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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我感到很奇怪
的是，蒋介石 50 年每天日记
写上，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
点睡觉，基本上不变，你基本
上不变，你写这个干吗？这
就证明他想说，我就是一个
圣人，我能够这么忙的时候
都坚持稳定作息。

金以林：他也可能就是
为了追求中国传统这样知行
合一，他要强调这个，什么东
西都给写得清楚。

汪朝光：有的问题确实
值得讨论，现在研究非常不
够。我们一方面说蒋介石比
较偏向中国传统文化，比如
他很推崇王阳明，但是他在
日记里大量引用的是《圣经》
的语言。包括他那个“天佑
中华”——主要是抗战的时
候，他基本上说的都是“天佑
中华”、“主佑中华”，我没有
看 到 过 一 次“ 菩 萨 保 佑 中
国”，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值

得去研究，他对基督教何以
如此沉迷。

王奇生：他是在抗战以
后，尤其是 40 年代以后才对
基督教信仰虔诚，1937 年以
前，他基本上就没有信教，本
来 ，他 信 教 就 是 丈 母 娘 强
制的。

金以林：杨天石老师写
过文章，蒋介石信基督教不
是丈母娘强迫的，他是自主
选择的。

王奇生：就是丈母娘强
迫他，是宋美龄跟他结婚之
前约法三章。但是日记出来
以后证明，不是宋美龄的约
法三章，是他丈母娘——这
个我太清楚了，因为这段日
记是我抄的。蒋介石的丈母
娘让他信教，他不想信，就找
借口说基督教的理念不熟
悉，丈母娘给他一本《圣经》，
给他三个月好好读一读，三
个月到了以后丈母娘就问

他，怎么样，信教吧。他不想
信，就想推，就说我还没读
好。推到最后，有一次丈母
娘病了，蒋介石说丈母娘这
个病他可以治，宋美龄说你
怎么治，他说很简单，你马上
把牧师叫过来给我受洗，之
后告诉丈母娘说我已经入教
了，第二天他丈母娘的病就
好了。

金以林：但是我看 30 年
代他信教以后真很虔诚。

王奇生：30 年代谈不上
虔诚，40 年代开始有虔诚的
迹象，到他 1943、1944年不大
顺利以后，就开始信教比较
厉害了。他得意的时候就不
把教当回事，不顺的时候是
一种心理安慰。这就是典型
的中国的宗教观念，信什么
东西就是功利性的，完全保
佑，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
帝保佑他。

金以林：从这点上讲蒋

介石不如毛主席，毛主席就
讲了人定胜天。

王奇生：你看的是后面
一段，1927、1928、1929 年这
一段是我抄的。他天天在
日记边上写上“人定胜天”，
持续写了一两年，因为我抄
的时候不可能把这句话天
天 抄 上 去 ，所 以 你 们 看
不到。

这句话非常微妙，这充
分反映了五四以后这一代
中国人，知识分子或者精英
也 好 ，相 信 人 定 胜 天 的 观
念。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
通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
发现他连续写了一两年之
后，突然之间这个“人定胜
天”不说了，后来我觉得跟
他信教有关系，他觉得天是
上帝，这个“人定胜天”的观
念不能再说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研究者纷至沓来。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人们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解密，会
帮很多人窥视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从中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也希望通过这一当事人自己的记录来呈现历史的真实。近
日，以蒋介石日记研究为依据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三位作者，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金以林，分别抄录《蒋介石日记》并进行专题研究，为当代读者了解蒋介石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
在此以“蒋介石的阅读史”为小小的切口，透视三位学者带来的蒋介石新形象。

蒋介石书单 从读书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历程
蒋介石的阅读史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与蒋
介石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张：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
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
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何谓古？何谓旧？又何
谓太古？

张：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
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蒋：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
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
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
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
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
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
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
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
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张：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
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
法，总觉赶不上时代……

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所
以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正在看什么
书。相隔七十年之后，蒋介石日
记向学界开放，笔者有幸先睹为
快。蒋介石读过哪些书，爱读哪
些书，自是笔者查阅蒋日记的一
个兴趣点。查 1936 年的蒋介石
日记，蒋是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有
四种：《中庸》、《韩非子》、《墨子》、

《孙子》，确如张学良所言。
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精英思

想史，习惯从精英人物所发表的
言论著述中去挖掘，却甚少追寻
精英思想的渊源和形成过程。
即使追寻，也多从前后世代精英
思想的相似处入手，间接推断其
源流传承关系。其实，精英思想
的型塑，与其阅读吸收的过程密
不可分。考察阅读与思想的互
动，阅读活动与思维观念的形
成，阅读对人生观和事功实践的
影响等，比孤立静态地分析一个
人的言论文本，更能拓展思想文
化史的研究空间和视野。

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

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的阅读习
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
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
饶有兴味去探讨。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
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
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
治术。蒋一生不间断地阅读修
身进德方面的传统典籍，相对而
言，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
的书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
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
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
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
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
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
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
多的古籍之一。 1930-1937 年
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
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
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
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 年 3 月 27 日：下午看
《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
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
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
法告各将领慎用之。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
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
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
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
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
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
惟 新 书 是 求 ，未 有 其 能 也 。”
1939 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
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

（共11本）。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
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
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

之心理无一不合也。”韩非提出
“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
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
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
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
《墨子》。1936 年西安事变被软
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
遣”。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
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
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
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
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 1934 年
6 月 12 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

“ 恨 不 早 习《礼 记》，所 谓 元
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
对 党 内 元 老 多 表 失 望 甚 至 厌
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
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
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
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
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
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
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 年 11 月 16 日：今日看
《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
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
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
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
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
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
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
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
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
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
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
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
居正十分相似。1936 年 2 月，
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

《张居正评传》。3 年之后，又
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
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
书籍”。

以革命领袖自视：读革命史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
着他不读新书。蒋读古籍，大多是
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
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

1919 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
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
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
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
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
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
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
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
踪新思潮。五四时期看过这些
书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 年 1 月 1 日，蒋在日记
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
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
划。查1920-1923年间蒋所阅读
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
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
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
主义学说风行中国。在这样一
种时代大潮中，蒋介石对马克思
的 学 说 也 产 生 了 阅 读 兴 趣 。
1923 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
考察。正是赴苏俄考察期间，蒋
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
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日
记中生动地记载了蒋介石在旅
俄期间阅读马克思书籍的情形：
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
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
卷”。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接触
马克思学说并对之产生浓厚兴
趣的唯一一次。此后日记中再
也没有相关阅读记录。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
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
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
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 1925 年
一直持续到 1935 年前后。蒋先
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
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
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
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

《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
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各国革

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
浓厚的阅读兴趣？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多
次表示迫切希望阅读和研究俄
法两国的革命史。如 1928 年 9
月 22 日日记写道：“亟欲研究法
国革命史与俾士麦历史一番，使
有以法则也。”1932年 4月 3日日
记又称：“近日急思求学，而终未
得暇，俄法革命史与国际情报
学，非速看不可也。”1938 年 1 月
16 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
载：“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
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
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摘编自《天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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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影响蒋介石人生？
汪朝光：大概在上世纪

末、本世纪初开始，蒋介石就
一直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
域，在各大书店，在民国人物
传记这个书架上，最多的就
是蒋介石的书。研究20世纪
中国史，蒋介石肯定是绕不
过去的一个人物，不了解蒋，
你肯定就不了解20世纪上半
叶的中国历史。但是话又说
回来，虽然有十几年的历史，
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比较
厚重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
因为书架上放的那些书，说
好听一点，属于普及性读物，
说不好听连普及性都说不
上。但是，由此可以看见大
家对蒋介石的关注。我们这
本书敝帚自珍，可以说是对
蒋介石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
推进，而且用了比较多的蒋
介石日记，还有比较多的其
他档案文献资料。

王奇生：我们做研究跟
面向大众是两码事。实际
上，这本书是我们一个研究
成果的结集，可以说几乎每
一篇都是创新，跟已有的研
究关系都不大。

金以林：书中有一篇文
章是我写的，讲 1932 年的蒋

介石。1932 年，除了“一·二
八”，没什么事。蒋 1932 年
的日记我读了三四遍，这一
年 对 他 的 变 化 和 影 响 很
大。1932 年以前的蒋，更多
的是在追求军权跟党权，他
1924 年 当 校 长 ，1927 年 北
伐，1928 年北伐，北伐完了
就内战，一直在忙党内的各
种问题，始终没有提到国家
政权建设。1932 年以后，很
有意思的就是，他在年初总
结他下野的时候，有一个观
点，就是觉得他跟知识分子
很疏远，他要调整跟知识分
子的关系。

1932 年以后，蒋介石系
统地找了一批顶尖的学者给
他讲座，像王世杰，当年是武
汉大学的校长，像翁文灏，是
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从政
治、经济，包括西方国家的政
权建设等等。萧一山给他讲
清代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教
育他去找胡适谈。后来，他
把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里
了。翁文灏最后做到了行政
院长，王世杰抗战前做教育
部长，抗战中做外交部长。

汪朝光：蒋介石日记对
于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些发

现。比如说最后一篇的读书
史，这填补了一个空白。包
括龚育之写的《毛泽东的读
书生活》，我觉得确实可以做
一个整合性的研究，20 世纪
上半叶，中国领袖在读什么
书。蒋的读书史，确实要看
蒋的日记，否则他读什么书
别人不知道，回忆录里涉及
可能也没那么完整，但是蒋
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今
天看了什么书，看了书之后
有什么感想。这样就便于我
们做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填
补空白的。

王奇生：我原来对蒋读
经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读经
对他的人生有影响的。但一
个人的权力到了顶点，没有
制约，这个时候很容易走极
端，很容易为所欲为。蒋是
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
最后没有走极端，没有成为
希特勒、斯大林。这跟他读
经有很大的关系，他这种修
身养性，对他个性和行为有
影响。

金以林：我基本不认同，
蒋也想随心所欲，对权力垄
断，只是说蒋所处的这个环
境下，他对国民党，对方方面

面的权力垄断，远达不到其
他人的时代。就像你说的，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
党，它当然想成为强势独裁，
但是他达不到。而且蒋也不
是说不读史书，相对来讲，他
很强调应用性的时候，他也
要看史书。

王奇生：他就是二三十
年代读了一些史书，但是完
全不能跟毛泽东相比。

金以林：他对国外图书，
海外的经验的借助，可能比
毛泽东多。1932 年他非常认
真地读《俾斯麦传》，铁血宰
相什么的。他在谈到民族独
立的时候，读《凯末尔传》，他
就觉得无论是俾斯麦也好，
凯末尔也好，是他学习的楷
模，都面临着民族的危机，怎
么解决民族危机，然后怎么
国家独立。

王奇生：蒋对斯大林感
觉不错，尤其是抗战时期到
40 年代，他觉得最了解他的
是斯大林。

金以林：蒋对独裁者印
象都很好，不是说他不想独
裁，或者读了经书以后有了
自我约束，是他达不到独裁
的程度。

对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
作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定价：42.00元

《天下得失》以新公布
的蒋介石日记为主要依
据，三位学者合作抄录，分
别进行主题研究。从几个
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
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
画，可以称为几位作者的
尝试。至于对蒋介石复杂
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
究，对蒋介石客观而求实
的历史评价，或许还有待
于学界将来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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