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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

前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
我首先表示祝贺。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
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
三部曲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与会著名
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陈廷一先
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
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
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
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
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
广大读者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看好并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
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军人
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节假
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
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了社
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
。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这也是了不起
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
、腐败不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有言道：“蒋家天下
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
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
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
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将不国，山河破碎。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
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
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
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
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
概就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
他的祝贺。    于友先    二○一二年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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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

作者简介

陈廷一，现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传记学会理事，中国通
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2005年荣获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十佳”称号，2010年荣获“中国当代人
物传播100家”人物。作品《孙中山大传》和《宋氏三姐妹》分别荣获1999年和2003年全国优秀畅销书
奖；《许世友传奇》荣获河北省作协文学金牛奖；《共和之路——孙中山传》荣获2012年首届华侨文
学奖纪实类最佳作品奖。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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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001 第一章家族揭秘／005 “丝绸之路”东方有个陈家院／005 陈氏三
兄弟／007 陈其采威震上海滩／011 第二章其美其人／016 “善长典”的新学徒／016 典当行的“猫倌儿
”／018 陈其美及其“恶作剧”／024 男大当婚／025 其弟赴日归来／027 第三章首闯上海滩／030 离开
石门镇，是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030 同康泰丝栈的记账先生／033 结识蔡元培／034 他乡遇故知，
结识张静江／037 反动派围剿《革命军》的出版者／039 湖南之行／042 第四章赴日留学／047 离开上海
，是一个落霞的傍晚／047 警监学校轶事／050 会见孙先生，加入同盟会／053 他乡遇故知，结识蒋介
石／055 回国反清／060 第五章经营上海／063 重整待发／063 扩大地盘，智斗黄金荣／065 “天宝客栈
”事件始末／067 陈其美与霍元甲筹办精武学校受挫／070 第六章同盟乐章／072 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072 武昌胜利枪声为中部总会成立剪彩／075 革命胜利的日子／080 陈其美收复上海记／083 第七章沪
上都督／087 刘福彪的一枚手榴弹摆平了都督人选／087 街上流行招募站和剪辫子之风／090 紧急推动
东南地区的光复／092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093 陈其美诛斩陶骏保始末／098 智取“地头蛇”
／104 第八章扶助孙文／108 中山归国，16年的海外漂泊终于画上了句号／108 倡组中央，拥护孙文做
总统／114 民国京都之争：是武昌还是南京／117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121 第九章追随孙文／125 陶
成章大闹总统府／125 先下手为强／131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和风流都督／135 十月沪上都督／138 第十章
共和悲歌／144 为共和烈士申冤雪仇／144 汪精卫语讥孙中山：你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恋栈吧？／148 
“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155 北京会见：孙中山与袁世凯握手／162 陈其美与袁世凯
的较量／165 第十一章北京之行／170 陈其美辞掉沪军都督／170 北上的日子／173 出席前清摄政王载沣
的欢迎宴会／181 国民党应运而生／183 第十二章二次革命／189 谁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189 让凶手大
白于天下／193 把凶手推向斩首台／197 沪上举旗讨袁／200 第十三章白色恐怖／211 雪压青松松更青
／211 关键时刻革命党内部又出现了分裂／214 孙中山的第一副手／219 第十四章三次革命／226 讨袁再
发动／226 东北不亮东南亮／229 衷肠诉黄兴／233 其美回国义举／238 除掉郑汝成／243 肇和军舰起义
始末／248 袁世凯如坐针毡，被迫取消帝制／253 第十五章为国捐躯／258 不畏失败的人／258 陈其美中
弹身亡，蒋介石舍命收尸／262 第十六章果夫立夫／268 幸运的陈立夫／268 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271 
想当作家的陈果夫一夜暴富／274 证券交易初试身手／276 第十七章崭露头角／280 蒋介石向陈果夫发
来了电报⋯⋯ 出手不凡／282 立夫的从政选择／285 果夫的“三把火”／291 从“欢迎”到“打倒”
／296 四一二大屠杀前后／298 第十八章效力蒋府／301 “复成桥血案”始末／301 陈果夫的清党／303 
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305 “蒋家王朝陈家党”的由来／307 第十九章“导淮”总长／311 “转呈”
变成了“帮办”／311 江苏发生“政治地震”／313 陈果夫痛心疾首地哭了／318 第二十章苏政四年
／324 “痨病主席”无痨病／324 治省兴政／327 “专员不兼县长”始于江苏／330 地政，成绩斐然
／332 陈果夫理财之道／335 禁烟传奇／337 第二十一章内讧纷起／340 CC叫板政学派／340 赶走张厉生
／346 迎来拆台人／347 争风文化阵地／350 “中统”与“军统”之争／354 “运钞案”始末／357 第二
十二章间谍大战／363 蔡孟坚立功／363 钱壮飞建功／365 顾顺章叛变／368 杀害邓演达，是在夜深人静
的夜晚／371 顾顺章的嘴脸和下场／373 第二十三章花开花落／377 花落之时／377 神秘之旅／378 与中
共谈判／382 “西安事变”中站错队／388 第二十四章教育部长／399 “国难部长”／399 陈立夫的“五
湖四海”／401 收回“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大学／403 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405 “统制教
育”与费氏夫妇结仇／409 陈立夫的性贿赂与蒋介石的性爱日记／412 第二十五章重庆谈判／416 陈立
夫的反共立场／416 初见毛泽东／420 毛泽东三访陈氏兄弟／426 正义难敌／430 “二陈”发难／437 第
二十六章余辉暮暮／443 CC派的解体／443 陈氏兄弟抵制蒋公子／448 陈果夫顶撞蒋介石／452 陈氏兄
弟双双“出局”／460 陈果夫之死／461 尾章海外拾零／470 陈立夫定居美国／470 养鸡专业户／473 返
台定居／479 斩不断的“蒋陈情结”／484 致力于统一大业／488 附录：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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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应该说，真正让湖州陈家声名大振，当数老二陈其美，而陈其美的成功得益于老三陈其采
的相助。陈其采在三兄弟中最早崭露头角。 且说陈其采沿着父辈指引的路：“读书一科举一做官”走
下去，到16岁那年，他中了头等秀才。 这时的中国，已变得衰落下来，昔日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装人
了列强的炮膛，我们祖先发明的指南针也装入了列强入侵我国的战舰，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顷刻间中国成了列强的瓜分对象。 19世纪后的中国，国衰力微，宛如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被西方近
代发达工业国家的蒸汽机车远远甩在后头。 国将不国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不愿做亡国奴的惊
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陈其采中得头等秀才的第二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甲午战
争，以中国大败收场。接着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日本，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也几乎放弃，
巨款赔偿迫使清廷大借外债，江浙一带内陆也被迫向列强开放。面对着清廷的软弱无能，少年陈其采
和其他同学一样举起了拳头：国家这般受欺，百姓遭难，我们要奋起，洗雪国耻，重振国威。 于是陈
其采不再满足于文字的学习，在二哥陈其美支持下，陈其采报考了留日军校学习。按照二哥的说法：
“要抵抗外国列强，武备不可缓。” 一个晨曦满天的早晨，在二哥陈其美的金钱支持下，19岁的陈其
采踏上了东瀛日本的求学经历。与他同去的还有吴锡冰、许葆英和舒厚德。 开船了。陈其采站在船头
，向送行的二哥陈其美使劲地挥手。 陈其美挥手应道：“船上风大，回去吧，小弟。” 在日本军校
，陈其采最不忘的是陈其美讲给他听的两个动人动情的故事：一是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一
是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国分忧的故事。就是这两个故事让陈其采永记心中，激励他学习，时刻记住自己
与别人不一样。闲散时间，别人游山玩水、会亲访友，他却如饥似渴地苦学。腊梅开放，喜鹊登枝，
苦去甜来，1902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回国后，有志的陈其采却去了湖南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湖南成为了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陈其采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在湖南陈其采创
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荣升标统。在此期间，他又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接上了头，
暗中策划新军暴动，配合孙中山密谋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发不可收，成为民主革命的骨干分
子。1907年奉命调南京任第九镇参谋，后因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事宜，
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他衣锦还乡，在湖州广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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