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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前言

　　过去有许多学者以一年为题出版专书。有些用无关紧要的一年为题，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有些则是讨论关键的一年，只是对关键年代的看法不同，如战后关键的年代有认为是一九四七年，
有认为是一九四八年，有些认为是一九四九年。然而战后任何一年都可能是关键的年代，如一九四五
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在接收上出现许多弊端.复员工作不力，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民怨，一九四
五年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年代。因此战后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转折或关键的年代。　　在这些年代
中，一九四九年是最被关注的一年。有些学者如傅国涌以知识分子为题，有学者如张仁善写当时的中
国社会；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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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梁漱溟
提到：“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
是非皆随胜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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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内容概要

蒋介石赴台之原因与时机揭秘，国民党赴台前的种种部署与撤退计划制定内幕，蒋介石强弩之末的外
交布局，政府机关、重要人士与文物迁台经历详情，漠漠千里急急行——人员迁台的场景与悲剧
，1949大规模移民潮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林桶法教授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考证，解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再现河山变色
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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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作者简介

林桶法，台湾屏东人，1955年生。辅仁大学历史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
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兼任讲师、兼任副教授，辅仁大学专任副教授，现任辅仁大学历史系
专任教授。著有《民国八年的南北议和》、《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检讨》、《战
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等专书，并发表《蒋中正与辽沈战役》等专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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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战后国共内战
一、战后国民党攻防的策略
二、国民党军三大战役连续失败
第二章  蒋介石迁台前的部署与撤退计划
一、迁台前的战略部署
二、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撤退
第三章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一从南京到溪口
一、下野的原因
二、各方的态度
三、与前两次下野的比较
第四章  蒋介石迁台——从溪口到台北
一、溪口岁月
二、选择迁台的原因
三、何时决定来台
第五章  蒋介石迁台初期的反攻努力与复行视事
一、迁台之初的反攻努力
二、联络反共国家
三、国民党部迁台与蒋介石复行视事
第六章  行政院迁台经过
一、行宪后行政院的演变
二、机关疏运计划
三、从南京至广州
四、从广州、重庆到台湾
第七章  政府机关迁台及其问题
一、外交部及使节团
二、资源委员会与招商局
三、中央研究院
四、机关迁移的问题
第八章  重要文物迁台经过
一、运台前的准备
二、分批运台的经过
三、文物运台初期的保管与运台过程的检讨
第九章  人员迁台的途径与交通
一、途径与交通
二、迁台的票价
第十章  陌陌千里急急行——迁台的场景与悲剧
一、上海码头
二、渡台悲歌——太平轮事件
第十一章  学生迁台的个案——山东流亡学生
一、流亡学生的困顿
二、山东流亡中学生
三、从广州到澎湖
第十二章  人员迂台数量
一、人员迁台数量
二、军队迁台数量
第十三章  人员迁台经过及抵台初期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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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一、人员迁台的经过
二、谁知他乡变故乡——抵台之初的台湾印象
第十四章  台湾省因应逃难湖——入境管制措施
一、实施入境管制的背景及目的
二、实施的情形
三、入境管制的意见
四、施行后的问题及其影响
第十五章  人员迁台的性质与影响
一、移垦与逃难——与明清时期汉人赴台的比较
二、人员迁台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三、人员迁台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结论
附录
附录一  台湾省出入境旅客登记暂行办法
附录二  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
附录三入台军公人员及旅客注意
附录四  一九四九年大事纪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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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章节摘录

　　过去有许多学者以一年为题出版专书。有些用无关紧要的一年为题，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有些则是讨论关键的一年，只是对关键年代的看法不同，如战后关键的年代有认为是一九四七年，
有认为是一九四八年，有些认为是一九四九年。。然而战后任何一年都可能是关键的年代，如一九四
五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在接收上出现许多弊端，复员工作不力，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民怨，一
九四五年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年代。因此战后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转折或关键的年代。　　在这些
年代中，一九四九年是最被关注的一年。有些学者如傅国涌以知识分子为题，有学者如张仁善写当时
的中国社会。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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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梁漱溟
提到：”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
是非皆随胜败而定。”梁漱溟本来希望不要有“成王败寇”的观念，但当时确有许多人基于现实来评
述国共的战局，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国民党的腐败。一九四九年本来就是一个变动的年代，一个角落正
在逃难，一个角落正在庆祝，更多的地区可能一如往常，很难以一个画面涵盖所有的事实，本书希望
以大迁徙作为探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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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编辑推荐

　　迁徙与逃难，烙印T1949-T的时代记忆，战争的火光见证无数人的颠沛流离，改变了多少张苍白
脸孔的命运。　　记住，我们将永远记得，1949的历史现场不断提醒我们：命运共同体的断裂与永生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林桶法教授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考证，解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再现河山变色
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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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精彩短评

1、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按顺序一粘书就写完了，某买的时候不知道是“历史书”啊，呵呵！
2、又是一本在国内发行的台版书，希望改动不大
3、用详实数据还原了国党ZF迁台的原因，经过以及众生百态。。
4、文献资料性不错，可读性不佳。
5、这本书和 太平轮1949真的很不错 可惜很多内容雷同 估计是作者在同一个文档上参考一样的
6、文科生表示对于数据太多的东东感到头晕。
7、走近些再看历史。
8、还没有看完，但感觉应该不错
9、没有很惊喜的收获，文字编辑很有问题，一大堆错别字，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九州的编辑很有问
题。
10、说实话，这本书写得并不是非常好，里面大量的一些数据和史料的堆砌，作者自己找并不多。不
过从大量的数据和史料可以看得出，这一次撤退的全貌。里面有很多的无奈和故事。包括太平轮失事
的故事。我正好刚刚阅读完《大江大海》这一本书，龙应台的新作，也是讲到这种人事造成的离别。
那本书的文学性强很多，当然你也不能把那本书当历史 书来看。
11、很不错得一本书！
12、了解那段历史吧
13、还没看呢，纸张质量一般，总体还行
14、林桶法老师的代表作，没想到九州出版社早就引进出版了啊
15、是这个@peter cat
16、大量的堆砌了当时的很多资料、数据。对于普通读者显得繁复了些。
17、感觉又像是一本资料汇编...
18、“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19、利用民国档案写出的撤退历史
20、原来以为蒋介石是仓皇败退台湾的，现在看来是有计划的。只是，结合其他的历史资料，有时觉
得历史给中华民族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两岸多年的隔绝，两岸多年的政治运动，历史的一瞬间，决
定了多少家庭的聚散离合。
21、耗时半个月终于啃完，完全毁了我的阅读计划，因一内容庞杂，每看一点多好奇，便寻旁枝补充
，于是一本书而再，再而三；二点，按事件分类，在时间上累复，不知合乎规程否？末点，误笔太多
，尤其是数字常出现“一百二百三十四”之类低级错谬，且在迁台文物和人数方面，我简直怀疑是故
意的。
22、买给家中老人的，了解下当年的历史。
23、书很好喔,,快递也很快,
24、同袍间的争斗，让我们刻骨铭心，牢记历史，才不会重复过去的苦难。值得一读！
25、1949在之前的印象里比较笼统，这本书带给我一个细化的1949，背后的故事
26、这样一本书居然没被当局和谐掉
27、旁征博引，学术文章之中却让人隐隐看到那个大时代的悲剧。也让人对于国共内战有了更多的思
考。
28、一段往事，千行泪
29、正版，不错，到货挺快的，满意。
30、此书让我知晓蒋下野的另一种说法和后果，原来在这一年蒋还前往过菲律宾及韩国，孤陋寡闻了
。
31、#杂书过眼录#国共内战同室操戈是中华民族一段痛史，成王败寇的英雄史观告诉我们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彷佛我们从来都是双膝下跪的奴才，再巧妙的文过饰非、指鹿为马也无法掩盖战争的不
正义，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胜朝遗老笔下多是“不经”的野史，若是犯了当朝禁忌，还得藏之
名山传之其人，正是义宁先生所谓“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道出其中心声。民国幸好没
有成为胜朝，还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可稽的史料，其中孰是孰非，治史者大可根据自身之判断。李敖说
《大江大海骗了你》，120万人离乡背土来到田横之岛，数万山东学子挥别家人万里浮海求学，都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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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人所忽悠？尊重当事者的选择、尊重事实本身比还原所谓历史真相更为关键，林桶法的《1949大撤退
》没有龙应台野火般的感性，更没有李敖外科医生般的冷静，有的只是对历史本身的尊重
32、看介绍有点担心别是资料罗列，到手翻阅踏实了，在详实资料基础上有可读性！对了解那段不熟
悉的历史很有帮助！
33、应该不错哈
34、通过这本书，很伤感的感到古人对成功与失败者的感触，虽然此书主要论述的是老蒋去台湾前前
后后的准备工作，以及实施细节，搬走了很多东西，也运走了文物和金银，还有人，但是失败的气氛
依然很浓，老蒋你还是输了，输掉了江山
35、台湾人的视角看国民党撤退的原因，比大陆的分析多谢中肯，不过也有些刻意忽视问题的关键，
并不是战争胜利了就一定可以解决一切的。
36、感想在笔记里，不写了
37、以较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时代大潮流下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经历，类似的研究今后多多益善。林桶
法的材料搜集之广值得佩服，但是有些论述感觉还是不够深入，读来不解渴。另外责任编辑和校对可
以拉出去枪毙五分钟了，错字多到令人发指。
38、不是台湾原版的，有点遗憾
39、就问一句：九州出版社出书不要校对的吗？
40、zhide huiyideyibengsh ,
41、看得好累。
42、1949真是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43、老人说书中讲得比较真实
44、各种统计数字太多了点，不是很符合非专业读者口味；简体阉割版貌似直接把国军查找替换成了
国民党军=⋯⋯于是有些地方诡异了
45、我们读历史时，没有看到过的数据。把龙先生的1949、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书整合起来看，会有更
深感悟。
46、历史教训深刻啊，民心的向背，永远值得执政者放在首位！
47、史料详实，作为学术参考用较为实用，纯粹为趣味性读则可读性不佳。
48、今天刚拿到，希望以后送货速度
49、正确的战略战术、大力培养管理层、不要插手太深、无山头利益纷争、放权与授权、接地气、团
队建设与舆论导向
50、史料
51、都是人才啊！
52、也就是写的东西都有史料作为支撑，这在大陆人的同类题材书中还没看到。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
历史系教授，引用了很多那边“国史馆”档案。这段历史，大陆人写的书、台湾学者的书、美国学者
的书都要看，有比较才有立体感，哪怕有罗生门的感觉也比结论先行、纯粹受灌输好。
53、一定要记住 权利腐败是人民的天敌
54、这是一本有利于了解台湾和国共关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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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精彩书评

1、作为一个大陆人，1949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同时也是我们很敏感的一个字眼。而对于台湾，我们又
了解多少呢。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未知的小的精致的台湾，告诉我们在这六十年里，那里发生了怎样
的事情。伴随着经济、政治，60年里更多的是在1949这一年几百万人从来没有料想到的穿透历史的思
念、疼痛还有震撼。我想，现在在台湾要求独立的是一小部分，而要求统一的也是一小部分。大部分
人都想找寻、感受一种非经济非政治的人缘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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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大撤退》

章节试读

1、《1949大撤退》的笔记-第24页

        很经典

2、《1949大撤退》的笔记-第1页

        溃败与有计划的退却，看似都是在退，五十步没有必要笑百步，可其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重
要的就是人心。黎叔的名言：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说的就是这种人心不再的情形，做什么都需
要一鼓作气，不然就会再而衰，三而竭⋯⋯

3、《1949大撤退》的笔记-第2页

        想看看台湾人眼中的1949是什么样子。

4、《1949大撤退》的笔记-第1页

        价格偏高，等降价，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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