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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記》介紹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旅遊是蔣中正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

個部分，大陸時期以戰前、戰後的南京及

抗戰時期的重慶為辦公地點，區分他的旅遊

生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配合行軍或

視察等活動，途中進行的遊覽，區域十分

廣泛，除了西北的新疆、西藏及東北的黑

龍江、吉林等地區外，幾乎都有他的足跡；

一是度假性質的旅遊，放下公務，離開辦公

場所到特定的地點，如江西廬山或家鄉溪口

等，進行一段較長時期的休息；一是辦公地

點，南京或重慶周圍地區，短距離的遊覽活

動。

學者曾分析蔣氏喜歡旅遊原因，包括：

(1)蔣自幼年起即喜好遊覽，積久成習，乃
至成為其一生生活中重要的一環。(2)蔣愛
讀書，對中國地理、歷史、名人文集等，多

所涉獵，均增其尋幽訪勝、求睹史蹟的意

念。(3)蔣所遊覽者，多為其曾經居停或舊
遊之地，其中當有不少是出於懷舊心理而

為之，俾撫今追昔，感念緬懷。(4)藉此洗
煩滌慮，紓緩緊繃的心情，並活絡一下筋

骨。(5)置身於自然山水、名勝古蹟中，易
萌生靈感，獲得啟示，而增進其內涵修養。 
（註1）但究其實際，應該與早年軍旅生涯有

關。蔣氏在行軍過程中，養成觀察身邊事物

的習慣，包括觀賞周邊山水，且以此為樂，

解除行軍之疲困，嘗謂：「行軍而兼得便觀

玩山水，亦一樂也。」（註2）日後即使身負

黨國重任，公餘之暇亦不忘出遊。

蔣中正對於旅遊不僅喜愛，亦十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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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日記內容中可以發現蔣氏之旅遊除了

飽覽山水之美、怡情養性外，實有觀察山

川形勢、思考重要決定等目的。在全局思

考上，蔣氏曾於抗戰初期，對其 1934年及
1935年至西北、西南之遊歷，記道：「凡
余所經游之地，無不時時念之，尤以自北平

跨八達嶺，越長城，經宣化、張北、大同，

而至歸綏一段游程，至今雖相隔已有五年，

而腦海歷歷，如在目前。此種錦繡河山，

民族遺產，何能放棄尺寸與片刻也，倭寇

乃欲強佔而有之，其可能乎？如余當民國

二十三、四年時，不徧歷西北西南，亦不知

我國力之雄厚與偉大，恐不能決定抗戰之大

計，因此更知遊歷之功效，較任何努力為大

也。」（註8）

文稿修正或思考國事，更是休假旅遊中

最常的工作，如 1948年 2月赴牯嶺休假期
間，除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外，並

思考政局發展，決定推胡適為行憲第一任總

統候選人。自記：「本月在廬山住十八日，

本擬修養靜慮，各種重要問題皆能有一決

定，以期全局有一整個方案也。不料入山後

傷風一周，未能工作，而且氣候不甚良好，

心神亦不甚佳。故在山只能修改新剿匪手本

初稿完成，其他以匆促回京，皆未作具體之

方案。惟最後半日在遊觀音橋途中，對於本

人在國大時為國、為黨、為革命、為主義之

利益，與個人之出處，已有具體之決定，頗

引為慰。」（註9）其中所稱具體決定，即為

「今日形勢，對外關係只有推胡適之自代，

真。以他在 1949年 1月下野後的生活為例，
回到溪口老家後，即放下繁雜的政務，幽游

於山水之間。學者曾參閱這段期間的蔣氏

日記，說：「從日記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蔣回奉化後，大部分時間並沒有花在處理政

務、軍務和召見軍政官員方面，他每天至少

有半天以上的時間是花在遊山玩水或含飴

弄孫上了。」（註3）就「遊山玩水」的範圍

來看，蔣氏自下野返鄉至離鄉赴滬的三個月

間，走過奉化、寧波、鄞縣、象山、寧海等

地，遍覽山水美景，而他在這段難得閒暇期

間，除了重溫以往觀賞過的風景外，亦透過

相關遊記尋求以往未曾或鮮少造訪的景點，

如 3月 18日閱讀《奉化縣誌》中〈四明山
記〉及黃宗羲〈九題考〉等，「於是再覓石

窗之意油然而興」，20日閱《奉化縣誌》，
再生造訪「石窗」之念，曰：「甚願再訪石

窗一次，以及東鄉之金峨與南鄉之鮚埼亭、

鄞城山諸古跡，未知果有此福否？」（註4）

石窗為四明山景點之一，蔣氏曾於 1921 年
前往遊覽，「亟歎奇極」，（註5）閱讀兩文

之後，興起再度前往的念頭，於 4月 13日
成行。蔣氏於當日日記中，詳細的記下了到

石窗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並認為早年所到石

窗，「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遊之石窗」。（註6）

蔣氏之旅遊，除為其日常生活中重要部

分外，亦在作為對於國防、政治等問題決策

過程之參考。蔣氏認為「在林泉間，精神暢

舒，性情恬逸，故心思專一，對於國防與政

治，皆能發幽抉微也」（註7）從《游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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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美援可無遲滯之藉口；黨內自必反對，但

必設法成全，此為救國之出路也。」（註10）

蔣氏在旅遊中所見所思，亦有特殊意

義，如 1932年 2月往遊司馬懿墓，見僅一
土堆，感歎記道：「此墳僅一土堆耳，若與

關公之陵較之，更可知事業之留於身後者，

乃在德行，而不在智巧，更不在子孫之榮華

也。」（註11）遊龍門石窟，盛讚石刻「誠無

上珍品，亦世界惟一之壯觀」，亦惋惜「寺

宇佛像殘毀，所存者不及萬分之一」，記道：

「我國人之無智無能，竟使古物毀壞至此，

不僅不能對祖先，亦無以對天地矣！」（註

12）而其重返舊地之回憶或感想，更可作為

理解蔣氏行誼之重要資料，如 1935年 2月
21日至漢口，入住行館，記道：「余今所
駐漢口中央銀行之書室，即民國十五年冬，

會見鮑爾廷，相與爭論之地，當時之孤苦危

厄與忍辱茹辛之險景，至今回憶，猶有餘痛

也！而今鮑爾廷安在哉？凡事應照公理與

良知遵行，自無不成之事。」（註13）

旅遊在蔣氏日常生活以及理解蔣氏相關

決策過程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蔣氏本人卻沒

有書寫遊記等相關文字，使研究者在理解其

旅遊生活時，有不少困難，直到日記開放之

後，方較為完整的呈現出蔣氏的旅遊生活。

但是日記目前仍暫存於美國史坦佛大學胡

佛研究所，閱讀不易，在沒有正式出版之

前，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事

略稿本》及日記類鈔《五記》中的《游記》

提供了主要的資料。而《事略稿本》偏重於

黨務、政務、軍事等國家大事，對於旅遊部

分的記述較為簡略，不若《游記》為專門記

遊。可以說，通過《游記》，才能真正看到

蔣氏生活中的另一個面相，同時可以清楚的

理解蔣氏除了國家大事外，對於地方事務關

心的來源。

此外，目前政府大力提倡文創產業，今

天臺灣有許多與蔣氏有關的景點，如士林

官邸、陽明書屋、中正紀念堂等，吸引不少

民眾及觀光客遊覽。通過《游記》，我們或

許能對旅遊業的大陸旅遊提供一些協助。根

據《游記》的記述，規劃南京、廬山、重慶

等地的蔣氏遊覽路線，走蔣中正當年行過的

路，同時也可以拓展蔣氏研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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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五記》，為國史館

典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文

物圖書」類的《困勉記》、《游

記》、《學記》、《省克記》與

《愛記》等五種日記類鈔之總稱，

係陳布雷主持總裁事略編纂室時

期，由參與「事略稿本」編纂之

王宇高與王宇正等負責輯錄。全

書以編年體方式，就日記內容分

類摘錄編輯而成，史料價值極高，

為研究蔣中正個人或中華民國史

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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