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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與近代中國 
 
領導 中國/臺灣 近半世紀，影響重大。 

 

寫日記  1915-1972年，  

        日記+每週反省+每月反省+每年反省 

         數量龐大、內容豐富   

 

黃仁宇： 

    蔣介石日記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姑不論其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巨
大影響，“僅以其資料之雄偉與完整，已是世間難得，使得所
有關心中國現代史的人拭目以待。”  

預言：“有朝一日，蔣日記如果能全部公開，將是不少學者終生 

        閱讀不盡的寶物，必促成中國現代史的修訂，而其中有些 

        學者將會成為‘蔣介石專家。’”  
 



日記全面開放，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許多 

重大歷史事件及領導人物，打開一扇窗戶 

蔣介石一生最重要的幾個問題，得到初步較合邏輯的解釋。  

    如何在孫中山先生過世後迅速崛起？ 

   “中山艦事件”真相究竟如何？ 

   四一二清黨的內情究竟如何？ 

   他是否決心抗戰？為什麼堅持“攘外必先安內”？ 

   他為什麼那樣痛恨共產黨？ 

   他與史迪威爭執究竟孰是孰非？ 

   內戰為何失敗？  

   為什麼失去大陸的國民黨到了臺灣卻能創造臺灣經濟奇跡？ 

   吳國楨、孫立人、雷震案是否有不為人知的內情？  

   退出聯合國的考慮為何？  

   …… 



          究竟抗不抗日？  

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開始，每天日記右上角一定寫上“恥” 或 “雪恥”， 

           48年未曾改變。 稱日本為「日倭」、「倭」 

 

九一八 事變 （1931） 

1931-09-19：“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內亂 不止， 天災匪

禍。相逼而來，速我危亡呼！” 

 

1931-09-20: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搶占，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茍

為吾祖宗之子孫，不收回東北， 永無人格矣！” 

 

9月28日: 今日惟有「躬鞠 盡瘁，死而後已…萬一不測，當見危授命， 

          特書此為遺囑」。 

12-15-1931 提出辭呈，準備下野：  

  

 



         抗不抗日﹖如何抗日？ 

  

這個仗怎麼打？！ 

 “中國不是日本對手，日可三日亡中國。” 

 “中國軍隊有敗無勝，自在意中。” 

 

   

 軍閥盤踞， 各有所謀 

 

 寧粵對峙 （汪精衛、孫科、鄒魯、陳濟棠）； 

     “不先剿共滅匪， 則不能禦侮；不先平粵，則不能攘外。” 

 

 



「中日必將一戰」，因為「倭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

經濟、與民族之生命。」但中日實力懸殊，倉促應戰，

必是自取敗亡。… 

 

 “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

神之消長， 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 

    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 非惟於國無益，

而且反速其亡。” 

 （1931年10月7日 ） 

 

 需要時間備戰，同時引誘日軍南下，與日本做持久戰。 

 



       對日謀略--藉剿共以收復西南 

  爭取時間備戰： 國防建設， 準備遷都西北 （長安， 洛陽， 西
安）； 1934： 以西南為根據地 （四川） 

 “看穿日本詭計，….日本所以在華北挑釁， 是就是因為害怕四

川、雲南、貴州三省統一， 成為中國復興基地。” 

 

 地方軍閥盤踞， 各有所謀。”藉剿共以收復西南” 

 攘外必先安內：”要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 

 “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

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

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1934-

12-29) 

 以空間換取時間， 誘日南下， 擴大戰場； 

 



 

           遷都重慶– 持久戰 

 

 “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 

    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 

    自處之道乎。” (1933-07-04) 

 

 “韜光養晦，爭取時間備戰”。 
 

“ 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猶難， 

   何黨國不幸，使我獨當此任也！”(1935-11-6) 

 

1933年 塘沽協定 

“ 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
于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1933-06-03) 



 

 

        派孔祥熙與德國簽訂秘密 

 

--德國提供軍事顧問。前德國參謀長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副手法肯豪森將軍（Falkenhausen） 

 負責中國軍隊的重整與訓練 

--修訂陸軍法典，將步兵兵器標準化； 

--設立兵工廠，擴充空軍的飛機； 

--公佈兵役法，開始徵兵； 

--派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分赴美、英、蘇等國，爭取外交支持 

--積極在各省修建公路、完成浙贛、粵漢鐵路、改革幣制… 

--新生活運動 

計畫以6年時間，裝備60個德械師，1936年9月26日： 

  “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 

      不隱忍耳。”      

  西安事變打壞了一盤好棋！ 



                  抗戰的方策 

 
   “忍耐” “忍辱”， 

 “雪恥！將欲取之， 必先予之。” 

  

長期抗戰 

“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

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 做長期不斷的抵抗。… 

   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 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 

   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 

   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  

    （1933年4月12日 ） 

 

 



     期待國際情勢變化 

 期望日俄開戰，聯蘇 

 “尤以對俄問題處理為難，蓋國之禍患有隱有急。 

    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  

  （01-01-1938） 

 

 12-08-1941  日本偷襲珍珠港 

 “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 

     能不戒懼？” 

 

 



          是否對日議和？ 

 
 1937-12-15： “主戰主和，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 

 

     汪精衛、孔祥熙、于右任、居正、 

     胡適、蔡元培、傅斯年、 (低調派) 低調俱樂部 

 

        堅持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完整、 
    日方必須全面撤軍，否則無法和談。 

 

蔣認為委屈求和將置國家民族於永遠的束縛之中： 

  “國民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 

    而不能降服於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我國家民族

永遠之束縛。”  1937-12-29 

      

（淞滬戰役   August 13 - Nov 12，1937;  南京大屠殺 Dec 12, 1937 – Feb 1938） 

  



                    
      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在大難大節上，必須有所堅持： 

“抗戰方針，不可變更，此中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

為前提。”（1937年12月29日）  

 

“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之為愈。”（1938年1月2日） 

 

“中國若要自取滅亡，俯首而上斷頭臺則已，否則除抗戰拼命以外，

再無第二道路矣。”（1938年12月16日） 

  

 

  

 



  堅忍不拔     敗而不降   拖垮日本 

堅信只要中國不屈服，必能得到最後勝利： 

  “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與信心堅持到底，即堅忍不拔之志 

   必取得最後勝利。”（1938年11月2日）  

 

分析日本軍事特性： 

“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 

  皆以短兵白刃速戰速決為性能。…我應以 堅韌、忍耐、 

  延緩,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1938年11月2日） 

 

雖然在軍事上無力打敗日本，但他堅信日本必敗， 

只要中國不承認失敗，一心將日本拖垮，同時等待國際情勢變化。 



        抗戰重大的壓力及責任 

 

 

 連戰皆敗 

       “憂惶不能眠” “昨夜三次起床禱告” 

 哪來的國軍？ 

 盟國的壓力 

 

     1944 衡陽會戰：夜不成眠，依靠禱告 

  “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
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余已盡一切可能力量﹐如今只能靠上帝了；倘此役不幸
失敗﹐余只有自殺以對國人。” 

 



            中美關係暗潮洶湧 

 
1944年春  美國曾經試圖換掉他（get rid of him） 

         史迪威 矯令，命令Col. Frank Dorn研究除掉蔣。 

     

 1944年9月：羅斯福要蔣把中國戰區指揮權交給史迪威 

 

 1944-9-30: 

  “余實已心碎精疲，幾不能久持。…此種橫逆與恥辱之來， 

     實為有生以來未有之窘困。”  



  抗戰勝利，毫無歡悅，唯有憂辱 

1945-08-10： 

“心但有憂懼與恥辱，毫無快樂之感。” 

  預期 “未來艱巨，十倍於抗戰。” 

 

08-15 “我們的抗戰今天是勝利了。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
，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希望世界今後 

    再也沒有戰爭，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
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為家人手足。…不要
心存報復。 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
日本的人民為敵。”    

  

 



      了解國民黨及軍隊的問題 

 

 想改革，但主客觀情勢不允許，到臺灣後才有機會實踐。 

 

 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 “勞動國民黨”﹐兩種人才有資格加入
﹐一是農民家庭出身的﹐一是革命軍人。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的黨
員組成結構。 

 

 幹部下鄉：要在三年內造就十萬個革命幹部﹐讓他們先到農村去待
上三年﹐並主張讓高中畢業生先下鄉兩年，了解農村﹐再來投考大
學。 

 

 知識份子要和工農結合﹐軍隊要幫農民種地。要重新建立國民黨與
農村以及基層的關係。  

 

 



                 關心土地問題 

 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日記中多次提到“要解決耕者有其地”。 

 支持蕭錚成立土地銀行﹐幫助無地農民借錢買地。 

 多次提出要 “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
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25%。但當時的
環境做不到。（湖北、福建） 

 閱讀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想分
地給農民。 

 （05-13-1932）“土地問題…在設施新法，實行
耕者有其地主義。” 

 



                與宋美齡關係 

 
（「三弟」 、 「三妹」 、 「美妹」 、 「 愛妻」） 

 

「見余愛姍姍而出，如雲霞飄落。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
不知餘身置何處矣！」 （12-01-1927） 

 

  “接三妹信，憂喜交集，勉我國事，勸我和藹，心甚感愧。” 
  
  “三妹勸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 
 
  “三妹時勉我以勤勞國事，心甚自慚。”  
 

  與夫人情愛彌堅：夫妻之愛，同志之愛 

 
    



 1928年8月24日 今晚午夜夫人夢覺樓下有盜，心甚不安，餘起而巡查，衛
兵二人答應心安乃睡，而孰知此衛兵引刺客入室，以餘醒故未動手也。 
 

 8月25日 在家陪妻養病，妻病小產，其狀痛苦不堪。 
 

 8月26日 今日妻病，痛苦最甚。 
 

 8月27日今夜半衛兵陳鵬飛與龐永成預備刺余夫妻，其供稱已入餘臥室，手
指已扳槍機，因以餘反身咳嗽，彼乃心驚，中正是誠有命歟。 
 

 8月28日 今晨起床蔣副官報稱，昨夜衛兵聞槍聲，外出，以致門衛無人，後
得員警報告方知有刺客乘汽車入我家中，謀刺後因汽車夫逃脫而刺客乃逸。
其實叫汽車者即衛兵龐永成，而同謀者即當時守衛之陳鵬飛也。餘得報甚疑，
乃即將陳鵬飛押至警備部審供，方得其實。而陳之主謀為吳（）誠，系南京
三民公司之襄理。 
 

 8月29日 妻病頻作，心甚鬱悶。除批閱之外，伴妻解愁而已。 
 8月31日 妻病未愈，擬再續假一星期。下午與新聞記者談話，等候蘇俄複電

頗切也。 
 9月2日 研究蘇俄外交，陪妻養病。妻病又加重是，煩惱憂愁，無任慚惶也。 
 9月3日 在滬陪妻養病。 
 9月5日 在滬陪妻養病，研究陳鵬飛即陳風飛案，乃知此案為排長詹子文所

主使，而詹又為黃埔失業生何嵬，寧波人所逼迫，何為曹亞伯所煽惑也。 
 



 

 

                蔣緯國身世 

 
10-27-1940， 緯國返國。 

  “夫妻各行其道”，不願讓步。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盡其道覆信之。淡薄靜寧，
毫無所動也。”（02-04-1941） 

 

“家中之事不能與家中之人直道，同家親人不能晤面，視為
余一生最大之遺憾。”（02-25-1941） 

 



          勤讀書   絕不是一介武夫 

 

 儒學、理學、馬列思想、毛澤東著作。 

 經濟學、科學雜誌、福爾摩斯探案集、 

 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資治通鑒、王船山、顧
亭林、張居正  

 幾乎每天閱讀，在戰場上亦然。 

  “從前只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 

      今日乃以聖賢自期，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   

   （1936-11-10） 

 



          如何看中國共產黨? 

（03-02-1939）親擬問卷，要求黨員回答， 

     本黨為何組織、宣傳、訓練都比不上共黨？ 

     本党黨員為何不肯深入民眾做基層工作？ 

     本党為何不能掌握青年？ 

     大學教員為何要反本黨？ 

 

  07-16-1945 看到中共黨章關於黨員與群眾聯繫的條文， 

     “殊有價值，本黨誠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 

        則敗亡無日矣。”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差別 

     共產黨                      國民黨 

    

   反對私有制                      保護私有財產 

 

     階級鬥爭                          階級合作 

 

代表無產階級利益                   代表全民利益 

 

      仇 恨                                仁 愛 



               1949年內戰失敗 

（06-01-1948） 

“歷代亡國之原因，並不在於敵寇外患之強大，而是在於 

   內部之分崩離析。”  

 

（12-23-1948） 

  “昨晚冬至夜得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扎， 

     爬上梯頂時，已力竭氣衰而醒。” 

 

（11-28-1949）“党與國由總理一手創造，由中正一手完成，
余愛此党此國，甚於愛子，豈僅視如至寶而已。時至今日，由
余養育完成之党國，而由余毀滅之，此境此情，將何以堪！ 如
果党國果真絕望，則尚有此殘軀立足之餘地，其將有何面目見
世乎！” 

 

 



 
 
 
 
 
 
 
 
 
 
 
 

        1949撤退臺灣 “平生最大恥辱” 
 
 
“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 
“遁跡絕世，了此一生” 
 
“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補過，以求自贖。”  
 
1948年11月24日： 

“黨、政、軍幹部自私、無能、散漫、腐敗，已不可救藥， 
    如欲復興民族，重振旗鼓， 
    必須捨棄現有基礎，縮小範圍，另外選擇一個  

    “單純環境”，進行根本改造，另起爐灶。” 

 
  “改造制度，重奠基礎，以挽此既倒之狂瀾。” 
 
 



1948年5月  決定國民黨遷台 
1949年1月  下野 
 
 

-- 任命 陳誠 為臺灣省省主席； 
 
-- 命 蔣經國、俞鴻鈞 將黃金運往臺灣； 
 
--將政府檔案、文物 （故宮）、學者專家 
   送往臺灣。 
 
 （胡適、陳寅恪、汪篯、吳晗） 
 
 
1949年1月  陳誠在臺灣開始改革 
 
 



              1949年徹底反省 
 
 
（一）外交失敗： 
 
          “世界上只有強權，毫無信義。” 
         “蘇聯外交反復無常，毒辣殘忍； 
            美國有頭無尾，輕諾寡信； 
            英國陰險狡詐，唯利是圖。 
            自己不加區別，均以“信義”對之，焉能不敗。” 
    
           “將某國視為誠意可信的友邦，將是“傻中之傻” 
 
（二）軍事崩潰： 
         
         “軍隊裡面不僅精神喪失，而且紀律蕩然”， 
       “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 
          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顧。” 
  
        “沒有建立軍隊監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 
        “政訓工作亦完全失敗” 



 
 
 
 
 
（三）黨內分裂  紀律掃地，組織鬆懈。“派系傾軋， 
                      人事糾紛“  是革命失敗的首因、總因。 
          
         --1948年5月：“黨內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 
                               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 
         --把國民黨的定位為“革命政黨”，非“純粹民主政黨” 
    
（四）經濟、金融政策的失敗 
             “誤用宋子文一人” 
    
（五）錯學了美國民主。 
           
         “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 
            以致黨員如脫韁之馬，不可收拾。 



 

（六）本身輕浮躁急。 

        “驕矜、憤懣，自恃、忙迫，…，全憑主觀行事。” 
 

          (05-27-1949)“一生大病是輕浮躁急”。 
         (10-03-1949)“自己個性太強，凡大小政策，無不 
            信自決，以致無人進言，不能集思廣益，折中至當。” 
 
 
(七) 未能宣傳”社會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 
 
（02-03-1949）蔣介石回奉化，發覺當地鄉村40年來毫無改革， 
  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
三民主義，….“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此後要以民
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  



              在臺灣重生 

         改革! 改革！改革！ 

--積極推動党的改造與重建： 

  “革命實踐研究院”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1950-52） 

 

--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1951年開始地方政治改革（地方自治） 

   1951年1月，舉辦台灣各縣市議會首次選舉。 

             4月，縣市長選舉。 



          

       換腦袋     勵行改革      

         Cognition Change 
 

 

從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 

 

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 

 --“計劃經濟出了什麼問題？” 

    “資源委員會為什麼沒有發揮作用？” 

 

 -- 1953年 “耕者有其田” （私有化)，府沒錢,怎麼辦？ 

 (1) 為“節制私人資本” 解套： “調節管制”，而非“限制” 

 (2) 用四大公營公司股票及政府債券與地主換地 



     從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 

1954年開始：私有化政策 

  --國營事業民營化 

   --鼓勵私人企業 

 

1958年：外匯貿易改革 
      「改進外匯貿易方案」 只有八條 

          （1）台幣貶值（ from NT$24.58 to NT$40.00 per US$1.00）； 

   （2）改九種匯率為二元匯率﹔ 

   （3) 減少政府管制，簡化行政手續。 

 

1959年：十九點財經改革 

1960年：獎勵投資條例 



   改革艱難、唯賴決心 

 
 改革的阻力無所不在：既得利益者。 

                              換不了腦袋的人。 

     所有國營企業相關的人士都反對， 

     最大的阻力來自國民黨內部（嚴家淦） 

尹仲容為政策辯護――“聲淚俱下” 

 

--楊子木材案 （尹仲容、俞鴻鈞） 

--繼續進口替代？ 還是 轉為出口導向經濟？ 

      尹仲容vs.徐柏園 

--是否推動全面改革？（政經、社會、文化） 

 

換腦袋－－制度改革－－經濟改革－－政治社會改革 

 



       在台歲月：心系中國 

（1950年12月1日） “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動對中共使用原子
彈，應設法打破之。” 

 
（1954-08-05） ”武漢水位前日已超過民國20年水災之七尺

以上，不知大陸人民如何苦難過話，嗚呼！…茫茫蒼天 將如
何拯救我國家與人民！“ 

 
（1954-08-26） “此次大陸水災之慘重，中外人士多以為乘

機反攻大陸乃時不可失，余則認為不可。 此時長江以南一片
汪洋，軍事不易發展，一也；哀鴻遍地，如無救濟實施辦法
，則經濟無以為繼，二也；至於政治人心，則自有可攻之道
。” 

 

 

 



          在台歲月—思鄉 

1968-05-21  ”遷台十九年為最有意義之階段， 信上帝不負
苦心人！ 最近常念余之一生，以遷台以來至今十九年，
為最有意義之階段，雖期間 困難最多，苦痛最深，恥辱
最大，亦是思想最成熟之時期，亦是我學得最多、思想
最正、經驗最豐之時期。如今後果能有所成就，乃是誠能
不負此生之時期，而且自信上帝必不負苦心也。“ 

 

1968-05-30 ”吾人在台皆以罪過之身為黨國補過，以期 

                     將功贖罪。“ 

 

1969 ”歲末思親，更為揣摩先慈之墓廬，不知何日能光復 

          大陸，重回故鄉，清掃墓廬？“ 

 



                最後的日記 

 1971年底，“此為一最黑暗之時期，但余對光復大陸之信心
毫不動搖，且有增無已。確信上帝與真理和我同在也。” 

 

 1972年7月20日： 

    “心緒煩悶，大丈夫能屈能伸。” 

 

 7月21日：“今日體力疲倦益甚，心神時覺不支，下午安國
來訪後，與經兒車遊山上一匝。”  



          矛盾挣扎，一如常人  

 對日本有愛恨情結：痛恨日本人，稱他們為「日倭」，但常常訓示
部屬，要向日本學習；勝利後，甚至聘請日本教官訓練國軍。 

  

 共產黨是他一生最大的敵人，稱為「匪」；但他敬佩共黨的紀律與
效率，也想學習共黨的農工、婦女、及青年工作。 

 

 對革命的使命感 （政治的技巧與權力的掌握） 

 

 自己一生廉潔簡樸，但卻對屬下的貪汙腐化無能為力。 

   自律甚嚴，但是在人事及外交決策上，有時卻跳不出家人（孔、 

   宋）之間的拉扯。 

 

 多疑、敏感、易怒，經常暴跳如雷，但在重大關節上卻又展現出超
人的冷靜。 



        重新認識蔣介石 

Jay Taylor (陶涵)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Struggl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蔣介石一生都在追求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但是， 

    這些必須要有統一的國家、強有力的政府、以及素質好的國民。 

    可惜這些條件當年在中國大陸，具不存在。” 

 

  “蔣介石雖然失掉中國大陸， 但是他在臺灣建立了 

    一個繁榮穩定的社會，奠定了臺灣民主化的基礎。” 

 

   “蔣介石在臺灣的建設藍圖，可作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參考。” 



  重新理解中國近代史 
   New Interpretation 

新面貌：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 

 

重新評估二十世紀中國重要事件及領導人物； 

改寫部分中國近代史。 

 

不僅是一家一姓的評價或榮辱 

重新認識中華民族的歷史 



               

 

 

           在歷史中沉思— 

    學習、反省、勇於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