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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8年9月12日起，林彪指挥下的东北野战军连续向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
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马不停蹄，立即挥师入关，将守卫华北的傅作义各部分别包围于张家口
、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
当时的形势已经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已是迟早的事了。
    此时此刻，蒋介石和美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台湾。
    其实，早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为了防止美国人不遵守《开罗宣言》对台湾有二心，
不给美国人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接收了台湾，并立即派兵进驻。
    而美国政府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其参与制定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公开
承诺战后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然而，美国海军总部却认为台湾极其重要，战后应由“美国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不要中国介入。
而蒋介石显然获悉了美国海军的意图，所以他以快速的行动让美国海军总部制订的接管台湾的计划泡
了汤。
毫无疑问，蒋介石虽然需要美国的援助，但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却又不甘心受制于美国。
    1946年10月，蒋介石偕同宋美龄视察台湾。
视察结束后，他曾经十分赞许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
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总之，一句话——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
然而，他当时绝没想到，台湾后来竟成为他在中国最后的逃亡之地。
    不过，美国并没因为蒋介石迅速进驻台湾而放弃对台湾的关注。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驻台湾人员的暴政而发动了“二二八”起义，3月3日美国驻台
湾领事馆就建议美国政府用联合国名义直接干涉，同时向国民党政府保证，等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
府”后再把台湾归还中国。
起义被镇压后，美国驻华参赞巴特沃思又致函美国国务卿，认为台湾人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紧张关
系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
5月26日．那位“二战”期间主张战后绝不能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的美国驻台湾副领事乔治·柯
尔，也建议美国国务院，为防止台湾混乱局面的继续，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必须把台湾置于联
合国或美国监督之下。
1947年8月，奉美国总统之命到中国考察的总统特使魏德迈，根据个别台湾失意政客和“台独”分子提
交的《处理台湾意见书》，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魏德迈在报告中转述了“台独”分子
提出的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等八项要求．并在报告中说：“台湾人会接受美国的保护或联合国之托管
。
”紧接着，美国一些重要媒体，如《纽约时报》等，在一些政客的授意下，纷纷刊出台湾人同意将台
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文章，有的文章还声称：“台湾只有交联合国托管，才不会落入共产党之手。
”    蒋介石对美国国内公开出现的这股分裂中国的逆流，进行了反击：一是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
即组织人在报刊、电台写社论和评论，反击国际上的分裂阴谋；二是电令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
明公开发表谈话，反击、驳斥美国政界出现的“台湾托管论”。
1947年12月28日，魏道明奉命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已经回归中
国，但一些阴谋分子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再分裂出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允许。
如果少数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600万台湾人民和4万万中国大陆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牺牲，坚决维护
中国的领土完整。
于是，美国国内掀起的第一次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逆流被打了下去。
    淮海战役结束后，美国政府判断，蒋介石的失败已不可挽回，如果退守台湾，中共必跨海东征，台
湾一旦落入中共之手，美国在西太平洋反苏反共的战略锁链将会出现缺口。
据此，杜鲁门政府决定：阻止蒋介石入台，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支持加强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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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不使其落入中共手里。
于是由国务院远东司密电驻台总领事韦克伦茨：设法说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任何安排均脱离关系，维
持一个分离的政权。
韦克伦茨立刻会见了陈诚，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意向，向陈诚提出：台湾政治与国府分离，经济贸易与
中共绝缘，由陈诚主持台政，美国每年给予2500万美元的援助；蒋介石如愿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避难
者身份等要求。
1949年2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再次派遣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到台湾游说陈诚自立。
莫成德向陈诚重申了美国政府的意见：(1)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离，断绝经济贸易，自办台政，美国每
年援助台湾2500万美元。
(2)美国可以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各国，进行象征性的联合出兵，共
同占领台湾，并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3)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
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的在台分子。
(4)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5)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本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蒋的干女婿，私交公谊均非同一般，见美方如此咄咄逼人，便作了直言
拒绝：“吾追随蒋先生二十余年，不忍临难背叛而自立。
”    但是，美国不甘就此罢休，又把目标转向亲美的台湾第二号人物、拥有三个军兵力的陆军训练司
令孙立人。
1945年欧洲联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邀请孙立人访问欧洲战场，使孙立人二战名将声誉达到巅峰。
孙立人的随从参谋、后来做到台湾军队联勤司令的温哈熊回忆说：“当时联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来了一
封信，邀请孙立人去访问欧洲战场，他当然很高兴了，去之前委员长(蒋介石)召见，进门以后蒋就开
口大骂他，说：“谁叫你去的？
”孙立人回答：“是人家邀请的，而且是你批准之后我才去啊！
”委员长更大怒了，说：“为什么不邀请我，邀请你？
为什么不邀请别的将领？
”这显然已经是有成见了，这个事使得孙立人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当然最后蒋还是不得不让他去了
。
”    通过后来美国的解密档案，可以发现“弃蒋保台”是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台政策。
1949年年初，美国家安全会议经多次会议，认为国民政府迅将失去全部大陆，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
舰，对太平洋的防御有其重要性，不能任其落入中共之手，决定弃蒋保台。
而蒋在内战中的不佳表现，也令美国更加属意能力突出、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孙立人，欲以孙取代蒋。
1949年2月12日，美国远东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派其少将副官专程赴台，邀请正在台湾负责练军的孙
立人飞往东京，共商防卫台湾大计。
麦克阿瑟暗示孙立人说：“我们不能让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落到共产党的手里，所以有意请
阁下负责巩固台湾，而由我们美国全力支持。
”但孙立人不为所动，再三表示：“我忠于蒋介石，不能临难背弃。
台湾军队悉由蒋介石指挥，陈诚(时任东南行政公署长官，坐镇台北)也是听命于蒋介石的。
”而且他还表示：“我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不会领导反共”，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
回到台湾之后，孙立人将此行如实向陈诚汇报，并于3月24日飞往浙江溪口向蒋介石报告。
漂泊在东南沿海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又气又急又怕，害怕去台路被美国阻断，决定先赴台湾一趟。
    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从舟山群岛的定海机场起飞赴台，才飞到一半路程，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下
令降落在澎湖的马公岛，因为他对陈诚和孙立人没底。
陈诚在台湾一柱擎天，此时此景，加上美国的压力利诱，会不会仍忠于他这样的亡国之君？
心中实在难以把握，所以他还要考察陈诚的态度。
而孙立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屁亚军校，“二战”后，孙与美军军事统帅一直保持良好关系。
孙立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东北战场与蒋的爱将杜聿明不和，被免去军长职务，1947年8月改任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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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司令，被派赴台湾训练新军。
孙立人是否最终会被美国人说服？
为防陈诚、孙立人有变，蒋介石决定推迟入台，先做投石问路，并作两手准备，如去台不成，就去菲
律宾组织流亡政府。
同时，他还在日本买了房子。
    在马公岛，蒋介石一方面给陈诚发电报：“⋯⋯我欲来此，请于24小时内复我。
蒋即。
”另一方面又将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召来5公岛。
经蒋介石面授机宜后，陈质平飞往台湾高雄，对孙立人说：“总裁对以后进退考虑甚多，第一个方案
是到台湾主持复兴大计，但不知伸能兄意见如何？
兄若认为不便，他就准备流亡南洋，到了菲律宾再说。
”孙立人暗暗吃惊，知道蒋介石怀疑自己有异心，次日立即飞赴5公岛，向蒋介石表白：“一切以总
裁之命是从。
”    而陈诚却没在24小时之内复电，蒋介石几乎是反剪手、踱步，计分数秒度过一生中最长的24小时
的。
陈诚究竟为何没在蒋规定的24小时内给蒋复电，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谜底怕是由陈诚带入地下了
。
    陈诚得蒋电后，经过的不是24小时而是96个小时，即整整4天后，才去--5公岛伴驾。
那次陈诚去马公岛迎主伴驾，蒋经国在其所著《风雨生信心》中有记载：“(1949年)5月21日，陈辞修(
即陈诚)、俞鸿钧、蒋铭三三位先生来马公岛晋谒父亲⋯⋯”蒋经国惜墨如金，详情从略，更无只字评
论。
陈诚迟迟不伴蒋驾的3天时间，美国是知道的，他们曾一度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派遣莫成德特使不负
此行，台湾独立必有希望，继而在第四天得知陈诚迎驾干5公岛，才承认对陈诚的诱惑失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为陈诚的到来而真正放心，他的思考不曾有过丝毫停歇：这位此时当权台北
、被舆论讥为“蒋之替身”的陈诚，还会是昔日的部下吗？
想到这，他不由一震，台湾已是陈诚的台湾，而自己眼下几乎已无立锥之地，蒋某真个儿到了日暮途
穷、气息奄奄、“大限”将至的时候，为防万一，只有改变既定策略，不走台北而从高雄登陆，眼下
坐镇南台湾的毕竟是骁将孙立人，而不是让他放心不下的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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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学蓬编著的《东方隆美尔——解密蒋介石为何欲置孙立人于死地》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突然传出
，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被蒋介石软禁，而美国却不断传出声音为孙立人求情，其深层的背景和原因长期
以来一直是个谜。

《东方隆美尔——解密蒋介石为何欲置孙立人于死地》，以翔实的史料揭开了这个谜底。
作者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表现了曾被誉为“东方隆美尔”
的孙立人，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英勇抗击日军的史实。
同时，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抗战胜利后特别是退守台湾后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
突。
而孙立人正是这两种矛盾的牺牲品。
书中揭露了蒋氏父子为了防止美国利用孙立人搞兵变，以便控制台湾岛，而不惜用栽赃陷害的手段，
强加给孙立人通共的罪名，以彻底肃清孙立人在台湾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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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52年，毕业于江津师范专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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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榆木疙瘩
  1．闪闪
  2．蒋介石的心病
  3．小秘书也能办大事
  4．送上门的好机会也抓不住
第12章  军中干城
  1．良心会
  2．罗湖桥头
  3．美女救英雄
  4．自投罗网
  5．黑牢中的姊妹花
第13章  敲山镇虎
  1．浪子回头
  2．蒋介石不给面子
  3．一群混账！

  4．总统赐宴
  5．武有孙立人，文有吴国桢
第14章  台湾起死回生
  1．回归将领成了阶下之囚
  2．蒋经国吃了闭门羹
  3．桃园感训所
  4．朝鲜战争救了蒋政权的命
  5．我孙立人只向蒋公一个人敬礼！

  6．文死谏
  7．《小兵之父》惹得龙颜大怒
第15章  吴国桢给美国记者留下了三封信
  1．连电话都那个了呢
  2．唯大英雄才能做大事业
  3．袍泽邂逅
第16章  反攻大陆第一仗
  1．一场台风让杨万里家破人亡
  2．作客山中
  3．这是反攻大陆的第一天
  4．狱中拜年
  5．反共抗俄
第17章  将军百战身名裂
  1．空有壮志悲情，唯苍天泣泪耳
  2．保密局动手了
  3．任谁也不愿意碰上两次西安事变
  4．众袍泽狱中相聚
  5．郭廷亮扮演另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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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麦克阿瑟高呼刀下留人
  7．生了个带把儿的
第18章  被迫签字
  1. 孙立人是个阳谋家
  2．风凛冽，撩起孙立人满头华发
  3．我对我部下的忠诚从不怀疑
  4．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承诺
  5．昭布天下
第19章  祸兮福所倚
  1．必死之人，喜从何来
  2．将军煤球店开张
  3．姊妹出狱
第20章  噩梦中想到一个人的命运
  1．贵人相助
  2．本庭判决如下
  3．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而崩殂
  4．别了，台湾
第2l章  总司令终于获得自由
  1．与自由一步之遥
  2．义子揭均
  3．孙立人已经不习惯见客了
  4．重获真正的自由
  5．郭廷亮最后的陈情
  6．李鸿走了
  7．各为其主
  8．总司令的九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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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中国正式对日宣战 1941年12月7日深夜，风景秀丽的重庆黄山委员长官邸云岫楼笼罩在一
团博大深沉近乎于凝固般的寂静之中，唯有冷冽的山风轻轻掠过满山遍野莽莽荡荡的虎皮松林，在天
地间舞弄出持续不断的细碎声响。
 陡然间，一串急促清脆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山野间的宁静。
 当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的那一刻，熟睡中的蒋介石已经被惊醒了，眼皮弹了弹，身子未动，
脸膛涌上愠怒。
 两名在外屋值班的侍从官闻声而起，顿时面面相觑，因为，这电话铃声来自于委员长的房间里。
每一位侍从官都清楚委员长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每天夜里10点钟准时就寝，而且自抗战军兴，又增
添了一个固定的程序，即委员长入睡之前必服大剂量的安眠药。
 一位侍从官看看腕上的表，指针指向0点30分，正是药性发作，助委员长熟睡的时候。
 两名侍从官听着卧室里不断传出的电话铃声，欲进不敢，一脸焦急。
 看表的侍从官压着嗓子对另一位侍从官嘀咕：“老头子刚刚服了安眠药，谁这么大的胆子，这时候敢
往卧室里打电话？
” 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中将闻声赶了过来。
 一名侍从官赶紧凑上前低声报告：“主任，电话铃响了好一阵，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
” 俞济时凑到门前，聆听着卧室里持续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
 此时，身穿睡衣的宋美龄已经从旁边屋子急步赶过来，凝视着床上的蒋介石说：“大令，大令！
” 蒋介石睁开眼，恼怒地抓起电话。
 话筒里传来一个惊喜不已的声音：“委员长，显光向你报告好消息！
最好的消息！
日本海军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
上帝保佑，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中华民族有救啦！
” 蒋介石神情大变，站起身，激动不已地说：“董显光，你别着急，慢慢说！
” 董显光分明是在用叫嚷的声音向蒋报告：“日本得意洋洋地发布了大本营第二号新闻公告，裕仁天
皇已经向美国正式宣战⋯⋯” 宋美龄走到衣架前拿起大氅，披在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放下电话，猛然转身，以一种分明不敢相信的神态告诉宋美龄：“董显光告诉我，今天清晨，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裕仁天皇已经向美国宣战了⋯⋯夫人，这不是在梦里吧？
” 董显光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报上来的消息当然不会是道听途说。
 宋美龄惊喜不已，激动地走到收音机前，将旋钮拧到了东京频道。
 屋子里顿时响起东京广播电台播音员杀气腾腾的声音：“大日本帝国海军于今天凌晨在西太平洋上，
与美利坚合众国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 蒋介石将内容翻译给宋美龄听罢，马上又道：“快听听美
国方面的消息！
” 宋美龄拧到了美国方面的频道上，“对，听听美国的消息，就可以证实日本人的消息可靠不可靠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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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介石与美国矛盾牺牲品，蒋经国为何如此陷害孙立人，一代名将，皓首图圄，悲剧！
作者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表现了曾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国民党军队在
缅甸英勇抗击日军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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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