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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

内容概要

真正能呈現蔣介石政府「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實況，，就是龔老的回憶錄。
——林博文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國府還都南京，蔣介石聲望達到頂點，金陵一片歌舞昇平，此時剛從大學畢業
的龔選舞，陰錯陽差進了首都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實習，從一個四川的鄉下土包子，成為見證諸多
中外高官起落與重要事件的記者。龔選舞眼中，夏天的廬山牯嶺簡直是當時的小朝廷，蔣介石的行館
「美廬」大手筆裝潢，彷若曹雪芹當時接駕盛況！連美國馬歇爾特使與司徒雷登大使也跟著上廬山調
停國共內鬥。
還都的這一年，國府以軍統局戴笠主導，大肆肅清所謂的漢奸，共抓了四千餘人，龔選舞因習法被派
往法院聆聽審判，採訪過周作人、周佛海、丁默?與殷汝耕等大審，此時的國民黨一邊與共產黨周旋，
一邊肅清以往日人扶植的汪精衛政府勢力，曾經以為國家與人生都將前途似錦的龔選舞，卻在兩年之
中，親眼見證國府急速由盛轉衰，被經濟拖垮、被共軍打垮、也被學潮鬧垮，一九四八年底來臺接任
特派員並著手進行《中央日報》遷臺事宜，也預告一九四九年國府終將敗退來臺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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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龔選舞（1923~），四川崇州市人，早歲學農、習法。一九四六年自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制組畢業
後，錯作誤闖的一頭栽進了新聞界，在南京《中央日報》先後擔任司法記者、國會記者、戰地記者和
駐臺北特派員。該報遷臺後，復出任採訪主任、編輯部代主任、資料組主任、副總編輯和駐歐、駐美
特派員。一九七○年離開《中央日報》後，一度擔任《中華日報》駐美特派員，並一直留在美國，先
後擔任兩家僑報總編輯，及臺北《中國時報》美洲版主筆。現為自由撰稿人。先後著有並出版《龔選
舞回憶》及《國共戰爭見聞錄》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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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此偶然，那般注定──陰錯陽差的新聞人
二、 鼓勇登堂，入室猶待──舊報紙是我啟蒙師
三、 人少事多，新人難做──六十五年前大報紙小記者的一日
第一部 夏都廬山
四、 爾小子！榮登夏都──巧遇洋同業，惹來麻煩多
五、 名山租界．白紅夏都──廬山牯嶺的滄桑史
六、登臨之道，古今有異──如何上廬山
七、 登山懷古，天地悠悠──前後相距半世紀上下匡廬感慨多
八、 自由之風，吹徹夏都──四大祕書長山上齊賀記者佳節
九、山高水遠，有報存焉──兩度出刊的《中央日報》廬山版
十、 廬山廬山，與我有緣──「駕輕就熟」讓我得結良緣
第二部 漢奸大審
十一、懲奸大事，聽我道來──習法不曾白費，聽審不費工夫
十二、獅子老虎，盡噬群奸──從怕看殺人到不得不看
十三、冷漠孤傲，失足下水——周作人（上）
十四、苦茶齋主，晚節不保——周作人（下）
十五、冤魂纏身，首惡難逃──丁默□
十六、漢奸祖宗，細聲溫語──殷汝耕
十七、多言速禍，受死第一──繆斌
十八、老耄漢奸，免其一死──溫宗堯
十九、政壇鑽營，花叢浪跡──羅君強
二十、大審漢奸、萬人空巷──周佛海（上）
二十一、法曹公忠，不縱奸邪──周佛海（中）
二十二、巨奸詭辯，萬眾歡呼──周佛海（下）
第三部 南京再見
二十三、還都復員，民主是尚──六朝古都多少也沾點洋氣
二十四、據實寫稿，關掉一報──到今日山殘水剩
二十五、藉新聞手，釋孔宋權──從楊子、孚中案的揭發說起
二十六、處變不驚，燕燕爭鳴──隔江但聞征戰聲
二十七、打打談談，糾纏不清──冷眼旁觀只覺一頭霧水
二十八、制憲國大，五光十色──國民大會巧遇家鄉土豪
二十九、三垮齊至，怎麼不垮──戰後鬧垮國府的學潮
三十、一馬當先，萬夫莫敵──南京五二○國府路學潮
尾聲 我的一九四九與《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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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头尾有些料，中间教科书。
2、龚老先生，您让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他们前台就坐就好了，你自己就不要总忍不住从后台跳出来
好吗
3、去年讀的了，漢奸大審的場面難忘啊！尤其對為周佛海助威的百姓印象深刻。
4、大时代走来的知识人都不容易
5、寫的一般般吧
6、還是一如既往支持台版好了。
7、个人回忆录为主，但还是能看出很多史料和内容的，值得一看！
8、值得一看
9、一个老人的回忆录，比较口语化，就像在听一个思路清晰老人讲故事，不过有时有点“车轱辘话
来回转”的感觉。排版和纸张都很舒服，不会像内地的竖排版书看着那么累。
10、典型嘅“小縮影見大時代”。呢本書間接來講係作者本人開傳記，如果想從中睇出乜有關國府垮
台嘅原因，對不起，沒有，這裡只有作者的經歷。
11、干货有但是不多。现在的台湾多少也是吸取了那时的教训而孕育出的新民主之花吧。而作为一个
没落的青蓝家庭后人，重读这段历史不禁多有唏嘘。
12、中央日报记者回忆录，战后民国见闻，49年只占一小部分。印象很深的是作者旁观的几场汉奸大
审，周佛海引起欢呼的抗辩，丁默邨在庭上的软弱。读类似回忆录几乎都会提到战后一段民主自由的
时光：美方的施压，中共的鼓吹，学潮（被别有用心者操纵的运动），那四五年放到大的历史下来看
很有意思。
13、开始是被名字吸引的，不过读了一阵之后发现名字有点太高调了，最后一小部分切合名字。说一
下内容，作为记者的作者，有些地方是很新鲜的，有关周佛海的部分以前耳闻但了解不多，第一部分
总结一下，人生无法预定，都是一个个机缘巧合决定的，第二部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第三部分 
贪污太严重，不得民心，学潮导致翻船。
14、随便读一下就好的书。钱花的很不值。
15、俺看了不少近代史回忆录，这本书算是比较“水”的⋯⋯最多是认识了若干大汉奸罢了，浪费了
俺不少散碎银两。
16、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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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1）

        转自：http://acropolis.pixnet.net/blog/post/81529009

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 周佛海（上）

在下早年習法，畢業後轉行做了專門採訪法律的新聞記者，前前後後，從地院、高院、跑到最高法院
，也自普通法庭跑到軍事法庭，甚至於跑到了審判日本戰犯的特別法庭。這一路下來，既目擊過市井
小偷的哭號喊冤，也得見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的受刑就死，更從旁檢視陸軍上將、前臺灣軍
政長官陳儀的刑後遺體。此外，在下也曾敘述了戰後國家大審大號漢奸的始末。

可是，在這一連串的聽審、觀刑的經歷中，最讓我終身難忘的，還得數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南京首都
高院舉行的那次「盛況空前而詭譎多變」的審判。也許有人會問，法官審案，慎重莊嚴，法庭又何必
像劇場般講究場面！旁聽者又怎會動了感情？而在下更做啥要搬出「盛況」、「多變」這一類的套語
來加以狀述？

不滿時局反為周鼓掌

答案異常簡單，只緣受審被告是汪偽政權多有作為、事實上的頭號漢奸周佛海，而庭內庭外數以萬計
的聽眾也多是周某當年治下的百姓。表面上，他們是來聽審，內心裡，許多人竟然是趕來替他捧場。
說得更正確一點，他們是藉為周某歡呼捧場之舉，來表現出對於勝利還都的重慶客的極端不滿！

說來也是慚愧，當年在下初出校門，一心但存褒忠貶奸之義，一看見這種反常場面，不覺額汗心驚。
當晚寫稿，原也考慮到遵從新聞自由的西洋理想，一五一十據實報導。可是，一想起忠奸不兩立的傳
統春秋大義，在所撰洋洋灑灑，鋪陳見聞的五、六千言新聞中，便一面倒地傾向檢察官和審判長義正
辭嚴的控訴，至於周逆的「慷慨」陳詞，則一概斥為狡辯，聽眾的喝采，更是全然不予採納。六十多
年後的今天，再想起當年舊事，總覺得那天的報導多存偏頗，也不算完全。可是，如果我當年據實直
書，登不上報還好，很可能提早三十年便被炒魷魚啦！

說來刑事法學大家趙琛先生一直視我為忘年之交，多年來每當我採訪大案，陷入了迷津，總不忘拉我
一把，拯我於難。可是，六十多年之後，我仍然要直率地說上一句：當年他身任南京首都高等法院院
長，負責審訊周佛海之際，只因高估政府威信和自己問案技巧，也低估了周某辯論長才和聽眾對國府
的不滿情緒，無意間竟做了幾乎讓自己下不來臺的如下布置。

原來，趙院長鑒於周某在汪偽組織中位置僅次於汪（精衛）、陳（公博），而權勢卻「有逾於陳且幾
與汪等」的事實，深知那次審判必成歷史一頁，乃不惜大肆鋪張，先安排了三堂會審場面，讓自己與
刑事一、二兩庭庭長金世鼎、葛之覃一道親自登庭，且在大成殿改設法庭加多旁聽席之餘，更在朝天
宮內外兩處廣場，安裝新式大型擴音器，使庭外院外群眾也能清楚聽到懲奸判逆的審判實況。

寫到這裡，為使眾家讀者明瞭當年審判進行，在下覺得實有將首都高院整個環境約略介紹必要。事緣
專為審奸而設的首都高院成立較晚，當事者在南京城內東尋西覓之際，好久找不出一個適當院址，最
後好不容易才訪到一度貯藏故宮國寶的西城朝天宮。這組一樣設有宮牆、照壁、兩廡和大成殿的偉大
建築，原先祀奉的是至聖先師孔子，因此，一些記述便把它誤作建在城南秦淮河畔風月勝地的夫子廟
。

這所朝天宮前鄰白下路、右傍水西門。建制略同於一般孔廟：在正面一大兩小三門之前，有一處背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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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照壁、兩邊分以角門為界的廣場；一進大門，正面遠遠對著屋高廳廣的大成殿，而大殿、兩廡與
正門間，則圍著一處面積猶較門前廣場為大的庭院。

那天，趙院長先叫總務人員把大成殿清理一空，再將至聖牌位隱在龕幕之後，由此而改設了一間可容
更多旁聽席次的巨型法庭；同時，在大殿階前及正門門首，臨時架上了一系列的擴音設備。在他的想
像中，如果法庭坐滿，階前庭院和兩廡走廊，還可任人站著旁聽，設使聽眾來得更多，大門前的廣場
也可資容納更多的聽眾。情勢果然被他料中，這天，法庭內固然早就擠得滿坑滿谷，漸漸的，走廊上
、庭院中，以至廣場之內，也相繼站滿了人。根據法警室估計，這天的聽眾若非逾萬，至少也接近一
萬之眾。

唯一出乎意外的是，這近萬聽眾並不是專程前來聽座上的他審案。而是一心趕到替階下囚徒的周某捧
場，每當趙院長用他的浙東官話問話時，群眾一無反應，而在周某以普通話慨言他的下海為奸，原是
為了留下來照顧陷身水深火熱中的百姓時，好多好多的群眾竟不禁為之鼓掌歡呼！這樣，趙院長所設
的擴音器，便成了周佛海的傳聲筒！

2、《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2）

        转自：http://acropolis.pixnet.net/blog/post/81593251

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 周佛海（上）

與汪合流的低調抗戰

記得那天的審訊是上午九時半開始，可是九時之前，當我持記者旁聽證進入法庭時，發現記者席早為
他人全部占領；而庭內亦無我容身之地。所幸其時在下年輕體壯，兼與法警們平時便套上交情，在他
們大力協助之下，始得在人牆中鑽隙尋縫之餘，爬到公案下覓得一塊只堪容膝之所，局促地縮著身子
坐在那裡聽審。因此，法官們自廳後升庭之事，固然只能得自聽聞，而被告在一群法警簇擁下押解到
庭之際，我也只能從人縫中依稀得見他綢袍飄飄的高大身影！

據知，趙院長兼審判長與被告周某民初都在日本留學，返國後，兩人分道揚鑣，前者在擔任訓政時期
立法委員之際，迭在各大學教授刑法，所著刑法總則、分則兩書且成為大學標準教本；後者則一直在
政壇打滾，從共產黨創黨元勳，先投入蔣氏門下的CC派，再轉入汪（精衛）公館，最後更慫恿汪某投
敵作奸。以是，兩人既可說是同學，又能算是同僚，彼此不僅相識，抑且頗有交情，可是這天在公堂
相見，一人高踞公案審問，另一人卻俯首庭下受訊。

儘管是素識，戴上墨鏡、表情肅穆的趙審判長依然謹遵問案傳統，先問被告姓名年籍住所，之後在詢
問周某簡歷之餘，順便問了一句：「你反叛祖國，參與汪偽組織，有人說你是想當部長？」周某抓住
這個話題，頗為機靈地答以：「審判長是知道的，我部長早做夠了，民國十八年我就做了中央民眾訓
練部長，民國二十七年我又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長，我並不希望為了想做部長而參加南京政府。」

寫到這裡，不妨把周某在蔣、汪之間搖擺經過，略加敘述，也把周怎樣把汪拖下水去組織偽府原委交
代清楚。事實上，周當年與汪合組偽府，先後擔任黨、政要職，綜攬財金、外交、軍事、特工大權，
位子確實在一般部長之上。早在一九二五年底，脫離中共未久的周某對其時猶在高喊「聯俄、容共、
扶助農工」的汪精衛自然不滿，並曾聯絡原中山大學三十多位右派人士，在他起草的反汪反共宣言上
一一簽署，然後刊諸上海各報。汪某對此大感氣憤，乃藉機面告周的一位朋友，說是「周佛海真拆爛
汙，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攻擊起共產黨來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噬，真不是東西
」！言罷，意猶未盡地還向周的那位朋友提出勸告：「你們以後，切不要同這種人一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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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不足兩年，周自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掌權的武漢逃脫之後，也以牙還牙，依樣畫葫蘆地對汪某回敬
一番，指出「汪精衛真拆爛汙，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
，他跑到外國去便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末了，再仿汪口氣，加上一句：「我們以後，
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

不料言猶在耳，蔣、汪復在一二八淞滬戰後再度合作，而汪更出任樞機所在百僚之上的行政院院長，
周處其下，「共事」起來，深覺不是滋味。還是比較厚道的蔣氏看出周的尷尬處境，把他叫去，告以
「汪先生過去被你罵過，現在我們要和他長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談話，求釋前嫌，並好好同他聯繫」
。

蔣氏為周解圍未久，汪即因在南京被刺，藉療治為名下臺出國。及西安事變發生，汪在海外聞訊，一
見有機可乘，乃自歐洲乘船趕返。不料汪猶在途中，事變即在中共從中穿插協調下解決，蔣氏也同意
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當汪所乘郵輪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抵達香港，蔣氏即派周某代表遠道相
迎。

此時，素以「日本通」自居的周早在南京糾集部分恐日人士，組成了胡適戲稱的「低調俱樂部」（指
的是抗戰低調對日和平的主張）。說來，全球的留學生都有個通病，不論在那國留學，便自然對那國
心存愛慕，甚至於敬畏，周某中學、大學都在日本攻讀，遂將日本視為天朝上國，一直以為「中國人
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他認為他的留日前輩蔣氏也該看清
這點，只緣全國各地持久全面抗日的調子唱得很高，蔣氏為有效領導全國，只好把調子拉得更高，以
是在西安事變之後，才不得不屈從各方意見，放棄原先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被迫走上抗戰之路
！

在一九三二年淞滬戰事之後，周某即斥資在南京西流灣八號修建了一幢花園洋房，當時他預感中日之
間必有巨變，乃在花壇之下，建造了一處頗為寬大堅固的地下防空室。及七七事變起，一些達官顯宦
以周寓有此安全設備，乃相率前往躲避空襲警報。客人中，武官包括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與李名
揚，而文士則有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與大名鼎鼎的胡適之，至於其時負責對日外交的外交部亞洲
司長高宗武，更是每日必到。

這些當日在周寓躲警報的文武，同患恐日之病，就其病徵而論，也只有主人周某說得最為清楚，他說
：

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
唱持久全面的戰爭。

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未可樂觀的。

因為蔣先生原本想以更高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
，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

周某不僅認為別有用心之士逼著蔣氏抗日，而且認定「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他當時身為蔣氏親
信幕僚，自然企圖以此「低調」向蔣氏進言，可是蔣氏凜於民族大義，認為抗戰一起，退後一步便無
生路，自然不聽這種低調。而當日西流灣防空室內聚談諸人，也各自分散，胡適與顧、熊、朱等將官
，追隨蔣氏堅決轉向長期抗戰之途，高、陶一度失足，從事對日和談；但一見日汪密約條件太苛，乃
迷途知返，回到抗敵陣營，只周、梅之徒一見無法說動蔣氏，乃轉而說動在國民黨內失意的汪精衛，
相率自重慶潛逃出境，與日寇談判組織偽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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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

3、《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冤魂纏身，首惡難逃——丁默邨

        65年前初夏一日，我剛從南京朝天宮首都高等法院聽審丁默邨案歸去，法院一位熟人便急著打電
話到報社，但言院內出了大事，要我馬上趕往。
一到朝天宮，疾步拾級而登，只見設在門首的法警室亂成一片。平常由於我天天造訪，與法警們稱兄
道弟混得熟透，偶爾他們還會主動提供我一些新聞線索，可是這天的情況卻是大異於昔，法警們忙進
忙出，總想避開我。
經驗告訴我，問題多半出在法警室，在那裡我恐怕得不到什麼新聞。於是我穿越庭院，一閃身走進了
書記官室，找到了那位打電話的朋友，他呶呶嘴，示意要我出門，轉到空寂無人的大成殿改裝的大審
判廳，才悄悄告訴我這個機密—這天中午大特務丁默邨審畢還押之際，法警室大意只派了一名法警押
送。從朝天宮到老虎橋監獄平常不過是二十幾分鐘路程，可是這天過了好久好久，獄方卻依然沒見到
丁某和押送法警兩人的蹤影。
如果是平常人犯也就罷了，偏偏丁某卻是身歷「三朝」的大特務頭子，打從早年充任中共「交通」情
報人員開始，中經國府軍統局的處長，直到出長汪偽特務機構為止，先後詭計多端，殺人如麻。而今
久久不知去向，很可能在幹掉押送法警之餘，重返地下去了。
誰知就在法院上下緊張忙亂，彼此埋怨，不知如何應付之際，老虎橋那邊卻傳來令人難以置信消息—
丁某在那名法警押送下終於回到監獄。只不過較之預定時間遲了六個小時！
原來那天獄方把丁某押到法院之後，以為又像往日，審訊將會拖長一天，因此把囚車開了回去，準備
到傍晚再來接人。不料當天法院開的只是調查庭，問到中午便已結束，法警室主管在大門外不見囚車
，便不經意地只派名法警押送，一直到下午三點還不見那名法警回來，方才著急。後來查問，才知那
名押送法警在法院門外，只僱了兩輛黃包車，便與丁某一前一後坐車上路，途中，在丁的哄騙下，更
徇情陪同丁某回家，讓丁與妻室家人見面，直打天黑前才又押送人犯返獄。
這番話自然是半真半假，事實上，那名法警定然得了丁某不少好處，才讓人犯回家並留上5個鐘頭。
說不定，法警室的人還脫不了縱容，甚至協助嫌疑。
這是條十分聳人聽聞的大消息，在當時，恐怕只有「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納粹黨衛隊頭子）單
人押送，安返巢鴨（東京羈押二戰甲級戰犯的監獄）」的假設性新聞堪與一比。同事們認為如能標上
「縱法縱人，大特務還押返家」的大標題，再配以「丁默邨幸得魚水重歡，纏綿繾綣」的副題，一定
會轟動全國。可是，時局已日趨緊張，報社在各方連連請託之下，無心大張旗鼓加強處理，在下也就
平鋪直敘寫了條不長不短的新聞，讓編輯先生們做了個「全二而不加框」、重視但不太顯著地處理了
事。
想不到別的報一字不刊，這消息竟成《中央日報》專有！第二天我循例再往法院採訪，在法警室意外
遭受一陣指桑罵槐的諷誚，特別是那名警長還摸槍擦彈加以威脅。言談中，他們一逕說平日如何供我
新聞、給我方便，但到了急要時我卻出賣朋友，讓那個押送法警遭受開革處分。
我明知他們不敢動我毫毛，坐在室內原圖加以解釋，幸在此時，那位讀過幾天書的副警長卻挺身而出
，說是這位記者先生已經很夠朋友了，如果他把這條消息大加渲染，你我準定吃不了兜著走。再說，
一向神通廣大的丁大特務「可逃不走」，更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他遠走天涯，不僅法警室從上到下
悉數坐牢，恐怕高院院長和老虎橋的典獄長都脫不了關係。這番話說得有條有理，把他的同事們一個
個弄得啞口無言，連那名「磨刀霍霍」的警長，也趕過來與我拉手，抱歉著說，一切只是源於一場誤
會。

4、《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3）

        转自：http://acropolis.pixnet.net/blog/post/81808941

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 周佛海（上）

隻手造就汪精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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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當時「屈居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雖然是叛國投敵、組織偽府的大頭領，而被他勉強拉下
水的左右手之一陳公博，雖亦坐上第二把交椅，但說汪投敵，實際主持對日賣國交涉的是周，而在偽
府中實際掌權的也是周。

事實上，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精衛赴日就醫之前，在其交代後事的「倚枕手書」中，原先也打算
把偽政權直接交給真正掌權的周佛海，後來，大概想到陳公博跟隨他太久，與另一不肯投敵的顧孟餘
一直被人稱為汪門股肱，才在寫好的遺書中把陳的名字勾了上去。

這一遺書是這樣寫的：

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
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痊癒，以慰遠念。兆銘。

從手書原件的影印本中，大家可以清楚看出汪某原寫的是「⋯⋯現將公務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
寫好後卻改變主意，在原件兩人名字上勾了一下。即將「公博」勾了上去，把「佛海」勾了下來，這
樣，在汪赴日治病及死在東瀛之後，汪偽國府主席之職才由陳公博代理，最高國防會議、中央政治委
員會議及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也才由陳主持；而偽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業務，則由周負責，從這
一文件的臨時改動看，汪在病革之際，對周某期待確曾較之自家親信的陳某為高。事實上，早在汪某
籌組偽府之際，也已將人事決定大權全部交給了周。關於這點，在周某親筆書寫的日記中可以完全看
得出來。先是，他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寫道：

八時半，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
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

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再次傲然提及大權在握之事：

九時半赴國民政府，參加阿部（信行）大使及日本國民使節慶祝國府還都典禮。此次政府事實上係余
一手所造成，暗中頗引以自豪。

周既以一手「造成」偽府，並以能決定偽府院長、部長級人事自豪，對首都高院審訊中趙審判長所做
「你反叛祖國、參與汪偽組織，有人說你是想當部長」之言，自然覺得是一大「冒犯」。因此，才在
法庭上當面機靈地頂了回去，而且頗為自傲地說「我部長早做夠了」！究其意，他之投敵叛國，目的
絕對不是再幹小小部長，而是要大權獨攬，決定部長甚至院長的人事。

因此戰後朝野一致認為，周某在汪精衛生前，雖然只是偽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奸，而在汪某病死
在日本之後，事實上更已超越陳公博而成為大權在握的偽府首惡！可是由於他能見風轉舵，在主子日
寇敗象初露之際，即暗中與重慶搭上線，且在國府還都之前助守京、滬，建了大功。因此戰後群奸紛
紛受審伏法之餘，他才能拖到勝利之後一年有餘方才受審，而受審之日，更有那上萬群眾為他捧場。

同樣的，由於這個人機靈善變，與各方關係太不簡單，此後也才有高院判死、最高法院覆判死刑，且
在他一再上訴、抗告、乞緩執行、一一遭遇各級法院駁回之餘，最後才迫得蔣氏宣布減刑，免了他的
死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他仍心臟病發。在一陣慘呼號叫之後，口鼻流血，死於老虎橋監獄之
中。

5、《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259页

        舉一個讓人不解的例，央報新招的一位名叫程淑英的非常優秀的編輯，頭一天還榮獲一枚亮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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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勳章，第二天，卻又需參加一次為求改發政府文憑令人痛感恥辱的甄別考試！原因是：智勇俱全
的她在“偽校”受業之際，曾因參與抗日地下活動而遭受日人苦刑，但留在陷區，讀的卻是“偽”校
！大家又都知道，中共領袖人物自江ZM、喬S、吳XQ、錢QC以次，當年也曾在“偽校”讀書，經甄
試轉入復員後公私大學之後，又多秘密加入共黨，在京滬一帶發動學潮。至今在下還不明白他們之所
以如此，內心裏有否承受屈辱後的潛在反彈！之前，江ZM自己便曾公開承認他當年與喬S在滬參加“
反饑餓”學潮的往事。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3/23/content_2731799.htm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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