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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内容概要

內容簡介  
 
  
  如果還可以採用副標題的話，我倒想稱本書為《蔣介石初傳》或《蔣介石粗傳》。總之，今逢中國
在二十世紀之長期革命成功之日，我們極待為當中重要領導人之一蔣介石初步作傳，否則很多歷史資
料無從綜合。縱使寫書作傳之條件尚不如理想，文辭也免不了粗率，但此項工作已無法拖延（注意蔣
一生做事也是在客觀條件尚不具備時提前做出）。只希望日後另有高明隨著時代之展開將我所寫書向
前修訂（但請勿向後修訂），以期化粗率為精細，更能與時代融洽。我也希望替此一時期其他人物作
傳之作家同樣放寬視界，先著重歷史之長期的合理性，次及於褒貶。使中國近代史先具備與現情切實
啣接之輪廓，再提到各人對書中人之恩怨愛憎。

  我在兩年來從書中摸索之最大成果，則在真切的瞭解蔣介石作為中國領導中數十年，最初並無預感
。而只是隨著情勢之展開，發現自己突居高位，成功固然出於意外之迅速，失敗也來得離奇。舉凡中
山艦事件之發生；北伐期間在武昌城下頓挫，卻又能在江西打開局面；中原大戰；對紅軍之圍剿與反
圍剿；九一八事變及西安蒙難都是事前無從逆睹之場合。即是主持對日作戰，也不過胸中稍存概念，
談不上籌謀計劃，所以日後被逼入內地之困窘情形，因著美國之參戰而絕處逢生，藉著羅斯福之提倡
而中國成為四強之一，又因中國社會不能對預期的理想對數，而須他蔣介石人身上負責，以後黑金剛
鑽之計劃尚未實施勝利突然來臨，和談與內戰接踵而至，也很難在事前見其端倪。綜合以上各事，我
們只看出歷已在他蔣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的展開，他無從採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對付。於是他以直
覺作判斷，先以道義為手段，不及則雜之以權宜，多時仁厚，偶爾心狠。被逼不得已則以宗教哲學思
想和御己的紀律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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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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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涕横
2、无论从大历史角度，还是局部事件细节，通过其日记，我们都应对蒋介石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
过从这本书，我们更看到了其历史局限性。
3、另一版本
4、竖排看的头要歪了T T!!
5、我雖然很尊敬黃仁宇先生，但也提醒自己不要輕信。怪自己閱歷太少，繁體豎版看得很艱難。
6、比鬼佬写的强太多
7、竖排繁体看得好痛苦，不过蒋校长果然很坚忍，好感动。
8、繁体竖版～看得亚历山大
9、学术味浓，稍有乏味。
10、讀這書得沈得住氣,想黃仁宇都能寫,我怎麼可能讀不完?
11、繁体的、竖版的、读起来比较吃力，文字比较客观。
12、晚上出去夜宵的时候顺便撸完了，非常有趣
13、中国的历史错综复杂,根本无法用对错善恶的二元价值判断.蒋介石不能,毛泽东也不能.
14、黄仁宇分析历史角度独特 不过这本书始终看的集中不起精神 只好放弃了
15、胡先生说：”民主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少的问题；在毛先生那里是有没有的问题“。可以印证黄先
生话：“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
宏愿,他也无此机会”。终于在2013年最后一天读完本书，去年从台湾买的书中唯一一本有陆版并可在
豆瓣找到（有些怀疑陆版是否和台版一样）。当时买的时候没觉得，今天突然发现这三本书以1949为
中线串起了中国60年。竖版+繁体字，绝对是对阅读速度的挑战，看得哈撒度。
16、改变我们的历史观查方法的一本好书。。。。。。。。
17、09/13/2010-
18、“蒋介石：不行不能知，惟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黄老师对那段历史和蒋的“粗
浅”分解，受教了。
19、侧那麻痹。。。
20、大二的时候 读了黄仁宇十来本书。 现在后悔不已，浪费时间
21、大人物也有自己的无奈和悲哀，
某种程度上人人平等，你需要100万买房子，常先生需要100亿武装部队，建设经济，呵呵，印象最深
的还是那种常先生那种：若天命在吾，则当然不让。何等霸气自信啊
22、黄的一贯风格
23、如果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不了解的话，请读这本书，这本书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给
你解答困惑你多年的疑问，总之，这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必读书。
24、1、蒋公训话：“你们赶快的去死！”、国军战术之“见到敌人就打”，这种种鲜活的细节在第三
、四篇中还有多处显现，很喜欢读亲历或口述历史，有生命力且不说教。当然作者为追求客观，不忘
时时站在“大历史”角度加以解读，这种“以时间为轴线，聚焦于特定人/事”的微中见著的叙述法深
得我心，与封面”历史与现场“十分之契合。2、历史本无真相，谁又知道我们现今经历的变革是法
治社会建立的前夜抑或毛式整风的复辟？可以尽量保持客观，但切忌标榜客观，兼听则明。3、“不
行不能知，唯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时也，运也，命也！
25、这更像一部传记
26、史料较为丰富，作者的分析较之于史料篇幅过少，两者结合也不是特别好。读后有启发，看的是
台版，花的时间和收获相比较而言有点不值。
27、蒋公着实不容易啊 ！
28、蒋公。
29、其实黄仁宇的感情代入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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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黄仁宇的作品，显然不用多说了。治史者，近代黄仁宇屹然是翘楚之辈，无人能比。从蒋介石的
日记角度来窥伺一个真实的蒋介石，你才会发现，原来蒋介石和我们读到的历史书当中的蒋介石并不
是一个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详细叙述了蒋介石黄埔建军,北伐,清党,安内,攘外,坚持抗战直至胜利,
内战失败退台的历史.佐以蒋先生的日记,是如此珍贵的历史史料,在黄仁宇先生的论述中,我们详细看到
了一部近代的中国史. 对于有着众多黄埔将军,国军将士的浦江,相信浦江的朋友对于中正先生会有更大
的兴趣
2、这本书是大学读的。但是看的很仔细，很多次都会看的心潮澎湃。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蒋中正
在广播室向全国宣布抗战胜利的消息时的描述，真是壮士暮年。这本书让我对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
期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脉络，也对当时的中国国运的艰辛有所了解，比如淞沪战争中因武装落后以
及全国军阀一盘散沙的状况，无数的战士无谓伤亡。而蒋中正就在这种状况下领导抗战，艰难可想而
知。蒋中正受中国正统教育熏陶，对国家民族有不平之心。中国远征军也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看到。
有机会想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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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6页

        批评费正清等人研究中国系“以小权大”，亦中的。

2、《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159页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事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
自处之要道乎？以渔船掩护国防，以护航掩护扩张，以援助掩护开发，以谴责掩护支援。今始知古今
一也。

3、《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14页

        作者谓蒋公治事新旧并用，盖中国当时人事未脱故习也。此种封建遗思，不经整风肃反之类动摇
“灵魂深处”革命，是难于清除的。即以整风思想改造而论，亦略承宋明以来做心性功夫之传统。故
知今事矣。

4、《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

        無

5、《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45页

        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
个人道德可有亏损，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1926年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
互相冲突的境界。

6、《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26页

        记蒋公诗云“亲率三千子弟兵”，固知当世能诗之政治领袖唯双照楼一人耳

7、《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104页

        无论接何急报，须休息五分钟，再加审查，则真相渐明，心神亦定，不为所欺矣。

8、《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52页

        云蒋公以幡然悔悟自立归正之道德魅力遂能合众，不无道理

9、《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7页

        “... 作史者凭空制造应当如是之目标，又预作进度表，再抱怨当事人不肖，没有贯彻我之理想...”
国朝官史，大抵如此，因发一笑。

10、《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217页

        以世纪末的眼光看来，中国国民党之领导抗战，专注于民族主义，无从兼顾民生。中共则以民生
为首务，宁可把抗日当做一种机会，而不以之为一种事业。又直到今日台湾海峡之两岸一体重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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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谈得上民权。以前以十七世纪的组织承担二十世纪的任务，尚要撙节完成初期的存积资本，个人
只有义务毫无权利。今日在高层机构与下层组织之间敷设法制性之联系，又来经济展开，社会上分工
合作之安排愈为繁复之际，才能厘定各人之权利与义务，才能对国民有最低度之保障。

11、《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48页

        及至打擊汪精衛成功，他的行動取得合法根據，各種職位在其掌握，而限制俄顧問及在國民黨內
之中共黨員也依他的方針辦理后，蔣介石已增強其本身之自信，他之態度，也趨強硬。從此中國歷史
與他的傳記同時展開新的一頁。
即在處置中山艦事件后，軍校教育長鄧演達曾質問蔣，謂其行動近于反革命。蔣即答覆：【如他人為
之即為反革命，以總理與余為之，則無論何人，應認為革命應取之態度。】至此他早已看穿，完成中
國之革命並非立即製造出來一種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體制，首先應在樹立威權。

12、《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8页

        
⋯⋯前美國駐瀋陽總領事克勞浦（Edmund Clubb）後執政於哥倫比亞大學。他的標準教科書裡提及一
九四六年春，國軍入長春時云：「五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去瀋陽，在隔着相當的距離去照顧鄭洞國率領
國軍收復長春。」我那時在鄭副司令長官處任低級幕僚，就知道幕後指揮國軍進入長春的，實爲克勞
浦指摘爲「無能」的司令長官杜聿明，而非克認爲「能幹」的鄭洞國（因爲杜聿明在緬甸時與史迪威
衝突，鄭則受蔣介石指示，百般遷就）。而且我又在五月三十日在長春大房身飛機場眼見蔣委員長蒞
臨，向高級將領訓話，並非「隔着相當的距離」遙制。如是意見及傳聞多於事實之資料已不勝枚舉。
這也就是我們必須借重於原始資料的原因；亦即堅持綜合先於分析之用意。

13、《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45页

        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則天至列寧，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們的生命可放棄，名譽可受毀折，
個人道德可有虧損，但是功業必須完成。自一九二六年年初，蔣介石已進入這樣一個公眾道德與私人
道德互相衝突的境界。如在西方，此時已毋庸置疑。四百年前馬基維利（Machiavelli）早已明白宣告
。注重前者，忽視後者，【因為不做壞事，甚難救護國家】。馬所著書至今尚為很多美國大學學生所
必讀。

14、《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的笔记-第100页

        蒋介石此时不利之处，乃因他领导之国民革命具有创造性格。五权分立之政府既为传统体制所无
，而其职权尚在扩大。其他各系将领既为之“打江山”，北伐胜利后未见“论功行赏”，反要他们裁
军，释去兵权，去南京居名誉职位。而且他对旁系将领已有忌嫌，更不得不培养人所谓之“黄埔嫡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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