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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台湾的晚年照片

HEI XIA BAO GUANG黑匣曝光

“白团”由得到过蒋介石“庇护”的旧
日本军官组成

提到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的“蜕变”，大多数人能想到

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美军顾问团。其实，最早对国民党

军队进行改造的，不是美国军事顾问团，而是来自一个由

旧日本军官组成的顾问团，这个被称为“白团”的神秘组织

的面纱，一直到近年才被揭开。
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全面溃败，证明其各级军官的无能

与军事素养低劣，需要严加培训，可培养他们的师资又在

哪里？困境之中的蒋介石四处无援，居然想到请日本教官

对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培训，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

蒋对日本的军事教育印象极佳，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

也时常称赞日本官兵的军事素养。而到台后的蒋能与日本

旧军官联络上，得益于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对部分侵华军

官，尤其是冈村宁次等人的“以德报怨”政策。日本投降后，

蒋介石出于日后对抗共产党的需要，对在中国罪恶累累的

日军在华最高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人予

以宽大处理，让他留在中国暗助其“剿共”。由于蒋介石等

人包庇，在 1949 年的军法审判中，冈村宁次等一批侵华日

军军官竟被判决“无罪”，由汤恩伯护送回日本。消息一出

举国哗然，甚至连“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将其引渡回中

国，重新审判。国民党军在大陆节节败退之时，美国表明其

“弃蒋”政策，蒋介石向冈村宁次提出希望在军事上协助的

要求，而冈村等一批得到过“庇护”的旧日本军官，也“知恩

图报”，密商组织力量帮助蒋介石。1949 年 7 月，冈村宁次

等在日本秘密招募旧军官，最后选定由曾任日本第二十三

军参谋长、华南派遣军参谋长的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

陈红民 傅 敏

揭开“白团”的神秘面纱
———《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一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 20 世纪中国的许

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蒋介石的研究，是学术界

长期的课题之一，普通读者对蒋氏的历史亦兴趣不减，坊间充斥着

有关蒋的言行事迹的出版物，严谨的学术著作与戏说性质的野史

裨闻混杂。近年来，充满神秘色彩的“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与

《蒋介石日记》相继由台北“国史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对公众开放，中外学者们通过档案“走近”蒋介石，他与许多重大历

史事件的关系正得以厘清，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进入到新的阶

段。笔者近期造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发

现日记中既有大量内容涉及国家军政大事，也有相当多是记述蒋

氏私人生活、其对人对事的观感与个人心路历程。蒋日记中所记的

一些琐事细节，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蒋的思想生活、人际关系与心

理，不无益处。故拟根据所摘抄日记内容为主，辅以其他史料，择前

人所不知或有趣之事写成系列文章，“揭秘”之余，也提供些笔者作

为史学工作者的感想，文字长短不拘，所涉人事可大可小。各篇短

文虽显零散，但祈全部完成后能自成系列，在所有关于蒋氏的文字

中，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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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称其为“白鸿亮”）少将为总领队，前海军少将山本

亲雄（化名“帅本源”）与前炮兵大佐李乡健（化名“范健”）
为副领队，率队前往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过侵华

战争，少量人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白

鸿亮”通谋略，曾在华南战场上指挥日军攻城掠地，无恶不

作，施放毒气杀害中国军民，战后被关押，但未经任何审讯

便跟冈村宁次同船被遣送回日本。他对蒋介石很感激，在

住所内悬挂蒋介石的照片。为掩饰其身份，所有日本军官

也均以中国化名。日本参谋团所以取名“白团”，一方面是

因为领队化名“白鸿亮”，另一方面是要帮助蒋介石以“白”
来对抗“赤色”共产党。“白团”组成后，所有成员在东京的

一家旅馆签下“血盟书”，保证效忠于蒋。
1949 年 11 月 1 日，“白鸿亮”飞抵台北后，立即赴重庆

协助国民党军作战，失败后再返台北。至 1950 年初，先后

到达台湾的旧日本军官达 19 人，这是“白团”的最初班底。
“白团”在台的最初任务是设计台湾防卫计划，帮助蒋介石

重整军队，尤其是施予精神教育。台湾军方将“白团”成员

安排在台北以西的军事基地内。那里建有日本式房屋，树

林茂密且戒备森严，保证外人无法接触。蒋介石聘请旧日

本军官的方式，与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聘请德国顾问有

相似之处：都是由其私人邀请而非“政府间”合作，顾问均

是退役而非现役军官，顾问的责任都是协助对共产党作战

与训练军队。聘请“白团”旧日本军官的事情是在极端保密

的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命令彭孟缉负责此事。

蒋介石大肆赞扬“白团”的表现

对“白团”这么重要的事情，蒋介石日记中不能不记，

又不敢明确地记，故相关的记载十分隐蔽，多数情况下以

“日本教官”来称之，需要配合其他资料才能理出脉络。
1950 年 1 月初“白团”第一次出现蒋的日记里：“召见彭孟

缉，商议日本教官参观凤山训练情形。……约岳军、雪艇、
立人聚餐，谈英美外交关系及李白态度。”（《日记》, 1950

年 1 月 7 日，原件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

下简称《日记》，只注日期）由这段日记，我们可以推测，到

此时，聘请旧日本军官的事情连张群、王世杰、孙立人这些

蒋十分倚重的人尚不知晓。如何向自己的部下说明，蒋也

没有把握，他把“任用日员之理由说明”列为需要考虑的重

要问题。1 月 12 日，蒋介石第一次向其高级将领说明任用

旧日本军官之事，遇到抵制，他在日记中记道：“正午，研讨

用日本教官事，征求高级将领意见，多数仍以八年血战之

心理难忘，此固难怪其然，故对日人之用法，应另为检讨

也。”（《日记》1950 年 1 月 12 日）以蒋介石的权威，而多数

人仍敢反对，是因为理由太充分了，八年抗日血战相去不

远，如何能接受敌人的“训练”。蒋介石也不得不接受反对

意见，表示要“另为检讨”。然而，在当时四处无援的情况

下，蒋利用旧日本军官训练部队的主张是坚定的。他后来

想到的办法，就是在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之下，分设“圆山

军官训练团”，从部队中选拔年轻、有一定文化、体格健壮、
“反共意识强”的上士以上官兵数千人，由“白团”教官，实

行半封闭式军事训练，以期两年后全军推广。“圆山军官训

练团”团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彭孟缉任教育长具体负责。
1950 年 5 月 21 日，军官训练团开学，蒋介石亲自到冈

山主持开学仪式，并对参训军官“点名训话”，他在训话中

不但向军官们说明“聘请日本教官之重要，与中日将来必

须合作团结之关系”，而且在聚餐后又“讲解‘大亚洲主义’
之要义”。（《日记》1950 年 5 月 21 日）蒋介石在此时既用现

实需要为自己的行径辩解，更搬出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
做挡箭牌。1924 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强调

“亚洲”与“欧美”的对立，有争取日本支持的现实背景，曾

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篡改来搞“东亚共荣圈”，侵略中国。
汪精卫也曾以此为其卖国行为张目，此时蒋介石也搬出孙

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的招牌来为自己的行为遮羞。次日，

蒋介石“召见日本教官训勉”。（《日记》1950 年 5 月 22 日）

这可能是蒋第一次与“白团”成员见面。蒋介石也担心团员

的反日情绪会影响训练质量，“甚恐学员对过去敌意难忘

与自大自弃，不能虚心受教获益”，故他时常去视察训话，

与团员谈话，了解情况，自称是“不遗余力”。训练团第一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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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个星期，他前后去对团员训话 11 次，对训练成果与日

本教官的表现相当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

本周发现军官训练团之无限的希望，其团员多半优

秀，超过其军、师长高级将领远甚。此为今后革命惟一之基

业，故对于考核与组织亦不遗余力。而日本教官之教育得

法与努力，卒使全体学员消弭敌我界限，以建立今后中日

合作之基础，更足自慰。（《日记》1950 年 6 月 11 日）

6 月 27 日，蒋介石出席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

他表示“此期训练之成效，实超过所预期者”。蒋对日本教

官的态度更进了一步，如果说他以前还较含蓄有保留的

话，现在变成了大肆赞扬，更将“白鸿亮”比喻为朱舜水，这

天的日记中也第一次出现了“白鸿亮”的名字，他对学员强

调要“尊师重道”，“令学员对（日本）教员须特别优礼与尊

重。”（《日记》1950 年 6 月 27 日）朱舜水（1600~1682 年）原

名朱之瑜，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曾参与郑成功的反清斗争，

失败后流落日本，传授儒学，在日本颇受尊重。蒋事后自己

反省如此赞美旧日本军官，强迫中国团员对其特别优礼，

也有“似或太过乎”的感觉。
训练团第一期的成功，使得蒋介石要继续利用日本教

官办下去。蒋在 10 月的观察是，“训练课目与方法亦更进

步，学员得益收获亦比以前数期更大”，更重要的是“白鸿

亮教官讲述武士道，对于学员感觉尤深”。国民党军队溃败

后，军心涣散，毫无信仰，此时日本旧军人传授的“武士道”
竟成了蒋介石收拾军心的救命稻草。（《日记》1950 年 10

月 7 日）。蒋亲自制定了依靠“白团”扩大训练军官的计划，

增建了新的学舍。到 1951 年夏天，“白团”规模达到顶峰

时，日本教官竟达到 83 人，全是旧日本军队中从少佐到少

将级的核心精英，有人折算，他们的参战与谋划能力，相当

于战前日军三个师团的参谋力量。

美国的压力使蒋介石利用“白团”的
规模与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蒋介石将“白团”在台湾的活动当成最大的机密，知之

者甚少，但终归纸包不住火。1951 年春天，还是有香港的报

纸披露了神秘的“白鸿亮团”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的消

息，并指责这是非常可耻的行径，足以证明蒋介石没有起

码的民族尊严感。大陆方面也注意到此事，但当时并不太

在意。对蒋介石更大的批评与压力来自美国。美国军事顾

问团到达台湾后，希望用美国的军制与装备改造国民党的

军队，对蒋介石任用旧日本军官的行径提出批评，美军顾

问团团长蔡斯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要求解除对日本军官

的聘任。这使蒋颇为头痛：“近日思虑最痛迫切之事，莫过

于美国顾问团蔡斯报告其建议书，而对于日本教官今后运

用之计划更为费心，在静坐与默祷时几乎不能遗忘。”（《日

记》1951 年 6 月 3 日）“考虑美顾问对日籍教官之排除问

题的解决办法颇久。”（《日记》1951 年 6 月 28 日）就在蒋犹

豫不决之际，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拉摩

尔又在华盛顿公开发表演讲并撰文，抨击蒋介石秘密招募

以“白鸿亮”为首的一批日本旧军人去台湾训练军队的行

为，批评其做法是“轻率的、非理性的”。这使得以“民族英

雄”自居的蒋在国际上非常难堪。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指示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封锁，否认“白团”的存在（多数

台湾的民众也是近年才知道“白团”真相的）。同时，派人秘

密地将山本亲雄等 57 名前日本军官送返日本。
美国的压力，使蒋介石利用“白团”的规模与方式有了

很大变化，但却没有阻止蒋利用旧日本军官为其服务的决

心。为了避美军耳目，“白团”从 1952 年起转移到石牌，并

改以“实践学社”之名继续活动。仍留在台湾的“白鸿亮”等
人，深居简出，不再公开出面训练军官，转而着重于军事战

略战术研究，为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提供咨询，他们

编写各军种、兵种技术训练教材、讲义，化名出版。“白鸿

亮”等人仍隐蔽地不定期去台湾的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

等军校授课。“白团”协助蒋介石培训军官的形式较多，有

专门训练师团长、兵团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的“长期高级

班”，也有训练兵团参谋、连队长级军官的“短期中级班”。
各类训练班用不同的名称来遮人耳目，如“党政军联合作

战研究班”、“战史研究班”、“高级兵学班”、“战术教育研究

班”、“动员干部训练班”等。据不完全统计，经由日本军事

教官在台训练的国民党各级军官约 6000 多名。蒋介石对

经过“白团”训练的军官格外青睐，台湾军中一度有非经过

“实践学社”培训不得晋升师长级以上军职的传言。蒋介石

本人也是“白团”的听众。1951 年让“白鸿亮”专门为他讲

“战争科学与哲学”达 6 小时。（《日记》1951 年 10 月 19 日）

1953 年，他又请日籍教官系统地讲解古今战史，包括“甲、
太平洋日军失败之战史；乙、亚历山大；丙、菲特主大王；

丁、拿破仑各战史。”并将此事记入当年的“总反省”中，称

听完讲解后“皆有心得，于我今后作战之助益必多。”（《日

记》1953 年“本年度总反省”）

神秘的“白团”持续了 18 年，对台湾
的军事影响很大

由于美国的反对，1953 年后“白团”在台湾的规模与

影响日益缩小，作为集体军事顾问与教官的作用消失。因

而，美国方面也不再强烈抗议，蒋对此深有感受，在日记中

写下：美国“对我在实践学社日籍教官之特别训练工作，而

竟亦停止其抗议”。（《日记》1953 年 5 月 9 日）然而，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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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与旧日本军官的密切关系持续了很久。冈

村宁次纠集一批前日本高级军官在东京成立

军事研究所，对外号称“富士俱乐部”，定期开

会，配合“白团”在台湾的需要搜集战史、战略

与战术资料，分不同专题将数据资料寄送到

台湾。至 1963 年，寄到台湾军事图书约 7 千余

册，各类资料 5 千余件。1954 年，“白团”曾制

定了“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交给蒋

介石参考。1958 年“八二三”大陆炮击金门。两

天后，“白鸿亮”赴金门、马祖巡视防务，对守

备区指挥部的作战有所建议。1963 年，“实践

学社”关门结束。但“白鸿亮”仍被聘为台湾

“陆军总司令总顾问”，他与江秀坪 （岩坪博

秀）、乔本（大桥策郎）、贺公吉（系贺公一）、楚
立三（立山一男）组成“实践小组”，在陆军指

挥参谋大学内工作，由蒋纬国当联络人。
旧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在 1968 年始全

部撤出台湾，次年 2 月在东京正式解散，其时

尚有 23 名成员。由于对蒋介石的忠诚等原

因，“白鸿亮”本人则一直留在台湾，到 1979 年

去世前才回日本。神秘的“白团”前后持续了

18 年，对台湾的军事影响较大。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蒋介石为什么

对有着官方协议来全面帮助他的美国军事顾

问团处处防范，而要甘冒各种批评对偷偷摸

摸地到来的日本旧军官有那么大的兴趣？除

去他早年受日本军事教育，印象深刻外，从蒋

介石个人的经验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历史上

蒋介石打过交道的官方军事顾问团包括苏联

与美国，这些顾问都背靠本国的政治军事资

源，在支持蒋的同时，也维护其国家在中国的

利益，对蒋并不“尊重”，最后多以不愉快而结

束。而日本旧军官完全受聘于蒋本人，听命与

效忠于蒋，只相当于工具而不会干涉蒋的决

策，这与 1930 年代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团

的关系相似，这是处于逆境而心理倔强的蒋

介石喜欢的模式。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傅敏为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肖阿伍

下期“《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预告：蒋介

石笔下的 1935 年汪精卫遇刺案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暨上海解放 60 周年，文汇报社

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自今日起，联合举办征文：《共和国的曙

光》。稿件可投寄《文汇报·笔会》编辑部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世纪》杂志编辑部，部分优秀稿件将予刊载；征文结束后，还将

汇集较有史料价值的文章，编辑出版一部纪念专集。
本次征文以实录当年的真实经历为宗旨，突出当事人第一

手的回忆，也欢迎当事者后人撰写资料翔实的文章。可写上海

解放前后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亲见亲闻的人物、故事，可写时代

漩涡中的重大变迁，也可写社会一角的细小浪花，从日常生活

中见出时代气氛的变化。希望各行各业的亲历者都能拿起笔，

记下你们的珍贵回忆，让逝去的历史通过你们的笔长留人间，

成为子孙后代永远的财富。
征文文字要求简洁洗练，尽可能保持当时的历史细节和当

事人的真情实感。供报纸发表的篇幅可在 3000 字以内，供杂志

发表的篇幅可在 6000 字以内，个别内容重要、材料丰富者可适

当放宽字数限制。
征文截稿期为 2009 年 9 月 30 日。
无论电邮或手写稿，均请在标题处注明“征文”字样；请附一

份作者简介；并请写上地址、邮编、电话、电邮等联系方式；来稿

请自留底稿。
文汇报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09 年 4 月 28 日

征文结束后，将评出

一等奖一名（奖金 2000 元）

二等奖三名（奖金 1000 元）

三等奖十名（奖金 600 元）

获奖名单将在《文汇报》与《世纪》杂志公布，

所有获奖者还将获赠近四年出版的“笔会”年选一套。

《文汇报·笔会》
邮址：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笔会”编辑部（200041）

email: whbhb@wxjt.com.cn

《世纪》杂志

邮址：上海市思南路 41 号（200020）

email: wen_shi88@126.com

《共 和 国 的 曙 光》
征 文 启 事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