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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蒋介石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正值各种思想涌入中国，受当时思潮的影响，他接

受了一些西式教育，融入了一些西方思想。然而，蒋介石自幼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

中国传统思想在其脑中根深蒂固，并深深影响着他的言行。在其40岁时，同宋美龄结

婚并皈依基督教。对于这样一个自幼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人，能够真正接受基督教

文化么?即便在婚后蒋介石慢慢接受了基督教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究

竟有多大呢?本文拟就以上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前言介绍了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对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学术成果进行

初步梳理，介绍本文的选题依据和现实意义。

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
。

第一章介绍蒋介石对西方文化的初步认识。首先介绍了蒋介石的家庭以及蒋介石自

幼所受的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经历。重点介绍蒋介石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经历，揭

示蒋介石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之深刻贯穿了蒋介石一

生。其次介绍了蒋介石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的情况。但当时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假手日

本，尚不算纯正的西方文化。然而，正是这假手来的西方文化却引起了蒋介石对西方军

事的兴趣，进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

第二章分析了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的原因、过程。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是蒋介石对

基督教文化认识的深入的一次契机。蒋介石40岁之前虽然也接触到一些西方的生活方

式，可他还是恪守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与宋美龄成婚，他皈依基

督教，自此，蒋介石才真真正正地接触并开始研究基督教文化。并慢慢地受到了基督教

文化的影响。

第三章着重讲述了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并接受了基督教文化以及基督教对蒋介石的

影响。笔者主要从生活、处事、政策三方面阐述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

第四章分析了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认识的不足。从蒋介石自幼所受教育的影响入

手，认为儒家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导致了基督教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是

有限的。再者蒋介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所作所为也不可能超出当时时代的局限。

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即蒋介石自幼所受的儒家教育对蒋介石一生的

影响；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不足。

关键词蒋介石文化基督教



Abstract

Chiang Kai—shek lived in a turbulent time，while various ideologies came into China．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ideas at that time，he accepted some western education and thoughts．

However，he was educa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as since he Was young，which

made him think and act in the Confucian way．When he was forty,he married Soong Mei—ling

and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For such a man who accepted Confucian education,it is

possible for him to accept Christian Culture?Even though Chiang accept Christian Culture

gradually during his marriage，how much influence did Christian Culture have on him

actually?nl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two questions above．

m preface g～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iang’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ulture

especially Christian Culture．Then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and introduces

the found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n圮text is composed of four chapters：

n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Chiang Kai—shek’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ulture．First presents Chiang’S family and his experiences ofreceiving Confucian edu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his experiences of receiving Confucian educatio玛this part is to reveal

that Chiang’S idea WaS deeply affec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as all through his

life．Then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of his first touch with western culture．But at that time，the。

western culture he received WaS transferred from Japan,which WaS not really western culture．

Nevertheless，just the‘'transferred”western culture aroused Chiang’s interests to western

culture，further changed his life coLlr∞．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ses the reason and process of Chiang’S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Marrying Soong Mei—ling is an opportunity for Chiang to learn more about Christian Culture．

Even though he had touched some western way of life，he scrupulously abided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ife style．For the sake of marrying Soong Mei—ling，he WaS

conveaed to Christianity．From then on，Chiang began to know and research Christian

Culture，which influenced him gradually．

The third chapter narrates how Chiang accept Christian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s on him．

ne author mainly illustrates those influences in three aSpects：life，action and policy．

111e fourth chapter analyses Chiang’S weakness in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Culture．Start

、析th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he received form his chiIdhood，we can see that Confucian

ideas has a deep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him．Therefore，the Christian ideas had a

limited effect on him．Also，in that historical background，Chiang’S thinking and action could

not exceed the time limitations．

111e summary provides a conclusion：The Confucian education from Chiang’s childhood

Ⅱ



had a long-lasting influence 01"1 him；Chiang’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Culture．Chiang

Kai-shek had his weakness in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Culture．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Cultural，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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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瞢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

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①-

基督教，基督教有着两千年的思想文化积淀，在目前已发展成为信教人数最多、社

会影响最大的世界宗教。回顾基督宗教的发展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千

年是其创教和确立的时期，在此期间它经历了欧洲历史上古希腊罗马文化向欧洲中古文

化的转型，参与了欧洲社会政治的重构和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创建。第二个千年是其由

鼎盛走向多元的时期，在这一千年之初它曾达到“神本主义"和经院哲学的鼎盛、创立

了欧洲中世纪敬拜上帝的文化，而随着此千年中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宗教改革运动

的发展，它却在其多元转换中真正走向了世界，成为全球性宗教。今日基督宗教的状况

是其两千年的积淀和总结，它给我们前瞻、预测其第三个千年的发展走向提供了思路和

启迪。@

之所以在上面对几个关键名词进行了解释，目的在于明确本文论述的几个问题的概

念。

蒋介石．“又名周泰、志清、瑞元、介石竹@于1887年lO月31日出生在浙江奉化

溪口镇。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推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做出

过有益的贡献。他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由于他有强

烈的反共意识，不仅导致两次国共合作失败，也使两岸长期分离40多年，为国家和民

族带来不幸。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却不时

采取妥协退让甚至屈辱的政策。他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政

治体制，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迈进。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推行土改等经济政策，

改造国民党，为台湾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虽然他到了台湾以后仍抱反攻大陆的幻想，

但是，蒋介石一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过去很多学者尤其是大陆的学者都把蒋介石看做是一个粗鲁的暴君，说他只是一介

武夫，其实不然，蒋介石自幼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弃农经商，他在

溪口镇上开了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商店，店名为玉泰盐铺。蒋介石幼年时代，

都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后来继承了家业，继续经营盐铺。蒋介石

的父亲对他要求严格，由于他幼年秉性顽劣调皮，同时也出于对他前程的考虑，家人决

定在家为他设立私塾，好有所束缚。这样蒋介石六岁便入私塾，接受沿袭了几千年的教

育方式和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启蒙。整个童年时期，蒋介石所接受的都是典型的封建传统

教育。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第1427页．

。【德】拉辛格著静也译‘基督教导论》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l—．2页．
。刘艳宇‘蒋介石一家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1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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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对蒋介石的研究就成为了重要的课题。对于蒋介石研究的内容涉

及方方面面，有研究蒋介石军事思想的，有研究蒋介石儒家思想的，有研究蒋介石身世

的，有研究蒋介石退台后对台湾治理的。由于对蒋介石的研究刚刚展开，因此各方面各

层次的学术成果都不多。对于蒋介石思想的研究就更少了。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涌现

出了一批研究蒋介石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但是查阅原始资料仍相当困难。再加上大陆有

关蒋介石思想和语录的书籍的出版本来就不是很多，有些书籍查阅又受限制。笔者在学

习过程中萌生了研究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认识的想法，经过查阅资料，笔者发现除了台

湾学者(资料见的不多)，大陆学者也有研究蒋介石西方思想的，但比起对蒋介石传统

思想的研究，对蒋介石西方思想的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谓凤毛麟角。笔者除了在一些蒋介

石传记中发现了零星描写蒋介石晚年诵读《圣经》的史实外，再就是在一些宋美龄传记

中略带了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学习。还有两篇专门写蒋介石与基督教的论文，其他的

发现甚少，当然这与笔者的学习能力、查阅资料的能力不高有着很大的关系。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研究蒋介石思想的著作和论

文，对笔者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蒋介石年谱初稿》以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毛思诚所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秘本为

脚本，并参照《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的有关记载而编成。原文照录了蒋介石

在秘本中亲笔删改的文字。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毛思诚编的《蒋介石年谱初稿》

(1887．1926年)，在史事记述上，采用的是掩恶虚美的“春秋笔法”，对蒋介石歌功颂德，

而有些重大史事(如中山舰事件等)的真情却被隐去或加以歪曲。《蒋介石研究》是国

内第一本从思想角度全面，细致、深入分析研究蒋介石的专著。此书试图就蒋介石的思

想言行来探寻他的政治动机和目的，以加深人们对蒋介石的认识与作出客观评述，这是

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此书对蒋介石的言论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与分析，归纳为伦理、民众、民族，政治四大观点，既综合评析蒋介石思想全貌，

又着重探讨蒋介石的政治思想本质。《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展示黄先生的“大

历史”观。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始终围绕“macrw-history'’一‘长历史"，“大历史"
这样一种史观展开对蒋介石的研究。尽管作者讨论所涉及的有关蒋氏生平的史实大都是

老生常谈，但由于作者史观的独特性，此书有相当部分内容能提供有价值的研究信息。

本书按作者意见，又可称为蒋介石的“初传"或“粗传"，所述蒋氏之活动止于抗战胜

利。《蒋介石之命运》是苏联史学界迄今为止推出的第一部评述蒋介石的专著。本书是

从共产党角度来描述蒋介石的戎马生涯，其中关于蒋介石及其家族的描述有偏颇之处，

此书将蒋介石与拿破仑相对比，着重叙述了蒋介石的独裁。其中关于战争的描述，对于

研究蒋介石思想及其在战争中的韬略有很大的价值。《蒋介石》是国内第一部美国著名

学者布赖恩·克罗泽著述的蒋介石传记，许多内容在国内外都是首次披露。作者为了真

实评价历史，曾多次亲自赴会晤蒋介石本人，并同国民党上层要员频繁接触，专访蒋经

国，陈立夫．王世杰等知名人士，而且深入民众中间搜集蒋介石的资料。全书对历史事

实的叙述客观，真实，令人倍感可信。<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修身》这是著名学者杨

天石读蒋介石未刊日记，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作者表述了对蒋介石研究的一点研
2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究成果。《蒋介石与基督教》认为由于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

不仅影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而且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阳明心学与蒋介石

力行哲学》主要内容是说明蒋介石信奉阳明心学，源自阳明创立力行哲学。其力行哲学

与孙中山“知难行易’’不同，以“心意"，“良知"本能性的“知”，“行’’，以及“诫’’

等范畴，再造阳明心学。本文从阳明心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蒋介石的“力行哲

学"的比较中，分析蒋氏哲学的本根。《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讲述了蒋介石的

思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巨。作者从透视蒋介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蒋介石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其推崇儒家文化的现实动机。《孙中山与蒋介石思想差异之文化》

本问从文化学的角度，将他们的思想资源及历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事象，转换维度，进

行比较和辨析。《蒋介石皈依基督教》认为蒋介石本是一个佛门子弟，后又皈依了基督

教。从此，中西合璧，在蒋介石心目中融为一体。

这些著作和论文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可查阅的资料，同时也给了笔者以方向，笔者

的一些观点也吸收借鉴了上述著作或论文中的观点。

我研究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这一课题的原因很简单：

从读小学的时候，笔者就阅读了很多有关蒋介石及其家族的著作，有蒋介石传记，

有蒋介石家族的男人们，有蒋介石家族女人们，还有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这样，小学的

时候我就和蒋介石有过一次“神交"。可能正是由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过有关蒋介

石的书籍，所以从小我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反感、不敌视，反而非常感兴趣。我觉得

蒋介石和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过客，就像我读中国历史一样，每一

部分都不容错过。到了中学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我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情，只是掌握历史。到了大学，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并且可以通过

查阅资料有了自己的观点，那时候的我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就有了新的认识。我认识到国

民党推翻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功不可没。蒋介石也并不是像我过去听到过的那样粗

鲁、暴戾。有些对蒋介石的描述不全面、不客观，有失公允。于是，我有了研究蒋介石

的想法。在阅读有关蒋介石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而且对蒋介石思想的研究更少。研究蒋介石思想的学术成果中有九成都是研究蒋介石的

传统思想的，而他对西方思想的认识很少有人问津。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就皈依

了基督教，通过对《圣经》的研究，我相信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蒋介石同宋美龄相处几十年，宋美龄一个完全西化的“香蕉人"难道就没有对蒋介石产

生任何影响么?我有了疑问，也有了研究的方向和动力。

研究蒋介石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个课题有些宽泛，所以我就抓住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基督教文化来展开我的研究。蒋介石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主要还是来源于他对基督

教文化的认识。因为蒋介石自幼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因此他对西方文化有种天

生的排斥和鄙视。他真正接触并真心地了解西方文化应当从他皈依基督教说起。

本文通过叙述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和过程来说明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

不是他的初衷，而是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在和宋

美龄生活的日子里，。基督教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点可能蒋介石本人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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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察觉到。就如诗中所描述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本文通过蒋介石皈依基

督教后在个人生活中一些变化具体阐释了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同

时，本文通过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前后言行、政策的对比，及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后在大陆

实施的一些对内对外政策和蒋介石退台后振兴台湾所实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例举来阐

释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及基督教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最后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现

实意义。

当今海峡两岸关系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两岸的统一也是每一

个中华民族子孙的热切愿望。经历了一次次风雨的洗礼，希望两岸同胞能够携手共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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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介石对西方文化的初步认识

(一)蒋介石接受的传统教育

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又名周泰、志清、瑞元、介石”o，蒋介石的祖父

蒋斯千弃农经商，他在溪口镇上开了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商店，店名为玉泰

盐铺。蒋介石幼年时代，都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后来继承了家业，

继续经营盐铺。蒋介石的父亲对他要求严格，由于他幼年秉性顽劣调皮，同时也出于对

他前程的考虑，家人决定在家为他设立私塾，好有所束缚。这样蒋介石六岁便入私塾，

接受沿袭了几千年的教育方式和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启蒙。蒋介石的启蒙教师是个老秀才

叫任介眉，启蒙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第二年即1894年，他又师从蒋谨藩，学

习《大学》、《中庸》。1 895年，又从任介眉读《论语》、《孟子》。同年六月，因师傅染疾

去逝，又从蒋谨藩学习，1895—1898年读完《礼记》、《千家诗》、《孝经》、《春秋》、《左

传》、《诗经》等课程，间习古文辞、学作八股文。1899年从姚宗元读《尚书》。1901年

从竺景崧，读《左传》。1902年，从毛思诚温习《左传》。

整个童年时期，蒋介石所接受的都是典型的封建传统教育，这对蒋介石传统观念的

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少年求学经历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属箭金学堂的顾清廉。顾先生学识

渊博，治学严谨，除了讲解经学外，对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孙子兵法》、《曾文正

公集》等都一一讲解，对当时重要的时事，如孙中山蒙难伦敦等也加以介绍。蒋介石一

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理想等思想观念的形成都是在此时所确立的观念框架内充实

和成熟起来的。直到后来，蒋介石都始终着迷于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和王阳明的本本哲学

的研究。

(二)蒋介石幼年初次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扩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随着中国资

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一些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不断

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又一次掀起了西学热潮。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蒋介石在接受封建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第一个向蒋介石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是他的老师蒋谨藩。1898年，当戊戌维新

蓬勃发展的时候，蒋谨藩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非常感兴趣，

他在私塾开设了美国史课程。在授课过程中，除了讲述美国历史，还会涉及到一些美国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此时的蒋介石刚刚丧父，又受到哥哥和邻里的排挤，所以对现实

社会产生了仇恨情绪，他总想打破现有的落后的社会秩序，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这些西

①刘艳宇‘蒋介石一家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1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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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并且立志要用西方制度来打破他痛恨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

1901年以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一

些“新政"。奉化地区此时也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1903年蒋介石进入县城凤麓学堂学

习英文、算术，接受新式教育。这使蒋介石进一步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

说。然而当时所谓的新式教育，只是开设了一些过去没有的从西方学来的科目，学习了

一点自然科学的皮毛，这些内容仍旧建立在旧的教育体制上，可谓换汤不换药。因此，

对学生了解西方社会并没有多少帮助。蒋介石对那些学科的学习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

只是敷衍了事。这时的他对问题已经有了独到的见解，并对现世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常常

提出批评和抗议。

1905年，蒋介石进入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顾先生向其讲述了孙中山蒙难伦

敦，蒋介石才第一次听说孙中山这个人。在这里，由于是开放口岸，不仅学校开设的西

学课程多，而且大部分老师都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思想也很开明，而且都很同情革命。

这些都使蒋介石的眼界和思想更为开阔。顾先生还向蒋介石灌输爱国思想，始终强调要

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军事力量，并勉励蒋介石将来应该出国学习，从而学到更多的知

识。蒋介石正是受此影响，萌发了出国学军事的念头。

(三)蒋介石青年留日——间接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

受老师顾清廉的影响，1906年初，蒋介石重返奉化入龙津中学读书。他每天起得很

早，梳洗后就站在宿舍的阳台上冥思半个小时。为了留学日本和学习军事，蒋介石处处

留心，关注时事。这一年，蒋介石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使蒋介石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也更坚定了他出国学习的信念。蒋介石父亲去世后，他与母亲过着清苦的生活，村里甲

首以强凌弱，蒋母认为不公，据理力争，蒋介石看不过，几乎大打出手。后来官吏传蒋

介石到衙门，蒋怕给母亲招致灾祸，便忍辱画押。正是这次经历，激起了蒋介石对旧社

会旧制度强烈的愤慨和仇恨，外出求学的念头更加坚定。

就在当年，蒋介石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第一次求学之路。1906年4月，蒋介石到达

日本。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

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蒋介石的求学之路，四处碰壁，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很

暗淡。虽然求学没有什么进展，但他有幸结识了陈其美，陈与蒋是同乡，他劝蒋回国重

读，报考军校，方可有机会被派送日本。蒋介石也考虑到现在的处境，继续在日本待下

去也没有意义。恰巧此时，蒋介石收到母亲催促其回家的家信，说是妹妹结婚，作为兄

长必须参加婚礼，蒋介石于当年冬天赶回了家。这样，蒋介石第一次日本求学之路，无

果而终。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就此止步。回国后，他发奋备考。当时，保定军校招生，蒋介石

凭借自己的实力，终于在报考的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

蒋介石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保定军校学习。他在保定军校主修炮科。蒋介石在保定学校是

具有影响力的，因为在学校期间，他干了一件颇有胆识的事情。“一日，日本军医教官

于讲授卫生学时，捋取一立方寸之土置案上，谓学生日：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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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公闻而愤不可遏，乃驰至讲台前，

将土碎为八块，嗔目还问之日：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亦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八

分之一之立方寸土中。"①当时，该校校长赵理泰很开明，并没有追究蒋介石，并且暗中

加以帮助。这年冬天，学校军部决定从全国陆军学堂速成学日文的学生中，选拔一批赴

日留学，他虽然不是日文班的学生，但由于校长垂青，他请求参加考试，并以优异的成

绩通过考试。‘

1908年，蒋介石由清政府资助，再次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求学报国之路。到了日

本，蒋介石进入了东京振武学习，被编入炮兵班。

振武学校的校规相当严格和苛刻，非常重视意志的磨练和纪律的约束。振武学校的

课程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部分，前者有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

图画等，后者有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和战术等。学制三年，蒋介石进

入学校后，学习很努力。日本人的戒备心是相当强烈的，对中国的留学生授课采取了防

范措施。蒋介石在学习期间，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军事知识，得到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

在日本学习阶段，对蒋介石影响最深的应该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专制主义与蒋介石

后来推行的专制独裁在观念上极为相似。

在日本留学期间，虽然他接触了一些西方自然学科，但是那只是基础学科的训练，

那些学科只是作为工具而被学习的。此时，蒋介石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也只流于表面。

虽然在日本，他间接接触了一些西方的文化，但是那只是一些皮毛，没有涉及深入的精

髓部分。

①《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1992年12月第一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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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蒋介石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一)蒋介石思想的转变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中国，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也对新思潮表现出相当大的

热情，而且他的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关注进步文学期刊。他几乎每天

都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同时他还潜心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蒋介

石阅读《新青年》是从1919年开始的，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所体现。

“1919年12月4日：‘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5日：‘上下午各看《新青年》杂志一次。’

1919年12月10日：‘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看《新青年》。’

1926年4月22日：‘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看《新青年》。”①

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同样很关心经济问题，因为他深知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在蒋

的日记中也有体现。

“1919年12月8日：‘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2日：‘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

1920年2月6日：‘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章。’

1925年3月30日：‘看经济学，如获至宝。’

1925年5月4日：‘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数十页。"⑦

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蒋介石还研究了马克思著作。在研究马克思著作过程中，

蒋介石还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

同学录写序，在阐述人生观、宇宙观中，说道“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这显

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观点。

蒋介石平时也经常拜读孙中山的著作。

“1923年5月9日：‘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身’一段，中师之伟大议论足以立儒

振疲，使人阅之，气殊虎虎。可谓观止矣!"四

在蒋介石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拜之情，虽然在一些政治观点上，

他和孙中山先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从情感上，从思想上，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非常尊

敬，而且不允许他人玷污。

。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2页。

。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ji版社，2007年7月。第2页。

@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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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蒋介石还阅读了《泰戈尔传》，泰戈尔的思想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今日看《泰戈尔传》二次，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础，又以爱与快

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

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朋①从这段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唯物与唯心中，蒋介石

晟终还是选择了唯心。这也为他后来皈依基督教，走向唯心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可

以说，这成为了他思想转变、皈依基督教的转折点。

(二)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确实是因为宋美龄的缘故。蒋介石结识宋美龄是在孙中山莫里哀

路公馆。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与孙中山共患难，深得孙中山的信任，经常

出入孙公馆。12月初，蒋介石参加宋子文主持、在孙公馆举行的基督教晚会，认识了宋

美龄。宋美龄交友甚广，蒋介石为宋美龄的聪明伶俐、婀娜多姿所倾倒，开始了对宋美

龄的追求。然而，蒋介石的提亲，不仅孙中山和宋庆龄不赞成，宋太夫人也愿意，她认

为蒋介石是个军人，与书香门第比地位低下；结过婚，婚史不良；更重要的是，他不是

基督教徒。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的决心，他不断地向宋美龄

求婚。为了争取宋太夫人的同意，蒋介石抛弃了结发妻子毛氏，宣布断绝和姚陈的一切

关系。当然，此时蒋介石在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节节高升，有了权利和地位。孙中山去

世后，蒋介石拜托张静江作为他的媒人。此后，蒋介石还加紧了对宋美龄的追求。在宋

蔼龄的撮合下，下野后的蒋介石，取得了宋美龄的同情，宋答应了蒋介石的求婚。1927

年9月，蒋介石到达神户，拜访了宋太夫人。宋太夫人提出要蒋介石信仰基督教，蒋介

石当场答应愿意信奉基督教、读《圣经》。宋太夫人送给蒋介石一部《圣经》，对蒋介石

和宋美龄的婚事表示认可。

蒋介石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随母亲信奉佛教，为什么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

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1．表面原因：蒋介石结识宋美龄是在孙中山莫里哀路公馆。宋美龄自幼接受西方

教育，思想开放，社交能力很强，穿着时尚，成为当时很多上流社会小姐们争相效仿的

对象。宋美龄身材娇小玲珑，皮肤白皙，很惹人怜爱。蒋介石自然对宋美龄产生了爱慕

之情，并开始了对宋美龄的追求。当时，蒋介石身边的陈也好还是过去的姚也好，都根

本无法与宋美龄相媲美。所以，蒋介石是发自内心喜欢宋美龄的。虽说他们的婚姻有政

治的成分，但是蒋介石对宋美龄的喜爱也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我认为爱情在他们的婚姻

中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最终，为了自己喜爱的女人，他甘愿放弃自己过去的信仰，而改

信基督教。

2、深层原因：当然蒋介石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政客，绝不会仅仅因为爱一个女人

而改变自己的信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从宋氏家族来看。宋氏家族在江浙财阀中有很大影响，和美国有密切的关系。

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英文名字宋查理，早年长期生活在美国，接受了基

①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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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洗礼，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回国初在上海当牧师，后来转入实业，代办了

进口外国机械，又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成为上海有名的富翁。母亲倪桂珍是上海富

商的女儿。宋家三兄弟，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哈弗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任国民政府财

政部长，是中国金融界的名流，和美国关系密切，在美国的银行、公司和政府中都有声

望。宋氏三姐妹，都是在美国读书长大的。宋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与宋家结姻，想与欧美各国交好的机会是得天独厚的。

其次，从当时蒋介石所处的历史背景看。1927年蒋介石下野，正是由于日本不合作，

出兵山东阻碍他北伐，造成他军事失利下野的。这就迫使蒋介石自己寻找出路，于是他

转向英美求助。当时，蒋介石也感到有必要争取英美尤其美国的支持。而宋家与美国密

切的关系可以为他打通和西方打交道的道路。而且，当时打仗需要的就是财力的支持，

而宋家的财力和社会关系正好又为他打通了财路。

经过紧张的筹备，蒋介石和宋美龄决定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举行婚礼。参加

蒋宋婚礼的人多达1300余人，他们中有国民党要员，还有美国的布里斯托海军上将，

英国、法国、日本、挪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总领事和高级将领。婚礼的聚会既具有

浓厚的外交色彩，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氛。由于蒋宋联姻，使蒋介石第一次深入地接触

了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而接受了很多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些对蒋介石思想的影响很深。

而蒋宋联姻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蒋介石不仅得到了宋美龄在对外

交际上的得力帮助，同时还打通了他同美国联系的渠道。同时，江浙财阀的鼎力支持也

使蒋介石在政坛的驰骋无后顾之忧。

(三)蒋介石转变对基督教的态度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有一个过程。蒋最初答应信仰基督教确实有应付的意思。蒋介石

虽然答应了宋家信仰基督教，但是对于宋家催促其尽快洗礼，他总以各种借口拖延。蒋

一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才匆匆赶回上海接受洗礼。其深层原因是中原大战，蒋介石为

了得到英美的援助，是做给英美国家看的。当然，对此，英美等国对蒋介石接受洗礼的

举动虽然很赞赏，但他们对蒋介石此举持谨慎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绝不会因为洗

礼了，而完全改变他曾经有过的亲日的态度。

然而，在经历了一些偶然事件后，蒋介石慢慢对基督教的信仰变得虔诚了。中原大

战中，蒋介石被诱围在开封附近，陷于四面被包围的绝境中。此时，他祈祷上帝解救，

声言如果此次获救，他一定立即正式洗礼，信仰基督教。结果天骤降大雪，敌军无法进

迫，而这时，蒋的援军赶到，蒋不但保全了生命，还反败为胜，于是他就信仰了上帝。

还有在西安事变中，当他看到宋美龄前来相救时，他说道：“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

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有此。力①自那之后，蒋介石开始信

仰基督教了。虽然最初促使他信仰基督教的动力带有浓郁的迷信和功利色彩，而不是对

教义的深刻理解，但是他却对基督教越发虔诚起来。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3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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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依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

(一)皈依基督教对蒋介石生活的影响

1．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对其处事态度的影响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在蒋介石的政府里，以及宋美龄生活的圈子里，到处是和

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言行，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张学良的优待，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基督教教义一宽容的体现。当西

安事变发生时，很多想要讨好蒋介石的人都想用杀张的方式来替蒋介石报这一箭之仇。

然而，宋美龄极力保护张学良，蒋介石也受了宋美龄的感染并且也觉得要宽恕有罪于自

己的人，因此，张学良活了下来。当然，蒋介石不杀张学良不仅仅是宗教因素，但不能

不说宗教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张到台后，宋美龄对其生活很关心，并经常送些好

吃的东西，也可能是在宋美龄的感召下，张学良到台不久便也信仰了基督教。

蒋介石对待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态度也与过去他处理与自己有不同政

见者的方式差别很大。过去，他对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只是一味地打压，

甚至采取了暗杀的手段。皈依基督教后，蒋介石接受了基督教宽容、博爱的精神，站在

基督教超越观的高度上看待、处理问题。在国民党改组派和第三党进行反蒋活动时，蒋

介石采取了宽容忍让的态度，对他们仅仅进行了口头警告。

2．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对其自身也有很大的影响。

信仰基督教后，他的生活习惯亦开始随之改变。蒋介石每天早上5点左右起床，盟

洗结束后，就开始在阳台上做体操和唱圣诗，他每天都诵读《圣经》。每当他读到有关

“圣父一一类的称谓时，他便会立定站好，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脱帽行礼，毕恭毕敬。

约20分钟后，他又回到书房静坐祈祷。吃完午饭午休过后，他会到花园里溜达溜达，

欣赏欣赏花鸟鱼虫，然后又到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晚饭后，蒋介石一般都会陪宋美

龄看看电影或者电视剧。在观看之前，蒋介石都会在书房里静坐祈祷40分钟。对于教

义中，他不能懂的地方，一般会在与宋美龄的闲谈中向其询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宋美

龄的引导下逐步走入了西方基督教文化。

蒋介石和大部分基督徒一样，非常重视宗教信仰。在蒋介石书房里靠门口右边的地

方悬挂耶稣基督的像。蒋介石和宋美龄对基督教做礼仪、礼拜都极其重视，非常虔诚。

在大陆时，他们总是按时礼拜，在大陆很多他们经常去的地方建立了教堂——凯歌堂。

到了台湾，蒋介石和宋美龄仍然会在他们常去的地方建立很多教堂。蒋介石和宋美龄是

每周日上午lO点做礼拜，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雷打不动。蒋介石基本都是在夫人宋

美龄的带领下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他们最热衷的当属做礼拜。每次这个家庭的礼拜还要

有很多高官家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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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晚年还在基督教思想中找到了他退守台湾的慰藉和支撑。据蒋经国在《我的

父亲》一书中说，蒋介石晚年曾将一本宣扬基督教的《荒漠甘泉》赠给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把

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蒋介石遗体的大殓安厝典礼于4月16日举行。奉厝大典充

满了宗教色彩。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证道。追思礼拜在合唱圣歌“慈光歌"中结束。

蒋介石身上盖着白绫，躺在铜质棺材中。陪葬品是他生前最爱阅读的五本书，其中有两

本是关于基督教的：《圣经》、《荒漠甘泉》。蒋介石在孤独、凄凉、失望的绝境中，带着

遗恨过世了。正如他生前所说的那样：“唯有主的同在可以消灭孤单和忧愁。”这可以说

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

3．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对其家族的影响。

蒋家三代不少人都信仰基督教。蒋经国曾经留学苏联，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回国后不久也成了基督教徒。而且对于外界传说蒋介石信奉基督教完全出于迷信，蒋经

国认为蒋介石信仰基督教，不是迷信，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他把这个基础总结为

儒家理论。儒家提倡“仁"，基督教劝人“爱"，他说这正是蒋介石信仰基督教的基点之

一。蒋经国对其父信仰基督教的思想基础剖析的虽说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不无道理。

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基督教都与无神论相悖。此外蒋纬国、蒋介石的长孙女蒋孝章、蒋

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勇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皈依基督教对蒋介石在政治、经济、民生方面的影响
一

蒋介石作为民国初期大陆的领袖，他宗教信仰的改变，不仅仅影响了他的生活，影

响了他的家人，更重要的是，他宗教信仰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了他政治理念的变化。

1．蒋介石信仰基督教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对基督教政策的变化。

(1)对于张学良的处理。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后，对基督教采取了保护和优待的政策。

因此，教会组织得以扩大发展。在反共问题上，传教士是竭力支持蒋介石的，也为蒋争

取了更多的外援。在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图存是当时时局的重中之重。在争取国际同情

和对华援助方面，传教士有很大的影响力。宋美龄也为此出访美国，到处演讲，呼吁国

际社会对中国战场的关注和支持。西方教会采取对华一致的方针，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他们在救护、教育、物资援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对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和个人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国民党改组派是1928

—1930年，国民党内部蒋、汪争权的产物。对于改组派所做的反对他的言论和行动，蒋

介石采取了基督教文化宽容、忍让的态度。他一改往日的暴力手段，而仅仅给予了书面

警告。对邓演达发起成立的第三党，蒋介石的宽容是过去所没有的。他对第三党的所作

所为只是进行了适当的制止，并没有采取过激的政治行为。

2．民主观念的改进

皈依基督教后，蒋介石通过宋美龄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化，慢慢地，他发现西方的一

些文化、体制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

一味地照搬。蒋介石作为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着力发展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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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他进行了一些改革。

(1)对于制宪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世

界上一流的民主国家。但是，他又认为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他把中国实现民主和法制的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后，

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相当于宪法的《临时约法》。然而，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几次护法运动失败的打击下，孙中山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人民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

没有经过训政就进入宪政，所以制定约法的事情就不再提起了。1928年6月j蒋介石、

冯玉祥、阎锡山将奉系张作霖赶出关外，蒋介石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1928年8

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会议决议，遵照孙中山“遗教"，

迅速起草并颁布约法。然而这一决议招致了胡汉民等的反对，他认为总理“遗教"就是

约法，不需要再另行制定什么约法。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明确地要

求迅速制定宪法。

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没有多少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但是，这

一时期，他的思想中确实有一些民主的念头。除了赦免军事、政治犯，他还积极要求并

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商讨制定约法。蒋介石高度评价约法的作用，称之为“本党与中国

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①此外，他还废除了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指定和圈选制度。尽管蒋

介石这些举措都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和阎锡山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下作出的，但是这些举

措是追求现代民主和法制的体现，不能不说是他在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后，理解了基督教

文化的中宽容、博爱、人人平等以及要用契约来约束社会的思想后，表现出来的思想认

识上的进步。

(2)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宽容的态度

改组派。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至1930年，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蒋介石和汪

精卫争夺权利的产物，简称改组派。1928年11月底，改组派在上海正式成立。改组派

以反共、反苏和反第三国际为目的，打起了孙中山的旗号，提出了所谓“恢复十三年改

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其核心内容是反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反应当然是

非常气愤。但他一改往日武力镇压，强行解散的做法。他仅仅采取了书面警告。而且对

于改组派一些过激言行，开始还是采取容忍的态度。

第三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在国民党民主派和蒋介石的斗争中，

产生了“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是

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国民党中的左派”，它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邓演达。1930

年5月，，邓演达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并起草了《我

们的政治主张》，第三党正式成立。蒋介石对第三党的出现自然地表现出警觉，但是，

因为第三党也有反共的言论，所以最初还是采取了拉拢的手段。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一改往日暴力的手段，采取了基督教提倡的宽容、忍让、博

爱的思想，对改组派也好，对第三党也好，他都采取了温和的策略，诸如口头警告、书

①《蒋介石关于胡汉民辞职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于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274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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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警告，稍微激烈一点的行为就是禁止再发表破坏国民党形象的言论。对于参与反蒋活

动的个人没有采取政治手段进行制裁。

(3)与粤方和解

1931年2月底，蒋介石软禁胡汉民。5月，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

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蒋介石在“九--A事变"后，认为东北

已不可为，当前要务是统一国民党内部分歧，说服粤方重新加入到南京国民政府中。蒋

介石认为，东北之所以被日军侵占，与粤方“卖国”不无干系。可为了国民党内部统一，

他一再示好，并同胡汉民会晤。尽管蒋介石对胡汉民有怨恨，可他还是采取了忍耐、退

让的策略。“此时中央实处于内外夹攻之垓心，各报舆论皆为反动派所把持，是非不明，

人心不定，此国家之所以乱也。吾人唯有忍辱负重，以尽职责，虽举世非之而不能动摇

我坚定之志。"①。在外敌入侵时，蒋介石表现出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姿态是值得肯

定的。其中，基督教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也是有的。他对胡汉民以及粤方的一再宽容、

退让，无不表现出基督教宽容的精神。

(4)退台后对国民党的改造

1950年7月22日，经过半年的准备，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拟定的《本党改造纲要》

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程序》，经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纲要》规定：“原

有本党党员，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真诚信仰，并愿为党继续工作者，仍准保持党

籍”，“本党为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原有本党党员凡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以

彻底整肃：(一)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二)有跨党变节者；(--)有毁纪反党之行为

者；(四)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五)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六)放弃职守，不负

责任者；(七)信仰动摇，工作驰废者：(八)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力为目的者。刀党

的制裁为：“(一)警告。(二)停止党籍。(三)开除党籍。(四)集体违犯党纪者，解

散其组织。"党改造的主要措施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均

停止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

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额为15至25人，由总裁遴选。(三)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

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选之。(四)设中央评议委员会若干人，对党的

改造负督导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五)台湾省各级党部及海外各级党部之执行

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特别党部工作人员，暂均照常工作，承中央改造委员会之命，进

行党的改造。回

中央改造委员会于8月5日成立，16名委员由蒋介石亲自盟誓，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在8月31日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上，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

张》获得通过。这样，由蒋介石亲手发动和组织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历了两年

时间，至1952年lO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宣告完成。蒋介石领导的国

民党改造，并没有使国民党在性质上发生什么变化，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革和整

。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294页。

●

。国民党改造内容，见‘中央日报>1950年7月23日。
14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顿的作用，使国民党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通过调整人事、重新分配权利，以及整

顿作风，稳住了阵脚。从而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趋于稳定。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提高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声望，重新树立了国民党队伍的形

象。蒋介石退台后，认真分析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看到了国民党存在的问题，

就国民党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改造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蒋介

石对国民党的改造，体现了基督教文化的悔过精神。勇于面对自身的错误，积极地忏悔，

及时地改正。国民党选举方法的改革，使一些出身平民的青年军官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干

进入中央管理层。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使国民党的建立和管理更加民

主化，也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中民主、平等的思想。他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从国民党长期

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国民党的改造也体现了基督教的超越观，从历史的角度对国民党进

行改造，使国民党能够焕发新的光彩，更能够长久地存在。

3．外交政策的改变

不仅仅是对内政策，在对外政策中，蒋介石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后，在治国方针上也

发生了改变。

(1)转变对列强的态度

因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使中国人在痛感要国富民强之外，更多的

还是对大英帝国的仇恨，蒋介石也不例外，他反帝思想最浓郁的时期出现在“五卅惨案"

后。那时，蒋介石曾将英国看成最大的敌人，但是，随着后来英国势力从中国逐渐的撤

出，他的反英情绪也随之消弭了。九--)k事变后，蒋介石决定联英，将联英作为南京国

民政府的外交重点。 。

对美国，1932年11月9日日记：“世界各国外交政策，有正义而不变者，唯美国而

已。”他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之友邦。M①因此，他派宋子文于1933年访美，并与

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声明，共同保障远东和平。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加强了同德国的友好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德国购买了大

宗的军火，德国成为国民政府当时主要的军火购买国。

此外，蒋介石还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并动员其夫人为其四处游说，争得政治上的宽

松氛围。虽然，这些举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他抵抗日本的侵略，但，不能不说，蒋介石

外交政策向西方倾斜不是他加深了对基督教文化认识后的表现。

当然，从实际出发，蒋介石积极谋求同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

为了国家的利益(有时候也包含了个人利益)，这尤其体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内战时

期。宋美龄频频出访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支持和援助。在1943年，

宋美龄出访美国后，中国直接从美国获得了35亿美金的援助，后来美国的援助更是源

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直至杜鲁门总统上任，援助才停止。

皈依基督教后，蒋介石开阔了视野，不再恪守过去陈旧的思想一华尊夷鄙。通过对

基督教文化理解的加深，蒋介石也接触了一些西方文化。他意识到西方的一些文化、体

①‘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9日，转引白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7月，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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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对西方国家的态度，蒋介石也发生了改变。他敞开胸怀，开始

试着和西方国家加深交往。
‘

(2)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利权的斗争

国民党发动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进行的最主要的外交活动，

它是中国近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取得了以往历次废除不平等

条约运动所没有取得的成绩，收回了一部分国家主权，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有值得肯定

的地方。

在领事裁判权方面，“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

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

华民国政府管辖’’；

在使馆界及驻兵区域问题上，“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

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

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在租界问题上，“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

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在特别法庭方面，“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在外籍引水人等特权上，“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

撤销"；

在军舰行驶之特权问题上，“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

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与优礼"；

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的特权问题上，“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

之特权”；

关于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一律

撤销"；

关于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

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①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使桎梏中国人民近百年的枷锁，终于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努

力下解开了，从此中国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仅仅改变

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至少在形式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结束

了，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终于从沉睡中醒来。中国与英美不平等条约的

废除给亚洲给世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蒋介石废除利权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胜利的，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为成功的

一次斗争。废除利权的斗争为中国、中国人民争取了民主和主权。基督教伦理观的博爱

精神，告诉我们要博爱，要爱自己的臣民，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权利，蒋介石进行了

废除利权的斗争。当外敌侵入时，蒋介石以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殊死抵抗，并为

了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进行斗争，这正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观，救人民于危难之中。

o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年．第1710-1716页。
16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争取签订《开罗宣言》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被卷入了战争，为了尽早结束战争的同时，美、英、

苏还意图就战后利益问题与中国展开讨论。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因此，在美国的倡

议下中、美、英继美、英、苏会谈后于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谈。开罗

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中、美、英三国对日本联合作战计划以及战后远东新秩序的安排问

题。

从11月14日，蒋介石开始着手准备出席开罗会议。当时，重庆方面提供了三个方

案：其一为军事委员会参事拟定的《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其二为

史迪威拟定的《未来会议军事方面之建议》。其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拟定的《关

于准备在开罗会议中提出之战时军事合作、战时政治合作及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等三种方

案》。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军事方面。(1)美国应分三批装备中国陆军共90个师。(2)同盟国应于

1944年雨季之前以陆、海、空三军力量收复缅甸，打通中缅路。(3)美国应加强在华

空军的力量，并派远程轰炸机来华，轰炸日本本土。(4)广州、香港收复后，美国应派

10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在华南登陆，并在蒋介石指挥下向华中、华北进攻。(5)美国

援华物资仍应每月至少空运1万吨。

第二，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在军事方面，战后日本存留之大部分舰船、

飞机、军械以及作战物资应移交中国；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其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

国之地区撤退，其占领地区内之一切公私财产均不得破坏。在政治方面，日本应将东北、

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日本应将联合国制定的战犯交联合国审判。

(3)经济方面：日本应将从别国掠夺的一切金银财宝、书籍文件归还给该国；日本应赔偿

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一切公私损失。

第三，战后重要问题。一是战争结束后由中、美、英、苏为主席团的联合国应继续

存在，维持世界和平，并保证印度于战后获得自治领地位，继而在若干年内获得独立。

二是战后中美应加强经济合作，美国应提供资金、物资与技术来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复

兴经济，包括将全部贷款划入中央银行由中国自由运用；供给中国各种交通运输工具；

将美国不要的工厂(如飞机厂、汽车厂、造船厂、兵工厂等)移植于中国，并帮助中国

发展钢铁、炼油、机械、化学、电力等工业。

但是，由于当时英国考虑香港利益，因此对于出兵缅甸并不积极，所以会谈没有取

得预期的效果，其他如西藏问题、香港问题、借款问题等均一事无成，就连日本归还侵

占中国、朝鲜等国领土问题上，中英双方也讨论的非常激烈，由于美方的坚持，宣言才

有利于中国。无论如何，开罗宣言的签订对中国收回失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

岛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为收回失土、收回主权

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开罗宣言的成果还是很鼓舞人心的，也

为中国和中国人挽回了一点尊严。

蒋介石争取签订《开罗宣言》同样也是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的权利。为了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蒋介石和国民党又一次展开了争夺利权的斗争。他爱国爱民的精神体现了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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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博爱精神和基督教拯救观。在国家为难之际，在民族利益遭受侵犯之时，他和国

民党以天下为己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签订了《开罗宣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

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4．大力发展经济，关注民生，

(1)土地制度改革

退台后土地制度改革。国民党退台后，在总结自己失败和中国共产党胜利时，有一

点共识，即“土地改革"。所以，国民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先是“三七五减租"，又是“土

地改领"再者“耕者有其田’’。这种土改是不彻底的，但对台湾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

展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自古为农业国，80％

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那政府就必然得到了农民的

拥护。

“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限定耕地租额。扣除种子、肥料等成本费-25％，

剩余75％由农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第二，确定耕地租期，巩固佃权。规定租

期不得低于6年，对不到6年租期的地主撤佃做了种种限制。第三，灾歉之年地租减免。

“公地改领"：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占有大量土地，台湾光复后国

民党政府接受了这些土地，名日“公地"。公地改领从1951年初至1976年分26年内分

数期办理，共放领13．9万公顷，占全部公地的70％。公地放领的实施，将“国有’’耕

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所有，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基础。

“耕者有其田"：为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1952年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定实

施“耕者有其田"。内容是：台湾土地分26个等级，第l等的土地最肥沃，以此类推。

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中等水田3甲或中等旱田6甲。凡超过限额的地主占有的耕

地，由“政府"征购后转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府"也分十年向地主偿付地价。

土地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首先，土地

改革，解决了农民的生计，缓解了社会矛盾，也使国民党得到了台湾人民的拥护。其次，

土改改变了台湾的农村阶级结构。大量的自耕农产生了。传统的地主佃农关系被经济业

务往来关系所代替。农民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而上升了。

当然，台湾的土改有不完善的地方。首先，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

证。其次，土改实际上是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但是台湾土

改不失为蒋介石解决民生问题的明智之举。

总体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

私有制。限制了土地兼并现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蒋

介石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体现了基督教普世观，为人们消除阶级等级、社会各个阶层协

调一致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基础。

(2)大力发展经济。台湾在解决了农民问题后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蒋介石认为农业

问题解决应该是工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除了农业人口，台湾还有1000多万人口的衣

食住行问题。蒋介石基于以上原因，同时由于岛内资金不足，而劳动力丰富的条件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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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吸引外资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替代工业产品。 ．

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是，他认为不要照搬西方发展经济的套路，应该根据本地的

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蒋介石关于经济发展的这一思想是很可

贵的。

在蒋介石在台湾主政时期，台湾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

年至1960年，为工农业平衡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至1972年，为工业起飞

阶段。

第一阶段的举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农养工，以工促农。台湾光复以前，在“工

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形式下，基本无工业可言，农业仅以米粮为主，生产

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混乱又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国民

党的经济重心是增加农业生产，尽快解决温饱问题。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后，陈诚在台

湾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具体目标是：

增加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到60年代初，

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发展带来的结果是：第一，粮食自给有余；第二，台湾省

政府提倡租税用实物交纳，在粮食的低价和化肥的高价政策下，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

负担；第三，支持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劳

动力市场；农民的多余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建立和发展了

农产品加工、纺织、塑料、胶合板等轻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外销以赚取大量外汇，

购进了工业机器设备和原料。

台湾的农业结构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农

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日趋必要。台湾当局实行“开放经济’’和“内外结合"政策，以推动

农业生产在自给基础上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发展用地少、价值高的农产品，如洋菇、

笋等，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到了50年代中后期，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洋菇罐

头和芦笋罐头的出口地区。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的

变化和外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台湾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工业的发展使台湾当局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世界农

业绿色革命的冲击，台湾糖、米、洋菇、芦笋罐头等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的外销受到很

大打击。为了帮助农业克服困难，台湾当局果断采取降低肥料价格、直接拨款以支持农

业建设、高价收购农产品等措施使农业得以度过难关。

第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经过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

重建，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失业严重、贸易逆

差巨大等原因，在以农业作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台湾当局采取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的策略。为此，当局还制定了一些保护性政策，如进口管制、复式汇率、关税壁垒即实

施外销品退还原材料进口税政策。资金方面，当局对某些轻工业实行低利融资补助办法，

由台湾银行为之提供低惠贷款。

第三，官民企业并举，鼓励民营企业。台湾光复后，原由日本把持的企业统统变成

了公营企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又从大陆带去一批官僚资本，同台湾原有的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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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公营事业在台湾统一天下的局面。到了5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

权的逐步稳定，国民政府开始采取官民企业并举的方针，奖励私人在食品、纺织、水泥

等所需要资金少、回收快、技术含量低的领域有所发展。

经过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刺激，台湾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台湾的经济很快复

苏，为80年代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奠定了物质基础。蒋介石发展经济，提高台湾人民

的整体生活水平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中博爱的思想，爱民如爱子，他希望台湾人民能够过

上好日子。同时还体现了基督教的普世观、拯救观。他救台湾人民于为难之际，在台湾

人民受苦受难时，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了台湾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的生

活水平。

5．关注民生

(1)对难民和儿童的保障

在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实行三光政策，导致了当时中国难民像潮水一样从沦陷区涌

入国统区，这给国民党政府无疑又增添了更大的负担。’难民问题很重要也很棘手，如果

处理不好难民问题，那就有可能导致内乱。可解决难民的首要问题就是难民的吃、住。

由于难民人数多，而且每天还成倍的激增，政府不仅要为难民提供吃、住，还要解决难

民的就医等问题。而且，难民不是短期就自行解散的，只要战争不结束，难民问题就会

成为缠绕政府的“烫手的山芋"。在难民中最可怜、最无助的当属儿童了，他们没有自

我保护能力，又没有生存技能，是最弱势的群体。解决难民问题中，对于难童的保护当

是重中之重了。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理所当然要担负其解决难民问题的责任，这

一问题他又全权委托给夫人宋美龄了。

宋美龄在1938年在妇女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谨为难童请命》的文章。对于难

民，她号召大家：“我们要号召全民一致起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来帮助那些

无家可归无力自给的被难同胞。我们要胜利，先得大家团结起来，这种互助的精神至少

使大家感觉到，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尽力。我们要提出一个简单的口号，那就是：‘一切

物力，一切人力，都贡献给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勇敢而坚决，乐观而积极，尽仁爱，

肯牺牲，自始至终，永矢不渝。"对于儿童，她号召大家：“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有

的父母死亡，成了流浪的孤儿，有的虽有父母，但他的家庭已经穷无立锥之地，衣食都

成问题，这些儿童全要我们去照顾的，怎样解决他们的衣食住问题和教育问题，全是我

们的责任。他们都是未来的壮丁，也就是支持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我们怎能任他们去流

浪，变成乞丐，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为了民族的荣誉打算，我

们断不能让这种惨象扩大⋯我们更不能坐视这些儿童被难而不救。一∞在当时国民政府为

了救助难童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和努力。当时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进行了

募捐，保育会规定：每个儿童一年最简单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为六十元。为了保障难童的

安全，国民党当局还将儿童安置到了后方相对安全的及个中心，布置了适当的房屋，派

特定负责的人去照顾这些儿童。在保育会安置难童的中心，那些儿童生活的还是比较舒

。王萌平袁伟：‘宋美龄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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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保育会还教授他们生存的技能，以免他们到了成年没有生存的能力。

1930年10月20日宋美龄在儿童保育院院长会议上，她还提到：第一，我们必须注

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首先要使他们有强健的身体；对于儿童保育院的卫生和清洁，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除此以外，我们更必须注意儿童的生活习惯，必须使他们过整齐

而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养成他们知礼仪、守秩序、能亲爱、能互助的习惯⋯从幼小时候

养成他们良好的习惯，使之具备现代国民的基础。第二，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

发儿童的义务观念，我们必须要使保育的儿童们能自爱自立，具备高尚的人格，富有牺

牲的精神，屏绝他们的倨傲心和依赖性。第三，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困苦和物力艰

难，要他们特别刻苦和俭约。

蒋介石对难民和儿童的态度，体现了蒋介石博爱的思想，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观、

普世观。他对子民的大爱，是对基督教文化内涵最好的阐释。

(2)提高妇女地位

蒋介石在四十岁之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因此他骨子里多少会有重男轻女，不

尊重妇女的思想，甚至当他与母亲的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也会拳脚相加。对于他的结

发妻子毛福眉打骂更是家常便饭。“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毛氏冲突，二人‘对打’，

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屡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

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介

石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

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

昨日余孽也。堋①

由于宋美龄从幼年就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她一直倡导妇女运动，寻求妇女权益，呼

吁提高妇女地位，要求男女平等。因此，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多少也开始关注妇女

问题。

在国民党退台前，蒋介石就支持宋美龄做妇女工作。搞妇女运动，对于宋美龄来说

是如鱼得水。1937年8月她在中国妇女抗战前线慰问团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道：“我们

妇女也是国民一分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个人

要尽量的贡献她的力量来救国。什么地方有适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得争先恐后的来担

任。今日西班牙妇女，同男子一样站在火线上，欧洲大战的时候，各国的妇女都尽力帮

助她们的国家，实现胜利。我们中国的女同胞，比起他国的姊妹们来，不论智力方面，

体力方面，以及爱国的勇气与情绪方面，并不稍逊；这次战争，正是我们向世界表现的

机会。你们今天在这里集合，已足够证明了你们已给高度的爱国情绪所鼓动，所以我无

需再谆谆请求。”圆

国民党退台后，蒋介石于1950年任命宋美龄为“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会

长之职。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在台湾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纪念会。此前，她先后到

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视察劳军，并接触了若干地方妇女领袖。4月3日，宋美龄主

函杨天石：‘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修身》，上海档案，2002年5月。‘

。王丽平袁伟：‘宋美龄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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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筹备会。但是这个“妇联会”和退台前所做的妇女

工作却大相径庭。

蒋介石对妇女工作的重视是他皈依基督教之前没有的。皈依基督教后的蒋介石受基

督教文化的影响，受宋美龄的感染，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开始重视妇女的力量。他改变

了过去歧视妇女的态度，提高妇女地位，重视妇女的作用(尤其是战争时期，妇女在生

产和敌后工作中的作用)。他开始有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开始关爱妇女，关心她们的生

活状态。蒋介石的这一改变，绝对可以归功于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他的言行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甚至影响了他对国家大

政方针的制定。皈依基督教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民生方面政策的改变，体现了民

主、平等、博爱和现代化的内容。无论是蒋介石退台前的大陆还是蒋介石后来退居的台

湾，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精神风貌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基督教文化在大陆和台湾也得到了

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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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理解的片面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和信仰不一定是一回事。一般人认为宗教就是信仰，这从某

种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可事实上，许多宗教都有宗教的名号，并且建立了各自的重心。

《圣经·旧约》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种“信仰’’，而是“法律"；它基本上

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信仰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古罗马人在实际生活中

将“宗教"这个词理解为遵守某些礼仪形式与传统。他们认为，信仰超自然的事物并不

关键，甚至完全没有这种信仰也不表明对此宗教的不忠。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礼仪体系，

所以关键的因素就是遵守这些礼仪。

(一)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认识的肤浅性

1．蒋介石对于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一

信仰并不是简单的相信一种现象和一个事物，它是一种接受和一种态度，是一种理

解。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则是意味着把自己交付于支撑自己和世界的意义——并将其作为

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其上无畏地站立。然而，这里的意思不是盲目地崇拜什么或者是向

某种神秘投降。“基督信仰是一种与耶稣这个人的相遇；在这种相遇中，人们亲身体会

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一个人。"①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理解，当你理解了什

么是真正的信仰，你才是真正的信徒。“我们不应该在失败和匮乏的时候去寻找天主，

而应在现世生活最完满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天主才不是一种逃避，才不是一种信

仰的产物(如果是逃避与需要的产物。当我们的能力扩展提高时，这种产物就会越来越

多余)。@信仰不是及时雨；信仰不是雪中炭，它不会那么具体地体现，信仰是内心深

处对上帝的信任，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类的理解。如果仅仅把信仰、把对上帝的崇敬看

做是无助时的救命稻草，有事祈求上帝的恩赐和帮助，没事仅仅把祷告看成是一种仪式，

那对上帝的信仰就不是信仰，是迷信，就更谈不上什么虔诚了。

对于蒋介石信仰基督教，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很多人说他信仰基督教并非真正信仰，

他对基督教并没有什么信仰，对于这点，蒋经国已经予以否认。不可否认，蒋介石开始

信仰基督教确实是因为和宋美龄结婚，而且并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这可以从他一直拖

延接受洗礼一事得到印证。随着蒋介石对《圣经》的每日研读，他慢慢也成为了较虔诚

的基督徒。但是，蒋介石从未放弃任何可以给与他心灵慰藉的其他信仰。在蒋介石一生

中，他跟天主教、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蒋经国在《守父

灵一月记》里：“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秋，⋯⋯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

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蒋介石对上帝的信仰有时候只停留在当他无助的时候，

o【德】拉辛格著静也译‘基督教导论》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40页。
@【德】拉辛格著静也译‘基督教导论》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65页。
圆李敖：‘蒋介石其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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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下野的时候，他以“这是上帝的安排"聊以自慰。当战场失利时，他会祈求上帝的

帮助。那时，他会双膝跪下，口中不停地念叨“上帝保佑"。

2、对于宗教信仰理解的不够深刻

关于宽容。蒋介石显然没有很好的贯彻这一精神。从他与宋美龄结婚后算起，他几

次下野后复出，他首要的就是处置对其下野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敌手、在其下野期间大

捞政治资本的、与他作对的人。撤职的撤职，贬职的贬职，要么不再录用，要么“升"

到冷衙门便不再过问。即便对祖国对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的将领和文臣，由于立场不同，

或者不是黄埔出身，或者不是浙江同乡的人也不会开恩。如何应钦，国民党初期，无论

从政治还是从军事角度，何应钦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只因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表现

激进，置蒋介石的生死不顾，西安事变后，何应钦被慢冷冻起来。再如在抗日战争中屡

建奇功的卫立煌，因为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浙江同乡，即使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也一

直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张治中，在国民党内一直有“和平将军"的美誉，他对蒋介石

可谓忠心不二，对于蒋介石下达的指令无不一一照做的。他只是不满意蒋介石与共产党

打内战，在剿共和内战中对共产党的态度过于柔和亲密，因此，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和冷落。

但不能不说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方面他对上

帝的信仰是虔诚的。尤其是蒋介石退台后，坚持每天早上和午饭后都学习《圣经》一个

小时，这样的毅力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但是，他的这种虔诚只停留在了表层，是肤浅的

信仰。对于基督教引导信徒向善、博爱、宽恕，他却未能体会深刻。他不懂得宽恕，凡

是让其不快的人，无论错与对，统统没有好结局。

关于悔改。基督教是基于皈依与悔改的信仰，基督徒们皈依基督教后，要反省，通

过反省自身的行为来悔过，对自己过去做过的错事忏悔。蒋介石可能忏悔过自己的行径，

但蒋介石现今已经解密的日记中并没有体现。包括他退台后即使知道反攻大陆已经不可

能实现，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在台湾做反攻大陆的准备。在军事上寻求美国的保护和军事

支持。在朝鲜战争中，蒋介石以出兵援助韩国的行为向大陆挑衅。蒋介石还允许美国第

七舰队协防台湾，这又一次将他反攻大陆的决心表露无遗。1954年台湾与美国签订的《共

同防御条约》，使美台关系进入了又一个蜜月期。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权的一部分

上层分子发动叛乱，这使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又一次良机到来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

台湾当局推波助澜，一方面极力渲染态势：另一方面积极与叛乱分子取得联系；台湾当

局还向中印边境投放食品，向叛乱分子示好，甚至表示迎达赖到台湾定居。

在政治上，蒋介石退台后鼓吹反攻大陆，建立反攻团体，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大做文

章。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从“联合国军"手中接受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并向美国

和韩国致电，对两国将战俘交予台湾表示感谢。蒋介石还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

书中对苏联和中共，竭尽污蔑、谩骂之能事，不惜颠倒黑白、造谣中伤。上世纪60年

代初，两大阵营冷战期间，台湾当局制定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在这个纲领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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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光复大陆以完成国家统一，根绝共产暴政，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目标⋯⋯"①以后

的几年虽然蒋介石通过成立“救国阵线"，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企图再次建立亚

太地区反共军事联盟妄想反攻大陆，可都失败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作为丝毫没有悔改之

意，反而变本加厉地针对新中国和共产党。

关于对至高权力的理解。“这里，至高权力被描绘成一种放弃所有权力的平静的自

愿心态；权力不是通过暴力与力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自由的爱一即使这种爱被拒绝，

它也比世俗暴力的得势力量更为强大。”圆对于这点，蒋介石的理解更是有失一个虔诚

基督徒的水准。蒋介石对权力的欲望是非常强的。在加入国民党初期，在广东地方军阀

阴谋独立脱离国民政府统治的时候，由于得不到孙中山的赏识，他几次三番地离开自己

的岗位，直到最后孙中山给予蒋介石以职位，蒋介石才重新回到了岗位。1928年，日军

开炮轰击北伐军，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日军武装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

民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南京政府，置民族利益和人民安危于不顾，不作任何抵抗，采取

了妥协方针，放弃济南，绕道北上讨奉。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置民族利益于不

顾，置百姓的生命于不顾，最终酿成了济南惨案。蒋介石为了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不

顾民族利益，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共发动了5次围剿。蒋介石还建立了

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处处搞暗杀，谁与蒋介石作对，谁就成了军统的目标。他热衷于对

权力的追求，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采取暴力，牺牲民族和人民，来满足他个人的利益。

此时，他的上帝早已被他忘记了。

关于对基督教五大观的理解。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经坎坷，从新鲜到了解

再到误解又回到重新审视，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无论是顺利或是不顺利的境遇，中国对基

督教文化的了解都加深了，随着了解的深入，基督教的宗教观也慢慢被人所认识。

一是关于原罪观。原罪“是来源于《圣经》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

神话，并由此形成了对基督教罪的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⑨对于这种原罪

观，很多中国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人自古接受的是性善论。当然中国也有性恶

论的观点，可是不为众人所接受，即便有人赞同性恶论也是势单力薄。鸦片战争以来，

外国的坚船利炮曾使一部分中国人感到中国的落后，而后一批有志的中国人纷纷寻求强

国御侮之道。一批军工厂建立了起来，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西方的先

进文化。然而，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这场兴师动众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洋

务运动后，中国还进行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戊戌变法，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戊戌的

失败不排除当时政府不支持的因素，可是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长久以来的一种思维惯

式一“中体西用"，也就是说，中国人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仍做着大国梦，仍旧认为

国家地大物博，外夷不过逞一时的英雄。这种盲目的乐观使当时很少有人能够反思审视

中国自身的问题。在此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结果，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这又一次让人们

①《蒋介石全传》张宪文、方庆秋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5第541页。

圆【德】拉辛格著静也译‘基督教导论》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09页。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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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许多爱国人士怀揣着理想参加革命，他们几度兴奋，又几

度失落，最后他们的革命激情被消耗殆尽。在经历了许多失败后，一些中国人开始重新

审视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原罪观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中国人开始对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

反思和反省，他们开始探究近代以来中国人“求富"、“求强”却欲速不达的原因。人们

开始重新审视国家自身的发展过程，不再盲目乐观，人们开始学习基督教的忏悔意识，

开始正视人性中黑暗面，意识到高度的自我反省精神的重要性，在反省自我中否定自我，

从而达到新生的开始。蒋介石在这点做的显然不够，他没有真正理解基督教原罪观，像

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根本接受不了有罪这个观念。虽然随着蒋介石年龄的增长，他对

基督教的信仰越发虔诚，但是他很少忏悔，更不会认为自己有罪，如果说他认为自己有

罪，那就是他为他不能把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解救出来而自责。而且翻阅

了笔者关于蒋介石的现有资料，包括年谱、日记、传记、随从人员的回忆录，都看不到

蒋介石祷告时忏悔的内容。

二是关于拯救观。基督教拯救观，“在基督教信仰中，特别强调基督以自我牺牲来

救赎世人的拯救精神。拯救观正视人世社会存在的罪恶和不义，又以基督自甘受难的态

度来催促人醒悟和悔改，帮助人涤除罪恶，达到超脱和升华。一①基督感人的舍身往死

及其高洁、超越纯化的境界，给人强大的心灵震撼和精神鼓舞。耶稣基督降生于世界沦

落之时，受任于世人危难之际，他以谦卑、忍让和自我牺牲的奉献为人类的楷模。基督

教的拯救观同样不被中国人所接受。当中国遇到外强侵略时，这种精神才得以展现，也

涌现出了一批舍生取义的爱国志士。基督教的拯救观，使人对其生存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和理解。蒋介石对这点的理解同样不够深刻，他也强调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拯救

观，但是他的拯救观是分对象的，对于他的部下，他要求他们效忠党国，为了党国的利

益不惜牺牲性命，大部分效忠蒋介石的部下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有的为了国民党牺

牲了家庭和亲人，有的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的这种拯救观是狭隘的，

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保护国民党的利益，为了保护蒋家的利益，而他们很少从民族、国家

的利益出发。他们没有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他们牺牲在围剿红军的战场上，牺牲

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枪口下。而在民族危难之际，蒋介石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

和利益，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抗战中的不抵抗、消极抵抗政策使中华民族遭到了重创!

而他自己为了做总统更置抗战后的民生凋敝于不顾，发动了内战。在他的经历中，他以

别人的牺牲来拯救他自己的私欲。

三是关于超越观。“在西方发展史上，基督教超越观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宗教原则，使之认定国家和社会各种权力机构只有相对意义，而这些思想内容曾为近

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平过道路，给其普遍存有的民主意识、社会监

视责任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提供了思想前提，并且对现代西方世界人们认清社会、国家、

政治思想概念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起过关键作用。”“基督教超越观在文化潜

意识上促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关系的相对化、分权化、和多元化局面。并为其存在和运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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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订了规范、确立了秩序。”①这种超越观可以使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在一个有限、

相对的世界中，在存在缺陷和不足的社会中减少迷信和盲从。这样，人们会对自身的成

败有一种冷静客观地思考，使人们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骄

不馁。蒋介石在自己得意的时候往往是忘乎所以，无论在黄埔时期还是当中华民国总统

时期都是如此。仕途亨通时，他只能听进谄媚之言，对敢于直言的诤臣他却拒之千里。

当初为他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往往也会因为一件小事触怒了蒋介石而被打入冷宫。

在官运不济时，在就任总统后几经沉浮时，他暴烈的脾气更是变本加厉，而他的部下对

于撤职此类的惩罚早就已经习惯了。蒋介石的行为表明了他对基督教理解的很肤浅，他

总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连自己信仰的宗教的教义都不能完全深入地理解并付诸

于实际行动，他的虔诚何在?

四是关于终极观。“从一种超越历史的审视来看待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指明现

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出现的新矛盾和冲突，提醒人们认清其不足和历史局限性。这种

审视，是以洞观历史全部过程的眼光来明察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限性，认为只有在历史的

终结才能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这种揭示乃超出困囿于历史阶段之中的人的能力，是

一种神启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奥秘。"④基督教的终极观，可以使人们理智地看待社会，

使人们更实际地面对生活，不幻想，使人们具有现实和认真的历史态度和责任感。责任

感的缺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个人没有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国家没有民族责任感，

那样的社会是可怕的。在国民党统治大陆阶段，社会确实经历了那样的时期。作为男人

的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抛弃结发妻子，抛弃跟随他多年的情人，为了政治目的

和宋美龄联姻。作为领袖的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保住总统的地位，在抗日战

争时不仅不抵抗，反而将枪口对准抵抗日军侵略的红军，并进行了多次围剿，给民众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给民族的存亡更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这种毫无责任感的行为，给

中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先不说他作为基督徒，就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民族，

对人民都是没有责任感的。

五是关于普世观。“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强调的上帝拯救之普遍存在，则给人们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一“普世观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以及人们寻找、

体悟真理之相似、相通和协调一致，乃为各种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标准和基础。"@基督

教普世观强调了上帝拯救的普遍存在，谁也不特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惟我独尊，绝对

排外。这似乎更显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蒋介石对基督教普世观的理解似乎是他

最薄弱的环节。在他的意识里惟我独尊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思维模式。虽然在公众面前，

他极力表现的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极力塑造亲民爱民的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他是

最无视人民大众的，他从不体谅他们的疾苦，更谈不上人人平等了。在他的思想里，他

是领袖，人民就是应该服从他，完全听令于他，否则就是忤逆。他视察的时候看到人们

生活困苦，他认为是人民没有文化，没有意识到他们生存状态差。他认为他们不懂得洁

①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第213页。

圆卓新平：‘摹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B版社，2000．9，第215页．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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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没有礼貌，可他却从未想过，作为领袖他应该为人民做点什么!

关于对基督教伦理观的认识。“基督教伦理涉及到人的存在原则及其生存关系，伦

理的基本问题乃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伦理的重点和核

心则是以这种基础和人之生存的社会及思想文化条件来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之个

体、人之群体、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自我与他人、个体与团体相

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团体、阶级、民族、社会、国家，以及不

同团体、民族、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①对于基督教伦理的有三种态度或者说

是三种境界：第一，强调对具体伦理规范的信守。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旧约圣经》中的

“摩西十诫"，内容是：“①除上帝之外，不可有别的神；②不可拜偶像；③不可妄称神

的名；④要守安息日；⑤当孝敬父母；⑥不可杀人；⑦不可奸淫；⑧不可偷盗：⑨不可

作假见证陷害人；⑩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

所有的。"@摩西十诫的内容说明了基督教所理解和倡导的基本人性的伦理学意义，它

同时还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对人类群体的维系，体现了原始的人权观。

基督教伦理观与中国传统伦理观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又都有着相通

的地方，这也使得这两个不同的伦理观可以互补、互融。对人的认知，中国传统的主流

思想强调性善论，其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基督教的原罪观相去甚远。基督教原罪观前文已

有阐述，所以，这里笔者不予以重复。基督教的“爱神"、“爱人"的博爱精神与中国传

统思想里的兼爱、普爱、仁爱有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思想中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个

人修养完善从而整个社会才会完善。而基督教强调“爱邻人、爱敌人’’，比爱个人更重

要，基督教强调在意别人的需要，在意别人的感受，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做事情。故有“基

督教教义提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主张，即认为完善、完整、救赎是在我们关心满足其他

人的需要时作为一种礼物而出现的。一@由此可见，基督教的爱是大爱，爱整个人类，

爱世界，超越的爱；而中国传统思想的爱是爱民族，爱国家，有一定的局限性，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狭隘的爱。

蒋介石的伦理观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以封建道德为圭臬’’的。④蒋介石为了恢

复封建伦理道德，不惜把被五四运动打到了的“孔家店"复活，把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

中山也儒化成一个大儒家。蒋介石还对黄埔学生进行“四维’’、“八德"的教育。蒋介石

还将封建伦理道德写入了国民党党员守则，要求党员熟记，并公开承认党员守则就是四

维八德的综合体。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革命的人生观就是跟定自己的领

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鼓励国民和党员为了杰出的领袖，为了党国的事业，“要

敢于冒大险，犯大难，乃至杀身成仁一。

(二)传统文化影响着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

蒋介石为了履行婚前的诺言而每天学习诵读《圣经》，但也不能说他完全为了敷衍，

o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第227页。

。‘旧约·出埃及记)．20章第l—17节。
。查尔斯·L．坎默著，王苏平译：‘基督教伦理学’，第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庹平：‘蒋介石研究：解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7。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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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他还是有很多地方受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的，尤其到了晚年。前文已经提到

的蒋介石受基督教影响的具体体现，这里就不一一道来。

然而，信仰意味着一种飞跃。“信仰从来都意味着一种飞跃，也就是那种来自可见

世界、从各个层面迫向人的飞跃。信仰从来都有一种冒险勇进的突破与飞跃，因为在每

个时代，它都代表着一种冒险性的接受，接受那不可见的事物为真正和基本的事物。信

仰从来不是那单纯的态度，不是一种简单地跟随整个人生倾向的态度；信仰总是一种来

自存有深处的决定，在各个时代，这种决定都要求人通过意志上的努力而做一个完全的

转变”①

宗教和信仰不一定是一回事。基督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蒋介石的世界观、人

生观，但是，蒋介石毕竟从幼年就接受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而且这种教育可以说根

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更何况，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他已经40

岁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早已形成、成熟，并且自成体系。

因此，在蒋介石40岁之后，在他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我们难免看到中西文

化的碰撞、冲突和蒋介石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挣扎。

1．传统教育与三民主义的冲突

如前文提到的，蒋介石整个童年时期所接受的都是典型的封建传统教育，这对蒋介

石传统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蒋介石四十岁之前，他的思想还是受传统教育

的影响，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崇尚宋明道学，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

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宋明道学有理学和道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

以王阳明为代表。 。

道学中朱熹一派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办。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

“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一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早年蒋介石用道学修身还

包括戒色，戒名利等等。阳明心学，是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个基

本命题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几乎是阳明心学的翻版。本体论方面，从

开始，蒋介石就试图将自己的力行哲学置于近世唯物唯心的争论上。在《自述研究革命

哲学经过的阶段》的演讲辞中，他曾经说：“在心与物微妙的关系中间，我承认一切的

一切都要从事实上、客观上来决定，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讲唯心论的，我们也决不承认是

一个唯心论者：同时却也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我们对于哲学的态度，不能承认唯物

论中，亦不能承认唯心论者"“我们要承认宇宙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东西存

在，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M@如上文关于蒋介石

思想转变的论述中提到，当时蒋介石接受了一些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在崇尚

新思潮的同时，他仍没有放弃对旧学说或者说对传统思想的热爱。

“1922年3月25日：‘看胡文忠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可磨灭，非知兵

o‘基督教导论》【德】拉辛格著静也译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4页。
圆‘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修身——读蒋介石未刊日记》上海档案，2002年第5期。
画‘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29页。转引自庹平：‘蒋介石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9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11月4日：‘晚，看曾文正公书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

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深渊微没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当以一、

二人者自任也。"①

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胡翼林对蒋介石的影响很深。而到了1926年

以后，蒋介石基本不怎么读新思潮的书了，大部分时间都阅读古籍。

蒋介石的传统思想对其影响一生，最突出的表现当属蒋介石曲解孙中三的“三民主

义”。在经历了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加快了确立独裁统治的步伐，他认为要统一全

国，首先要统一民心，要统一民心，就要统一思想。因此，他一心想把桎梏中国几千年

的封建伦理道德重新作为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然而，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学说

已经深入人心，如何把封建伦理道德搬上历史舞台，蒋介石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戴季陶

主义好像及时雨，蒋介石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把封建伦理道德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

说硬捏在了一起。为此，他还找到了理论依据。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时确实说过主张

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恢复起来。于是蒋介石大做文章。蒋介石认为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源和基本精神都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我们总理的学问，许多是

自大学、中庸研究出来的。他的研究基础，完全在那二本书上"。“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

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而实现八德的途径，就是要实践‘礼、

义、廉、耻’四维⋯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

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这样，蒋介石堂而皇之的把封建伦理道

德说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然而，之后孙中山为了不引起大家对三民主义的误解，

又对三民主义做了具体的阐述“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著者，发挥而广大之，且

改良其缺点。民权主义是取资于欧美的三权分立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并立。

民生主义是参综社会经济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觉国家产业主义，尤深稳而可行。"

虽然，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的同时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但是，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

还会经常与他的民主思想发生冲突、碰撞。例如，在处理改组派的问题上，开始蒋介石

还是采取书面警告的方式，开始后来他又采取了特务袭击、破坏；组织破坏，开出个别

人党籍的方式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党内人士。在处理第三党问题上，蒋介石还是重演了

改组派的手段，拉拢不成，他便又派特务逮捕了邓演达，并在屡次劝降无果后，将其杀

害。

2．平等思想与专制思想的冲突

上文叙述了抗战时期，为了发动全民支持抗战，蒋介石委托夫人宋美龄搞妇女运动，

在宋美龄的带领下当时的妇女运动搞的可谓如火如荼，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妇女参与

国事的积极性，广大妇女认清了自身的价值，有了独立的意识，妇女的地位有了提高。

可到了国民党退台后，蒋介石成立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味道却大变。蒋介

石任命宋美龄为“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会长，并让宋美龄全权处理妇女事务。

①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6页。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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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退台后的“妇联会"自始至终是宋美龄拉拢台湾妇女的权利机构，其最早的核心骨

干包括陈诚的夫人、吴国桢的夫人等高官的家眷。宋美龄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复国，

还发动全岛妇女大搞生产，制衣、制鞋，结果弄得妇女怨声载道。在当时岛内的某杂志

还刊登了一则笑谈：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三个孩子，眼泪汪

汪的跑到征衣缝制现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眷属分会的

值班日。一会儿，该分会的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来了，这位空军眷属哭着说：“我们夫

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一①由

此可见，虽然是基督教思想多少改变了蒋介石夫妇，多少她们毕竟生活在中国，中国古

老的专制文化对他们还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本来为了提高妇女地位而搞妇女运动是很好

的事情，可是他们夫妇却利用妇女运动，运用专制强制的手段让她们为政治尤其为了个

人利益服务，是与基督教的主旨相忤逆。

①何虎生：<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1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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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回顾蒋介石一生，各种文化各种思想充斥着当时的中国，蒋介石作为当时社会的一

份子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因此，蒋介石的思想也体现了多样性和复杂性。

对蒋介石一生影响最深的当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因为他自幼就接受的儒家思

想的教育。蒋介石六岁便入私塾，接受沿袭了几千年的教育方式和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启
席釜冢。

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地，不可动摇的，是任何其他

思想不能取代的。儒家思想影响了蒋介石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致其他思想都

很难植根于蒋介石的内心。无论从蒋介石的文章还是蒋介石的演讲，无不渗透着儒家思

想的烙印。包括对三民主义的诠释，戴季陶也是为了迎合蒋介石，而将三民主义诠释成

来源于儒家思想。他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进行了自己的诠释，他认为孙中山先

生的“知难行易"跟阳明心学是同源，三民主义是对“知难行易"的新的诠释和创新。

19世纪后期，西学不断传入中国。蒋介石在接受封建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接受西方

文化的熏陶，并立志要用西方制度来打破他痛恨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随着他进一步

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逐步对现世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提出批评和抗议。

到了蒋介石真正到日本求学时，除了学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炮科，在日本他没有接

触到真正的西方文化。后来，蒋介石回国后受到了当时国内一些思潮的影响，他的思想

发生了一些变化。

通过分析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认识的过程，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剖析基

督教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祈请专家批评指正：

首先，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具有较强的局限性。

对于宗教信仰，蒋介石的“实用主义”色彩浓郁。蒋介石对上帝的信仰有时候只停

留在当他无助的时候，当他下野的时候，他以“这是上帝的安排"聊以自慰。当战场失

利时，他会祈求上帝的帮助。那时，他会双膝跪下，口中不停地念叨“上帝保佑"。

其次，蒋介石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囿于教义文字表面。

对于他的政敌或不听从他指挥，或与他政见不和的人，他的手段是撤职的撤职，贬

职的贬职，要么不再录用，要么“升"到冷衙门便不再过问。毫无宽容可言。

基督教是基于皈依与悔改的信仰，基督徒们皈依基督教后，要反省，通过反省自身

的行为来悔过，对自己过去做过的错事忏悔。蒋介石可能忏悔过自己的行径，但蒋介石

现今已经解密的日记中没有体现。包括他退台后即使知道反攻大陆已经不可能实现，但

他还是竭尽全力在台湾做反攻大陆的准备。在上述的史实中，我们丝毫没有看出蒋介石

的悔改之意，倒是反攻大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再次，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制约着蒋介石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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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蒋介石始终是为了敷衍宋美龄才皈依的基督教，实事求是地讲，蒋介石后期

对基督教的信仰还是很虔诚的。但是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他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确

实不深刻。我想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应该是他自幼所受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前文已

经阐述过很多次，儒家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根深蒂固，是终生的。所以，他在接受基督

教文化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两种文化的碰撞，有时候甚至很激烈。

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专制思想的冲突。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的同时接受了西方民主思

想，但是，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还会经常与他的民主思想发生冲突、碰撞。例如，在处

理改组派的问题上，开始蒋介石还是采取书面警告的方式，可是后来他又采取了特务袭

击、破坏；组织破坏，开出个别人党籍的方式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党内人士。在处理第

三党问题上，蒋介石还是重演了改组派的手段，拉拢不成，他便又派特务逮捕了邓演达，

并在屡次劝降无果后，将其杀害。

平等思想与专制思想的冲突。前文叙述了抗战时期，为了发动全民支持抗战，蒋介

石委托夫人宋美龄搞妇女运动，在宋美龄的带领下当时的妇女运动搞的可谓如火如荼，

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妇女参与国事的积极性，广大妇女认清了自身的价值，有了独立

的意识，妇女的地位有了提高。可到了国民党退台后，蒋介石成立的“中华妇女反共抗

俄联合会"的味道却大变。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会长，

并让宋美龄全权处理妇女事务。这个退台后的“妇联会’’自始至终是宋美龄拉拢台湾妇

女的权利机构，其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陈诚的夫人、吴国桢的夫人等高官的家眷。宋美

龄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复国，还发动全岛妇女大搞生产，制衣、制鞋，结果弄得妇女

怨声载道。

评价一个人物或者事件都不要忽视这个事件或者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当时的社

会背景。因为，无论一个人无论多伟大，他都不能做出超越时代，超越社会背景的事情。

反之，一个历史人物无论他多伟大，他的一言一行无不渗透着时代和社会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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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经历了半年的查找资料和一年的写作，笔者终于完成了本篇论文的写作，当写到后

记的时候，我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来形容。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所以生怕论文写的

有失水准，于是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好多遍。虽然我深知，就是现在我的论文写

的也不好，可是我敢说我真的是认真地写了，我无愧于心。

从笔者小学四年级第一次阅读有关蒋介石的书籍开始，笔者就有了想一探究竟的想

法，笔者总想为什么蒋介石会去台湾，他的家族现在什么样子?到今天，笔者作为一名

研究生，终于可以煞有介事地研究一下蒋介石了，我感到很荣幸也很满足。

在论文写作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资料不是很全而且很少，写作过程中不知

如何下笔。但是，在导师和同学，还有我家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论文的写

作。

非常感谢我的导师程舒伟老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程老师不厌其烦

地询问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一次次对论文进行修改。

感谢开题报告会中各位老师对论文框架所提的建议，正是在各位老师的建议下，论

文框架才修改合理。

感谢我的父母在笔者求学过程中所给予的物质、精神上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养育就

没有我的今天。

感谢我的同学彭涛、刘芮方、潘玉英、孙世艳、王芳芳在论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爱护我的男朋友，帮我排版，帮我校对。

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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