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o6ff-~4期 

(总第94期) 

台湾研究集刊 

N I{1强 砌 0UARI1三RI Y 

No．4 加06 

Gelm~ № ．舛 

从电文往来看“．-．--]k事件"中的陈仪和蒋介石 

又 孑乙昭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陈仪和蒋介石在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过程中，有许多电报和信函往来。 

本文在介绍这些电文的基础上，从陈仪对“-'-'Jk事件”的判断、蒋介石和陈仪对“-'-'Jk事件”处理 

的原则、陈仪在台湾驻防兵力问题方面的反思、陈仪的辞职和对继任人选的推荐、陈仪对“二二八事 

件”的善后以及对台湾前途的看法等方面，分析他们是如何处理“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的，以及他们 

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态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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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后过程中，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和南京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 

之间有许多电文往来。这些电文，反映了陈仪和蒋介石在处理‘'-'--A事件”及其善后问题时的态度和办法， 

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资料。本文在介绍这些电文的基础上，分析陈仪与蒋介石是如何处理‘‘二二八 

事件”及其善后的，以及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态度的异同。 

陈仪与蒋介石在“-'--A事件”中往来的电文，原收藏于台湾的“大溪档案”。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一个 

较为完整的版本，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 《---]k事件资料选辑 (二)》中的“台湾--'Jk 

事件 (大溪档案)”。另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的《二=八事件文献续录》中的“国民政府档案 (大溪 

档案)”也将全部目录和部分原件刊出。根据这两种资料，“----]k事件”中陈仪与蒋介石往来电文主要有： 

l、1947年2月28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台省防共素严。惟廿七日奸匪勾结流氓， 

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特于廿八日宣布临时戒严，必要时当遵令权宜处 

置。’’【 】 

2、3月5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已派步兵一团，并派宪兵一营，限本月七日由沪启运。”【2】 

3、3月6日陈仪给蒋介石的信函(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赴南京面交)。主要内容是：详细 

报告事件“经过情形”、“原因分析”和‘‘处置态度”。在报告“经过情形”中，陈仪认为，“现在虽尚有人散布谣 

言，希图再发生暴动，但据职推测，台北不致再有大问题。⋯一新竹县市秩序已可恢复。台中、台南等县 

市，亦已派员前往处置，如无意外事故，预计短期间内可望平息”。在“原因分析”中，陈仪认为，这次事 

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是从海南岛和内地潜入的共党分子的乘机破坏；二是留用日人的乘机捣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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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时代御用绅士和流氓心怀不满；四是台湾一般民众缺乏国家意识；五是台湾光复之后用人和接收工 

作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自二月二十七El事情发生，奸党、御用绅士等即乘机鼓动，排斥外省人，反抗 

政府。缉私误伤人民，就事论事，本甚简单，民众如有不满，请愿可也，提出意见可也。但此次事件发生 

以后，即发生下列行为：毁坏公私器物，殴打外省人 (此次外省公教人员吃亏甚大)，散布谣言，夺取枪 

械，包围县市政府，可知其决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在‘l处置态度”中， 

陈仪报告说，“此次事情发生后，职之处置甚感困难。就事情本身论，不止违法而已，显系叛乱行为。严 

加惩治，应无疑义。惟本省兵力十分单薄，各县市同时发动暴动，不敷应付。⋯⋯如果依法严惩，势必引 

起极大反响，无法收拾。为顾及特别环境，不得不和平解决。⋯⋯此后对付台湾之态度，对于多数民众， 

应改变其封建思想，并改善政治，使其对政府发生信心，不致为奸党所蛊惑。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 

灭，不能容其存在。关于前者，可依照宪法规定，予台湾以法定之自治权，县市长可先试行民选。为满足 
一 般人之希望，不妨将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 (因许多人均以长官制度为诟病，虽然其优点甚多)，俾容 

纳本省之较有能力者。⋯⋯为应付目前情势，在不妨碍国家民族利益之范围内，对于台胞之政治要求，只 

能从宽应许。⋯⋯为保持台湾使其为中华民国的台湾计，必须迅派得力军队来台。如派大员，亦须俟军队 

到台以后，否则，亦恐难生效力。”【31 

4、3月7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宗派21D师部及步兵一团及宪兵一营来台，无任感激。 

惟照目前形势，奸匪到处搜缴武装及交通工具，少数日本御用绅士利用机会煽动，并集合退伍军人反对政 

府，公然发表叛乱言词并以暴行威 公正之参议员及地方人士，使其不敢说话。职因兵力太少，深恐一发 

难收。明知长此下去，暴徒势焰日盛，再 (原文如此——笔者注)不敢以强力即予制止。现着党部李主任 

委员翼中，于今 (七)日午前已乘空军飞机晋京，面报经过情形。职意一团兵力不敷戡乱之用，拟请除 

21D师全部开来外，再加开一师，至少一旅，并派汤恩伯来台指挥。在最短期间，予以彻底肃清。”[4】 

5、3月7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甘一师师部直属部队与第一个团，本日正午由沪出发， 

约十日晨可抵基隆。据报铁路与电力厂皆已为台民盘踞、把占，确否?果尔则部队到基隆登陆后之行动， 

应先有切实之准备。近情究竟如何?应有最妥最后之方案，希立即详报。”【5】 

6、3月7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铁路与电力公司多数员工均系台民，一有事，即决 

不为我用。部队到基隆之行动，已在准备中。目前我因限于武力，十分容忍。廿一师全部到达后，当收斧 

乱之效。”[61 

7、3月7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据美使馆接其台湾领事来电称，请美使即派飞机到台湾， 

接其眷属离台，以为今后台湾形势恐更恶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缓派飞机，一面复电问其领事究竟 

如何云。又接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由外国领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请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 

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动分子在外国领馆制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复。”【_刀 

8、3月7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有：“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 

来，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反动分子目前最大诡计，是使台湾兵力愈单薄愈好。职三 

次广播对暴动事件从宽处置。对政治问题，省府切实容纳本省人，县市长可民选，多数人民均甚满意。但 

反动分子又造谣言，谓台人既毁击杀伤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会如此宽大。此种广播队 (原文如此——笔 

者注)系一时欺骗。又谓政府正在调兵，将大肆屠杀，台民不以之抵抗，将无噍类。又谓须将国军军械放 

弃。反动分子想借此谣言，煽动人民，使人民由猜疑而恐惧，要求政府勿派兵。一面却随时抢夺军火枪械， 

自二月廿八日以来，因警局、仓库等守卫力太单，被劫枪支已不少。台湾目前情形表面似系政治问题，实 

际反动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单薄之时机，加紧准备实力，一有机会随时暴发，造成恐怖局面。如无强大 

武力镇压制裁，事变之演成，未可逆料。仍乞照前电所请，除廿一师全部开来外，至少再加派一旅来台。 

至美国大使馆方面，请其通知台湾领事，为顾及国际信义，勿为台湾反动分子所惑。”【8 

9、3月7日蒋介石给陈仪转俞樵峰的电报。内容是：“台湾近情究竟如何?铁路与电力厂是否已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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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暴民把持?善后办法如何?希详商后速报，或请樵峰兄乘飞机回京面告亦可。今日已先派海军一艘，由 

沪出发来基隆，归陈长官指挥矣。”【9 

1O、3月 8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俞樵峰鱼日搭中兴轮经汕返沪。此间情况 樵峰 

兄大致明了。’’【 们 

ll、3月 8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吟 日情形如何?无时不念，望每日详报。李主委昨已 

晤见，现正研究处理方案。兹已派海军两艘来基隆，约九、十各日分期到达。廿一师第二个团定明 (九) 

日由沪出发。刘师长与李主委明日飞台，面详一切。”[1l】 

12、3月 8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各处仓库所存械弹约有几何?请详报。与其为暴徒夺 

取，不如从速烧毁。此时应先作控置台北、基隆二地之交通、通讯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则固守，高雄 

与左营勿失为要。日内即有运输登陆艇二艘驶台，可派其作沿海各口岸联络及运输之用。基隆与台北情况， 

每日朝午夕作三次报告为要。”【l 

13、3月 8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一)、昨午后七时，(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代表 

十五人来见，欲提出：政府各地武装同志应交出武器；警备司令部须撤销；陆海空军人员一律用本省人； 

由处理委员会接收长官公署等四项要求。职不与讨论，即严词训斥。今日午前，该会复派代表四人 (系省 

市参议员)到职处谢罪，不敢再提此种要求。(二)、宪四团第三营及廿一团之一营，由闽乘海平轮来，今 

(八日)晚可到基隆。(三)、基隆港湾昨晚职已划归基隆要塞司令管辖，今午前虽有暴徒十余人冲入，已 

予拘捕，现在秩序甚好。今晚宪兵登陆，当无问题。(四)、今日台北秩序尚好。处理委员会内部已起冲突， 

现正发生分化作用，一俟刘师长廿一师之一团开到，台北即拟着手清除奸匪叛徒，决不容其迁延坐大。”[13J 

14、3月8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灰日(10日——笔者注)国军抵台时，为防省民惶惑， 

相继而滋事端，亟需空军数队，于本 (三)月十日起，以国防部名义印就传单，在台湾上空散掷，以释群 

疑。传单内容：(一)、信赖陈长官，合理改革政治。(二)、青年学生赶快回校，努力学业，培成建设新台 

湾的真正人才。(三)、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良心和生命，作野心家的 

工具。(四)、中央政府派部队来台，系接日军队伍的防务，专为保护人民的安全，希镇静，勿惶恐。(五)、 

----A沉痛的事件过去了，决不追究，望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六)、人民应有守法的精神，来促成宪 

政的实施。除电空军周总司令外，务请照办。”【l 41 

15、3月9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军械库并未被劫，惟被服粮秣及日用品仓库被劫 

去半数。” 

16、3月9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美驻台领馆及外侨均已保护。并派员联络，请释 

廑念。今午后二时，美大使馆递信员一人已安抵台北。”[I刨 

l7、3月9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杨监察使于齐夜与宪兵两营同到基隆。今 

日拂晓自基隆至台北，途中被暴徒袭击，幸仍安抵台北，仅伤随员、宪兵各一。(二)、基隆、台北间铁路、 

公路之交通，已在控制中。(三)、台北、新竹、花莲各县市秩序已恢复，高雄市经要塞彭司令勘定，业已 

确实控制o”【J̈ 

18、3月9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齐(八日)夜十时后，暴徒袭击台北园(原 

文如此，“园”应为“圆”——笔者注)山丁一带，激战一小时击退。(二)、本行署及总司令部亦偷袭，经还 

击驱散，市内街路均有骚动。(三)、宪廿一团、四团各一营已于齐夜在基隆登陆，今日拂晓五连推驻台北， 

余留基隆。”[181 

19、3月9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刘师长已到台，手谕读悉，此间一切措施，当本 

钧座指示办理。基隆港防务已巩固，军队可安全登陆。基隆至台北铁路与公路，因大多数员工均系台人， 

目前尚难完全掌握，正在设法中。松山机场及高雄港已由我控制。张学良住地目前尚不致被袭。台北乱党 

尚在企图暴动，并煽动民众，俟第一个团到达后拟即戒严。对美领事当遵办。公务员编队事拟暂缓，因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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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本省人，供乱党煽动资料。台湾事处理特别困难，本省人受日本影响较深，对内始终隔膜。”[19l 

20、3月 10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廿一师一四六旅九团于佳夜到达基隆， 

现正陆续进驻台北中。(二)、佳午暴徒数百围攻台北水道町电台，与我驻兵一班接触，经增援于午后四时 

击退。(三)、佳晚八时戒严后，台北市郊平静。(四)、台中、嘉义尚在待援中。”【 。 

21、3月i0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闻廿一师第一个团已到台北，未接报告，甚念。昨今 

二日情势与部队到后之处理办法，希随时详报。”【 

22、3月 10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昨今情况已详寅佳午未申及寅灰辰署机 

四电。(二)、廿一师第一个团已全部用火车运抵台北。其第二个团乘一0二号登陆艇亦已开到基隆口外。 

(三)、----A．事件处理委员会图谋叛逆，今已令撤销。”【 

23、3月11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l美大使馆递信员一人于佳13飞台，业经电报在案。该 

会铎上校于今午十时三刻自台北松山飞返京。”[231 

24、3月 I1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查本省应内运械弹，已集台北基隆部分，正利用 

回空轮装运中。其余存储中南部暨屯留数以外之械弹，俟交通恢复暨联勤总部核定数到后，即行集运。”[24l 

25、3月 I1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甘一师师部及四三六、四~---A．两团已完全到达， 

此后肃奸工作即应逐步推进。俟廿一师其余两团到后，全省治安即可恢复。拟彻底清除奸党、倭奴祸根。 

留用日人，一俟全省稳定，即当悉数遣回。现军事上已有把握，请舒钧念。惟因抽调问题须急解决，其着 

手是改组长官公署为省政府。惟台湾情形与各省不同，下列各点不能悉照省政府组织法办理：(一)、省政 

府名额照组织法只能设十一人，拟请增an-人，为十三人。(二)、建设厅不设，改设工矿、农林、交通三 

厅。(三)、增设警务处。(四)、长官公署原设机要室、人事室、统计室及法制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照 

旧，直隶省府主席。(五)参事仍旧。以上五项拟请钧座即予核准，俾可从速提出人选，本省人十六，外 

省人各占半数，着手改组。是否有当?请析鉴核示遵。” 】 

26、3月 12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海湘轮自闽载廿一团之一个营，于今晨七时抵基 

隆。台安轮自沪载廿一师一四六旅旅部及直属部队，于今午后一时抵基隆。”[261 

27、3月 12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白部长真日派何司长孝元、张秘书亮祖 

飞台，经将此间情形详告，已于今午原机飞京。(二)、台中、嘉义、台东各县市，尚待戡定中。”【 

28、3月 13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 

29、3月 13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已遵命严饬遵照。”【 ’ 

30、3月 13日陈仪给蒋介石的信函。主要内容有：“台北日来已见平静，正在戒严，以搜查乱徒。俟 

二十一师到齐，即可向各县市推进，军事当无问题。⋯-·此次事变，表面似发生于缉私伤人，但三四日间 

骚乱暴动即蔓延全省，而且势焰甚凶，奸党之预有计划，绝无疑义。然检讨得以乘隙惑乱之原因，不外下 

列七端：(一)、台人⋯--爱国观念、民族观念薄弱，易受煽动，(二)、一年以来，因新闻言论过于自由， 

反动分子得以任意诋毁政府，离间官民，挑拨本省人与外省人之情感。⋯-·(四)、台湾公营制度，⋯“ 

只因商人及资本家尚未认识清楚，⋯-．不断反对，⋯-·奸党利用之，以助长毁坏政府之声势。(五)、驻台 

兵力过于单薄，无法严厉弹压。台籍警察走避一空，散失枪械，增长乱源。(六)、台湾因非接战区域，不 

能援用军法，普通司法宽大缓慢，不足以惩巨凶，奸党因得肆无忌惮。(七)交通及通讯员工多为台人， 

事变时无形停工，增加政府困难。为根本消除祸患，使不再发生变乱计，谨呈善后办法八项：(一)、军队 

除要塞部队外，经常有一师驻台。⋯-．(二)、司法手续缓慢，而台湾情况特殊，拟暂请适用军法，使得 

严惩奸党分子，以灭乱源。(三)、为顺应台人心理要求，长官公署可以改组省政府。⋯⋯(七)加强国语、 

国文、公民、史地教育，改造台人思想，使其完全中国化。⋯一(八)、财政经济仍须维持原有政策，不 

能改取放任态度，但方法可以改善，人事可以调整。⋯⋯总之，治理台湾，因其五十一年来之历史，已与 

各省不同，实非容易，此次事变为一大教训。以后政治当力谋适应实际，但治标的军事与治本的教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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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计，必须把握。至于财政经济，为施政的命脉，亦不能放松。”【3 0J 

3l、3月 14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请湛侯兄即速来京，面报一切为盼。”口l】 

32、3月17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此次台湾变乱，⋯一职智虑短浅，不能防患于未然， 

深用负疚。现行政长官公署改组省政府之际，谨乞钧座念职衰老，不堪再膺繁剧，准予辞去台湾省行政长 

官兼警备总司令本兼各职，另选贤能接替。”【3 

33、3月 17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职对此次事变决意引咎辞职，不能再留。惟继任人选 

必须审慎以后。台湾政治经济如不能利用固有基础，积极推进，则财政将困难，民生将痛苦。奸党乱徒乘 

机煽动，以台胞国家思想之薄弱，山地之多，又系孤岛，恐非少数兵力所能维持。职以为，军政两方面必 

须选任有为之青年。警备司令拟请以李良荣继任。省政府主席拟请以蒋经国或严家淦担任。职鉴于台湾前 

途之危机，为使其永属于中华民国计，务请钧座采纳愚见。”【3 

34、3月18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 

为遗憾。现拟勉从尊意，准先设台湾省政府。至长官公署，须待省政府成立，秩序完全恢复时，准予定期 

取消。惟此时仍须兄负责主持善后，勉为其难也。”【3 

35、3月18日陈仪给蒋介石的信函。主要内容有：“职霰 (十七)酉电呈请以李良荣任台省警备总司 

令，经国兄任台省政府主席，度蒙钧鉴。职为国家计，为台湾计，台省政府主席人选，殊属万分重要。倘 

人选得当，此次事变，转可因祸为福，否则，后患仍属堪虞。闻将以朱一鸣兄充任台省政府主席，职实期 

期以为不可。一则一鸣虽不无才干，但思想太旧，缺乏现代知识。⋯”-N现在台湾担任财政、农林、工 

矿、交通等各主管人员，皆属一时俊逸，怀事业之心而来，延揽时煞费苦心，若省政府主席不能志同道合， 

必定焕然星散，致各种事业大受影响，甚至不堪收拾。三则台湾人对福州人感II青极恶亦可顾虑。一鸣生长 

福州，虽欲不用福州人，事实上恐亦甚难。至经国兄虽为职理想中之人选，但昨夜今晚两度征求同意，经 

国兄均坚决拒绝，不肯应承。职不得已而思其次，拟请以吴秘书长铁城充任，并以现任财政处长严家淦调 

充秘书长。’’ ’ 

36、4月2日陈仪给蒋介石的信函。主要内容是：“台省善后问题，关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 

交通各项，职已按照此间实际情形与白部长熟筹审议。兹谨将堪充省政府委员台籍人选开呈钧鉴”。计开 

12人，分别是：丘念台、刘启光、徐庆钟、林献堂、谢东闵、游弥坚、王民宁、李连春、韩石泉、南志 

信、刘明、林顶立。“如省政府委员定为十五人，拟请就右列各人中选七人，如定为十九人则选九人”。[36] 

37、4月7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是：“本省日侨光复后共约三十一万人，魏得迈将军建议两 

次遣送，尚留三千六百余人。此次事变发生，更感日侨决不宜留用。⋯一为清除日本遗毒，消灭叛国隐患 

计，所有留用日侨，拟于四月底以前全部遣返，不留一人。”[3 】 

38、4月 11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台变时并无捕杀无辜情事。⋯”(四)、查自二 

二八事件发生起至二十五日国军一部到达之期间内，全省陷于混乱状态，奸宄暴徒仇杀狙击，无法防止。 

无论外省人及本省人，在此期内伤亡失踪事件，迄尚无从确报。据台北卫生院收埋不知姓名之道途遗尸， 

计有四七人，可以概见。(五)、白国军到台，防务加强，白部长亦于寅镰莅台，秩序即行恢复。所有惩捕 

人犯及处理情形，均经当面详晰陈报，并承指示办理。原报所称二十九日至廿一日(原文如此——笔者注) 

期间，多人被杀及不问情由枪决格杀各节，纯属奸徒凭空捏造。”rj81 

39、4月15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兄欲来京述职，请暂缓来。”【3 

4O、4月l6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兹遵谕暂缓来京。” 】 

41、4月21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台省主席人选已决定为魏道明。原有各厅处长务望连 

任，不多变动，请代慰留。军事人选尚未决定，拟待省府改组完成后再定。关于省府委员与正副厅处长人 

选意见，请速电告，俾能于廿三日以前发表也。”f4̈ 

42、4月21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台省府委员十五人，除魏主席外，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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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各半，厅长六人本省二，外省四。(二)、其人选如下：本省委员七人，拟选刘启光 (兼民政厅长)、 

林献堂、游弥坚、谢东闵、南志信、李连春、刘青藜 (兼农林厅长)等。外省七人，拟选周一鹗、严家淦、 

范寿康、包可永、任显群、寿连芳、张延哲等。惟委员兼秘书长，魏伯聪兄当另有人。农林厅长拟用本省 

人，故张延哲、寿连芳二人不联任委员亦可。(三)、警务处长王民宁、会计处长王肇嘉拟留任。四副厅长 

人选拟俟委员厅长发表后再定。”【4 】 

43、5月6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报。内容是：“请兄先回京，面商一切。何日起飞，盼复。”【4 

44、5月6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拟令彭孟缉于辰蒸 (5月 10日——笔者注) 

就台湾口口口 (省警备)司令职。(二)职定辰真 (5月 11日——笔者注)飞京，乞派飞机来接。” 】 

以上电文，并非‘‘二二八事件”中陈仪和蒋介石之间往来电文的全部。有些电文，不知何种原因没有保 

留下来。例如，陈仪在 3月6日给蒋介石的信函中说，他“自二月二十八日台北事情发生以后，曾有两电 

报告”。但我们只看到了2月28日的电报，另一个电报，据赖泽涵总主笔的 《~--Jk事件研究报告》称， 

“第二次电文系于三月一日发出”，但“内容不详” 】。认为从 2月28日至3月5日，陈仪总共给蒋介石发 

过两封电报，这是根据陈仪的话作出的第一种理解。根据陈仪的话还可以有第二种理解，那就是，所谓“曾 

有两电报告”中的“两电”只是报告事件发展情况的，关于其它问题的电报并没有包括在内。根据第二种理 

解，从2月28日至3月5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就不是2封，而可能是2封以上的许多封。实际上， 

在“二二八事件”的前6天，陈仪只给蒋介石发 2封电报是很难想象的。另外，据柯远芬 《台湾--}k事变 

之真相》中称，2月28日“午后六时左右，由南京飞来专机一架，携来蒋主席手谕～件，详示处理原则， 

内容要点：一、查缉案应交由司法机关公平讯办，不得宽纵。二、台北市可即日起实施局部戒严，希迅速 

平息暴乱。三、政治上可尽量退让，以商谈解决纠纷。四、军事不能介入此次事件，但暴徒亦不得干涉军 

事，如军事遭受攻击，得以军力平息暴乱”[46]o这个手谕，当然应该是给台湾最高军政长官陈仪的，也没 

有在以上电文中出现。还有，陈仪 4月21日给蒋介石的电文，“摘由表”中“内容摘要”的内容大大超过文 

档的内容，说明文档后来有缺失。 

“-'--Jk事件”中陈仪和蒋介石之间往来的电文，是事件发生地地方军政长官和国民党中央政权最高领 

导人之间的内部机要文件，其间较少由于某种考虑而出现的修饰和掩饰。透过这些电文，不难看出陈仪和 

蒋介石二人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和做法： 

(一)陈仪对‘'-'-'Jk事件”的判断。陈仪在2月28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认为，“---Jk事件”“是奸匪 

勾结流氓”的“聚众暴动”。所谓‘奸匪”指的当然是共产党。陈仪一开始就指称共产党介入“二二八事件”， 

显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使然。在当时国共斗争的政治环境中，国民党政权的各级领导 

人很容易就会把民众的暴动和共产党的‘煽动”联系在一起。但陈仪的这个电报并没有把“---'Jk事件”看得 

有多么严重，包括3月 1日给蒋介石的电报，‘饴蒋氏的印象是问题并不严重” ”。在 3月6日给蒋介石 

的信函中，陈仪虽然认为“---'Jk事件 快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但对 

形势的判断仍然是：“台北不致再有大问题”，其它县市“预计短期间内可望平息”。 在 3月 13日给蒋介石 

的信函中，陈仪还是认为，“此次事变，表面似发生于缉私伤人，但三四日间骚乱暴动即蔓延全省，而且 

势焰甚凶，奸党之预有计划，绝无疑义”。尽管陈仪在‘'--Jk事件”过程中对台湾的局势始终认为没有多 

么严重，但他也始终把“-'-Jk事件”和“奸党”联系在一起。给 ‘'Z．-Jk事件”加上“奸党煽动”的罪名，是造 

成事件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 

(二)蒋介石和陈仪对‘‘二二八事件”处理的原则。2月 28日，蒋介石用专机送往台湾的手谕，提出 

了事件处理原则的4个要点，除了缉烟案应交由司法机关讯办和台北可实施局部戒严外，“政治上可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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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让，以商谈解决纠纷”，以及“军事不能介入此次事件，但暴徒亦不得干涉军事，如军事遭受攻击，得以 

军力平息暴乱”。这些原则要点得到了陈仪的坚决贯彻执行。陈仪在 3月6日给蒋介石的信函中也说到， 

这次事件，‘僦事情本身论，不止违法而已，显系叛乱行为。严加惩治，应无疑义。惟本省兵力十分单薄， 

各县市同时发动暴动，不敷应付。⋯·．尘Ⅱ果依法严惩，势必引起极大反响，无法收拾。为顾及特别环境， 

不得不和平解决”。“为应付目前情势，在不妨碍国家民族利益之范围内，对于台胞之政治要求，只能从宽 

应许”。所以，在3月6日之前，陈仪奉行的是‘礅治上尽量退让”和‘‘军事不介入”的原则。因此，当3月6 

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出动军队镇压参加事件的民众的时候，陈仪向彭孟缉发出了一个遣责的电报：‘‘此 

次不幸事件，应循政治方法解决。据闻高雄连日多事，殊为隐忧。限电到即撤兵回营，恢复治安，恪守纪 

律。⋯一否则该员应负本事件肇事之责”【4钔。陈仪当时对彭孟缉的遣责，并不是认为军事镇压有什么不对， 

而是认为彭孟缉选择的时机可能不对，担心在援兵到达台湾之前的军事举动会恶化整个大局。所以，在彭 

盂缉基本控制了高雄的局势，后来的发展甚至有利于整个大局时，3月8日，以陈仪为总司令的台湾省警 

备司令部又给彭孟缉发去了嘉奖令：“贵司令认识正确，行动果敢，挽回整个局势，殊堪嘉奖。”【49 

由于彭孟缉的事先发动和大陆援军的即将登陆，3月7日之后，陈仪基本放弃了“军事不介入”的原则， 

而改采“以军力平息暴乱”的原则，理由自然是‘好匪到处搜缴武装及交通工具”，已经“干涉军事”。3月 7 

日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目前我因限于武力，十分容忍。廿一师全部到达后，当收斧乱之效”。3月 

8日的电报又说，“一俟刘师长廿一师之一团开到，台北即拟着手清除奸匪叛徒，决不容其迁延坐大”。3 

月l1日的电报则称，‘呲后肃奸工作即应逐步推进。俟廿一师其余两团到后，⋯--拟彻底清除奸党、倭奴 

祸根。” 

在从“军事不介入”转为“以军力平息暴乱”的同时，陈仪“对于台胞之政治要求，只能从宽应许”的想法 

却没有改变。对于台湾民众，他认为‘‘应改变其封建思想，并改善政治，使其对政府发生信心，不致为奸 

党所蛊惑。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不能容其存在”。在陈仪的思想中，政治上可以退让，但只能 

是针对台湾民众的，对‘‘奸党乱徒”只能是“武力消灭”。这个处理原则的分际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实际处 

理过程中，在‘‘严镪奸党分子”的名义之下，许多台湾民众却成了事件的牺牲品。 

(三)陈仪在台湾驻防兵力问题方面的反思。关于“二二八事件”中的派兵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 

究，以上这些电文，并不能提供可以作出新解释的资料。在3月5日蒋介石告诉陈仪“已派步兵一团，并 

派宪兵一营，限本月七日由沪启运。勿念”之前，他们2人之间一定还有有关派兵问题的电文往来，可惜 

我们无法见到。 

值得一提是陈仪在电文中对台湾驻防兵力太少的反思。在3月6日给蒋介石的信函中，陈仪指出：‘‘本 

省兵力十分单薄，各县市同时发动暴动，不敷应付。⋯··为保持台湾使其为中华民国的台湾计，必须迅派 

得力军队来台”。3月 7日他叉说，‘‘职因兵力太少，深恐一发难收。⋯一不敢以强力即予制止”。“目前我 

因限于武力，十分容忍”。3月 13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函中说，“驻台兵力过于单薄，无法严厉弹压”。3 

月 17日的电报中更指出：台湾“恐非少数兵力所能维持”。造成驻台兵力太少的原因，据时任台湾省警备 

司令部参谋长的柯远芬说，陈仪“没有变生肘腋的预防，所以在中央征调驻台国军全部返回大陆参战时， 

毅然同意，造成当时台湾无一兵一卒战列部队驻守”[5ol。可见，陈仪对‘毅然同意”蒋介石抽调驻台军队到 

大陆参加内战是有反省的。 

(四)陈仪的辞职和对继任人选的推荐。3月6日，陈仪在给蒋介石的信函中就表达了将辞去在台军 

政职务的意向，他提出，在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之后，“省政府主席一职，务请钧座另派贤能，必不得已， 

由职暂兼一时”【5̈。3月 17日，在“二二八事件”基本平息的情况下，陈仪 1天之内向蒋介石发出了两封引 

咎辞职的电文，其中有“职对此次事变决意引咎辞职，不能再留”之语，态度十分坚决。而在 3月 18日蒋 

介石给陈仪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实际上也已经同意了陈仪的辞职，否则，他不会说，‘‘现拟勉从尊 

意，⋯⋯惟此时仍须兄负责主持善后，勉为其难也”。也就是说，到3月18日止，陈仪辞职之事就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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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局。但当时有一些唯恐陈仪不去的人，仍就此攻击陈仪。例如，3月26日，保密局长叶秀峰在给蒋 

介石提供的情报中说，“陈长官现策动游弥坚、刘启光等发动联名，向中央请求挽留，但威信已失，民心 

难服。⋯⋯众言誓不相信陈长官”[52]o从档案资料看，当时确有一些台湾的“国大代表”、地方民意机构、 

民间团体向蒋介石呈请挽留陈仪主持台政【53】，但这些人是由陈仪策动的说法却并无根据。有些学者也认 

为，“陈仪电辞行政长官及警备总司令职，并非真有其意，而是出于官场需要，其真正意图，是希望公署 

改组后，能续主台政。⋯．．各方拥陈通电，可视为陈仪企图继续留任的幕后操作”[5 。这种观点，显然是 

对有关档案资料的解读出现了偏差。 

陈仪辞职态度的坚决，还表现在他对继任人选的推荐上。陈仪认为，“台省政府主席人选，殊属万分 

重要。倘人选得当，此次事变，转可因祸为福，否则，后患仍属堪虞”。陈仪推荐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人选 

先后有三人，分别是：蒋经国、严家淦和吴铁城。陈仪推荐蒋经国，不是为了讨好蒋介石，而是认为蒋经 

国确实是“有为之青年”、‘‘理想之人选”，因为蒋经国的名声已在赣南打响。蒋经国和严家淦当时的官职虽 

然不高 (蒋经国当时是三青团中央千事会第二处处长、严家淦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财务处长)，但陈仪 

认为他们都是有作为的人。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陈仪是有眼光的。陈仪还极力反对朱一鸣 (绍良)作为 

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人选，理由是朱一鸣“思想太旧，缺乏现代知识”。尽管蒋介石没有采纳陈仪推荐的人选， 

而让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拥有留法博士的学历、曾担任‘‘立法院”副院长，说明蒋介石还是 

重视陈仪的一些意见的。 

对于台湾省警备司令的人选，陈仪首先推荐的是李良荣，据白崇禧3月19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此 

间闽南人最多，李师长良荣系闽南人，公侠先生 (即陈仪——笔者注)极推重，如能调长台湾军事，人地 

亦颇相宜”[55]o蒋介石没有采纳陈仪的推荐。4月17日，蒋介石已决定由彭孟缉升任台湾省警备司令[561(但 

未公布)，显然是对彭孟缉首先出兵镇压的奖励。4月22日，陈仪在应当知道蒋介石意图的情况下，却仍 

然向参谋总长陈诚推荐林蔚作为台湾警备司令的人选。据4月23日陈诚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据台湾陈 

长官养亲电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须统一指挥陆海空军及要塞，任务重要，须资望高、品言好、学识优、 

性情温良，而能与政方偕协合作者。因思及林次长蔚颇合上述条件，如蒙赞成，请即转呈”【5 。说明陈仪 

对蒋介石准备让彭孟缉出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的决定有不同的看法。 

(五)陈仪对“~-'Jk事件”的善后以及对台湾前途的看法。“-----_-)k事件”发生后，对陈仪触动很大。 

从3月6日给蒋介石的信函开始，他在多次电文中都提到了事件的善后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有关事件的善 

后，陈仪考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l、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陈仪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有很深的感情，这种 

特殊的省制。是他和当时在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官员以及一些台籍人士设计出来的 钔，即使“-'-'A事件” 

发生后，他仍然认为‘‘其优点甚多”。但“为满足一般人之希望”，‘‘顺应台人心理要求”，他同意将长官公署 

改组为省政府。 

2、省政府中尽量多采用台籍人士。‘'-'-'Jk事件”中有许多台湾上层人士参与事件，他们的目的是希 

望获得更多的参政权利。陈仪提出省政府委员中本省籍、外省籍各占一半名额的方案，以及厅长省籍分配 

的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人选的名单。 

3、同意台湾先试行县市长民选。‘‘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民众要求“民主”和‘‘地方自治”的呼声很高 。 

因此，陈仪主张“予台湾以法定之自治权，县市长可先试行民选”。 

4、将留用日人全部遣送回国。鉴于事件期间，一些留用日本人的乘机捣乱，陈仪主张将尚留台湾的 

3600余名日侨，‘平四月底以前全部遣返，不留一人”。 

5、加强台湾民众的国家意识教育。事件期间，陈仪深感台湾民众经51年日本殖民统治，“深中日本 

帝国主义汗蔑中国之毒素，爱国观念、民族观念薄弱，易受煽动”。因此，主张“加强国语、国文、公民、 

史地教育，改造台人思想，使其完全中国化”。他认为军事只是治标，教育才是治本，但“为国家民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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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把握”。 

有关台湾的前途，陈仪想到的是和继任人选有很大的关系。 睢继任人选必须审慎以后。台湾政治经 

济如不能利用固有基础，积极推进，则财政将困难，民生将痛苦。奸党乱徒乘机煽动，以台胞国家思想之 

薄弱，山地之多，又系孤岛，恐非少数兵力所能维持。职以为，军政两方面必须选任有为之青年。⋯··鉴 

于台湾前途之危机，为使其永属于中华民国计，务请钧座采纳愚见。兹事关系国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在这方面，陈仪也显得颇有远见。 

然而，无论是陈仪还是蒋介石，他们在处理“--'--'／k事件”及其善后过程中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尽 

管他们在政治上愿意对台湾民众的要求“从宽应许”，尽管他们也下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但由于他 

们把事件和共产党的‘‘煽动”联系在一起，错误地判定了事件的性质，因此造成了在“清除奸党”名义下出现 

的大量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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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n Chen Yi and Jiang Jie．shi by their Telegram Contacts in the February 28也 

Incident 

DENG Kong-zhao 

Abstract：Chen Yi and Jiang Jie-shi had many telegram and letters contacts in the course of the February 28m Incident 

ofTaiwan in 1947．On the basis ofthese telegrams，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ir way how they had dealt with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the aftermath，and their attitud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y managing som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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