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理论研究  |  应用写作  |  秘书实务  |  秘书教学  |  考试培训  |  活动竞赛  |  秘书与法

       办公自动化  |  秘书文艺  | 董事会秘书  |  商务秘书  |  百科知识  |  秘书博客  |  秘书论坛  |  招聘应聘  |  联系我们  

  站内快速搜索：     关键字 所有的 理论研究 搜 索

 

用户名：  

密  码：

 个人会员  企业会员nmlkj nmlkj

     

文章精选

 ◆ 论秘书学理论的中国特色

 ◆ 我国秘书职业的特点

 ◆ 当代秘书学理论研究的简要回

 ◆ 秘书部门的功能与职能

 ◆ 试论参谋与参谋学

专题研究

 ◆ 研究秘书工作理论的目的与方

 ◆ 履行部办职能 服务社会

 ◆ 论公文的经济价值作用

 ◆ 积极探索党委办公室信访工作

 ◆ 把握工作特点 实现规范化服

学术争鸣

 ◆ 背景与真相

 ◆ 时段问题与两次 "滑坡"

 ◆ 是“误读”,还是不承认“滑

 ◆ 辨误与探缘

 ◆ 辨误与探缘

素质修养

 ◆ 办公室工作要从小细实高严做

 ◆ 文秘人员在“大合唱”中应定

 ◆ 锤炼优良作风 推进优质服

 ◆ 把握“三个必须” 抓好办

 ◆ 浅析如何做好机关秘书工作

 当代秘书 >> 理论研究 >> 秘书人物

一位走错路的正直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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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文字秘书陈布雷 

    

 

  陈布雷（1890年――1948年），原名陈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

垒。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早年，他醉心于新闻事业，

历任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报纸主笔，特别是在任辛亥革命时期《天铎报》

的论说栏目编辑和北伐战争前后《商报》的编辑主任时，顺应历史潮流，高

举反清、反帝、反军阀大旗，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大量顺乎民意的政论，备受

世人的推崇和景仰。中年，他步入蒋介石的幕府成为最出色的文字秘书。但

就陈布雷的秘书生涯而言则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7年南昌遇见

蒋介石开始至1934年初，他身为蒋介石的幕僚，但在外地办报或任职，每有

重大事情时，才被招徕代笔撰文；第二个阶段指1934年初至1948年底的15年

时间，陈布雷跟随在蒋介石左右，虽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副秘书长、“国

府”委员、“国策顾问”等，但最主要的工作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陈布雷

作了蒋介石22年的秘书，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西安事变、解放战争

等重要历史事件，参与机密和决策，深受器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却在解

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大厦将倾的1948年底，怀着极度失望与苦闷的

心情，以“油尽灯枯”为名服药自杀“殉主”，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陈布

雷一介颇有才华的记者，因为错误的选择了人生道路，成为国民党的“文章

机器”和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最后落得如此下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启示和教训。 

 

                              （一） 

 



    陈布雷的祖父和父亲两代经营茶庄和钱庄，家道富足。因此，陈布雷幼

年受到了良好教育。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5岁的陈布雷开始启蒙，第二

年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11岁时在大哥的教导下开始学习英文、笔算史地及

理化等课程。1903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试中名列第一，年纪轻轻便显

现出过人才智。与此同时，陈布雷在同乡董子咸先生的影响下，在《时务

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进步报刊的

熏陶下，竟也心存“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的

革命思想。 

 

    1906年，17岁的陈布雷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学习。宁波距上海较近，风气

开通，陈布雷在史地教师凌公锐的指导下练习演说，开始时觉得发言艰涩，

后来在校园内竟颇有善辩之名。宁波府中学堂旧式学生和新式学生都有，并

常常对立。陈布雷以“新道德问题”发表演讲，言辞激烈地抨击旧生的腐化

学风。不想，此举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旧生以全体退学相挟，要求斥退陈布

雷。最后，宁波市教育会长不得不出面干预，陈布雷在气愤和无奈间自请退

学。通过此次事件，我们能看出陈布雷具有正直、激进，但又软弱、屈从和

肯自我牺牲的矛盾性格。 

 

    1908年，陈布雷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文哲政法科。该校是一所新式学堂，

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和国际时事等新学科，此间的学习使陈布雷眼界大

开，思想也逐渐活跃。在学习之余，他到处借禁书看，基本上遍览了《复

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评议时局，甚至把

“光复汉物，驱逐鞑虏”也写进了自己的作文。他的老师沈士远先生称陈布

雷此时“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邮传部长主张沪杭甬铁路借英款修筑，

浙江人民全力反对。杭州各校也派代表参加，陈布雷作为代表不但参加开

会、请愿，还致信省府主席杨度。此信被上海《天铎报》发表后，把此次运

动推向了最高潮。这封信是陈布雷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政论文

章，也是他走向新闻事业的开端。 

 

                              （二） 

 

    陈布雷进入政治舞台是从办报开始的。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办过《天铎



报》，后来回宁波教书兼办《四明日报》，北伐战争前后到上海办《商

报》。他对新闻事业非常热爱，并以此闻名天下。据说，他自杀前自责时

说：“不该从政，应该从事新闻事业。” 

 

    1911年，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竟因致杨度的公开信，被《天铎

报》总编戴季陶看好，力邀他入社办报。陈布雷也认识到报纸是唤醒民众的

最好工具，遂爽然应允。于是，他每日撰短论两则，间亦代撰论说，并开始

使用“布雷”这个笔名。陈布雷在《天铎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

早期领导宋教仁有相当深的交往。当时，宋教仁利用《民立报》主笔作掩

护，策划革命。陈布雷每逢国际政治局势变动时，争先在《天铎报》以文论

之，与《民立报》的文章互相呼应配合成为一时美谈。 

 

    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在当地报纸都还称“逆军”的时候，

陈布铺连发10篇评论，称之为“义军”并为之欢呼。1912年元且，孙中山先

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了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用英

文写就的，外交总长到上海寻人翻译。《天铎报》总经理陈茬兰推荐陈布

雷，陈一挥而就，博得外交总长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在《天铎报》

率先全文发表。陈布雷在报界力主革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民众所喜爱，

这也使“布雷”之名迅速传遍了沪杭，名动海内。后来有人赠诗云：“迷津

唤不醒，请作布雷鸣”。这也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打鼓呼吁的写照。 

 

    没想到，陈布雷的革命之举让时任《天铎报》总编的李怀霜十分不满。

不久，陈布雷的论说栏总编辑即被撤换。1912年，陈布雷不得不离开自己热

爱的报纸，回到老家宁波效实中学任教。此后的九年间，他虽然一直以教书

为业，但仍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时常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

可见，陈布雷始终舍不得离开自己喜爱的新闻事业。 

 

    1921年，陈布雷的堂兄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依

旧负责撰写评论。陈布雷十分欢欣，开始以"“畏垒”作笔名，一如既往地针

砭时弊。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却缘于曹锟的贿选总统事件。1923年，曹锟

通过贿赂代表的方式当上了总统。陈布雷立即举起反对大旗，在《商报》第

一版全版印曹锟照片，并用一号大铅字排印“捐班总统”四个字。此举不仅

大快民心，也使陈布雷的革命代言人的声名再次为人们传诵。1924年，军阀



孙传芳引兵入浙，陈布雷又一贯反孙。段祺瑞入京执政，他又对段的执政措

施严加评骘。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商报》著论哀悼。同日，

《时事新报》却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

骸逝去而已。”陈布雷看后，马上写《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加以驳斥。其

间，中共党员肖楚女投函《商报》，希望陈布雷能为无产阶级贡献力量。但

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争取。不管怎样说，这时的《商

报》与广东的国民党遥相呼应，深受社会各界的重视。 

 

                              （三） 

 

    陈布雷如果不成为蒋介石的秘书，他很可能是一位有名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人生也将是另一番面目。 

 

    1927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位才思敏捷、文笔犀

利、温和谦恭、没有野心、政治中间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撰写文电。因

此，力邀陈布雷到江西南昌一见。南昌见面后，蒋介石对陈布雷恩宠有加，

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但当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时，陈布雷却以“只愿

办报”为名，执意回了上海。不过，在临行前蒋介石还是任命他为国民革命

军总司令部的秘书，以便有理由随时召陈布雷前来为自已捉笔。 

 

    谁知陈布雷越不愿意为官，越是官运亨通。1927年，应蒋介石之请在南

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书记长；1929年，应张静江之邀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

教育厅长；1930年，出任教育部次长；1931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官是越作越

大。不料，“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内部权力争斗，蒋介石被迫下

野，陈布雷也被贬为浙江省教育厅长。1932年1月，上海爆发“一·二八”抗

战，蒋介石重新上台。国民党南京政府随即任命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秘书

长。但是陈布雷并未到任，还在杭州当教育厅长。直到1934年5月，才在蒋介

石的授意下，辞去教育厅厅长之职，来到南昌蒋介石的行营任设计委员会主

任，但不理会中事务，专心起草文告。从1927年以来，陈布雷就已经成为蒋

介石的亲信幕僚之一，为蒋代撰文字。但是这一时期，陈布雷毕竟在蒋身边

的日子少，在外地当差或办报的时间多。1936年，陈布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

二处主任（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因为，它不仅

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还在于它直接秉承蒋

介石的意旨办事，权力很大。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利的捷



径便是通过侍从室；而侍从室放出的人员，也大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

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升他任“国府”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

长，但仍让他随侍左右，继续留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四） 

 

    陈布雷自从成为蒋介石的文字秘书后，就替蒋介石写下了无数文章。其

中，不乏鼓舞全国军民抗敌御侮，讨伐日寇侵略行径，抨击汪伪政权投降卖

国的战斗檄文。最为著名的有《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卢沟桥事

变”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告人缅将士电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

序》、《告空军将士书》及《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这些文章或

文告昂扬振奋，酣畅淋漓，以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名义发表，在当时起到了

动员全国军民同仇敌情，奋勇杀敌，推动局势发展的重要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是陈布雷引为骄傲的名篇。这篇

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

抗战之责任”一句最著名。这篇“抗战宣言”不仅被人民广为传诵，也使蒋

介石蒙上了“抗战领袖”的光环。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陈布雷替

蒋介石写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文章与张子缨写的《抗战

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和郭沫若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一起

被时人称为抗战光明象征的“三联壁”。他在文中写到：“要达到抗战胜

利，摧毁敌寇暴力，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更是十二万分重要……，一切言

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统一，胜利第一为目

标……，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

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

“……若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为

牛马。……”这篇文告以中外五种语言广播，海内外各报，一致头版头条刊

出，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据说，日本听此文告后，加紧了对武汉的轰

炸，企图以轰炸迫使蒋介石投降。 

 

    历史给了陈布雷不少机会来报效国家，但他的主人――蒋介石却不给他

机会。因为，蒋介石一生都在反共、剿共、打内战，甚至在抗战期间也还向

日本做出种种暗示。陈布雷作为这样一个人的秘书，所起草的文电，必难逃

骂名。如1928写的《祭告总理文》，此文虽为蒋介石击节赞赏，但内容多违



心之论，牵强成篇。再如1936年写的《西安半月记》，文中替蒋介石编造内

容，歪曲历史。在陈布雷所写文章中，名声最臭的一篇是1934年10月写的

《敌乎，友乎？》的汉奸文章。鲁迅先生当时骂得最切中要害：“他竟连日

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

《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当然，他还起草了很多反共、反人民的文

电。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文章的观点，无不出自蒋介石之口授，陈布雷不过

是依样画葫芦罢了，最多也只是一个添枝加叶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蒋

介石的代言人，其反共和反革命立场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还做过诸如镇

压学潮等反革命活动。 

 

    陈布雷把自己和一支笔缚在“领袖”身上，举国上下，一会儿把他比作

“领袖文胆”，一会儿誉为“总裁智囊”。但他深知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

轧，四分五裂的现状，不过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又不得不为蒋氏政

权苦苦支撑。当他看到国民党统治确已日薄西山，大势已去时，用“殉主”

的方式把自已的生命和内心的苦闷一起埋葬了。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办公厅) 

 

    注：本文参考《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杨者圣著，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9年出版）、《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出版）、《陈布雷外

传》  《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辞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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