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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曾是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他的工具是黄埔军团，他的手法是权谋与屠杀，
征桂，战唐，讨冯，攻阎。分化、瓦解、收买、离间，他运用得出神入化，几度不战而
夺人之兵，枭雄本色尽显。
蒋介石是反革命的、消极的、落后的。他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与革命群众为敌
，反共反人民，破坏国共统一战线，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清算，血腥屠戮，是人
民的大敌，历史的罪人。 

内容简介

辛亥革命发生，蒋介石积极响应，回国革命。护法运动、北伐东征，不遗余力，一心革
命。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论党内地位，论革命资历，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许
崇智皆在蒋介石之上。谁知廖仲恺遇刺，联汪驱胡倒许，再迫汪出走，未及二年，蒋介
石就顺利地成为了国家的最高领袖。中原大战，横扫南北，东北易帜，形式上完成了民
国的统一。
他也是爱国的，只是在“攘外”与内战之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
”，置国内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面对日寇的入侵与屠戮，一度一味地丧师失地，百姓
流离，最终民怨沸腾，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不得不主张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
幼，一致抗日，在正面抗日战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作者简介

张晓兰，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供职于山东财政学院东方学院，北师大历史学院近代史
专业毕业，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熟悉中国近代史，文字功底扎实，擅长于创作故事性较
强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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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故乡�家世�教育
第一节浙江奉化溪口
悠悠“禽孝乡”
打上蒋氏烙印的浙江奉化溪口，因诞生了蒋家王朝的两代“掌门人”而名扬四海，国民
党御用文人更是将其誉为“地杰人灵”，其中虽不乏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嫌，却也有
其可信之处。据史料记载，溪口旧称“禽孝乡”，乃是一座始建于1006年的千年古镇，
自唐宋以来就是浙东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物资集散地，这里不仅山明水秀、风光旖旎
，而且物产丰盈、交通便利。所谓溪口是指甬江上游支流锦溪的入口处，因剡溪之水而
得名。
剡溪发源于剡界岭的大湖山，由新昌入奉化境，九曲而汇于甬江，东流人海，人称剡源
九曲。九曲公塘以下称剡溪，由西向东流过全镇，至东端，有武岭头与溪南山阻隔成口
，注入锦溪，故名溪口，亦称锦溪村。又以武岭横亘镇东，以山名命名也，也叫做武岭
。据此，蒋氏宗谱题签自称《武岭蒋氏宗谱》，蒋介石自书籍贯为浙江奉化武岭，而不
书溪口。据考证，溪口蒋氏原来居住在宁波，唐朝时期迁居奉化，元朝以后又迁居溪口
，“历代勤劳务农”，没有一人入仕当官。蒋介石小时候“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条街上
，就在剡溪边，只有几家小店铺，是米行、酱油店、饭馆、茶馆”。
据传，坐落于群山环绕之中的溪口，拥有广为天下闻的十大景观，诸如碧潭观鱼、雪峰
晚照、奎阁凌霄、松林晓茑⋯⋯不知多少骚人墨客，闻讯前来寻幽探胜；而坐落于宁波
西南39公里处的溪口，更是浙东新昌、天台地区通往宁波港口的交通要冲。众所周知，
宁波有甬江与大海相通，人海向北可达上海、天津，向南可达福州、厦门、广州。如此
怡人的风景，如此便利的交通，使得溪口早在唐宋时期便已小有名气，当时不少达官贵
人，选择溪口作为终老之地，就足见其在千年前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到了民国，随着蒋
介石的飞黄腾达，“地杰人灵”的溪口更是名扬海内外。
今日溪口
因受惠于民国第一要人蒋介石，溪口跃居为民国重镇，至解放前夕，就已拥有900多户人
家，而蒋氏则是镇上一个大姓族，约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沿着剡溪北岸的武岭路西行
二百米，就是蒋家老宅——丰镐房，其名乃取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之意。
第一章 故乡�家世�教育 第一节浙江奉化溪口 悠悠“禽孝乡” 打上蒋氏烙印的浙江奉
化溪口，因诞生了蒋家王朝的两代“掌门人”而名扬四海，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将其誉
为“地杰人灵”，其中虽不乏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嫌，却也有其可信之处。据史料记
载，溪口旧称“禽孝乡”，乃是一座始建于1006年的千年古镇，自唐宋以来就是浙东地
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物资集散地，这里不仅山明水秀、风光旖旎，而且物产丰盈、交通
便利。所谓溪口是指甬江上游支流锦溪的入口处，因剡溪之水而得名。 剡溪发源于剡界
岭的大湖山，由新昌入奉化境，九曲而汇于甬江，东流人海，人称剡源九曲。九曲公塘
以下称剡溪，由西向东流过全镇，至东端，有武岭头与溪南山阻隔成口，注入锦溪，故
名溪口，亦称锦溪村。又以武岭横亘镇东，以山名命名也，也叫做武岭。据此，蒋氏宗



谱题签自称《武岭蒋氏宗谱》，蒋介石自书籍贯为浙江奉化武岭，而不书溪口。据考证
，溪口蒋氏原来居住在宁波，唐朝时期迁居奉化，元朝以后又迁居溪口，“历代勤劳务
农”，没有一人入仕当官。蒋介石小时候“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条街上，就在剡溪边，
只有几家小店铺，是米行、酱油店、饭馆、茶馆”。 据传，坐落于群山环绕之中的溪口
，拥有广为天下闻的十大景观，诸如碧潭观鱼、雪峰晚照、奎阁凌霄、松林晓茑⋯⋯不
知多少骚人墨客，闻讯前来寻幽探胜；而坐落于宁波西南39公里处的溪口，更是浙东新
昌、天台地区通往宁波港口的交通要冲。众所周知，宁波有甬江与大海相通，人海向北
可达上海、天津，向南可达福州、厦门、广州。如此怡人的风景，如此便利的交通，使
得溪口早在唐宋时期便已小有名气，当时不少达官贵人，选择溪口作为终老之地，就足
见其在千年前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到了民国，随着蒋介石的飞黄腾达，“地杰人灵”的
溪口更是名扬海内外。 今日溪口 因受惠于民国第一要人蒋介石，溪口跃居为民国重镇，
至解放前夕，就已拥有900多户人家，而蒋氏则是镇上一个大姓族，约占总人口的半数以
上。沿着剡溪北岸的武岭路西行二百米，就是蒋家老宅——丰镐房，其名乃取周文王建
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之意。 溪口老宅伴随着蒋介石度过了无比快乐的童年，以至于
他飞黄腾达、身居显位之后，依然对故乡念念不忘，每逢清明节或生日之际，他总要回
乡，或扫墓祭祖，或寄情山水，或翻新老宅。1924年蒋介石以黄埔校长身份回乡祭祖，
在潭墩山建造两层楼房，题名为“乐亭”，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文昌阁”。据风水先生
说，这里乃“伏虎吸水”之地，因此，向来迷信的蒋介石，将“乐亭”变成了私人别墅
，每回溪口，多住于此。“乐亭”旁边筑有“憩水桥”，站在桥上，俯瞰“碧潭”，别
有一番风味，蒋介石和宋美龄时常在此垂钓观鱼，流连忘返；1930年，回乡调养的蒋介
石着手翻修老宅，丰镐房才得以形成今日“前厅后堂、两厢四廊”的格局。当民国时期
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之时，蒋介石依然滞留溪口，“留恋湖光山
色之中”，正如老话所说，“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 然而，天不遂人愿
！1949年，在大陆苦心经营22年之久的蒋介石，不得不诀别故乡，败走台湾，自此之后
，他再也没能踏上这方热土。据说，1961年左右，蒋介石途经台湾埤尾时，觉得此处青
山碧水，翠竹丛丛，像极了自己的故乡溪口，故将埤尾更名为“慈湖”，以寄托自己的
思乡之情，故而，慈湖又有“台湾溪口”之称。此外，蒋介石还命人在埤尾建造了行邸
——慈湖宾馆，这是仿照溪口蒋家老宅建造的四合院式的建筑，附近还建造了慈母桥和
慈母亭，每每想念故土溪口之时，蒋介石就会来此居住，并时时向西北方向眺望，这是
他生前的遗愿：叶落归根，魂归故土。因而，蒋介石的灵柩至今没有下葬，而只是暂厝
慈湖，以待将来“奉安”于令他魂牵梦绕的故乡。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挺进浙江奉化
之时，毛泽东同志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在占领奉化时，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
及其他建筑物”，首先进驻溪口的第7兵团第21军第61师，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据史
料记载，驻扎在丰镐房的解放军，从未用过蒋介石家里的任何东西。当时解放军的粮食
异常紧张，一天三餐只能喝些稀粥，而丰镐房里就存放着20多袋大米，即使这样，战士
们也从未打过这些粮食的主意。 正是由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溪口蒋宅得以完
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并在祖国统一大业和发展当地旅游经济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期盼
着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尽管此次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但共产党妥善保护蒋家老宅
的举动，却让偏安孤岛的蒋氏父子异常欣慰。中共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将摄于蒋家老
宅的照片送到了蒋氏父子手中，这些照片不但勾起了蒋氏父子的思、乡之情，还对海峡
两岸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拨专款修缮在“文革”中遭到部分



破坏的蒋氏墓宅，并向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地区上层人士发出了“回乡看看”的邀请
。1984年，蒋家老宅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对游人开放，蒋氏亲友、旧部闻讯赶来，一窥究
竟。1991年，溪口被列入国家重点名胜风景区，1996年蒋氏老宅被国务院列入“近现代
重要史迹代表陡建筑”以及“第四批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自此之后，参观蒋家老
宅的海内外游客，年年超过百万人次，其中，来自台湾省的游客更是年年递增，从这一
角度来说，浙江溪口以及蒋氏老宅，对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及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都
大有裨益。 ⋯⋯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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