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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旅遊是蔣中正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項休閒活動，但是在

他的公開言論或相關資料中，極少關於旅遊的記事，使外界

往往以為蔣氏公餘之暇，僅有靈修、讀書等靜態活動，而忽

略了旅遊的重要性。 

旅遊作為蔣中正的一種生活方式，與個性有密切關係，並與

他的職務、工作等結合在一起，如早年奉命領軍出征，不但

不以為苦，反認為「行軍而兼得便觀玩山水，亦一樂也」。

他時常藉著至各地巡視的機會，進行旅遊行程；或在從事公

務之餘，離開中樞，赴外地旅遊。其目的除觀賞風景、尋幽

訪勝外，亦在觀察山川形勢，或藉此紓解工作壓力，或尋求

一個清靜的環境思考國事、修改文稿等。本研究計劃，將以

蔣氏於日記中所記旅遊各地之見聞及幕僚整理的旅遊記事等

資料，對於蔣氏自 1928年任國民政府主席起至 1949年下野

返回家鄉期間的旅遊生活進行探討，並分析旅遊對蔣氏行事

的影響，以及經由蔣氏之旅遊記事理解其早年生活及價值觀

等之重要性。 

 

中文關鍵詞：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宋美齡、旅遊 

英 文 摘 要 ： Travel is a very important leisure activity in Chiang 

Kai-shek＇s life. Since he seldom mentioned that in 

his public speeches or documents, people thought he 

usually spent time on reading or devotions at his 

leisure, and neglected the importance of travel in 

his life. 

Besides his personality, he enjoyed travel also 

because if sometimes combined with his work. He would 

take the opportunities of inspection tours to 

sightsee, or just took some days off from the 

government duties and traveled to faraway places. 

During those time, he enjoyed the beautiful scenery, 

inspected the terrain, pondered over governing 

matters or modified manuscripts. And maybe most of 

all, relaxed from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of work. 

This research based on Chiang Kai-shek＇s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from 1928 when he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1949 after he resigned 

presidency and went back to his hometown. We can 

learn more about him and the impact and importance of 

travel to his life.  

 



英文關鍵詞： Chiang Kai-shek, Chiang Kai-shek＇s diaries, Soong 

Mei-ling,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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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的旅遊生活結案報告 
 

 

前  言 
 

旅遊是蔣中正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部份，但是或許受限於資料，以往之

研究鮮少注意及此。近年來，因《蔣中正日記》的開放，有學者注意到蔣氏的「故

鄉情結」，以「故鄉」為主題進行討論，其中亦有部份內容涉及蔣氏的旅遊，但主要

以「故鄉」為主，並非對其旅遊生活之探討。筆者於執行國科會 99 年度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發現蔣氏生活中某些特定活動是觸發其回憶的重要

因素，如演講、撰寫紀念性文字等，其中一項明顯的活動，是包括赴各地巡視時出

遊在內的旅遊。因此筆者決定以「蔣中正的旅遊生活」為主題，從蔣氏在日記等相

關資料中對旅遊的相關記事，探討蔣中正的旅遊生活。因為大陸時期與臺灣時期的

空間概念不同，研究計劃係以蔣氏 1949 年之前在大陸時期的旅遊為探討範圍，時間

以蔣氏於 1928 年任國民政府主席主持國政起，至 1949 年蔣氏自總統一職引退，下

野返鄉止。 

 

研究目的 
 

2009 年 7 月，蔣中正孫媳蔣方智怡女士暫存於美國史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之《蔣

中正日記》，自 1917 年（按：1917 年為「民國六年前事略」）至 1972 年，除 1924 年

日記遺失外，共 55 年之日記，全部對外開放。 

蔣中正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掌握軍政大權長達五十年

之久，其所遺存資料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他自早年起，養成持續不斷記日記的生

活習慣，直至 1972 年 7 月 22 日因感冒轉為肺炎，病情惡化，經過二個月的治療後，

雖然痊癒，但體力大為衰弱，無法正常執筆，日記即停止於 1972 年 7 月 21 日。他

對於包括每日記日記在內的持之以恆之日常生活作息，頗為自豪，嘗謂：「我自問生

平沒有別的長處，其尚敢自信者，就只有有恆一點。所謂有恆並不是從先天的稟受

得來的，而是必須自日常生活中，樹立目標，一心嚮往，才能夠養成的。幾十年來，

我每日必有日課，每日必有日記，雖在造次顛沛中，也從沒有一天間斷；再說我在

閱讀某一種書籍沒有終卷以前，也決不旁鶩其他書籍，這就是有恆的起碼要求。」1

                                                      
1 蔣中正，〈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有恆、務實、力行，革新、動員、戰鬥—〉，秦孝儀主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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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於 1975 年逝世後，雖然在其長子蔣經國所撰寫之追思文字，如〈沈思於慈湖之

畔〉等，或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之《蔣總統秘錄》（中央日報譯印，1978 年起陸續出版，

共十五冊）、秦孝儀總編纂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78 年 10 月出版，共八卷、

十三冊）等相關書籍，披露部份日記內容，但是對研究者，特別是民國史的研究者

而言，日記像是一把能解開謎團的鑰匙，希望經由日記可以進一步的理解民國史上

諸多問題，遠者如中山艦事件、西安事變、史迪威事件等，近者如二二八事件、兩

次臺海危機、反攻大陸計劃等，因此一直期待蔣氏家屬能將日記公開，提供研究參

考。當日記在蔣氏家屬同意下開放後，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前往參閱者甚眾，甚至

有學者將此種現象稱之為「朝聖」。而隨著《蔣中正日記》的開放，亦引起一波蔣中

正研究的熱潮，成為民國史研究中一個重要項目，以蔣中正為主題或以《蔣中正日

記》為主要參考資料的相關研究專著及論文陸續出現，如復旦大學歷史系與美國史

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於 2011 年 9 月共同舉辦之「民國人物的再研究與再評價研討

會」，總共 26 篇論文中，有 14 篇以蔣中正為主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2010 年 5 月舉行之「第三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總共 121 篇論文中，

有 17 篇論文引用或提及日記，比例不可謂不高。而以蔣中正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亦

陸續舉辦，以 2010 年為例，即有四場之多，包括臺北二場，杭州、北京各一場；2011

年在臺灣亦有「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討論會、「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

學術研討會、「蔣中正總統與中華民國發展－1950 年代的臺灣」學術研討會等三場研

討會舉行。 

    在日記對外公開前，已故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秦孝儀曾於 1999 年獲

得蔣方智怡女士提供蔣氏在臺初期日記，並同意交其運用，繼續《總統蔣公大事長

編初稿》之編撰工作。該項工作由李雲漢教授負責，筆者於 1999 年至 2000 年間協

助搜集、整理蔣中正在 1950 年代之資料，並負責摘錄蔣中正日記相關內容，繼於 2001

年起參與《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畫，繼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50

年（卷九）之後的編撰工作，以每年一本，出版至 1954 年（卷十三），因 1955 年之

後的日記已開放而停止。筆者於整編相關資料之餘，經秦氏同意引用日記內容，進

行蔣中正在 1950 年代前期相關史事研究，如韓戰、中日和約、毛邦初事件、陳誠與

吳國楨關係等；之後亦在秦氏協助下，商得蔣方智怡女士提供戰前及抗戰初期日記，

參與中正文教基金會研究計劃，撰寫西安事變及抗戰相關論文；2008 年開放戰後部

份，續參閱 1948 年及 1949 年日記，完成《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

專書，探討蔣中正在 1949 年為何下野，以及下野之後，如何再起，進而復行視事的

                                                                                                                                                                
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七演講，頁 5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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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就筆者使用蔣氏日記的經驗，日記是個人主觀的記錄，以其作為主要參考資

料進行研究時，有其限制。筆者曾依據蔣氏相關言論，分析他為何長時期不間斷書

寫日記的原因，指出：「蔣氏為何能如此有恆心的記日記，應該與其對日記的認知有

關。蔣氏從 1924 年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開始，一直到晚年，多次在演講中要求學

生、幹部要養成記日記的習慣，他認為記日記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不僅能記錄下

個人思想的變遷，習慣和行動的改革，而且是自我反省檢討的重要工具。」2因此日

記所記不見得能滿足研究者所需，仍然必須參閱相關檔案或資料，才能理清問題的

脈絡，如筆者研究蔣氏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如果僅僅憑藉日記，而沒有參閱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相關案卷，是無法知道蔣氏為何要介入調解美、韓之間

關於停戰問題的爭執。但是有些屬於蔣氏個人的事務，如信仰、交友、對人或事的

意見、家庭生活等，必須依靠日記才能有較為清楚的認識。誠如楊奎松指出蔣日記

「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蔣個人生活、情感和內心活動方面的內容」3，呂芳

上亦表示蔣的日記「是一套有血、有肉、有靈魂的資料。它提供的不只是歷史的發

展線索，更重要的是人性的揭露」。4

蔣中正在日記中記錄了許多屬於個人私領域的事情，而這些不為外界所熟知的

事，正是理解一個真實蔣中正的最佳素材，也是如《蔣中正總統檔案》等相關資料

所無法提供者。以筆者之前所進行「蔣中正的基督教信仰」研究計劃為例，未閱讀

日記之前，僅知蔣氏為基督徒，每日必讀《聖經》等，而在閱讀日記之後，才認識

到蔣氏對基督信仰虔誠的一面。而在「蔣中正記憶中的童年」計劃中，除了日記提

供了一些外界不知的童年故事外，更重要的是經由日記可以得知蔣氏內心的感受，

如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對於蔣氏啟蒙師任介眉及蔣謹藩

的記述，只有「任（介眉）待蒙徒非常酷虐，六月間染疫死」及「蔣（謹藩）師嘗

謂王太夫人曰，令郎天資穎異，他日必成大器，汝節操貞潔，天固有以報也」兩語。

然而根據《日記》所記，蔣氏認為幼年時期幾位啟蒙老師對他的教誨「皆無善足述」，

「師友不良，德業不講」、「未聞君子之道」，而在 1946 年 10 月的日記中更記道：「余

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而九歲之年追

溯塾師任介眉之殘忍慘酷跪罰毒打痛罵咒咀，幾乎非人所能忍受，以非嚴師，實是

毒魔，如任師當年不死，則余命或為其所送矣。先考之嚴厲，亦不忍言矣。」（10.22）

 

                                                      
2 劉維開，〈日記、事略稿本、大事長編－蔣中正日記及衍生資料的介紹〉，林桶法主持，《蔣中正日

記研究》（國立中正紀 念堂管理處委託，2009 年 11 月），頁 9。 
3 楊奎松，〈蔣介石相關主題的研究回顧與展望（大陸）〉，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294。 
4 呂芳上，〈《蔣中正日記研究》緒論〉，林桶法主持，《蔣中正日記研究》，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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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53 年 3 月復記道：「余自六歲上學識字，至十六歲之十一年間，除任介眉之兇

虐以外，蔣价人（謹藩）間亦任意使氣，以學生為囚徒視之。其他對余之教誨，皆

無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賜。當十二歲時，蔣師之苛刻虐待

後，十三歲吾母乃即辭退蔣而聘姚，其對元培養之苦心，可說無微不至矣。」（3.1

後上月反省錄）其內容均遠較毛思誠所述充實且富感情，而且可以看出蔣氏對於舊

式私塾教育印象之惡劣，為其幼年學習情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考依據。 

    《日記》中亦有大量的蔣氏旅遊資料，他在旅遊之後，往往會記下所見、所思、

所聞，其中亦包括許多早年經歷的回憶。如上引 1946 年 10 月對啟蒙師任介眉的回

憶，是其於 21 日首次抵達光復後之臺灣，自機場至住所，沿途所見，有感而記，曰：

「昨下午四時飛抵臺北松山機場，下機乘車直駛草山溫泉，沿途但覺日本風習之深，

想見其經營久遠之心計，而今安在哉。時念余九歲喪父，同年喪失臺灣，至今已五

十一年矣。余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10.22）又如蔣氏返鄉出遊，每至位

於鎮西周坑嶴竹山的法華寺（庵），多會憶及童年往事，如舅父在此處為其摘果解渴，

或隨侍母親前往禮佛，或祖父為其療傷等；再如蔣氏於 1946 年 10 月蒞臺，至基隆

港巡視時，即憶及 1921 年曾至該地的往事，曰：「遊覽內港碼頭，此乃二十五年余

由粵經此，欲登岸遊覽而不可得之所也，感想千萬。」（10.26）這件事在相關資料中

未見提及，即使 1921 年日記亦僅記「上午十時，船到基隆，下午五時開船。船中員

役懶慢，器具狼藉，皆不如前。吾以此而知日本國情運墮落，敗兆已見矣。在船看

交戰及統帥學。今晚風浪更大也。」（10.3）並未提及「欲登岸遊覽而不可得」一事。

類似回憶記事在日記中並不少見，提供了理解蔣氏旅遊生活的重要參考。 

    旅遊一直是蔣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個部份，早年軍旅生涯，以行軍兼得觀賞

山水為樂，嘗謂：「行軍而兼得便觀玩山水，亦一樂也」。如 1925 年 3 月，率軍東征，

由水口經梅縣，一路觀賞風景，記道：「一路山水秀麗，雨後晚煙如畫，非行軍不能

得此樂趣也」。（3.31）日後即使身負黨國重任，公餘之暇亦不忘出遊，如 1934 年 4

月底由南昌赴廬山，至 5 月 5 日以次日將返南昌，而「來廬十日，應接外使，與討

論軍事，幾無暇晷」，決定暫時放下公務，與夫人等一同出遊，至竹林寺，登訪仙亭

野餐。該亭為蔣氏於 1930 年所修建，他十分喜愛此處景色，稱讚「乃一幽勝之境」，

並謂：「未知何日得以安居度生於此耶。政治事業不能脫離，而此心未嘗一日忘于林

泉之間，而尤樂於故鄉風物也。」（1932.6.9）筆者於 2009 年完成《蔣中正的一九四

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一書後，常被問道：「蔣氏下野後作些什麼活動？心情是否

沮喪？」筆者回答：「蔣氏下野後，在家鄉附近遊山玩水，看不出有什麼沮喪。」確

實，蔣氏自下野返鄉至離鄉赴滬的三個月間，走過奉化、寧波、鄞縣、象山、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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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遍覽山水美景，而且尋求以往未曾或鮮少造訪的景點，如 1949 年 3 月 18 日

閱讀《奉化縣誌》中〈四明山記〉及黃宗羲〈九題考〉等，「於是再覓石窗之意油然

而興」，20 日閱《奉化縣誌》，再生造訪「石窗」之念，曰：「甚願再訪石窗一次，以

及東鄉之金峨與南鄉之鮚埼亭、鄞城山諸古跡，未知果有此福否？」（3.20）石窗為

四明山景點之一，蔣氏曾於 1921 年前往遊覽，閱兩文之後，思再度前往之念，至 4

月 13 日，終得成行。蔣氏於當日日記中，十分詳細的記下了到石窗一路上的所見所

聞，並認為早年所到石窗，「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遊之石窗」。 

蔣氏之旅遊，除為其日常生活中重要部份外，亦可作為理解其對於國防、政治

等問題決策過程之參考。蔣氏認為「在林泉間，精神暢舒，性情雅逸，故心思專一，

對於國防與政治，皆能發幽抉微也」（1932.6.10），筆者在查閱資料時亦發現蔣氏之

旅遊除了飽覽山水之美，怡情養性外，實有觀察山川形勢、思考重要決定等目的。

如 1932 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遷洛陽辦公，蔣氏於 2 月 3 日抵洛陽，會商

對日抗戰計劃，5 日由洛陽往鄭州，行經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觀察地形，記道：

「自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地形複雜，雖有飛機大砲亦無所施其技，更知有遷都西

北之必要也」（1932.2.5）又如 1949 年 4 月 7 日，蔣氏一早 8 時半由金峨寺出發，「經

田衖至樓隘，特訪蔣氏祖祠，再至金紫廟，謁見金紫神像後，乃行經蓴湖至吳家埠

午餐。下午三時到鮚埼，循埼麓遊覽沿海風景，至費宅之東，眺望象山港獅子口，

參觀蚶塘與鮚浚，乃回至下陳乘車，五時回慈菴」，似乎只是在觀賞沿路風景，但是

如果由其 4 月 25 日離開溪口，由獅子口登艦入象山港一事來看，此行之目的應不止

是遊覽，而是在為其離開溪口的路徑預作準備。至於文稿修正或思考國事，更是旅

遊中最常的工作，如 1948 年 2 月赴牯嶺休假期間，除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

外，並思考政局發展，決定推胡適為第一任總統候選人，自記：「本月在廬山住十八

日，本擬修養靜慮，各種重要問題皆能有一決定，以期全局有一整個方案也。不料

入山後傷風一周，未能工作，而且氣候不甚良好，心神亦不甚佳。故在山只能修改

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其他以匆促回京，皆未作具體之方案。惟最後半日在遊觀音

橋途中，對於本人在國大時為國、為黨、為革命、為主義之利益，與個人之出處，

已有具體之決定，頗引為慰。」（2.29 後上月反省錄）而所稱具體決定，即為「今日

形勢，對外關係只有推胡適之自代，則美援可無遲滯之藉口；黨內自必反對，但必

設法成全，此為救國之出路也。」5

                                                      
5《事略稿本》民國 37 年，37 年 2 月 29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而蔣氏在旅遊中所見所思，亦有特殊意義，可以

作為其對古人之評價或歷史文化態度之參考，如 1932 年 2 月往遊司馬懿墓，見僅一

土堆，感歎記道：「如與關公陵較，則知事業留後，乃在德行，而不在智巧，更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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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榮華也。」（1932.2.3）遊龍門石窟，盛讚石刻「誠無上珍品，亦世界惟一之壯

觀」，亦惋惜「寺宇佛像之雕刻皆毀，所殘者不及萬分之一」，記道：「中國人之無智，

洛陽人之無能，致使古物毀滅至此，不僅不能對祖先，亦無以對天地。」（1932.2.4） 

旅遊既然在蔣氏日常生活以及理解蔣氏相關決策過程佔有重要地位，但是相關

研究鮮少注意及此。胡平生曾運用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撰〈行色匆匆：1947

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一文，探討蔣氏於 1947 年以北平為停駐地的兩次北巡背景、

經過及影響，重點雖在巡視，與旅遊的關聯性不大，但因蔣氏在 1947 年 10 月第一

次出巡時，曾抽空偕夫人出遊，文中對此分析原因，為：「（1）蔣自幼年起即喜好遊

覽，積久成習，乃至成為其一生生活中重要的一環。（2）蔣愛讀書，對中國地理、

歷史、名人文集等，多所涉獵，均增其尋幽訪勝、求睹史蹟的意念。（3）蔣所遊覽

者，多為其曾經居停或舊遊之地，其中當有不少是出於懷舊心理而為之，俾撫今追

昔，感念緬懷。（4）藉此洗煩滌慮，紓緩緊繃的心情，並活絡一下筋骨。（5）置身

於自然山水、名勝古蹟中，易萌生靈感，獲得啟示，而增進其內涵修養。」6

 

對於本

項研究計劃，具有相當參考價值。近年來，因蔣氏日記開放緣故，有學者注意到蔣

氏的「故鄉情結」，以「故鄉」為主題進行討論，如方新德之〈從《日記》看蔣介石

的故鄉情結〉（《浙江學刊》2010 年第 5 期，頁 23-30）、高純淑之〈蔣中正的『古鄉』

情懷－從來臺後日記中的觀察〉（《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

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暨史學系，民國 99 年 10 月），頁 261-276）等，其中亦有部

份內容涉及蔣氏的旅遊，但主要以家鄉為主，並非對其旅遊生活之探討。因此筆者

擬以「蔣中正的旅遊生活」為主題，從蔣氏在日記等資料中，對旅遊的相關記事，

探討旅遊對蔣氏的意義以及喜愛旅遊的因素；旅遊的時機與形態，如公餘出遊、巡

視時出遊、長時間休息等；幾個旅遊的主要地點，如廬山、南京、溪口等；旅遊期

間的相關活動，如觀賞風景、修改文稿、思考國事、決定大計等；以及由旅遊記事

之內容分析，理解其早年生活及價值觀等。此外，因大陸時期與臺灣時期的空間概

念不同，研究計劃將以蔣氏在大陸時期的旅遊為探討範圍，時間以蔣氏於 1928 年任

國民政府主席，主持國政起至 1949 年蔣氏自總統一職引退，下野返鄉止。 

文獻探討 
 

旅遊雖然是蔣中正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但是在他的公開言論中，卻沒有

                                                      
6 胡平生，〈行色匆匆：1947 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6 期（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8 年 12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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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等與旅遊有關的文字，其他如《事略稿本》、《大事長編》等編年記事中，

雖然有若干關於旅遊的記事，但仍以政治、軍事活動為主，旅遊所佔份量十分有限。

蔣氏關於旅遊的資料，主要集中於日記，他在日記中留下了大量的旅遊記事，因此

日記是此項研究最主要的資料。 

    蔣氏在日記中對於旅遊的記事十分詳細，以前節所提 1949 年 4 月 13 日至石窗

遊覽一事為例，他在當日日記中記道：「朝課後，八時一刻由妙高臺出發，經徐鳧岩

登蛛蛛嶺至北溪，僅二小時三刻鐘；由北溪經大俞至石窗，其情形大略與沈明臣〈遊

四明山記〉所述者相似，但並未有如此美麗與險峻而已。其地乃在華蓋山之東，對

面間融一溪而已。……在石窗之右窗閑坐一刻時，先由中間大窗口而入，中經隘口，

伏身而進，至右窗，其實為一普通隘狹之石洞。其左窗石洞則與其餘三窗之洞不通

也，盤桓約三刻時而返。其洞口至巔上之大岩，高約十餘丈，其上有水滴至洞前。

窗洞皆向西北華蓋山，惟其巔上則樹草木茂盛，不覺其為一岩巔，觀四窗則不如觀

岩石較有意思耳。二時半回大俞，在其對岸嶴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畢，經百步

階至仗錫之西，所謂六龍泉、三峽與潺湲洞之前，略憩攝影。其路傍有一大岩石可

觀，余示侍從人員將在此石上鐫字，恐即為再來石，因時已不早，未能進至岩前詳

勘耳。到仗錫，近半路許，其寺如舊日，衰敗不堪；僅有一半僧住也。問其過雲岩

在何處，則茫然不知所答。問之附近李姓者，亦不知有過雲石，只知再來石與潺湲

洞，指余以所在之方向，實即同在三峽附近，但餘隻見三峽二字。其實仗錫風景顧

此而已。四時半由仗錫起程，經屏風岩，鐫『四明山心』四大字，即在路旁可觀也。

仍經蛛蛛嶺，回妙高臺，時已七時半。」對於時間、沿路經過地點、途中見聞、地

形等，記載詳細，讀來即是一篇遊記。再以 1946 年 10 月來臺期間日記為例： 

22 日：「下午往圓山忠烈祠致祭。後經北投至淡水港巡視舊炮臺，故址營舍猶存，

榕樹未衰，見劉銘傳手書『北門鎖鑰』營額不勝感慨。」 

23 日：「十時半由臺北起飛，經新竹上空，十一時半抵臺中，駐市長官舍。午餐

一時半由臺中乘車經霧峰、草屯、龜子頭、埔里，……四時到日月潭，駐涵碧

樓東間，湖水之綠，山色之秀，風景可謂佳絕，此誠余平生所理想之風景也。

五時乘汽艇遊湖，有劉鈺銳經理導行解釋日月之水利。由濁水河引遂道廿公里

入於潭，再由潭辟隧道四公里到發電廠，自民國九年開始，中經三年停頓，復

由美國工程師繼續設計，及借美金二千五百萬元，至民國二十五年始得完成。

據稱此為本年六月以前世界之第一工程也。見此不能不佩日人不憚工程之艱巨

也。」 

24 日：「六時後起床，體操後即出庭中遊覽朝景，空氣清新，風光美麗，尤以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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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雅逸更為難得。俗塵煩囂之人得此，不禁歎世外桃源即在於此矣。……十時

後乘車至水底坑第一發電廠，見水源與電廠模型全景，更覺工程之艱巨與大觀

矣。巡視電廠約半小時即乘車回涵碧樓，已下午一時許。午餐後觀高山族女舞

踴。二時出發，循昨日原路回臺中市，……草屯市下車巡視區公所，……。」 

26 日：「下午三時與夫人乘車巡視基隆社寮與綠丘二炮臺，日人所建築綠丘新臺

仍甚舊式，殊所不料。巡視市政府，對萬餘群眾訓話。後遊覽內港碼頭，……

晡乘火車由基隆到臺北市，仍回草山。」 

對於所到的各個地點，包括淡水砲臺、日月潭發電廠工程、基隆砲臺等，均有十分

清楚說明，不僅提供了個人巡行記錄，亦保留下各個地點當時的情形，是十分重要

的資料。 

    除了日記之外，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有蔣氏日記摘鈔，依內容性

質分為《困勉記》、《省克記》、《愛記》、《學記》及《游記》五種，其中一冊為《游

記》，是本項研究計劃的另一個重要資料來源。該項日記摘鈔，係陳布雷主持《事略

稿本》編纂時期，由參與稿本撰寫工作之王宇高、王宇正負責輯錄，筆者曾就摘抄

內容與日記原文進行比對，文字雖略有出入，但是差異性不大，主要為文字上修飾，

且各記刪修的情況不一。其中《游記》係摘錄蔣氏自 1918 年至 1943 年日記中關於

旅遊的記事，大多為原文照錄，如前引遊龍門石窟之感想，《遊記》中除將「洛陽人

之無能」一句刪除外，其餘未作更動。且日記中對於行程的敘述較為模糊，《游記》

中則對於時間、行程有十分清楚的補充，與日記參看，更可以了解蔣氏旅遊經過以

及所見聞、所思之緣由。《游記》已於 2011 年 12 月連同其他四記，由國史館出版，

名為《蔣中正總統五記》。筆者於該書出版前，已就《游記》全數抄錄，並將相關內

容與日記內容進行比對，對蔣氏旅遊作全面性的理解。《蔣中正總統檔案》中，另有

《事略稿本》，記事以政治、軍事為主，關於旅遊之內容較少，但由所述相關活動記

事，可以提供蔣氏旅遊之背景，如為何至該地遊覽，或遊覽前後的相關活動等，亦

為重要參考資料。 

    蔣氏旅遊大多偕夫人宋美齡同行，蔣氏本人沒有書寫遊記等相關文字，但是在

宋美齡的資料中則有兩篇關於隨蔣氏巡行的文章，一為〈閩邊巡禮〉，發表於 1935

年 2 月，係蔣氏於 1934 年 1 月為戡定閩變赴福建督師，隨行所記的感想；一為〈西

南漫遊〉，係蔣氏於 1935 年督師西南，歷川、黔、滇三省，隨行於途中致國民革命

軍遺族學校男女同學之三通書函，首函於 4 月發自貴陽，次函於 5 月發自成都，末

函於 7 月發自峨嵋山。兩篇文章為蔣氏旅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並可補充蔣氏日記

所述，豐富了蔣氏旅遊生活的內容。如 1933 年 12 月 31 日日記，蔣氏除回顧一年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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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感歎：「嗚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余個人謀之不臧，而使國辱民困，所部

犧牲勞苦至此，每念往事輒為夢魂不安也。所幸夫妻和睦，愛情益堅，家庭之樂聊

以自慰也。」對當日活動僅記道：「本日上午辦公與妻往越王山上談天，而謀攻延平

與水口之心未得，稍安也。……晚旁與妻再登越王山，瞭望後回館，晚處理一切，

靜坐，批閱。」而宋美齡在〈閩邊巡禮〉中，亦記有當日活動，曰：「除夕那天，我

和丈夫在周圍的山中散步，我們發現了一株花蕊怒放的白梅，那真是吉兆！在中國

文學裏，梅花五瓣，預示著福、祿、壽、考以及（我們大家最希冀的）康寧。委員

長很細心地折了幾枝回來。那晚點起紅燭的時候，他把梅花放在一個小竹筐裏送給

我，作新年禮物。……你們或許明白我何以願意和丈夫在前線共嘗艱苦，他具軍人

的膽略，又有詞客的溫柔呢。」7兩者相互對照，〈閩邊巡禮〉的內容生動活潑多了，

同時呈現出一個與外界形象不同的蔣中正。再如 1935 年 4 月 13 日，蔣氏日記：「晚

傍妻強我外出散步，遊龍門，山明水秀，天朗氣清，腦筋頓覺新明，對於計畫盡我

心力，至於成敗則上帝主宰也。」〈西南漫遊〉中則寫道：「貴陽……城南有清溪。

我曾與委員長到那裏溪旁散步。這條清溪很紆迴的流過一個秀麗的小山峽，名叫龍

門洞，峽旁高巖上面有人刻了許多字，有的年代已經很久。據說溪水完全流入洞中，

就不見了，但是這句話不甚可靠。我們親自去視察過這個洞，一部份的溪水流入洞

中，但是其餘的水，蜿蜓如龍，流入山間去了。在這寂靜的山峽裏，美麗的野玫瑰

在石上結成天然的文繡，鳳尾草和各種不知名的野花錯錯落落的到處點綴著，使得

這個地方顯得又幽靜又秀麗，這是因為無人居住的緣故。」8

    此外，當時報紙、期刊對於時人行蹤多有報導，如胡平生在〈行色匆匆：1947

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一文，即引用天津《益世報》之報導，陳述蔣氏夫婦至頤和

園遊覽情形；筆者亦曾引用臺灣《新生報》報導，整理蔣氏夫婦於 1946 年 10 月首

次來臺的行程。因此，如《申報》、《大公報》、《中央日報》及《國聞週報》等報刊，

均為本項研究計劃需要參考之資料。其次，若干重要景點或地區旅遊網站，如「中

國廬山網」、「南京旅遊網」、「奉化旅遊網」等，為該地區的旅遊景點提供了相當豐

富的資訊，如蔣氏在廬山常至訪仙亭遊覽，筆者透過網路資訊，得知訪仙亭有新、

舊兩個，舊者為明代修建，早已毀滅，民國後曾重修，但規模不大，至於蔣氏所常

往遊者為新訪仙亭，係 1930 年由其出資修建。透過這些資訊，可以對蔣氏旅遊的路

為蔣氏所述「山明水秀」、

「腦筋頓覺新明」，提供了重要的註腳。筆者亦思考將這兩篇文章與蔣氏日記中相關

記事進行對比，作為探討蔣氏旅遊文化的部份內容。 

                                                      
7《蔣夫人言論集》（上集）（臺北：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民國 66 年 12 月），頁 12-13。 
8《蔣夫人言論集》（上集），頁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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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旅遊景點的背景等有較充分的理解。 

 

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計劃擬以一年為期限完成，並就研究結果撰寫相關論文。由於「旅遊」

可以討論的範圍頗為廣泛，筆者將先就蔣中正的旅遊生活分為旅遊類型、旅遊記事、

喜愛旅遊原因、旅遊中的蔣中正等部份，進行概略的探討；之後再就蔣氏與特定地

區的關連，如參考《廬山續志稿》中收錄〈國民政府主席林蔣二公歷年駐山起居日

錄〉，對蔣中正在廬山的活動進行較深入的討論等。預期本研究對於蔣中正的旅遊生

活以及旅遊對其所產生的影響將有進一步的理解，並且能夠充實蔣中正研究的內

容，為蔣中正研究作出貢獻。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旅遊」目前已經是一個專業學科，許多學校設有相關科系，「旅遊文化」是其

中一門主要的課程，包括旅遊的動機、旅遊的消費、旅遊景點的開發、旅遊與中國

文化的關係等。蔣氏的「旅遊生活」，除了作為蔣氏日常生活一部份的探討外，亦可

將其視為「旅遊文化」的一個主題。筆者在決定以蔣氏旅遊生活為研究主題前，曾

參閱若干旅遊文化的專業書籍，思考旅遊文化的專業探討，對於進一步理解蔣氏旅

遊生活的意義應該有其價值，但是筆者認為本項研究計劃的重點仍應以歷史研究為

主，從蔣氏日記記事以及相關資料探討其旅遊生活。因此在計劃中，並未觸及「旅

遊」或「旅遊文化」相關專業，希望能在本項研究計劃完成後，再思考如何將蔣氏

的旅遊生活置於旅遊專業進行研究的課題。 

另一方面，筆者自參與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續編計劃開始，有相當一段時間十分仔細的閱讀蔣氏日記；之後因整理、撰寫《總

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需要，又長期至國史館參閱《蔣中正總統檔案》；近年復參加

由呂芳上、唐啟華兩位教授共同發起的「蔣介石研究群」，有系統的逐冊閱讀國史館

所出版之《事略稿本》，目前已閱讀至第四十一冊（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可

以說近十年來，研究方面接觸最多的，就是與蔣中正有關的各類資料，筆者在閱讀

這些資料的過程中，深感蔣氏在公、私、內、外之間，是一個具有多重面相的人。

他是基督徒，是宋明理學的信仰者，每天記日記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他遇到

不如意的時候，也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責打侍從人員；他在日記中會用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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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眼批評政敵或看不順眼的部屬，但是在現實環境中，卻讓對方感覺不出他的惡感。

他具有強烈的自信心與責任感，自我感覺良好，自己的文章、演講都是好的；同意

他的決定，就是正確，不同意他的決定，就要受到批評。凡此種種，可以看出蔣氏

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有相當明確的分際，筆者最初閱讀日記時，亦以日記配合檔

案進行蔣氏與 1950 年代政治、軍事相關史事之研究，之後感覺到公、私領域間的差

異，乃改以日記本身所能提供的訊息，配合相關資料，進行私領域方面的研究，之

前所進行日記生成及衍生資料、軍事方面人際網絡、基督教信仰、記憶中的童年，

以及本項研究計劃的主題「旅遊」等，均屬於此，筆者亦希望能以這些研究為基礎，

對於蔣中正的私領域生活進行整體的探討。 

 

計畫成果自評 
 

受《蔣中正日記》公開的影響，近年來，蔣中正研究再度成為民國史研究的熱

點，但是就研究主題與範圍而言，與以往研究的差異性不大，仍集中於政治、外交、

軍事等領域。事實上，日記為私人記事，應該能提供較公共檔案更為豐富的個人資

料，本研究計劃在延續筆者前兩年所進行之研究計劃，企圖就《蔣中正日記》或相

關資料，如《事略稿本》、《游記》中，提供的旅遊資料作整理、分析，突破以往蔣

中正的研究範疇，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探討蔣中正處理國政的相關作為，就此

而言，本研究計劃應有其學術價值。另一方面，與蔣中正「旅遊」相關連是實際存

在的景點，目前政府大力提倡文創產業，臺灣有許多與蔣氏有關的景點，如士林官

邸、陽明書屋、中正紀念堂等，吸引不少民眾及觀光客遊覽。通過本研究計劃或許

能對旅遊業的大陸旅遊提供若干協助，開發更多的名人資源旅遊項目，根據蔣中正

的旅遊記事，規劃出南京、廬山、溪口、重慶等地的蔣氏遊覽路線，走蔣中正當年

行過的路，同時也可以拓展蔣氏研究的範圍。 

    筆者於 2012 年 1 月 18 日參加國史館主辦「《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

曾就搜集本項研究計劃資料之心得，對《游記》進行介紹，內容發表於《國史研究

通訊》第二期（臺北：國史館，2012 年 6 月），玆附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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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記》介紹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旅遊是蔣中正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

個部分，大陸時期以戰前、戰後的南京及

抗戰時期的重慶為辦公地點，區分他的旅遊

生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配合行軍或

視察等活動，途中進行的遊覽，區域十分

廣泛，除了西北的新疆、西藏及東北的黑

龍江、吉林等地區外，幾乎都有他的足跡；

一是度假性質的旅遊，放下公務，離開辦公

場所到特定的地點，如江西廬山或家鄉溪口

等，進行一段較長時期的休息；一是辦公地

點，南京或重慶周圍地區，短距離的遊覽活

動。

學者曾分析蔣氏喜歡旅遊原因，包括：

(1)蔣自幼年起即喜好遊覽，積久成習，乃
至成為其一生生活中重要的一環。(2)蔣愛
讀書，對中國地理、歷史、名人文集等，多

所涉獵，均增其尋幽訪勝、求睹史蹟的意

念。(3)蔣所遊覽者，多為其曾經居停或舊
遊之地，其中當有不少是出於懷舊心理而

為之，俾撫今追昔，感念緬懷。(4)藉此洗
煩滌慮，紓緩緊繃的心情，並活絡一下筋

骨。(5)置身於自然山水、名勝古蹟中，易
萌生靈感，獲得啟示，而增進其內涵修養。 
（註1）但究其實際，應該與早年軍旅生涯有

關。蔣氏在行軍過程中，養成觀察身邊事物

的習慣，包括觀賞周邊山水，且以此為樂，

解除行軍之疲困，嘗謂：「行軍而兼得便觀

玩山水，亦一樂也。」（註2）日後即使身負

黨國重任，公餘之暇亦不忘出遊。

蔣中正對於旅遊不僅喜愛，亦十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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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日記內容中可以發現蔣氏之旅遊除了

飽覽山水之美、怡情養性外，實有觀察山

川形勢、思考重要決定等目的。在全局思

考上，蔣氏曾於抗戰初期，對其 1934年及
1935年至西北、西南之遊歷，記道：「凡
余所經游之地，無不時時念之，尤以自北平

跨八達嶺，越長城，經宣化、張北、大同，

而至歸綏一段游程，至今雖相隔已有五年，

而腦海歷歷，如在目前。此種錦繡河山，

民族遺產，何能放棄尺寸與片刻也，倭寇

乃欲強佔而有之，其可能乎？如余當民國

二十三、四年時，不徧歷西北西南，亦不知

我國力之雄厚與偉大，恐不能決定抗戰之大

計，因此更知遊歷之功效，較任何努力為大

也。」（註8）

文稿修正或思考國事，更是休假旅遊中

最常的工作，如 1948年 2月赴牯嶺休假期
間，除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外，並

思考政局發展，決定推胡適為行憲第一任總

統候選人。自記：「本月在廬山住十八日，

本擬修養靜慮，各種重要問題皆能有一決

定，以期全局有一整個方案也。不料入山後

傷風一周，未能工作，而且氣候不甚良好，

心神亦不甚佳。故在山只能修改新剿匪手本

初稿完成，其他以匆促回京，皆未作具體之

方案。惟最後半日在遊觀音橋途中，對於本

人在國大時為國、為黨、為革命、為主義之

利益，與個人之出處，已有具體之決定，頗

引為慰。」（註9）其中所稱具體決定，即為

「今日形勢，對外關係只有推胡適之自代，

真。以他在 1949年 1月下野後的生活為例，
回到溪口老家後，即放下繁雜的政務，幽游

於山水之間。學者曾參閱這段期間的蔣氏

日記，說：「從日記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蔣回奉化後，大部分時間並沒有花在處理政

務、軍務和召見軍政官員方面，他每天至少

有半天以上的時間是花在遊山玩水或含飴

弄孫上了。」（註3）就「遊山玩水」的範圍

來看，蔣氏自下野返鄉至離鄉赴滬的三個月

間，走過奉化、寧波、鄞縣、象山、寧海等

地，遍覽山水美景，而他在這段難得閒暇期

間，除了重溫以往觀賞過的風景外，亦透過

相關遊記尋求以往未曾或鮮少造訪的景點，

如 3月 18日閱讀《奉化縣誌》中〈四明山
記〉及黃宗羲〈九題考〉等，「於是再覓石

窗之意油然而興」，20日閱《奉化縣誌》，
再生造訪「石窗」之念，曰：「甚願再訪石

窗一次，以及東鄉之金峨與南鄉之鮚埼亭、

鄞城山諸古跡，未知果有此福否？」（註4）

石窗為四明山景點之一，蔣氏曾於 1921 年
前往遊覽，「亟歎奇極」，（註5）閱讀兩文

之後，興起再度前往的念頭，於 4月 13日
成行。蔣氏於當日日記中，詳細的記下了到

石窗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並認為早年所到石

窗，「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遊之石窗」。（註6）

蔣氏之旅遊，除為其日常生活中重要部

分外，亦在作為對於國防、政治等問題決策

過程之參考。蔣氏認為「在林泉間，精神暢

舒，性情恬逸，故心思專一，對於國防與政

治，皆能發幽抉微也」（註7）從《游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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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美援可無遲滯之藉口；黨內自必反對，但

必設法成全，此為救國之出路也。」（註10）

蔣氏在旅遊中所見所思，亦有特殊意

義，如 1932年 2月往遊司馬懿墓，見僅一
土堆，感歎記道：「此墳僅一土堆耳，若與

關公之陵較之，更可知事業之留於身後者，

乃在德行，而不在智巧，更不在子孫之榮華

也。」（註11）遊龍門石窟，盛讚石刻「誠無

上珍品，亦世界惟一之壯觀」，亦惋惜「寺

宇佛像殘毀，所存者不及萬分之一」，記道：

「我國人之無智無能，竟使古物毀壞至此，

不僅不能對祖先，亦無以對天地矣！」（註

12）而其重返舊地之回憶或感想，更可作為

理解蔣氏行誼之重要資料，如 1935年 2月
21日至漢口，入住行館，記道：「余今所
駐漢口中央銀行之書室，即民國十五年冬，

會見鮑爾廷，相與爭論之地，當時之孤苦危

厄與忍辱茹辛之險景，至今回憶，猶有餘痛

也！而今鮑爾廷安在哉？凡事應照公理與

良知遵行，自無不成之事。」（註13）

旅遊在蔣氏日常生活以及理解蔣氏相關

決策過程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蔣氏本人卻沒

有書寫遊記等相關文字，使研究者在理解其

旅遊生活時，有不少困難，直到日記開放之

後，方較為完整的呈現出蔣氏的旅遊生活。

但是日記目前仍暫存於美國史坦佛大學胡

佛研究所，閱讀不易，在沒有正式出版之

前，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事

略稿本》及日記類鈔《五記》中的《游記》

提供了主要的資料。而《事略稿本》偏重於

黨務、政務、軍事等國家大事，對於旅遊部

分的記述較為簡略，不若《游記》為專門記

遊。可以說，通過《遊記》，才能真正看到

蔣氏生活中的另一個面相，同時可以清楚的

理解蔣氏除了國家大事外，對於地方事務關

心的來源，

此外，目前政府大力提倡文創產業，今

天臺灣有許多與蔣氏有關的景點，如士林

官邸、陽明書屋、中正紀念堂等，吸引不少

民眾及觀光客遊覽。通過《游記》，我們或

許能對旅遊業的大陸旅遊提供一些協助。根

據《游記》的記述，規劃南京、廬山、重慶

等地的蔣氏遊覽路線，走蔣中正當年行過的

路，同時也可以拓展蔣氏研究的範圍。

【註釋】

  1. 胡平生，〈行色匆匆：1947年蔣中正的兩次北
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6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8
年 12月），頁 116。

  2. 王宇高、王宇正編，《游記》卷一，國史館藏；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游記

（臺北：國史館，2011年 12月），頁 010。
  3. 楊奎松，〈關於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問題－
以 1949年蔣介石下野及其對北平和談的影響為
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

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9年 9月），頁 359。
  4. 《蔣中正日記》，民國 38年 3月 20日，美國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5. 王宇高、王宇正編，《游記》卷一，國史館藏；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游記

（臺北：國史館，2011年 12月），頁 005。 
  6. 《蔣中正日記》，民國 38年 4月 13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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