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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受降檔案分析

壹、前言

2010年10月23日，馬英九總統於治

國週記說，1945年10月25日，當時的日

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在臺北市中山堂向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呈遞降書。兩天後，

《自由時報》刊出沈建德〈馬先生，請

你拿出證據〉一文，直指「查遍檔案，

沒有這份降書」；並謂照程序，日軍須

先投降，盟軍才能向它發布命令，亦即

先遞降書再發第一號命令，在東京如

此，在南京也如此，在臺北次序相反，

不太可能。
1

1 沈建德，〈馬先生，請你拿出證據〉，《自由

時報》，民國99年10月25日，版A17。

中山堂受降檔案分析
國史館

本文試以國史館典藏之〈接受日本

投降受降文物〉3卷及〈日軍投降中國

戰區受降案〉6卷為主，輔以相關圖書

文獻，就受降程序中之降書、第一號命

令、受領證等問題加以釐清。

貳、受降程序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

和陸軍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分別代表日

本政府和軍方在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艦上

簽署降書，隨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

發布第一號命令，令各地日軍向指定戰

區代表投降。依麥帥第一號命令規定：

附件一：中國戰區日本投降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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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

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

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9月9日上午9時，日本代表岡村寧次

在南京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的代

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遞降書（見附件

一）。稍後何應欽將蔣中正的第一號命

令和受領證交給岡村寧次，由岡村寧次

在受領證上簽名蓋章後（見附件二），

再送呈何應欽。命令中規定：中國戰區

日軍應向區內各地指定人員投降。同時

何應欽另以軍字第一號命令，規定中國

戰區內十七個地區之受降主官、地點及

日軍投降主官；臺灣地區受降主官是臺

灣行政長官陳儀，日軍投降主官則為安

藤利吉。
2

2 《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

件彙編》，上卷（出版地不詳，民國58年3月，
再版），頁78-79。

附件二：日本投降代表岡村寧次簽署

之受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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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陳儀發布之第一號命令

10月25日，臺灣地區受降儀式在

臺北市中山堂（前公會堂）舉行。10

時整，陳儀宣布：「臺灣日軍業於中華

民國34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

中國陸軍總司令何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

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官。茲以第

一號命令交與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

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受領，希即遵照

辦理。」語畢，即將該項命令（見附件

三）及受領證交參謀長柯遠芬轉交安

藤利吉。安藤利吉在受領證上簽字後
3

（簽字照片見附件四），交予參謀長諫

山春樹轉呈陳儀。
4

3 安藤利吉簽字之受領證原件，國史館藏〈日

軍投降中國戰區受降案〉第一卷「臺灣地

區受降文獻及紀念品清單」（見附件五）註

明：原件已於10月31日呈報蔣中正，可惜遍
查《蔣中正總統檔案》，卻找不到這份原件

資料。

4 《臺灣新生報》，民國34年10月26日（複製

附件四：安藤利吉簽署受領證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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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民國34年10月26日《臺灣新生報》日文
版影本

及彙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典藏之行

政院檔案而成之《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

年省情》，
5
都稱由諫山春樹呈上「降

書」。另一方面，中國戰區其他地區，

如記錄第二方面軍受降經過的《廣東受

降紀述》，以及「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

部呈繳受降文獻名稱數量表」，也都稱

「降書」。
6
可見之所以會誤解是「降

書」，應與當時的認知有關。

5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頁

15；該書沒有版權頁，不過可以從「民國
三十五年四月陳儀序」推測，應是民國35年左
右出版。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

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
12月），頁162。

6 《廣東受降紀述》（廣州：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

參謀處編，民國35年6月），頁10，收錄於國史
館藏《專藏史料》，〈日軍投降中國戰區受降

案〉第一卷；「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呈繳受降

文獻名稱數量表」，收錄於國史館藏《專藏史

料》，〈日軍投降中國戰區受降案〉第五卷。

叁、誤解與澄清

從陳儀宣布將第一號命令交與安

藤利吉受領，及安藤利吉在受領證上簽

字，兩項史實來觀察，安藤利吉所簽的

文件並不是所謂的「降書」。不過當時

的報紙、公文書都以「降書」稱之。首

先是10月26日《臺灣新生報》日文版，

稱安藤利吉簽署「降伏書」（見附件

六）；其次，民國35年左右出版之《臺

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以

件），收錄於國史館藏《專藏史料》，〈日軍

投降中國戰區受降案〉第一卷。

附件五：國史館藏「臺灣地區受降文獻及紀念

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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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受降程序，臺灣地區之外，不

妨檢視中國戰區其他地區之受降資料。

國史館典藏之〈日軍投降中國戰區受降

國史館典藏中國戰區其他地區第一號命令、受領證一覽表

受降區及其主官 投降主官 時　地 第一號命令字號 受領證

第一方面軍

盧　漢
土橋勇逸

9月28日
河內

*
面字第一號

*

第二方面軍

張發奎
田中久一

9月16日
廣州 國字第一號

第四方面軍

王耀武
阪西一良

9月15日
長沙

*
武字第一號

*

第一戰區

胡宗南
鷹森孝

9月22日
鄭州

*
宗字第一號

*

第五戰區

劉　峙
鷹森孝

9月20日
郾城 和字第一號

照片

第六戰區

孫蔚如
岡部直三郎

9月18日
漢口

*
六戰作命甲第一號

*

第七戰區

余漢謀

田中久一

（富田直亮代理）

9月28日
汕頭 幄字第一號

*

第十戰區

李品仙
十川次郎

9月24日
蚌埠 齡字第一號

*

第十一戰區

孫連仲
根本博

10月10日
北平

*
平字第一號

*

第十一戰區

李延年
細川忠康

12月27日
濟南

*
濟字第一號

*

第十二戰區

傅作義

根本博

（中川留雄代理）

9月29日
歸綏

*
綏字第一號

*

說 明：＊代表本館有典藏

資料來源：國史館典藏〈接受日本投降受降文物〉3卷及〈日軍投降中國戰區受降案〉6卷。

案〉，各地區之受降程序，都是直接由

受降區主官發布第一號命令和投降主官

簽署受領證而已。茲試表列如下：

肆、結語

因為沈建德先生的質疑，讓我們得

以重新檢視國史館典藏之〈接受日本投

降受降文物〉及〈日軍投降中國戰區受

降案〉兩種檔案，藉以釐清受降程序中

之「降書」、「第一號命令」、「受領

證」等問題。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知日本代表

在南京簽署降書後，各分區受降，則只

有分區受降主官發布第一號命令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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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主官簽署受領證而已。以臺灣地區

為例：安藤利吉在受領證上簽字蓋章

對象，為陳儀發布之「署部第一號命

令」。而陳儀發布第一號命令之依據，

則為蔣中正發布的「命令第一號」，該

命令則依據何應欽在南京接受岡村寧次

所呈之降書。

釐清受降程序中之「降書」、「第

一號命令」、「受領證」等問題之後，

對於外界經常誤解的安藤利吉簽署「降

書」，應予更正為安藤利吉簽署「受領

證」。

億元現在來看自然不是問題，但在

當年卻是天價。李國鼎和孫運璿堅持一

定要購買這套可以帶動臺灣科技產業發

展的機器，如果不買，經濟發展就會落

後。套句蔣經國的名言「今天不做，明

天會後悔」，最後我們真的把這套機器

買回來，電子化就是從那時開始發展到

現在。

過去的經濟發展是一步步、階段性

的往前邁進，過程清楚分明，我以前連

年代都如數家珍，現在有些細節已不復

記憶，但每個階段的發展重點我還是記

得很清楚。臺灣從最初期的穩定經濟，

再到發展農業，如推動耕者有其田、農

業技術發展和農地重劃等；後來開始發

展輕工業，等到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基

礎，我們就著手發展重工業和公共建

設，臺灣工業邁進現代化階段，並在

1980年代再次轉型為資訊科技經濟，一

直延續至今。

同時，教育也是配合經濟的逐步發

展，進行階段性的改革，首先是設法提高

教育程度，例如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大學

教育則注重科學研究等，這都是搭配實施

的。

經由逐步漸進和配套發展，臺灣才

有今天。但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提臺灣經濟

業教育的關聯，並重新詮釋中美間的主

從關係。

◎《戰後臺灣佛教的僧俗關係：

以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為背景》，黃詩

茹著，2010年8月出版。本書主要探討

1945年以後，經歷政治、社會、宗教政

策等變動的臺灣佛教之僧俗關係呈現何

種面貌。尤其以1960年代在全臺灣形成

風氣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為背景，透過

當年參與其中的僧人、居士、大專青年

等人物，構建出僧俗關係之於「學佛」

與「佛學」的交錯互動，以及「宗教

師」的專業角色在現代社會所扮演的職

能與意義。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黃麗

安著，2010年11月出版。朱家驊（1893-

1963），字騮先，浙江吳興人，德國柏

林大學博士，為第一個專攻古生物學的

中國留學生。透過「學術」與「政治」

同時，進而實踐他的救國理想，是清末

民初以中國現代化為終極關懷的參政型

知識分子代表。1940年任國民黨中央組

織部長時，被學界票選為蔡元培之繼任

者，主持中研院18年；帶領中研院走過

政局紊亂、社會失序的八年抗戰與國共

內戰，為中研院體制化的完成者與臺灣

學術基礎的奠定者。胡適評價朱家驊從

政後無暇治其專門之學，但其事功「並

不比有著作的人不重要」。

◎《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

1965）》，安後暐著，2010年7月出

版。政府遷臺後，在短短數十年內經濟

快速成長，常被學者譽為經濟奇蹟，並

試圖尋找其背後的條件與因素。有科技

教父之稱的李國鼎認為：「美援時代我

們接受經援項下的技術協助，從派員出

國研習、國外專家來臺協助技術訓練，

以及美援臺幣計畫項下充實工農職業教

育等措施使我們三十多年來有一批接受

過訓練的人力可資運用。」本書係從教

育角度，探索中美合作下經濟發展與職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