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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於《聯合國憲章》簽署典

禮簽字。

簽署聯合國憲章，為世界史的大事。

中華民國正式成為世界五強之一。

蔣公為中華民族尊嚴所作貢獻之歷史地位，

在聯合國憲章中永不會磨滅。

──郝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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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

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夫婦於七月十八日初上廬

山，十九日參加禮拜，離開官邸，與國民政府

主席蔣中正伉儷合影。

馬歇爾於一九四七年一月離華返美，

乃接任國務卿要職，並非如昔七上廬山之傳聞。

馬歇爾離華內心對蔣公觀感為何，

在以後美國外交之政策上，顯然對我不利。

尤其借款不成對我財政經濟影響甚大，導致最後軍事失敗。

──郝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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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親臨投票，選舉國民大會代表。

行憲第一屆國大代表選舉，是一九四七年的重大政治任務。

由於剿共軍事不利，有人主張暫停選舉，

但蔣公堅持，這是很重大而正確的政治決定。

如未依憲法組織政府，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

則有統治的正當性問題，

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更無法澄清。

──郝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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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序從

巔
峰
到
谷
底
的
五
年	

—

一
九
四
五
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在
我
成
長
的
少
年
時
代
，
一
九
一
九
到
一
九
三
八
年
，
中
國
和
德
國
同
受
不
平
等
條
約
的
壓
迫
。
中

國
自
蔣
公
領
導
北
伐
成
功
，
定
都
南
京
，
即
致
力
於
國
家
統
一
和
民
族
復
興
。
此
時
德
國
則
受
第
一
次
大

戰
凡
爾
賽
和
約
的
限
制
，
諸
如
軍
隊
不
能
超
過
十
萬
，
不
得
駐
軍
於
萊
茵
河
西
岸
。

德
國
自
希
特
勒
專
政
後
，
力
圖
衝
破
凡
爾
賽
和
約
。
由
於
日
耳
曼
民
族
天
生
的
優
越
感
及
復
仇
心
，

全
國
團
結
在
希
特
勒
的
領
導
下
，
勵
精
圖
治
，
不
出
十
年
，
進
兵
萊
茵
河
西
岸
，
併
吞
捷
克
，
恢
復
一
次

大
戰
前
的
強
權
地
位
。
當
時
我
們
這
一
代
的
年
輕
人
，
鑑
於
日
本
的
侵
略
，
熱
血
沸
騰
，
非
常
羨
慕
德

國
，
崇
拜
希
特
勒
。
此
際
的
中
國
，
不
僅
外
患
嚴
峻
，
而
且
內
部
分
裂
割
據
，
所
以
渴
望
有
一
個
強
有
力

的
領
袖
，
以
統
一
全
國
，
抵
禦
外
侮
。
擁
護
領
袖
，
服
從
領
袖
，
是
當
時
年
輕
人
的
共
同
思
想
，
蔣
公
就

是
我
們
渴
望
的
民
族
領
袖
。
為
此
，
我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考
入
中
央
︵
黃
埔
︶
軍
校
。

由
於
中
德
命
運
相
同
，
因
此
蔣
公
與
希
特
勒
雖
未
見
過
面
，
但
兩
人
關
係
很
好
，
我
在
南
京
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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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即
受
德
國
顧
問
的
教
育
。
德
國
一
次
大
戰
時
的
名
將
法
爾
肯
．
豪
森
，
是
中
國
的
軍
事
總
顧
問
，
軍

校
的
教
導
總
隊
︵
相
當
一
個
師
︶
，
完
全
是
德
式
裝
備
與
訓
練
，
總
隊
長
是
黃
埔
一
期
的
桂
永
清
。
空
軍

用
德
式
容
克
飛
機
，
陸
軍
新
的
機
械
化
十
五
公
分
口
徑
重
砲
，
是
德
國
克
魯
伯
砲
，
當
時
砲
兵
團
長
是
彭

孟
緝
。北

伐
後
，
擁
護
領
袖
，
服
從
領
袖
，
效
法
德
國
，
復
興
中
華
民
族
，
雖
為
多
數
國
人
的
心
聲
，
但
當

時
蔣
公
的
領
袖
地
位
，
無
論
在
國
民
黨
或
全
國
，
可
說
尚
未
穩
固
。
即
以
國
民
黨
內
部
而
言
，
從
中
原
大

戰
、
閩
變
以
還
，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兩
廣
事
變
即
為
一
例
，
假
抗
日
之
名
，
行
反
蔣
之
實
。
他
如
四
川
、
雲

南
及
西
北
軍
頭
，
亦
表
面
服
從
中
央
，
而
實
際
割
據
自
雄
。
益
以
中
共
不
放
棄
武
裝
鬥
爭
，
蔣
公
乃
以
安

內
攘
外
為
基
本
國
策
，
但
終
發
生
西
安
事
變
，
亦
藉
抗
日
以
停
止
剿
共
。

一
九
三
六
年
，
兩
廣
事
變
順
利
平
定
，
西
安
事
變
和
平
解
決
，
剿
共
停
止
，
日
本
軍
閥
眼
看
蔣
公
的

領
導
地
位
鞏
固
，
迫
不
及
待
，
六
個
月
後
即
發
動
全
面
侵
華
戰
事
。

蔣
公
曾
以
和
平
未
絕
望
時
，
絕
不
放
棄
和
平
，
犧
牲
未
至
最
後
關
頭
，
絕
不
輕
言
犧
牲
，
以
爭
取

時
間
，
準
備
抗
戰
，
但
終
不
能
如
願
，
而
於
蘆
溝
橋
事
變
後
，
宣
布
犧
牲
已
到
最
後
關
頭
。
中
共
乃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
發
表
﹁
共
赴
國
難
宣
言
﹂
，
當
時
我
們
年
輕
人
深
為
感
動
。

中
共
在
宣
言
中
提
出
四
項
承
諾
：
一
、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三
民
主
義
，
為
中
國
今
日
之
必
需
，
本
黨
願

為
其
徹
底
的
實
現
而
奮
鬥
，
二
、
取
消
一
切
推
翻
國
民
黨
政
權
的
暴
動
政
策
及
赤
化
運
動
，
停
止
以
暴
力

沒
收
土
地
的
政
策
。
三
、
取
消
現
在
的
蘇
維
埃
政
府
，
實
行
民
權
政
治
，
以
期
全
國
政
權
之
統
一
。
四
、

取
消
紅
軍
名
義
及
番
號
，
改
編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
受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之
統
轄
，
並
待
命
出
動
，
擔

任
抗
日
前
線
之
職
責
。

中
共
發
表
宣
言
後
，
表
面
上
國
共
兩
黨
合
作
抗
日
，
實
際
上
未
數
月
即
爆
發
軍
事
衝
突
，
但
是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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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說
軍
事
對
抗
，
更
不
能
說
國
共
內
戰
，
而
曰
摩
擦
，
用
以
淡
化
。

在
廣
大
敵
後
地
區
的
摩
擦
中
，
國
民
黨
幾
乎
全
面
失
敗
，
國
軍
的
游
擊
部
隊
、
民
兵
以
及
正
規
軍
，

多
被
共
軍
擊
潰
。
例
如
：

一
、
一
九
三
七
年
冬
，
第
八
路
軍
即
擅
自
行
動
，
越
出
防
區
，
進
入
太
行
山
區
，
成
立
晉
察
冀
和
晉

冀
豫
軍
區
，
亦
即
控
制
山
西
、
察
哈
爾
、
河
北
、
河
南
四
省
的
邊
區
。

二
、
一
九
四○

年
初
，
擊
敗
在
河
北
的
正
規
六
十
九
軍
和
新
八
師
，
迫
使
冀
察
戰
區
總
司
令
兼
河
北

省
主
席
鹿
鍾
麟
退
出
，
察
哈
爾
與
河
北
兩
省
的
敵
後
地
區
，
完
全
由
中
共
控
制
。

三
、
一
九
四○

年
八
月
，
攻
占
山
東
省
政
府
所
在
地
的
魯
村
，
省
主
席
沈
鴻
烈
被
迫
撤
離
，
中
共
控

制
了
山
東
省
的
敵
後
地
區
。

四
、
一
九
四○

年
八
月
，
新
四
軍
不
遵
命
北
撤
至
黃
河
北
岸
，
第
三
戰
區
司
令
長
官
顧
祝
同
予
以
圍

剿
，
此
即
皖
南
新
四
軍
事
件
，
共
軍
軍
長
葉
挺
被
俘
，
是
國
共
戰
爭
中
唯
一
被
俘
的
共
軍
高
級
將
領
。
抗

戰
勝
利
後
，
葉
挺
獲
釋
，
在
飛
赴
延
安
途
中
因
空
難
死
亡
。
皖
南
事
件
堪
稱
國
共
摩
擦
中
，
中
共
唯
一
的

敗
績
。五

、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月
，
攻
擊
蘇
北
的
八
十
九
軍
，
軍
長
李
守
維
陣
亡
，
迫
使
江
蘇
省
主
席
韓
德
勤

撤
離
，
中
共
控
制
了
蘇
北
。

蔣
公
一
生
反
共
，
尤
以
抗
戰
勝
利
後
，
恨
共
、
剿
共
的
意
志
堅
定
，
其
不
妥
協
的
態
度
，
無
人
可
以

置
喙
。
但
在
抗
戰
開
始
前
，
蔣
公
雖
以
安
內
攘
外
為
國
策
，
但
身
為
一
位
堅
強
的
中
華
民
族
主
義
者
，
毅

然
將
民
族
利
益
置
於
反
共
之
上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
日
本
外
相
廣
田
弘
毅
發
表
了
所
謂
廣
田
三
原
則
：
一
、
中
日
親
善
，
中
國
應
取

消
一
切
抗
日
行
為
。
二
、
經
濟
合
作
，
﹁
工
業
日
本
，
農
業
中
國
﹂
。
三
、
中
日
滿
共
同
防
共
，
日
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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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屯
中
國
境
內
。

我
還
記
得
國
民
政
府
為
了
敷
衍
廣
田
三
原
則
，
曾
頒
敦
睦
邦
交
令
，
以
呼
應
其
中
第
一
條
，
其
他
則

斷
然
拒
絕
，
尤
其
絕
不
為
反
共
而
承
認
偽
滿
。
但
是
，
日
本
仍
製
造
了
殷
汝
耕
的
冀
東
防
共
政
權
，
其
後

汪
偽
政
權
，
亦
在
國
旗
上
註
明
﹁
和
平
反
共
建
國
﹂
字
樣
，
蔣
公
則
不
接
受
反
共
的
誘
餌
，
堅
持
抗
戰
到

底
。

一
九
四
五
年
，
八
年
對
日
抗
戰
勝
利
，
那
時
我
在
重
慶
陸
軍
大
學
二
十
期
，
受
最
高
軍
事
學
府

的
戰
略
戰
術
教
育
，
尚
未
畢
業
，
一
個
二
十
六
歲
的
青
年
軍
官
，
親
歷
抗
戰
勝
利
舉
國
狂
歡
的
歲
月
。

一
九
四
九
年
，
則
為
大
陸
戡
亂
全
面
失
敗
的
一
年
，
我
是
參
謀
總
長
顧
祝
同
上
將
的
上
校
隨
從
參
謀
，
又

回
到
重
慶
，
於
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
隨
同
總
裁
蔣
公
飛
離
成
都
，
那
時
我
三
十
歲
。

一
九
四
五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
是
中
華
民
國
歷
史
上
翻
天
覆
地
巨
變
的
五
年
，
其
間
我
親
見
親
聞
親

歷
這
一
巨
變
。
當
然
，
此
時
我
還
年
輕
，
雖
近
權
力
核
心
，
但
不
夠
資
格
參
與
決
策
。

大
陸
變
色
，
無
論
外
交
與
軍
事
，
都
從
東
北
開
始
失
敗
。
我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冬
天
至
一
九
四
七
年
夏

天
，
駐
於
鄭
州
與
徐
州
，
一
九
四
七
年
夏
秋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夏
天
，
駐
於
東
北
一
年
，
所
以
關
內
和
關
外

的
主
戰
場
，
我
都
親
歷
過
。
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夏
初
赴
重
慶
，
最
後
到
成
都
，
隨
蔣
公
同
日
離
開
大
陸
，

都
有
大
陸
失
敗
過
程
中
切
身
的
感
受
。

來
到
台
灣
後
，
常
在
我
心
頭
縈
迴
的
幾
個
問
題
是
：
一
、
抗
戰
末
期
，
我
們
為
什
麼
接
受
雅
爾
達
密

約
？
二
、
馬
歇
爾
調
停
為
什
麼
失
敗
？
三
、
為
什
麼
堅
持
動
員
戡
亂
？
四
、
為
什
麼
在
軍
事
戰
略
上
，
始

終
犯
同
樣
的
錯
誤
而
不
知
調
整
？
現
在
，
從
日
記
中
得
到
正
確
的
答
案
。

六
十
年
過
去
了
，
當
時
負
責
的
人
都
作
古
了
，
抗
戰
勝
利
後
國
共
內
戰
的
真
相
，
就
勝
利
一
方
的
共

產
黨
而
言
，
早
有
成
果
的
檢
討
，
但
由
於
政
治
的
立
場
鮮
明
，
是
否
完
全
可
信
，
仍
值
得
商
榷
。
其
對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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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
抗
戰
歷
史
真
相
的
隱
瞞
和
歪
曲
，
就
是
一
個
顯
例
。

至
於
國
民
黨
方
面
，
老
一
代
的
當
事
人
並
未
完
全
說
出
真
相
，
年
輕
一
代
更
是
無
從
查
起
。
六
十
年

前
的
事
，
對
現
在
六
十
歲
以
下
的
人
而
言
，
亦
如
我
對
於
英
法
聯
軍
或
八
國
聯
軍
攻
入
北
京
的
歷
史
，
同

樣
認
為
是
很
久
遠
的
事
。

歷
史
的
脈
絡
和
因
果
關
係
必
然
存
在
，
不
會
因
時
間
久
遠
而
失
去
傳
承
或
改
變
痕
跡
。
無
疑
的
，
蔣

公
的
親
筆
日
記
，
是
追
尋
這
段
期
間
真
相
最
重
要
的
依
據
，
而
且
是
最
正
確
的
真
相
。

談
起
蔣
公
日
記
，
我
有
親
切
的
感
受
。
從
一
九
六
五
年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
我
擔
任
蔣
公
的
侍
衛
長
，

在
六
年
近
兩
千
個
日
子
裡
朝
夕
隨
侍
。
每
逢
新
年
，
我
收
到
和
蔣
公
一
樣
的
日
記
本
，
因
此
也
養
成
寫
日

記
的
習
慣
。
每
年
歲
末
，
蔣
公
即
親
自
把
當
年
的
日
記
用
牛
皮
紙
封
好
，
命
我
交
付
經
國
先
生
。
當
然
，

我
從
未
看
過
內
容
。

一
九
八
八
年
，
經
國
先
生
逝
世
，
蔣
公
日
記
由
孝
勇
保
管
。
孝
勇
後
來
不
幸
患
了
絕
症
，
但
在
有

生
之
年
，
已
對
日
記
妥
為
安
排
，
囑
其
夫
人
方
智
怡
女
士
處
理
，
其
間
部
分
內
容
，
則
由
秦
孝
儀
先
生
整

理
，
適
度
公
開
。
我
本
來
未
涉
及
此
事
，
但
基
於
專
業
，
對
大
陸
軍
事
失
敗
的
過
程
，
甚
有
研
究
的
意

願
，
故
有
本
書
之
誕
生
。

軍
事
失
敗
只
是
一
個
國
家
或
政
權
失
敗
的
結
局
，
導
致
軍
事
失
敗
的
前
因
，
諸
如
政
治
、
外
交
、
社

會
、
經
濟
、
心
理
等
因
素
非
常
複
雜
，
大
陸
的
失
敗
自
不
例
外
。
由
於
我
的
專
業
，
僅
就
日
記
中
軍
事
與

外
交
部
分
，
加
以
整
理
探
討
。

從
抗
戰
勝
利
到
大
陸
失
敗
，
這
五
年
中
的
史
實
，
大
半
是
我
親
見
親
聞
親
歷
的
，
因
此
讀
蔣
公
日

記
，
恍
如
回
到
抗
戰
與
內
戰
的
歲
月
，
我
的
感
受
應
和
年
輕
的
歷
史
學
者
不
同
。
這
五
年
的
歷
史
，
是
決

定
台
海
局
勢
的
根
本
，
兩
岸
關
係
的
發
展
，
和
問
題
的
徹
底
解
決
，
還
是
離
不
開
這
個
根
本
。
臍
帶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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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序

切
斷
，
但
血
緣
不
可
能
中
斷
。

由
於
我
曾
隨
侍
蔣
公
，
所
以
再
讀
他
的
日
記
，
更
能
感
受
其
獨
到
之
處
，
包
括
天
生
的
領
袖
氣
質

與
使
命
感
，
剛
毅
的
性
格
，
強
烈
的
情
緒
，
從
大
事
到
小
事
都
有
指
示
的
領
導
風
格
，
面
臨
壓
力
而
忍
耐

的
痛
苦
等
。
日
記
每
天
以
雪
恥
自
惕
，
可
見
他
幾
乎
無
日
不
生
活
在
恥
辱
中
。
當
全
民
為
抗
戰
勝
利
狂
歡

時
，
他
的
內
心
卻
只
有
憂
慮
，
生
活
在
患
難
中
，
而
堅
忍
不
拔
。

日
記
自
為
其
思
考
與
感
受
的
紀
錄
，
故
亦
常
發
現
前
後
想
法
是
矛
盾
的
。
有
時
想
法
是
正
確
的
，
但

又
未
及
實
現
。
日
記
可
證
，
蔣
公
是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

我
所
閱
讀
的
部
分
，
將
極
端
的
稱
呼
改
為
中
性
。
日
記
中
有
些
人
名
字
號
，
年
輕
一
代
不
易
查
考
，

對
我
而
言
，
不
少
是
親
見
者
。
尤
其
對
於
作
戰
過
程
的
日
記
，
我
稍
作
原
委
的
補
充
，
使
讀
者
易
於
了

解
，
其
餘
註
釋
既
憑
記
憶
，
亦
查
證
檔
案
。
偶
有
感
評
，
完
全
是
﹁
事
後
的
先
見
之
明
﹂
，
但
仍
基
於
專

業
，
自
信
是
客
觀
的
，
卻
無
意
說
服
堅
持
己
見
的
人
，
只
盼
還
原
歷
史
的
真
相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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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柏
村
解
讀
蔣
公
日
記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九▕

         

一
九
四
五
年
當
年
時
勢

︻
一
月
憂
慮
︼
邊
疆
動
亂
添
煩
愁

軍
事
：
日
軍
攻
克
粵
漢
南
段
。

國
軍
克
服
緬
北
南
坎
要
鎮
，
打
通
中
印
新
公
路
。

內
政
：
伊
犁
、
伊
寧
事
變
，
官
員
殉
職
。

周
恩
來
到
重
慶
，
要
求
召
開
國
是
會
議
，
改
組
聯
合
政
府
。

外
交
：
魏
德
邁
要
求
全
權
管
理
美
援
軍
械
物
資
。

．
解
讀
︽
蔣
公
日
記
︾
一
九
四
五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
大
事
表

一
九
四
四
年
二
次
大
戰
，
盟
軍
在
歐
洲
及
太
平
洋
戰
區
發
動
攻
擊
，
勝
利
在
望
。
唯
中
國
戰
區
的
日

軍
，
發
動
其
迴
光
返
照
的
攻
勢
，
企
圖
打
通
從
朝
鮮
半
島
到
中
南
半
島
的
陸
上
交
通
線
，
一
度
攻
陷
貴
州

獨
山
，
重
慶
震
動
，
但
其
最
終
敗
勢
已
成
。
在
先
歐
後
亞
的
盟
國
大
戰
略
下
，
必
須
於
歐
洲
戰
場
取
得
完

全
勝
利
後
，
才
能
在
中
國
戰
區
發
起
全
面
攻
勢
，
故
國
軍
以
中
國
戰
區
陸
軍
總
司
令
何
應
欽
所
轄
之
四
個

方
面
軍
三
十
六
個
師
，
在
美
械
支
援
下
，
期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以
前
完
成
反
攻
準
備
。
然
而
未
料
及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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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四
五
年
當
年
時
勢‧

一
月

國
於
五
月
八
日
投
降
，
更
未
料
及
八
月
六
日
美
軍
在
日
本
投
下
原
子
彈
，
導
致
八
月
十
日
投
降
。

但
蔣
公
除
完
成
反
攻
準
備
，
並
計
及
戰
後
國
家
建
設
的
大
政
方
針
。

．
解
讀
︽
蔣
公
日
記
︾
一
九
四
五
年
一
月
．
大
事
預
定

蔣
公
為
何
於
日
記
中
特
別
提
出
新
六
軍
待
遇
？
其
實
是
整
個
駐
印
軍
於
滇
緬
公
路
︵
史
迪
威
公
路
︶

打
通
後
，
回
到
國
內
的
待
遇
問
題
。
因
駐
印
軍
在
印
度
期
間
，
食
物
及
薪
餉
全
由
美
國
供
給
，
軍
服
是
美

製
，
食
品
如
牛
肉
罐
頭
，
薪
餉
發
印
度
幣
盧
比
，
一
切
待
遇
均
較
國
內
部
隊
優
越
。
但
回
國
以
後
，
一
切

補
給
與
薪
餉
如
均
照
其
他
部
隊
，
則
相
距
甚
遠
。
但
國
內
國
軍
亦
不
容
有
兩
種
待
遇
，
故
蔣
公
所
特
別
考

慮
新
六
軍
待
遇
，
並
不
宜
與
國
內
其
他
部
隊
差
別
，
僅
係
當
時
的
思
考
而
已
。

．
解
讀
︽
蔣
公
日
記
︾
一
九
四
五
年
一
月
四
日
．
大
事
預
定

陸
軍
大
學
第
十
九
期
畢
業
典
禮
，
蔣
公
親
自
主
持
，
並
由
廖
耀
湘
軍
長
報
告
反
攻
緬
甸
作
戰
經
過
。

當
時
我
是
陸
軍
大
學
二
十
期
的
學
員
，
親
聽
了
蔣
公
的
訓
話
和
廖
軍
長
的
報
告
。

戰
時
行
政
會
議
是
抗
戰
末
期
，
為
因
應
結
束
一
黨
專
政
，
在
頒
布
憲
法
前
，
應
各
黨
派
要
求
擴
大
政

府
，
尤
其
共
黨
，
要
求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
蔣
公
擬
以
戰
時
行
政
會
議
容
納
各
黨
派
，
以
取
代
聯
合
政
府
，

但
終
未
成
功
。

．
解
讀
︽
蔣
公
日
記
︾
一
九
四
五
年
一
月
六
日

七
七
抗
戰
初
起
，
英
美
等
皆
袖
手
，
我
國
獨
力
抵
抗
日
軍
侵
略
。
唯
史
大
林
深
知
，
我
國
抗
日
乃

消
除
東
方
日
本
對
其
威
脅
之
唯
一
途
徑
，
故
抗
戰
開
始
後
，
蘇
俄
為
提
供
我
國
武
器
的
唯
一
國
家
。
我
於


	gb321-4
	gb321-16
	gb321-24
	總序 取all
	gb321-6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