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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

内容概要

吴修垣编著的《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是吴国桢口述历史的整理
稿，主要记述自1946年至1953年之间吴国桢亲历亲闻的重要事件。
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国民党内一位有学识、有能力的官员。在中央，他担任过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在地方，担任过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1949年以后
还担任过“台湾省政府主席”。他曾是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十五名主要战犯之一；他曾是蒋介
石的亲信，与宋美龄、宋子文、陈诚等交往密切；他与周恩来是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他是留美归国
的博士，与美国政界、新闻界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中，他
是重要当事人，有时还是政治漩涡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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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序言
前言
吴国桢简历
一、战后早期的问题与蒋介石控制的特性
1.敌产接收中的腐败
2.政府为什么没能控制住“投机牟利者”？
3.情有可原的情况：战时受损
4.蒋介石作为领袖的品质与责任
5.当蒋介石私人秘书的体验
6.蒋介石的嗜权及通往独裁之路
7.蒋介石的用人术：分而治之
8.抗日的坚定性
9.下属对蒋介石的影响
10.蒋介石精明而狡黠
二、我任上海市长时的问题
1.某些行政困难
2.共产党组织学生游行
3.反共斗争中知识分子的冷漠态度
4.通货膨胀与改良努力
5.再谈共产党
6.一个严重问题：将领中的腐败
7.金圆券的可耻下场
8.蒋经国的督导努力
9.蒋经国的背景
10.蒋经国专断的事例
11.李铭案
12.临近顶层的腐败：扬子建业公司
13.为了上海的粮食供应
14.蒋介石名义上的下野
15.同业公会在市政管理中的作用
16.共产党策反我的一次企图
17.1949年4月蒋介石允许我辞职
三、国民党失去大陆
1.台湾对蒋介石的欢迎靠不住
2.访问韩国与菲律宾
3.我希望蒋介石改变方法
4.陪同诺兰参议员到大陆
5.台湾的混乱情况
6.蒋介石的地位不稳定
四、我任“台湾省主席”
1.1949年12月任命时的独特环境
2.当时政府的组成
3.一个原则问题：谁控制省内警察？
4.“省主席”面临的问题
5.评首任省主席陈仪
6.第二任省主席魏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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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三任省主席陈诚
8.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态度
9.我在建立新“省府”中犯错
10.对财政问题的抨击
11.走私问题
12.试图压低物价
13.指望美国经济援助“
14.台湾人自治的开始
15.岁入的新来源
16.1950年7月的财政危机
17.渡过危机的大胆计划
18.如何利用朝鲜战争？
19.与陈诚的一次纠纷
五、我和蒋介石的关系
1.台湾福星高照
2.蒋介石对我的青睐
3.小评吴三连和雷震以及他们组织反对党的企图
4.蒋介石开始不信任我
5.财政赤字引起失信
6.蒋介石着手削减我的权力
7.蒋介石暴露出分而治之的手法
8.特务：老板是蒋经国
9.我反对非法逮捕王哲甫
10.蒋介石的干预
11.蒋介石让我的下属打我的小报告
12.我试图辞职
13.蒋介石提出交易：如果我愿与蒋经国合作
14.蒋氏父子试图讨好我
15.蒋介石给我妻子一份可观的礼物
16.受操纵的国民党党代会揭示出蒋经国的权力
17.我加强公民自由权的努力
18.向台湾人灌输民主的努力
19.大规模逮捕：胁迫选举的一种形式
20.我的回击
六、我与蒋介石疏远并辞去“省主席”职务
1.我分析蒋介石重掌权力的方法
2.钱、剑兼掌
3.陈氏兄弟的衰落
4.拆散军官中的派系
5.蒋经国领导军中的政治军官
6.削弱我“省主席”的权力
7.我被蒋经国的特务暗中监视
8.我与蒋介石摊牌的原因
9.我请“病假”但蒋介石要我继续当摆设
10.蒋夫人试图说服我
11.我与蒋夫人会谈
12.协商在特务的控制问题上拖延不决
13.有人策划谋杀我
14.我决心查出是谁要谋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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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蒋介石要我顺从的最后企图
16.我“省主席”的职位被取代但生命仍在危险之中
17.我查究蒋介石可能与害我的企图有染
18.好友张群的忠告
19.一个保命的计谋
20.我试图从台湾脱身
21.办理护照困难重重
22.蒋介石不愿见我
23.台湾人民向我告别
24.我最初的缄默
七、我与蒋介石决裂后的余波
1.我在美国受到热情接待
2.我试图掩盖与蒋介石的分歧
3.少数朋友探出事实
4.同蒋经国及其特务的又一次争斗
5.蒋介石请我回去但我拒绝
6.有人对我造谣诬蔑
7.我试图为自己正名
8.美国新闻界公开我的内情
9.我终于使台湾释放人质――我的儿子
八、对“自由中国”状况的补充评论
1.为台湾农民进行的改革
2.评美援
3.在台湾广泛进行的秘密逮捕
4.作为市长我受的压力很少
5.台湾的选举是如何受操纵的？
6.雷震案
九、对重要政治人物的回顾
1.蒋夫人与蒋经国的冲突
2.宋氏家族及其起家
3.孔夫人和孔祥熙
4.宋子文及我俩的关系
5.孔、宋间的关系
6.陈果夫与陈立夫
7.蒋介石的忠实助手陈布雷
8.富有魅力的蒋夫人
9.我所知道的周恩来
十、关于现代中国某些问题的讨论
1.为什么大陆从国民党易手于共产党？
2.蒋介石何以能掌权这么久？
3.为什么国民政府缺乏必要的改革？
4.政府进行的抗日战争
5.战时领导的失败
6.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吸引力
7.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试图有所作为
8.政治统一的障碍
译者后记
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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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十八万字的小书读来一点也不轻松，中国现代有良知有学识的知识分子面临49年该作何种抉择
，如今看来，留下与去台其实都不是最佳选择。正如吴先生书中最后所言：我们有过一部宪法，问题
是要付诸实施。如果早日实施宪法，也许会避免很多悲剧。
2、黑常凯申，好
3、从吴国桢个人视角回忆了抗战以后的两岸历史，反映了蒋宋孔陈等家族和两蒋之间的关系，虽然
无法回避口述史鲜明的个人色彩，但这种“个人”色彩本身却也体现了真实的政治。
4、就是太简单，吴国桢跟孙立人是好友，但是孙将军对于吴国桢出走美国有点看不过，孙将军思想
上中国旧文化的影响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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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

精彩书评

1、本书以吴国桢的口述为主要内容，呈现了吴眼中的民国历史以及国民党退踞台湾以后的历史，并
非宏大叙事的作品，而是一部有极强个人色彩的历史作品。然而，并不能因为它的“个人色彩”而否
定其作品本身的价值，毕竟，真实的政治史是人的政治史。作为与国民党核心决策层有着密切联系的
国民党官僚，吴国桢经历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内战时期的上海市长再到国民党全面败退台湾后的
“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这段口述，事实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从国民党高层精英的视角透视国民党
在大陆失败的独特视角，包括世人耳熟能详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战与内战时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
故事，尤其是吴国桢在担任国民党上海市长时应对内战后期通货膨胀、应对和协调蒋经国在沪整顿经
济等过程，可以说提供了一份生动的人物史。面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以及囿于蒋宋孔陈为核心圈的人
际关系，即便吴国桢试图挽国民党大厦之将倾，然而，国民党似乎“天生”的派系争斗的基因，使得
这种人与人之间微妙甚至是惊险的关系，慢慢地锈蚀了国民党这座经由北伐而凝聚起来的钢铁大厦。
不得不说，吴国桢在美国受的政治学教育，使得从思想的塑造来说，似乎注定了他会与蒋介石以敌制
敌和蒋经国三青团的特务做派格格不入，注定了他会和许多民国时期受过美国教育的精英群体一样，
但阅读之余真的很好奇吴国桢作为一个国民党官员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如何在国民党的官僚系
统内治理上海和台湾的，不仅让蒋介石在大多数时间里敬他三分，还让宋美龄给他们家提供诸多方便
，不得不说，吴国桢的口述里，太多呈现了他要和两蒋划清界限的口吻，这与他接受访谈的处境以及
过去诸多人生经历是相关的，毕竟一个人根本无法完全超出自己的立场去做口述史。但从作品的主题
来说，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关于他治政的经历与思考。政治之所以复杂，根源还是政治人的复杂，这
是政治学区别于经济学，无法进行精细测量的根源。因此，本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带有“个人色彩
”的陈述吧，无论是陈述的内容，即关于国民党高层的“人”，还是口述历史本身，“个人色彩”及
其倾向本身，也许就是政治史最精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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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的笔记-第11页

        答：不，我不认为他腐败，蒋的历史将在以后写，在他死后将会更好地给他画像。他有许多好品
质，但却有一种支配他全部性格的品质，那就是保权欲。

2、《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的笔记-第31页

        3.反共斗争中知识分子的冷漠态度
问：他们为什么冷漠呢？

答：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
面我不能帮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
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
。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

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
学术，别无其他。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
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电，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3、《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的笔记-第12页

        4.蒋介石作为领袖的品质与责任
答：这方面关于他有一件趣事。早年当他在国民党内为最高权力而奋斗时，他曾面对两个对手，一个
是胡汉民，另一个是汪精卫。那时人们常常评论三人间的差异，他们说：“当你同汪精卫谈话时，汪
会滔滔不绝，你简直没机会说话；同胡汉民谈话，他谈你也谈；同蒋介石谈话，只是你谈，他一句也
不谈。”

4、《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的笔记-第15页

        答：还有一件事，我的印象是孔夫人对他施加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多，相反，蒋夫人从未对他有多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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