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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兩岸領導人的或政治人物的傳記，絕大多數會將該傳記的主人公一

生與作為做出一個絕對的評論，在不同政治體制下、不同史觀作者撰寫下的

傳記更可能給閱讀該傳記的讀者帶來單一且狹窄的視野，進而對該人物貼上

特定的標籤，對其一生功過蓋棺定論。 

「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是我第一次閱讀以蔣介石為主體的傳記，在

此之前，蔣介石出現在學校裡的雕像、高中前所有的歷史課本、大選時輿論

操作的素材、社論與名嘴的談資等等，所有對於蔣介石的認識均建立於單一

事件，就像是學生在教科書貼上的指示標籤一般，醒目、易於查找，你能隨

時找到有關他且對你有利的一切，但只有在你需要他的時候。 

本書的作者大量敘述蔣介石本人的個人特質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作者認

為蔣介石其躁鬱、敏感、自信且高傲以及對權力的渴望、國家與民族復興的

熱衷，加之對孫中山的崇敬交織在一起，影響了蔣介石對於其所帶領的國民

政府的政策與對俄、美、日的外交策略，進而形塑了近代中國歷史；最為特

別的是本書的敘事角度，讓讀者能跳脫對蔣介石的既有的定位與認知，從一

個普通人的角度，看見蔣介石「人性化」的一面，甚至在本書中後，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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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身為當時中國領導人在內憂外患中又要堅持理想與克服自己的情緒障礙

的掙扎。 

書中大量提及蘇聯對蔣介石的影響，從對蘇聯的憧憬到排斥與不信任，

最後又回到試圖與蘇聯合作的過程，一開始蔣介石對蘇聯的憧憬之於現代社

會對於外國的羨慕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紅軍革命的成功、當地動員群眾運

動的力量，都給年輕的蔣介石帶來震撼及崇拜的感受，其後拜訪蘇聯（自認）

受到輕視及認清蘇聯對外蒙古及東北的意圖與染指，讓試圖在中國共產黨、

蘇聯、日本等各勢力之間維持國家統一、主權完整的蔣介石，既對其厭惡但

又不能完全為敵，之後在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惡之時，以台灣為根據地

的蔣介石試圖聯合蘇聯打擊中共政權。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蔣介石是一個「投

機主義者」，哪邊的好處較多就偏向哪邊，但我認為他僅是「十足的愛國主義

者」，正因為愛國所以在與蘇聯或日本合作之間徘徊游移、內戰期間要與美國

還是蘇聯合作等等，都是因為「愛國」所以他百般推算與哪一種勢力合作得

以相對顧全他心中的大局，但也因此錯失許多挽救國民黨政權的機會。 

在蔣介石統治中國大陸的後期，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以及對史達林統

治方式的認同，加上美國當時對中國並非完整與深入的研究的背景，蔣介石

的言論在西方世界裡無異於是宣告獨裁者的誕生，他知道當時的世界正值民

主與法西斯兩大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雖然蘇聯算在民主聯盟裡），中國是美

國的盟友，被認為是世界的「四大強國」之一，就算中國從西方國家手中收

回治外法權等權力，他仍無法不聽命於美國，仍必須在國內建立起美國欲向

全世界推行的美式民主體制；蔣介石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其對於中國在

政治、經濟上的方針提出的論述及方針，包含對私有財產的強力掌控，政治

權力的集中等等，與美國的自由主義大相徑庭，他認為中國有適合自己的政

治體制，也完整推行了孫中山的理念，但因為與西方體制的差異使其最後喪

失美國的支持，讓蘇聯及中共的到攻擊他的箭弩，使他最後只能敗逃台灣。 

抵達台灣之後，得益於韓戰，蔣介石得以鞏固其在台灣的力量，鑑於在

中國的失敗經驗，雖然他大敗於共產黨，但認為認識共產黨、學習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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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可以打敗共產黨，他借取共產黨的經驗，大刀闊斧改造國民黨，承認共

產黨的活力與組織力，是國民黨作為革命黨早已喪失的，更認為毛澤東在延

安的整風運動，對於黨的再造大有用途，蔣介石仍是個在失敗中學習，以對

手經驗作為養分的人－至少在他有失敗經驗後是如此，而在中國的失敗，也

成為他統治台灣時的前車之鑑，使其能夠建立一個以他為尊的政權。 

許多關於蔣介石的書籍大多只評論一個斷面，針對他在某一時間點的行

爲評價其整個人生，而如本書如此全面性的講述蔣介石人生的傳記鳳毛麟

角；如今台灣對於蔣介石的評價大多因為其在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以及去威權

化的影響下多為負面評價，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史觀應又過於隱惡揚善，本書

對蔣介石的敘述從其出生延續至國共內戰及內戰後的台灣時期，作者提到蔣

介石 1949年前在中國建立「腐敗的寡頭政權」，其要為共產黨在中國的掌權

負責；1949年之後，作者寫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負面事跡，也看到他「從

大陸失敗中汲取教訓，為台灣目前的民主奠定了社會、經濟和文化倫理的基

礎」，以此作為對蔣介石的評論就並無不妥及過分之處。 

最後，就架構而言，本書雖目標在深入講述了蔣介石個人，也花了許多

篇幅講述其家人以及其家族的花邊新聞，為生澀的長篇傳記中增添一點趣

味，但在每一篇幅中穿插著與蔣介石相關度不高或是未能真實反映其生命經

歷的「家族秘辛」，使閱讀經驗稍嫌不佳；蔣介石對俄、日、美的態度及外交

策略的轉換，透過作者對於蔣介石個人傳記的摘錄整理，可以得知蔣介石為

何要做出決定、如何做出決定，而他個人的個性又如何影響他的決策及背後

決策團隊的組成等，但除了蔣介石日記得摘錄及整理外，作者本人甚少嘗試

對蔣介石論事理事的方式、脈絡進行整理，但因為書中呈現了豐富的文獻資

料，因此讀者仍舊可以在現有的知識基礎上，在閱讀本書的同時，拼湊出一

個具有形象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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