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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五月，檯面上政治人物的出書

熱，歷史的功過與個人恩怨，一字字地

跳躍在版面上。歷史雖是過去，但政治的軌

跡總還是深刻在這塊土地。錢穆國學大師

說：「對待過去的歷史，總要抱著溫情與敬

意」；不過，顯然臺灣許多為人作嫁的媒体

作家，總是對立傳者採取「失憶」的認同。

坊間的「總統書」很多，有些是總統自已

寫的，有些是採訪記錄，有些是跟總統有來

往的人寫下的回憶，總統書的多樣化，是過

去威權体制下，鮮少看見的出版榮景，而這

些出版的自由更代表，臺灣走出威權的具体

意義。提到威權，我們不得不去看看解開臺

灣威權最關鍵的領導者─蔣經國。

由時報出版社，委由陶涵（Jay Ta y l o r）執

筆所著的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臺灣現代化

的推手：蔣經國傳》，林添貴翻譯，在 2 0 0 0 年

1 0 出版。蔣對臺灣立下四個目標，民主化、

臺灣化、強化經濟建設、大幅提昇國民所得

和生活水準、與中國發展工作關係等，回顧

臺灣在蔣辭世後的十四年來，真的對政治領

導者高瞻遠矚的能力，相當佩服。

這本書引用的資料算是最新，評述也兼具

公允；其中應提及的是，因寫蔣傳而招致身

亡的江南，是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在1 9 9 7年初

版的《蔣經國傳》，作者筆名江南（劉宜

良），這件與臺灣特務白色恐怖畫上等號的暗

殺事件，在時報出版的蔣傳中也有描述。時

報出版的蔣傳，作者陶涵是美國前國務員資

深官員，通曉中國語文及事務，1 9 6 2-1 9 6 5 年

曾任臺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

析。本書的特色是引用莫斯科及美國國家檔

案未公開的資料，如蔣十六歲在莫斯科求學

時，已娶馮玉祥之女馮弗能為妻（頁 3 8），這

點是國內評蔣氏書或者是論述蔣氏王朝等文

章，從未刊露的部份。

在這本書中，對蔣在臺灣執行本土化與民

主化的成就，並給予公允的評價。蔣藉由臺

灣菁英的「吹臺青」風潮，力圖在臺灣執行

民主設計時，先遭致外省強硬族群的作梗，

如書中描述「外省人似乎比本省人更加不

安。1 9 7 9年，國民黨內分裂的情勢是播遷來臺

之後最公開的一段時候。五月底，一群年歲

資深的中央民意代表要求終結島內思想污

染，警告反對派人士已經給臺灣共產化開

門」，之後，王昇等強硬派對中壢事件後，當

局者的寬容相當不安，增加黨內強硬派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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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派的角力。之後發生美麗島事件，蔣決定

大規模的鎮壓，取得國民黨內的團結，以免

他的改革進程失控（頁 3 8 3-3 8 9）。作者在評述

這事件時，也對照中國鄧小平當時改革所面

臨的相同情況。陶氏指出「北京與臺北一

樣，一方面希望有更開放的政治制度，一方

面也都認定需要維持黨的統治，兩股力量之

間的緊張關係主導人領導階層的動態關係」

（頁 3 9 0）。也讓人感受到一個威權政府開始改

革自己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這點也讓臺灣有些人對李登輝做政權和平

移轉卻而未能執行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提出的

疑問，提供一個可能的答案。這也同李登輝

在《亞洲的智略》提及，利用國民黨來執行

政治改革的過程，是石磨心的痛苦。可以想

見一個威權體制的寧靜革命，對身兼黨政二

職的領導者來說，是隨時充滿矛盾、對立。

彭明敏在日本作家上�冬子所著–《虎口

的總統：李登輝及其妻》中，對一個一黨專

權卻要執行民主的領導者，心力交瘁的情

況，有相當生動的描述。「李登輝是宿命地

不能不成為在政治上雙重人格，他一方面接

受臺灣悲劇的命運，但又得背負矛盾而以自

已還算能接受的方法來解決，李登輝的體內

一定是作為臺灣人的自己與國民黨員的自己

經常不斷地互相對峙攻防」。

歷史，總是這麼有趣與巧合，蔣在臺灣執

行的民主與臺灣化，交棒給李登輝，兩人相

同地在國民黨內過著雙重人格的政治生活。

1 9 8 3年蔣身體愈發不適，而身負托孤重責（當

年委由王昇照料與章亞若私生的章孝嚴、章

孝慈生活）的王昇已養成習慣，利用劉少康

辦公室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劉

少康辦公室已成「太上內閣」⋯，使得他可

具備最強大的權力基礎，在蔣殯天之後接管

大權⋯，王昇有心當國王。（頁 4 1 4）在王昇

接受訪美的邀請之後，蔣召見並告之要調派

職務，兩人結束了長達四十五年的友情；而

王昇在告別政戰學校時，也說了「殺了一個

王昇，沒有用，因為還有好幾千個王昇」，更

讓蔣相信自己對王昇的處置沒有錯，最後王

昇被派至巴拉圭擔任大使。

李登輝的接班。蔣認為李是技術官僚出

身，而且也透著不是有野心抓權的形象，作

為政治人物、經理人和領導人的才幹外，李

更具備做為總統的外表形貌和內在條件。

（頁 4 2 1）李獲提名為副總統不久，國安局發

現他年輕時曾加入共產黨，蔣得知後聳聳肩

「那也沒有辦法」。可是接班的問題並沒有暫

歇，強硬派的情治及總政戰部型的人士，蔣

家的人也關切黨主席的位置即不歸蔣家，也

可交給忠心的外省人；少數的觀察家也看好

蔣孝武，因為他姓蔣。不過，蔣經國仍堅定

地執行自已的意志，他在 1 9 8 5 年接受時代週

刊專訪時說「從沒有考量過由蔣家成員繼任

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講話時也重申「蔣家

人既不能，也不會主政」。（頁445）

蔣的作法，在當時可謂天破驚地，接著1 9 8 6

年 1 0 月蔣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

時宣布，政府準備解嚴。在宣佈解嚴後，時

八十五歲宋美齡闊別臺北近十年，首度返

臺。臺灣的媒体猜測，保守派份子促宋回國

是有意集結力量，促蔣家繼承大統。宋美齡

也說「時下有即溶咖啡，或即飲茶，然而只

有矇騙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份子

想要是從混亂中圖利而不遵循法律與秩序。

保守派畏懼改革的心思，躍躍欲現」。（頁

457）

蔣在1 9 8 8年辭世，李繼任總統，但對國民黨

主席代理的人選，宋美齡寫了一封信給俞國

華，信中說「最好不要選舉一位代理主席。」

蔣家與老臣認定，若讓一位本省人兼具總統

與黨主席的職位，形同敲響國民黨喪鐘。

（頁 4 7 2） 最後宋楚瑜在中常會臨門一踢，發

言力陳選舉代理主席，並退席抗議，李總算

在中常會的贊同下，接掌黨主席位置。

蔣經國終結自己家族的統治，取消黨禁、

報禁。運用自已的權力，結束自已，甚至家

族的獨裁，這是東方政治裡最難做到的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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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繼任之後，提出兩國論，微妙地處理外

省與本省人的情結，並成功地做到政權和平

移轉，作者提出若干觀察者論點認為，李強

化在國內的地位，又增加對北京的談判力

道，他的目標口頭唱著一個中國，實質上吻

合臺灣人的需要，果真如此，蔣經國地下有

知，也會贊同。（頁 480）

但如同蔣的政治改革，從政權和平移轉，

至真正成形的民主式政黨輪替，臺灣還有很

長的一段路要走。過去與蔣結盟為改革派的

人士，在歷史的轉角，似乎又背道而馳了，

主流之爭，讓臺灣在政黨輪替的路上，驚濤

駭浪，至今未休。

殷海光先生曾在《自由中國》提及一篇

〈政治神經衰弱症〉，對於政治人物因為黨化

思想的病菌蔓延，擴散，而使政治人物有一

種病態產生–「滿眼都是敵人，事事可慮，

內心高度緊張，情緒無法平衡，對人對事都

有不健康的判斷，這樣一來，就成了惡性循

環，成了一條牢不可破的錢鍊子。」至於江

南之死，似乎也與蔣釋出臺灣化的原因，使

得統治階層的保守派外省人越來越驚慌，而

種下的惡果有關。

蔣在 1 9 8 4 年 8 月提前釋放美麗島事件的四

名被告，選擇吸納臺灣人進入體制。同年當

時的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芩交待竹聯幫陳

啟禮、董桂森、吳敦在舊金山市郊大理市劉

宅，狙殺劉宜良。許多間接證據顯示，當時

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若沒有下達命令安排兇

殺案，至少也批准執行，十二年後，某位蔣

經國多年的親密同志說，汪希芩一定是替某

人掩飾，幾位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信，原本的

點子應該出自蔣孝武；雖然孝武否認傳聞，

然而蔣至少已經相信，孝武生活習性不佳，

交友不慎，講話不小心，起碼間接導致劉

案，作者確信，蔣經國本人並不曉得有殺害

劉宜良的計畫。（頁 4 3 2）不過，作者也認為

蔣經國在任時候，都可以明確交待，搞祕密

活動絕對不能從事政治暗殺，可是他沒有做

到。

而劉宜良命案，也讓黨內自由派人士抬不

起頭。一個黨和政府要靠黑道來威嚇敵人，

絕對不是他們當年選擇投效國民黨的初衷，

劉案也讓蔣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和國防部特殊

情報局合併，並委由一位非情治單位出身的

人接掌，更名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僅負責

軍事情報的蒐集。（頁 435-6）

1 9 9 6 年 5 月 2 1 日，建立在華盛頓的美國殉

職新聞從業人員紀念碑　由第一夫人希拉蕊

揭幕，紀念碑上九百卅四位殉職的新聞從業

人員，劉宜良是碑上唯一的華裔人士。希拉

蕊在揭幕獻詞時說，「進入戰地的人，只有

醫療人員和記者不帶武器。新聞從業人員甘

冒生命危險，目的在尋求真相。記者可能敵

不過暴徒或子彈，但記者報導的新聞，卻有

可能擊退一支大軍，改變許多人的生命，或

維護民主。」（《蔣經國傳》，前衛出版，1 9 9 7

年，陸鏗序）

史學大師唐德剛，也為江南犧牲後半生，

寫了經國前半生，有無限的感慨。唐德剛說

「歷史中有必然的軌跡可循，但在必然的軌道

上，常常會發生偶然的事件所遏阻、延緩、

或加速，而發生迂迴、停滯、逆轉或躍進等

不同的現象」；他以為：「經國最後四年雖

短，卻是歷史功能可圈可點的另一半」，江南

如再活四年，他對蔣的總評，應該會有好話

要說。

一個獨特性格的政治人物，不論愛憎他的

人如何對立，總是話題，因為性格的豐富，

總有吸引人的魅力。

時報出版的蔣傳，雖未能引起政壇議論，

但對政治人物的公允評價，亦誠屬可貴；也

許書中的人物有些人還活跳跳地在過活，所

以作者在尾聲也以人物摘記的方式，將書中

人物的現狀作了交待，這個部份，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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