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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内容概要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包括蒋介石、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
宋美龄、陈诚、白崇禧、顾祝同、张群、宋子文等，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大员，他们是
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又成为主要“战犯”，败走台湾。后半生，他们或枭
雄、或丑角，或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或联共、或反共，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尘埃落定，本书将解开他们尘封已久的黄昏岁月，评说其人生历程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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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作者简介

叶健君，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主编作品有《新中国第一代》，包括：开国五大
书记卷，开国部长卷，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卷，开国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卷，等
等。发表文章60多篇。
李万青，1943年生，湖南宁乡人。1967年8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湖南
省委党史委处长、研究员，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湖南党史学会会员、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
会会员和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
郭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省辛亥革命研究会会员。主要研
究方向：晚清民国史，湖南地方史和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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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书籍目录

痛定思痛——蒋介石
天下第二人——李宗仁
枯木逢春——陈诚
诸葛末路——白崇禧
梦绕关山——何应钦
雁过留声——陈果夫
“卫道”干城——陈立夫
肥了自己，瘦了国家——孔祥熙
民国之范蠡——宋子文
从政界退休的养生专家——张群
书山迷途——翁文灏
清廉国胤——孙科
老马失蹄——王云五
身病神困——戴季陶
虎落平阳——熊式辉
郁郁而终——张厉生
摇旗呐喊是书生——朱家骅
由校长而部长——王世杰
孤悬海外的外交家——顾维钧
跨越三个世纪——宋美龄
逃脱牢笼操旧业——吴国桢
昔日上将军，今是教书匠——刘峙
阵前觅得正途——程潜
杀敌毋论多，比寿我最长——薛岳
征战数十载，今得返故乡——卫立煌
面朝大海，春不暖，花未开——胡宗南
保住北平，功德无量——傅作义
北雁南飞，孤岛哀鸣——阎锡山
铁翅飞鹰未尝坠——周至柔
军中老虎，蒋家甘草——王叔铭
损兵折舰，短命总长——桂永清
大将被俘，接受改造——杜聿明
败军之将，卖师求荣——汤恩伯
桀骜不驯，含冤莫白——孙立人
坏事做尽，难回故土——马鸿逵
天道有不公，暴孽得善终——马步芳
“醒狮”难吼——曾琦
参政不知政——陶希圣
欲问志何如，伯夷与叔齐——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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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精彩短评

1、想看看。
2、英雄不问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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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精彩书评

1、自古乱世出英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来的中原大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中，可谓群雄逐
鹿。现下借说书人一句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孙中山先生凭借“三民主义”开创中华民国
的基业，并创立国民党。后有蒋介石在各方角力中胜出，执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大权。历经北伐、抗
日战争和内战。最后，在大势已去的历史节点，蒋介石带领他的嫡系部属纷纷退守台湾，或者留居海
外。自此，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蒋家王朝为世人留下一道仓皇的背影。《大结局》历数了追随蒋介石
南征北战的一众大员，他们在内战接近尾声之时的个人抉择，以及他们最后的人生岁月。当中的大部
分人选择去往台湾，继续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并担任要职，首当其冲的要数蒋介石本人和陈诚，
还有与蒋介石心生嫌隙最终被蒋暗害的白崇禧，从晚清走出来的资深大佬阎锡山，屡立战功的汤恩伯
和胡宗南等。当然，也有诸如李宗仁，卫立煌，先是留居海外，晚年辗转回归大陆，落叶归根。有最
后关头选择与共产党和谈、投诚的傅作义、程潜，和做了战俘的杜聿明。有与蒋介石并称“四大家族
”的孔祥熙、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孔宋二人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作为民国富豪榜上的显赫人
物，其时在海外也颇有知名度。陈立夫（想当初算得上民国高富帅）更是曾以百岁高龄力促两岸“和
平统一，化干戈为玉帛”。还有客死他乡的马洪逵、曾琦，等等。唯一的女性就是伴随蒋介石左右并
在外交上数次助其一臂之力的夫人宋美龄（毫不含糊地使那么多男人沦为大绿叶）。这些大佬的名头
都太过响亮，在从小的历史课本和众多影视剧作中屡见不鲜，每个人单独拎出来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
的书。而本书仅仅节选了一个侧面，既然叫做“大结局”，难免让人有英雄迟暮之慨。人生最华丽的
篇章转眼已成过往云烟。记得很小的时候曾经从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一本《蒋家王朝》，记述了蒋介石
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在1949年之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蒋介石在内战中逐渐失
利并选择下野进而逃离台湾的心理过程刻画得非常细腻。也写出了天下大势的不可逆转。今日读《大
结局》，不由得回想起那本书，其中对蒋介石深为倚重的“文胆”陈布雷自杀的描写我仍然记忆犹新
。陈布雷乃一介文人，有写日记的习惯，1948年5月29日他写道：“近日（吴）铁城、（吴）鼎昌等均
赴锡、沪游览休息，（孙）哲生亦赴沪，（陈）立夫将出国，彼等能学太上之忘情，而余独不能，人
嗤其愚，我自有其守也。”眼看国民党大军连吃败仗，多数政要纷纷离开南京，另觅出路。陈布雷对
“党国”一片忠心，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一起共事多年的同僚“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
异之心，互询善后之策”，而自己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遂决定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
于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于“王气黯然”的南京城。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抉择，异常的悲壮。
恐怕也是上述所有人的一个历史缩影。大势所趋，英雄难为。想蒋介石等一行人戎马一生，最终难逃
落草为寇的命运。“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重归故土的理想，
终于被一条窄窄的海峡隔绝在时空对岸。“悲歌可当泣，远望可当归”，被海峡隔阻的还有那一掬永
远无法消解的乡愁。英雄终难逃一死，这就是所有大佬的不二结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2、一拿到书，就看到封底上有这样两句话“⋯⋯有的人，留在新生的政权，不惭世上英；有的人，
在台湾的‘小朝廷’继续执掌大权，高呼‘反攻大陆’，虽然他们自己都不信⋯⋯”这样毫无根据的
臆断和先入为主的讽刺让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待翻开书页，我的预感非常不幸地应验了，
第一段就是一段如中学历史教材上的文字一样的简介，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阴谋夺取政权，昏庸无道
，并最终得到报应作茧自缚的恶棍。再往后翻了翻，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留在大陆或者回到大陆的
比如李宗仁就是英雄好汉；留在台湾的比如（不用比如了，差不多都是）就是弃明投暗，最后都不得
好死。作者所有的写作都是在这样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进行的，39个民国大佬，每一个人的文章中都
提到了与大陆的关系，愿意与大陆亲近的人如陈诚，明显作者的文字都要温和一些；而其他“冥顽不
灵”想在台湾掀起点风浪的人如孔祥熙等，都会被作者明嘲暗讽。我强忍着不耐烦，花了极大的耐心
才读完了全书的一半，得出的结论是作者起这样一个书名，却交出这样一本文字，完全是在嘲笑读者
的智商。　　　于是翻到了作者介绍。叶健君，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李万青，
前中共湖南省委党研究处长、研究员；郭钦，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看来这事儿怪我，怪
我高估了中共的开明程度，这些长期在主流意识形态浸淫下的人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公正客观地评价
这些国民党大佬呢？　　　全书都泛着一股主流历史教科书的酸味，要看这些偏见，我还不如去看教
科书呢，至少人家还会假装客观，何必看这个呢？　　　除了意识形态问题，此书还有一个让人不能
忍的问题就是胡编乱造！！！　　　我随便摘几段出来哈：　　　“副官不敢懈怠，疾步奔到医官的
办公室要求立即化验。医官一手拿着尿瓶在眼前晃荡了一下，一手夹着一支雪茄，嘴角上露出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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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笑容。他朝副官面前吐了一口烟后，说：‘老弟啊，回去禀报老先生，这种毛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要害怕，当然也没法根治，还要检查什么红血球？你去把它倒到厕所里去吧！不用化验了！’”
（P9）　　　“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P17）　
　　“本来，熊式辉还指望以首创之功，在马上就要进行的领导机构选举中过一把第一任‘社长’的
瘾哩。”（P179）　　　“陈诚说：‘不管他了，我直接向老头子保你。’　　　‘多谢辞公栽培。
’张厉生几乎要掉眼泪。”（P184）　　　以上段落的选取真的是很随便，就是拿着书随便翻，翻到
哪页就停在哪页找出来的。全书这样的句子举不胜举。我不知道这些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的细节和对话
作者是怎么有勇气编出来的，我更搞不懂的是这是写史呢，还是写小说呢？　　　就算是写小说，也
要注意语言和人物身份的匹配，也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啊，这顶多只能算是小学生作文。　　　总之
是一本很让人失望的书（当然也怪我期望值太高）。　　　
3、近几年，有关民国的书籍看了不少，但主要都集中在文化的领域，那是缘于对一些学者、大师们
的敬佩和仰慕；而对于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却知之不多。这本《大结局》讲述的是当初国民党当局的政
坛大佬后半生的故事，几乎囊括了蒋宋孔陈家族和军政的要员，虽说，其中有些名人事迹也多多少少
听说过一些，但总是不太完整，也很零碎。也许是年代渐远的原因，再加上国共分治时期的两岸隔绝
，很多事和人都被淡化或者淡忘了，甚至根本不知后话如何，如今看到这本书，也确确实实是他们人
生的大结局了。对于政治，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可是民国时期有一些政客其实还是有点文化的，所以
爱屋及乌，对他们的生平也有了格外的好感。本书中讲述的39位名人之中，其实有一些我还是第一次
听说其名，当然这在于自己的孤陋寡问，不过书中对每一位大佬在文章的开头都会有一段简介，所以
，像我这样的读者也不会一头雾水，搞不清其到底是怎样的人物。自然，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也是有
详有简，诸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就写得非常具体，连生命中最后几天的医院救治情况都描绘
得历历在目，像张厉生、曾琦、张君劢等就十分简洁，只是一篇短文就概括了一切。这也许正符合了
读者的心理，熟知的和感兴趣的，多了解一些，反之，则一笔带过。所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中，只有
一位是女性即宋美龄，她也是蒋介石的夫人，却是全书的亮点之一。对于宋美龄，其实我敬佩的是其
家庭、学识、风度、手腕，甚至还羡慕其后来的养生、保健与长寿之道，蒋介石若是没有这位夫人的
协助，恐怕江山会丢得更快更彻底，无论如何，她也是跨越了世纪对中国有过深远影响的人物。总的
来说，这部书中大多数的字里行间笼罩了一种黯然忧伤的痛感，也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凉，或者往
事不堪回首的无奈，最终结局好的似乎不多，不过能感到作者们搜集资料的尽心与努力，也基本上保
持了历史的事实和客观，不带政治的偏见，不作对立的夸张，最简洁地描绘出那些大人物跟从国民党
政府败走大陆后的人生结局，也是为曾经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4、1979年元旦，徐向前发布声明，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自此那场纷争或者说是战场上的纷争算
是尘埃落定。声明中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如果从1979年算起的
话，炮火结束至少也有35年了。可是如今当读到这些书籍的时候，读到那些讲述“我们的骨肉兄弟”
的书籍的时候；仍然让人感觉不到平静⋯⋯多少年过去了，直至如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战胜了国
民党，改造战犯，解放台湾，统一台湾。而那场战争，其实对于整个民族来讲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悲
剧。在战场的厮杀中，民族的精英损失殆尽，民众积累的财富也损失殆尽。厮杀的过程中，日人也侵
入中华，期间损失也不可估量。或许“用于内斗，怯于公战”是个最好的批语吧。其实细究起来两党
都是由苏联所缔造。孙文的国民党在垂死挣扎的时候有赖于苏联人的仙气活了过来。在苏联人的两边
下注的过程中，斗争的是异常惨烈，给人火中取栗。想想今天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苏联人其实并不
让人喜欢。《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中的这些民国大佬们，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可以说
是同时代的佼佼者。但是看到书中所揭示的情况却很让人感到伤悲。这些佼佼者的价值在那战争之后
几乎都被浪费了，出走台湾的，台湾面积太小，难以施展拳脚；留在大陆的，按下不表。而书中更是
不断的提及要去解放台湾人民⋯⋯问题是你考虑过台湾人民的感受么？他们真的愿意被解放么？对于
国共间的战争而言，更应该向美国人学习，学习他们在南北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度。美国南北战
争中的那些人其实都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他们到新大陆也没有多少年，但是他们最终取得了谅解。
国共双方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彼此间都是“骨肉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战场上，双方确如同世仇一样厮杀，这当中是为何呢？书中有些地方的描述，其实还是挺让人
费解的。比如p35“人们不难发现，其中（陈诚遗言）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
作者说的确实真的，但是作者也提到陈诚的遗言中也有“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
大业。”p280，“卫立煌的骨灰盒⋯⋯与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中共高级干部为邻，卫立煌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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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39位民国大佬的后半生》

光荣圆满的归宿。”其实从这些文字当中，是很能发现作者的旨归的。斯人已逝，白头宫女说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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