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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关系也一直备受人们关注。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两岸经历了从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峙、人员彼此隔离走向军事上停止对抗、
政治上局部对话、人员交流和人员逐步往来的互动过程，政治氛围关系日渐和缓。
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能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历史的一页也迟迟未能翻过去。
在这些主角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尘封的历史中又有哪些不曾公开的细节？
本书将一一揭秘。

　　《机密档1：台海两岸未公开档案》：蒋纬国口述蒋介石到台后的反省、用人标准和生活态度，
以及其与蒋经国的恩怨和他明知道李登辉有台独倾向却放弃参加“大选”与之竞争的内幕；台湾情报
局官员现身说法，揭开两蒋统治时期的情报内幕以及周恩来被暗杀历史悬案的神秘面纱；国民党将领
回顾海峡两岸战火纷飞的岁月及隐蔽战场上的往事，揭示两岸关系演变及台湾面对诸多困局的核心问
题；胡宗南长子胡为真口述胡宗南在大陆的最后岁月，详解胡宗南在国共阋墙的烽火岁月和不为人知
的历史故事；台前新闻局长邵玉铭自述开放报禁秘密，笔杆子暴力又掀波澜⋯⋯
　　《机密档2：被遮蔽的历史》：现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亲述中以建交全过程；新华社
记者王洪起披露中阿关系破裂之谜；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献揭露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杨
显惠定西大饥荒的回忆中寻找饥荒和灾难的源头；王骞解密故宫大修18年以及那些故宫中的工匠消失
之谜；中、俄、蒙学界和军方研究结果还原9.13事件真相；张富贵叙写“时佩普间谍案”最深潜伏“
女主角”真实剧情；前苏联退役老上校首度披露其参与挑选金日成的历史秘闻；智效民新解引言获罪
的胡风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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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凤凰周刊是由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办、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编辑出版、获得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特许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以报道时事、政治、文化为主的政经大刊
。
作为一本连接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的刊物，凤凰周刊致力于打造一种华人圈新的对于时事文化报
道的权威态度与立场，以杂志文本与VCD光盘互动的新鲜阅读方式，揭示影响中国以及世界的重大事
件，非常人物，以及华人圈最关注的政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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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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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片蒋天下，半壁在黄埔。
曾位高职显的蒋氏门生，在寡廉鲜耻的权力场，却终归逃不了棋子的命运：“特工王”戴笠机毁人亡
，“中原王”汤恩伯、“西北王”胡宗南最终潦倒落魄，而备受恩宠的陈诚也不得善终⋯⋯本文以详
实的一手资料，揭开了天子门生起落沉浮的幕后新闻。
    蒋介石靠“枪杆子”坐天下，本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蒋夫人宋美龄曾对一些黄埔出身的军官说：“我们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就是我
们的儿女。
”    在蒋氏政权的草创阶段，黄埔中人贡献最大，沐浴的恩典也最多，以致“天子门生出黄埔”的说
法，流播政坛。
    然而，寡廉鲜耻的权力场，稍有闪失，就会一个筋斗跌下来，其间充满惊心动魄。
    坠机夭折的“特工王"    蒋介石总揽权柄，最看重三个物件，即“枪杆子”、“钱箱子”和“暗青子
”(暗器俗称)。
“钱箱子”指财政，他交给了舅老爷宋子文和连襟孑L祥熙，两人轮流坐庄；“枪杆子”是军队，由
号称“四大金刚”的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代为主持。
其中，陈诚、胡宗南都是纯正的黄埔出身(汤恩伯曾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
该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暗青子”隐喻秘密工作，分别由cc系的陈立夫和黄埔系的戴笠负责，可谓
：“一片蒋天下，半壁在黄埔”。
    天子门生，位高职显，各有大号：陈诚以蒋介石为楷模，身材偏矮，号称“袖珍领袖”；胡宗南、
汤恩伯拥兵自重，号称“西北王”、“中原王”；戴笠主持“军统”，气焰甚烈，盖过“中统”，号
称“特工王”。
    这三“王”一“公”里，最早落马的是戴笠，起因于一次意外事故。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飞抵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失事，机毁人亡，惨不卒睹。
    关于飞机失事的原因，说法甚多，通行的有二：其一“命相生克”。
据说戴笠生前笃信命相，他请人算过八字，测为火旺之相，欲水相济，专门取了个别名，叫江汉津，
意谓补水。
后来，戴负责特工，为防窃听，常用化名跟手下联系，这类取名概以命相生克为原则，诸如涂清波、
沈沛霖、洪淼等等。
唯独失事前，他鬼使神差地用了“高崇岳”的化名，见山不见水，犯了禁忌。
3月17日那天，飞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到达江淮地区上空，遭遇大雨，因为能见度差，撞山而毁。
搜寻人员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戴笠尸体，烧得只剩半截，焦黑如炭。
一打听，才知山叫“戴山”，沟叫“困雨沟”，恰恰与戴笠的姓字吻合(戴笠字雨农)。
于是有人把一系列巧合附会在一起，认为戴笠之死乃天意。
    再就是“内奸谋害”。
此人叫马汉三，原本是军统在华北的一个头目，抗战期间变节投日，抗战胜利后，用行贿手段打通关
节，当上了军统在北平的办事处主任。
谁知，百密一疏，马的变节行为还是露了破绽。
事情起源于一柄“九龙古剑”。
抗战胜利后，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时，对一段供词产生疑问。
供词称：军统特工马汉三曾在川岛家搜走一柄“九龙古剑”，价值连城。
戴笠觉得奇怪，这剑是当年孙殿英送给自己的，后为笼络人心，暂寄马汉三处，怎么三转两转，到了
日本人手里呢？
戴笠决定查清此事。
消息传到马汉三耳里，吓得半死，他生怕当年变节献宝的行为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趁戴笠视察北方的当儿，在戴的专机上放置炸弹，一手制造了失事事件。
    除了上述通行说法外，还有三种揣测：一是驾驶员技术失误；二是蒋介石唆使；三是cc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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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二种说法，其实也就是一种说法，即戴笠之死与老蒋有关(如果没有蒋的默许，cc不敢妄为)，这
类揣测，虽无实证，却也不属空穴来风。
飞机失事前，戴笠因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与蒋介石改组特工的打算相抵牾，正在闹情绪，激烈时十
分失态。
    戴笠的发展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扩充现在的势力范围，把军统搞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警察总署
；二是尽力把海军抓到手里，为达到目的，不惜巴结奉承美国人；对方要中国沿海的水文和气象资料
，戴笠大开绿灯。
有位留学欧洲、懂一点军事常识的部下提醒戴笠说：“气象、水文资料涉及国防机密，给美国人是否
妥当？
”戴笠不以为然地回答：“我们对美国人还有什么秘密不秘密，人家热心来帮我们，这有什么关系。
”对方有“寡人之疾”，戴笠忙着找女人，供美国佬消遣。
不久，戴笠安插在美国的耳目有消息报来，说是美国海军方面已正式向老蒋表示，愿意把一批超龄的
军舰，无偿地赠送给国民党，以帮助重建中国海军，条件是希望与戴将军合作。
    这种近似逼宫的要挟，令蒋介石十分反感，他怎会容忍部属、背着自己与老美勾搭呢？
与此同时，蒋还承受着另一种压力。
1946年旧历春节前结束的政治协商会议，再次掀起取消特务机关的声浪，国民参议会也振臂呼应，一
时间，“两统”(军统与中统)成了过街老鼠。
    在诸多因素的聚合作用下，蒋介石钦点8人，组成了专门会商结束“两统”的班子，其中至少有一半
是戴笠的死对头。
“难道嫌我碍手了？
用到该扔的时候了？
”戴笠读罢名单，一脚踹翻身边的椅子，随手把电文撕得粉碎，行为逐渐失控。
先是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活动，借公开训话宣泄怨气，他说：“对于军
统局，现在看来是毁誉参半，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持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革命
者。
”“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
”    按照老蒋的脾气，戴笠挨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
过去，戴常常被蒋痛骂，骂完了罚跪，再领受几下拳脚。
据说，蒋打骂部下有惯例：不是亲信之人不打；打完后必受重用。
这次却一反常态，整整两个月没有反应。
常言道：“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去。
”看来，即便没有飞机失事一节，戴笠淡出政治舞台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
    潦倒落魄的“中原王”、“西北王"    在国民党军界，蒋介石寄望最厚的莫过于陈诚、胡宗南和汤恩
伯了。
对此，曾引起黄埔门人的非议，湖南籍门生宋希濂就有个说法：“自北伐到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
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
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
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
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大，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
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最忠诚可靠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
”    有时候，寄托愈重，失望愈大。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雄师百万强渡长江，汤恩伯守卫不力，数日间骤失天堑；随后又孤注一
掷，把几十万人马拉到上海，发誓要坚守半年，结果不出一周，青天白日旗落了地。
    由于战绩恶劣，军界骂声汹汹，连汤的弟子也指斥先生是“饭桶老师”。
汤恩伯不堪负重，跑到蒋介石跟前痛哭，连称“对不起领袖”。
当时，国军兵败如山倒，老蒋非常希望高级将领中有人能为党国树一个杀身成仁的榜样，以焕发血性
，遏止颓势，激励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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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郑重嘱托汤爱卿率先垂范。
汤诺诺而应。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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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关系也一直备受人们关注。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两岸经历了从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峙、人员彼此隔离走向军事上停止对抗、
政治上局部对话、人员交流和人员逐步往来的互动过程，政治氛围关系日渐和缓。
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能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历史的一页也迟迟未能翻过去。
在这些主角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尘封的历史中又有哪些不曾公开的细节？
由凤凰周刊编的《机密档》将一一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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