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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中国国民党首次失去“执政权”，从执政走向在野，尝尽酸甜苦辣。
2008年，经过8年的卧薪尝胆，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又重新“开张”，推出新的“菜谱”。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在选前的分裂无疑对陈水扁的当选有很大的帮助。
国民党内连战和宋楚瑜在选前未能整合成功，拥有较高声望的宋楚瑜最后宣布退出国民党，独立参选
。
其结果可以想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水扁微差当选。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分裂是当时的党主席李登辉造成的。
有强烈“台独”色彩的李登辉，虽然支持连战，但暗中支持陈水扁并使其当选。
在台湾执政50余年的国民党在世纪之交黯然下台。
　　曾经拥有号称200多万党员的国民党在2000年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惨败给不足20万党员的
民进党，失去了执政权，成为岛内最大的政坛变局。
此后.国民党迅速成立“改造委员会”，召开第-1-_rz.J~临时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与整顿，试
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夺回失去的“执政权”。
　　痛定思痛，经过2000年“大选”的失败，国民党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没有分裂的本钱，泛蓝必须
整合不能分裂。
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泛蓝成功地实现了整合，国民党籍的连战和亲民党籍的宋楚瑜搭档参
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但遗憾的是，“三·一九”枪击事件改变了选举结果，国民党又一次未能夺回“执政权”。
　　虽然国民党在2004年没有实现执政，但赢得了当年年底“立委”选举的胜利.国民党终于止跌回升
。
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气，国民党决定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上有所作为，展示国民党作为在野党的力量。
同时，也为了打破僵局已久的两岸关系。
国民党主席连战排除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毅然率团赴大陆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和平之旅，实现
了国共两党相隔60年后的再度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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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党上台内幕》以学术研究与通俗史记相结合的纪实手法，用事实说话，通过对历史与事件
的描述、分析，让读者了解国民党8年来从下台到上台的历史背景与原因，也对岛内政治与社会有一
个较为全面客观的了解，体味岛内政局与社会的复杂性。
国民党上台以后，两岸关系开始缓和，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成功实现了对大陆的“雨过天睛”之旅，两岸两会成功实现复谈，两岸周末包机和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成功实施，这一切都昭示着两岸关系正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相信两岸关系
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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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民党鹬蚌相争　民进党渔翁得利　　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在选前的分裂
无疑对陈水扁的当选有很大的帮助。
国民党内宋楚瑜、连战两派人马在选前未能整合成功，拥有较高声望的宋楚瑜最后宣布退出国民党，
独立参选。
这最终导致国民党选民票源的分散，宋楚瑜最后以30多万票的微弱差距落选，而连战则惨败。
国民党的分裂是当时的党主席李登辉造成的。
有强烈“台独”色彩的李登辉，虽然支持连战，但暗中支持陈水扁并使其当选。
在台湾执政50余年的国民党在世纪之交黯然下台。
　　一、“连宋配”破局的台前幕后　　连战——政坛“宠儿”，仕途一帆风顺。
连战生于大陆西安，长于台湾的“半山”之子。
所谓“半山”是指曰据时代赴大陆任职，而后再回台湾的政治人物。
其父连震东曾任台湾“内政部长”，其母赵兰坤是具有满族血统的东北人，所以连战的血缘依据台湾
的说法就是“芋头”（指大陆人）、“番薯”（指台湾人）的结合；这在闽南族群中是少见的现象。
故而连战会说闽南语、普通话、略通日语，即是家族文化的产物。
　　连战上小学先后转学3次，按理课业会受到影响，所幸连家家教甚严，母亲赵兰坤女士因出身燕
京大学，对连战督促相当严格，以弥补他在课业上的不足。
所以连战一直都很怕母亲，而连家的财富就是在母亲精准投资下快速累积。
是以对手只要批评连战财产问题，连战便易动怒，认为这是对其母亲的污蔑，他绝不能接受，显示连
战侍母至孝，应是家教使然。
　　比方说，满族家庭经常强调礼、孝之道，连战深受熏陶，不论天气晴冷，连战总是西装领带待客
，在家中尚且如此，若赴外地就更不用说了。
据连战的学生说，连战在台大教书，不管天气怎样热，连战抄写黑板写到汗流浃背，他都不会解开领
带。
再者以连战的造型而言，30年前如此，30年后依然如故，连发型都没变过，说明连战的知礼受到母亲
的影响之深。
　　也许是过分拘泥于礼，连战讲话总是慢条斯理，肢体语言与表情，都不及对手来得夸张，使其与
选民距离甚大，对他选情至为不利。
其次为讲究礼貌，发话不会口出恶言或机智问答，与口才机巧百出的对手相比，自然没有感染群众的
魅力，长期屈居劣势。
连战“高高在上”、“大愚若智”（对手给连的评语）的形象，对他造成不小的杀伤力。
　　连战除了知礼，也很会读书，20岁就台大毕业，25岁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外交硕士，29岁拿到芝
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30岁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康涅狄格大学。
从连战求学历程不难发现，他的智商不低却与外在形象有极大的差异。
以他的读书经历，连战应是一位“大智若愚”的政治人物，可是在对手的嘴上却是一位“大愚若智”
的阿斗，当令连战为之气结。
兼以连不会口出恶言地回骂，久而久之就坐实对手的嘲讽。
再者如连战出任国民党主席时代，对手常以连战的姓名做文章，“欢迎国民党连战连败”，或是“安
乐公阿斗战”，类似这种恶毒的文字攻击，连战均未正面响应。
　　连战在国外教书期间，国民党当局听闻连战与“台独”分子往来密切，蒋经国指令连震东要求其
子回国，连战此时已经和方瑀结婚，为返台连战辞卸美国大学教职回台大教书。
　　连战拥有博士头衔，又出身书香门第、政治世家，这样的背景自然使他深受台当局青睐。
蒋经国儿媳方智怡回忆说，当年蒋经国认为“连震东很正派，他在教育上给予连战的也是一个中国人
的思想”，因而有意栽培连战这位大陆出生的“台籍精英”成为国民党中生代领导人。
1968年，连战应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之邀返台，任台湾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历
时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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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了秘密的外交和经济两个研究小组，由“行政院长”蒋经国直接负
责，是高层次的智囊团；每个小组聘任6名学者负责运作，连战受聘为“外交小组”成员。
对于这位年轻的学者，蒋经国十分青睐，经常召见他，连战从此平步青云，仕途一帆风顺。
　　1969年9月，蒋经国指派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连战出任联合国第二十四届大会台湾代表团顾问
，这个职位正是17年前连战父亲曾担任的职位。
连战自美返台后，奉命进入“国防研究院”11期受训。
该院自1959年4月开始，共举行了12期训练班，受训者皆属党政军高级干部，这些受训者后来均在仕途
上飞黄腾达。
　　在同年召开的国民党第十次党代会上，连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开始进入政界。
　　1970年，连战获得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经过7年考核，蒋经国指派连战出任烽火战乱频繁的萨尔瓦多“大使”，时年连战39岁。
　　1976年11月，连战奉调回台，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工会主任。
在同年国民党第十一次党代会上，连战当选为中央委员。
两年后他又出任“行政院青辅会主委”。
　　1981年11月25曰，台湾“行政院”进行改组，45岁的连战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成为历年来最
年轻的“部长”，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对于连战出任与“外交”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交通部长”一职，《自立晚报》评论认为这与连氏父亲
影响有关：“家世渊源使连战在宦海仕途中，处在一个有利的起跑点上，号令一下，立刻脱颖而出。
”因而在台湾政坛有了“四大公子”之说。
连战是“内政部长”连震东的公子，与蒋经国之子蒋孝武、陈诚之子陈履安、省政府主席周至柔之子
周一熹被誉为台湾“四大公子”　（后来另一说“四大公子”是连战、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之子钱复
、“农复会主任委员”沈宗翰之子沈君山、陈诚之子陈履安）。
　　连震东在政坛多年，非常了解其中的尔虞我诈，也因此不断教诲儿子从政的经验。
他曾告诉连战：“为官要如骑脚踏车，头要不断点，脚要不停地踩。
”这对连战曰后的从政风格影响不小。
连战进入政界后，以“诚诚恳恳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座右铭，个性温和，谨守本分，作风内敛，
尽量避免曝光，尤其是对长官毕恭毕敬，从不僭越。
1981年4月国民党选举中常委时，连战站出来提议，中常委不必由中委们投票选举，“奉请主席（蒋经
国）提名、以鼓掌方式通过”。
如此公私两便的一招，不但深得蒋经国欢心，懒得拉票的中常委们更是对他感激不尽。
　　连战任“交通部长”期间，当年著名的党外人士康宁祥就直言，“连战是好酒沉瓮底，必成大器
”。
连战学历完整，谨言慎行，做事不作秀，符合蒋经国行事风格，终蒋任内，连战是台籍青年干部中，
首位升住“内阁首长”与“行政院副院长”的中生代政治人物。
　　1984年5月，连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
升，连战也成为最年轻的中常委。
　　1司年12月1日，连震东在台湾大学医院病逝，享年84岁，连战失去了一位慈爱的父亲，也失去了
一位睿智的政治导师。
但这时，连战在政坛上已建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连家政坛传人。
　　1987年5月，蒋经国去世前，进行了最后一次“行政院”改组，俞国华出任“行政院长”，连战接
替政坛资格甚老的林洋港出任“行政院副院长”。
　　任职刚好一年后，蒋经国于1988年元月13日离开人世，台湾政局出现大变动，李登辉主政。
不久，“行政院”重新改组，李焕取代俞国华任“行政院长”连战出任“外交部长”，似是降职，实
为李登辉重组自己的人马，为建立李、连连战是李登辉任教台大时的同事，两人关系密切。
因而李登辉上台后，相当重用连战。
但与蒋经国不同的是，李登辉表面上培养连战当“接班人”，实际上是利用他听话的特点，排斥异己
推行党内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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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战在“外交部长”任内，不负李登辉所望，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务实外交”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一年之内有巴哈马、格林那达等多个国家与台“建交”与复交，并促成李登辉以“总统”身份
出访新加坡，进一步获得李登辉的信任。
连战还于1990年以“台澎金马关税区”名义申请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人事方面，连战也按李登辉的意志办事，推行“年轻化”和“本土化”。
当时台湾舆论称，连战是李登辉“中意的一颗棋子”。
《中国时报》1990年5月5日报道说：“第一位省籍‘外交部长’连战在任内，与第一位省籍‘总统’
李登辉密切配合，深获李登辉信赖。
据了解，在‘内阁部长’中，连战是与李登辉接触最多、关系最近的‘部长’之一，经常是李一通电
话，连战即驱车前往‘总统府’。
”　　李登辉提拔连战任“外交部长”，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外交资历”排挤“官邸派”势力（蒋经
国在世时的亲信）。
而连战上任后，也努力推行李登辉所谓的“务实外交”政策，台湾当局先后与格林那达等国“建交”
或“复交”，为了将连家的财势与社会关系纳为己用，同时直接指挥除“总统”、“行政院长”以外
握有实权和行政资源的第三大官——台湾省主席，李登辉于1990年6月把连战派到台湾省政府，担任台
湾省主席。
省主席这个被称为台湾“第三大官”的职位（在台湾“总统”是第一大官、“行政院长”是第二大官
）是政坛人士极力向往与角逐的宝座。
李登辉的这一任命，不断遭到政坛大佬包括时任省主席邱创焕与前“副总统”谢东闵等人的反对，原
来地方政治实力派人物高育任、吴伯雄等实力派人物有意角逐这一宝座，但仍不能改变李登辉的强权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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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顺应潮流得民心，国民党重夺政权，“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把马英九推上新的历史舞台，《国
民党上台内幕》深层交地揭开了国民党重夺政权内幕及背后的神秘推手与尚未公开的秘密档案。
《国民党上台内幕》深层次地揭开了国民党重夺政权内幕及背后的神秘推手与尚未公开的秘密档案。
蒋家后人逼迁祖坟悲怆弥漫百年老店，英九奋勉卧薪尝胆排惊险再夺政权。
　　曾创造台湾“经济奇迹”并掌握庞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国民党，为何在一夕之间失去了在台湾50余
年的执政权？
　　2008年，台湾大选台前幕后的政治博奕和较量　　台前出力气，幕后出高招，马英九的杨0幕僚究
竟是谁？
　　台湾大选马英九胜出背后的种种因素⋯⋯　　民进党真的甘心就这么退出历史舞台吗？
　　吴伯雄再次登陆，国共两党再度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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