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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红民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民党史，以及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历有年所，卓有成就。
发表的著作，质、量均丰。
陈教授研究的途径，是从研究国民党人胡汉民着手，进而扩及更多的相关人物和史事。
其所表现的成就，是精于资料考订和分析，来探求历史的真相。
故其发表的著作，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肯定。
在史学界中，陈教授属于年轻的一代，所负的任务，至为重大。
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浙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可
谓任重道远。
江浙文风至盛，历代皆然，于今亦然。
当此中国国势蒸蒸日上，社会经济欣欣向荣之际，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更显得重要而突出。
本人两年前在奉化溪口参加民国史研讨会时，深有所感，曾应当地民国研究中心之嘱，留一题词：“
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地大物博，民富国强。
”意思是说，要使富强可大可久，人杰地灵至为必要。
而要人杰地灵，就要重视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
陈教授以浙大人文学院教授之职，来推动这两大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
）工作，必可大展宏图。
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研究，有地理、人文与资料之便。
陈教授在南京大学时期，曾经参与《蒋介石全传》和《台湾30年（1949-1979）》，以及《80年代的台
湾》、《蒋家王朝2——台湾风雨》等撰著工作，对蒋在台湾26年的经过，至为熟悉。
现在出版《蒋介石的后半生》，论述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史事，加以评论。
这是陈教授的“拿手好戏”。
现在，陈教授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借近年新资料的出现，特别是蒋氏档案与日记分别在台湾与
美国对学者开放的有利时机，对蒋氏历史地位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
陈教授在书中所记述和评论蒋介石统治台湾26年（1950一1975）这期间，正是我在台湾充当国民党的
“小卒”，对这段史事，虽然身历其境，只是身在庐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
读了陈教授这本著作以后，恍然有悟。
但也觉得蒋对台湾和中国文化，有相当的贡献。
例如随蒋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一批专家和知识分子，使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走上近
代化，实在功不可没。
尤其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蒋氏领导对日抗战的结果。
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两极化，即如我十年前在陈教授《蒋家王朝2——台
湾风雨》的序中所言：就近年来个人的感受所及，两岸对蒋氏的历史评价，似有逆转的趋势，台湾方
面过去的著作，对蒋氏能褒而不能贬，近年则以贬蒋为时尚。
影响所及，毁其铜像者此起彼落，大有“文革”的批斗意味。
大陆方面过去对蒋则是能贬而不能褒，近年已渐趋理性，虽不免毁多于誉，但亦不乏实事求是较为客
观的评价。
这是对近代人物研究的态度一大进步，是忠于近代史研究的可喜现象。
因为政治的变迁，台湾方面曾有很长“神化”蒋氏的历史，2000年之，主政的民进党对蒋氏进行了近
十年的“文革”式批斗，最近因政治环境改变，势将告一段落。
复以蒋氏档案资料的公开，今后两岸对蒋氏的研究评价，必将趋于客观。
陈教授这一著作正是不断与时俱进的表现。
2008年10月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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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
人死之后，其历史地位基本就确定了。
但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盖棺”而不能“定论”，蒋介石即为一例，在他过世之时，海峡两岸对他的
评价有着天壤之别。
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从“神
化”到“丑化”的过程，甚至掀起过一些政潮；在大陆，对他的评价则经历着从“漫画”到“写实”
的过程。
现实政治的演变与档案材料（尤其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不断开放，使得有关
蒋介石的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
    蒋介石（1887—1975），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如何准确、客观地评价蒋介石，特别是研究较为薄弱的蒋介石的后半生，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
书稿专写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以信史的角度，为我们完整而准确地勾绘出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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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是国内蒋介石研究的权威学者，著有《胡汉民评传》、《台湾政坛风云》、《蒋介石全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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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重掌国民党政权  一 涵碧楼的新年  二 蒋、李“斗法”  三 复任“总统”  四 陈诚“组阁”  五 军
队大改组第二章 “保卫大台湾”  一 神秘的“白团”  二 政工改制，整饬军纪  三 “防谍肃奸”与制台 
四 弃守海南、舟山岛  五 “精神物质总动员”第三章 朝鲜战争与蒋介石政权之起死回生  一 “出兵”
受挫  二 麦克阿瑟突访台湾  三 阻挠停战谈判  四 劫掠志愿军战俘第四章 改造国民党  一 反省  二 建立“
革命实践研究院”  三 改造经过  四 国民党“七全大会”第五章 “反共抗俄总动员”  一 “妇联会”  
二 “救国团”  三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  四 发表《苏俄在中国》  五 “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六
章 “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  一 建设“模范省”的理论设计  二 推行“地方自治”  三 “耕者有其田”
与“四年经建计划”  四 “反共抗俄战士授田”第七章 “对日和约”与日台关系  一 “旧金山和会”
的门外客  二 “对日和约”的曲折  三 岸信介访台第八章 争取“美援”的种种努力  一 台海“非中立化
”与“放蒋出笼”  二 宋美龄与蒋经国访美  三 尼克松访台  四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五 拒绝“海峡
停火案”  六 大陈岛撤退  七 “五二四”反美事件第九章 整肃内部稳固统治  一 越洋起诉毛邦初  二 “
王世杰案”  三 “吴国桢案”  四 “孙立人兵变”  五 连任“总统”第十章 “外交空间”的伸缩  一 处
理与日本的摩擦  二 与外国领导人商讨“国际反共”  三 迎接艾森豪威尔访台  四 与法国断绝“外交关
系”  五 度过台日关系的危机第十一章 经受新的内外冲击  一 平息“监察院”、“行政院”间政潮  二 
再次任命陈诚“组阁”  三 “八二三”炮战  四 为“西藏叛乱”事件推波助澜  五 制定“八七”水灾的
救灾措施第十二章 “雷震案”  一 “宪政”难题  二 第三次任“总统”  三 《自由中国》的挑战  四 “
雷震案”  五 接见参加“阳明山会谈”的学者专家第十三章 “反攻”新策略  一 制定《光复大陆指导
纲领》  二 派遣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  三 策动“毋忘在莒”运动第十四章 政治新布局  一 国民党“九全
大会”上再任总裁  二 推出严家淦任“行政院长”  三 处理陈诚丧事  四 第四次当选“总统”  五 打击
瓦解“台独”势力  六 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第十五章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一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二 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三 “反共建国联盟”  四 “讨毛阵线”第十六章 “外交”大溃败  
一 联合国席位保卫战  二 被逐出联合国  三 失去盟友  四 台日关系的决裂第十七章 “革新保台”  一 国
民党“十全大会”  二 “革新保台”  三 第五次当选“总统”  四 传子交权第十八章 蒋介石之死  一 晚
年生活  二 病逝与治丧后记注释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的后半生>>

章节摘录

插图：台湾，日月潭，潭水涟漪，环山幽翠，景色迷人。
1949年12月24日，坐落在潭边的涵碧楼迎来了一群不寻常的居住者，他们就是前“中华民国总统”、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其家人、随从。
他们专程从台北赶到这儿，辞旧岁，迎新年。
那些日子里，人们常发现蒋介石或“散步林中，观赏朝日”，或泛舟湖中，静坐独钓，或“至化番社
，参观山胞歌舞”蒋经国，一时间，他似乎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是十分不平静的。
自1946年夏他发动“剿共”内战以来，数百万全副美式武装的“国军”不仅没能消灭共产党，反而被
“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
尽管仍有一些残余力量在大陆上从事抵抗活动，但其被消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国民党所能控制的领土，事实只剩下3万余平方公里的台湾岛及其附近的几个小岛。
而他本人也从抗战时的民族救星，沦为中国共产党宣布的战犯名单上的一员，从全国的统治者沦为一
个小小台湾岛的主人，而且由于桂系的施压，他还不得不放弃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
所谓往事不堪回首，此其时也。
但蒋介石并不善罢甘休，梦想着东山再起。
因此，他自决定引退之日起，便为卷土重来而悄悄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
作为第一步，蒋介石于1948年底派曾长期担任其“内迁供奉”机构励志社总干事的国民党军联勤副司
令黄仁霖赶赴台湾成立“美援物资接收处”，并命令“所有军援物资都必须转运到台湾去”，并由此
而控制了美国全部援华军用物资。
据黄仁霖回忆，在其控制下，自1949年后的3年内，“总计接收了不下300余条船的美援军用物资”。
这成为蒋介石东山再起的一项重要资本。
就在正式宣布引退的前一天，他指示“行政院长”孙科任命得力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1949年1月18日，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不久，他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
3月，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所有迁台的行政机构。
在陈诚控制台湾后，蒋介石又密令曾任上海市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俞鸿钧将国库所存全部黄
金、银元和美钞运往台湾。
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此项被转移资产共值美钞33500万元，“若照海外比值，尚不
止此数”。
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
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
这也成为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东山再起的资本。
在蒋介石支持下，陈诚在全台实行戒严，采取严厉措施整编军队，清洗异己，镇压地下共产党，打击
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分子，推行“三七五”农地改革。
通过陈诚，蒋介石初步控制了台湾这块最后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继续从幕后遥控指挥其嫡系将领在前线作战，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走上前台。
7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并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该会主席，以
代总统李宗仁为副主席，以张群、陈诚分任其西南分会主席和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还任命陈诚为东
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及海南岛等地区；并规定：“凡政府重大决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
，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
”《风雨中的宁静》，第183页。
由此，蒋介石彻底架空了代总统李宗仁，重新夺回了国民党政府的实际控制权。
8月1日，又在台北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下设8个组及1个设计委员会，分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
工作。
通过这两个机构的设立，蒋介石既架空了李宗仁，也为自己走上前台寻到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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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保卫战”、“重庆保卫战”及“成都保卫战”，蒋介石都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亲临
指挥、督战，处理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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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下书店里各种关于蒋介石的著作已有不少，因此有必要将这本书的特点写出来，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
一、蒋介石88年的生涯可谓曲折复杂，大致可分为大陆时期62年（1887-1949）和台湾时期26年
（1950-1975）。
蒋介石的“台湾时期”，可称为他的“后半生”。
若从蒋介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较大影响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算起，他的大陆时期（30年左右）和台
湾时期（26年）时间相差不多，两个时期应该在他的历史中占有基本相同的比重。
依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历史，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台湾时期的比重似乎还应大一点。
可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类传记中，两个时期所占的比例差别很大，大陆时期特别详尽，而台湾时期过分
单薄。
如刘红著《蒋介石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上、中、下三册，150万字，1000余页，台湾时期只
有150页，不足六分之一。
如果说大陆学者的著作有此类缺憾与资料的匮乏有关的话，则难以解释为何台湾与海外学者的书中也
有同样的问题。
我手边有部旅美学者汪荣祖教授和台湾李敖先生合著的《蒋介石评传）），由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
有限公司1995年4月出版，这部书上下两册884页，其中大陆时期为772页，台湾时期仅占102页，不足
八分之一。
我与汪荣祖教授曾在海外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相见，曾当面请教。
汪教授的意见是，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没什么可写的。
我对汪教授的学问钦佩已久，但对此一观点不敢苟同。
由于时间、空间环境的巨变，台湾时期的蒋介石与大陆时期有了很大差别，应该是有写头的。
我们的这部书就较详细地揭示了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作为。
书中内容虽不能说完全是鲜为人知，至少也是以往同类著作中所忽视的。
二、蒋介石的特殊地位，使他在很长时间影响甚至主宰着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与行为。
目前不少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没能真正区分什么是政党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什么是个人行为，常常
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及其政权行为混同于蒋的个人行为。
一本他的传记，与一部国民党史没有多大差别。
难免会令那些已经熟知国民党历史而希望更多地了解蒋个人的读者失望。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完全以蒋介石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生活为主线，其他的即使很重要也只能作为
写蒋的背景，而不能喧宾夺主。
如此，或许可以更容易地为蒋在历史上定位。
以上两个特点：以台湾为主，以蒋介石个人为主，就决定了我们所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关于台湾时期
蒋介石的著作，而不是通常所见到的那种政权行为与个人行为混淆不清，名为写蒋介石而实际上写的
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历史的著作。
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有赖于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
写作过程中，我们尽力所能及，广为搜集两岸出版的各类重要史料，尤其是认真披阅了此一时期的台
湾报刊，逐日查找蒋介石言论与活动的线索。
在蒋介石个人档案完全开放之前，报刊是能提供研究其言行信息量最大的资料。
终日查阅旧报刊，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况且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报刊是缩印本，须借助放大镜方
能阅读。
细心的读者或许能以此来区分出本书与同类著作在资料方面的差别。
可以不夸张地说，正因为在资料方面下的死功夫，才使我们有自信写出此书，“丑媳妇见公婆”。
纵使读者不同意我们的某些论点，也能通过书中史料来感受那段历史，体会这个人物。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为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我去年底曾专程去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所查抄，因此，关于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在台情况，均是依据最新资料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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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长期处于分裂敌对状态，对同一客观存在的实体与事
物会有不同、甚至完全敌对的理解与称呼。
本书在遇到此类情况时，适当做了符合大陆读者阅读习惯的处理。
但在整段引用蒋介石文章或谈话（包括引用一些资料或书名）时，则保持了原貌，这是反映历史真实
面貌所必需的。
读者或许可以通过这些原文，更真切地分析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由我确定写作主旨、风格和提纲。
初稿写作的分工为：赵兴胜  第一章至第九章；陈红民  第十章至第十四章、第十七章一节、后记；韩
文宁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第十四章一节；我对全书做了大量的内容修改补充和文字统一润色工作
。
为了让读者通过“读图”来近距离地感受时代气息，直观地了解蒋介石，我们选配了大量珍稀图片。
两岸研究民国史与蒋介石的著名学者蒋永敬教授、杨天石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为本书增色；写
作过程中，曾参阅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与资料，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只是最直接的部分；南京大学图
书馆港台阅览室、港台报刊阅览室的几位老师在查阅资料方面给了不少的便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
平先生、常婷女士提供了宝贵建议。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对修订工作予以了支持，将本书列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
丛书”出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宝忠、陈丽霞博士，葛玉丹编辑等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
在此，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帮助本书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长期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两极，由于我们
学识有限和搜集资料方面的困难，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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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红民教授精进不已，最近又远赴美国，阅读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终于为我们比较完整而准确地
勾绘出蒋介石在台湾26年的面貌。
可以说，它填补了蒋介石研究的空白、台湾史研究的空白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空白。
我为陈红民教授等人贺。
相信本书将受到两岸读者的欢迎，增加人们对台湾时期蒋介石的了解，促进两岸学者的交流，并且推
动两岸和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杨天石《蒋介石的后半生》，论述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史事，加以评论。
这是陈教授的“拿手好戏”。
现在，陈教授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借近年新资料的出现，特别是蒋氏档案与日记分别在台湾与
美国对学者开放的有利时机，对蒋氏历史地位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读了陈教授这本著作以
后，恍然有悟。
觉得蒋对台湾和中国文化，有相当的贡献。
例如随蒋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一批专家和知识分子，使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走上近
代化，实在功不可没。
尤其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蒋氏领导对日抗战的结果。
　　——蒋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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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的后半生》：两岸国民党史研究权威杨天石、蒋永敬联袂推荐基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之
翔实史料大陆第一部从信史角度全面反映蒋介石在台湾时期军、政、经活动及其命运的著作填补了对
蒋介石后半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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