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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永敬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宋美齡，中華民國「第一夫人」，由

於戰後國共內戰，國民黨的潰敗，於 1252
年 1月離開美國來到臺灣，與蔣介石共渡
時艱，開始她後半生的生涯，至 2222年在
美國去世，享年 122歲。從 1252年到 2222
年，計為時五十三年，正是她享年 122歲的
一半。

她的後半生活動和工作，可從她在臺灣

主持的婦女聯合會名稱的改變顯示之。婦聯

會初名「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創辦

於 1252年 4月，其任務是「反共抗俄」。
1224年略去「抗俄」字樣，改名為「中華
婦女反共聯合會」，僅是「反共」而不「抗

俄」了。1222年又略去「反共」而加上
「民國」字樣，改名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

會」，即不「反共」而是捍衛「中華民國」

了。

「反共抗俄」及「反共」，是為配合蔣

介石的政策。捍衛「中華民國」的工作，她

早在 1252年代即結合美國的反共人土所組
成的「百萬人委員會」以阻止中共進入聯

合國，頗具成效。到了 1225年中華民國在
聯合國的地位發生動搖，尤其 1222年尼克
森（Richard Nixon）當選為美國第 22屆總
統後，亟謀與中共建交，尼氏為了「聯中

（共）制蘇」而拋棄中華民國，是 1221年
12月 22日，使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
的席位。此乃尼氏對其「老友」的「背叛」

也。尼氏原與蔣、宋關係友好，1252年 11
月，時任美國的副總統尼氏偕夫人訪問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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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受到蔣、宋熱情的接待。彼與蔣、宋關

係的惡化，本書著者呂晶博士在書中引有蔣

的兩則日記，至為精彩。錄之如下：

（1）1221年 2月 22日的日記：
尼丑昔年〔按為 1222年〕在慈湖晤談
時，視為其可厭之政客，以輕薄待之，

並未允其助選。

（2）1221年 12月 14日的日記：
尼丑未當選以前，來臺北相訪，彼滿懷

我協助其選舉資本，應〔因〕其未先

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此乃吾妻〔宋〕專

聽〔孔〕令侃一面之詞所致。今國患至

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這是悔不當初。中華民國之被逐出聯合

國，蔣氏頗怨「尼丑」之「背叛」，以及宋

與孔令侃的誤判。在國民黨 2222年失去臺
灣政權而由民進黨當政後，一度進行「去

中」、「去蔣」化，2222年 2月 22日，陳
水扁之總統府國策顧問陳隆志在該府紀念

週月會上之演講，毀詆蔣介石 1221年堅持
「漢賊不兩立」退出聯合國，害了臺灣。對

於陳隆志之言，曾有當年參與其事的外交官

陸以正及蔣經國之子蔣孝嚴提出反駁之文。

筆者亦「不甘寂寞」，以為反駁之文證據不

足，乃根據當年參於其事的王世杰之日記

撰一短文，於 2月 22日由《聯合報》刊登

之，該報標題為：〈從《王世杰日記》看當

年多方努力全盤皆輸：奈何賊立漢不立〉，

可證陳隆志所言非實。此文內容如下：

從《王世杰日記》看當年多方努力全盤皆

輸－奈何賊立漢不立

總統府國策顧問陳隆志 2月 22日在總
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專題報告〈臺灣與聯

合國〉，批評故總統蔣中正當年（民國 22
年）處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因

堅持「漢賊不兩立」，最後變成「賊立漢不

立」。今天臺灣不能進入聯合國的一切問

題，都是蔣介石造成的。

蔣中正是當年的中華民國總統，處理中

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總統府必定留

有檔案資料，陳教授既為總統府的顧問，當

有查閱檔案之便。就筆者所知，當年處理聯

合國的席位問題時，總統府設有宣傳外交綜

合研究組（簡稱宣外組），其重要成員有黃

少谷、谷正綱、王世杰以及當時的外交部長

周書楷等。筆者雖無特權能看到這種檔案、

紀錄，幸而從王世杰的《日記》中可以清楚

地了解當年處理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層

次：一是「漢立賊不立」，就是要能保住自

己的席位，而不讓中共加入，這是最高的層

次。如此層辦不到，只好「賊立漢亦立」，

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

台」。但當時我方並不使用此類名詞，稱之

為「一國兩席」或「雙重代表權」較為恰

當。結果這個層次雖經多方努力，還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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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皆輸」，落得「賊立漢不立」，絕不是

「漢賊不兩立」所造成的。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層次，如何來處理

「漢立賊不立」。引王氏《日記》數則如

下：

1、「頃悉美國政府向我政府表示，主
張（1）准共匪政權入聯合國，並取得安全
理事會中國席位。余〔王世杰自稱〕向外部

當局及黃少谷說：如不獲己，我政府或可要

將安理會中國席位暫行停止至能獲得解決

辦法為止。彼等均以為現在做不到。」（民

國 22年 2月 22日記）
2、「午後總統府宣外組會議後，余

（王）與黃少谷商量如何答覆美方提以安理

會為中國常務理事席讓給共匪之議。依現時

判斷，共匪將可得到必需要票數，我之拒絕

將歸失敗。余謂我不妨提議將安理會中國席

位暫行停止一、二年。少谷似以為做不到。

蔣先生〔中正〕對此無明白之指示。」（2
月 22日記）

2、「宣傳外交綜合組討論聯合國中國
代表權問題。據外交部報告，美方曾邀約

二十位駐聯大代表團團長商討保留中國〔中

華民國〕席位提案，但無多反應。前途形勢

顯然於我不利。」（2月 12日記）
如上所記，不但「漢立賊不立」有困

難，就是「漢立賊亦立」也有問題，但亦不

能不做最大努力。因此，當外交部長周書楷

定 2月 15日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前，王
雲五、黃少谷及王世杰等請其注意兩事：

（1）要求美國務卿應允，於彼所提保
留中國〔中華民國〕普通會員籍一則，如不

能在大會通過，美將在安理會使用否定權，

以否定大會之決議。

（2）我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如絕
對無法保持，可試探修正美案，將此席位

缺席，使中共不能入安理會。（2月 15日
記）

 此不過一廂情願耳。乃不得不退而求
次，進入第二個層次，試圖「漢立賊亦立」

了。王氏《日記》云：

「今日午後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組開

會，討論我對聯合國態度。余〔王〕以為我

只能保留大會席位，而共匪政權被選入聯合

國及其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我不宜退出或

完全缺席，而仍應出席聯大大會，但嚴厲抗

議其決定之違憲。谷正綱、黃少谷等均支持

余之主張。至於最後決定，自需最高當局為

之。」（2月 24日記）
「最高當局」，當指蔣中正而言，以後

照此進行，未見蔣中正反對，應是默認。

在試圖進行「漢立賊亦立」時，美國確曾幫

忙，但不敵阿爾巴尼亞的「排我納匪案」。

王氏在《日記》中不勝感慨曰：

「最近聯合國會員對中國代表權問題，

趨炎附勢者日眾。支持美國所提的第二案

〔原注：保留中華民國普通席位〕似亦較支

持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匪案者為少。最可恥者

如印度、英國、馬來西亞等國。……」（12
月 2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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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聯大通過阿案，我方仍打算賴著不

走。王記云：「總統府宣外組午後開會，余

〔王〕力主倘聯大決議通過阿爾巴尼亞排我

納匪案，我絕不宣告退出，不承認聯大決

議，未先經依聯大憲章第 2條程序，由安理
會議決，不能生效，我在聯合國地位仍存

在。該組多數委員同意余之意見。」（12
月 22日記）

12月 22日，聯大通過阿爾巴尼亞排我
納匪案，所謂「賊立漢不立」大勢已定。王

乃草擬「宣佈我在聯合國之會籍，因聯合國

未依憲章（尤其第 2條）通過阿爾巴尼亞
案，在法律上依然保持著……」之提案。經

過大家的討論，似乎覺得無濟於事。為了面

子，只好發表「嚴正」聲明〔表示所謂「漢

賊不兩立」〕。事後內部檢討，此乃美國背

棄中華民國之故也。迫於現勢，只好打落牙

齒和血吞。王之《日記》云：

「今日〔11月 5日〕午後，宣傳外交
綜合研究組在總統府舉行例會，除由周部長

〔書楷〕報告此次聯大會議，中國〔中華民

國）被排除之經過外，發言人俱對未來我方

應有之措施說話，共達兩小時。眾對美國益

多失去信任，周部長亦然。但在策略上彼

〔周〕仍勸告宣傳方面，不可造成我朝野反

美之印象。咸謂此議甚是。惟沈大使〔劍

虹〕之反美言論，外部亦當指示糾正。」

（11月 5日記）
宣外組是總統蔣中正的幕僚機構，其所

作之決策，當然秉承蔣之意旨而行。我們從

王氏《日記》中看了這段的經過以後，再來

對證陳隆志那天在「廟堂」之上的報告，從

電視的畫面上，看到國家「元首」（陳水

扁）率領「文武百官」正襟危坐，聆聽這位

「國士」在那「胡吹亂蓋」，誠不知「袞袞

諸公」作何感想！

（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2222
年 2月 22日）

宋美齡在蔣介石 1225年 4月 5日去世
後，即於 2月 12日赴美國定居，到 1222
年 12月 25日為紀念蔣介石百年冥壽離美
回臺，這段時間為十一年一個月。1222年
1月 12日蔣經國去世三年後，即於 1221
年 2月 21日離臺赴美定居，中間只有九天
（1224年 2月 12日至 12日，回臺探孔令
偉之病）返臺，一直居留美國為時十二年

一個月，到 2222年 12月 24日去世為止。
加上 1252、1254、1252、1225年的四次赴
美，以及 1225年到 1222年的十一年，總共
留美時間為二十五年六個月，占其後半生

五十三年的 44.5％。為何如此之久？著者呂
晶博士在書中已有分析。至其晚年定居美

國，筆者認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美國是一

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是其安身立命的理想環

境；反之，如果是一個專制的國家，或缺乏

正義的社會，就會使人避之惟恐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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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晶博士這部《宋美齡的後半生》，具

有高度的學術水準，充分利用中外檔案資

料，特別是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

文獻，可信度極高，是研究宋美齡的傑作之

一，值得欣賞。

寫於臺北淡水水世紀

《國史研究通訊》特設專屬網頁

全文上傳，歡迎瀏覽隨時賜稿

網址：http://www.drnh.gov.tw/issue/8/no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