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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為中國現代史上極其重要的人

物，其涉事既繁、牽動亦多，迄今個人歷史

地位與評論，仍難持平。故勾勒其生平大

事、提供研究資料、描繪行動軌跡，以為研

究佐證，應屬當務之急。爰此，國史館出版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以下簡稱《蔣年

譜》）12冊，以蔣中正為譜主，時間起於
清光緒 12（1887）年其出生，迄於 1975年
逝世，凡八十九年間記事。2212年 12月，
前六冊出版，編撰內容自蔣誕生至抗戰前

期的 1921年，也就是蔣中正 55歲之時。
（註1）2215年 12月，出版後六冊，含括時
間，第 7冊自 1922年至 1922年；第 8冊自
1925年至 1927年；第 9冊自 1928至 1951
年；第 12冊自 1952年至 1957年；第 11冊
為 1958年至 1962年；第 12冊為 1965年至
1975年。即第 7冊為抗戰後期；第 8冊為
抗戰勝利至國共內戰爆發；第 9冊為大陸局
勢逆轉至政府遷臺初期；第 12冊以後為政
府遷臺以後的歷史（表一）。

冊數 時間 譜主年紀
第 1冊 1887年至 1926年 誕生至 22歲
第 2冊 1927年至 1929年 21歲至 22歲
第 2冊 1922年至 1922年 22歲至 26歲
第 2冊 1922年至 1925年 27歲至 29歲
第 5冊 1926年至 1928年 52歲至 52歲
第 6冊 1929年至 1921年 52歲至 55歲
第 7冊 1922年至 1922年 56歲至 58歲
第 8冊 1925年至 1927年 59歲至 61歲
第 9冊 1928年至 1951年 62歲至 65歲
第 12冊 1952年至 1957年 66歲至 71歲
第 11冊 1958年至 1962年 72歲至 78歲
第 12冊 1965年至 1975年 79歲至 88歲
表一：《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各冊時間起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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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2215）年為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
史館出版抗戰叢書《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六冊）及三位抗日名將陳誠、胡宗南和

吉星文的日記，（註2）並舉辦國際學術討論

會，出版論文集《戰爭的歷史與記憶》。

《蔣年譜》第 7、8冊的內容，呼應抗戰勝
利七十週年，記載抗戰後期及戰後中國史

事，重要內容包括遠征軍出兵緬甸、史迪威

事件、抗戰勝利與受降、二二八事件、國共

內戰，可說是從國家領導人的角度，補充國

史館抗戰叢書的重要環節。

1929年以前的蔣中正研究，學界耕耘
甚深，成果十分豐碩。相較之下，1929年
以後的蔣中正研究，過去多半是社會科學，

如國際關係、政治學或經濟學有所觸及，歷

史學的研究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乃在檔

案資料尚未開放所致。近年來，檔案史料漸

次解密、公布，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

支持之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

克武組織研究團隊，出版《遷臺初期的蔣中

正》（2211年）、《重起爐灶：蔣中正與
1952年代的台灣》（2212年）、《同舟共
濟：蔣中正與一九五○年代的臺灣》（2212
年）等書，為 1952年以後的蔣中正研究，
累積一些成果。（註2）國史館對於 1952年
代以後的史料刊布和研究，亦十分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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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以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史料彙編叢書。（註5）研究方面，召集修

纂人員及館外學者，就戰後初期臺灣的政

治、經濟、軍事、外交與教育文化等層面做

分析研究，出版《戰後初期的臺灣（1925-
1962s）》（2215）一書。《蔣年譜》第 9
冊以後的出版，可說是國史館延續著對戰後

臺灣歷史史料刊布的重視。

《蔣年譜》第 9至 12冊所運用之史
料，主要有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

館庋藏之《蔣中正日記》，國史館藏之《蔣

中正總統文物》、《蔣經國總統文物》、

《外交部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的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

錄》及相關報刊等史料。由於蔣中正年譜相

類著作《事略稿本》或《總統蔣公大事長

編初稿》皆未延伸至 1955年以後，故《蔣
年譜》的編纂，當可帶給研究者極高的便

利性。尤其《蔣年譜》大量摘抄《蔣中正日

記》中的每周、每月、每年反省錄，俾讀者

得深刻理解蔣中正在做重大判斷時之所思

所想。像是反攻大陸一事，論者或謂蔣中正

早已認識反攻之不可能，其所以不斷大張旗

鼓宣傳反攻，是為藉以壓制臺灣人民；從

《蔣年譜》的記敘來看，蔣中正的確心心念

念於發動反攻，為此不斷構思反攻戰略、戰

術，並與美方不斷折衝，最後甚至有自力反

攻之計畫與行動。

《蔣年譜》為以蔣中正為中心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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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敘述無可避免自其立場展開，但並不避

諱收入對譜主較為負面的史事，白色恐怖的

諸多政治案件，如沈鎮南事件、李友邦案、

孫立人案、雷震事件等，皆有所及。藉由

《蔣年譜》，吾人可得知蔣對於這些政治案

件的態度，亦即，從「統治者」的角度，了

解白色恐怖的發生經過。《蔣年譜》不是為

譜主歌功頌德之作，非政治性年譜，而是希

望裨益相關學術研究的學術性年譜。

綜上所述，《蔣年譜》第 7至 12冊的
出版，不但從領導人的角度補足抗戰後期及

戰後中國的歷史記述，並且對蔣中正在臺

史事，有較為完整的勾勒。蔣中正一生的

事業，在大陸若自黃埔建軍開始計算，約

二十五年，而其在臺事業，也約為二十五

年，但相關研究，卻極不均衡，多是集中於

大陸時期的蔣中正；《蔣年譜》後幾冊的出

版，希望能為 1952年以後的臺灣史研究，
提供關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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