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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内容概要

蒋介石为什么蓄意踞守台湾而没有像抗战那样选择重庆？
本书根据绝密资料和私人手记揭秘了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党迁台原因和动机，而国民政府为何早有迁
台准备？文物和黄金到底输出多少？
1949年，再现执政党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民心、失去政权的历程！
▲对于一九四九年的意义，两岸学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大陆学者田居俭谈到：“这一年，是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基的一年。”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此期间一九四九年的变局⋯⋯造成斯后
半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实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折。”

▲一九四九年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年代，这一年蒋第三次被逼下野，一月二十一日回到奉化溪
口，四月二十四日离开溪口踏上去台湾的旅程。蒋介石在面对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为何选择退往台湾
？当解放军渡江之际，他可以像抗战时一样将所有重心迁至重庆，为何最后决定迁至台湾？这些问题
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

▲进入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有许多的选择，首先是为何决定第三次下野？其次是选择赴台，在一九四
九年解放军渡江之前，蒋可以选择以广州或重庆作为其抗共的根据地，为何最后选择赴台？何时决定
赴台？赴台前作了那些部署及努力？亦引发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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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台湾人的视角描述了1949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的前前后后，对于那个时代又多了些了解。整本书
略显繁琐，而且站在对岸的角度说出来有些话，身为大陆方面的我来说，读起来心里不太舒服。有些
奇怪这样的书都能在国内出版，究竟所谓的审查制度是怎样一种存在，有些难以理解。
2、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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