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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诚回忆录&mdash;&mdash;建设台湾》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ldquo;行政院
长&rdquo;、&ldquo;副总统&rdquo;、国民党副总裁期间，参与台湾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活动情况。
这部回忆录对于我们研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早期活动及其决策内幕，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台湾的发展
变化，深化台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如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指出的：&ldquo;如果说，《陈诚回忆录》的抗日战争
部分，为全面了解与研究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珍贵史料；那么其建设台湾部分，将
有助于我们了解1949年至1965年台湾的政局、建设与社会状况。
作为这16年台湾的主要主政者之一，他的回忆相当翔实与细密，相信必将引发众多读者研究台湾的浓
厚兴趣。
&rdquo;　　陈诚在这一时期主持参与建设台湾，为迎接国民党迁台以及此后台湾经济的起飞，奠定了
重要基础。
然而，纵观陈诚的一生，他集爱国、忠蒋、反共于一身，是所谓&ldquo;反攻大陆计划&rdquo;的主要
鼓吹者。
这在本书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比如，作者在此书前言开篇直叙：&ldquo;因此我在这一年中，不独致力于军队的整建与士气的重振，
而尤致力于政治的革新与经济的建设。
我不敢以通常的省政自囿，实欲以孤臣孽子之心，确保此&lsquo;反共复国&rsquo;的最后基地，与挽回
已失的人心。
&rdquo;他说：&ldquo;在此等待期中，我们的军事反攻虽不可能，但是政治反攻、经济反攻、文化反
攻则是可以好好地做一下的&mdash;&mdash;我们不妨统称此种反攻为精神反攻&hellip;&hellip;此种精神
反攻的力量，不但可使大陆人民归心于我，就连共军、共干也必群情向往，盼我来苏，那时我们的军
事反攻将仅仅是一种不可少的步骤&rdquo;（第181页）。
他还说：&ldquo;&lsquo;反攻复国&rsquo;的问题，亦犹是也。
大家必须和衷共济，尽心竭力，以求其成；如反而相率置身事外，一味说风凉话，甚至还有人站在黄
鹤楼上看翻船，惟恐天下不乱，这样，&lsquo;反攻复国&rsquo;不知增加多少困难了&rdquo;（第305页
）。
&ldquo;准备反功大陆的中心任务，争取反共抗俄的光荣胜利&rdquo;（第352页）。
　　作者对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的评述、对李宗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看法和评论，也带有明显
的政治偏见。
关于朝鲜战争，他认为，&ldquo;由联合国扶植的南韩，虽然弱一点，却不失为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国家
；而由苏俄一手制造的北韩，虽然强得很，却只是克里姆林宫如假包换的傀儡。
这样，北韩之侵入南韩，便不能看作是韩国人和韩国人的内战，而是苏俄利用韩国人为作战工具的侵
略&rdquo;（第104页）。
还说：&ldquo;苏俄发动韩共和中共&lsquo;侵略&rsquo;大韩民国，到今天已经一年。
韩国军民起而反抗&lsquo;侵略&rsquo;不仅是为了保卫韩国的独立自由，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联合国当时决定援韩，以武力制裁国际共产主义的&lsquo;侵略&rsquo;行为，一年来这种集体的国际制
裁已经予&lsquo;侵略者&rsquo;以严重的打击&rdquo;（第406页）。
对李宗仁，作者认为：&ldquo;大陆危如累卵之际，李代&lsquo;总统&rsquo;背弃了他的&lsquo;国
家&rsquo;和人民，飞港转美，正做着去&lsquo;国&rsquo;惟恐不远的逃避。
而同时蒋总裁夫妇则分别由蓉由美飞返台北，与其&lsquo;政府&rsquo;及人民共赴&lsquo;国难&hellip;（
第263页）。
&ldquo;李氏于&lsquo;总统&rsquo;复行视事之次日，在美发表谈话，自称已继任&lsquo;中国总
统&rsquo;，蒋&lsquo;总统&rsquo;复职于法为无据云云。
李氏为之此言，可谓厚颜已极&rdquo;（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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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书中还有不少攻击谩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对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一系列政
策多有攻击和贬损。
比如，对于社会主义，作者认为&ldquo;这两大势力（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势力）的称号，以
国言，就是美与俄；就政治制度言，就是&lsquo;民主&rsquo;与&lsquo;独裁&rsquo;；就经济思想言，
就是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综而言之，亦即&lsquo;自由&rsquo;与&lsquo;奴役&rsquo;是已&rdquo;（
第79页）。
对于土地政策，他认为&ldquo;首谓中国土地问题，两千多年以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决。
国父很早就提出&lsquo;耕者有其田&rsquo;的主张，只因这是有革命性的政策，迄未真正见诸实行。
所以农民大感失望。
共党抓着这个弱点，打出&lsquo;土地革命&rsquo;的&lsquo;招牌&rsquo;，利用&lsquo;分田&rsquo;办法
来&lsquo;欺骗&rsquo;人民，以致造成今日如此严重的&lsquo;灾祸&hellip;（第404页）。
对于留学生政策，作者说：&ldquo;共方争取留学生，在纽约设有留学生回国指导委员会，专事&lsquo;
引诱&rsquo;留学生回大陆&rdquo;（第373页），等等。
　　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作者的反共立场和唯心观点，以及美化国民党、蒋介石的言论，请读者
在阅读时注意，给予认真鉴别。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
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对本书的出版殷切关怀，不辞辛劳，欣然再次提笔作序。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良明先生、余子侠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事宜筹谋划策，给予积极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10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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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台湾“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期
间，参与台湾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活动情况。
这部回忆录对于我们研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早期活动及其决策内幕，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台湾的发展
变化，深化台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陈诚回忆录》系列丛书之一，原由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发行。
原丛书共分六卷：《北伐平乱》（一卷?，《国共战争》（一卷），《抗日战争》（两卷），《建设台
湾》（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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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年1月4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一个地主家庭。
1918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
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等职。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任台湾省主席、台湾“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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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元月八日，我拟了一个长电呈复总统，这个电报，甚关重要，特将全文录此，以备以
后参考：“奉读子鱼电，至深感激。
现已至与反革命者短兵相接之时，亦至革命与不革命者之分水界，反革命者无时不想阻挠革命，但真
有革命之决心者，必将因此而益增深刻之认识与努力。
此次钧座命职主台，环境情形自在意料中，奉读电示，更当尽瘁图效，勉副厚望。
此间困难亦多，详情想伯聪（魏道明）兄业已面报，盖京中各种现象，已渐推移至台，高级人员之家
属，以及立监委与国大代表，纷集台岛，为数甚多。
即住行两事，已感棘手，其余更可概见。
当尽量忍耐，慎重处理，所嘱各节，谨复如次：（一）对驻台空军及其眷属，经已特予注意，俾能安
心在前方作战，并不时约晤郝司令商谈，其最大困难为住屋。
如屏东、嘉义等处，曾因此与陆军部队发生争执，虽经劝导，问题仍未解决，惟有增建房舍。
此议在伯聪任内，本已有决定，惜为审计手续所延误，为迅赴事机计，似以由国防部自行主办，方能
争取时间，所需五金材料，须由沪订购，余由此间尽量供应。
（二）向华（张发奎）兄遵即电约来台商谈，惟海南岛关系至巨，不早筹计，将人敌手，最好即以向
华兄前往主持，而以欧震襄助，专管军事，给以一个军之番号，由保安队拨编充实之。
（三）伯陵（薛岳）兄前曾约率诸孩来台，以种种不便未果，当再电相邀，渠愤慨虽多，但绝不至为
反动者所利用。
陆总恐非所愿，如以广州绥署或以韶关另设绥署令其负责，必能深资倚畀。
（四）此后遵当不多发表意见，惟钧座对于各种腐恶集团，亦宜当机立断，勿再瞻徇敷衍，致受其累
。
事急言切，幸赐垂察。
职在台当积极准备，惟望钧座速下决心，作一年后反攻之准备，最为重要，此间一切，除力求安定外
，并注意增加生产，以裕民生，而收民心。
”关于约张向华、薛伯陵来台事，当时他们都没有来。
总统同时亦曾去电相召，以道远言略，亦均无结果。
后来总统要我先征得伯陵同意后，发表他继宋子文先生之后为粤省主席。
另发表张向华为陆军总司令，而以余幄奇（汉谋）任广州绥署主任，以陈伯南（济棠）任海南军政长
官。
第二节 对于时局几点建议在我接事的前后，整个局势业已岌岌可危，我既懔于自身所负职责之重，凡
所措施，自不可不从远处大处着眼，而不能以经常的省政自囿。
当时我认为：第一，台湾光复虽已三年，但一切基础都还没有树立，地方对中央，每多疑惧，人民视
政府，无非剥削。
自“二二八”事变迄今，此种隔阂始终未除。
尤以白健生（崇禧）先生前次来台时，曾代表中央所允许台人的条件，如台人治台，及县长民选等，
不免有示惠之嫌，使实际负责的人感到困难。
但我为了维持政府信用起见，还是决定分期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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