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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復璁父親蔣方夔 ( 鹿苹 )。

蔣復璁大哥蔣壽籛，清末海寧最後一位
舉人，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

蔣復璁二哥軍醫蔣公穀先生。

1924 年初，蔣氏各房子孫合影於浙江海寧硤石鎮十九房老宅廳堂前，中排坐著左二
為蔣方震 ( 百里 )、左六為蔣方夔 ( 族長 )，後排左一為蔣公穀、中間為蔣壽籛抱著長
子祖寶、右一為蔣復璁。

1981 年蔣復璁為仲兄蔣公穀在臺灣自費再版
《陷京三月記》。此書記述南京大屠殺史實，
抗戰勝利後成為東京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
戰犯時的有力證據，現已成為國家認定抗戰
史料之一級文物。



蔣方震 ( 百里 ) 先生 1882-
1938 年。

蔣中正題字「蔣百里先生全集」複
印件。

蔣復璁堂叔蔣百里日本夫人左梅 ( 左一 )、三女蔣英 ( 左二 )、五
女蔣和 ( 右二 )、周崇森 ( 外孫 ) 於 1956 年合影於北京長城。

蔣復璁岳父孫遜園 ( 右 ) 和岳母吳祿
( 左 ) 合影。

蔣公穀夫人朱維瑰 ( 中間坐者 ) 與侄子
侄女 1940 年合影於上海，前排右為蔣
祖怡，後排中為蔣麗似，後排右為蔣祖
安。



蔣復璁夫人孫家宜 ( 前右 )、幼子蔣祖怡 ( 後右 ) 和次子蔣祖壽 ( 後左 ) 媳錢愛月、孫
子蔣帆 1961 年合攝於上海。

2010 年 11 月 8 日蔣百里墓園在故鄉浙江海寧市東山舉行奠基禮時，當地領導
和家屬合影。

2008 年蔣復璁子女在上海龍華寶塔前留影。從左至右為蔣祖壽 ( 次子 )、蔣麗
似 ( 長女 )、蔣婉似 ( 次女 )、蔣祖怡 ( 幼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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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靈
人
傑
，
故
鄉
海
寧

海
寧
地
處
杭
嘉
湖
平
原
，
因
土
地
肥
沃
、
水
資
源
充
沛
且
氣
候
溫
和
，
故
歷
代
以
來
盛
產
稻
米
，
人
民
勤
儉

能
幹
、
安
居
樂
業
，
是
一
個
民
風
純
樸
且
景
色
優
美
的
江
南
小
縣
。
但
自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三
十
年
來
，
海
寧
與
全

國
各
地
同
樣
飛
速
發
展
，
工
農
業
產
值
已
擠
入
全
國
百
強
縣
市
前
二
十
名
之
內
，
特
別
在
輕
工
、
家
紡
、
經
編
、

皮
革
、
產
品
出
口
占
全
國
出
口
的
比
重
很
大
，
所
以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大
大
提
高
，
全
市
經
濟
已
達
小
康
。

海
寧
人
歷
來
重
文
化
、
善
經
營
，
歷
史
上
出
了
不
少
大
家
族
、
大
名
人
，
如
海
寧
鹽
官
鎮
的
陳
閣
老
宅
，
有

「
一
門
三
宰
相
，
六
部
五
尚
書
」
之
稱
；
野
史
中
傳
說
，
乾
隆
皇
帝
即
因
調
包
出
自
陳
家
；
袁
花
鎮
查
氏
大
家
族

亦
有
「
一
朝
十
進
士
，
兄
弟
三
翰
林
」
的
一
段
佳
話
；
文
豪
王
國
維
；
大
詩
人
徐
志
摩
等
等
。
海
寧
市
現
已
開
放

許
多
過
往
名
人
的
故
居
，
有
鹽
官
鎮
的
「
陳
閣
老
宅
」
、
「
國
學
大
師
王
國
維
故
居
」
、
硤
石
鎮
「
詩
人
徐
志
摩

故
居
」
、
「
古
籍
校
勘
書
法
家
張
宗
祥
故
居
」
、
「
漫
畫
家
米
穀
畫
廊
」
、
「
篆
刻
書
畫
家
錢
君
萄
藝
術
研
究
館
」
、

「
書
畫
鑑
定
家
徐
邦
達
藝
術
館
」
等
。
而
蔣
百
里
原
在
硤
石
吳
家
廊
下
原
址
的
故
居
，
因
在
八○

年
代
經
濟
發
展

大
潮
的
初
期
已
被
拆
毀
，
現
規
劃
將
在
硤
石
東
山
建
成
森
林
公
園
，
重
建
「
百
里
梅
園
」
，
以
紀
念
軍
事
家
蔣
百

里
。

蔣
氏
淵
源

蔣
氏
祖
先
源
出
中
原
河
南
，
東
漢
建
武
年
間
，
四
十
八
世
孫
澄
公
遷
居
江
蘇
宜
興
，
曾
受
封
為   

亭
侯
，

是
為
宜
興
陽
羨   

亭
支
，
即
我
分
支
之
始
祖
。
南
宋
初
，
有
其
一
分
支
後
裔
芊
公
隨
高
宗
南
遷
浙
江
臨
安
（
今
杭

家史求學

州
）
，
再
遷
海
寧
鹽
官
鎮
城
北
，
其
後
裔
分
支
繼
遷
蔣
村
。
清
乾
隆
年
間
，
一
百○

八
世
孫
雲
鳳
公
由
蔣
村
遷
硤

石
鎮
。
雲
鳳
生
有
四
子
（
受
基
、
仁
基
、
肇
基
、
開
基
）
，
我
們
是
老
二
房
仁
基
的
後
代
。
自
清
朝
道
光
帝
時
，

先
曾
高
祖
蔣
楷
築
「
來
青
閣
」
以
聚
書
，
所
藏
多
宋
、
元
善
本
，
以
及
金
石
書
畫
。
高
祖
父
蔣
光
煦
（
生
沐
）
藏

書
樓
名
「
別
下
齋
」
，
一
生
累
積
藏
書
十
萬
卷
；
其
從
弟
蔣
光
焴
也
藏
有
十
萬
卷
集
三
代
藏
書
，
分
別
藏
於
海
鹽

縣
南
北
湖
「
西
澗
草
堂
」
，
又
另
在
海
寧
築
「
衍
芬
草
堂
」
藏
書
樓
，
同
為
藏
書
家
。
後
來
高
祖
父
蔣
光
煦
（
生
沐
）

藏
書
全
毀
於
太
平
天
國
農
民
運
動
，
而
堂
高
祖
父
蔣
光
焴
（
寅
昉
）
藏
書
幸
其
當
年
得
以
船
運
至
上
海
，
繼
溯
江

而
上
到
達
武
漢
，
待
江
浙
平
定
後
再
運
回
故
鄉
硤
石
，
輾
轉
數
千
里
，
珍
如
生
命
，
故
「
衍
芬
草
堂
」
藏
書
倖
免

於
難
。
抗
日
戰
爭
中
，
子
孫
又
將
善
本
圖
書
藏
於
上
海
中
國
銀
行
保
險
庫
中
。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後
因
無
法
繼
續
保

管
，
由
同
鄉
名
家
趙
萬
里
先
生
幫
助
下
，
透
過
中
共
國
家
文
物
局
長
鄭
振
鐸
先
生
，
將
全
部
藏
書
捐
獻
國
家
，
宋

版
藏
於
北
京
國
家
圖
書
館
，
明
版
藏
於
浙
江
圖
書
館
，
清
版
藏
於
上
海
圖
書
館
，
而
故
鄉
海
寧
至
今
仍
保
留
「
衍

芬
草
堂
」
，
海
鹽
亦
保
留
「
西
澗
草
堂
」
，
這
兩
座
蔣
氏
藏
書
樓
為
文
物
保
護
重
點
單
位
，
現
已
作
為
景
點
對
外

開
放
。父

親
蔣
復
璁
（
西
元
一
八
九
八─

一
九
九○

）
，
字
美
如
，
號
慰
堂
，
浙
江
海
寧
硤
石
人
。
祖
父
蔣
方
夔
（
鹿

苹
）
為
清
歲
貢
生
，
詩
詞
俱
佳
，
著
作
有
︽
抱
闊
齋
詩
詞
稿
︾
，
以
辦
學
著
名
。
故
父
親
幼
承
庭
訓
，
上
私
塾
時

由
其
父
蔣
方
夔
執
教
。
長
兄
蔣
壽
籛
（
邁
倫
）
清
宣
統
三
年
中
舉
（
是
海
寧
最
後
一
位
舉
人
）
，
好
詩
詞
、
書
法
，

對
小
弟
復
璁
指
導
尤
多
，
因
此
父
親
自
小
打
下
了
紮
實
的
古
文
基
礎
。
後
隨
仲
兄
公
榖
（
抗
戰
之
初
，
曾
擔
任
軍

了ㄩ

了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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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
並
參
加
南
京
保
衛
戰
，
目
睹
日
軍
侵
華
南
京
大
屠
殺
，
為
︽
陷
京
三
月
記
︾
之
作
者
）
往
杭
州
上
高
等
小
學
，

此
時
適
逢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到
訪
杭
州
，
父
親
很
榮
幸
地
擔
任
小
學
生
代
表
，
向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獻
花
並
親

聆
訓
詞
。
從
此
「
天
下
為
公
」
的
教
誨
便
牢
記
在
心
頭
，
成
為
一
生
做
人
做
事
的
座
右
銘
。
小
學
畢
業
後
，
考
取

在
青
島
中
德
合
辦
的
高
等
專
門
學
校
，
但
因
歐
戰
爆
發
，
日
軍
侵
入
青
島
，
學
校
被
迫
停
辦
，
而
轉
入
德
商
所
辦

的
天
津
德
華
中
學
。
後
考
取
北
京
大
學
預
科
，
又
升
入
哲
學
系
，
而
有
幸
成
為
提
倡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胡
適
（
註
一
︶

、

朱
家
驊
（
註
二
︶ 

老
師
的
得
意
門
生
。
民
國
十
二
年
北
大
哲
學
系
畢
業
，
在
校
時
曾
參
加
「
五
四
運
動
」
，
主
張
抵

制
日
貨
，
展
現
愛
國
精
神
。

圖
書
事
業
的
開
啟

民
國
九
年
，
父
親
經
堂
叔
蔣
方
震
（
百
里
）
引
薦
給
梁
啟
超
先
生
，
且
於
民
國
十
二
年
二
月
進
蔡
鍔
（
松
坡
）

圖
書
館
擔
任
秘
書
編
輯
，
掌
管
圖
書
之
採
編
、
登
記
及
閱
覽
業
務
，
並
協
助
德
文
圖
書
的
編
目
工
作
，
書
寫
德
文

目
片
兩
千
多
張
。
在
北
京
松
坡
圖
書
館
時
，
向
梁
任
公
先
輩
請
益
收
穫
甚
豐
，
也
曾
參
與
北
京
圖
書
館
協
會
，
推

為
協
會
書
記
。
同
年
夏
季
，
父
親
自
北
大
哲
學
系
畢
業
，
兼
任
北
京
清
華
兩
所
大
學
的
講
師
。
民
國
十
五
年
任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編
纂
，
負
責
中
文
圖
書
編
目
，
開
始
深
入
研
究
公
私
薄
錄
，
有
志
於
中
國
圖
書
分
類
的
改
革
。
三

年
後
即
在
中
華
圖
書
館
協
會
首
次
年
會
上
，
發
表
了
〈
中
文
圖
書
分
類
之
商
榷
〉
論
文
，
由
此
引
導
走
上
了
從
事

圖
書
館
事
業
的
道
路
。

此
外
，
父
親
曾
和
同
鄉
表
兄
徐
志
摩
同
住
在
北
京
西
城
石
虎
胡
同
七
號
館
舍
，
朝
夕
相
處
切
磋
學
問
、
詩

家史求學

詞
、
戲
曲
，
並
在
民
國
十
四
年
九
月
為
徐
志
摩
編
印
出
版
第
一
部
白
話
詩
集
︽
志
摩
的
詩
︾
，
仿
宋
宣
紙
，
由
中

華
書
局
代
印
。
當
時
父
親
也
常
去
拜
訪
同
鄉
前
輩
國
學
大
師
王
國
維
（
靜
安
）
先
生
，
且
王
國
維
也
有
意
收
他
為

徒
，
卻
意
外
地
錯
過
了
，
無
緣
拜
王
國
維
為
師
；
而
後
父
親
將
同
鄉
摯
友
趙
萬
里
介
紹
給
王
國
維
大
師
，
意
外
地

促
成
他
們
的
師
徒
情
，
成
了
一
樁
美
事
。
民
國
十
六
年
六
月
父
親
在
王
國
維
先
生
逝
世
後
，
曾
作
了
一
副
輓
聯
沉

痛
悼
念
：
「
太
息
觀
堂
詩
，
一
曲
宮
詞
成
讖
語
。
不
朽
獨
行
傳
，
千
秋
絕
學
在
遺
編
。
」
摯
友
趙
萬
里
先
生
則
感

念
王
國
維
恩
師
的
提
攜
教
導
，
為
他
編
寫
了
〈
民
國
王
靜
安
先
生
國
維
年
譜
〉
，
對
學
術
界
的
研
考
作
出
了
貢
獻
。

民
國
十
九
年
七
月
，
經
老
師
朱
家
驊
及
浙
江
省
教
育
廳
長
陳
布
雷
先
生
的
推
薦
，
獲
浙
江
省
政
府
選
派
且
考

取
「
德
國
洪
博
基
金
會
」
獎
學
金
，
留
學
德
國
柏
林
大
學
哲
學
系
及
圖
書
館
學
院
畢
業
。
德
國
是
聯
邦
制
，
柏
林

的
普
魯
士
邦
立
圖
書
館
是
在
德
皇
威
廉
二
世
登
位
時
所
建
，
規
模
甚
大
、
藏
書
甚
豐
，
具
國
家
圖
書
館
實
力
。
在

德
國
留
學
兩
年
期
間
，
父
親
首
先
在
普
魯
士
邦
立
圖
書
館
實
習
，
任
客
座
館
員
，
從
實
踐
中
求
知
識
，
學
以
致
用
，

這
對
他
以
後
返
國
籌
建
中
央
圖
書
館
的
實
務
工
作
大
有
幫
助
。
由
此
並
養
成
了
他
之
後
一
生
事
業
不
浮
誇
、
重
實

幹
的
精
神
，
及
凡
事
自
必
躬
親
的
習
慣
。

家
庭
軼
事 

民
國
十
一
年
，
父
親
迎
娶
同
鄉
伊
橋
孫
氏
家
宜
為
妻
，
鶼
鰈
情
深
，
共
育
二
女
三
男
，
依
次
為
麗
似
、
祖
安
、

祖
壽
、
婉
似
和
祖
怡
。
二
伯
父
公
穀
先
生
因
膝
下
無
子
女
，
故
父
親
早
年
就
承
諾
將
長
子
過
嗣
他
，
但
母
親
頭
胎

卻
生
了
個
女
兒(

麗
似)

。
因
祖
父
鹿
平
公
有
重
男
輕
女
的
傳
統
思
想
，
這
讓
母
親
感
到
有
些
失
望
，
加
上
初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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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母
缺
乏
經
驗
，
且
時
值
隆
冬
季
節
，
一
時
疏
忽
讓
小
女
嬰
受
涼
，
得
了
支
氣
管
炎
。
小
女
嬰
幾
日
不
思
進
食
，

因
此
缺
乏
營
養
，
幾
乎
奄
奄
一
息
，
幸
好
公
榖
伯
父
是
醫
生
，
伯
母
朱
慧
瓊
（
維
瑰
）
則
是
有
知
識
的
教
師
，
夫

婦
兩
人
十
分
喜
愛
小
孩
，
故
立
刻
將
小
女
嬰
抱
去
領
養
。
他
們
視
嗣
女
麗
似
為
己
出
，
十
分
寵
愛
，
捧
為
掌
上
明

珠
，
呵
護
有
加
。
之
後
母
親
生
了
長
子
祖
安
，
父
親
仍
按
約
將
祖
安
過
嗣
給
哥
哥
嫂
嫂
，
但
因
祖
安
從
小
多
病
，

即
隨
父
母
居
住
南
京
家
中
。
此
後
又
生
了
二
哥
祖
壽
、
二
姐
婉
似
，
至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夏
秋
八
月
，
才
生
了
幼
子

祖
怡
的
我
。

日
本
於
民
國
二
十
年
發
動
九
一
八
事
變
，
開
始
侵
略
中
國
、
擒
吞
東
北
，
又
於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挑
起
盧
溝
橋

七
七
事
變
爆
發
抗
戰
。
蔣
委
員
長
委
派
叔
祖
父
蔣
百
里(

前
保
定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校
長
、
我
國
近
代
著
名
的
軍
事

家)

率
團
赴
歐
洲
開
展
軍
事
外
交
；
父
親
則
奉
命
擔
任
秘
書
，
隨
團
出
訪
德
、
義
兩
國
，
客
串
了
一
次
重
要
的
國

事
外
交
工
作
，
並
在
完
成
任
務
後
提
前
返
國
至
武
漢
，
攜
帶
叔
祖
父
蔣
百
里
的
報
告
面
呈
蔣
委
員
長
，
而
獲
得
領

袖
的
讚
許
嘉
獎
。
因
父
親
臨
時
奉
命
出
國
，
故
將
南
京
的
家
遷
居
上
海
，
與
仲
兄
蔣
公
榖
合
居
，
兩
家
併
為
一
家
，

於
往
後
的
日
子
中
，
不
論
時
局
如
何
，
兄
弟
、
妯
娌
之
間
皆
和
睦
相
處
，
彼
此
照
應
。
公
榖
伯
父
於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因
心
臟
病
在
重
慶
過
世
。

抗
戰
勝
利
後
，
雖
然
父
親
工
作
繁
忙
，
但
仍
在
南
京
上
海
兩
地
奔
波
輾
轉
，
時
常
關
心
子
女
的
學
業
生
活
工

作
諸
事
，
對
子
女
的
成
長
傾
注
了
無
微
不
至
的
父
愛
。
抗
戰
勝
利
後
第
二
年
，
父
親
率
全
家
從
上
海
返
回
故
鄉
浙

江
海
寧
硤
石
鎮
老
宅
，
為
在
抗
戰
時
期
過
世
的
祖
父
蔣
方
夔
（
鹿
平
公
）
舉
辦
九
十
冥
誕
家
祭
。
老
宅
亦
在
大
伯

父
蔣
壽
籛
（
邁
倫
）
努
力
下
，
將
抗
戰
時
期
遭
日
寇
轟
炸
倒
塌
的
「
教
經
堂
」
大
廳
書
房
修
復
，
並
將
二
伯
父
蔣

家史求學

公
穀
靈
柩
從
四
川
重
慶
運
回
安
葬
故
鄉
海
寧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透
過
浙
江
省
政
府
主
席
陳
儀
協
助
，
將
叔
祖
父
蔣

方
震
（
百
里
公
）
靈
柩
從
廣
西
宜
山
遷
回
杭
州
安
葬
。

雖
然
抗
戰
時
父
親
為
國
家
作
出
過
許
多
貢
獻
，
但
他
並
無
衣
錦
還
鄉
，
居
功
自
傲
，
仍
對
人
真
誠
謙
虛
。
當

時
父
親
在
和
鄉
親
會
晤
時
，
留
有
一
副
自
撰
詩
：

江
湖
廿
載
傳
虛
名
，
富
貴
浮
雲
草
芥
輕
；

歷
碌
終
朝
惟
一
事
，
採
書
訪
古
盡
心
誠
。

胡
適
（
西
元
一
八
九
一
年
｜
一
九
六
二
年
）
，
原
名
胡
洪
（
馬
辛
）
，
後
改
名
適
，
字
適
之
，
安
徽
績
溪
人
。
為
現
代
著
名
學
者
、

作
家
、
教
育
家
，
專
長
為
歷
史
、
文
學
、
哲
學
等
領
域
。
胡
適
以
倡
導
新
文
化
運
動
（
五
四
運
動
）
聞
名
於
世
，
宣
導
民
主
與
科
學

的
重
要
，
且
發
起
文
學
革
命
，
鼓
勵
使
用
白
話
文
。
於
一
九
二
○
年
寫
出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第
一
本
白
話
詩
集
《
嘗
試
集
》
，
並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提
名
。
曾
歷
任
北
京
大
學
教
授
、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
臺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等
重
要
職
位
。

朱
家
驊
（
西
元
一
八
九
三
年
｜
一
九
六
三
年
）
，
字
騮
先
，
浙
江
省
吳
興
縣
人
（
今
湖
州
）
。
曾
留
學
德
國
專
攻
地
質
學
，
為
中
國

近
代
地
質
學
的
奠
基
人
。
除
了
在
地
質
學
上
的
成
就
外
，
朱
家
驊
也
為
中
國
近
代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
政
治
人
物
。
自
德
返
國
後
，
曾

追
隨
國
民
黨
元
老
戴
季
陶
（
傳
賢
）
先
生
在
廣
州
籌
組
中
山
大
學
，
出
任
副
校
長
；
後
來
在
南
京
擔
任
教
育
部
長
時
成
立
「
留
學
德

國
同
學
會
」
和
「
中
德
友
好
協
會
」
，
是
二
○
年
代
至
四
○
年
代
中
德
關
係
的
重
要
人
物
。
父
親
蔣
復
璁
深
受
影
響
，
自
留
德
返
國

後
追
隨
他
在
相
關
機
構
當
任
總
幹
事
，
一
生
致
力
於
中
德
友
好
事
業
。
他
一
生
中
出
任
過
的
重
要
職
位
有
︰
北
京
大
學
教
授
、
中
英

庚
款
會
的
董
事
長
、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的
交
通
部
長
、
教
育
部
長
、
浙
江
省
主
席
、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部
秘
書
長
、
組
織
部
長
、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
並
於
六
○
年
代
在
臺
灣
退
休
，
獲
蔣
中
正
聘
任
為
「
總
統
府
資
政
」
。

註
一

註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