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品簡介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2025. 1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以推廣民國歷史研究為目的，初期著重促進相關學術發展，提高整體學術水準，
爾後冀能結合各方學者、專家，以及民間學術團體、政府機構，共同致力推動民國歷史研究的發
揚與教育的深耕。本社秉持學術優先的理念，以出版、學術活動、教育研習為主，兼及研究與推
廣、專業與通俗，進而為現今社會做出貢獻。2023年10月，並取得獨家授權出版「蔣中正日記」，
為研究近代中國史的重要史料。

事業方向

➢民國歷史研究學術專書之出版。 

➢民國歷史檔案、史料之出版。 

➢舉辦以民國歷史為主題之學術活動、推廣教育與研習。

➢運用多媒體平台傳播民國歷史相關知識。









首批7冊
出版日期：2023/10/31



第二批 6本 (1955-1960年)，為蔣第二任總統任期間的日記。                     

第二批1955-1960年6冊
出版日期：2024/4/5



第三批 10本 (1961-1972年)，為蔣在台灣最後歲月的日記。                     

第三批1961-1972年10冊
出版日期：2024/10/31



其他出版書系

民國史料民國論叢 民國日記 民國城市 說史敘事

百年來民國歷史發展
的重點議題與論述

對於史學界研究民國史
的論作和成果，「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開闢論
著系列叢書，整理出版
對民國史擲地有聲的新
書、好書。

日記是個人記述每天
所聞、所感、所為有
選擇的紀錄，雖不必
能反映史事整體或各
個部分的所有細節，
但可以掌握史實發展
的一定脈絡。

傾聽民國人物
「原音」
拓展歷史視野

跟著民國舊事
去旅行

了解當時的城市政治、 
經濟、文化與人文，
尋找中華民族消失的
符號與文明。

觀歷史 ‧ 說故事

以歷史時代為背景，
敘事、記錄的文學創
作。

重要史料
         內容重現

整理重現1920年至中
華民國政府遷台期間
重要的政軍社經史料，
原件經過學社重新打
字數位排版，內容真
實呈現。

史家薪傳

為史家做傳
薪傳下一代

邀約學者，就歷史領
域內不同範圍、立場、
角度的領路人出發，
撰述知名史家學術傳
記，闡揚前輩風範。
並期以學術為公器、
樹立新學術傳統，成
就下一代學人。



民國
論叢



擲地有聲的民國史論作系列

今天海峽兩岸的現況、流行文化，甚至政治核心議題，
仍有諸多「民國元素」。歷史學家對民國歷史的回眸、
凝視、觀察、細究、具機鋒的看法，均會增加人們對現
狀的理解、認識和判斷力。基於此，「民國歷史文化學
社」積極支持民國史學家、並鼓勵各方民國史有創意的
研究和論作，編撰出版以饗讀者。

缺貨

★★四書榮獲110/111/112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出版

缺貨

缺貨缺貨

缺貨



五四意識在台灣

作者：簡明海
出版日期：2019/05/15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800

百年前在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對日治下的台灣有何影響？

風聲鶴唳的獨裁時期，承繼五四精神的知識分子如何處世？

今日的台灣，五四意識是否仍具價值？

當「五四意識在台灣」轉變為「台灣的五四意識」，顯示五四意識
不只屬於過去，也同時蘊含現在與未來。

本書探討五四意識在台灣，由日治時期至戰後，以迄今日的發展。

The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紙本缺貨/有電子書



反攻與再造：遷臺初期國軍的整備與作為

本書大量運用軍方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詳考1950 年代各階段
制定的反攻計畫，檢視各反攻計畫的準備、成案、執行，從實務的
角度審視蔣中正的反攻決心與實際準備，並分析了反攻計畫何以無
法實踐。

作者透過軍事理論與實務經驗，深入的論述，可讓讀者瞭解一個真
實的「反攻」，而不僅是口號！

作者：陳鴻獻
出版日期：2020/01/31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470

Recovery and Reform: R. O. C. Military Re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s in 1950s



國防部：籌建與早期運作

作者：陳佑慎
出版日期：2019/06/17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650

「國防部」──你我都無比熟悉、卻也不瞭解的單位….

對日抗戰期間，主導戰事的是軍事委員會，1946年才成立了現在的國防部。

為何政府在戰後要急著改組軍事機關？

這顆新頭腦又該如何運作，並處理與政府、國會的關係？

當時「國防部」以蔣介石為中樞，再加上3千餘名國防部軍官，構成了指揮
調度數百萬國軍部隊剿共作戰的「頭腦」。這顆頭腦的運作，攸關了中華
民國政府的存續，牽動國家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走向。

本書勾勒了國防部的制度源起與運作結構、國防部軍官群體的人事背景與
活動，以及蔣介石等主要政治軍事領導人的思維與作為，探討1946至1950
年間，一段影響綿延至今的劇烈變動時期。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s of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1950

紙本缺貨/有電子書



城市指南與

近代中國城市研究

主編：巫仁恕
出版日期：2019/06/28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550

百年來旅遊指南的文本解構

近代中國自19世紀中葉就陸續出現城市指南的手冊書籍，在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城市史研究群，致力於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與史料開發
下，本書即是第一本探討近代中國城市指南、群策群力的研究結晶。

本書中研究各式旅遊類型的城市指南，當時出版的城市指南不只是告訴
讀者要去哪裡玩，它們的內容其實反映了很多複雜的意義。

以風景名勝來說，哪些要介紹？哪些不介紹？都看得出當時作者的別具
用心。且在資訊流通率較低的時代，這些指南的讀者除了異鄉遊客，還
包括了土生土長的當地民眾。除了各種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冷知識外，還
或明或暗地置入了許多廣告。而在今日，這些資訊都成了回顧往昔城市
風貌的重要材料。

Finding Urbanity: Guidebooks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ities

延伸閱讀：

民國城市系列



合作或衝突── 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關係（1931-1945）

1931年後中日兩國關係發展陷入困境，並日趨惡化，終而導致戰爭的爆
發。此段歷史糾葛的本質是「防共」，這是眾所周知，卻概念含糊；不
容忽視，但未曾系統性分析的重要議題。

日本為了對蘇備戰與防範共產主義滲透，以中國大陸為基地推動防共國
防；中國則基於國家統一，國民政府以中共為對象展開武力清剿。雙方
雖同為防共，但概念不同、認識亦異，合作防共因此有一番折衝與對立。

本書嘗試從中日糾結交錯的防共議題出發，考察兩國關係曲折變化過程，
並探討因防共問題引發中日蘇三角錯綜關係，同時注意到由此牽動德、
英、美等國和戰動向，擾亂東亞國際局勢，觸發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
之中日外交戰變遷歷史。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Anti-Comintern Issu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1931-1945

李君山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桶法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名人推薦

作者：蕭李居
出版日期：2021/07/31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00

★★本書榮獲110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



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

本書是作者「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首部曲，追溯東南集團人際網路及
運作模式，分析社會精英對上海風潮的幕後指導，為五四運動提出新的解釋，
也揭示東南集團的深層活動。

作者兼顧宏觀和微觀，除勾勒歷史演進的主要脈絡，也對重要事件作深描細
寫，還原真實世界的瞬息萬變。本書作為五四新論，改寫了我們長期認識的
五四運動史。

書中不僅描劃上海的社會精英集團，吸納留美學生作為骨幹，形塑引導全國
聯美制日的輿論，也是學生愛國意識的源頭，予人面目一新的看法。以「社
會集團」的視角，提出「東南集團」一詞，東南士紳的運作謀略，決定西北
的國族命運，改變以北京為中心的觀點，視東南為新思想的泉源，來重新觀
察解釋五四運動的歷史。

The Power of Mobilization: Origins of the Shanghai Student Movement

呂芳上  專序「從「東南集團」視角重探五四運動」社長推薦

作者：陳以愛
出版日期：2021/09/30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800



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

本書由作者所發掘的大量日軍原始檔案為基礎，再與國內戰史檔案做比對，
針對1933年日軍熱河作戰（中國稱長城抗戰）進行了國際對照考證。

其中曝露了第二十九軍喜峰口大刀隊殺敵紀錄的虛偽，釐正臺海兩岸戰史紀
錄中的種種謬誤，並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將抗戰史作為民族精神
教育手段的方法面的弊病，是對今日已成為民族抵抗精神原點的長城抗戰史
紀錄的顛覆性研究。

作者利用實證戰史研究，注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重新考證，藉以澄清當
今官方戰史紀錄中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實，可以做為利用戰史檔案進行國際
比較研究的新方法。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rchives on the Defense of the Great Wall

作者：姜克實
出版日期：2021/10/29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00

紙本缺貨/有電子書



斯「文」各主張：小品論述在民國

作者：劉佳蓉
出版日期：2021/12/31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480

辛亥革命以後，中華民國建立，各種事物紛紛接觸了「革命」的思潮，包
括文學在內，很多人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這股文學浪潮席
捲了整個中國。過去「文以載道」的文學，似乎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文體的文學「革命」，也有些人是承繼舊道統
的「遵命」派。這也就反映在1930年代文學界的晚明小品論戰，以及其所
勾勒出民國時期各種意識型態並起的歷史圖像。

實際上，現代小品文的文體建構過程，遠比想像中複雜。本書以晚明小品
論戰為出發點，宏觀民國時期的各種「小品」論述，考察文人如何透過傳
統小品文體觀念的更新，建立散文文體的現代模式。藉此回到和政治、國
家息息相關的「民國」語境，一方面考索小品文在民國時期興起的歷史成
因，另一方面析解小品文體演變的肌理，突出民國文人的存在感受與美學
追求。

The Various Positions on the Wen  : Xiaopin Discourse in Republican China



歐戰後美國視野下的中國：現況、海盜與長江航行安全問題

China in the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 Situation, Piracy, and Safe Navigation on the Yangtze River

歐戰後美國視野下的中國，究竟呈現出何種面貌？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崛起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趨強勢，中美貿易戰與軍事對
抗正方興未艾。

鑒往知來，重新檢視歐戰後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或許有助於理解當前局勢與
未來發展。雖然美國觀點不見得客觀，有時還帶有文化偏見，但透過美國視
野的參酌比較，可能反而有助於釐清中國現況的複雜面向，進而略窺中美互
動的真實底蘊。

本書透過視野的轉換，以美國在華使領、軍事官員與一般商民的視角切入，
從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取徑，反思歐戰後中國所面臨的各種情況。

作者：應俊豪                        出版日期：2022/03/31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00

★★本書榮獲111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



近代中國的西藏想像
Esoteric Buddhism, Theocracy, Polyandry: Modern Chinese Imagination on Tibet, 1912-1949

通過漢人如何想像西藏的個案？本書展示近代中國國家建構過程中民族主義
的另一面向：漢人如何看待非漢族群。本書提出，即使是訴求愛國主義、民
族政策或邊疆治理，中國民族主義都需先回應自身對非漢族群的潛在偏見。

以漢人的西藏論述為例，本書集中在宗教（西藏密宗）、社會形態（封建神
權）與性別（一妻多夫制）三個面向，探討近代漢人對西藏的主要認知。而
漢人中心主義所欲再現的西藏，隱藏著提供西藏現代化的物質與精神支助之
想望。

作者：簡金生                         出版日期：2022/11/30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00

★★榮獲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補助



風雲起：抗戰時期中國的氣象事業
Weather and Warfare: Chinese Meteorology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二戰期間科學為戰爭服務，不只是我們熟知的原子彈研究，就連最習以為常的
「天氣」，也變為專屬國家的武器。

抗戰爆發，氣象情報與作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氣象觀測部門需要大幅地拓展
來適應戰局。特別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與美國成為軍事
同盟，美軍派遣專家到中國提供氣象技術援助，不僅改善了觀測的品質，也增
進天氣預報的準確性。這時候中國的氣象發展，有著美國深刻的印記。

本書以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幾個機構—航空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氣
象研究所、中央氣象局、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做為分析對象，從國民政府的視
角討論戰時中國的氣象事業，以「戰爭」做為推動力，了解其中帶來的氣象技
術與制度變遷。

戰後的中國，也因為有了戰時的經驗，為氣象制度帶來嶄新的契機。
作者：劉芳瑜                         出版日期：2022/12/30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500

★★本書榮獲111年度國家科技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

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



走過廢除中醫的時代：近代傳統醫學知識的變與常
Change and Unchange: Through the Er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olition

一場廢除中醫的風暴，颳起時代的反動與不安

1928年，國民政府衛生部正式成立，大力推動衛生的現代性。根據該部組織法
，設立「中央衛生委員會」作為衛生決策的議決機關。當時擔任委員者，無一具
有中醫背景，顯示傳統中醫在國家進行現代化時所面臨的危機。第一屆委員會於
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開，議中以「中醫妨礙全國醫事衛生」為由，提出四項
廢除中醫之提案，統稱為「廢除中醫案」，其目的在於採取漸進手段來限制中醫
，最終達到完全消滅中醫的目標。

從中西論戰到中西合璧

將邁向95週年的「廢除中醫案」風波，訴說著中醫近代史的發展，篳路藍縷、
步步艱辛。探索這段由低谷爬起的歷程，實為傳統中國文化與技術發展史上，少
數能抗衡西方文化衝擊的實例，是最能彰顯民國史多元「現代性」的史學論題。

醫療史的新解方

本書邀集兩岸學者共同撰稿，一同來關心近代中醫的發展，重新梳理中醫存廢與
醫界論戰的故事，並拓展論述廣度，分析醫者和文獻、藥品與技術、民間手抄本
等幾個重要論題，以豐富中國醫療史的整體研究。

主編：皮國立                         出版日期：2023/3/17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00

12篇專文，完整述說一段中醫存廢的歷史。



歐戰後美日兩國在華的對抗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China after World War I

歐戰結束後不久，美、日之戰論即在中國傳的沸沸揚揚。這些看似聳動的謠
傳與言論背後，其實反映出許多有意義的歷史面向。當時美、日報紙如何描
繪對方？政府有無故意放縱新聞輿論的炒作與渲染，或利用報紙鼓動民族情
緒，進行外交輿論戰？兩國人民接觸報紙塑造出的彼此負面形象，會不會在
互動時，做出過激反應而成為外交問題？在中國的美國人與日本人，他們所
看的中國現況，及對於彼此的印象與觀感，也都可能助長美日在華的對立。

在華的美、日「在地」觀點，能清楚描繪出兩國人民的互動情況；甚至透過
新聞媒體的傳遞與渲染，成為公眾輿論的力量，而影響政府的決策。本書藉
由觀察這些上下交織的輿論與外交活動，深入探究歐戰後美、日在華互動的
各種樣貌。

作者：應俊豪                        出版日期：2023/10/31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800★★本書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12年度「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獎勵

百年前的太平洋霸權競逐，互相猜忌的美、日兩國掀起新聞輿論戰

歷史的循環不斷重演，沒有國家能夠置身事外



從實驗室到生產線：
近代中國農業化學事業中的國家權力（1900-1950）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China after World War I

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兼任研究員專文推薦
  
歐羅肥，是農畜動物的輔助飼料，也是民國50、60年代小學生，拿來課後互相
開玩笑的名詞。巴拉松，是當年很常被使用的有機磷農業，也是社會新聞偶爾會
出現的悲劇性配角。

這些我們似熟悉卻又陌生的東西，是人類在農業活動發展中所製造發明出來的。
農業活動是人類經營環境最重要的方式，而促使此能力得以加強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化學工業的發展。在第一次綠色革命之後，化肥、農藥、科學分析的相關知
識，也在19世紀末傳入東亞地區。包括知識建構、生產事業、推廣組織以及田
間實作等多面向，對近代中國的農業、農村與農民的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以農業化學為線索，不僅可以發現農業轉型的意義，更能探究此過程中傳統部門
與現代部門的互動，是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東亞經濟的一環。

本書以農業化學事業為主題，首先探討近代東亞世界如何接受新式農業知識，並
建立教學研究體系；另借助國營事業的個案研究，觀察20世紀上半東亞世界推
動農業化學事業的經驗，及其所反映的現代國家建構複雜過程。

作者：侯嘉星                         出版日期：2023/11/30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550



台兒莊會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rchives on the Battle of Taierzhuang

今日兩岸歷史紀錄中的台兒莊大捷，內容多是抗戰政治宣傳塑造的虛像。

台兒莊大捷之後，陳誠在演講中提及台兒莊大捷對國軍的影響：
◆國民之自信力增強，過去悲觀之心理予以完全掃蕩。
◆國際間之視聽將為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
◆傀儡漢奸知敵之敗徵已兆。

爬梳國軍與日軍檔案，我們可以知道1938年台兒莊的勝利是存在的，只是能不能
稱得上大捷，卻有待商榷。但為了激勵民心士氣，在上海、南京相繼撤守之後，
沒有人知道抗戰還要打多久，全國軍民都需要打上一劑強心針，台兒莊戰場的勝
利，便成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最佳的宣傳素材。

由於過去的研究方法，普遍缺乏戰史檔案的國際比較，日軍台兒莊攻略的意圖、
國軍總攻、殲敵的事實真相，及主力湯恩伯軍團的作戰實態等重要問題，都存在
著多種歷史誤解。

本書利用中日兩國第一級檔案史料進行比較考證，釐清日軍兩個支隊先後撤出台
兒莊戰場的經緯及有關台兒莊戰役國軍戰果紀錄的不實，並從戰略層面解析台兒
莊之勝與徐州會戰敗北間的內在關聯。

作者：姜克實                        出版日期：2024/1/31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80



追尋民國漢語穆斯林的足跡
Tracing the Han-Speaking Muslims in Republican China

漢語穆斯林（The Chinese-speaking Muslims / The Han-speaking Muslims：漢回）是個民族嗎？

與我們傳統上認知的回族，有什麼不一樣？當年提倡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是否包含漢語穆斯林？種種問題，由平山光將博士在本書中解答。

漢語穆斯林，與過去我們認知的藏族、蒙古族、新疆回族不一樣，這三個「族」，會
被認為有共同的居住地域、生活習俗、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是過去所謂的「邊疆民
族」。

漢語穆斯林則不同，他們講的是全國通行的漢語，信仰伊斯蘭教，遵守教義教規，有
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並不一定集體居住在某一省或某一城市，全國各地都可以尋找到
他們的蹤影，有文章稱漢語穆斯林在抗戰前已有五千萬人之多。

隨著政體更迭，他們也同步求新求變，面對不同政治體制，追求他們社群的最大福祉
與利益，因此有了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有了與外國穆斯林之間的往來，甚至進而協助
抗戰，以至冷戰時期的反共抗俄。

平山光將博士這本書，從民國肇始，到政府遷台以後，回顧了主要漢語穆斯林社群的
動態、所處的地位、與政府的互動，以及政府看待他們的眼光，一探這個對大眾來說
有些特別，實際上卻與你我生活在一起的人物風貌。

作者：平山光將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出版日期：2024/1/31      
定價：NT$780



蔣介石與中日蘇三角關係（1931-1937）
Chiang Kai-shek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Choice between Japan and Soviet Union, 1931-1937

作者：鹿錫俊                       出版日期：2025/2/8
規格：25開，硬皮精裝 定價：NT$700

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方面對蘇聯，東方面對日本，究竟是防共優
先，還是抗日重要，在有限的資源裡，亟需深思熟慮。

此時，中日蘇三角關係，因「疑」、「謀」、「憎」、「鬥」的多重交叉而形成
種種錯綜複雜的兩難困境。身處其中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圍繞「抗日」與「防
共」兩大難題經歷了怎樣的抉擇過程？日本因素對此發揮了什麼作用？蘇聯因素
又予以何種影響？

本書透過探究以上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面相，以及中
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為基於三個結合──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結合、
中日雙邊關係研究與中日蘇德等多邊關係研究的結合、政策演變史研究與人物研
究的結合──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書日文版《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1933-1937－「防共」と「抗日」をめぐ
る葛藤》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25年1月出版。

中文版不僅年代從1933年至1937年，延長為1931年至1937年；在內容方面，也由九章擴
大為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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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會議紀錄 

中央政治會議原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時期的產物。自1924年建立到1940年代，其名稱、組織、人事、功能，
隨時局迭有變遷。改組前，國民黨的組織採總理制、改組後取委員制，有鑑於中央執行委員人數太多（41
人），運作不易，孫中山聽取俄國顧問的建議，仿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模式，建立一個核心、人少的中政會，
以為運作靈活的決策中樞。1926年1月後，並於各地先後成立中政會地方分會，隨政局而變動。

一套定價：NT$1,700



抗日時期的重要史料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1964年至1966年間「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印了《中日
外交史料叢編》一套九冊，基本上以國民政府外交檔案為主，北
京政府外交檔案為輔編成。

這套《叢編》對中日關係的重大起伏，提供學界深入研究兩國從
文爭到武鬥的材料，是近代中日關係、具有很高價值的史料；本
學社除聘請學者專家新編「華北事變」資料專輯附入外，特別以
《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九冊為基礎，重新增刪並編輯匯成《近代
中日關係史料彙編》系列共17本，以方便學界利用。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

✓

✓

✓

✓

✓

✓

✓

定價：一套17本 NT$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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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封鎖與禁運事件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0/04/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70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在中日戰爭發生後，國民政府與同盟國結盟，提升了國
際地位，也保障戰後國際角色的演出。不過，同盟關係
也有摩擦和困擾，例如：美國中立法案（1939-1941）、
英國封鎖緬甸運輸通路（1940）都對中國造成的損害。

本書資料內容記錄了包括：
➢戰時中國政府的護僑、護產措施
➢日本對東南亞的控制，如越南禁運、封鎖緬甸、控制
泰國
➢美國中立法案、禁運法案及與日使野村談判
➢1940 到1945 年間日蘇關係的轉變

The Blockade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一九三○年代的華北特殊化（三本）

本書選錄之文獻，聚焦於1930 年代的「華北問題」。在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夕，因為日本的作用，華北地區的河北、察
哈爾二省，已形成所謂「特殊化」的局面，對南京中央政府實
處於半獨立的地位。

《一九三〇年代的華北特殊化》分三冊，主編群除利用外交部
檔案外，並加入國史館庋藏之蔣中正總統文物相關資料，希望
以豐富史料，重新探索1930 年代中日、內外各方勢力競逐下
的華北問題。

主編：
黃自進、陳佑慎、蘇聖雄
出版日期：2019/09/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套三本NT$1,230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North China During the 1930s

主要內容包括：
➢長城戰役與塘沽協定（1933）
➢通航、通車、通郵交涉（1934）
➢華北特殊化與華北自治運動（1933-1935）
➢河北事件與南京政府退出華北 （1935）
➢宋哲元與冀察政權（1935）
➢中日國交調整（1933- 1935）
➢全面戰爭的前奏（1936）



二戰後的中日關係史料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戰爭賠償與戰犯處理

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
本書主要有一、中國對金山和約立場表示（1950-1952）
與金山和約的簽訂；二、中日雙邊和約前的籌議，包括
美方意向、實施範圍、中日雙邊交涉及名稱問題的討論。

日本投降與中蘇交涉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0/08/2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 NT$330 ， NT$330 ， NT$400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抗戰是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勝利。」戰後國共關係惡化、戰犯處置之外，
東北接收與中蘇交涉等棘手問題，均一一出現。而且直到交戰雙方和約簽訂完成，戰爭才算真正結束…

本書資料重在日本投降經過，接收東北、接收旅大與中蘇交涉，張莘夫被害案（1945-1947）。

1943年同盟國準備成立戰爭罪行調查會至1948年中國戰犯處理委會工作報告相關文件。

中華民國對日和約
二戰結束後，冷戰接踵而來，1949年後中國形成一國兩府的分
裂局面，1952年2月，日方與中華民國雙方簽訂「中華民國與
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直到1972年9月，遷移臺灣的中華民國
政府與日本維持了約二十年的正式外交關係。本書包含雙邊和
會的一次籌備會、十八次非正式會議及三次正式會議紀錄，完
整呈現會議自籌備至締約的過程。



蔣介石軍事作戰檢討（1945-1948）

中華民國政府為什麼在1949年「失去大陸」？數百萬國軍為什麼在國共戰爭中遭逢
空前未有的慘烈挫敗，是許多人日以繼夜嘗試解答的問題，包括國軍最高統帥—蔣
介石自己。

本書內容，是蔣介石個人、集若干國軍高層眾人之智，對於相關問題的深度反思。
和其他傳世的蔣日記摘抄本（如著名的「五記」 —《困勉記》、《省克記》、《學
記》、《愛記》、《游記》等）相較，最大的差異點是聚焦於軍事作戰，尤其是抗
戰結束後的國共軍事對決。

所有戰爭都是錯綜複雜的交手過程，絕非著眼於「高明的」或「昏庸的」指揮者，
事先規劃好的戰略，或幾條固定的戰術公式，就可以簡單歸結勝負因素。本書能夠
提供的，是在各種通案、個案的研究過程中，作為解讀歷史現象的有力參照。

本書事例豐富，涉及角度廣泛，毫無疑問是歷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史料。只要仔細
玩味書中的論點，並參酌其他資料作延伸調查、批判性分析，定可開啟國共內戰史
事研究之窗，更看清樣貌複雜多變的歷史圖景。編者：本社編輯部

導讀：陳佑慎
出版日期：2019/11/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80

Chiang Kai-shek's Review of Campaigns,1945-1948



復興贅筆：
蔣介石事略稿本補遺

蔣介石「事略稿本」刪節材料，重新補遺

1939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授意侍從室第二處
主任陳布雷編纂「事略稿本」，陳布雷於是聘來了浙江
奉化著名文人王宇高、袁惠常、孫詒三人擔任編纂工作。
這三位秘書被合稱為「奉化三先生」，他們選錄抄擷日
記、電文、報告等，以時間為經，編寫出蔣介石歷年的
大事紀。其中孫詒在編纂之餘，又將未收錄於「事略稿
本」中的文字，另行編纂為「復興贅筆」。

復興贅筆共有八卷，內容收錄有時如戰爭紀錄，描寫蔣
介石在各大小戰役中之指揮與決策，有時像口述訪談，
記述蔣介石與師友如陳其美、戴傳賢等人之往來，另外
還有些帶著點奇聞軼事的意味。這些內容為何不收錄
「事略稿本」，我們不得而知，但本書無疑是根據蔣介
石個人真實史料編纂而成，確可提供蔣介石其人的另一
側寫。

由手令看出：蔣介石大小事都要管嗎？

手令是指蔣介石親筆手書或簽署的命令，對象從
軍事委員長侍從室長官陳布雷到中央訓練團教育
長王東原重慶市長賀耀組等不一。這些手令雖不
一定是循正常管道發出的命令，對收受令者仍具
有一定的拘束力。

從手令內容，可以反映出蔣介石本人的關懷所在。
例如1942年蔣介石對重慶市長賀耀組的手令，指
示他特別注意重慶市區的街道清潔，並建設垃圾
坑、公共廁所，指定清掃人員及督察人員等。

本書讀者面對這些蔣介石親自決定或者拋出問題
想法的手令，或覺有些內容瑣碎細微，不禁會懷
疑：為何蔣介石大小事都要管？或許蔣介石終其
一生也都在拿捏分寸與思考其中分際，我們也由
此一窺中央領袖眼中所見民國中央及地方政治社
會的鏡象。

主編：任育德
出版日期：2020/02/28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30

作者：孫詒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0/01/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70

遙制坤輿：
蔣介石手令與批示



內戰在東北：駐蘇軍事代表團(一) (二)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面臨戰後的復員與重建工作，當時蘇軍已進入東
北，接受日軍投降，東北陷於一種頗為微妙的局勢中。國民政府於1945
年8月31日，議決通過「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決定在長春設立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以綜理東北各省收復事宜。

戰後東北問題錯綜複雜，關係中國時局的發展演變，《內戰在東北：駐
蘇軍事代表團》是以東北行營副參謀長兼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董彥平
保存的毛筆原件史料為主。

第一冊為「駐蘇軍事代表團交涉報告書」，綜述長達六個月的交涉經過。
第二冊為董團長與蘇軍副參謀長巴佛洛夫斯基的15次會議紀錄，以及與
特羅增科參謀長的17次會議紀錄。

這些史料對研究戰後東北當有相當的助益。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0/03/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兩本NT$600

Civil War in Manchuria: Military Mission in Soviet Occupation Force

延伸閱讀：



內戰在東北：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一） ～（五）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1/0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套共五冊、單冊 NT$350

Civil war in Manchuria: Hsiung Shih-hui, Chen Cheng, and the Northeast Field Headquarter - Section I- V

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簡稱東北行轅，先後由熊式輝、陳誠擔任主任，是抗戰勝
利後國民政府在中國東北地區的軍事、政治總樞，對熊式輝、陳誠個人的政治軍事
生涯，東北地區的局勢變動，以及全中國的國運，關係十分重大。

1948年2月，陳誠離開瀋陽赴上海治療胃疾。蔣介石另派衛立煌以東北行轅副主任
兼東北剿匪總司令名義主持大局。陳誠交棒未及一年，1948年11月，共軍徹底贏
得東北的全勝。數十萬東北共軍很快蜂湧開入關內，直接影響了整個國共戰爭的最
終結果。

史學家不禁想問：假使當年國民政府中樞、東北當局的抉擇有那麼點不一樣，是否
會改變東北國共戰局，進而牽動冷戰時代的全世界走向？ 

本套書的出版，提供了各種史學家想解惑之有力線索，可以一窺1948年衛立煌出
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國共醞釀錦瀋會戰以前，1947年熊式輝、陳誠主持東北行轅
轄下的軍政、軍令、軍隊政工，以及民政、財政事項，深入地了解東北問題的複雜
面向，尋索當時東北何以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局。

本套書一共五冊，第一冊與第二冊收錄「國民政府東北行轅民國卅六年度工作報告
書」，第三冊與第四冊收錄「國民政府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會議紀錄」，第五冊收
錄有關軍事、糧政與職員錄等參考資料。



南昌行營：政治工作報告(一)(二)

南昌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一)(二)(三)

1932年初，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3年2月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
5月成立，是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圍剿的總司令部。

「政治工作報告」是南昌行營處理剿共省份政治工作的報告。
在幾次圍剿共軍的過程中，蔣介石體認到單純以軍事力量無法
剿滅共軍，必須配合政治工作，爭取民心，也就是「三分軍事，
七分政治」的基本方針，力求整飭剿共區域內的政治措施，完
成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而南昌行營經過一年多的運行，國民政府在1934年12月組織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隨著追剿共軍進入四川，運
籌、指導、督察四川剿共各軍作戰，可以說是南昌行營的延伸。

「參謀團大事記」是南昌行營參謀團入川期間（1935年）的史
料集，由參謀長賀國光本人編輯。內容包括蔣介石之手令、剿
匪軍事、各省政治建設等，不僅記錄國民政府軍政力量延伸的
過程，也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體現。可增進對南昌行
營的軍事與政治地位，以及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甚至國民
政府如何建構現代國家等課題的認識。

「南昌行營」系列，以國民政府行營設置史上最重要
的南昌行營為核心，收錄：

「南昌行營：政治工作報告」二冊 
「南昌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三冊

編者：本社編輯部

政治工作報告：二冊 NT$630
參謀團大事記：三冊 NT$900



國民政府抗日戰場中的反細菌戰(一)(二)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前後，日本軍隊就已經開始試驗各類疫菌的威
力，企圖在中國戰場上發動細菌戰。到了1940年，日軍為了突破僵局，調
整在華作戰策略，細菌戰因為具有強大的殺傷力，成本低，能夠重創中國軍
民士氣，有效降低國軍戰鬥力、折損國民政府威信，使日軍不惜違反1925
年《日內瓦國際公約》，在浙江、湖南、江西、雲南等地發動細菌戰。

這其中，又以鼠疫傳播速度最快。日本軍機載運米、麥、粟、棉花，混雜鼠
疫桿菌、跳蚤，從上空撒落，進而引爆鼠疫大流行。鼠疫毫無預警地現蹤，
讓國軍在抵抗日軍攻擊時，還得嚴防鼠疫的隱形威脅；各省民眾飽受戰火迫
害之際，也要留意鼠疫的無情殘害。

作為抗戰領導中樞的國民政府，迅速啟動了防疫機制，將人力、物力投放到
鼠疫凌虐的地區，掌握鼠疫疫情、落實防疫工作、分配醫療資源、宣傳防疫
知識、指導防疫作業，從而存續中國抗日整體戰力。

本書詳實記錄八年抗戰時期的防疫作為，在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
球的當下，或許可以作為現今防疫工作的參考。

編者：許峰源
出版日期：2020/06/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兩本NT$630

Anti-Germ Warfare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 Section I  II



冰人與白塔：抗戰末期被遺忘的作戰計畫
Rashness and Beta: The Forgotten War Pla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編者：蘇聖雄
出版日期：2020/0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80

抗戰末期，中國除了持續抵抗日軍的進攻，也有駐印軍、遠征軍聯手打通印緬到雲南的
交通線。而在美軍逐步反攻西太平洋之際，中國戰區美軍總部戰區設計科開始草擬由中
國大後方反攻日本在華佔領區的計畫。

1945年3月的〈冰人作戰計畫〉（Rashness），經魏德邁將軍核定，打算在日軍自貴
州撤退後，尾隨進攻，奪回長沙、衡陽一帶的產糧地區，並且伺機攻下武漢。主要目的
在太平洋美軍反攻時，可以牽制日軍兵力，並且提供空軍基地協力作戰；藉此提高中國
陸軍之士氣及戰鬥力。

後來成案的〈白塔作戰計畫〉（Beta），則是因應日軍從華南逐漸撤軍、美國占領菲律
賓，補給線可以延伸至中國沿海，讓補給不必再透過危險的駝峰航線或是蜿蜒的中印公
路，可以直接從廣州一帶港口上陸，並可切斷日軍的大陸補給線，因而成為中國戰區最
終的總反攻計畫。

學界研究中日戰爭多集中在討論抗戰初期的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或是重要的會戰，
相對較少討論抗戰末期的軍事反攻。當然，美軍重點是太平洋戰區，並沒有打算依靠中
國戰區做為主力來反攻擊敗日本，後來美國的原子彈與蘇聯參戰使戰爭迅速結束，更讓
國軍反攻的作用相對黯淡。但是如果沒有中國戰區牽制了超過百萬的日軍，美軍在太平
洋方面的進展，恐怕只會更加艱苦。本書所收錄的的兩份總反攻計畫，便具體呈現了美
軍與國軍的協同，與美軍對國軍反攻的期待。



關鍵年代：空軍一九四九年鑑（一）

The Critical Era: Annual of R. O. C. Air Force in 1949 - Section I

中華民國空軍，可以追溯自1920年11月29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大沙
頭成立直隸於大元帥府的「航空局」，首任局長朱卓文，開創了我國空軍的
第一個組織。

1928年北伐完成後，軍政部航空署下轄航空隊四隊，並由張靜愚擔任中央
陸軍軍官學校航空隊隊長，空軍在這時候略具雛形。而後空軍不斷擴充，肩
負剿匪、討逆（福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對日作戰等任務。1937
年8月14日八年抗戰初期，由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領軍，攔截日軍木更津、
鹿屋兩海軍航空隊轟炸機，擊落敵九六式轟炸機二架，是八一四空軍節的由
來。

經過抗戰期間的損失與整補，戰後配合國防部的籌建與早期運作，空軍於
1946年8 月16日實行改編，以八又三分之一大隊的兵力，襄助陸軍遂行作
戰任務，至1949年4月23日總司令部遷台。

本書為空軍記錄自身1949年的人事、情報、作戰訓練、補給等項目，呈現
空軍在1949年的關鍵年代裡，如何一面撤遷、一面整訓、一面作戰的全貌。

原編：空軍總司令部
新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0/0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



抗戰勝利後軍事委員會
Joint Meeting Minutes of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1945-1946

編者：陳佑慎
出版日期：2020/11/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雖然國民政府有在規劃抗戰以後的情形，但勝利還是來得太突然，多數的規劃
並沒有真的走到可以實行的階段，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勝利後的復員、重建與
軍事行動，總是落後一拍。

作為作戰中樞的軍事委員會，自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之初，至1946年4月
軍事委員會撤銷、國防部成立前夕，一共開了30次聯合業務會議／會報，要
來處理軍事上大大小小的問題。

從這些會議／會報留下來的資料，看到國軍面臨最嚴重的問題，一個是後勤補
給系統跟不上；一個是「偽軍」改編的問題，想全數解散，但最後還是不得不
用…

國軍在抗戰勝利之後，戰力上的限制也不少。裝甲兵只有從印度回來的3個營，
加上接收日軍的9個營，總共12個營，撒在廣大的戡亂戰場上，其實對戰局的
影響很有限。而空軍在抗戰結束後，航空委員會雙手一攤，表示運輸機太少，
沒有辦法支援軍事空運需求，陸空協同作戰，時間也尚未成熟。

從本書中可發現抗戰結束後，各種軍事問題的紛雜，既要配合復員到南京，又
要準備改制成國防部，但也是承載著當時國民黨人設想的未來軍事建設藍圖。



軍政部部務會報紀錄（1945-1946）

Meeting Minutes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1945-1946

編者：陳佑慎
出版日期：2021/02/08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

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國民政府的最高中央軍政機關──軍政部，已經踏上自身歷史的最
後階段，同時也處於影響力大增的時期。1946年5月，軍政部正式裁撤，所屬單位大部
移編新制的國防部，軍政部長陳誠則接掌首任國防部參謀總長。

自1945年1月迄1946年5月裁撤前夕，軍政部的歷次部務會報紀錄，就呈現了軍政部在
陳誠主持下，如何面對當時千頭萬緒的軍事局面。

軍事史研究學者劉馥（F. F. Liu）形容，國民政府仿若是由「軍事政府」（military 
administration）和「文治政府」（civil administration）兩者合組而成，再以軍政部
將兩者連接起來。而要理解這階段軍政部實際扮演的角色，則不能忽略部長陳誠所肩負
的特殊任務。

透過本書可一窺陳誠部長任內，軍政部處置整軍、接收、復員、還都，以及各類裝備、
軍需（主要為被服、銀錢方面）、兵工、軍醫、人事（主要為榮譽軍人管理、軍事學校
畢業員生調查）等工作的決策過程。

本社先後整理出版的《抗戰勝利後軍事委員會聯合業務會議會報紀錄》、《軍政部部務
會報紀錄（1945-1946）》，呈現了兩個機構在自身歷史最後階段的動態，也是中華民
國政治、軍事發展的極關鍵時期。利用這兩部史料，並參照其他資料，綜合考量其他國
內外因素、以及兩機關結束以後所屬業務的發展情形，將可更深入地探析近代中國軍事
、政治史事的發展。



抗戰勝利前後國民政府的審計工作（1944-1946）

當時處在戰亂中的中國，財政是很不好的，因而審計工作，
就變得很重要，但是也非常難進行。透過這三本財政史料，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前後對中央及地方各
單位的財政支出審查情形。即便是百般困難的戰爭時期，政
府的審計工作並沒有因此而中止。

本系列分別為1944年、1945年、1946年的審計工作報告，
彙整年度政府歲出歲入及各省收支情況，另外增補許多審計
法規。

報告書的基本體例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國家整體歲出的概覽；

第二部分為中央政府歲出統計，

第三部分為「自治財政歲入歲出審計概況」，
針對各省縣財政進行抽查，並通報缺失要求改善。

第四部分，針對該年度的調查繪製各種圖表，
呈現國家審計的概況，報告的最後附有檢討及建議事項。

編者：本社編輯部
導讀：侯嘉星
出版日期：2020/11/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1944年 NT$350
            1945年 NT$350
            1946年 NT$350

內附有前人手繪統計圖表→

The Audit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44-1946



一二八淞滬自衛作戰史料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Shanghai Incident,1932

編者：本社編輯
導讀：李君山
出版日期：2020/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本書《一二八淞滬自衛作戰史料》共分兩部，第一部是「史料」彙編，第二
部則為親歷者的記載。

史料彙編收錄13件檔案，篇幅長短不一，最重要者為第1件「國民政府淞滬
自衛作戰經過報告書」，是為國府呈送1932年4月召開的「國難會議」之總
結報告，內容反映了國府第一時間的官方說法。特別是關於蔣介石曾否盡力
援助第十九路軍抗戰，始終是戰時戰後的爭執焦點。

第二部親歷者的記載，收錄《王禮錫戰時日記1932》相關內容。該篇係摘
自前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王禮錫（1901-1939）生前所遺留的手記。起自1932
年1月29日，迄至同年3月4日。內容主要記載有關「一二八」事變，以及該
段期間之社會百態。



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一）（二）

本書廣泛蒐集取材中華民國政府因應印度獨立，於對印關係決策形成過
程之原始檔案，分為「中印建交」、「印巴分治」、「印度發起亞洲會
議與合作組織」、「西藏問題」，四個大類。

從宏觀視角及脈絡，研析印度獨立前後中印關係轉折及延續之核心議題
、關鍵因素，及其於兩岸分治後中臺印關係發展與亞洲冷戰史的影響作
用，特別是冷戰初期面臨美蘇在亞洲形成對峙、國共勢力消長，與中印
之間的多邊應對與連動性，期能以史料為據、從史實出發，思考政府對
印關係的承先啟後意義。

回顧冷戰初期的中印關係發展，政府從「聯印制蘇」、「先印後巴」到
「聯巴制印」以維反蘇反共立場的外交策略轉換，其間各方民族主義思
維所具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的本質異同，泛亞洲主義訴求文化統合、亞
洲一體的政治意識，去殖民與後殖民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斷裂與延續，亞
洲反共聯盟與不結盟運動的萌發及對立等等，對於理解當今亞太國際政
治現實、區域衝突與和平維繫，或仍有相當啟發性。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a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1946-1950 - Section I.II

編者：廖文碩
出版日期：2020/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一)NT$400  (二) NT$400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一）～（四）

1920年代初期（1924-1927）以國共關係為基礎，是國民黨史上的「聯俄
容共」時期。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提供了初期國共關係史研究的基
礎，而1920年代國民黨改組，有一定的背景和限制，本書帶您了解一個孫
中山「革命黨」如何轉變為「革命政黨」。

孫中山除了主持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第一次會議外，在生前共出席14次，
最後一次是1924年4月28日的第25次會議，本書完整呈現孫中山「總理」
的特殊地位，更可見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與決策。

1923年共產黨開始陸續加入國民黨，中共創始黨員之一的毛澤東，也在這
股入黨潮時變成國民黨人（跨黨黨員），本書收錄了1924年1月底2月初，
毛澤東出席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一至三次會的發言。

書中還記錄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各部職務，如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婦
女部，如何去進行黨務運作、組織動員、宣傳、調查報告等等。

另外，其他重要事件，如廖仲愷被刺案、中國國民黨對關稅會議宣言、反
奉戰爭宣傳大綱等；其中，北京執行部與林森、謝持、鄒魯衝突始末案，
可看出黨內左派、右派的分化，黨內容共、反共兩陣營翻臉，國共問題此
後逐步演變成「你死我活」的政治話題。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1/01/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 每冊

The Minutes of First Central Executive Council - Section I ～ IV



民國時期報業史料：上海篇（一）（二）

編者：高郁雅
出版日期：2021/03/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 每本

近代報刊自十九世紀清末傳入中國，上海雖晚於澳門，但發展速度飛快、無論創報
數量及影響力，都超越各地、成為全國的新聞中心。
近代上海報刊的歷史，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1850-1895年）隨著上海都市的形成進入初步發展時期。（1895-1915年）靠著
民主政治運動與外國租界的庇蔭，奠定發展格局，報刊已成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
（1915-1937年）全面穩定的發展。（1937-1949年）報業發展進入了萎縮與停滯
期：抗戰與國共內戰致使言論空間遭到限縮、加上通膨等，至1949年中國政局轉易
，商業報紙遭到新政權軍管封閉，報界出現空前的蕭條。

本書收集1912-1949年的上海報業史料種類多元，如上海市檔案館檔案、報人回憶
、報章雜誌文章等，上下冊內容包含：
✓ 報業概況：上海報業的基本特色、民初上海各大報歷史、報業公會運作。
✓ 報館職工：報館職工各部門人數、工作標準與計薪方式，皆有完整記錄。
✓ 新聞編採：報館收集訊息、編輯新聞的相關規定，詳盡介紹從採訪、編輯、印

刷、發行，報紙出產的各環節。
✓ 報館營運：分析報館發行、廣告、印刷等各種實際營運問題，《新聞報》如何

靠廣告賺錢、 《申報》戰後在臺灣拓點所遭遇到的困難。
✓ 記者職業：揭露了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認同、工作紀律、稿費待遇等職涯問題，

呈現當時對記者道德的討論，以及關於黃色新聞的流弊與記者報導的分寸等。
✓ 管制與戰爭：論述新聞檢查、暗殺報人、戰爭威脅等報館的種種困難。
✓ 小報：重要小報的歷史與特色、小報管制、取材、經營、小報報人等內容。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hanghai Newspapers, 1912-1949 - Section I  II



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海事建設（一）（二）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arine Construction - Section I II

編者：許峰源
出版日期：2021/04/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 / 每本

近年來，南海主權爭議越演越烈。1945年8月，對日抗戰勝利，南海島嶼也列為
接管的重要事項。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觀察情勢，決定畢其功於一役，完成西沙
、南沙群島調查、接管及國軍進駐作業。1946年11月至12月間，國防部派遣多
艘軍艦，按照「南海諸島疆域圖」，運載各界專業人士前往西沙、南沙群島，以
此確立戰後中國的南海主權，透過實際勘查，籌劃未來發展方向，但卻受到國共
戰爭影響而力有未逮。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臺灣後，面臨環南海國家與中共勢力
進逼，雖然聲稱擁有南海諸島主權，但已漸漸無法實際掌控。

20世紀下半葉，在兩岸分治、美蘇對峙以及亞洲新興國家等各種變數下，南海主
權錯綜複雜，尤其是當聯合國宣布南海蘊藏豐富石油資源，周邊國家大張旗鼓，
不惜動用武力，捍衛主權，爭奪資源，軍事衝突與日俱增。到今天，南海還是亞
洲的火藥庫，戰爭似乎一觸即發，威脅全球和平安全。

本書編者許峰源博士，透過翔實的檔案資料，清楚觀察清政府、北京政府與國民
政府經營南海主權的實際樣貌，以及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內外挑戰。特別以南海諸
島的海事建設為主軸，編選《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海事建設》，共計二冊，
探索百年來中國經營南海島嶼燈塔、無線電報與氣象作業的成果，從實務面詮釋
中國捍衛南海主權的歷史事實。



編者：蘇聖雄
出版日期：2021/05/2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1937年-NT$350
            1937年-NT$380

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7）（1939）
General Report of Special Intelligence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937   1939

國民政府的軍事情報組織，源自於1928年的北伐時期，當時蔣中正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
令，他的學生──戴笠，奉命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負責北伐前線軍事
情報的調查和蒐集。這個組織，後來變成「特務處」，再來則是調查統計局第二處。

抗戰爆發以後，原來編制有三個處的調查統計局改組，分別成為不同的獨立情報組織，
徐恩曾負責的第一處就是「中統局」，戴笠的第二處則是鼎鼎大名的「軍統局」。

《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7年，是處長戴笠總結一年來的工作成果，呈送
給蔣中正的報告書。1937年初，國民政府一方面還在處理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善後工
作，整個西北的情報部署都要重新來過；一方面要面對最大的外敵──日本，在7月蘆溝
橋事變爆發之前，打一場無聲的諜報戰爭。在總報告中，可以看到特務處的擴編變動過
程，以及改組後的組織人事、情報、行動、警務、郵電檢查、緝私、電訊交通、司法，
還有下一年度預備進行的工作計畫。

1939年的工作總報告，則時值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進入抗戰第二期的「持久戰時
期」。在這個階段，「政治重於軍事」、「情報重於判斷與想像」，軍統局注重挑選諜
報工作人員，分析實際環境，制定各種工作計畫，一方面擴展有關軍事之情報，以供蔣
中正運籌帷幄；一方面在日本占領區加強行動與破壞工作，制裁重要漢奸，破壞日軍交
通、資源，打擊日軍的作戰能力；在國民政府統治區，要安定後方秩序，保衛蔣中正個
人安全。其中，也包括對汪精衛等人行蹤監控與制裁行動的蛛絲馬跡。



原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
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2/04/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1937-1939) NT$400 (1939-1941) NT$380

(1941-1943) NT$380 (1943-1945) NT$350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戰區抗戰大事記（1937-1945）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Daily Record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抗戰爆發，軍事委員會為適應戰局，劃分全國各接戰地帶，實行戰區制度，閻
錫山民國26年8月11日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率山西軍民對抗日軍侵略，
雖軍力落差，山西泰半淪陷，但閻錫山幾乎都坐鎮在司令長官部。

閻錫山一向重視個人資料之庋藏，不只廣為蒐集，且善加整理保存。其在臺北
故居存有先生親筆著作、抗戰史料、山西建設史料等豐富典藏，對重構民國時
期山西省政輪廓，尤見助益。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獲授權新出版的「閻錫山故居
所藏第二戰區史料」叢書，內容包含抗戰時期第二戰區重要戰役經過、第二戰
區的經營、第二戰區重要人物錄、第二戰區為國犧牲軍民紀實，以及第二戰區
八年的大事記等，均屬研究第二戰區與華北戰場的基本重要資料。

《第二戰區抗戰大事記》收錄閻錫山故居庋藏「第二戰區抗戰大事記」與「第
二戰區抗戰大事表」，資料內容起自民國26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當天，終至民
國34年7月2日。每份原稿，均是由前一年的7月7日，至後一年度的7月6日，
記錄當天第二戰區的重要情勢，及編譯組認為重要的國內與國際消息，幾乎完
整記錄了抗戰八年第二戰區的歷程。 

完整記錄了抗戰八年第二戰區的歷程



編者：本社編輯
出版日期：2022/05/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第二戰區之過去與現狀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Second Theater

抗戰爆發，軍事委員會為適應戰局，劃分全國各接戰地帶，實行戰區制度，
閻錫山於民國26年8月11日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率山西軍民對抗日軍
侵略，雖軍力落差，山西泰半淪陷，但閻錫山幾乎都坐鎮在司令長官部。

閻錫山一向重視個人資料之庋藏，不只廣為蒐集，且善加整理保存。其在臺
北故居存有先生親筆著作、抗戰史料、山西建設史料等豐富典藏，對重構民
國時期山西省政輪廓，尤見助益。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獲授權新出版的「閻錫
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叢書，內容含抗戰時期第二戰區重要戰役經過、
第二戰區的經營、第二戰區重要人物錄、第二戰區為國犧牲軍民紀實，以及
第二戰區八年的大事記等，均屬研究第二戰區與華北戰場的基本重要資料。

《第二戰區之過去與現狀》收錄閻錫山故居庋藏「第二戰區之過去與現狀」
書稿，該稿成於民國31年10月，回顧由抗戰爆發以來的第二戰區概況。內容
依序分為「作戰」、「政治」、「政工」、「軍訓」、「經濟」、「文化」
等六大方面，是抗戰初期到中期，第二戰區在敵、偽、逆、叛的多方夾擊之
下，如何維繫戰區與山西省政的綜合檢討報告。在報告之後，並收錄這段期
間第二戰區底下軍、政、教、民，為國捐軀「抗戰忠烈」的故事，以及第二
戰區與山西省政府「軍政首長」的小傳。

回顧抗戰爆發後的第二戰區概況



編者：許預甲
出版日期：2022/05/31
規格：25開，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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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第二戰區抗戰要役紀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Main Campaign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抗戰爆發，軍事委員會為適應戰局，劃分全國各接戰地帶，實行戰區制度，閻錫
山於民國26年8月11日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率山西軍民對抗日軍侵略，雖
軍力落差，山西泰半淪陷，但閻錫山幾乎都坐鎮在司令長官部。

閻錫山一向重視個人資料之庋藏，不只廣為蒐集，且善加整理保存。其在臺北故
居存有先生親筆著作、抗戰史料、山西建設史料等豐富典藏，對重構民國時期山
西省政輪廓，尤見助益。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獲授權新出版的「閻錫山故居所藏第
二戰區史料」叢書，內容含抗戰時期第二戰區重要戰役經過、第二戰區的經營、
第二戰區重要人物錄、第二戰區為國犧牲軍民紀實，以及第二戰區八年的大事記
等，均屬研究第二戰區與華北戰場的基本重要資料。

《第二戰區抗戰要役紀》收錄閻錫山故居庋藏「第二戰區抗戰要役紀」第一集與
第二集初稿，由許預甲所編纂。書中內容，起自民國26年8月的南口會戰，終至
民國29年中的第三次晉東南會戰，為第二戰區作為華北堡壘、西北屏障，於抗
戰初、中期，以晉綏軍為本體，搭配空軍、西北軍、中央軍、第十八集團軍等部
隊，完成支持華北、保障西北、掩護西南的四個階段作戰任務。

紀錄第二戰區重要的作戰任務



編者：黃自進、蘇聖雄
出版日期：2022/05/31
規格：25開，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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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日本：蔣介石的青年時代(一)(二)(三)
Japanese Influence: The Young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的一生，與中國近代史密不可分，也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一
頁。他在1908年，20出頭的年紀負笈日本學習軍事，東瀛留學之旅，奠定他
近代知識文明的基礎。

本書從清朝與日本的軍事教育合作計畫為起點，當時為了讓中國留日的學生
受到完整的軍官訓練，創設士官學前教育訓練機構——振武學校。它可說是
影響近代中國最深遠的學校，培養出的學生如張羣、閻錫山、何應欽，以及
最知名的蔣介石。

青年蔣介石以蔣志清之名赴日留學，在振武學校學習日文，也學習數學、物
理、化學、中外史地等新式教育課目。在日本教育影響下，他更建立了嚴謹
的衛生習慣。青年蔣介石與後來形象有著很大的差別，他出勤表現平平，課
業成績不是頂尖，就是一個既普通又不出色的平凡青年學生。但這段留日的
經驗，卻對他日後人格培養與治軍方針造成極大的影響。

本書將帶您了解蔣介石就讀的振武學校，看看他學習了什麼，理解他的教育
背景，將可對蔣介石有全新的認識。以原始檔案紀錄為經，蔣介石的回憶為
緯，重建當時的歷史情景。

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主政時期，在各方面與日本是既合作又衝突關係，本書
亦是探索這段歷史的重要背景資料，從青年蔣介石的日本經驗中，可以看到
早期中日交流的蹤跡。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1946-1948）上冊/下冊

Ministry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1948 - Section I-II

主編：陳佑慎
出版日期：2022/06/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上)、 NT$350(下)

1946至1949年間，赤焰蔓延，兵禍連結，4百餘萬國軍部隊正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存續
而戰。指揮大軍的總樞--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國防部，接收了抗日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會、行政院軍政部的業務，3千餘名軍官佐、在座落面積2.3公頃的南京原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建築群內辦公。這一小片土地上的人與事，卻足以作為後世研究者全局俯瞰動盪歲
月的切入視角。

國防部是一個組織複雜的機構，本次學社出版的「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國防部參
謀會報紀錄」、「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收錄了國防部各廳各局的參謀軍官群體，平
時為了研擬行動方案，討論行動方案實施辦法，頻繁召開例行性的會議紀錄，無疑是一
窺國防部人與事、十分有用的史料。

關於這些會報的起源與實施情形，可參考本書主編陳佑慎博士的「導論」。或許大家比
較想了解，能不能從這些會報中，看到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在1949年「失去大陸」的原
因。

這一系列會報的價值，在於提供研究者較全面的視野，檢視參謀軍官群體如何以集體的
形式發揮作用。他們透過會報的平台，研擬方案、研提意見、向層峰反饋工作成果，再
加上參謀總長、次長的綜合分析與建議，當然蔣介石對參謀軍官群體的各種擬案可以採
用、否決或要求修正，但在多數情形下依舊離不開原來的擬案。

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分上、下兩冊，分別收錄了：1946年6月17日至1947年3月8日、
1947年3月28日至1948年4月26日的紀錄。



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1946）（1947）

General Staff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1947 

主編：陳佑慎
出版日期：2022/06/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1946)、 NT$400(1947)

1946至1949年間，赤焰蔓延，兵禍連結，4百餘萬國軍部隊正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存續
而戰。指揮大軍的總樞--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國防部，接收了抗日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會、行政院軍政部的業務，3千餘名軍官佐、在座落面積2.3公頃的南京原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建築群內辦公。這一小片土地上的人與事，卻足以作為後世研究者全局俯瞰動盪歲
月的切入視角。

國防部是一個組織複雜的機構，本次學社出版的「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國防部參
謀會報紀錄」、「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收錄了國防部各廳各局的參謀軍官群體，平
時為了研擬行動方案，討論行動方案實施辦法，頻繁召開例行性的會議紀錄，無疑是一
窺國防部人與事、十分有用的史料。

關於這些會報的起源與實施情形，可參考本書主編陳佑慎博士的「導論」。或許大家比
較想了解，能不能從這些會報中，看到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在1949年「失去大陸」的原
因。

這一系列會報的價值，在於提供研究者較全面的視野，檢視參謀軍官群體如何以集體的
形式發揮作用。他們透過會報的平台，研擬方案、研提意見、向層峰反饋工作成果，再
加上參謀總長、次長的綜合分析與建議，當然蔣介石對參謀軍官群體的各種擬案可以採
用、否決或要求修正，但在多數情形下依舊離不開原來的擬案。

本書收錄的範圍，為1946、1947年度的國防部參謀會報紀錄。



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1946-1948）
Warfare Meeting Minute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6-1948

主編：陳佑慎
出版日期：2022/06/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

1946至1949年間，赤焰蔓延，兵禍連結，4百餘萬國軍部隊正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存續而戰。
指揮大軍的總樞--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國防部，接收了抗日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
軍政部的業務，3千餘名軍官佐、在座落面積2.3公頃的南京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建築群內辦
公。這一小片土地上的人與事，卻足以作為後世研究者全局俯瞰動盪歲月的切入視角。

國防部是一個組織複雜的機構，本次學社出版的「國防部部務會報紀錄」、「國防部參謀會
報紀錄」、「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收錄了國防部各廳各局的參謀軍官群體，平時為了研
擬行動方案，討論行動方案實施辦法，頻繁召開例行性的會議紀錄，無疑是一窺國防部人與
事、十分有用的史料。

關於這些會報的起源與實施情形，可參考本書主編陳佑慎博士的「導論」。或許大家比較想
了解，能不能從這些會報中，看到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在1949年「失去大陸」的原因。

這一系列會報的價值，在於提供研究者較全面的視野，檢視參謀軍官群體如何以集體的形式
發揮作用。他們透過會報的平台，研擬方案、研提意見、向層峰反饋工作成果，再加上參謀
總長、次長的綜合分析與建議，當然蔣介石對參謀軍官群體的各種擬案可以採用、否決或要
求修正，但在多數情形下依舊離不開原來的擬案。

本書收錄的範圍，為1946年6月23日至1948年11月25日的國防部作戰會報紀錄。



回到家庭去：婦女職業問題討論集(1933-1945)上冊 / 下冊

Kinder, Küche, Kirche - Dispute about the Women’s Work Right, 1933-1945 - Section I-II

主編：柯惠鈴
出版日期：2022/08/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上、下冊各NT$400

關於近代中國的婦女職業問題，從晚清以來便成為改革派富國強民論說中重要的一環。

19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女權保障、男女平等的熱烈議論催化下，婦女職業問
題更與社會改革亦步亦趨。到1930年代，關於婦女職業的討論由「紙上談兵」轉成可見
的社會現實，新的現象是婦女職業與職業婦女並肩偕行。1940年代，進入戰爭狀態，婦
女職業的討論不再限於婦女地位提升、女性工作權保障等問題，更多民族、家國、苦難、
婚姻家庭扭曲等介入婦女職業領域。

當時的德國，出現了要婦女注重子女（Kinder）、廚房（Küche）、教堂（Kirche）等家
庭事務的呼聲，傳到中國，這個口號被翻譯為「回到家庭去」。在五四運動激起了女權保
障的滔天巨浪以後，究竟社會輿論是重視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職場的權利？還是比較偏重
於物質生活與婦女獨立的關聯性？或者更進一步，面對中國婦女職業問題所產生的困難，
並提出解決方針？抑或只是不切實際地嘴上說說？

面對當時的社會氛圍，1930-1940年代的民眾、輿論、記者、女權主義者、方面大員
（陳儀），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形塑而成婦女職業問題的討論焦點。

本書所搜羅的資料，涵蓋1933至1945年，即是立基於較長時段的視野俯瞰近代中國婦女
職業發展歷史，以期所有史料能有新的詮釋。



中醫不科學？1920-1930年代的社會輿論 上冊 / 下冊

Unscientif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blic Opinion in the 1920s-1930s China - Section I~II

主編：皮國立
出版日期：2022/08/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上、下冊各NT$400

你會看中醫、吃中藥嗎？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你聽過或吃過「清冠一號」來抗
疫嗎？那些林立於大街小巷的中藥鋪和中醫診所，曾經差一點就不復存在了。一百多
年前，五四運動勃興之後，人們開始高喊「科學化」與「西化」，要打倒一切陳腐、
過時的舊學問，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國醫學，也被捲入這場風暴中。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成立，其下設置「中央衛生委員會」，並於當年
2月突襲中醫藥界，以「中醫妨礙全國醫事衛生」為由，提出四項有關「廢除中醫」之
提案，擬定一連串漸進手段來限制中醫發展，希望逐步達到消滅中醫之目標。隨後，
全國中醫藥界迅速展開了一連串抗爭與請願，甚至一路鬧到中央，驚動府院高層，最
終保住了現代中醫藥發展的命脈。

這段歷史，見證了中國醫學現代化、科學化之開端，意義重大。本書收錄當時與隨後
抗爭的相關檔案和報刊資料，重現當時的新聞輿論和醫藥業界對此事的看法，重新演
繹這段中醫現代史的重大事件。本書不只促使我們思考中西醫學在當時的交鋒，這些
史料更提醒我們，面對傳統知識與西方科學，或可抱持甚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值得讀
者從史料中細細思索玩味。書中有關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革命思想等話語，也顯示
中醫存廢問題其實和政治發展之間的高度相關性。透過研讀本書，必能增進對這個時
代醫藥問題的認識，也能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面來評估這場運動的成敗得失，
並重新詮釋現代中醫史的發展脈絡。

紙本缺貨/有電子書



駝峰生命線：抗戰時期印緬物資內運紀錄(1942-1945)

The Hump: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Inward Transport from India and Burma, 1942-1945- section I~II

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2/12/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上冊NT$420 、下冊NT$400

八年抗戰，不是一人一地的抗戰，而是全國軍民一同奮起的抗戰。在後勤戰場上，自
太平洋戰爭爆發，滇緬公路斷絕以後，靠的就是「駝峰生命線」，這些冒險犯難的飛
行員、機工人員、地勤人員，還有在中印兩地籌劃的各機關人員，希望快速又有效地
把重要物資送進中國。

1942年4月，美國陸軍航空隊開始了這條從印度出發，飛越層層高山的危險航線。之
後中國航空公司獲得美國援助運輸機，也加入了中印空運的陣容。至1945年11月，運
進了穩定金融的鈔券、製作武器的兵工材料、軍民必須的醫藥衛材、擴大生產的資源
設備，充實國內軍事、建設等需求，也負責美軍在中國所需，同時更把國內能販售的
物資，及同盟國需要的稀有礦產，利用回程機送到印度轉運出去。

這條駝峰生命線，除了天上飛的飛機，也需要地面的後勤部隊、倉庫場站、地面運輸
車隊，甚至氣象單位的協助。當時國民政府在沿線設置有測候站，來觀測航線沿線的
天候狀況。雖然如此，還是有不少飛機失事在叢山峻嶺之中，至今仍然是下落不明。

本書收錄關於駝峰生命線組建的相關法規，及重慶、印度各地負責人員的討論內容，
包括運輸統制局內運優先管制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運輸會議物資內運優先管制會議、
交通部公路總局國際運輸委員會、中央各機關駐印代表臨時會議、軍事委員會運輸會
議、資源委員會駐印三代表運輸會議、戰時生產局運輸優先會議、空運瀘縣物資分配
及接轉座談會等紀錄，書末另附航空委員會駐印辦事處業務報告，具體呈現駝峰生命
線的運作過程。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沿革史
History of Taiwan Provincial Security Command

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3/5/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380

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設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由陳儀主持，作為接收台灣時，
維護治安與受降的負責單位。

1947年，228事件之後，改制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由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
出掌。1949年初，因應軍事變局，再次改制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派陳誠掌
理。8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開始辦公，國勢日趨危殆，山河變色，復行改組，「台
灣省保安司令部」於焉成立，先以彭孟緝為司令，後又改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任。
1958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併入新編成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

本書原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於1957年10月印行的沿革報告，所以收錄的資料只到
1957年8月為止，共有三章及一個附錄，書末另外再由本社編輯部收錄補充資料兩
種。透過本書，可以了解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成立前的情形，以及所屬單位與負責
業務的概況。

究竟保安司令部的管轄權為何？平常都在辦什麼樣的案子？法源依據由何而來？本
書都可以讓讀者一窺端倪，更清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成立的緣由與任務所在。



移植與蛻變──國防部一九四六工作報告書
Transplantation and Metamorphosi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nual Report, 1946 - Section I-III

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3/5/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 $400 (二) $400 (三) $420 

穿梭時空，如果回到1946年中華民國國防部的歷史現場，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象？那
一年的6月1日，在美國軍事顧問協助下，國防部在南京成立。這個移植自美軍體制
的單位，剛成立，工作已經十分緊張忙碌了，經常和各級國軍指揮單位函電交馳，
調度數百萬部隊清剿共產黨武裝，執行所謂的「綏靖作戰」。不久，即改為後人更
熟知的名稱—「戡亂作戰」。

國防部作為調度數百萬國軍部隊的樞紐，和過去的軍事委員會有什麼不同？在美國
的建議與指導下，又能有什麼樣的蛻變？

本書綜述國防部部本部、參謀本部各單位，以及陸海空聯勤總司令部在國防部成立
最初期的工作成果。在近八十年後的今天，仍可讓我們鳥瞰國軍人事、情報、作戰
、後勤補給、編制與訓練、科技研究發展、政工、兵役、省縣地方武裝（保安團隊
）、測量、史政、軍法、文書檔案管理、陸海空軍建設等全般業務的概況，一窺國
防部業務的繁重，體會國防部運作上的複雜，也可以透視國共全面戰爭初期階段的
戰況，還有整個軍事現代化工程在抗戰結束初期的進展。

儘管國軍自建軍以來，制度常在流動狀態之中，但1946年實可算是百年軍史中的關
鍵性轉折點。聚焦這個轉折點，是追昔，亦為撫今，也有放眼未來的意義。



擘劃東亞新秩序─開羅會議中國代表團紀錄彙編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hina Mission to the Cairo Conference, 1943

主編：呂芳上
出版日期：2023/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400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在「臺灣的國際法地位」一文中指出，1943年12月1日，中、
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具體要求戰後日本「須將竊
自中國的東北四省、臺灣與澎湖歸還中華民國」。

時間回到1943年11月，中華民國全體軍民已經在戰火中奮鬥了六年餘。此時收到盟
軍的訊息，將在遙遠的埃及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領袖會議，這是太平洋戰爭爆
發、中國戰區成立、躍身「四強」之後，首次的世界級外交場合。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與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國內戰雲密布之際，率領中國代表團，一
行共十八人，飛越駝峰航線，途經印度，輾轉前往開羅。會議於11月22日召開，26
日落幕，12月1日公報發布，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開羅宣言》。

五天的密集討論，大小會談，還包括歡迎宴會與拜訪等等行程，究竟三國代表團之
間有什麼樣的互動？就政治、軍事、經濟問題商談了什麼？公報的定案版本又是如
何產生的？除了侍從室祕書人員幫蔣中正留下的紀錄以外，本書蒐集了代表團十六
位團員中十一位的返國報告，見證了開羅會議舉行的過程。

2023年適逢開羅會議八十週年，希望藉由中國代表團紀錄彙編的出版，呈現中華民
國在抗戰時期力拼外交的一面，以及中、美、英三國領袖擘劃的東亞新秩序藍圖。



國民政府政治工作總報告書1930年上 / 中 / 下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olicy Reports, 1930 Section I~III

依國民政府建設國家程序的三個階段，1930年時為訓政時期，國民政府在執
行政治方案上對中國國民黨負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指導監督國
民政府重大國務施行之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則議決國民
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及解釋。因而訓政時期，常有「以黨領政」的說法。

本套書《國民政府政治工作總報告書》（1930），即國民政府1930年3月至
10月的施政成果，以及針對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
議（三屆三中全會，1930年2月至3月）所提出之建議辦理結果，提交予中
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三屆四中全會，1930年
11月至12月）之報告書。內容涵蓋國民政府以下，包括行政院、立法院、司
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審計院、中央研究院、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國
軍編遣委員會、首都建設委員會、導淮委員會等各機關。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稱是最高決策機關，但並不能直接指揮國民政
府，國民政府（政）與中國國民黨（黨）終究分屬不同體系，只能在全體會
議（全會）時，審議國民政府的施政成果。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4/1/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上) $420 (中) $420 (下) $420 



冷戰下的國軍游擊隊──反共救國軍上 / 下

ROC Guerrillas in Cold War: The Anti-Communist National Salvation Army - Section I - II

1949年底，中央政府遷臺。1950年5月海南島失守，6月底韓戰爆發。

這時候的中華民國政府，除了臺灣、澎湖以外，還有福建沿海的金馬地區，浙
江外海的大陳列島，以及中緬邊境的「孤軍」。

韓戰之後美國協防臺灣，一方面保衛臺灣不受攻擊，另一方面也不讓政府反攻
大陸。因此，反攻及防守的第一線，就是靠金馬、大陳、中緬邊境的軍力。

1955年1月，一江山戰役國軍失利，隨後大陳撤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
效。國軍基本上再也沒有反攻大陸，江浙反共救國軍縮編成東引的戍守單位，
福建反共救國軍則持續擔任烏坵的守備單位。

這些國軍部隊與游擊隊，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以西方公司名義協助下進行整訓。
如果將反共救國軍成立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與這時的東亞局勢，放到冷戰的脈
絡底下，或許不難看出美國從軍事與外交等方面，既合作──需要國軍牽制共產
勢力，又掣肘──不希望國軍真正發動反攻，中華民國臺灣所處的關鍵地位，與
兩難局面。

主編：林桶法
出版日期：2024/3/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上) $450  (下) $450 



馬歇爾將軍使華記：中美關係史的批判性研究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A Critical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郭聖銘，又名郭節述，1944年底調派駐美國紐奧良擔任副領事。本書約略寫於1950
年，是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動盪局勢的所見所思。

對日抗戰期間，曾派遣包括外交官、留學生、軍官赴美之人員，在戰爭結束及1949
年中共建政後，或留在美國，或來到臺灣，或回到中國大陸。郭聖銘即選擇了回到中
國大陸。針對1949 年的「離散」，一般都將目光聚焦在兩岸三地的人口移動，然而
在歐美等世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同樣也面臨著留下或回歸何處的抉擇。

當國共戰爭越演愈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特使馬歇爾將軍前往中國調解時，郭聖銘
正值在美致力於對美外交。同時，他也透過外交部傳遞的電文、資料，以及美國的報
紙、著作等，了解當時的局勢及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

郭聖銘先生的觀點，雖然不能代表當時在美的全體外交人員，但從書中的內容，不難
理解他選擇回歸北京政權的理由。我們也不能漠視、忽略中共建政後，有一批外交人
員選擇北京政權的事實。

本書由中美關係說起，間及中蘇關係、二戰糾葛（史迪威事件）、馬歇爾使華、蘇軍
在東北、政治協商會議、戡亂（內戰）問題等，可說是時人對時事的看法與評價。

作者：郭聖銘
譯者：郭景德
出版日期：2024/0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20



海軍戡亂回憶錄
Memoirs of Navy during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為何在1949年國軍會遭逢空前的挫敗，是許多人日以繼夜嘗試解答的問題。隨
著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國軍高層生聚教訓，等待反攻大陸的時機，眾人亦不免
回眸過去的慘痛經歷。

因此，在1957年，政府當局曾組織較大規模的檢討工作，由全軍上下針對戡亂
時期的作戰經過，撰寫個人心得報告，內容包括當時戰役的準備情形、發生經
過、國軍與共軍的優缺點等，作為反攻計畫的參考。

這些心得報告，自高階將領至基層士官兵，因每人所處的位置，所能觀察到的
面向與檢討，各有不同的價值。

本套書《海軍戡亂回憶錄》共分四冊，以戰役或事件分類，呈現抗戰勝利後，
赴美接收八艦於1946 年歸國加入作戰以來，至1954年大陳列島特種任務艦隊
的海戰，九年之間海軍軍官的戡亂作戰回憶。

惟1957年距離作戰已過多年，人物、時間、地點、戰鬥過程等回憶難免有誤，
同一場戰役的觀察結果也可能與他人不同，建議讀者仍可參酌其他史料、回憶
錄，以取得對戰役的全盤瞭解。

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4/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 ~(四)各$420  

（一）抗戰勝利後至1948年
（二）奮戰長江與關閉口岸
（三）海南保衛戰
（四）沿海島嶼爭奪戰



空軍戡亂回憶錄
Memoirs of Air Force during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國軍為何在1949年遭逢空前未有的挫敗，是許多人嘗試解答的問題。隨著中華
民國政府遷臺，國軍高層生聚教訓等待反攻時機，亦不免回眸過去慘痛經歷。

從《蔣中正日記》中，便可看到1950年代反攻計畫的擬訂與推動，除了在軍備
上須做充足準備，亦須反省戡亂作戰期間的諸般作為。

因此，在1957年，政府當局組織較大規模的檢討工作，由全軍上下針對戡亂時
期的作戰經過，撰寫個人心得報告，包括當時戰役的準備情形、發生經過、國
軍與共軍的優缺點等，作為反攻計畫的參考。

這些心得報告包含高階將領至基層士官兵，因為每個人所處的位置，所能觀察
到的面向，與戰後的檢討，各有不同的價值。

本套書《空軍戡亂回憶錄》共四冊，以單位區分，呈現抗戰勝利，空軍飛行單
位整編為八個大隊又一個中隊之後，空軍軍官的戡亂作戰情形。

惟1957年距離作戰已過多年，人物、時間、地點、戰鬥過程等回憶難免有誤，
同一場戰役的觀察結果也可能與他人不同，建議讀者仍可參酌其他史料、回憶
錄，以取得對戰役的全盤瞭解。

編輯：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4/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 ~(四)各$450  

（一）總司令部與軍區司令部
（二）第一大隊、第三大隊、第四大隊
（三）第五大隊、第六大隊、第八大隊、第十一大隊
（四）第十大隊、第二十大隊、第十二中隊及其他單位



蔣介石軍事作戰檢討（1945-1948）再版

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在1949年「失去大陸」，數百萬國軍為何在國共戰爭中遭逢空前未
有的慘烈挫敗，是許多人日以繼夜嘗試解答的問題，包括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自己。本
書內容，就是蔣介石個人連同若干國軍高層，集眾人智力，對於相關問題的深度反思。
和傳世的其他蔣日記摘抄本相較，是聚焦於軍事作戰，尤其是抗戰結束後的國共軍事對
決。

更重要地，所有戰爭都是錯綜複雜的交手過程，絕非著眼於「高明的」「昏庸的」指揮
者事先規劃好的戰略，抑或幾條固定的戰術公式，就可以簡單歸結勝負因素。

本書能夠提供的，是在各種通案、個案的研究過程中，作為解讀歷史現象的有力參照。
而書中對於歷史現象的解讀參照，仍需要研究者另外進行延伸調查，以及批判性的分析，
方能得到較適切的理解。即以本書反覆提到的「面」控制力為例，就受到國共在不同時
地的黨、政、軍生態之牽動；其間的軍事史、政治史、社會史議題，自然不是單憑本書
就能夠滿足讀者了。

但無論如何，本書事例豐富，涉及角度廣泛，毫無疑問是歷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史料。
只要讀者仔細玩味書中的論點，並參酌其他資料作延伸調查、批判性分析，定可開啟國
共內戰史事研究的一扇小窗，更能看清樣貌複雜多變的歷史圖景。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4/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80

Chiang Kai-shek‘s Review of Campaigns,1945-1948 – Second Edition



民國
日記



傾聽民國人物的「原音」

日記是個人記述每天所聞、所感、所為有選擇的紀錄，雖不必能反映
史事整體或各個部分的所有細節，但可以掌握史實發展的一定脈絡。

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僅可研究傳主一生經歷與思想，
同時也可以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與過往。在政府檔案裡找不到的解答，
日記則提供了另一種更有「人味」的指引視角。

學社挑選了1920~1965年間，對於民國、抗戰、戰後遷台各個時期的
重點人物，出版其見證重要年代的個人日記，可一窺在當時的時空背
景下，人、事、物發展的真貌。

(1951~1970共19冊) (1冊) (1923~1925共2冊)(1冊)

(1941~1942 共2冊)

(1935~1948 共14冊)

(1929~1936 共4冊)

(1920~1959 共22冊)

(1947~1951共5冊)





黃郛日記（1929-1936）

1930年代蔣介石對日秘密交涉要角
蔣的無黨籍智囊

此系列為黃郛現存16本日記首度全文出版。《黃郛日記》書寫時段與其閒居莫干
山、上海，重返政壇處理中日外交談判及國交往來相疊合，日記中呈現主人讀書
讀報所思所想和情緒反應。包括有關時局及世局發展之認知、理解、因應，以及
日記主人之人際交往、聯繫網絡。

1927年間，黃郛重返政界，斡旋蔣介石、馮玉祥徐州相見。7月出任上海特別市
市長，處理華洋勢力交匯前鋒重地之政務。1928年2月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任內處理南京國民政府與國際強權有所衝突之「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因
此遭致民間輿論之怨言，再度離開政壇，來往上海、莫干山之間。

1933年5月，黃郛復出政界，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與日本
政府、關東軍秘密交涉談判塘沽協定。5月31日，最終協定達成。在中國高漲的
民族反日情緒之下，黃郛成為輿論及不同政治勢力派系間之指責對象。1935年春，
黃郛請長假離京南下休養，就此引退。1936年12月6日即以肝癌在上海逝世。6
天以後的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7個月後的1937年7月7日深夜蘆溝橋事件爆
發，也開啟了中日全面戰爭。

原著：黃郛
主編：任育德
出版日期：2019/10/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套四冊NT$1,280

The Diaries of Huang Fu
日記導讀



林蔚文抗戰遠征日記（1941-1942）

林蔚的一生，經過國民政府的動盪時代，研究他的從軍生涯，除可豐富學
界關於軍政人物的個人研究，因他長期追隨蔣中正，故其日記有助於理解
蔣的領導統御與指揮作戰。而從林蔚個人切入，亦有助於深入了解國軍軍
務聯繫溝通、國軍與盟軍之聯合作戰、國軍軍事組織等諸多面向。

本書匯聚林蔚1941年的日記與1942年編撰之《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
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提供讀者一窺國軍軍事史上關鍵的滇緬遠
征真實面貌。

The Expedition Diaries of General Lin Wei-wen

一窺滇緬遠征真實面貌

原著：林蔚
主編：蘇聖雄
出版日期：2019/08/25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套兩冊NT$770

日記導讀



陳布雷從政日記（1935-1948）

原著：陳布雷
出版日期：2019/08/25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共14冊 NT$4,480(可單售)

The Official Diaries of Chen Pu-lei

蔣介石最重要的文膽、最信任的幕僚
抑鬱而終前、13年的日記

陳布雷日記每日以敘事性方式記載整日的工作情況，時間、地點、人物相

當明確，內容包括處理公務、會客、出訪、談話等，簡要翔實。從政日記

部分，開始於1935年3月1日，終止於1948年11月11日逝世前夕，前後十

三年又八個月餘。

身為蔣中正最重要的文膽、在大陸時期最倚重的幕僚，蔣中正對他的信任，
難有人能相比。除了代擬文稿、參與會議外，陳布雷日常與蔣中正接觸頻
繁，也常奉指示，徵詢黨政相關人士對重要決策的意見。讀此日記，不只
可以瞭解陳布雷之行事風格，且對蔣中正研究有極大的助益。

日記導讀



吳忠信日記（1926-1959）

吳忠信自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逐日撰寫日記，至
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為止，共有34年的日記。期間貫穿了國民政府自
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
個重要階段。

吳忠信曾任安徽、貴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員，是蔣中正的重要左右
手。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入藏辦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
大典，後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政與邊
事亦關注。他與桂系的關係頗佳，也多次擔任溝通中央（蔣中正）與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間的橋樑。

因此日記中除了個人私事，對地方建設、邊政、國民政府內部的勢力
折衝也皆有提及。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領袖輔弼   邊務達人

原著：吳忠信
主編：王文隆
出版日期：2020/9/20、2021/3/31、2021/5/20、2021/8/31、2021/10/29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每冊NT$350  目前全套22冊已全出版

日記導讀

1926~1940年  共5冊 1941~1959年  共17冊



吳忠信日記補編（上）（下）

吳忠信除了存留最直接的日記文本外，亦自行整理日記或相關文書，
或是委請幕僚協助收整相關資料、謄錄日記內容，另有來臺後於閒暇
間追述的補記，封面題為《禮老日記手稿》。吳忠信家屬在獲悉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出版《吳忠信日記》後，亦慨允將該批手稿交學社一同
出版，輯為《吳忠信日記》系列補編。

《吳忠信日記補編》最好能和《吳忠信日記》搭配閱讀，後者是逐日
錄事，貼近當日感受，前者是紀事本末，敘事較具脈絡，兩者互為補
充，再搭配上史料與其他周邊的素材，小至個人史、生活史、家族史，
大至民國政治史、邊疆史與宗教史，都能有所拓展，且更掌握吳忠信
的思路。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Supplement I - II

原著：吳忠信
主編：王文隆
出版日期：2022/10/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每冊NT$400



張彭春清華日記（1923-1925）

直擊清華教改的歷史現場

民國初年，知識分子如何在傳統與西潮的十字路口實踐自我？

各方派系相爭的清華學校，又扮演什麼角色？

張彭春是1920年代留美返國，服務於清華、南開，以「新教育」推動中國走向
現代化知識菁英的代表。

當時的清華學校正處於轉型期，學校性質、組織體制、課程規畫等都亟需改革。
然而因為該校與外交界、教育界、學術界等均有牽涉，各派系的諸多糾葛使得改
革遭遇莫大阻力。雖然最終未能完成改革心願，但他起草的清華大學組織大綱、
課程大綱等初步計畫，仍為清華學校數年後的改組提點了方向。

從「清華學校」到「清華大學」，這份日記正是教務長張彭春的教改現場資料，
足作這群知識分子、這個時代的見證。原著：張彭春

出版日期：2020/03/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套兩冊 NT$700

The Tsing Hua Diaries of Chang Peng-chun



倉皇辭廟：副主計長冉鵬日記（1949-1950）

原著：冉鵬
編者：冉懋華
出版日期：2020/05/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

冉鵬（1906-1978），入職行政院躋身中樞20年，任參事、副主計長，監管內戰
財政。

冉鵬自1931年起至1977年終，共寫了四十七年的日記。而本書所選日記，是
1949年全年（12 月9日前在大陸），加選1950年前三個月（在台灣），共計十
五個月的日記記錄。1950年3月因蔣介石復職總統、閻錫山內閣總辭，冉鵬也隨
之辭職，離開行政院。

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這段時間正值國民政府內戰失利，步步撤退，自南京
而廣州，最後從成都抵達台北。冉鵬身居行政中樞，這段時間的紀錄是他全部日
記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服務行政院最後階段的完整紀錄。

他的日記不僅記錄了個人遭逢變局、家庭離散，同時也為國民政府在兵荒馬亂、
存亡之秋，譜下令人驚心動魄悲劇史詩的宏觀紀事。

親歷1949年國民政府撤台之高官現場

The Diary of Ran Peng ：Vice Minister of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吳墉祥戰後日記（1945-1950）

了解戰後復員到遷台的歷史點滴

原著：吳墉祥
主編：馬國安
出版日期：2019/9/20、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全套共6冊， NT$2,290

吳墉祥自1927年赴南京考取中央黨務學校起，便有記載日記的習慣，《吳墉祥
戰後日記》記錄自1945年1月1日，終於1950年12月31日，以戰後復員為核心，
至來臺灣後稍微安定時止。其內容包含抗戰末期敵後第十戰區情形、戰後重慶、
復員、接收、抗共被圍於濟南、競選國民大會代表、濟南淪陷、遷徙臺灣、澎
湖煙台聯中案等，按日記載，逐日不斷。

在這六年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忠黨、愛鄉、為國的知識分子，在1945
年8月如何欣喜於戰勝日本，又在1946年如何慨歎於剿共之不得人心，另一方
面，也因為他的財金專業與工作，日記中也大量記錄了職務上的各種事項，包
含安徽地方銀行與山東省銀行的營運等問題，可望有助於戰後初期的金融史研
究。

至於1949年的山東煙台聯中案，因校長張敏之與吳墉祥本為先志中學同學，且
一同加入國民黨，抗戰與戰後復員時期亦多有聯繫。在煙台聯中案發生後，其
與山東各界在臺有力人士多方營救的過程，於日記中鉅細靡遺，則是當事人口
述歷史與政府檔案之外，相當重要的側面資料。

The Post-War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1-1970）

**在台日記系列共19冊、已完成出版。

原著：吳墉祥
編者：馬國安
導讀：侯嘉星
出版日期：2020/05/31、7/31、9/30 、11/30、2021/11/30 、2022/1/27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已出版1951年~1970年 共19冊，每冊 NT$ 400

吳墉祥，中央黨務學校、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系畢業。曾任安徽地方銀行副總、
山東省銀行總經理等。自1949年來台後，除了初期短暫清算齊魯公司業務外，
是以擔任會計師維生。在美援進入台灣的背景下，1956年起受聘為美國國際合
作總署駐華安全分署高級稽核，主要任務負責美援項目的帳務查核，足跡遍及
全台各地。

1960年代台灣經濟好轉，美援項目逐漸減少，至1965年美援結束，改到中美合
營的台達化學工業公司，擔任會計主任、財務長，直到1976年退休；國大代表
的職務則保留至1991年退職。

吳墉祥長期服務於金融界，對銀行、會計及財務工作歷練豐富，這一點在《吳
墉祥戰後日記》的價值中已充分顯露無遺。來台以後的《吳墉祥在台日記》，
更是他親歷中華民國從美援中站穩腳步、再到出口擴張達成經濟奇蹟的各個階
段，尤其遺留下來詳實精采的日記，成為回顧戰後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文
獻。

回顧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寶貴文獻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本系列共19冊、已全數出版



唐秉玄台幹班日記 （1944-1945）

原著：唐秉玄
主編：劉明憲
出版日期：2020/03/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30

1944年末，重慶中央訓練團開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為即將到來的接收台灣做準備。
台幹班以陳儀為班主任，學員來自各部會推薦，籍貫多半為華中、華南地區，亦有來
自台灣的「半山」，如柯台山、連震東等人。他們分為民政、教育、司法等六組，學
習台灣歷史、現況、法規等課程，並擬定未來接收台灣後的計畫。

這些台幹班學員們（相當於今日的儲備幹部）原本在結訓後應分發台灣實習與工作，
但當時抗戰尚未勝利，因此訓練完畢的學員們大都先回原單位服務，待日本正式投降
後，才匆促來台。他們有些進入中央機關，或者分發地方服務，是第一批國民政府為
台灣訓練的行政人才。

本書收錄唐秉玄先生1943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6日在台幹班受訓時的日記與筆記，
再加上主編劉明憲教授以此為主題的研究論文〈日記中的歷史：唐秉玄《日記簿》中
的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相關檔案。

我們可以藉由第一手的日記、檔案，以及延伸研究，看一位中層官僚如何準備接收台
灣，瞭解少為人知的台灣接收歷史。

揭開少為人知的台灣接收歷史

The Diary of Tang Ping-hsuan



王貽蓀、杜潤枰
戰時日記

情書與家信系列

民國日記書系



王貽蓀戰時日記 （1941-1945）

**全套共計4冊，已完成出版。

原著：王貽蓀
出版日期：2020/05/31、2021/3/31、2021/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1941年 NT$330     1942年 NT$330

1941年 NT$330     1944-1945年 NT$400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抗戰爆
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在鄉政訓練班
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

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
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
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1941年，正是王貽蓀戰幹團結訓，開始投入新工作時。他在本年
中，先是派駐湖北恩施實習，被指派到部隊中為指導員（職務類
似於今日輔導長），而後又調第六戰區司令部政治部任職。在部
隊中，他詳細記下所見所聞，以及與士兵對談之內容與心得。派
任政治部後，他也對工作與生活有詳盡的紀錄。

這些點點滴滴的記載，讓人對抗戰時期的政工、士兵及一般平民
的生活有極其生動與出乎意料的認識，拼湊出各階層的圖像。

抗戰時期基層工作紀實

The Diaries of Wang Yi-sun



流離飄萍：杜潤枰戰時日記（1939）

原著：杜潤枰
出版日期：2020/02/28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00

1937年底，戰火燒向江蘇祝塘。杜志春帶著妻小倉皇逃離故鄉，一家人輾轉流徙
到了湖南長沙。隔年，聽聞家鄉情況已趨於平靜，杜家決定返回家鄉，但長女杜潤
枰卻說想往西走，到大後方繼續她被戰火中斷的學業。杜家只好將她托給同鄉的第
九十五後方醫院院長，讓她進院當醫護士，其餘人則按照計畫舉家東還。

年僅十七歲的杜潤枰，就這樣與家人別離，進了醫院，每日為前方送來的傷兵換藥，
一面等著往大後方走，完成求學願望的機會。最終隨著醫院的撤退，輾轉往西抵達
貴州銅仁，在千辛萬苦中進入國立第三中學，繼續求學。然而空襲與艱困的經濟狀
況，使她的學校生活也不得安逸。原該屬於少女的天真在戰火中消逝，被迫堅強地
快速長大。

日記中交織著離別故鄉與家人的心酸，以及孤身處亂世的不斷掙扎，讀來令人動容。
這份珍貴的材料，也為抗戰時期的女性生活增加了一片拼圖。

抗戰時期少女的血淚日記

The Diary of Tu Jun-ping



關山萬里情：王貽蓀、杜潤枰戰時情書與家信(一)(二)(三)

**全套共計3冊，已出版2冊

原著：杜潤枰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19/11/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二)冊 各NT$400

本書收錄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王、杜兩個家族成員抗戰期間來往的書信，其中大半是王
貽蓀與杜潤枰兩人的情書。當時王貽蓀住重慶，杜潤枰住貴陽，兩人雖是同鄉，卻素不
相識，直到1944年始由杜潤枰之兄牽線，藉由通信認識，進而滋生愛苗，至1945年抗
戰勝利後的中秋節正式結婚。兩人由相識到結婚的二十個月中，實際會面相處僅有一週，
其餘時間都是透過魚雁往返發展感情。信中不乏令人臉紅的熱情詞語，烈火般的情感，
今日讀來仍熾熱地燃燒，完全顛覆我們對老一輩情感含蓄的刻板印象。

後續的家信包括同在後方的親友通信，以及後方與日本控制下的淪陷區間來往的信件。
雖然一東一西已由不同政權統治，但雙方依舊來往，音信走得稍慢，卻不若鐵幕般一隻
麻雀也飛不出。由於當時雙方是交戰狀態，都設有信件檢查機制，信裡只能漫談無關政
治、軍事的安全話題，雖然無法暢所欲言，內容依舊勾勒出當時的社會景象，以及每個
成員的人生故事。

戰火中數百封情書與家信，熊熊的戀情與真摯的家庭關愛，躍然紙上，道盡了離亂中人
生的至性、至情。也讓我們多少看清了一點隱藏在兵燹後方，那模糊而巨大的「民眾」
圖像。

原汁原味、一字未改的抗戰情話！

Love Letters and Family Letters: Wang Yi-sun and Tu Jun-ping on the Home Front



田開銓赴美接艦日記
The Diary of Tien Kai-tsuan, 1944-1946

原著：田開銓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0/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00

田開銓先生（1925 -1949），湖南大庸人，曾就讀長沙雅禮中學，後入南遷的國
立交通大學輪機系半年，1944年投效海軍，成為赴美接艦的一員。1948年於海
軍軍官訓練隊畢業，1949年捲入海軍白色恐怖事件，遭處決，死時年僅24歲。

本書所載的是田開銓先生赴美接艦之經過。赴美接艦時他是19歲的學兵班長，自
四川啟程，經過印度、澳洲一路到了美國邁阿密，與戰時赴英、美接艦多是從軍
官的觀點不同，他以廣大士官兵的經驗寫下的紀錄，正是本日記的可貴之處。

以散文的筆觸、詳實記錄基層學兵的接艦經歷



1972 ～ 1978  ( 行政院長時期 )  

1979 ～ 1988  ( 總  統  時  期 )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2-1978）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 1972-1978

行政院長任內 重要大事 關鍵記錄

蔣經國生於1910年，1988年過世。年輕時被送到冰天雪地的俄國，看著史達林掌權的

鬥爭清算；抗戰前回到中國在贛南接受磨練；國共內戰期間，被派到上海穩定金融「

打老虎」；政府遷台後，配合黨務改造與政治革新，主要承接了情治系統、國防事務

與國安機構。

《蔣經國大事日記》雖然不是他的個人日記，但是也由秘書記載了從1972年5月蔣經

國擔任行政院院長開始，到1978年5月就任總統，至1988年1月逝世為止，這期間所

有秘書認為該被記錄下來的事情。期間，經歷了中日斷交、兩次石油危機、規劃十大

建設、規劃六年經建計畫、中美斷交、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開放黨禁、解嚴、開放

報禁、開放老兵回鄉探親，這段台灣政治、社會的重要轉型期，可藉此回顧台灣的「

蔣經國時代」。

首先發行的1972-1978年《蔣經國大事日記》，內容包括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接見

賓客的紀錄、上山下海巡訪各地的見聞、重要會議的指示、文告與演講，可以看出蔣

希望行政院的施政更貼近人民需求所做的努力。其中，還經歷了1972年中日斷交、

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對經濟的衝擊、1975年4月痛失父親，一度請辭行政院院長的

職務。1977年1月，美國總統卡特上任、面對「美匪關係正常化」的外交難題；7月范

園焱駕駛米格機投奔自由；施行國家六年經建計畫。1978年被推舉為第六任總統。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1/4/2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六本NT$2220   特價： NT$ 1850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9-1988）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 1979-1988

1979-1988年蔣經國大事日記收錄內容包括：蔣經國總統任內接見賓客的紀錄，上山下海巡訪
各地的見聞，重要會議的指示，各式各樣的文告與演講。

1979這一年，他因應中美斷交後的變局，暫停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調整黨務人事，更宣示了
中華民國對大陸政策的態度。
1980年，他致力於地方建設與農業建設，把復興基地的基礎打得更好。同時，他也非常懷念父
親蔣介石的教誨，寫了〈難忘的一年〉，節錄自他1975年的個人日記。
1981年，除了繼續重視財經現況，也回應中共與蘇俄交惡以後，中華民國是否會與蘇俄合作，
對抗中共的問題。
1982至1983這兩年，以穩定石油危機以後的經濟為主要考量，並加重科技的研究與發展。
1984年他獲得國民大會投票連任總統，並以李登輝為副手，在這一任期內，奠基後來許多民主
改革。
1985年他的健康問題浮上檯面，大家好奇他的接班人選會是誰？他的答案很簡單，就是中華民
國會依照憲法的框架繼續走下去。
1986年雖然還在戡亂的階段，但是憲政民主化的進程，例如開放黨禁、解嚴，也都在他的籌畫
中。
1987年至1988年1月是連串的改革與變動，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現象。他的做法，就是要在安定
中求進步，貫徹法令，達到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
台灣的蔣經國時代到這裡結束了，但是推動政治民主化的腳步，並沒有就此畫下句點。

總攬台灣的蔣經國時代 改革與變動

編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日期：2021/5/2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八本NT$2990   特價： NT$2500



質樸堅毅：張其昀日記（1949-1950，1952）(1973)

原著：張其昀
主編：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出版日期：2021/11/9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二冊各NT$380

文化復興巨擘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

Temperament, Simplicity, Strength, and Tenacity The Diaries of Chang Chi-yun (1949-1950, 1952) (1973)

張其昀於1949-1952年間先後擔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六組組長、中央
委員會宣傳部部長、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等重要職
位，因此對當時內政、外交、經濟、社會等各事務均多所參贊。

特別是政府及國民黨遷台以後，如何改造自己來打敗共產黨，成為最重要
的任務，而張其昀就是出任黨務改造任務的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不僅
親身參與決策，更是執行改造工作的主要人物。

1973年，張其昀的生命重心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學院，身為創辦人的他，
為了校務工作基實的奠定與進一步的拓展，焚膏繼晷，積極奔走四方，網
羅國際優秀人才，經營事業，成立系所。在這樣的基礎上，系所、校舍、
師資、設備，均有一番新氣象，而使中國文化學院得於1980年升格改制為
中國文化大學。本年度的日記，在在可見張其昀對華岡未來的整體擘劃與
建校宏圖。



西藏踏查（一）：歐陽無畏藏尼遊記

原著：歐陽無畏
審訂：韓敬山
出版日期：2022/10/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一) NT$400   (二) NT$380

From Tibet to Nepal: The Records of Chhos-hPhel-hJigs-Med

歐陽無畏何許人也？他是自學精通藏文、梵文的語言天才，也是精通佛學的喇嘛，
更是臺灣藏學的開宗祖師。他早在1930年代就進入西藏，隨後在拉薩哲蚌寺出家，
學習密宗教法。但在喇嘛的身分外，他同時與國民政府駐藏機構的要人保持良好關
係。藏尼遊記、大旺調查記這兩本遊記的誕生，即肇因於此。

藏尼遊記原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藏尼紀程，即調查報告；第二部分為藏尼日
記，即行程間每日記事；第三部分為藏尼絕句，即此行途中見聞感懷所賦。在歐陽
無畏的遊記中，領著讀者的並不是一個眼中只有朝山求經的喇嘛，而是一雙有著敏
銳觀察力的鷹眼。歐陽無畏除了考察每個村落的狀況，對所經各處的每條路徑通往
何處、旅程時間皆有詳細的記載，也如實記下沿途所經各寺的種種珍寶與靈異故事。
另外他對新式科技（如照相器材），以及國際、國內，甚至西藏內部情勢的瞭解，
亦遠超乎一般衲僧的程度。因此歐陽無畏日記，並不只是宗教與佛學、藏學意義，
同時具有政治意涵與人類學色彩，是民國時期中藏關係的珍貴調查紀實。

大旺調查記原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大旺調查報告，概述全程，並陳對策；第二
部分為大旺調查遊記，記途各處情形；第三部分為大旺調查日記，按日分述每日行
程。除了對大旺地區的地理、交通、民族等有粗略考察，歐陽無畏更提出了自己對
解決西藏問題的意見與對策。因此歐陽無畏日記，並不只是宗教與佛學、藏學意義，
同時具有政治意涵與人類學色彩，是民國時期中藏關係的珍貴調查紀實。

西藏踏查（二）：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
Tawang: The Records of Chhos-hPhel-hJigs-Med



胡伯岳日記（1942-1947）

原著：胡伯岳
主編：劉維開
出版日期：2023/6/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50   

The diaries of Hu Pou-yeh, 1942-1947

「早年回憶」篇，是他記述家世、求學、參加靖國軍、入黨與早年工作的點滴。

「軍風紀巡察團時期日記」篇，是他自1942年至1946年擔任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巡察
團委員及監察院戰區第二巡察團主任委員期間的日記。戰區軍風紀巡察團設置目的，是為
了整飭戰時綱紀，促進抗戰效能。主要工作則是糾察戰區內軍風紀及文武官員貪污瀆職與
其他不法事項，並接受民眾的控告，也包括考察並促進改善各縣市役政及傷退官兵的治療
管理、難民救濟等事項，考察並促進改善各部隊的經理衛生、督促地方官吏整理庶政，並
促進軍民合作精神等，業務偏重於軍事方面。

「清查東北接收物資日記」篇，是1946年8月至9月，他在東北區接收處理敵偽物資工作
清查團工作的日記，主要在協助國民政府掌握收復區各地接收的實際情況，清查範圍以黨
政軍經濟接收機關為限。

「第二次赴東北視察日記」篇，是1947年3月至7月，他奉監察院令派赴東北巡察的日記。
兩次前往東北的紀錄，可與本社出版的《內戰在東北：駐蘇軍事代表團》、《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交互參照，從監察的視角補充戰後東北的歷史樣貌。

「參加平津冀軍紀吏治督察團工作」篇，是1947年8月，他在北平、天津、河北執行督察
業務的簡要紀錄。

想了解國民政府時期監察權是如何行使？
本日記是非讀不可的第一手史料



The Diaries of Ti Ying（Diffoutine Yin）,1947-1953

狄膺一向有留下紀錄的習慣，他從八歲起便有不全的日記，結婚後因故不續寫。留法期間
曾有日記，但返國後因任職中央政治會議，擔心洩漏機密，所以暫停日記，僅在每日記賬
的賬本中間錄雜感。直到遷徙來臺後，才復記日記。

狄膺日記的內容大致相當瑣碎，1947-1949年間之性質界乎筆記與雜錄之間，包含友人的
聯繫方式、往來信函、時事感言、讀書劄記、奇聞軼事等皆散記其中。1950年後則是按
日鉅細靡遺地記下所有行程，舉凡天氣、路況、心情、會議討論事項、談話內容等等無所
不包。

對於書寫來說，瑣碎是一項缺點，但就史料價值而言，瑣碎的記事有時反而留存了更多資
訊。狄膺來臺後身兼立法委員與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紀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者需處理未
能來臺的立法委員之資格是否保留、是否由遞補者遞補等資格問題；後者則為國民黨人是
否違反黨紀、是否需開除黨籍等紀律問題，且因需監督國民黨各黨部的改造，對組織過程
等細節亦多所述及。

另外從狄膺的紀錄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時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環境。這些跟
著政府來臺的外省人們，或者原居本島的臺灣人們，他們吃什麼？住在哪？需要什麼用品？
收入從何而來？出門如何移動？閒暇時去哪裡遊玩？在當時的臺灣，人們是怎麼「生活」
的，從狄膺的細碎記事中，應可勾勒出部分輪廓。

以瑣碎的紀錄方式
 真實勾勒台灣人民當時的生活輪廓

狄膺日記（1947-1953）

原著：狄膺
主編：王文隆
出版日期：2023/11/30  (1947-1951)  

       2024/11/20  (1952-1953)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共九本，每本 NT$420



民國
城市



回顧歷史中的城市記憶
蘇州篇(1~2冊)          杭州篇(1~4冊)

民國建立後，各大城市出版了許多指南的手冊書籍，不只反映了當時
該城市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內容也呈現了城市的變遷。

昔日的城市指南，可用作歷史研究的「史料」，了解城市的古往今來；
從歷史中的城市對應今朝，別有一番趣味。



說史
敘事



軟埋

**本書曾獲中國第三屆路遙文學獎
作者：方方
出版日期：2019/05/15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350

「人死之後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這是一種軟埋；

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
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識或是有意識，都是被時間在軟埋。

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

中國一級作家方方，將其轉化用以描述活著的人，面對不想回首的
記憶，選擇直接遺忘的狀態，來處理個人親歷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
記憶課題。本書曾在中國大陸出版，並轟動社會各界引發討論熱潮，
但不久後匿跡於市場，學社在台推出繁體中文修訂版，以饗讀者。



疾風勁草：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後戰役（1949-1950）

作者：胡為真
出版日期：2021/11/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00

高希均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丁渝洲  前國安會秘書長

王立申  中華軍史學會理事長

傅應川  前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

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名人推薦

呂芳上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

林桶法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Against All Odds: Hu Tsung-na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rmy in the Last Battles on the Mainland（1949-1950）

1949年秋冬到1950年初，國共雙方在中國西南進行在大陸上最後的作戰，
多年來外界對於當時國軍胡宗南部所扮演的角色卻常有不同看法。

不過，歷史也告訴我們，正因有「西北王」的胡將軍率部一路抵擋，才使共
軍不能及時全面「解放」臺灣，讓國軍餘部得予從容安排布置，讓國府續命
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得在外交上打開出路，乃至在政治、經濟能有奇蹟式的
發展，此種曲折歷史意義，當時人、後繼者，豈能河漢。這一點在本書中頗
有闡發。

本書論述本著「讓史料說話」的原則，除文字流暢外，引註逾300，徵引之
資料更達130種之多。作者胡宗南將軍的長子—胡為真教授，根據《胡宗南
先生日記》，配合兩岸政府出版品和當時相關人士的回憶錄或傳記等一手資
料再作回顧，以明真相。



祕檔解讀：戴笠與軍統（上） （下） 

作者：孫瀟瀟
出版日期：2022/7/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380(上)   NT$400(下)

軍統和戴笠的歷史距今不遠，似乎不算是一個很大、很複雜的難題，但讀瀟瀟先生的書，卻使我
感到，他仿佛「獅子搏兔，亦用全力」，其用功之深，用力之巨以及辨析之精，都使我敬佩。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楊天石

Top Secret: Tai Li and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 Section I-II

國民政府最重要的特工單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其
靈魂人物就是戴笠。 戴笠自1932年至1946年的十四年間一直實際負責該組織
的運作，幾乎與蔣中正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相始終，戴笠的生平事蹟與軍統
活動融為一體，進退榮辱密不可分。

戴笠與軍統，因特工的神秘面紗，是大眾好奇的對象。也因軍統是共產黨的眼
中釘，常成為大陸影視劇情節中嘲諷、敵視的對象。

軍統身為情報機關，許多檔案事涉機密，留存有限。即使有官方出版品，不是
印量稀少，流傳不廣，就是機密，不得外流。在軍統接受戴笠指揮的特工，曾
經留下許多回憶資料，但可靠與否還是有待商榷。

討論戴笠與軍統的作品很多，但鄉野奇談、稗官野史不在少數，而究竟真實性
有多少？本書作者孫瀟瀟，鑽研軍統檔案與出版品，與回憶資料、各家說法相
互對照，另外還發掘了蔣介石對戴笠的知遇、利用美人計謀刺丁默邨，以及向
張學良購買南京房產等不為人知的故事，為大家解讀軍統祕檔中的戴笠身影。

名人
推薦



纏鬥聯合國：資深大使見證錄

主編：朱浤源、楊力明
出版日期：2022/10/25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600

That Nightmare at U.N. and Reminiscences of Ambassadors

1971年10月25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首席全權代表周書楷發表聲明：「……中華民國，決
定退出他自己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隨後轉身離開綠色大理石的講臺，走下通道步出會場。

有人說，這是因為蔣中正總統堅持「漢賊不兩立」。有人說，中華民國不是「退出」聯合國，而
是被「逐出」聯合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隨之成立，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促成國際合作、解決國際爭
端為主要使命。但聯合國的實際運作，卻成為大國博弈的舞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除了會員
國以外，還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擁有否決權，成為世界五「強」之一。然而這個五
「強」的地位多是作為美國的棋子，在冷戰中對抗蘇聯。歷經多年的縱橫捭闔「排我納匪」案，
終擋不住，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中通過。周書楷在表決進行前，已經率領代表團離場。約略二十
天後，紐約聯合國大廈裡頭，「CHINA」這塊牌子，就此換了代表的政權。

本書收錄了十位大使（與夫人），關於1971年這場纏鬥的理性決策與戰鬥行動的細部回憶。雖有
主觀性及時代與時間（記憶）的侷限，但內容深入、動態而精彩，又富代表性，值得讀者細細玩
味。

除此之外，大使們也透露了「CHINA」換人之後，艱辛的外交奇蹟；外交官個人與家庭在海外生
活的點滴；還有學生時代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回憶等。

教科書上的敘述也許是冰冷的，人們的回憶則是臨場生動的。讓我們跟著十位大使的訪談，進行
聯合國保衛戰。



蒙古公爵拉爾森（藍理訓）：一位瑞典傳教士的回憶
Larson, Duke of Mongolia

內亞史研究專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蔡偉傑助理教授推薦

拉爾森，瑞典傳教士，二十三歲踏上蒙古高原，進進出出四十多年，將畢生中年富力強的歲
月留在了廣袤而美麗的蒙古草原。他是蒙古地區最有名的外國人，甚至在1921年獲得哲布
尊丹巴活佛授予公爵銜位。

這本書是拉爾森在蒙古高原生活經歷的追憶和反思，也記載他對蒙古社會的認識與評價。

他對19、20世紀之交蒙古社會各種風俗民情、人文地理、動物植物的詳細描繪和解釋，使
讀者可以細膩而逼真地想像出當時蒙古人的生活場景。在鄰國（特別是蘇聯）的影響之下，
拉爾森筆下的蒙古社會風俗在百年歷史風潮的激盪中已經漸漸消失，但我們可以從書中，如
同虛擬實境（VR）體驗一樣身臨其境。

他描述了清末民初蒙古「獨立」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史事，且較符合民初北京政府對蒙政策的
實際情形。我們由此可以更為清晰地理解當時中國政府處理邊疆及外交問題的艱難。特別是
拉爾森還曾經擔任袁世凱的蒙古事務顧問，也曾介入斡旋北京與庫倫之間的戰事。

拉爾森在蒙古高原的長期生活經歷，不僅引起北京與庫倫政權的重視，還獲得了西方考古學
家的青睞。他多次陪同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等著名探險家遠行，為蒙古高原的考古活動開了一扇窗。

作者：拉爾森（Frans August Larson）
譯者：張建軍
出版日期：2023/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450



重尋南懷瑾的隱士之路
Rediscovering Master Nan Huaijin′s Hermit Legacy

--南懷瑾《禪宗與道家》

本書記述了南懷瑾生於憂患的中國，經歷抗戰、內戰，到遷臺、赴美、旅港，再回歸故國
的歷程，與其說是一本人物傳記，倒不如說是民國史與那一代人的縮影。

南懷瑾壯歲在臺灣（也是避時、避地）生活三十六年的隱士蹤跡，與他所處的兩岸變亂時
代，息息相關。除了與總統蔣中正、蔣經國的互動，還有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以及在李
登輝時代被稱為「兩岸密使」、提議辜汪會談等，在在顯示他入世走中國文化內聖外王的
路線。

南懷瑾常說，他的一生是「應劫」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斷層了，「我不能不
來」。這正是百年來中國歷史的寫照，而他深刻體悟這些歷史關鍵，走過包括新舊文化斷
層、軍閥割據、全面抗戰、國共內戰、兩岸對峙、白色恐怖、改革開放等歷史現場，以他
特殊法緣的經歷，獨具「歷史之眼」的觀照，澄清了他親歷的民國史真相，見證了時代的
靈光。

本書主旨僅僅是從一個側面重新探索南懷瑾處在臺灣威權時期的歷史關鍵年代，與當道和
其他相關人士交往的點點滴滴，在在體現他的禪宗道家精神和隱士蹤影。

作者：吳瓊垺
出版日期：2023/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450



尋找自己的蔣中正：1948-1954日記解讀

主編：呂芳上
出版日期：2023/10/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400

A Guide to Chiang Kai-shek Diaries, 1948-1954

封印已久的蔣中正日記，即將問世，我們如何看待這套日記？

蔣中正日記不只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更是人性的揭露與展現。他在生前死後，被很多人崇
拜過，也被很多人罵過。他的日記仰慕過許多人，也批評了不少人。他既傳統又現代，想要
突破既有的框架，卻又受到時代環境的局限。

本書是一把打開蔣中正內心大門的鑰匙，由研究蔣日記的專家學者，依據各年日記的內容，
還原解釋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他的心情與選擇，或許能有所體會，一位國家領導人在面對內
外局勢的心路歷程。

當我們自己看、探尋、挖掘、解讀，每個人都可以尋找自己的蔣中正。

1948-1954

2023年10月31日 正式出版！



尋找自己的蔣中正II：1955-1972日記解讀

主編：呂芳上
出版日期：2024/4/5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450

A Guide to Chiang Kai-shek Diaries II, 1955-1972

封印已久的蔣中正日記，即將問世，我們如何看待這套日記？

蔣中正日記不只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更是人性的揭露與展現。

從1955年到1972年，他站穩腳跟，他抗共拒美，他五任總統，他一心反攻，他回應挑戰，他
弭平政爭。他所下的決定，有對有錯；他所做的事情，有功有過。當然從後世的後視角度，我
們可以大放厥詞，春秋筆削，但何不試試，走進日記當中，揣摩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所思、所言
及所行。

本書由研究蔣日記的專家學者，依據各年日記的內容，還原解釋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他的心情
與選擇，或許能有所體會，一位國家領導人在面對內外局勢的心路歷程。

1955-1972
第二批、第三批已出版！



亂世逐夢航海王（上）（下）
Join the Navy to See the World

鍾漢波將軍一生與海洋結緣，根據他的自述，他自幼就嚮往航向海洋，因此在亂世
中考取進入黃埔海軍學校就讀。從軍後，歷經民初軍閥混戰、艱苦抗日聖戰、駐日
支援戡亂內戰、中興守臺防衛作戰等各種戰局，他始終堅守初志，服勤海疆。鍾漢
波將軍雖歷經亂世，但依然保存著許多珍貴的照片，本套書上下冊百餘幅精選的舊
照，都述說著陳年往事，畢竟時光隧道內有圖當然就有真相。

鍾漢波將軍以臺海反攻準備的功勳晉陞少將後，即奉調海軍官校，重塑海軍的初官
術科教育。在海軍官校退役後，為一償航向海洋的夙願，他以海勤資歷獲頒海員證
照，轉業跑船。他曾先後擔任八艘商船的船長，期間航跡遍布全球，可稱得上航海
王。然而就算是航海王，也須出賣勞力、出售智慧，有時還得賭上性命，在驚濤駭
浪下能否成功保命，多少靠些運氣。他的航途手札詳述三洋九海既驚險又豐富的海
員生涯，「加入海軍就可環遊世界」這句名言，在本套書中充分得到驗證。

作者：鍾漢波
編者：鍾堅
出版日期：2024/4/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各 NT$500

◆從海軍艦長到商船船長~

鍾漢波將軍在海水波光間的動盪回憶



二戰硝煙下的蘇德、遠東與上海
An Overview on World War II History

作者：馬軍
出版日期：2024/05/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500

馬軍教授長年耕耘二次大戰時期的軍事史與上海地方史研究，本書收錄了他近三十
年來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精華篇章，分為蘇德、遠東與上海三大地域，以二次
大戰時間為經，三個主要地帶為緯，編織出一幅別開生面的「二次大戰圖」。

在蘇德篇中，作者分析了納粹德國與蘇聯間戰略、戰術，配合實際案例解釋了合圍
戰、僕從軍等。

遠東篇的重點聚焦在日本的軍事後勤問題，以具體數據呈現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所
面臨的生產與軍事問題，思考日本軍事武器的品質問題，對整個二次大戰的影響，
甚至對於中國戰場的地位，都有別開生面的探究。

上海篇則是作者近年耕耘的領域，使用大量檔案呈現戰後日韓籍人士滯留中國的情
況，以及兩個戰犯審判案件，尤為精彩，可以補足我們往往把視角放在戰爭的當下
，而忽略戰爭結束後的種種延續。

從蘇德戰場開始，我們跟著作者一路走到了戰間的日本，以迄戰後的上海。在硝煙
環繞後，有著戰雲終散的曙光。



佳美的腳蹤：宋美齡與她的時代
A Legacy of Grace and Resilience: Soong Mayling and Her Era

一般而言，我們所瞭解的歷史「偉人」，樣貌多是扁平甚至單一的、事跡是崇偉
但簡化的。本書試圖打破此一窠臼，在歷史功業的大畫布上，以寫意的筆觸，描
繪蔣中正與宋美齡兩人之間的同翱，也以細膩的工筆，填補一幅幅歷史的影像。

本書以八章三大段紀錄宋美齡一生的腳蹤：

第一大段，從出生、成長、到求學，勾勒出少女宋美齡的各種面貌，以及她在中
西文化間的反覆探索。

第二大段，從婚姻與報國開始，用「她的家」與「他的國」兩個參照面，記錄他
們夫妻同心共負一軛，領導國家度過驚濤駭浪。也以極大篇幅描述宋美齡女士做
為婦女領袖的獨特貢獻：她號召婦女承擔各項為國為民的工作，從推動「新生活
運動」，到照顧遺族、保育難童、醫治病童、慰勞將士，捐建軍眷住宅等等。

第三大段，從「故國」到「寶島」，一樣生活兩種心境。這兩章以近距離側寫蔣
中正與宋美齡來臺後的點點滴滴，以及夫妻間如樑上燕的歲歲年年。

再版對內容做了部分修正，以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的《蔣中正日記》重新校對
其中的日記文字，並新增兩張初版未收錄的照片呈現於封面與封底，彰顯她慈惠
精神的佳美腳蹤。

主編：陳立文
出版日期：2024/10/23
規格：16開，軟精裝
定價： NT$1,000



國運的轉危為安：
再探民國政府遷臺初期的軍事與外交（1949-1955）

Setting the Course from Peril to Peace: 
Re-Examin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s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ffair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n Taiwan, 1949-1955

2021年4月30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期刊（The Economist）以聳動標題：〈臺灣是世界
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作為封面，意味著當前的臺海情勢
暗潮洶湧。然而，1949年至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剛退到臺灣，百廢待舉、內外交困，而中共正
積極準備攻臺時，完全孤立的臺灣情勢才是真正危險。

從1949年後半的大遷徙，到1955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短短五、六年的關鍵年代中，
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站穩，並且奠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不論從海峽
兩岸或是國際情勢的發展來看，軍事和外交的因素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本書可一起跟著作者胡為真博士，回顧檢視在那艱難的時代中，政府的反共救國軍游擊隊和陸
海空軍軍人，以及各級外交人員，為著保衛國家安全、促進國家利益而殫精竭慮，從大陸上的
慘痛失敗轉而在臺灣復興的關鍵過程。

**再版對內容做了部分修正以及資料增補，以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最新出版的《蔣中正日記》重
新校對日記內容，並新增初版未收錄的多幅照片，分軍事、外交、人物篇，對應書中所提及的
人、事、物，回顧過去也展望未來。

作者：胡為真
出版日期：2024/11/12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500

◆從軍事外交來看1949年政府遷臺後的危機與轉機

◆深入探討大陳江浙反共救國軍與一江山戰役



一代名將王靖國將軍的故事
The Story of General Wang

論戰爭規模，國共戰爭計有三大戰役，即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戰役，太原戰
役並不包括在內，然而根據中國大陸2009年所攝製的紀錄片《決戰太原》報導，
太原之役，是其所謂「解放戰爭」中，歷時最長、戰鬥最激烈、付出代價最大的攻
堅之戰。對岸軍事學家在評述太原戰役時，亦曾如此說：「此一戰役，論其難度、
強度、激烈程度，是可以放在解放戰爭中的第一位。」

在1949年國共內戰的最後階段，被三十多萬共軍團團圍困的太原城岌岌可危。是
時，共軍最高指揮官徐向前一再修書勸降，時任第十兵團司令，兼太原守備司令的
王靖國將軍，回信告以如今除決一死戰外，別無他話可言。此外，對通過封鎖線，
銜命入城進言的女兒說：「你可革你的命，我要盡我的忠。」

太原孤城在國軍死守六個多月後，於1949年4月24日，城破淪陷，王靖國將軍被
俘，兩年多後病死於中共獄中。半世紀多來，此一悲壯、忠烈之史實，無形中竟被
湮滅，成為一件至為不公不義、令人扼腕之憾事。

本書作者王壽來，是王靖國將軍在臺的哲嗣，為紀念其父，多方蒐集與爬梳資料，
始完成此書，並洽承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以〈難得的兩代緣〉為文，以及劉維開教
授以〈丹心照青史〉執筆推薦，也算是為此書作了極其精闢的導讀。

作者：王壽來
出版日期：2024/12/2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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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黨史家：沈雲龍先生傳

作者：陳三井
出版日期：2021/12/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20

沈雲龍（1910-1987），筆名耘農，江蘇東台人。從中學時代開始，就是一位憂國
憂民的愛國青年，投入中國青年黨，從此頂著「匹夫無罪，愛國其罪」的大帽子，
與「國家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生長在一個動盪不安、戰亂頻仍的大時代，從軍閥混戰，到日本窺伺、發動全面
侵華戰爭；最終慘勝的中國亦告民窮財盡，百孔千瘡。繼之以中國共產黨叛亂，隨
之神州沉淪，剩下台澎金馬復興基地。 

綜觀沈雲龍一生，隨著大時代的洪流翻滾，飽經顛沛流離與挫折。他雖然早年留學
日本，但仕途並不順遂；他也是過去萬年國代的一員，卻長期在公務衙門「坐食」
修行，終日無所事事，學非所用，壯志難伸。 只是，他有不屈不撓的意志，且家學
淵源、博覽群書，練就筆桿當寶刀。來台後，他先轉換跑道，為報社撰寫社論，又
在雜誌發表時評。後來改行教書，兼做近代史研究。終於在壯年之際，於華人傳記
文學圈開闢出一條與眾不同的坦途，在台灣近代史學界佔有一席之地。

作者陳三井，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六任所長，剛進近史所工作時，就是追
隨沈雲龍做口述訪問工作，與沈雲龍有非常多的互動，「亦師亦友」、「忘年之
交」。本書除了是沈雲龍待人處世以及治學的吉光片羽側影，也記錄了沈雲龍一生
學術上的貢獻，可傳授給後輩史學工作者。 

Young China Party Historian: The Biography of Shen Yun-long）



民國史研究的引路人：蔣永敬先生傳

作者：林桶法
出版日期：2021/4/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20

蔣永敬，1922年5月6日生於安徽定遠縣，2018年4月26日逝於臺北市，享耆壽96
歲。出生民國、研究民國，為傑出的民國史研究學者。

他的一生歷經軍閥內戰、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從安徽到雲南，再赴東北，最後到
臺灣。從農村「地主」到軍人，從公務人員到黨史會任職，轉任政大教授，成為知
名的歷史學者，享譽海內外。從顛沛流離的困境邁向康莊大道的生活，可以說是時
代的寫照，本身就是一部民國的歷史。

他的性格，謙和寬厚，為人廣結善緣，行事灑脫自在，生活大口吃飯，無所拘束。
他的研究，既「嚴」又「明」且「勤」。「嚴」，嚴謹考訂，「明」，敘述明確，
「勤」，勤於讀寫。
他的著作，論點精闢，引領許多學者，啟迪後學。
他的學生，桃李滿天下，許多弟子已經成為「學霸」，傳承他的治學和為人之道。

學界雅稱他為「永敬蔣公」。

總結地說，他出生民國，研究民國，擁護民國，在臺灣奠定研究的基礎，成果斐然。

Chiang Yung-ching: A Historian of Republican China



研教兼優的史學家：李守孔先生傳

作者：胡平生
出版日期：2022/10/31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450

悉心授業，四十年諄諄人師，光照杏壇；努力傳薪，兩千名莘莘弟子，澤被史林。

這兩句話是作者胡平生教授，追念恩師李守孔先生的聯語。言簡意賅，道盡李守孔
先生來台以後，在史學界的貢獻。

中國近現代史教學或研究的臺灣各代學者中，李守孔先生介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
頗負盛名。他二十四歲自國立河南大學文史系歷史組畢業即前來臺灣。二十五歲，
至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擔任助教至六十七歲退休，他的史學生涯長達四十八年。

他就讀於國立河南大學文史系歷史組期間，正值八年抗戰的動蕩，校址不斷遷徙，
大半課業荒廢於烽火播遷途中，沒辦法好好讀書，也缺乏名師的汲引。直到畢業後
至臺大歷史系任教，才開始摸索研究工作。

他撰述極勤，著作等身；教學卓越，育才良多；稱得上是研究和教學兼優，對於臺
灣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卓著的貢獻。

本書讓我們跟著胡平生教授，探索李守孔先生從河南大學到臺灣大學，兼及中國歷
史學總幹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以及李守孔先生的生平、教學、研究、行政等
各種方面，發掘一代學人的翩翩風采。

Lee, Shou-kung: An Outstanding Historian



浮生日錄

作者：張玉法
出版日期：2023/6/30
規格：25開，平裝
定價：NT$800

《浮生日錄》是張玉法院士於新冠疫情期間，索居鄉下，整理其舊日公私函件，發現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志趣，亦有不同的師友往來，因而簡記函件之內容，按日期排序，
並插入國家大事、家庭瑣事作為背景，題名《浮生日錄》。

作者濃縮了其信札精義，點出一些論題，不作評論，但文字中蛛絲馬跡，也為讀者捎
出了一些時代的訊息。這也是一種史學著作的新體裁，其中有個人生活史，又是社群
的學術史。

張玉法院士，1935年出生於山東嶧縣，幼年在日本佔領區生活。1948年濟南戰役後，
11月張院士跟隨學校南遷，開啟了流亡學生的生涯，經湖南、廣東，海運台灣澎湖，
並親身經歷了山東聯中澎湖七一三事件。高中畢業後，張玉法院士考上了師大史地系，
就此開展他對中國近代史的興趣，以及往後數十年對中國近代史的大量研究成果。

《浮生日錄》內容包括年幼的記憶，中學、大學的求學過程，畢業後從事教員、服兵
役的經歷，進修研究所、到中央研究院任職、赴美留學的點滴，為山東存留歷史的奔
走，以及「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心理呈現。雖然本書既不是日記，也
不算是回憶錄，看似瑣碎，但內容包羅萬象，可說是張院士對自我人生的最佳側寫。

Yu-fa Chang, The Chronicle of My Life



潮平兩岸闊：張憲文往來函札集

主編：呂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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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16開精裝附書盒
定價：NT$700

張憲文教授1934年10月出生於山東泰安，195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後、留校
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歷任歷史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1974年參與創建南京大學
中華民國史學科，1993年建立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一職。

長達數十年的治學生涯，張教授先後獨立完成或主編《中華民國史綱》、《中國現
代史史料學》、《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蔣介石全傳》、《中國抗日戰爭史
（1913-1945）》、《中華民國史》、《南京大屠殺全史》等一系列學術著作。
2010年至2015年，與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攜手兩岸四地七十位學者撰寫了《中華
民國專題史》，為兩岸學界學術合作的一件盛事。

《潮平兩岸闊：張憲文往來函札集》正是他四十餘年對外學術交往的一個縮影。本
書選取張教授所藏與臺、港、澳地區學者往來書信彙編而成。令讀者如同墜入時代
的洪流，感受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與海內外之間的變化，尤其是學術交往上的
重大突破。這些通信可謂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臺灣三通前後學界實現往來的先行
者。信稿裡說的人和事，展現了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從無到有、從有到興的歷程，
更見證了幾代之兩岸四地中華民國史學者的成長道路。不僅親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
史學科篳路藍縷發展歷程，本書亦為觀察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界對外開放交流
之側影。

A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ofessor Zhang Xianwen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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