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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伟大的西北》是抗战期间蒋经国游历考察大西北的见闻。
对西北的开发和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要种树蓄水、改善交通、治理风沙、振兴农业、发展
教育等主张，并鼓励青年到西北去进行开发建设。
今天重读书中对“开发西北”的积极倡导，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蒋经国“一个中国”观念的形
成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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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经国（1910—19880），浙江奉化人。
早年曾留学苏联，并写过谴责共父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文章以示决裂。
在台期间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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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西北行程纪要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由重庆乘欧亚飞机至兰州，在兰州参观工矿各厂
，共住二十日。
候西北工业考察团到后，于十一月十二日同车去西宁。
除参观省城内之工厂外，曾参拜有名黄教发源地之塔尔寺，更远到青海及蕴藏奇富之茶卡盐池。
企图去都兰未果。
往返十二日，再到兰州。
勾留旬日，准备西去行装。
十二月三日于风雪弥漫中，由兰州乘车西行，经过武威、张掖、酒泉——所谓河西走廊。
六日达到资源委员会玉门油矿局。
在该局住三日后，再西行，经玉门、安西，人新疆境。
途经星星峡、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达坂城等地，于十二月十八日到迪化。
住督办公署东花园。
当时在城郊参观工矿等厂场不少。
十二月二十六日去伊　　犁，仍以车行，经绥来，独山寺——新疆石油产炼处——乌苏精河，越果子
沟人伊犁九城之惠远、绥定，于十二月三十日傍晚到伊犁。
住行政长官公署。
伊犁为新疆最富庶之区，适逢年节，除参观工矿牧畜等事业外，并得睹该区教育建设，及各民族之文
化组织；见闻较多，殊为新颖。
中间曾去霍尔果斯中苏交界处一巡。
三十二年一月七日离伊犁，九日到迪化，承新省当局挚意挽留，参加该省之工业三年计划，并新疆省
党部成立典礼；至一月二十三日乘欧亚飞机东返。
经三日始达兰州，盘桓数日；一月二十八日离兰州，车行经华家岭、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
，过双石铺、大散关，越秦岭，而至宝鸡。
住申新纱厂，度旧历新年。
曾去眉县调查石墨。
二月五日离宝鸡，再越秦岭，过双石铺、庙台子、褒城、沔县、五丁关、临强、牢固关、七盘山、龙
洞背、朝天驿等形胜地至广元。
住广元一日，再行，过剑阁、潼梓，经德阳、广汉，人成都平原而至成都。
成都住一日，循成渝路于二月十三日抵渝。
此行共计一百十八日，往返约二万里，去时风雪载途，归来花黄麦秀，景物各殊。
途中闻见，悉载篇中，读者如能逐页详观，西北现时工业情形及将来发展希望，均不难于字里行间得
其轮廓。
　　二从重庆到兰州　　“抗战之根据地在西南，建国之根据地在西北。
”自三十一年夏蒋委员长有此远见之启示，开发西北，遂为全国人士所关心。
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适于是年秋间组织西北工业考察团，笔者获得参加。
大部分团员定于九月二十二日由重庆乘车出发，笔者因尚有待理之事，故决定随后赶至兰州参加。
本定十月十七日乘欧亚飞机，因十七日飞机未到，改期十八日。
是日早晨八时赶至机场，不料延至十一时尚无消息，欧亚公司乃通告乘客归去候信。
适天雨，街道泥泞，上坡路滑不能行车，步行由南区公园之盘道至公司，汗透内衣，解衣试汗，似受
凉，下午回家觉畏寒，很像将发疟疾，即服奎宁丸，蒙被而卧，幸得无恙。
晚间得公司信，谓明晨需六时左右至机场，因欧亚机已于今日下午三时由昆明飞到。
　　十九日四时半起床，精神稍逊平日。
五时许由李子坝乘人力车往，六时十分到飞机码头，欧亚公司办事处除工役二人外均未到。
候之久，始有职员来，谓今日准飞，遂下坎到珊瑚坝，候过磅。
又久之，飞机师始到，临时又将载重校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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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甘肃油矿运铸钢二件，约二百余公斤，乃将汽油放出一部分，九时三十分始飞。
欧亚机如此迟误，非难之人颇多，甚至有谓远不及中航公司之管理得法者。
因中航起飞有定时，权在公司，而欧亚公司无权，飞机师要如何便如何耳。
复因欧亚机之年龄过老，驾驶人谨慎行事，天时不佳，即不肯冒险尝试。
观其起飞前，对于载重必斤斤较量，足知慎重。
然欧亚机虽老，其配修之零件则甚充足。
因香港未陷落前欧亚公司之材料预备甚丰，故大有余裕尚能维持航行。
　　余乘欧亚机尚属第一次，起飞时毫无感觉。
是日天微雨。
云雾弥空。
起飞以后，几全程在云雾上行，而飞行极稳，甚少倾侧上下跳跃诸动态，人言欧亚飞机师技术高明，
亦足征信。
西北航线本欧亚公司开创，故飞机师对航路甚熟悉，起飞后必达目的地，故余上飞机后，对欧亚机颇
有好感。
　　飞机在云雾中行，四周一片白色，甚觉单调乏味。
至十二时以后，云雾渐开，忽见陆地，然无数起伏之山陵，几全如暗黄色之土丘，甚少树木，草亦稀
疏，间有人家，其旁或有疏疏落落之几点青绿色，雨水冲洗山坡，蚀成无数纵深之沟，汇为溪涧，沿
山脚行，又似有水无水者。
如此景象，弥望不知若干里，飞行其上约计一时许。
继见黄流滚滚，知将到矣。
黄河两岸略有平原，而一片青绿，尤快人心，田园家宅中亦不少树木，城堞宛然，街道界划明显，飞
机忽倾翼而下，致未窥全豹，即已辚辚着陆矣。
下机后，检查员来，照填来历表讫，稍问即了。
乘欧亚客车进城后，再乘人力车至交通银行，即下榻其处。
是时兰州觅居大不易，至此则宾至如归，深感-主人盛意!　　三兰州在变动中　　工程师带去了雨，
亦带去了物价。
　　此间秋季本雨期，不过今年较历年为多。
自工程师学会在此开会后，即不断有雨。
人言工程师将雨带来，可谓不虚此行。
同时兰州物价，亦因工程师在此开会时，陡涨几倍，因当时重庆、成都等地，均物价较高，到此地之
人觉得样样便宜，争相购买。
学工程之人，大概均天真，买时随便对卖主说，这东西为何如此贱，卖主知价可提高，逐愈买愈贵。
不过当时买东西的人，亦有想不到之滑稽，此地铜货甚贱，甚至有铜脸盆十个八个带回者。
眼前颇有人预言，工业考察团到后，物价必又将趋涨。
因市面不大，货色亦不多，每个人购买货物几千元，投入市面的总数，亦觉可观。
予知此次团员中，大半类似予之打错算盘，均拟在此买皮衣，实则此地皮衣，其贵已足惊人，能御寒
而可观者，起码要四五千元。
予到此三日，对此问题尚未能圆满解决也。
　　此间生活所需之食物，除米外，均较重庆贱。
米七百五十五元一市担，面粉三百八十元一市担，猪肉八元一斤，羊牛肉均五元，猪油九元，白菜一
元二角，盐官价一元九角，碱五元。
其他水果特别好，价亦不贵。
辣椒拳头大，红得爱人。
西瓜青皮红心，街上尚有剖售，味想不错，不过南方人说已过时，未敢贸然尝试。
总之，此地纬度与北平等，故夏季不热；而地势四周皆山，少风反无北平之寒。
瓜果菜蔬，则又特别硕大而味美。
故来此之人，常有不胜其留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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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兰州之化学工业　　二十日下午去七里河参观雍兴公司之化学工厂。
雍兴公司为中国银行投资之事业，本为制药厂，现则制药事业已放弃，主要者为酒精、肥皂、玻璃及
露卜郎法制碱四部。
卞松年先生在此主持一切，予先时曾以电话相询，承派马车来接。
卞先生不改当年在塘沽时风度，小胡子如故，惟昔则未婚，今则两千金绕膝下矣。
话旧移时，即在工厂巡视一周。
酒精之原料，系以青稞酿白酒，再加蒸馏。
前次山洪暴涨时，酒窖受冲损失不少。
玻璃品如瓶如杯如着色花瓶等，手工不错。
近且作平板窗玻璃，不过究未十分平，每平方尺价约十余元，当然获利。
融熔碱为宁夏运来之天然碱，实则即予当年所调查之碱，并非产自宁夏，而一般人却如此云云。
肥皂完全手工，有碱化釜三个，作品样式及碱化程度均佳，在重庆方面尚未见有如此好货者。
惟露卜郎制碱则尚未成功，熔化及浸出槽均建筑具备，制出之货不能脱弃硫化碱之臭味，或为炉内之
温度不够，予告以永利则近已出货，可派人前去参观，以资借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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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说明　　新千年伊始，“西部大开发”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媒体聚焦西部，介绍西
部的现状和开发前景，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大西北的历史状况，我们选编了“走进大西北丛书”，所收作品均为民国时期
著名人物考察西北的经历和见解，供读者参考。
　　西北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资源富饶，民族众多，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近代以来，包括晚清和民国初年，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左宗棠、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为了应付边疆
危机和战时需要，强调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倡言移民实边，“开发西北”；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还曾经成立过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社团，不少人满腔热血，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前往西北考察游历
，遥远、荒凉而又神秘的西北一时成为时代的热门话题。
同时出版了一些有关西北的考察报告，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的见解未必都恰当，言辞也未必都符合现代语言习惯，但为了保持历
史的真实，便于读者进行对比和反思，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包括大量珍贵
图片)。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借鉴。
　　20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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