天童、育王两寺，也随母亲干些
活，采桑灌园。15岁与岩头村毛福梅结婚，毛氏比他年长5岁。1910年3月18日毛氏生子经国。蒋介石
发迹后，在外与姚冶诚、陈洁如同居。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与毛氏办了离婚手续，表
面上说毛氏已于民国十年出为其母王氏义女，实际上毛氏仍为丰镐房主妇。蒋经国于1925年赴俄留学
，1937年春才偕妻儿回国。1939年12月12日毛氏在日机轰炸下遇难。凡此种种，足见世事沧桑，丰镐
房内，多有悲欢离合之事。而今报本堂空有一副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回乡时自撰并亲笔书写的对联：
“报本尊亲是为至德安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却不见孝子顺孙前来供奉，不能不使人感慨系
之。正所谓：孝子顺孙今何在，此地空余报本堂。　　这就是蒋介石的家世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蒋介石之所以有后来，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家世背景、家庭教育及人际环境有关。虽然从根本上说
，乱世出英雄，时世造人杰，但从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人格、他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
带有祖辈的痕迹。　　吴兴——一个魅力无穷的地方　　应当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是国民党内
颇有权势的人物，以二陈为代表的陈氏家族与蒋氏家族、宋氏家族、孔氏家族并称四大家族，无论是
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可算得上风云一时。1944年5月，美国《时代》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曾
这样描写二陈兄弟的权势：如今，一个腐败的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
党总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
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重
庆的所有外国人都把他们俩称为“CC’派。哥哥陈果夫，几乎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蒋委员长的
文件和备忘录等都要通过他转交。　　连外国都如此关注陈果夫、陈立夫，可以想见他们的影响有多
大。在国民党内，陈果夫、陈立夫的地位更是高不可攀。几乎没有几个人能与陈家势力抗衡，“蒋家
天下陈家党”就是对陈果夫、陈立夫地位及其权势的经典概括。如此显赫的权势，按照过去迷信的说
法，一个家族如能兴旺发达，一定是家里占了块风水宝地。这种说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已属迷信之
谈。但陈氏家族之所以兴盛确也和老家吴兴这块宝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要研究陈果夫、陈立夫与
蒋介石的关系，就有必要先来看看二陈最初生长的那块土地——吴兴。　　吴兴地处浙江北部，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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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天堂杭州不过一百公里，是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之地。远古时，这里相传为反抗大禹的防风氏之
国。战国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在此修建菰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迁徙越人于此，建
乌程县。三国时，吴国置吴兴郡。在以后漫长的年代里，名称又几经改动。民国时正式改称吴兴县，
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应当说，吴兴确是块风水宝地。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风帆点点
，两岸田畴交错。在吴兴登高远眺，南有莫干山和天目山，巍峨挺拔、云雾缥缈；北有太湖水，烟波
浩渺，水天一色。近处有卞、毗、岘、蜀四山环拱，河溪纵横。倚山近湖，山围水贯，恰似一幅淡雅
幽静的山水画!难怪元朝大书画家面对如此美景，曾挥笔赞叹：“苍峰北峙，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
亭皎澈，山川映发，冲和攸集，星乎列斗，势雄乎楚雄。”　　吴兴除了山水秀美之外，这里的物产
也很丰富。其中尤以丝绸和湖笔最出名，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湖笔则驰名天
下，成为文房四宝中的上品。　　人们常说“人杰地灵”，　“人杰”往往与“地灵”连在一起。吴
兴地灵，人亦杰矣。浙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十分有名的地区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都把这里称
之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中心点”。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政治家、科学家、
文学家。　　吴兴虽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史上，它产生了国民党的一批
重要的党政官员。如，张静江，早年在欧洲经商，回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监察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
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戴季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机
要秘书十多年，后成了蒋介石的谋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长。
钱新之，长期从事金融业，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
陆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徐恩曾，最初留学美国，回国后
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中统局副局长、局长。　　应当说，一个小小的县里几乎同
时出了这么多国民党大员，这在当时家乡人的眼里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一方面，老人们常念叨起祖
辈的业绩，讲着吴兴历史上那些动人的故事，这对陈果夫、陈立夫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吴兴出了
这么多的国民党党政要员，对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来说，也是极为有益的。因为他俩可以凭借老乡
关系而拉帮结派。二陈控制的“CC”势力，中统有许多骨干成员就是吴兴人。　　但不能否认，二陈
之所以权倾一朝，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据资料介绍，吴兴陈氏，相传远祖为上古时的大
圣人虞舜。后来有个叫陈邦德的，迁居归安县东林山，距湖州府城东南五十里，这就是湖州陈氏东林
支始祖。传到第十七世陈应恪（字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湖州这个地方盛
产蚕丝，陈家主要经营丝绸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第二十三世陈丰，陈家逐渐发达起来，慢慢
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孝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第二十四世陈绚，因为热
心地方公益事业，湖州府曾赠以“矜式乡间”的匾额。　　但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
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中落。1864年，太平天国
革命失败了。第二十五世陈延佑为了使陈家摆脱困境，重振当年雄风，便努力经商。陈延佑为人勤俭
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过多长时间，家道复兴如初，又成吴兴望族。陈延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陈
其业。字勤士：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陈其业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　
　不能不说说父亲　　对于陈果夫、陈立夫来说，他们的父亲陈其业对兄弟俩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他
们看来，父亲陈其业是个非常能干的文化人。陈其业生于1870年。他的母亲吴氏，出身于书香门第，
知书达理，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在母亲的启蒙下，少年陈其业即显示出人才华，在学校很有声名
。在那个时代，读书——科举——做官，是一般富家子弟寻求的出路，光宗耀祖的门径。陈其业最初
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人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一直上到府学，每月领取府衙
所给的四两银子。陈其业本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但在上了府学之后，他耳
闻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再也不愿读书做官了。因为，在陈其业看来，大清江山迟早要败在这些贫官之
手，与其到清廷之中去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情，这样，对国家、对民族
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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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蒋介石崛起开始，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就一直是他的心腹和左右手。陈氏兄弟俩通过恩赐，秘
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进而控制了整个国民党，而兄弟俩这种权倾华夏的
势力，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紧紧连在一起的。二陈为蒋氏出谋划策，建立CC派控制党权
，规划中统局清除反对势力，终致开创出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最后，又因功高盖主之嫌，受到蒋
介石的排挤。该书试图解析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与蒋介石之间的神秘关系，从而破解纷纭复杂的民
国政坛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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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陈果夫（1892～1951）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
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
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
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
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
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
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Club
），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
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迫害进步人士的活
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
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
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1935年
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
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
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
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
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陈立夫（1898
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
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中国国民党政治家。1923年北洋
大学矿科毕业，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近100年的漫
长生涯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
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
2、虽有两位作者的意淫成分，但绝不是历史小说。对于二陈与老蒋的陈述还算客观
3、带着明显的倾向，把历史当小说来胡写，这本书算是一本了。不过，书中调侃似的提到陈立夫1950
年到美后，较为穷困，以开办养鸡场为生，及后，大陆清查四大家族财产，属于陈立夫、陈果夫的极
少，因其两人毕生经营公产，退位后，即无所有，这倒让我看到了其人格特质中较为高尚的一面。
4、历史性不强 像杜撰出得小说 党派偏见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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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书开头不错，写到后来就有点不怎么唯物了，处处都在贬低他们，不过字里行间还是看出了他
们俩人总体还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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