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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内容概要

自民國五十四年起郝柏村任先總統蔣公侍衛長後，見賢思齊，每日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三十多年從
未間斷。他在擔任參謀總長期間，正逢政治、軍事的重大轉型；台澎金馬由戒嚴到解嚴，兩岸由隔絕
到接觸交流，國家領導人由蔣經國先生到李登輝總統；而島內的統獨爭論也日趨尖銳。八年以來，郝
總長對國防建軍的建設貢獻良多，包括二代兵力和戰備的整建、國防科技的自製研發；當中美關係因
八一七公報而跌至谷底，郝總長亦盡全力改善中美軍售關係；而他在兩位總統政權轉移時所擔任的角
色更是耐人尋味。凡此種種激烈變化及發展，郝總長多有參與，因此每日所記，當可為史家評論此一
時段的珍貴資料。
郝總長將八年點滴、人生高峰在書中細細為您訴說：他反商的傲骨、過人的決斷力，他待人的義氣以
及對家人內心情感的流露......在在都讓我們領受一介名將的風範。本書共上下兩巨冊，由郝總長親筆
所撰，是為歷史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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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精彩短评

1、非常佩服能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人，不知道郝从卸任参谋总长至今的日记何时能够出版。郝担任参
谋总长的八年，正是台湾转型期的前夜。一方面，随着蒋经国的离世，党内既有的领导体制瓦解，政
权逐渐转移至本省人手中，而党外运动更在民进党正立后达到顶点，民权高涨、台独意识猛然抬头；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中的大陆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在两厢影响之下，坚定于「反共产」「反台
独」的郝柏村自然首当其冲。如何在时代潮流中坚守越来越「不合时宜」的理念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另外，郝是修身的人；而对于掌握国之重器的人来说，偶尔流露出的骨肉之情、流离之苦也令人唏
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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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章节试读

1、《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613页

        英國、中共今日在北平初簽關於香港前途的協議，一九九七年以後中共收回香港主權，採行所謂
一國兩制，保證香港現行制度不變，具有高度自治，並於一九九七年後維持資本主義五十年等，我的
感想如下：
一、香港交還中國本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中華民國政府仍在大陸，香港同胞歡欣鼓舞之不暇，還會
疑慮反對，願繼續在現狀下嗎？
二、如果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已不存在於台灣，中國要收回香港，還會表面上遷就現實採行所謂「一國
兩制」嗎？
⋯⋯
四、我們不能輕言從香港撤退，應利用所謂「港人治港」，不以本黨名義，而在社會基礎上，利用其
不得不舉行民主制度的選舉，隱形的參與香港的治權，也許能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開創新機。
五、所謂香港模式影響台灣，我以為並不存在，因為香港時從殖民地歸還祖國嗎，而香港本身沒有防
衛能力，中華民國具有法統地位及強大防衛能力，中共無法逞其陰謀。

2、《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317页

        訪問南非的感想：
一、南非共和國是非洲的歐洲，南非如果沒有三百年白人的經營，沒有今天的南非，其部落將一如其
他黑人國家。
二、南非的白人生活非常保守，宗教信仰真誠，每餐均禱告，在南非未見到色情。
三、南非白人重視家庭生活。
四、南非到處清潔無污染。
五、南非黑人生活是非洲黑人生活中最好的。
六、南非白人政權種族歧視固然不對，但若行多數統治而為黑人政權，則興替視黑人政權的品質而定
。
七、南非由白人主政，而使黑人酌量參政，更進一步改善黑人生活，黑白合作，和諧創造更美好的南
非。
八、南非軍人素質好，軍事設施水準高，軍事傳統仍離不了英軍傳統的影響。
九、南非與鄰近共產政權的衝突將是長期的戰爭。
十、南非仍是非洲強有力的反共長城。

3、《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86页

        晚八時在孝武家晚餐，嚐到四十年來未見的大閘蟹，鮮美無比。
晚與錦春通電話。

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614页

        昨晚小寶說起她要看祭孔大典，我說如果起得來，我就帶她去，其實她不滿五歲，根本貪睡，我
想也是說說算了，哪知她今晨五時自動起床，而我已忘記此事，小寶非常聰明，她想做的事，記得很
清楚，我遂臨時決定陪她去。所幸進入孔廟，因接待人員識余而無困難，達成她的願望。她是最小的
觀禮人員，在幼小心靈中深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

5、《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17页

        下午五時蔣夫人在士林官邸召見，深以十三大後黨的政策路線為憂。余曾冒昧建議她老人家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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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去講話，但回響是否定的。她意志堅決，認為本黨自總理建黨、總裁繼起承烈領導，一是以革命目標
為尚，為堅持革命目標，她沒有任何懼怕，她回想西安事變時區西安，及盛世才在新疆時去迪化，無
任何畏懼，上地給她一條命，一切聽上帝的旨意安排。
她覺得現在黨政要員中只有我尚可信賴，堅持總裁反共復國目標，並望余能領導部分代表，在全會中
發言反擊附和統戰及台獨分子。她並說，當年經國接受卡特安排簽字，她曾來信制止未果，乃一失策
。余未便問其內容，或係指斷交時接受台灣關係法。

6、《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444页

        余將上情轉告李總統，李對芮氏說國民黨內領導人有台獨意識者不少，頗不悅。

7、《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782页

        二、宋談及二十年前台灣政治權力完全在大陸人手裡，此次來，省以下政治權力均在本省人手裡
，中央亦多有省籍人士，但政治實權仍操在大陸人手裡。余告以：
1.三十八年若非先總統蔣公帶六十萬軍隊及大陸政經科技才智之士到台灣，則台灣早已淪為中共之一
省，還有今日嗎？三十六年來，原來的六十萬軍人都已退休，生活依然清苦，完全為保障台灣安全而
奉獻一生；三十六年來大陸人保衛台灣，讓台灣人賺錢致富，大陸人不是來統治台灣人的，沒有大陸
財經專家，台灣經濟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嗎？

8、《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506页

        看胡耀邦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資料，他在十三歲時即為井岡山的紅小鬼，其後與鄧小平關係密
切。二野出身，未受過正規教育，故在訪日時出了不少洋相。鄧死後他能不能接替領導權，很成問題
。

9、《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94页

        上午中常會，大陸工作會發了一冊中共《對台工作參考》，乃中共統戰的原始資料，余概閱後，
深感中共對台工作用心用力可謂無微不至，無孔不入，從政策作法到工作技巧，乃至兩岸術語的解釋
、外國譯名的異同均有說明，此不能不承認中共要做一件事，其必求落實徹底的作風，值得吾人警惕
也。

10、《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50页

        晚間在博愛大樓宴請回國使節夫婦，Y大使對內閣改組省籍人士增加頗感憂慮，懷疑主政者是否心
懷全中國。

11、《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159页

        預定七月十五日零時解除戒嚴令生效，我判斷可能一個現象而由兩種完全相反的發展。
現象是：偏激雜誌報紙滿街氾濫，遊行請願示威隨時隨地可見。
第一個可能發展結果，由於偏激言論就是謾罵造謠這一套，時間稍久，了無新義，一般民眾再沒有好
奇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這些偏激言論自然而然的收斂了。
遊行示威也是一樣，大多數民眾各有各的專業工作，再不看熱鬧，甚至心生厭惡，除了基本雇用少數
群眾外，沒有人響應盲從，偏激遊行也自然地沒落下去。
第二個可能結果，形成多數民眾的思想污染，反共復國意志削弱，台獨思想抬頭，街頭群眾運動不可
收拾，日形擴大，社會治安惡化，經濟形成衰退。
總統說，他也有此一看法，政治走向民主化，好像女人生孩子有一陣痛，但願是第一種結果，顯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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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大多數國民民主素養形成了。

12、《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458页

        歌星鄧麗君舉行演唱十五年巡迴表演，體育活動中心觀眾近萬，小寶日前即欲前往，余今晚特帶
她參加。小寶自始至終全神貫注，小小年紀四歲，竟有欣賞歌唱藝術的興趣，主持人田文仲，詼諧有
趣，謂大陸白天是老鄧的天下，夜間是小鄧的天下，所以小鄧是大陸夜間部的主席。

13、《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812页

        美前太平洋總司令郎恩上將訪問大陸後來台北，就在大陸見聞觀感向余簡報，從表面看，所到之
處均在蓋房子，但他認為大陸的交通狀況、電信狀況及能源不易達成其四化目標。他從杭州赴上海路
途，竟被共黨以雷達偵測其汽車超速，罰人民幣五元，他說途中汽車很少，路況亦差，竟有若美國雷
達測速，我說這是對你預先安排的，他哈哈大笑。

1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494页

        總統首先談在贛南的故事。
一、一個狀子：「民年二十有六，尚未娶妻。鄰女某其夫從軍，年無音訊。一日會之於途，一見鐘情
，兩相過從，木已成舟，於法不可，於情乃可⋯⋯乞判」。
總統當時批示：「算了吧！」
二、經國先生在贛南任專員時，提倡集團結婚以資節約，當時新娘都坐轎子。某次一位新娘把轎子坐
錯了，直到次日才發現。民眾對集團結婚有反感，以後他便不再堅持了。

15、《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463页

        我對中國式民主的看法：
民主的本質就是仁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為中國儒家的民主思想。
中國式政治，人治與法治並重。就儒家思想而言，可能人治重於法治，故人存政舉。
無論人治與法治，其關鍵仍在選賢與能。選賢的方式，中國古代是以考試取士。
歐美式的民主是基於分權與制衡，以多數取決，選賢採投票方式。
歐美式民主未見是最好的政治，但不會成為最壞的政治；獲得多數選票，未必就是真正賢能。
工商業的推銷術引用於政治，是工商社會下的民主，這種民主不會產生暴政是毫無疑問的。
歐美式的民主在承平時期算是較好的政治制度，但在面臨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中顯現了弱點，因為共
產黨最會利用美式民主的弱點。

16、《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968页

        「台灣的社會是在進步中的。」
凡是幾年沒有回過國的人都會這樣說；十四年前曾訪問過台灣的美國哥倫比亞公司（CBS）著名的「
六十分鐘」主持人麥克·華勒斯，也在兩週前這樣地在台北告訴我。

17、《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477页

        二中全會明日開幕，謝副總統既決定退休，若副總統提名必須本省籍，則李登輝勝算甚大。現實
政治環境，既須培植本省忠黨愛國政治人士，李應為適當人選。他學歷好，做事堅持原則，尤其具有
宗教信仰的虔誠，而年富力強，值得支持。

18、《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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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下午五時蔣夫人在士林官邸召見，關心十三大是否會使黨變質，余報告，李總統堅持總理、總裁
及蔣故主席一貫的革命路線及反共復國的基本國策，無可懷疑。
夫人頗憂慮年輕代表完全缺乏黨性、黨德、黨紀的操持，無視於黨的倫理觀念。余報告軍方代表已完
成一切反制準備，絕不容許他們使黨變質，中常會通過堅持黨的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即為一例。

19、《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415页

        李總統以經國先生的志節為志節，應屬難能可貴。

20、《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857页

        總統主持國大代表年會正式宣告：
一、總統的繼任人依憲法程序產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會作為候選人，唯有轉致與獨裁政體，才指
定繼承人。
⋯⋯

21、《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401页

        下午與俞前部長談：共產主義的歷史遠比國民黨歷史早，中共雖然比國民黨晚，國父採聯俄容共
政策，希望以國民黨同化共產黨，而中共實圖以共產黨化國民黨。俞部長曾問過先總統，當時國父知
不知道共產黨的陰謀，蔣公說國父當時不知道。
抗戰後馬歇爾來華時，蔣公曾一日找俞先生七次，俞曾問過蔣公，事先知不知道調解不會成功。

22、《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85页

        錦春妹在女兒萬紫陪同下，由成都坐火車二日三夜，於今晚抵達香港，余於晚間和她通了電話，
此乃四十年來兄妹第一次通電話，內心激動無已。從電話知錦春妹雖以中風之軀長途勞頓，但能與余
親口通話，則為三十八年分別時未能夢想到。至於她是否能赴新加坡，余能否在香港和她見一面，仍
未可知。

23、《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798页

        今日是何敬公南京接受日軍岡村寧次大將投降的四十週年，何敬公個人每年總做一些紀念活動，
他尤主張軍人節應訂在九月九日。

2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610页

        馬英九提報了參加共和黨全國大會的報告及感想意見，提到中共利用民族意識在海外華人、華僑
間搞統戰，使僑界對中國人實行三民主義有不正確論調，認大陸實現了民族主義，台灣實現了民生主
義，而民權主義兩邊都不好等，實值得重視。

25、《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299页

        余訪沙觀感：
一、沙完全為封建王朝，隨著教育的普及與外界接觸，其王室被推翻只是時間問題。
二、完全以回教教律統治，就回教而言似亦不可能永久保守。
三、沙王室幾乎人人貪污，沙人既自大又自卑，全無自己發展國家的能力，而油藏取盡將回復到一九
三五年以前狀態，當然其油藏取盡為時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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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

四、沙國固多沙漠，但農業亦有發展餘地，此乃王室明智處
五、王室本身派系亦很多，王子成田遊手好閒，三數代後又如何能享其特權。
六、沙王室利用油產收入大興土木建設國家，其氣魄很大，首都利雅得完全是錢堆起來的。

26、《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220页

        上午以兼院長身分到中科院接待立法院預算委員會，首次見到康寧祥，而資深委員們平均年齡快
八十歲，老態畢露，此一立法機構如果再不在憲法臨時條款中明白做不久規定，則五年以後立法院將
為另一個台灣省議會了。

27、《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505页

        二、總統談及孫院長的病，問余有何看法，余謂孫院長為總統得力輔弼，因其風範為政原則，原
判斷要繼續領導行政院，今患重病非使料所及，總統恐有措手不及之感。總統謂然。由於孫院長既能
奉行總統原則與政策，又深得人心，總統謂原擬培養為下任總統。
⋯⋯
四、總統說，孫院長排在中常委第三名，原意就是準備擔任下屆總統的。

28、《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477页

        二中全會今日為推舉第七任總統、副總統本黨候選人，中午餐敘時一級上將們猜誰為副總統候選
人，亦有打賭者。下午揭曉為李登輝主席，這是經國先生對歷史負責的明智選擇。

29、《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012页

        下午三時三十分，總統在七海召見余，談及自總統宣佈將解嚴及開放黨禁的決定後，已贏得國際
間及海內外真正民主人士的推崇，取得政治革新的主動權。但基於一、尊奉中華民國憲法；二、支持
反共國策；三、不能有分離台獨意識的基本原則，必須將總統指示明訂於國家安全法或人民團體組織
法作成法律，才能有效遏阻與中共唱和或堅持台獨的政黨。果爾政府可依法宣布為非法組織，並依法
律所訂罰則予以取締，如此方能保障真正民主。

30、《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95页

        賴曉庵上將宴請張岳公及張大千先生，余作陪。大千先生可謂一生傳奇，今日他說曾在四川被綁
票，匪徒見其文字不錯，留在匪窟擔任師爺，凡四個月，被官兵捕獲幾被殺，幸說明始免，他做過和
尚但未燒戒疤。據他說，燒戒疤由於晉朝怕信佛後逃跑，故燒戒為記，如跑可以抓回，他說他資源信
佛，燒戒非佛祖軌距，故他拒絕燒戒。

31、《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83页

        今日王師凱會議，余特指若干人員常在談話時，無心中已放棄大陸主權、放棄法統，實為極嚴重
的錯誤，諸如「我國為海島型經濟」、「我國一千八百萬人民」等，今後正確說法應為「我國復興基
地為海島型經濟」、「我國復興基地一千八百萬人民」等為當。

32、《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68页

        每年軍人節都有表彰國軍英雄的活動，我以為必須在與敵人交火中冒險犯難而有重大成就才配稱
作英雄，是軍人的最高榮譽，年來並無與敵接火戰鬥，而沿用英雄選拔，實在是降低了英雄的崇高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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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531页

        下午與美國務院台灣科長施瑞琪女士會談，說明國軍維護民主自由及中華民國憲法的決心，現行
憲法必須光復大陸後才能修訂。

34、《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599页

        馬英九副秘書長應邀赴美參加共和黨大會，在餐會與溫柏格部長交談，代余向溫柏格部長問候，
溫柏格並轉致向余問候之意。馬英九年輕老練，可謂隨機運用外交的好手。

35、《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09页

        余素無失眠症，但近週年來午覺睡不着，晚間非服藥一片不能熟睡，實由於近日民進黨分子及偏
激報紙如某晚報之造謠誣陷無所不用其極，而司法單位似不能有效執法，民主憲政失去法治基礎，內
心殊為憂慮。此乃為余必須服藥始能睡之原因，此或由余之豁達與堅定之修養仍不足乎？

36、《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1345页

        李代主席的開幕詞揭示，今後基本國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足台灣，放眼大陸，台灣的前途
在大陸，大陸的希望在台灣為主旨，貫徹了總理、總裁及蔣故主席一貫的國民革命目標。

37、《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829页

        準備今日晚宴的講話：
⋯⋯
美國自立國以來，就是基於仁義，參加兩次世界大戰及韓戰、越戰。美國的偉大處，據我個人認識，
不是爭一國之利，而是爭全人類的利益，這就是仁義的實踐。
⋯⋯

38、《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583页

        總統將緯國與孫淡寧女士的緘件交我過目，其中談及要印發一本著作，談及緯國的身世，不可發
行。此次夫人急電緯國赴美或許即為此事，經國先生九歲即知道緯國身世，但從不對人講，而緯國自
己對人講，且擬出版書籍。聽說緯國某次赴日曾拜見其生母墓，似乎都不相宜。緯國的身世過去我曾
聽老一輩的人說過（當然吳忠信是知道的），而我不擬相信，更從不說及，今聽經國先生之言，其身
世果真，但經國先生視同親手足，而領袖亦視同親生，緯國應該感激。
領袖對於緯國的考評，他可以在學術上用工夫、有成就，但不宜於帶兵（曾交代經國先生）。總統又
謂，緯國在其著作中說及他當連長時，部隊如何吃缺，士兵飯吃不飽、衣穿不暖等情，現在都無說的
必要，又謂緯國與別人講笑話，自謂不是龍的傳人而是豬的傳人（領袖屬豬），這些笑話都不適當。

39、《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342页

        六月六日C一一九空難空軍上尉陳大維、陳英杰二員屍體漂至小磴島為中共撈獲，十三日廣播擬交
還我方，經研究以漁船掛紅十字旗接回，未交換任何意見，但中共將交接情形攝成照片，顯然施展其
統戰花招，意圖宣傳接觸假象。

40、《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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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帶兩兒及小寶在瓦奇奇海灘散步，約一小時。回到旅舍時，赫然見中共旗懸於旅館門前，經查
詢，乃中共貿易部長陳慕華來夏威夷訪問，與余同住在一層樓，乃立即令周上校向旅館交涉為何掛中
共旗，并提出嚴厲質問，如不取下余將立即搬出旅館後，答應余之要求，於九時將中共旗取下，亦為
此次訪美另一具有政治鬥爭意義的插曲。

41、《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618页

        我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
三、中共是否信守對香港的承諾，關鍵繫於中華民國是否繼續壯大。
⋯⋯

42、《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笔记-第992页

        下午總統召見，我報告對國家安全的意見：
⋯⋯
二、既經軍法審判程序，不宜再上訴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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