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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

内容概要

《蒋介石成败录》讲述了蒋介石的成败历史经历，并在历史的缝隙里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重温旧
闻旧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这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故事，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
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历史细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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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尚志　　1.不求“功名”爱武装　　按照父辈的期望，蒋介石应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走
上仕途之路，或者通过经商谋求发达。可是蒋介石却到日本学习军事，做出了对自己的前途具有决定
性影响的选择。　　事例：浙东地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誉。出生
在这里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　　按一般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孩子的预期
，家里父辈更希望他金榜题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许隐约地感悟到长辈的心愿，这可以从
他将自己的名字蒋尚清改为蒋介石一事中揣摩出来。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
日，贞吉。”《彖》日：“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
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居中得正。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
最有利的六二爻辞，表明了父辈对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为蒋介石仕途创造物质条件的父亲
却在他9岁时离开人闻，这一重任留给母亲王采玉。尽管家境由盛转衰，但王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
，让他到私塾就读，期望能获取功名，在仕途上能发达起来。　　蒋介石并没有循着家长设计的人生
轨迹坚持走下去，而是由学文改为习武。自古以来，行伍群体受人鄙视，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
兵”之说。蒋介石为什么会不爱“功名”爱武装昵？促使这一志向确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
使然。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天资聪慧，又调皮好强。村里的男孩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枪，玩“打
仗”游戏，他总是自封将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孩子们有时被战斗得衣破鞋丢，手伤头破，号哭
而归，家长们便上门告状问罪。初入私塾时，蒋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
马上倒地撒泼耍赖。因其自小顽皮，乡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带上“无赖”二字。因此从军同
他的秉性比较对路。　　第二，求取功名无门，只得另辟他径。他本想走科举获取功名之路，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他赴宁波赶考。但这次应考使他决意放弃这一志向，主要动因是名落孙山，通
过文功获取功名无望。　　更深层的原因是，蒋介石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蒋介石第一次到
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
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
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
。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　　回家之后，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
新学教育。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
吧。我去求你琴风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
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后来，王氏又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同意
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风麓学堂求学。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
，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
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
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于是蒋介石愤然退
学。　　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蒋介石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
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
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
》赠给蒋介石。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　　第三，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
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人们把
目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
学日本也蔚然成风。蒋介石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他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
国留学异邦。”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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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以王阳明为榜样，以《王阳明全集》课子;又视曾国藩为“祖师爷”，以《曾文正公家书》
子。王与曾均为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之不二奇才，蒋氏父子自只能“心向往之”，文不能及，武
亦不能及⋯⋯　　李宗仁论蒋：“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天下第
一。”卫立煌论将：“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
道命领，看谁负责。”　　孙殿英论蒋：“蒋介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
是知道如何将钱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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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喜欢玩弄权术的人，可是在现在太简单的生活方式还可能吗？
2、书刚拿到手，还没开始读。刚才翻了一下感觉字有点小，年轻人看还好一些。
3、功过决定了成败，但是成败就是功过么？细数蒋的一生，加以评价，此书的确有过人之处！待续
⋯⋯
4、有点罗嗦，可以更客观
5、分析较好，体例也好，有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影子，蒋介石感觉比较真实
6、感觉还不错的一本书
7、有失公允
8、不错，，对老蒋更了解了。有故事，也有分析
9、比较客观的描写了蒋介石的传奇一身
10、权术气息太浓的我。。。
11、此書在大陸出版較早，傳記中還帶有些許政治之偏向，有所約束。 
12、近代两大枭雄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成谁败？近百年来可能只有一个答案，也许五百年后，毛泽东以
昏君暴君载入史册的时候，又是谁成谁败呢？
13、大三
14、平心而论，不客观！！
15、感觉作者有些偏激，没有很中肯的对蒋介石对那段历史进行评价，没有客观的解说蒋介石的成与
败。
16、送给老公的 他很喜欢
17、一般吧
18、不错的，我认为读了以后，是可以获得一些心得的。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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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关于这本书，很详细的介绍了蒋介石，作者从一个以一个学者严谨的态度写了这本书。蒋介石，
确实是一个将权术玩弄的炉火纯青的人，却最后也被权术玩弄了一把。读完这本书，最深的感触就是
，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这句话的理解了。然后还有一句的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这本书，有些不足就是在有些方面过于罗嗦，内容重复。
2、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是指投机商人囤积稀有商品，等待时机获取
暴利。投机商人的经营之道被政客们引进到政治角逐场。蒋介石在自己初涉政界之时，就开始使用此
法，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　例：　　蒋介石是由陈其美引入革命队伍，依靠陈步步攀高的
，陈其美被人杀害后，失去了靠山，也就失去了进入高层领导的机会。他想利用与孙中山的关系，寻
找事业发达的新途径。由于交往不深，孙中山虽然对蒋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对其能否担起大任持怀疑
态度，这样也就不可能委以重任。　　护法运动伊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
，并在积极准备北伐。蒋介石决心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又考虑到，如果这样两手空空地去面见孙中
山，未必能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如果自己开口要官的话，有违于孙中山“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
”的训导，意图太明显，被认为是为官而来，为孙中山所厌恶，那会把事情弄糟。如想当官，只能表
现出自己有志革命，无意做官的姿态。但等待时机，还要通过自己的作为创造机会。　　首先，向孙
中山献策，以作敲门砖。１９１７年９月，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１０月又写了一份
《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提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
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
吴淞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
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寄出后，蒋介
石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孙中山阅读了蒋介石的两份军事作战计划后，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有所了解，
其谋略有参考价值。于是，于１１月正式委任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不过这是一个虚职，职位虽高
但权不大，还要看别人脸色行事，不是一个能一展宏图的平台。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有虚
名无实权的职位，宁愿不做，也因此举降低身份。因此，以种种借口不应孙中山之召，这一手果然奏
效，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中，很多是以紧跟孙中山为做官之路径的，蒋介石居然不看重“官”字，
促使孙中山刮目相看。　　孙中山身边有为的军事人才奇缺，求贤若渴，就再次邀请蒋介石。１９１
８年３月，蒋介石来到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赴广东汕头前线，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科
长。这是一个实职，所以欣然接受。　　其次，目标清高，以退求进。粤军派中有派，明争暗斗，纷
争不断。蒋介石是一个客籍人来统率一支队伍，既要遭到地方主义的排外倾向的排斥，又在派系斗争
中如同夹糖饼，夹在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这三大派派系之间，感到左右为难。　　为表示不与粤军
的派系斗争同流合污，他于１９１９年６离开粤军，跑到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游历，做“隐士”。又是
浏览风光，又是赋诗填词，似乎既清高又悠闲自在。其实，他不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淡出“江湖”的隐
士，真正的隐士是不过问时事的，要不然陶渊明怎么会“不知有魏晋”呢？而他却并一天也没有闲着
，貌似闲居，却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因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揣摩推算，同时继续有所作为
，以免弄巧成拙。他不断地给孙中山上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献计献策。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
他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自己辞职的缘由，进而表示到欧美去留学的意向。此时的孙中山处于
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干部，因此，不同意蒋长期离开中国，留
下在军事方面辅助于他。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的计划是否确有此打算，这种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很
难推断，但从后果看，是投石问路，以试探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招又奏效了，孙中山用
命令的口语表示挽留之意，蒋介石心领神会，当即表示放弃留学计划，留居上海，准备为革命领袖孙
中山效力。这是口头上的答应，内心还在盘算着，鉴于粤军的现状，重返粤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若轻易应孙中山邀请到粤军中谋职，不但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反而难以引起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
，他决定再等待。　　１９２０年，蒋介石又一次离开广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孙中山在军事战略
上有远见，但对具体些的军事谋划却不太熟悉，急切需要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于是发出数份电函
，急招他到广东就职。并让戴季陶到蒋介石家里去劝说。这时，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身价看涨，没有
立即应召。戴季陶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责骂蒋介石，两位好朋友大吵起来。　　再次，以缓应急，
见好即收。１９２０年３月，粤军征打广西，十分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谋划，孙中山亲自急电蒋介
石，要其到粤军面事，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却领着自己的亲属游山玩水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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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出山，其缘由是内心对孙中山有所不满，他觉得孙中山希望他做事，但又不给实权，如果只是个
配角，当不了主角，即使胜仗打得再多，那也是别人的，不仅如此，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招人嫉妒，
不可能带来多大的政治上的利益。正是因为有这样盘算，没有急于成行，也不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
是用打太极拳的套路应对孙中山的“急招令”。以缓应急，等待孙中山给自己更大的好处。　　蒋介
石不愿意轻易应召，果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在用人之际，孙中山觉得蒋介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对领袖忠心耿耿。就在蒋介石的假意推辞之中，他的影响
和身价直线上升，孙中山终于委以重任。蒋介石见好即收，借助孙中山的信任，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
的，甚至超过自己的期望值得到的东西。　　评　析：　　蒋介石有在大上海闯荡的阅历，他把投机
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法。　　待价而
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时机，“价”是关键，是“标的”和“目标”。就“标的”而言，应是实标而
不是“虚托”，也就是说，应该是“物有所值”，自己确实有与追求“目标”相匹配的资本；就“目
标”而言，应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开价或者说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满天要价，就地还钱那
一套。其要旨在于把握时机，讲究方法，适度作为，以求抬高身价，实现增值，达到自己的期望值。
否则，不得要领，弄巧成拙，会被贬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蒋介石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时机得当
，方法得体，张弛有度，收获颇丰。　　巧伪装，静观其变　　　蒋介石擅长伪装，他往往在局势没
有明了的时候，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以达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的目的。　　事
　例：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更多援助，１９２３年８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
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一行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增加了了解，对一部
分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有所认识，对军队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在较深体会，汪精卫后来谈及此事
时说，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
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蒋介石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待苏联的建军经验和党的组织领导，贬斥苏联
的社会改革政策。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国共合
作，产生重重疑团，后来他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是使我冷静下来，
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于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
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团回国后，蒋介石将写的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
其中包括对联俄联共的疑虑。《游俄报告书》到底如何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蒋经国对《苏俄在
中国》的诠释中略知其大意，他说：“回国的时候，（父亲）便秘密向总理报告：第一，苏俄的共产
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
”蒋介石还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
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广州，向孙中
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经验，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
虑过甚，要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贡献。尽管他未接受孙中山的忠告，
懾于孙中山的威严，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１９２４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广州创
办黄埔军校。此时的广州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热情高涨。孙中山倡导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产党的参加，日益衰落的国民党开始有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大批青年响应号召，到广州参加革命，黄埔军校招生，报名十分踊跃，同当时的军阀
抓丁，逼人当兵形成鲜明对照。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革命势力发展迅速，共产党的思想观
点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革命气氛下，如果公开自己的不同政见，极有可能革命势力所
被抛弃。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着天然的反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这种情感
隐藏起来，尽量伪装进步，以赢得黄埔学生的拥戴。載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
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在公开言论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词藻，盛气凌人的锋芒也
有所收敛，表现得颇为谦恭。他对苏联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
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亲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呈请孙中山核准
颁布，挂在军校门上。在一些训话中，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精神”，声言“
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也表示尊重
和信任。加伦当时写道：“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　　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表示
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
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
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我们国民党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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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能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他要求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
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
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
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
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
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
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孙中
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偏右的。他在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两面讨好
，又两面开弓，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周恩来后来在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时指出：“蒋介石开始
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
。”他“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对蒋介石很是好感，他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
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
，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
不从心的怨气。”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把已经是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蒋介石
列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看成是仅次于党首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
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
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　　评　析：　　善于
伪装，是政治权术家的看家本领。蒋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伪装，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导致自己
受排斥。经过政坛的磨炼，得势后他比较善于伪装，尤其是，随着权位的增大野心膨胀，更不轻易表
明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在公开场合大
唱革命高调，左右逢源，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
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
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
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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