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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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曲故 。 

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余令商 (编 

者注 ：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 

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 

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见； 

美国有此军官⋯⋯岂不怪哉!” 

根据解密的历史档案，1943年11月，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反 

法西斯同盟会议。史迪威向罗斯福打了 

蒋介石的 “小报告”：“总统阁下，你一 

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 

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 

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 

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罗斯福回答道 ： 

“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 自私，一点儿 

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很难有效合作 

下去。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果无法与 

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在 3 

个月内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3个 

月后，这个指令自动失效。” 

史迪威带着罗斯福的绝密指令返回 

中国。1944年初，蒋介石打算视察中国 

驻印度军队。史迪威感到天赐良机，制 

定了刺杀蒋介石的 “蓝鲸行动”：由美 

军军官潜入蒋介石的专机做手脚，当专 

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发动机会突然 

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人不得不弃机跳伞。 

此时，他们会发现，机舱内所有的降落 

伞都已坏掉。侥幸的是，蒋介石因故改 

变视察计划，“蓝鲸行动”没有实现。不 

久，罗斯福的 “3个月期限”已到，刺 

杀蒋介石的指令自动解除了。 

到二战末期，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 

出现新的矛盾。这就是中国东北问题。 

1945年 2月4日，美、英、苏三大国举 

行雅尔塔会议。斯大林提出：把原沙皇 

俄国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权利完全转移给 

苏联。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出兵东北，减 

轻美国对 日作战的压力，同意了斯大林 

的要求，签署了秘密协议。1945年 2月 

8日，蒋介石在 日记中担忧地写道 ：“今 

日见罗、丘、斯里海会议 (编者注 ：因 

雅尔塔地处里海附近，也称里海会议) 

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 

俄协议牺牲我乎?”此后，中华民国驻 

英大使顾维钧、驻苏大使傅秉常、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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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魏道明，陆续向蒋介石 

发来密电，告知罗斯福可能 

出卖了中国利益。蒋介石焦 

虑更甚，他在 3月 5日的 日 

记中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 

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对 

于远东方面之谈话 ：(一)满 

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 

权属华 ；(二)斯欲旅顺或大 

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 

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 

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 

其主权属于我云。阅此，但 

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 

果已卖华乎?” 

十余天之后，蒋介石通 

过各种情报，确认雅尔塔密 

约牺牲了中国东北。激愤之 

下，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在 

日记中连续多日大骂罗斯福， 

以泄心头之恨。 

和丘吉尔翻脸 

1943年 5月 23日，蒋 

介石在 日记中宣泄了对英国 

首相丘吉尔的愤怒 ：“昨日傍 

晚，接宋电称 ：华会廿一 日 

会议中，丘吉尔突称 ‘西藏独立国。中 

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 

兵’⋯⋯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 

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 

倭寇所不齿。” 

原来，1943年 5月，时任中华 民 

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应邀参加太平洋会 

议。会上，丘吉尔突然抛开对 日作战的 

主题，说道 ：“最近听说，中国集 中队 

伍进攻西藏，使这个独立国家大为恐慌。 

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要有不幸事件 

发生。”宋子文反驳道 ：“我没听说有这 

个消息，西藏也不是首相所说的独立国 

家。中英问历次所订条约，都承认西藏 

为中国主权所有。”会后，宋子文致电 

蒋介石，汇报丘吉尔的言论。蒋介石勃 

然大怒。 

半年后，在开罗会议上， 

丘吉尔碰面了。丘吉尔自知蒋 

不满，由于蒋介石不懂英语， 

向宋美龄挑衅道 ：“蒋夫人， 

中，我是不是坏人?”在这样 

合，宋美龄既不能说他是坏人 

能夸他是好人。宋美龄就把 “ 

回去 ：“丘吉尔先生，您 自己 

己?”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带j 

到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作 

吉尔指示印度方面降低对蒋{ 

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廊 

迎候蒋介石，既不在机场大厅{ 

也不派军乐队奏迎宾曲。蒋介 

火。1944年，当丘吉尔想效仂 

请宋美龄访英并发表演讲时， 

上让宋美龄以 “身体欠佳”为l 



I 1 943年1 1月25日，蒋介石 (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 (中)、英国首相丘吉尔 (右)在开罗会议上合影。 

就在同盟国即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时，蒋介石为香港主权问题，又 

和丘吉尔吵了一架。按照盟军方面的规 

定，香港El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 

受降。但丘吉尔以香港是割让地为 由， 

坚持派英国海军前来受降。194．5年 8月 

17 El，高度关注英国在香港动向的蒋介 

石在El记中写道 ：“英军舰已驶到香港 

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但蒋介 

石知道，他无力和丘吉尔抗衡，无法一 

举收复香港。他不得不在坚持主权的前 

提下，做出屈辱的让步。8月 27日，他 

又写道 ：“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 

张。必须贯彻。可代表余——中国战区 

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 

3天后，英国海军上将以受降特使 

的身份到达香港，拒绝蒋介石的 “委派 

令”。蒋介石在 El记中怒斥 ：“英国欲强 

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 

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无已。”丘 

吉尔和蒋介石僵持到 9月，眼看 9月 2 

El同盟国接受 13军投降的 El期迫近，丘 

吉尔才做 出让步，同意蒋介石委派英国 

军官受降。蒋介石大喜，写道 ：“是公 

义必获胜之又一证明。惟英国侮华之思 

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 

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杨天石教授告诉 环球人物 杂志 

记者，纵观蒋介石 13记，反复出现 “汝 

忘英夷之仇乎?”“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甚至 “英 

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的话。蒋介 

石和英国的关系，可用5个字概括 ：联英， 

又仇英。 

马歇尔令他绝望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着 

手打内战。在这一阶段的13 

记中，蒋介石并不认为美国 

人全心全意支持他，他对杜 

鲁门、马歇尔、司徒雷登等 

人充满猜疑、愤怒和失望。 

1945年 l2月 6 13， 美 

国总统杜鲁门急召二战名将、 

65岁的马歇尔，交给他一项 

新的任务 ：赴中国调停国共 

冲突。1O天后，马歇尔到达 

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局势 

出现转机。1946年 1月 10 13， 

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但蒋介石所期望的，并 

非是美国的调停，而是支持。 

这令他对马歇尔在华的作为， 

深感 失望。他在 5月 31 13 

的 13记中写道 ：“若以马歇 

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 

令人绝望。”6月26日内战 

全面爆发后，马歇尔的 “表 

现”令蒋介石更加恼怒。蒋 

介石在 7月 13日的13记中写 

道 ：“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 

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 

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次 日，他在 13 

记里讽刺马歇尔 “最大之心病，甚恐局 

部冲突引起全面内战。又恐短期内不能 

获得解决，以致引起俄国之干涉”。7月 

17日，蒋介石又大骂 “美国始终坚持其 

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 

不顾。至可痛惜也!” 

1947年，蒋介石和美国驻华大使司 

徒雷登也吵了一架。台湾发生 “二二八 

事件”后，司徒雷登曾连夜会见蒋介石， 

声称接到美国驻台领事的紧急电报，美 

国认为台湾局势严重，要求派飞机接美 

国侨民回国。蒋介石对此非常反感，在 

日记中骂美国人 “浮躁轻薄”，“使中 

国增加困难与耻辱”。 

到 1949年，随着蒋介石在 内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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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节败退，美国决定放弃蒋介石。8 

月 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 K美国与中国 

的关系 白皮书，认为蒋介石是自招失 

败 蒋介石看罢，勃然大怒，在 8月 lO 

日的日记中痛骂 “马歇尔、艾奇逊欲掩 

饰其对华政策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 

灭中 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 

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 

之 ‘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 

留下莫大之污点”。 

杨天石教授对蒋介石大骂美英首脑 

的做法，有一番解读 ：“蒋介石的确和 

美英结盟，这是利益的需要。但他和美 

英有矛盾，也是事实。蒋介石和罗斯福、 

丘吉尔、马歇尔发生激烈冲突的根源之 

一

， 是他虽然希望得到美英的支持，但 

又不愿意完全受制于美英。那样，不但 

国家没有尊严，他 自己也没有尊严。” 

谜案之五 

是否想对 

大陆用核武 

_本刊记者 路 琰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念念不忘 

反攻大陆。他是个痴迷的平剧 (京剧) 

爱好者，在大陆时，就常常抽时间听平 

剧。1950年 1月 10臼，他在 日记 中写 

下这样一句话 ：“如不收复北平，此生 

不再观平剧矣。” 

可蒋介石也深知，退据台湾的国民 

党根本不具备反攻的条件。在他的日记 

中，有一篇 1951年的 《大事预定表》， 

关于反攻大陆一事，他强调道 ：“准备 

未完，切勿反攻 ；无充分把握，决不反 

攻 ；时机未成熟，亦不反攻。”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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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准备”与 “把握”，少不了美 

国的军事支持。有传言称，美国曾多次 

考虑向中国大陆投原子弹，甚至说宋美 

龄也建议美国对大陆使用核武器。那么， 

蒋介石也有此考虑吗?实情究竟如何? 

“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 

法打破之” 

杨天石教授告诉 K环球人物 杂志 

记者，他考据的蒋介石 日记和历史档案 

显示，美国人确实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 

袭击中国大陆，但都遭到蒋介石的质疑 

和拒绝。 

美国第一次考虑对 

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是在 

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9 

月 15日，美军在朝鲜半 

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后，迅 

速逼近朝鲜首都平壤。10 

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 25万人入朝，并于 25 

日发起攻击，使美军受到 

沉重打击。 

数十年后，一份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 

件解密。这份签署于 1950 

年 11月 9日的文件题 目 

就是 ：“为反击共产党 中 

国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 

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考 

虑的问题。” 

正如这份文件所披露 

出的信息一样，朝鲜战争 

局势的变化令美国上下不 

安，当时的联军总司令麦 

克阿瑟惊呼 ：“投入北朝 

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 

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招致了现场的_片哗然，人们对≥ 

露出的信息猜测纷纷。台下记者) 

问 “什么叫做任何必要的步骤?” 

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要招架不住的杜鲁门，只简短地Ⅱ 
一 句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内容迅速f 

台湾，蒋介石大为震惊。在 12月 

日记中，他写道 ：“杜鲁门与美国 

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自 

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 ：“从日期上 

段话写于杜鲁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 

内容也是针对杜鲁门的讲话而发。 

l朝鲜战争时，美国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左)曾扬 

投原子弹。图为 1 950年 7月蒋介石在台湾接见他。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11 

月 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了一场 

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焦灼的提问，他 

回答道 ：“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 

们在朝鲜的使命 ，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 

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这句话立刻 

显，日记中的这句 ‘应设法打破之 

明了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大陆1 

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阻止。’ 

历史资料显示，蒋介石对朝{ 

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他希望台湾： 

以加入朝鲜战争、援助韩国，进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