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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文物

壹、小傳

蔣中正，字介石，1887年生於浙江奉化。幼年受私塾教育，學習

中國傳統經典，青年赴日本學習軍事，畢業於振武學校，入日軍聯隊實

習。1911年辛亥革命起，不假返國，自是學業中斷。辛亥革命時助陳

其美革命，陳去世後直接追隨孫中山，成為孫的軍事助手。1922年孫

遭陳炯明部逐出廣州，蔣登永豐艦隨侍孫指揮軍事 40多天，1923年受

命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1924年擔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為其事

業起飛之始。孫過世之後，廣東政局不穩，蔣歷經政治鬥爭，於 1926

年 3月中山艦事件之後，漸掌國民政府軍事全權。

1926年 7月，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發動北伐。1928年一

統中國，年底就任國民政府主席。1929年各軍系不滿中央編遣部隊之

不公，陸續發生異動。1930年晉綏軍、西北軍、桂軍與蔣的中央軍爆

發中原大戰，以蔣勝利告終，惟各敵對勢力，仍與蔣明爭暗鬥。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蔣為促進團結，辭任國府主席，離京歸鄉。1932年

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襲上海，蔣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其對內積

極剿共，對外備戰抗日。1936年 12月西安事變，蔣遭地方軍事領袖張

學良、楊虎城挾持，經過協商，安然返京，惟政府剿共基本停止。1937

年 7月 7日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蔣組建統帥部擘劃戰略、

指揮軍事，並爭取外交援助，於 1945年獲得最後勝利。

1948年 4月，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蔣為行憲後首任總統，其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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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日就職；旋國共戰局逆轉，1949年初下野。政府遷臺後，蔣於

1950年 3月復行視事，發動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壓抑國內反對勢力，

推動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變革，舉其要者，如推動陸軍整

編、支持行政院長陳誠的土地改革法案。反攻大陸係蔣念茲在茲之事，

雖兩岸軍事實力差距巨大，其仍觀察國際局勢，運作外交，整軍經武，

組織下屬擬訂反攻計畫。

1954年，國民大會選舉蔣為第二任總統。1960年，國民大會修

改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使蔣不受憲法連選連任一次之限制，並於 1960

年、1966年、1972年選舉蔣為第三、四、五任總統。1972年，蔣重病

昏迷，經過急救，體力大不如前，國政由其子蔣經國以蔣中正名義辦

理。1975年 4月 5日清明節，病逝臺北，享壽 89歲，靈柩暫厝桃園大

溪慈湖賓館。

貳、移轉及整理

《蔣中正總統文物》係蔣中正於北伐、統一、抗戰、戡亂等時期，

所留下的函稿、電文、日記、信件、書籍、輿圖、影像資料及文物等，

由蔣之機要人員歷年蒐錄整理而成。該文物最初係 1925年蔣任黃埔陸

軍軍官學校校長時，交其秘書毛思誠保存之若干文卷整理而成。爾後蔣

歷任軍政要職，其隨侍機要人員如陳布雷、俞國華、毛慶祥、周宏濤

等，亦將與蔣有關之機要資料隨時整理收存。

1948年冬，政府戡亂失利，蔣中正下野，隨即指示將該批檔案隨

中央銀行黃金同艦運臺。檔案原暫存高雄，1949年移轉至大溪頭寮賓

館，並於翌年成立「大溪檔案室」存藏。因此，外界遂多以「大溪檔

案」稱呼該批文卷資料。

1950年後，大溪檔案室除繼續蒐羅、典藏蔣中正相關檔案資料

外，也對既有檔案進行整編。整編工作先後由許卓修、秦孝儀等人掌

理，除對檔案進行分類，也為部分檔案撰寫重要事件始末。1953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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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大溪檔案室改隸總統府，由總統府機要室兼理該室業務，檔案仍藏

於頭寮賓館，至 1979年 7月，始由頭寮賓館轉移至臺北陽明山的陽明

書屋。

由於該批檔案相當完整，且蔣中正的生涯，歷經民國史上諸多重要

事件，因此世界上治相關歷史之學者，皆甚望能查閱大溪檔案。然而，

受限於政策及檔案機密等因素，當時只有極少數學者獲准利用。政府解

嚴前後，政治環境改變，各機關檔案已陸續開放，社會上對於二二八事

件、孫立人兵變疑案到張學良案，皆十分感興趣。對「神秘」的大溪檔

案的開放，更是殷切期盼。在民間、學者及立法委員等的催促下，1995

年 2月，總統府機要室與國史館協商移交機要檔案事宜，國史館擬定

「國史館典藏管理機要檔案辦法」，並成立「中興計畫」的臨時任務編

組，協調各處室，投注相當人力、物力，完成移交工作，並展開檔案整

理事宜，包括建立全宗號、分類立宗、編制目錄、排列、微縮和清理。

同時，將機要檔案正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簡稱《蔣檔》）。1997年

初，《蔣檔》陸續開放，被稱作「史料解嚴」，國內、外學者趨之若鶩，

帶起一波史學研究熱潮。

2002年以後，國史館配合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檔案、

照片、圖書、視聽、器物等類型史料，配合「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

例」的通過與實施，將《蔣檔》改稱為《蔣中正總統文物》。而今，過

去難以一窺堂奧的珍貴史料，在國史館的數位資料庫中（詳見國史館官

網），凡通過准駁，皆可自由查調，盡情閱覽。

《蔣中正總統文物》全宗號 002，經過數位化，區分 11個系列，

依序為「籌筆」（01）、「革命文獻」（02）、「蔣氏宗譜」（03）、「家書」

（04）、「照片」（05）、「文物圖書」（06）、「特交文卷」（07）、「特交

檔案」（08）、「特交文電」（09）、「器物」（10）、「其他」（11），計文件

3,606卷，圖書 415卷。經過細部編目者，籌筆有 18,038件，革命文獻

有 16,514件，家書有 1,253件，照片有 50,798件，文物圖書有 9,759

件，特交文卷有 5,715件，特交檔案有 75,531件，特交文電有 14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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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他有 9,463件，總計 328,854件（統計至 2017年 3月）。就數量

來說，特交文電最多，其次為特交檔案，家書最少。

參、內容

一、籌筆

籌筆係《蔣檔》第 1個系列，為蔣中正親書之函電或諭令的手稿，

內容多為蔣對於重要政治、軍事案件之籌劃，檔案時間起於 1923年 8

月，止於 1972年 6月。

檔案編排方式，係依時間先後整齊排比，分成北伐、統一、抗戰和

戡亂 4個時期（副系列），共 291冊，另有拓影本 135冊。

（一）北伐時期：自 1923年 8月起，至 1928年 12月止。 

（二）統一時期：自 1929年 1月起，至 1937年 7月止。

（三）抗戰時期：自 1937年 7月起，至 1945年 12月止。

（四）戡亂時期：自 1946年 1月起，至 1972年 6月止。

二、革命文獻

革命文獻係《蔣檔》第 2個系列，為依記事本末體編排而成的重要

文獻彙編，時間起自 1923年 6月，止於 1952年 4月，共計 167冊，與

籌筆一同，分成北伐、統一、抗戰、戡亂 4個時期（副系列），各時期

又有多個案卷。每一案卷係以事件為主題，將相關重要文獻如函電、手

令等加以編排而成。每案之前附有整編人員撰寫之事件概要，簡述事件

始末。

（一）北伐時期：

有「北伐之目的及其準備」、「第一期敵情概況」、「規復長沙」、「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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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分裂與北伐中挫」等 28個案卷，分裝成 28冊。

（二）統一時期：

有「國軍編遣」、「湘鄂事件」、「中東路事件」、「瀋陽事變」、「西安

事變」等 24個案卷，分裝成 34冊。 

（三）抗戰時期：

有「盧溝橋事變」、「抗戰方略」、「華北戰役」、「徐州會戰」、「同盟

國聯合作戰」等 33個案卷，分裝成 50冊。 

（四）戡亂時期：

有「接收東北與對蘇交涉」、「國共協商與共軍叛亂」、「美國特使馬

歇爾將軍來華經過」、「蔣總統引退與後方佈置」等 18個案卷，分裝成

55冊。 

例如，戡亂時期第 10冊為

「實行憲政與蔣總統就職」，按

時間收入關於政府行憲的相關演

詞、報告、電文、信函、情報、

公告，對查考該事件之來龍去

脈，助益甚大。

革命文獻的編排，先以時間

排列，再將相同事件的檔案彙編

在一起，整體觀之，有其一貫脈

絡。惟近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檔管局），推動其政治事

件檔案集中典藏管理之政策，因

此移轉抽走本館革命文獻中，與

二二八事件相關的 2卷。如此未
革命文獻一冊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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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檔案來源原則（尊重全宗與原始順序）的檔案管理方式，使《蔣中正

總統文物》有所割裂不完整，查閱者可予留意。

三、蔣氏宗譜

《蔣中正總統文物》第 3個系列為蔣氏宗譜，共 7套 48冊，分別

為《民國七年重修本》（4冊）、《民國三十六年重修本》（6冊）、《回圖蔣

氏宗譜》（10冊）、《宜興大成蔣氏宗譜》（10冊）、《梅潭蔣氏世譜》（14

冊）、《硤石蔣氏支譜》（2冊）、《武嶺蔣氏先序考》（2冊）等。

四、家書

第 4個系列為家書，內容為蔣氏致家人、親友書信之錄底，以寄發

對象分類，分成「致宋美齡」、「致蔣經國」、「致蔣緯國」、「致親友」、

「致蔣孝武」、「致蔣孝勇」及「蔣經國家書」等（副系列）。其時間最

早為 1926年元月，最晚為 1969年元月。總計共 19卷。

五、照片

第 5個系列為蔣中正照片，共有 50,798張，涵蓋時間自 1908年至

1976年 8月，包括蔣中正一生的重要經歷，提供其完整的個人照片影

像紀錄。這些照片原區分為：總統蔣公影輯、領袖照片資料輯集、蔣夫

人照片資料輯集、參觀藍星演習影輯、美副總統詹森伉儷訪華影集、日

本人士紀念蔣公遺德顯彰會現場照片影集、蔣介石總統百年誕辰畫冊等

94冊及大型團體合照等。國史館依照片內容性質，重新分為：總類、

典禮集會、巡訪慰問、演習校閱、接待國內賓客、接待外賓、接待僑

胞、友人僚屬、生活留影、蔣夫人宋美齡輯集、逝世與紀念活動、其他

等 12主題（副副系列）。 

《蔣檔》尚有 23萬餘張照片或底片，由於過去數位化係以史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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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目的，許多照片及底片並未進行數位化作業，因此鮮為人所知。考

量永久保存珍貴歷史影像史料，及多元展覽之需求，國史館與國立中正

紀念堂管理處合作，將此 23萬餘張攝影史料全數整理，進行影像數位

化掃描，並執行詮釋資料撰寫工作。相關工作仍在進行，完成後將有更

豐富的蔣中正影像史料呈現在世人面前。

六、文物圖書

第 6個系列為文物圖書，含稿本及刊本共 458冊，如《事略稿

本》、《困勉記初稿》、《蔣主席傳記》、《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

生》、《蔣介石先生四十以前年譜》、《蔣主席文抄》、《自反錄》等書。

其中的《事略稿本》，接續毛思誠編纂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

生》，為年譜長編性質的著作，時間起於 1927年，迄於 1949年，史料

價值極高，國史館已將之全部掃描出版，共 82冊（另出版補編 2冊，

原件藏中國國民黨中央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困勉記初稿》等書，為蔣

中正的日記分類摘抄，國史館皆已打字出版，並建置數位資料庫提供全

文檢索（詳見官網），題名《蔣中正總統五記》，共 6冊─《困勉記》

2冊，《游記》、《學記》、《省克記》、《愛記》各 1冊。

七、特交文卷

第 7個系列為特交文卷，包括親批文件和交擬稿件兩部分（副系

列），時間起自 1927年元月，止於 1965年元月。檔案編排方式，以時

間為序，依次排列，共計 72冊。 

（一）親批文件：

為蔣中正的機要人員摘錄各方致蔣之函電後呈閱，而蔣在摘文箋

上，多有閱覽後所作的批示。檔案時間自 1927年元月至 1970年 8月，

皆按時間先後依次排序，內容多為此期間蔣中正對各方來電敘述或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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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政治、外交與財政等情勢與措施所作的批示，共 46冊。 

（二）交擬稿件：

為蔣中正的機要人員先草擬致各方電文文稿，再由蔣修改後核定發

送之文件。檔案時間自 1927年 2月至 1965年元月，皆按時間先後依次

排序，內容多為蔣中正對政治、軍事、外交情勢的規劃與指示，共 26

冊。

八、特交檔案

第 8個系列為特交檔案，收入之文件無特定主題，文件型式也不一

致，內容包括簽呈、函札、電報、會議紀錄、各式報告、名冊、信件、

書籍、手稿錄底、手令登錄等。可分成分類資料、一般資料、黨務等

三部分（副系列），前二者共有 1,077冊。此一系列所含資訊豐富，為

《蔣檔》相當重要的部分。

（一）分類資料：

係指檔案內容具體明確之資料，可區分為政治、軍事、中日戰爭、

政治防共、軍事剿匪、外交、國際、經濟、財政、內政、教育、交通、

社會、特件和其他等 15類（副副系列），各類之下再依不同史事，予以

細分編排成若干案卷，如政治類下包含憲政、法制、各方建議與各地政

情等案卷。檔案時間自 1928年至 1971年，內容多為蔣的部屬及各地呈

送有關政治、軍事、中日戰爭、防共剿匪、外交、財政與內政等各方面

的報告、電報、簽呈、會議紀錄、信件等，共有 455冊。 

（二）一般資料：

不依內容分類，僅依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檔案時間自 1925年至

1958年，內容相當繁雜，各種性質事項無所不包。其後另有專件、手

稿錄底、呈表彙輯、手令登錄、工作報告和書翰等資料彙編。總計 62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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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黨務：

1989年前後，為貫徹黨政分際，總統府機要室將《蔣檔》中的黨

務類資料移交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因此這批原屬《蔣

檔》特交檔案的資料，並未於 1995年自總統府機要室移轉至國史館。

2015年，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合

作，將藏於黨史館的黨務類資料數位化，二館並同時開放各界利用。

經過整理並數位化的黨務類資料，計 1,621件，內容較雜，包括中央法

令、中國國民黨改造、中央人事、中央會議、中央宣傳、中央報告、總

裁訓示及各方建議、地方海外及特種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訓練

團、革命實踐研究院、各黨派動態、國情報告、匪情報告、其他等。

九、特交文電

第 9個系列為特交文電，數量最多，係以事件為主題，精選蔣中

正與各方往返之重要電報彙編而成的檔案。總統府機要室於 1973年開

始著手整理編排，先擬定 39個案卷，按時間排序，分別歸納各案相關

的資料。每案之前由整編人員撰寫紀要一則，記述事件因果始末，計分

4個單元：領袖事功、日寇侵略、共匪禍國及俄帝陰謀（現屬 4個副系

列），共計 436冊。 

（一）領袖事功：

主要是蔣中正的功業勳績，由蔣的部屬呈報的電文與其所作的批示

彙編而成，又區分為 7個部分，即北伐統一、國家建設、革命外交、復

行視事、對日抗戰、領袖指示、目錄及參考資料（副副系列）。按歷史

事件與事務性質區分為 17種案卷，如在北伐統一部分，有掃除軍閥主

持奉安大典與敉平石唐叛變等案卷；在國家建設部分，包含鞏固國防、

實施憲政、改革政經與積極治邊等案卷。總計 8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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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寇侵略：

指自北伐以來至對日抗戰期間，日本對中國一系列侵逼挑釁所引

發的事件衝突與戰爭，內容係按各重要事件，將蔣中正與各方往來電報

彙編而成，區分為濟南慘案、瀋陽事變、淞滬事件、侵擾熱河、迭肇事

端、卵翼傀儡、汪偽組織與八年血債等 8種案卷，計有 89冊。 

（三）共匪禍國：

指自北伐期間至抗戰後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所進行各種反國

民政府的政治與軍事等活動，以實現其奪取政權之企圖，內容係將蔣中

正與各方往來電報彙編而成，區分為挑撥寧漢分裂、煽動西安事變、勾

結閩逆叛變、製造各地暴動、種種不法罪行、談判詭謀、武裝叛國等，

共分為 10種案卷，計有 226冊。 

（四）俄帝陰謀：

指蘇俄對中國東北及外蒙新疆的種種侵占謀略及抗戰後在東北延宕

撤軍扶植中共等行為，內容係將蔣中正與各方往來電報彙編而成，區分

為雅爾達密約與中蘇協定、阻擾接收東北、俄帝侵華罪行等 3種案卷，

計有 9冊。  

十、器物

第 10個系列為器物，包括勳章、獎

牌、紀念品、印章、紀念肖像、畫作、

書法、攝影，以及禮品。舉例如「總統

之印」、「空軍司令印」、「陸海空軍總司

令行營印」、「蔣中正印」名章、「還我河

山」總統騎馬像、蔣宋美齡繡像、「民族

救星」紀念鼎、象牙雕船、一等大綬雲

麾勳章、一等大綬寶鼎勳章、美國特殊 總統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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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勳章證書等。

十一、其他

《蔣檔》自開放及至數位化之後，國內外已有眾多學人參考利用，

發表無數論文、專著。然早先數位化者，僅 1至 9個系列，此實非《蔣

檔》全貌。《蔣檔》尚有「其他類」，以整編較遲，未獲充分利用。國史

館現已整理完竣，定為系列第 11「其他」。包括總統事略日記、籌筆、

淞滬抗日戰役史材、張羣先生文卷、史料整編、文電登記簿、綜合等

（副系列）。

（一）總統事略日記：

包含總統事略日記（1958年 8月至 1974年 12月）、蔣經國剪報資

料（1974年 8月至 1975年 4月）、蔣總統秘錄等。其中的總統事略日

記，非蔣中正的日記，而是蔣中正每日的動態報導，時間自 1958年 1

月，至 1974年 12月，每日記錄蔣的大事記略、言論記略及收入相關剪

報資料。

（二）籌筆：

類似《蔣檔》系列 1的籌筆，為蔣的親筆手諭，有「蔣總司令籌

筆民國 19年 1至 12月」、「蔣委員長籌筆民國 35年 1至 12月」。由於

在《蔣檔》移交時，部分籌筆（主要為 1930、1946年）便被劃歸其他

類，為尊重檔案編排原始順序，這批檔案未整理進入系列 1的籌筆。

（三）淞滬抗日戰役史材：

為 1932年爆發之一二八事變相關史料 22卷，另有陸軍第八十八師

淞滬抗日戰役經過概要 1卷。

（四）張羣先生文卷：

張羣係蔣中正重要部屬，在臺長期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此類檔案，



國史館現藏重要檔案文物史料概述310

包括張羣個人保存之文件資料、總統接見日人談話案、總統與日人談話

紀錄、蔣總統與岸信介談話紀錄、中日合作反共方針案、中日兩國斷交

前後資料等。

（五）史料整編：

為《蔣檔》搬運整編過程所產生的檔案，如大溪檔案資料集運經

過、大溪檔案資料編整保管機構之沿革、大溪檔案整理工作報告、革命

文獻整編作業紀述、日寇侵略之部編案紀要初稿（合訂本）、領袖特交

文電珍藏整理（初輯影本）、領袖特交檔案整理登錄冊等。

（六）文電登記簿：

為蔣中正的侍從人員抄錄蔣電令他人內容的登記簿，類似特交檔案

一般資料中的手令登記簿。種類甚多，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室去

電登記簿（民國 23年 5月至 35年 12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

去電登記簿（民國 22年 8月至 23年 4月）、來電分姓登記簿（民國 29

年 1月）等。

（七）綜合：

所收甚雜，如國民會議實錄、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紀錄

摘要、中國國民黨第 6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 177次至 200次

會議紀錄、軍官資歷表、美軍援顧問團對中國國軍有效戰力報告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