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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史館典藏的總統副總統史料中，最

為海內外所重視的無疑是《蔣中正總統檔

案》，一直被館內外人士視為鎮館之寶。蔣

中正一向重視資料的保存與整理，1225年
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時，即將其個人的

檔卷文物交由秘書毛思誠保管。其後主持政

軍中樞達半世紀，先後由隨侍機要秘書陳布

雷、周宏濤及秦孝儀等人，隨時收存整理

其重要文件。1242年 5月，蔣中正資料運
至臺灣，幾經輾轉遷徒，後存放於桃園大

溪。1250年 2月，總裁辦公室在大溪設立
檔案室，進行整理編纂，因此學界長期習稱

「大溪檔案」。總裁辦公室撤銷後，1252
年大溪檔案室改隸總統府機要室。1262年
7月，這批檔案移存陽明山陽明書屋。1225
年國史館奉命接管，正名為《蔣中正總統檔

案》。《蔣中正總統檔案》數量龐大，主要

為 1222年至 1272年間，蔣中正統軍主政時
期有關政治、外交、軍事、財經、文教、社

會、交通等各方面的資料，資料類型包括函

稿、電文、日記、信件、書籍、輿圖、影像

資料及文物等，由機要人員長年蒐錄整理而

成，原來並未詳加分類，1250年機要人員
展開整編工作後，始陸續予以歸類。其檔案

共分為：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

檔案、特交文電、領袖家書、文物圖書、蔣

氏宗譜、照片影輯和其他等十大類。

1226年底國史館將《蔣中正總統檔
案》初步整理後，即正式對外開放，提供學

術界閱覽利用，海內外研究者來館查檔者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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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不絕。2006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
所開放《蔣介石日記》，可以毫不誇張的

說，這是民國史學界在研究及史料上的一大

震撼，其餘波至今仍蕩漾不已。以日記為文

本的歷史書寫，正方興未艾。然而，論起推

動蔣中正研究（即一般俗稱的「蔣學」）的

先驅，國史館 20年前的開放《蔣中正總統
檔案》閱覽，仍要記上首功。

國史館自 2002年起出版《蔣中正總統
檔案》中的《事略稿本》，《事略稿本》屬

文物圖書類。其產生是由蔣的秘書輯錄相關

函電、令告、講詞，及節抄蔣的日記、文

稿，仿傳統史學編年體例，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年編撰而成蔣中正的大事長編

初稿，起迄時間為 1227年至 1242年。《事
略稿本》的編纂工作，最初由國民政府軍事

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負責，王宇

高、孫詒及袁惠常三位秘書，即俗稱「奉

化三先生」主稿，1222年開始至 1248年為
止，已完成 1227年至 1226年的編稿。1227
年至 1242年部分，則於 1246年 1月總統府
機要室設立事略編纂室後，交由總統府秘書

許卓修兼任總編纂。1258年起，秦孝儀接
任總編纂，稍後並任蔣中正總統的侍從秘

書。1281年，事略編纂室完成任務後隨即
撤銷，所有案卷均由總編纂秦孝儀移回總統

府機要室管理。

《事略稿本》的編纂方式係由事略稿本

室任職秘書們蒐集整理資料及撰擬初稿，擬

定後送交總編纂審核校訂，再以楷書繕正後

呈送蔣中正核閱定稿。整個稿本的體例前後

一致，可見事略稿本編纂之嚴謹。然而，由

於初稿的主稿者或審核者的個人風格，所以

在主題選錄、資料裁剪與初稿擬撰方向上，

略有差異。

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中，

同屬文物圖書類的《事略稿本》、《困勉

記》、《游記》、《學記》、《省克記》、

《愛記》等，均大量摘抄蔣的日記，因此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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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史料價值；又以《事略稿本》的數量最

多，更值得研究者重視。其次，《事略稿

本》採編年記述，將歷史事件置於時間脈絡

裡，有助於釐清許多史事發生的確切日期與

來龍去脈，政策的形成過程與決策方式，也

可糾正相關史料的錯誤記載，且其中部分內

容具體呈現蔣中正個人的內心想法與生活

細節。 

有鑒於《事略稿本》的史料價值，國史

館特別成立編輯小組，自 2002年起，以原
件掃描方式存實，積極進行的出版工作，至

2012年止，共完整出版 82鉅冊，這是繼國
史館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後，在民國史

研究上的另一震憾。然而，由於最重要、也

最關鍵的 1227年下半年及 1222年闕漏，
學界中人每每發出美中不足、獨缺一味之

憾。2015年適逢抗戰勝利 70週年，華人各
界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在非常偶然的機

會下，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史庫內，發掘出

當年事略編纂室未隨大溪檔案移轉，由許卓

修、許兆瑞所彙整的 1227年下半年及 1222
年上半年初稿，這都要歸功於中國國民黨黨

史館主任王文隆開放史料的無私胸懷，才能

讓這塵封已久，幾無人知曉的殘本重出江

湖。

就外在形式而論，1227年下半年及
1222年上半年初稿，其中處處可見塗改、
剪貼或重繕痕跡，相較與根據最後修定版

本所出的《事略稿本》，可以確定這是一份

最原始的版本。為了忠實地完整呈現檔案原

貌，且前此出版的《事略稿本》已依流水號

依序編碼，故以補編形式出版，以示區隔。

對於民國史學界來說，這兩年份《事略稿

本》的出土，不僅是補上蔣中正事略長城的

最後一塊拼圖，其意義更猶如是漢初曲阜孔

子故居牆壁掘出古文經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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