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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在人们心目中，蒋经国一直有许多未解之谜。
曹聚仁先生曾在《蒋经国论》一书中说：&ldquo;说起来经国也正是哈姆雷脱型的人物。
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
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rdquo;　　诚然。
蒋经国早年曾经是一位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年，一个布尔什维克者。
也曾梦想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ldquo;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rdquo;；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最
终与孔宋权贵结怨；而去台后，却开启了特务治国的威权时代。
晚年又一改恐怖政治，&ldquo;开党禁&rdquo;&ldquo;开报禁&rdquo;，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
赴大陆探亲。
同时，他还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
在当今岛内，蓝绿对抗仍为两极化，而民调显示，蒋经国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台湾领导人。
　　古人云，言为心声。
读其书，察其言，可以想见其为人。
本书是蒋经国的部分日记、回忆录及散文等汇编而成，相信对蒋经国研究会有所裨益的。
需要说明的是，编者曾对原文中个别内容有所删改，恳请读者原谅；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仍用&ldquo;我国&rdquo;、&ldquo;外交&rdquo;等，及&ldquo;民国&rdquo;纪年的地方，我们从保存
资料的完整性出发，予以保留，请读者自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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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经国回忆录：民国名人回忆录》是蒋经国一生的回忆录，是一本真实完整记述蒋经国一生留
学、工作、生活的传记文学。
展示了当时真实的历史进程、风云变迁及蒋经国坎坷动荡的留苏之路。
作品重点加强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和对独特历史岁月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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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经国(1910～1988)，字建丰，浙江奉化人，蒋介石长子。
1925年赴前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曾
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并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技术员、助理厂长。
1937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历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
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兼赣县县长、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编练
总监部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等职。
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

　　1949年12月去台湾，历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
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
1975年4月起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
1978年5月起任“总统”(1978—1988)。
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11月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并为此作了一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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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在苏联的生活
　一、孙逸仙大学
　二、莫斯科休养所
　三、红军
　四、列宁城中的一个学校
　五、黑海边上
　六、参观团
　七、狄拿马电气厂
　八、石可夫农村
　九、乌拉山上
　十、第二次五年经济计划
　十一、新年
　十二、报馆
　十三、新的莫斯科
　十四、我在苏联的日子
　十五、关于1945年与斯大林谈判的回忆
第二?　赣州干训班
　训练日记
　　一、大家去当兵
　　二、磨练钢铁汉
　　三、谁有力量，谁才能胜利
　　四、太阳、空气、水
　　五、走难路做难事
　　六、呼吸自由空气
　　七、冲上最高峰
　　八、大家到民间去
　　九、愈走愈有力量
　　十、赤脚走。
赤脚踏
　　十一、吃粥不吃饭
　　十二、风雨同舟渡章水
　　十三、前面就是水火亦不回头
　　十四、紧张、兴奋、努力
　　十五、咬紧牙根，走上艰难道路
第三章　西北闻见录
　伟大的西北
　　一、西北是我们民族的故乡
　　二、从重庆飞到成都
　　三、飞过秦岭到长安
　　⋯⋯
第四章　与苏联交涉接管东北
第五章　危急存亡之秋
第六章　督导上海经济
第七章　从庭训到守灵
第八章　七十古来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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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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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我们到运动场的时候。
有四五十个男女青年在那里运动。
他们一看见我们就向我们表示敬意。
运动场的左边有一所很大的新屋，这便是饭堂，其中一切设备，非常美丽。
运动场的右面，有一所二层楼的大屋，这便是俱乐部，其中有十七个大小房间——棋室、阅报室、无
线电室、照相室、音乐室、图书馆等。
俱乐部内的一切器具，都是非常的好。
据说这所房子是过去莫斯科电气厂主人的别墅。
离开俱乐部不远有一所露天剧场。
在河的旁边，有一个船码头，河中有五六十只小船。
在每所房屋之前，都有小花园。
我问职员说：“休养所中的房间有无不同之处？
”他说：“因为房屋是旧的，倘使比较起来，一定有好坏之别。
”我又问他：“什么人可以住好房间？
”他说：“一到我们休养所内，无论你的职位如何，人人都是一律平等的，我们的房间是按次分配，
谁先到就谁先领到好房间！
”参观完毕后，职员领我们到饭堂里吃午饭。
每人有一定的座位，每桌十二人，并推举其中之一为桌长。
进食的时候，绝对不许作声。
饭堂中有值日医生维持秩序。
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必须要经过桌长，才可报告值日医生。
有许多中国学生开始根本过不惯这种有规则的生活可是后来都渐渐的成为习惯了。
休养所饭菜的质量，要比学校好许多。
午饭吃完之后，是午睡的时候，我们就各自到寝室去休息。
我住的房间中共有四张床位。
房间的墙壁及一切用具的颜色都是白的，光线非常充足。
窗前是一个小花园。
一小时之后起身铃响了。
起身之后，大家又到饭堂里吃点心。
四点钟大家聚集于俱乐部大礼堂。
休养所的主任向我们报告休养所的规则：“生活团体化是我们休养所中最高原则。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恢复、锻炼劳动者的健康，但同时要教育民众守纪律的习惯，以团结利益为先，
使得民众的生活科学化。
衣食住是人类生活的根基，教人必须先从衣食住教起。
谁破坏了我们的规则，就是违犯了团体的利益。
休养所纪律的严格.完全与军队中的纪律相同。
不会休息的人，一定不会很好的工作。
尽力劳动，按时休息。
这是我们的口号。
“今天在我们休养所中休养的共有八百三十二人，其中五百八十四个是工人，五十八个农民，四十三
个职员，一百四十七个学生。
劳动者在我们国家内是主人。
一个人劳动之后，为了要继续劳动，一定要有休息的时候来恢复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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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说起来蒋经国也正是哈姆雷脱型的人物。
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
忧郁的黄昏情调。
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蒋介石、蒋经国这一对父子，并不是代表了两个世代、两种性格，如罗斯福与霍普金斯那样相反而实
相成的人。
他们都有点刚愎自用，都有点耐不住刺激，都有点好大喜功，他们都会用权谋诡计，使人疑惧生畏。
他们都只能用奴才，不会用人才。
　　——曹聚仁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
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池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
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
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太陆探
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
　　——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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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经国回忆录》民国使徒，现代政治的践行者勤政亲民台，湾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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