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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弁言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
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
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
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
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
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
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
。
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
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
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
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
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谨识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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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文先生口述历史:胡宗南兵败西北详情》谈话主要与胡宗南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有关。
尤其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攻取延安、1948年瓦子街之失败，叙述详尽，并记录了盛文个人对国共两党
实力消长的分析和见解，值得史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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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文（1906-1971），字国辉，湖南长沙人，黄埔六期及陆大十期毕业。
历任军事干部，1940年为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1942年受命西北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1943
年任西安警备司令。
抗战胜利后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1946年任胡宗南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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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弁言 一、家世及早年教育 （一）少年时代 （二）从北大投笔从戎 （三）打金家寨共党老巢 （四）进
陆大及参加抗战 二、重庆参谋会议后的际遇 （一）参谋长会议首次的崭露头角 （二）共党开始对付
我 （三）担任胡宗南参谋长 三、陇南“剿匪” （一）中央军在西北的多边作战 （二）陇“匪”的崛
起 （三）受命“剿匪”前敌总指挥 （四）首次为陇“匪”包围 （五）转败为胜的关键 （六）“匪”
患的肃清 （七）“匪”首的处决 （八）平定“匪”乱的意义 （九）兰州欢迎会上的一幕 （十）杜家
滩之役的实情 （十一）李友三的余波 四、盛世才的二三事 （一）西北问题之一 （二）神秘人物 （三
）宝鸡的劫案 （四）西安的特别客 （五）英雄迟暮 五、胡宗南对安定西北的贡献 （一）甘肃的动乱
之源 （二）中央的消极政策 （三）对付共党的抗日大学 （四）与陕甘地方人士的纠葛 （五）胡宗南
对西北的建设 （六）战略指挥官不同于战术 六、胡宗南的立身处事 （一）俭朴克己的生活 （二）爱
护部属无微不至 七、囊形地带的收复和爷台山之役 （一）担任陇东封锁 （二）严格执行封锁 （三）
囊形地带 八、丧失民心动摇军心之由 （一）决策者的摇摆不定 （二）陈辞修的责任 （三）河南共党
没扩张的原因 （四）陈辞修的器量 九、延安之役 （一）攻击延安的背景 （二）“五天攻下延安”的
御前争议 （三）攻延安的部署 （四）作战经过 （五）延安之役的影响 （六）惟一完成的“剿”共计
划 十、抽调陕北“剿”共部队的争辩 （一）陕北部队不能抽调的原因 （二）我和刘斐间的激辩 （三
）蒋主席坚持抽调陕北部队 （四）刘斐的挑拨离间 十一、陕北撤兵的悲剧——瓦子街的覆灭 （一）
陕北撤兵的布置 （二）彭德怀乘虚南下 （三）刘戡增援宜川 （四）瓦子街之战 （五）违命救关中 （
六）“革职查办押解南京审判”的经纬 （七）程潜报我回湖南 十二、西北的撤退 （一）仓促回京参
加会议 （二）决定撤退西北 （三）撤退的中辍 （四）不得不撤 （五）全国最穷的秦岭 十三、说刘斐 
（一）刘斐的发迹 （二）刘斐在中央的地位 （三）克复延安后刘斐对我的忌刻 （四）刘斐对陕北的
撤兵促成全盘的崩溃 （五）调回董钊挽救局部危局 （六）刘斐的失意和牢骚 （七）“人民解放军最
大的功臣” （八）领袖对他没有一点怀疑 （九）政略的错误导致大陆的失败 十四、从延安战役谈到
中国地图 （一）编纂“剿”共史 （二）毛泽东盘踞陕北的目的 （三）延安战役双方伤亡数字 （四）
战乱中遗失的日记和游记 （五）打仗必须用外国地图 十五、延安——共党的神经中枢 （一）陕西的
地理概况 （二）土厚水深影响建设 （三）共党在政治上的“阴谋” （四）共党陕甘宁边区的基地 （
五）陕北的风土 （六）陕北的行政区划及人口 （七）我当选陕北及湖南国代的原因 （八）我治军的
态度 十六、共党的政治措施 （一）抗战时期的计谋 （二）胜利后的政策 （三）通俗易行的口号 （四
）军事进步党务腐化 （五）九条行动纲领 （六）共党内部的特务组织 （七）对外的特务渗透 （八）
摆样子的卫兵没用 （九）共党成功并非偶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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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九、延安之役 （二）“五天攻下延安”的御前争议 （1）攻延安的首次密谈 三十六年一月
间，蒋主席召集胡长官和我到南京去，他首次表示将要进攻延安。
因为延安是共党的首都，乃共党发号施令之中枢。
主席问我们有没有力量攻取延安。
这时我部队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完全在山西和共党作战，仅剩刘戡的整编二十九军，这部队也在整训之
中，不过已快完成，驻在洛川一带。
当时三人会谈之中，胡长官问我：“你看怎样？
攻延安有没有把握？
”我说：“有把握，可以攻！
”主席说：“你做计划，这个计划你要亲自做，不要假手任何人，绝对保持机密，做好了我来看看。
”攻延安的计划只有主席、我和胡长官三人知道，连国防部都被蒙在鼓里。
回西北后，我亲自做了计划，预定五月十日攻击。
 （2）五天下延安的刍议 计划做完后的两星期，主席打电话给我，要我亲自送去南京。
主席看了我草拟的计划后，一切都表示同意，只对于我五天拿下延安表示异议。
他说：“你做的一切都很好，但时间不够。
共军盘踞陕北十三年、二十三县，无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教育都根深蒂固，你想五天时间攻
下延安是不可能的。
”我说：“论兵力，他优势，我们劣势，共军在陕北有十五万人，我们集中全力加上董钊的力量，也
只有八万人。
就因为他们在陕北根深蒂固，假如我们作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注定失败，所以我的着眼是奇袭，此
外我还有别的花样。
”他说：“你带回去再研究，时间太短！
 （3）“还是五天？
” 过两星期主席又打电话给我，问我研究结果如何？
要我亲自送去。
我又去，他一看还是原来的计划，丝毫未有改变。
“还是五天？
”我说：“还是五天，不能六天！
如果我们五天攻不下，我们整个西北都会瓦解，这是最后的孤注一掷，如果这一着失败，我们等于倾
家荡产，一无所有。
”我一再强调不能六天，只能五天。
商量很久，问我许多关于部队情况，最后他还是说：“你拿回去再研究！
” 我带回去又过了两星期，这时已是二月中旬，主席打电话叫我和胡长官两人去。
我将过去几次与主席会谈的经过报告胡长官，胡先生也说：“共军盘踞延安如此之久，你要五天攻下
来，荒唐吧？
”我说：“荒唐就杀头嘛！
”惟因盘踞十三年，所以我认为必须五天不能改！
 （4）消息的泄漏 这时毛泽东好像也隐隐约约地晓得动静，天天广播：“听说胡宗南要攻延安！
”“听说蒋府走狗盛某几次到南京计划攻延安！
”他所以知道这消息，我想是国防部知道一点蛛丝马迹而泄漏的。
作战次长刘斐是国防部里重要的共谍，也是蒋先生最亲信的一个人。
他是湖南人，日本陆大毕业，一个聪明人，他看我们几次悄悄地来，悄悄地去，我们行踪也无法太秘
密，我想他可能隐约地推断出我们的任务。
攻延安，共党当然坐立不安，大叫“蒋府走狗盛某人非常狂妄”等等。
 （5）“准备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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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到南京是我和胡先生一起去的，胡先生问我：“能不能改变？
老先生不同意怎么办？
”我说：“还是五天，非五天不攻，因为攻不下。
”胡先生说：“好吧！
”同时说了句笑话：“我们有诸葛亮保障！
”我在军中被称为诸葛亮。
见面后，主席问我：“有没有改变？
”我说：“没有！
”“你有没有把握？
”我说：“绝对有把握！
”他看我信心很强，于是说：“好吧！
你去吧！
你准备攻吧！
”数度的御前争议，主席终于采纳了我的计划。
 （三）攻延安的部署 （1）董钊佯装南下增援 回西安后，我立即准备。
但董钊的部队怎么调动呢？
他在西北“剿”共的部队是主力，稍一移动共党立刻警觉，共党有十五万兵，我们只有八万。
正好这时共党的陈赓正围攻运城安邑黄河三角地带的潼关东北地区，我于是下命令给董钊，叫他宣传
进兵南下增援三角地带，肃清陈赓的“匪”部，把部队开到河津龙门一带停止，拼命宣传增援黄河三
角地带，以转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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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史计划，始于一九五九年。
本所创办人郭廷以先生以一九四九年之变局，颇有大陆风云人物来台定居，为口述史难得之访问对象
，因有该计划之推动。
郭先生拟定多种专题访问，选择类型相关之人物进行回忆性谈话，其中之一，为胡宗南在西北，计先
后访问胡氏之主任秘书王微、参谋长于达及盛文诸先生，皆各有特色。
    盛文(1906—1971)先生访问纪录约十万字，大部分谈话皆与胡宗南在西北有关。
尤其民国三十六年国军之攻取延安、三十七年瓦子街之失败，叙述详尽，且有盛先生个人之分析和见
解，值得史家参考。
访问稿完全照录口语谈话，除了逻辑上的增删，几乎一字不易。
    张朋园谨记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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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文先生口述历史:胡宗南兵败西北详情》编辑推荐：胡宗南兵败西北详情，五天攻下延安却功亏一
篑，国共易势的关键之战，国民党丧失民心动摇军心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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