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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在台湾》前四部出版后，持续畅销书销售排行榜，深受读者好评。在此基础
上，我们隆重推出《蒋介石在台湾(第5部):大改革与金门炮战》。第五部沿袭前四部的内
容和特点，首次披露蒋介石在台湾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详解台湾内政外交的历史内幕
，较好地诠释了蒋介石的个人性格及其这一时期的执政策略和思想，准确、全面描述了2
0世纪中叶台湾经济腾飞前后的历史图景。全书注重史料研究，内容力求真实可靠，写人
叙事立场中立，是一本研究和了解蒋介石和台湾历史的优秀作品。 

内容简介

蒋介石统治大陆22年（1927年—1949年），统治台湾25年（1950年—1975年）。台湾时期
是他一生不可或缺的时期，也是一个较有作为的重要时期。
 《蒋介石在台湾》是记述蒋介石在台湾25年大型全景式史实著作，首次披露蒋介石台
湾秘史，真实介绍台湾“复兴”历程。本书为《蒋介石在台湾》第五部，主要叙述1958
年—1959年间蒋介石由于误读美国两岸政策而引起台湾内忧外患及其应对之策。在多方
逼迫下，俞鸿钧贪腐案继续发酵，俞鸿钧被迫辞职。蒋介石启用王云五进行行政改革，
并与陈诚因人事安排产生矛盾。蒋介石误读艾森豪威尔的两岸政策，重提“反攻大陆”
口号，引发海峡两岸炮战，并在与大陆对抗中陷入劣势。美国政府不支持蒋介石的“反
攻”口号，多方制衡，最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中”美联合公报》，宣布放弃“武力反
攻”“国策”，在阵痛中台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全书史实准确，内容详实，是一
部研究蒋介石在台湾历史的佳作。
    为了说明当时的历史现实，本书引用了不少台湾版资料和蒋介石等人的言论，其中
不少对大陆和中共及其领导人污蔑性称呼和错误说法，请广大读者加以辨别和批判。

作者简介

    陈冠任，中国现代史、民国史学者，著名畅销书作家，代表作《蒋介石在台湾》（
1-5）、《治国录：*与1949年后的中国》（1-4）、《国殇2》、《国民党十大王牌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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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蒋介石在台湾》之所以热销，一这是台湾和大陆两岸首部研究蒋介石台湾历史的著
作，填补了蒋介石台湾历史研究著作的空白；二以客观公允的笔调评述蒋介石功过，体
现史学界对蒋研究的深入和理性化思考；三蒋介石时期的台湾高层政要，对许多读者来
说是新面孔，而他们的历史作为和台湾经济腾飞紧密联系在一起。
  ——香港《文汇报》

  如何评价蒋介石，是两岸当代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蒋介石在台湾》是近年来两岸
研究蒋先生集大成的作品。
  ——台湾：吕芳上

  《蒋介石在台湾》站在大历史的维度，对蒋中正和台湾历史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
评价，代表了大陆对蒋介石看法正在发生着改变。    《蒋介石在台湾》之所以热销，
一这是台湾和大陆两岸首部研究蒋介石台湾历史的著作，填补了蒋介石台湾历史研究著
作的空白；二以客观公允的笔调评述蒋介石功过，体现史学界对蒋研究的深入和理性化
思考；三蒋介石时期的台湾高层政要，对许多读者来说是新面孔，而他们的历史作为和
台湾经济腾飞紧密联系在一起。                                       
——香港《文汇报》 
   如何评价蒋介石，是两岸当代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蒋介石在台湾》是近年来两
岸研究蒋先生集大成的作品。                                         
——台湾：吕芳上
   《蒋介石在台湾》站在大历史的维度，对蒋中正和台湾历史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
的评价，代表了大陆对蒋介石看法正在发生着改变。                       
——台湾教授刘文照
    其实，蒋公对台湾有很大的贡献，台湾如果没有蒋总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
                                                               
——蒋介石秘书王正谊
    当年先生提出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把台湾作为民生主义的试验场，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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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全力建设台湾，目的都是要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民所得⋯⋯台湾一跃为亚洲四
小龙。                                                         
——蒋介石秘书楚崧秋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叶公超的忙碌

这种“黑暗”在华盛顿那边是得不到解决的。因为“驻美大使”叶公超还处于被陈诚“
降职”的不满之中，且正忙于安排自己的情人“蔡小姐”赴美事宜。叶公超虽然官至高
位，家庭生活却不和谐：

袁永熙小姐与叶公超1931年结婚，育有子女多人，两人生活方式与志趣相异，常有勃齑
，叶府是“一国两制”家庭，1940年以后最初在国内一在北一在南，两地相处，间有来
往；1950年以后，一在国内一在国外，分处中美两国；其后叶公超在美国任职期间则一
在东，一在西，他们的贺年片仍用两人名义发出，叶公超在台北或在华府，除非有重大
节庆，其夫人始终伴夫出席，余日则行“一国两制”，互不影响。但人的感情生活很脆
弱的，尤其这一位中国外洋名士不免寂寞孤单，在台北期间广东蔡婉君小姐常伴左右，
人称“蔡小姐”或“文姬”而不名，其兄蔡惠强，黄埔海军毕业，曾在台湾海军服役。
叶公超赴任华府后，外交部径于发给蔡小姐“驻希腊大使馆武官处办事员”公务护照，
留居香港或出入台湾均方便。当时国人出境旅游不易，非经核准难以外出观光、游学。

叶公超正如前任顾维钧之妻黄蕙兰描写的驻美外交官一样的风流。但是，叶公超没有顾
维钧那么好运气，“后闻蔡小姐下嫁进山许绍昌，许历任‘外交部’次长、内外‘大使
’要职，誉为‘外交部’一大干才”。 这是后话。
由于叶公超有情绪且很忙，对美“外交”和对于金马撤军的交涉只能照旧由台北方面进
行。10月4日，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俞大维和参谋总长王叔铭再次与史慕德交涉。
王叔铭说：“中共因在空战失利，致使其立场削弱，将逐次减少其炮击，而借故退却，
但当面的‘共军’活动，仍在增强中，昨天敌人在空中拦截我C-46机，这只是开端，情
况还将恶化。”
王叔铭为什么有“情况还将恶化”之说？叶公超的忙碌
这种“黑暗”在华盛顿那边是得不到解决的。因为“驻美大使”叶公超还处于被陈诚“
降职”的不满之中，且正忙于安排自己的情人“蔡小姐”赴美事宜。叶公超虽然官至高
位，家庭生活却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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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小姐与叶公超1931年结婚，育有子女多人，两人生活方式与志趣相异，常有勃齑
，叶府是“一国两制”家庭，1940年以后最初在国内一在北一在南，两地相处，间有来
往；1950年以后，一在国内一在国外，分处中美两国；其后叶公超在美国任职期间则一
在东，一在西，他们的贺年片仍用两人名义发出，叶公超在台北或在华府，除非有重大
节庆，其夫人始终伴夫出席，余日则行“一国两制”，互不影响。但人的感情生活很脆
弱的，尤其这一位中国外洋名士不免寂寞孤单，在台北期间广东蔡婉君小姐常伴左右，
人称“蔡小姐”或“文姬”而不名，其兄蔡惠强，黄埔海军毕业，曾在台湾海军服役。
叶公超赴任华府后，外交部径于发给蔡小姐“驻希腊大使馆武官处办事员”公务护照，
留居香港或出入台湾均方便。当时国人出境旅游不易，非经核准难以外出观光、游学。
叶公超正如前任顾维钧之妻黄蕙兰描写的驻美外交官一样的风流。但是，叶公超没有顾
维钧那么好运气，“后闻蔡小姐下嫁进山许绍昌，许历任‘外交部’次长、内外‘大使
’要职，誉为‘外交部’一大干才”。  这是后话。
由于叶公超有情绪且很忙，对美“外交”和对于金马撤军的交涉只能照旧由台北方面进
行。10月4日，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俞大维和参谋总长王叔铭再次与史慕德交涉。
王叔铭说：“中共因在空战失利，致使其立场削弱，将逐次减少其炮击，而借故退却，
但当面的‘共军’活动，仍在增强中，昨天敌人在空中拦截我C-46机，这只是开端，情
况还将恶化。”王叔铭为什么有“情况还将恶化”之说？
因为就在前一日台湾方面就莫名其妙损失两架飞机。由于金门海上运补困难重重，10月3
日，联勤总部和空军总部联合出动24架C-46飞机到金门进行空投，由48架F-86战机护航
。解放军航空兵第16师第48团副团长、王牌飞行员曹双明率部阻拦，四架战机冲入国民
党军队机群。结果用曹双明的话说是：“一次敲掉他两架C-46，上上下下一片喜气”，
“起飞前公务员给我们沏的茉莉花茶，还热乎乎地温手哩”。
对于这一战，若干年后从上将空军司令员退休后的曹双明还不屑地说：“那次战斗不复
杂，很简单⋯⋯”
解放军四架飞机居然冲进48架F-86护航的机群中，并且轻而易举“敲掉”两架C-46飞机
，作为空军出身的总长王叔铭的担心，完全不是没理由的。
遇到强大的解放军，美国居然逼迫蒋介石去撤军，蒋介石和俞大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
得去向美国求援。“美国通”俞大维说：“我对美国坚定政策有信心。”
接着，他说道：“‘国军’现已面临最大的艰难，国军必须度过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
”
然后，俞大维继续敦促史慕德，要求美国“尽一切可能，提供更多的飞机与备份零件，
以维持‘中国空军’的战力”。
美国的目的是要撤军，但杜勒斯已同意补充武器为交换条件。史慕德便向俞大维保证说
：“我国海军军令部长已核定补充零件，预为空战作准备。”
经过商谈，双方就目前金门防御达成以下两点协议：
一、将预计2100吨海运物资，分散在36小时运达金门，以减轻金防部的负担。
二、减少白天的空投任务，除已装载完毕、准备自由投落的飞机在本日黄昏前派出外，
以后的主要作业，应在夜间执行。
但是对于艾森豪威尔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金马撤军和减少兵力的讨论，双方没有谈拢。谁
也没有料到，激烈的台海军事冲突居然演变成台湾方面与美国方面的矛盾，并且双方还
对峙起来了。这样的局面，使得蒋介石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烦恼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



就在俞大维和王叔铭等人研判“情况还将恶化”，蒋介石也困惑无解时，10月6日凌晨，
一个惊人消息传过来：中共宣布文告：“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
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这份文告是毛泽东草拟、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全文如下：（略）
文告发表后，金门前线果然炮声沉寂，只有厦门望云岩上的高音喇叭对着金门岛一遍又
一遍地广播着文告全文。中共“停止炮击金门一星期，让国民党军队休息休息，补给补
给”的声音传过来，金门、马祖躲在山洞和坑道的守军一下子惊呆了，谁都不相信这是
真的：中共怎么会“停止炮击”？！上下反而慌了神。有军官马上说：“这是骗局！”
但是这立即受到反驳：“这是发动新攻势前的喘息。”
而有胆小的人竟然说：“这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
中共福建前线的喊话站不分时间地对着金门、马祖喊话，宣告停战文告。其实，只针对
美军的内容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守军官兵来说震动很大。于是，急坏了金防部的胡琏等
人。
金门、烈屿，大、二担的师长级指挥官，这一天最忙碌的任务，就是分别到各团，召集
连长、连级以上军政干部及营级以上幕僚，向他们分析：我军初步“胜利”的因素、敌
人“停火”背后的阴谋，并期勉他们提高警觉，注意防范敌人下一行动，坚持到底，争
取最后胜利。
为了说服这些内心希望因此停火的官兵们，胡琏不得不拿出一个信笺，说：“‘外交部
长’黄少谷数日前致本司令官的信函，请大家传阅。”师长接过信笺传阅。
信函内容大意是：美“驻华大使”庄莱德告黄‘外长’称，“只要‘中华民国国军’坚
守阵地，沉着应战，美方必予以最大支援，后勤上决不致缺乏。”
胡琏传阅黄少谷的信函，反而达成一个这样的效果：“黄‘外长’给前方将士打气，证
明外交下只是内政的延长，也是军事的延长。美国和中共的‘华沙会谈’，其中的言语
、动静，便随时都在牵动着我前线官兵的心。”
其实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于9月15日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台湾方面提心吊胆，非常关切，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大秘密。中方代表王炳南有如下记述：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开始了。⋯⋯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
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我和比姆大使互相点头致意。⋯⋯
我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
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
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
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
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
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我对此早有估计，因此我很平静地反驳他，我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
停火的建议，我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的
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我还说收复金门、马祖这些岛屿后，将争取
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
华沙会谈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



陷入程式化。我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
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我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
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
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
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我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我们回去后经过
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
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我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我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
尽管会谈没有什么效果，但它时刻牵动蒋介石和诸多人的心，使得台湾军民上下忐忑不
安，生怕美国和中共达成什么秘密协议放弃了台湾。黄少谷的来函能够稳住军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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