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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追隨蔣中正，歷任軍政要職的陳誠

在民國史上地位可謂舉足輕重，留下的日記

也因此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視。雖然全套「陳

誠先生日記」已由家屬交由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以下稱近史所）進行數位化；

另一份微縮片交由國史館轉製為「石叟日

記」影像檔。兩種日記數位檔案，均已提供

閱覽，但因字跡有時難免零亂潦草或模糊難

認，致閱讀及研究上有其限制。

本年適值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陳誠

既為抗戰名將之一，指揮過許多重要戰役，

戰功彪炳，且難得的是雖處戎馬倥傯，仍能

日記不輟，而保存亦甚完整，（註1）將之重

新打字出版，實頗具歷史意義。茲徵得家屬

同意，由國史館與近史所合作出版，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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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頗具歷史意義的獻

禮；再者，提供讀者得以更便捷更多管道地

對陳誠身處的時代、事功及思想進行更深入

的閱讀、研究與分析。

現存陳誠先生日記，始自民國 20年 2

月，直至 53年 1月止，惟其間有部分年份

散失，部分年份殘缺不全，然而在陳誠逝

世已五十週年後的今天，仍然能留下多達

二十一年份的日記，且保存十分完好，洵

屬不易。陳誠日記除了民國 20年上半年使

用「軍人日記」、20年下半年至 21年使用

「自由日記」外，大都使用當時通行的年度

日記本，此種日記本會將每日日期及星期印

妥，除了當日日記外，還會穿插有「年度大

事表」、「反省錄」、「預定工作課目」、

「雜錄」與「姓名錄」等頁，方便記事。

大致而言，陳誠每日記事內容多寡不

一，少則一兩句話，多則滿滿一頁，甚至擠

至記事欄外，或用到下一頁。所記內容多以

當日行程為主，如主持或參加會議、接見中

外訪客、參觀訪問等等。如果仔細觀察日記

內容及書寫情形，可推知他多是在有限的

時間抽空寫成，因此字跡略為潦草，時有錯

漏字或衍字，而其中尤令編者印象深刻的是

民國 51年 6月 5日的日記，字跡已潦草到

不知所云的地步，似可想像陳誠當時身心疲

累的程度，卻仍堅持寫日記的精神，令人感

動。由於身分事功不凡，陳誠累積二十多年

的日記，涉及事件之廣、人物之多，史料價

值之高，實不言可喻。

除了日常記事之外，日記也是陳誠用以

思考、反省、自勉及備忘之工具，除了在反

省錄一欄的反省外，在與人談論或思考之後

也將所獲心得或感懷記在日記當中。例如

民國 50年 12月 14日，陳誠與高魁元談及

官兵情形，高答以「上級現代化，下級原始

化」口號值得注意，至次年 1月 10日，在

與彭孟緝及馬紀壯談反攻大陸時，陳誠即請

兩人注意軍中「上級現代化，下級原始化」

的不當現象。而從日記的圈註、畫線，更可

看出陳誠對日記重視的程度，他會不時翻

閱，而日記也成為陳誠指導部屬、指揮作戰

甚至治理國政之憑藉，亦為日後陳誠交待部

屬撰寫回憶錄或其他記事的重要參考。

若以民國 38年為陳誠一生經歷之劃

分，前段為大陸時期，重在軍事指揮作戰之

經歷，在日記中記載了許多抗戰前後重要史

事，例如西安事變善後、汪兆銘離渝赴港。

而此期間，陳誠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

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遠征軍司令

長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參加過淞滬會

戰、長沙大捷、桂南戰役、粵北戰役、鄂西

會戰等戰役，對軍隊的指揮訓練及軍事部署

提出各種意見，頗受重視，而在戰場的表現

也可圈可點，深受肯定。

民國 38年以後為在臺時期，陳誠歷任

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扮演的政

經角色更為重要。在此階段，首先是社會上

屢有陳誠與蔣中正關係不佳之傳聞，藉由陳

誠日記，則可以補蔣中正日記之不足，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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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而全面地探究蔣陳關係。以目前所看得到

的陳誠日記，他會記下蔣的指示或談話要

點，語意均甚恭敬，但因對蔣了解深入，因

此在日記中也不時提到蔣的缺失，或指陳部

屬惟蔣命是從的弊病。而蔣、陳之間最受矚

目的磨擦，除了眾所週知的民國 50年為反

攻大陸意見引發草山爭論，陳誠加以辯解

外，49年 7月 21日，他在日記記曰：「深

感總統對於余之期望似甚切，但對余之疑慮

實太深。」語氣依然平和。對外間以蔣、陳

關係大作文章，他深深警惕，例如 47年 3

月 3日日記提到在香港有一股分化勢力，毀

謗總統蔣中正「獨裁」，密議「讚揚陳副總

統」、「孤立蔣經國」，對此陳誠主張「嚴

敵友之分」，「與反動者決鬥」。

在臺時期，反攻大陸軍事準備及爭取國

際支持，維持聯合國席位是政府最重要的課

題，陳誠亦投注許多心力，在日記中他也不

斷記下所遭遇的困難與無奈，例如 50年 11

月 26日，他寫下：「今日是俄帝挾帶外蒙

入會、勒索陰謀得逞，也是聯合國開此惡

例，實為聯合國史上侮辱的一頁。」但外在

因素複雜，致此段文字後來均被他刪除。又

如 51年初，蔣中正認為國際情勢變亂，反

攻大陸時機已經到來，陳誠雖配合各項戰爭

經費的籌措，但在與友人談話之中，亦透露

美國支持的必要，及強調反攻必須造成戰

機，乘機行動，但此時顯然還無此條件。

日記也提到一些當時甚受矚目之事件，

如兩航案、吳國楨案、孫立人案、雷震案

等，雖然單從日記無法得其全貌，但對重要

史事的澄清則頗具價值。又如在兩岸隔絕的

年代，日記所提到的傅作義、曹聚仁等試

圖促成兩岸秘密交流的嘗試，及司法上所

謂「奉命不上訴案」等，亦是引人興趣的議

題。此外，身為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陳誠，

與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關係亦極

為密切，如何爭取支持或在當時立、監委不

時的掣肘中，如何順利推行政務，在日記中

亦不斷被提出檢討。

而此時陳誠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在財經

建設的成績，首先是進行耕者有其田等土地

改革，又領導尹仲容、嚴家淦、楊繼曾等一

批財經技術官僚，利用美援，進行各項建

設。他經常帶領外賓參觀土地改革展覽及石

門水庫，也經常於接見外賓時，即以土地改

革為議題，傳授臺灣的土地改革的成功經

驗。主持美援會，對臺灣在全世界各地接受

美援國家中的績效亦引以為傲，直到他卸任

由美援會改組的經合會時稱譽經合會是「本

院各單位中，行政效率最高之一」。

雖然陳誠在日記中對時局或人物不多作

褒貶，但在字裡行間，偶而隱含其看法、態

度及批評。例如 48年 6月 16日，陳誠接見

蔡培火為例，蔡建議組織臺省知識分子，陳

誠的批評是「自己已離群眾，欲做領導者—

不自量。」又如 49年 2月 12日，接見殷臺

造船公司人員後，記曰：「葛等所談含威脅

之意，極不友善。余深感國家如依賴他人，

非但受氣，而且極不可靠，非自力圖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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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言之，因為日記敘事簡略，如果對

事件背景能多方面參考其他資料，或者前後

對照，多作理解，或許可進一步讀出其中的

「弦外之音」。

綜上所述，本書的打字出版別具意義，

一方面慶賀中國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另一方

面，也紀念陳誠逝世五十週年，感謝陳誠家

屬妥善保存日記，並在提供數位檔案閱覽利

用之後，又慨然同意此部深具史料價值的日

記出版。為此，國史館與近史所除了精心編

訂校對此套日記，全書共三冊，第一冊為民

國 20至 33年，第二冊自 34年至 49年，

第三冊為民國 50至 53年。書後除附人名索

引，便於讀者檢索外，更利用此次機會，蒐

集與日記內容相關的照片多幀，圖文並茂，

期能增進讀者閱讀興趣。 

【註釋】

 1. 抗戰時期的「陳誠日記」保存完整的有民國
26、28、31、32、33等各年，民國 29及 34兩
年則為部分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