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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遷臺初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年代，

中華民國從此進入不同軌道的國家發展進

程，淵源於大陸的歷史傳承與臺灣的戰前經

驗匯流而成新發展，最終型塑出一個具有開

放創新海洋文明特色的自由民主國家，此與

大陸政權的歷史發展格局迥異。遷臺初期，

中華民國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和艱難的困

境，例如在國共對峙與國際冷戰架構下的軍

事安全問題、在國家規模遽減和國際地位驟

降下的政治外交問題、在金融紊亂及資源匱

乏下的經濟安定問題，以及在新舊住民尋求

適應融合下的社會文化問題等。

對這段時期政府為了安定求存而實施的

戒嚴體制、威權統治、依賴美援、反攻國策

等重大措施，許多看法大相徑庭，解決爭議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證據說話，藉由史料還原

史實真相。國史館將選擇中美協防、國際經

濟合作、反攻大陸國策、軍事整備與國防建

設、臺海危機、臺灣地位、政治案件等重要

歷史議題，以館藏史料為主，廣泛蒐集相關

史料，陸續編輯出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

期重要史料彙編」系列叢書，以利研究。

國史館於 2222年出版《中華民國政

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叢書之《嚴家

淦與國際合作》和《中美協防》（一）、

（二）；2222年出版《中美協防》（三）

和《臺海危機》（一）、（二）。2225年

2月最新出版《蔣經國手札》，內容簡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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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蔣經國手札》

蔣經國（2222-2222）在臺灣的從政生

涯，不啻是一部臺灣戰後發展史的縮影。

本書收錄蔣經國在 2252年至 2262年以及

2262年的手札，共計一千九百餘件，提供

研究參考，幫助了解這位對臺灣發展具有舉

足輕重影響的人物，在那段關鍵時代的重要

作為。

手札內容可分「手條」、「手函」、

「讀訓心得」及「家書」四大類。手條是蔣

經國在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2252

年 2月）兼總統府資料室主任、中國國民

黨幹部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2252年 2

月）、中央改造委員（2252年 2月）、中

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2252年 22月）、

國防會議副秘書長（2252年 2月）、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2256年 2月）、主任委員（2252年

5月）、行政院政務委員（2252年 2月）等

職期間，對部屬下達工作指令的手寫條子；

手函是在這段期間寫給上司、部屬、師長、

學生、友人、親人的信函或電文；讀訓心得

是閱讀總統蔣中正關於政治和軍事方面訓

詞後的長篇心得報告；家書則是寫給家人的

信函或電文。

這批手札是以較為感性的文筆，生動地

呈現蔣經國在 2252年至 2262年間綜理公

私事務的情形，尤其反映在其處理公務的方

式、領導風格的樹立、人際關係的建立、情

報資訊的掌握、內外局勢的認識、經營家庭

的努力等六個面向上：

（一）處理公務的方式

蔣經國於政府遷臺初期同時兼任各項黨

政軍要職，如何在處理經緯萬端的公務時能

執簡馭繁、有條不紊，並在承擔繁複多工的

職責時能掌握分際、交相輔成，從而尋找出

一種有效率的工作方法，實為其能在當時勝

任多職、能於後來日理萬機的重要關鍵。透

過手札，吾人可以了解蔣經國所擔當的多項

重責大任，以及他如何處理這些事務的原

則、方法與態度。

從蔣經國對其管轄的各個單位及部屬所

下達五花八門的手條指令，可以看出他管事

的程度巨細靡遺，而且審慎嚴謹，對工作目

標的設定與任務的分派相當明確，對時效、

成果及品質的要求十分嚴格，尤其在意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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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方式與態度，時予考核和督促。手條

中有很大部分是與下列事項有關：親自核派

或主導重要人事的任命，調整組織架構，指

示計畫的擬定原則，詳細規定各種會議的召

開日期、地點、參加人員、進行方式及討論

議題等，考核及檢討工作進度與成果，並經

常詢問個人的背景、經歷及工作情況，給予

率直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特別重

視情治單位的分工與合作，隨時督導察驗、

評比績效，從而掌控了情治系統；同時也積

極強化及推廣政治教育、建立及鞏固政工組

織、培訓及核用政戰人員，從而確立了政工

制度。

（二）領導風格的樹立

蔣經國在 2252、62年代所樹立的領導

風格，似乎在後來的從政歲月中一直延續。

除了由上述處理公務方式中所彰顯的領導

風格外，從手札中還可以看出一些特色。蔣

經國要求自己和部屬、學生，要做到不分派

系、不結黨營私、不享受特殊待遇。曾多次

嚴詞要求部下凡事低調，不可為單位或他個

人做自我宣傳，他的名字和事蹟盡量少被報

導，更不准藉其個人或單位名義對外招搖，

如自稱「蔣主任學生」或「蔣主任幹部」。

2252年的手條中有蔣經國手訂的「幕僚人

員注意事項」，對僚屬的工作態度與方式，

有著相當明確而詳細的規定。

再者，蔣經國似有「嚴以律己，寬以待

人」的傾向。可能是出於職務需要，也可能

是出於真心真情，相對於所謂的自己人或子

弟兵，他對於老弱榮民、青年學生、傷病官

兵、外島軍民等，經常給予主動的關懷、體

貼的照顧與盡力的幫助。手札中有很大比例

是關於輔導榮民就醫、就業、就養，協助清

貧學生就學、深造，探視、慰問住院官兵，

照料陣亡將士、去世同事、已故友人的遺屬

的生活等事情。蔣經國多次親赴外島巡視、

慰勞軍民並改善戰地生活，也常深入山林踏

查橫貫公路施工路段。在這些方面蔣經國似

乎做得比部下更勤快、更仔細，風行草偃、

上行下效，頗能收以身作則的領導效果。

（三）人際關係的建立

手札顯示蔣經國在這段期間建立起一個

綿密而廣包的人際關係網絡，對他後來在臺

灣的發展有深遠重大的影響。這個人際關係

網絡不只限於國內，也包括國外；對象不只

是黨政軍社經的高層，也包括庶民大眾。手

札清楚呈現蔣經國處理人際關係時的煞費

心思與用足工夫，及其手法的細膩婉轉和面

面俱到。

例如蔣經國對於外島將領及軍民關懷備

至，平時即屢致函電噓寒問暖，祝賀年節，

關切戰地防務與建設，設法改善待遇，並經

常前往視察慰勞；戰時更是連日迭去函電關

心打氣，甚至親赴前線了解狀況，安撫軍

民，穩定人心。由 2252年八二三砲戰前後

的手函、電文，可見一斑。此外，對文化界

及學術界人士，亦隨時留心交往；尤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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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識香港媒體文人，邀請訪問臺灣，期收宣

傳之效。對駐外官員、旅外親友、外國友人

等，蔣經國也是魚雁往返不斷，保持密切聯

繫。對留學深造的青年學生，更是多方給予

關懷、勉勵和幫助。

蔣經國本於職責，對於退役軍官士兵、

情治政工人員、社會青年和學生等的生活

也「時在關切之中」。例如榮民的就醫、就

養、就業、就學、探病、賀節，部下家眷或

遺屬的生活救濟、半工半讀的有志青年學生

的具體協助等，都是手條、手函的重要主

題，也是後來蔣經國向下發展人際關係的重

要基礎。

（四）情報資訊的掌握

手札顯示蔣經國對情報資訊的重視，除

了掌控情治系統之外，還透過國內外各種管

道廣泛收集各方面的訊息。很多手條和函電

的內容是關於蔣經國在有意或無意間，以正

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指示或拜託相關單位和

人士探聽某某人物或事件的消息，而且經常

要求他們迅速回報與追蹤更新，以便隨時掌

握最新情況。蔣經國希望情資愈多（元）愈

好，內容愈詳細愈好。他曾下令，各情報機

關送來的情報，不分用與不用，皆應列表送

其參考。蔣經國也會要求所屬對相關業務的

資訊，進行有系統的蒐集、調查、整理與分

析。例如在總政治部主任任內，指示調查及

統計三軍官兵的年齡、學歷、家庭和婚姻狀

況等資料；退輔會副主委任內，指示調查自

2252年以來的退除役官兵人數和就業、就

醫、就養、安置、經費及設備等資料；國防

會議副秘書長任內，指示調查自 2222年政

府遷臺以來，在臺破獲的匪諜案件、人犯、

自新分子、自首分子和反動標語的數量，以

及我方心戰工作和中共在臺灣工作情形。另

外，蔣經國也注意社會民生方面的情資，

2252年 22月指示調查每週物價和公教人員

每月收支狀況，並呈總統參考。

手札中甚少見到蔣經國與其他人分享情

資，但常利用函電或家書向蔣中正、宋美齡

報告最新消息。例如 2252年 2月給蔣中正

長達兩千餘字的家書，實為對當時臺灣政軍

社經情勢的詳細報告，並指陳諸多問題癥結

和具體建議解決之道。其中透露對臺籍士兵

甚至臺灣人民仍存防範之心，而這種不安全

感和不信任感，也散見於其他手條、手函。

但在遷臺初期以至後來，蔣經國致力改善

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關係，融入臺灣社會，如

鼓勵部屬學習臺語，規定部隊及軍事學校於

早晚點名時皆應唱「臺灣謠」或「保衛臺灣

歌」。

（五）內外局勢的認識

蔣經國在手札中簡單記錄其於遷臺初期

所觀察或認知到的臺灣在政治、軍事、經

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對於當時國內

幾項重大事件，例如吳國楨案、劉自然事

件、雷震案、救國團爭議、政工制度爭議、

總統連任問題及其個人出處（政治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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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等，都有著墨。同時也清楚呈現出保衛

臺灣、反攻大陸和反共抗俄的時代氛圍。至

於 2252、62年代，風雲詭譎、瞬息萬變的

國際局勢，在手函和家書中也有相關記載，

尤其是海峽兩岸的軍事衝突、中共政情的變

化，以及在冷戰架構下臺美關係與中蘇共關

係的發展變遷等。記錄雖然簡單扼要，卻能

反映蔣經國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態度與因

應。

（六）經營家庭的努力

從手札中的家書可以體會蔣經國對家人

的關愛呵護，對子女教育的用心良苦，亟思

克盡一個好父親、好丈夫、好兒子責任的積

極努力，以及維繫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的全心

奉獻。除了給蔣中正的信之外，還有定期發

給美國宋美齡的電文，報告蔣中正近況（包

括其工作、行程、健康狀況）、國內政情、

臺海局勢、對外關係等。也有多則寫給蔣孝

文、蔣孝章的長篇文字，顯示他在百忙之中

仍然關切子女的留學生活，費時盡心諄諄教

誨子女讀書做事和待人處世的道理。

總之，手札有助於了解蔣經國的處事態

度與決策方式，以及許多重要史事的來龍去

脈，勾勒出時代背景，具有第一手史料的珍

貴價值。而部分內容更是具體呈現蔣經國的

行事細節、家庭生活、個人風格以及內心想

法，使人得以一探其內心世界及私領域，讓

歷史更有「人」味，然而還是需要參考其他

資料與相關研究，加以佐證，才能還原歷史

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