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 

教⋯⋯”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 

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用 《圣经 卜问 “国运” 

入基督教后，蒋介石虔诚地 向 “天 

父”祷告。久而久之，他对基督的信仰， 

成为支持他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力量， 

尤其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 

介石即在13记中写道 ：“至十时祷告三 

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 

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 

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 

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 

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 “天父”、“上 

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1947年 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 

中写道 ：“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 

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 

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 

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之。 

幸赖上帝的保佑，竞得平安过去了。自 

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 

基督人，来做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 

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 

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 

年一年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 

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 

实可引为自慰也。” 

战场上一败再败，但是信奉基督的 

蒋介石坚持认为，“天父不会亏待我”。 

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多 

次说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称如果 “神 

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 
一 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 

1949年 l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宣告成立。退缩在台湾的蒋介石则仍 

在用 《圣经 卜问 “中华民国”的存亡 

问题。 

蒋介石在 10月 10日的日记中写道： 

圈点过的 《圣经》(右上)。 

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即使战况持续恶化，蒋介石对 “天 

父”并无怨尤，而以多祷告表达虔敬之 

心。 

在 1949年 1月 1日的 日记 中，蒋 

介石写道 ：“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子， 

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 

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 

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 

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 

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 

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 

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 

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 

杨天石教授告诉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此时靠求神问 b来保佑 “国家” 

命运的蒋介石，已经荒唐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了。 

谜案之三 

“二二／ 事件"中 

有没有下过屠杀令 

一 本刊记者 路 琰 

1947年的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一 

段沉重的记忆。“事发时，蒋介石是否 

下过屠杀令”，一直成为台湾蓝、绿阵 

营互相攻讦的政治议题。每到台湾选举 

日或 “二二八”纪念 日，这场血案就会 

被民进党拿出来当悲情牌，打击国民党。 
“

．---]＼事件”始于一次缉私行动。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湾省专卖局 

台北分局接到密报 ：有人走私卷烟。当 

查缉员赶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 

时 (今延平北路附近)，走私贩早已逃散， 

只有一名 4O岁的寡妇林江迈在叫卖香 

烟，其中有走私烟。查缉员没收了她的 

全部香烟和现金。林江迈跪在地上，抱 

着查缉员的腿哀求道 ：“我还要抚养一 

子一女，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 

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 

我吧⋯⋯”围观的人纷纷为林江迈求情。 

查缉员唯恐情势失控，用枪托击打林江 

迈的头部，迫使她松手。 

鲜血从林江迈的头上流下。这一幕 

深深刺激了围观民众，他们愤而包围查 

缉员。一名查缉员开枪示警，子弹误中 

在自家门13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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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 2O岁，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 

逃往警察局。当晚，激愤的群众包围了 

警察局，要求惩凶。2月 28日，台北市 

民通告罢市，示威请愿，并占领了广播 

电台。随后，风暴席卷整个台湾，示威 

群众遭到军警镇压，造成数干人伤亡。 

这段流血的历史，被称为 “二二八事件”。 

台湾不测之变，“苦心焦虑 

不知所极” 

就在 “--z．A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1947年3月1日)，蒋介石写了一篇日 

记 《上星期反省录》：“台湾群众为反对 

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 

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 

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对 “二二八事件” 

的第一次记录，表明他对事件的起因做 

出了初步判断 ：“暴动”的导火索是台 

湾群众反对纸烟专卖政策，但 “暴动扩 

大”的根源，是 1945年台湾光复后，南 

京国民政府把驻台的第62师、第70师 

调离台湾，投入到内战的战场上，使得 

台湾驻军不足，无法及时控制 “暴动” 

局势。 

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陈仪，是蒋介石在 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 

学，也是国民党里的 “台湾通”。蒋介石 

对陈仪一直信任有加，甚至同意他在台 

湾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 

但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先是隐 

瞒不报 ；局势失控时，又张皇失措，于 

3月6日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的军队 

分三路向市区进击；最后事态日益严重， 

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调派整编2l 

师的一个加强团和宪兵一营来台平乱。 

蒋介石震惊之下，对陈仪大失所望。 

从 3月第二个星期开始，出兵延安的计 

划以及台湾 “二二八事件”，成为蒋介 

石日记中最关心的两件事。蒋介石在日 

记中写道 ：“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 

北延安共匪祸正炽，而又加此不测之变， 

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 

变忙碌也。” 

“惟无精兵可派”，“现时惟 

有怀柔” 

1947年 3月7日，蒋介石考虑派兵 

台湾之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台 

湾暴动 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 

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 

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 

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噩组 

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 

但是，蒋介石已将大部分兵力投入 

内战中，他面临无兵可调的局面。反复 

思量后，蒋介石又写道：“惟无精兵可派， 

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 

有怀柔以稳。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 

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杨天石教授对 Ⅸ环球人物*杂志记 

者分析道： 怀柔’一词，源于 《诗经》， 

是用笼络和感化的方法，解决对抗力量 

之间的激烈冲突，避免大规模流血。‘现 

时惟有怀柔’，意味着蒋介石决定采用 

温和的方式。这篇日记奠定了蒋介石处 

理 ‘-----]k事件’的基本策略。” 

蒋介石为何选择 “怀柔”?通过对 

蒋介石 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的研究，杨 

天石教授认为有两大原因 ：其一是 1947 

年的时局。当时抗战结束不到两年，中 

国百废待兴。沦陷区接收、政府组织重 

建、各党派政治协商等等，千头万绪， 

交逼而至。特别是国共内战，成为蒋介 

石的第一要务。“_-Z-jk事件”在蒋介 

石的全盘工作中，只是一个突发的热点。 

其二是台湾 的特殊情况。1945年 

l0月25日，台湾结束了自中日甲午战 

争后长达 50年的日据时期，归还给中 

华民国。在陈仪的集权统治下，台湾社 

会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与大陆隔绝5o 

年的台湾居民，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 

从大陆迁入台湾的近2万名国民党公务 

人员，与台湾民众有所隔阂；留在台湾 

的 8000多名 日籍人员，时时和台湾民 

众发生冲突；在日据时期成长起来的“台 

湾精英”，仇恨国民党公务人员霸占公 

职，使得他们升迁无门。“二二八事件 

的发生，使台湾人和外省人的隔阂、台 

湾人和 日本人的仇恨、“台湾精英”和 



国民党统治者的争夺，都找到了一个宣 

泄的出口。“暴动”演变成一个极其复 

杂的事件。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 

“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 

1947年 3月 8日，迫于局势，蒋介 

石开始调兵台湾和部署党务，他在当天 

的日记中写道 ：“朝课后考虑台湾问题 

与延安方略，召见刘雨卿 (编者注 ：驻 

防昆山的2l师师长)指示对台湾注意 

各点。正午约李翼中 (编者注 ：台湾省 

国民党党部主委)等谈对台湾处理具体 

方案。”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 ：“朝课 

后写公侠信，召见刘雨卿等指示到台湾 

后之方针与部署毕。晚与健生 (编者注： 

国防部长白崇禧，字健生)谈台湾与华 

北情形。” 

当天，刘雨卿向蒋介石辞行，率 21 

师师部及 146团开赴基隆。蒋介石对刘 

雨卿下达的指令是 ：“宽大处理，整饬 

军纪，收揽人心。”同时，他指示陈仪道： 

“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地采纳民意。 

军事上则权属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 

受。” 

l台湾台北 “二二八”纪念馆 

但2万大军抵达台湾后，仍然和 “暴 

动”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蒋介 

石得知后，在 3月 12日的 I：t记里再度 

批评陈仪 “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 

难”。第二天，他亲笔手书，严厉指责 

陈仪 ：“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 

复，否则 以抗令论罪。”当晚，蒋介石 

找来国防部长白崇禧，面谈台湾情形， 

决定由蒋经国陪同白崇禧，前往台湾视 

察、慰问。3月 19日，当白崇禧在台湾 

视察时，蒋介石又追加了一封急电给白 

崇禧，要他转命刘雨卿 ：“应特别注重 

军纪，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勿 

使官兵借 口败坏纪律。”直到台湾局势 

平静，蒋介石才松了口气，在 日记中表 

达了对 自己派兵决定的满意 ：“台湾事 

变自军队运到后已大半敉 (编者注 ：音 

同 “米”，意为 “抚平、安定”)平，然 

亦未曾根本解决也。可知新复之地与边 

省全靠兵力维持也。” 

杨天石教授分析说 ： ------)k’悲 

剧的造成，蒋介石无疑要负责任，他迷 

信军队的作用。但考察蒋介石在这一时 

期的 日记、与军方的来往函电，都没有 

发现他下达过屠杀、诛戮的命令。国民 

党军队显然做不到令行禁止，滥捕、错 

杀屡有发生。正是这一点，被民进党当 

作了政治攻讦的工具。以 ‘-----／k事件’ 

的死亡人数为例，民进党说有 20万人。 

我查阅了台湾行政院所辖的 ‘财团法人 
- -

．A基金会’的补偿记录，上面写道 

‘计本省人死亡 673人，失踪 174人，其 

它羁押、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务 

损失共 1237人，合计为 2084人’。这才 

是比较可靠的数字。” 

直到 1947年四五月间，蒋介石 日 

记中的 “反省录”与 “工作课 目”，还 

陆续出现有关台湾善后处理措施的记 

录，包括 “研究台湾派员处理善后之 

时机”、“台湾省政府组织之发表 ”、“台 

湾省政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存废时期之 

决定”、“台湾省政府主席与组织之决 

定”等等。可见，对于 “二二八事件” 

后台湾如何尽快恢复秩序，蒋介石颇 

为重视。 

谜案之四 

为何大骂 

美英首脑 

一 本刊记者 许陈静 路 琰 

蒋介石亲美、亲英，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在抗 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共内 

战中，蒋介石都得到了来自美英，尤其 

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但在蒋介石 日记中，屡屡有他暴跳 

如雷，怒骂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等 

人的文字。他为何会大骂美英首脑?他 

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险被罗斯福刺杀 

1945年 3月 15日、4月 13日和 4 

月 30 Ft，蒋介石先后在 日记里大骂美国 

总统罗斯福 “卖华”、“侮华”，“畏强欺弱， 

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 

政治难涤之污点”。 

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积怨，最早始于 

“史迪威危机”。史迪威是罗斯福在二战 

期间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担任中 

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指挥 

盟军在印度、缅甸战场的作战。由于史 

迪威一派 “太上总督”的大国主义作风， 

蒋介石很快与他失和。1942年 5月 10日， 

史迪威不征求蒋介石意见，独自指挥中 

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作战，蒋介石在 

日记里骂道 ：“史迪威对我在缅甸军队亦 

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 

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1943 

年 6月 28日，史迪威又拒绝将罗斯福 

的海军兵力表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在 日 

记里痛骂 ：“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