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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總統文物

壹、小傳

蔣經國，字建豐，曾任中華民國第六、七兩任總統，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主席，1910年 4月 27日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1988年 1

月 13日病逝臺北，享壽 79歲。父親蔣中正，母親毛福梅。早年受到上

海五卅運動的影響，1925年留學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

輾轉於工廠與集體農場間，因中蘇關係的不穩定變化，曾歷經 12年形

同人質的艱苦歲月。

自 1937年歸國後，蔣經國重新信奉三民主義，投身於國家復興事

業，在對日抗戰期間，開始在江西省贛縣縣長、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

保安司令等職務上歷練，並參與籌備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團支部，

出任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與組訓處處長。在戰爭結束後，先是作為外交

部特派員，與蘇聯交涉接收中國東北地區事務；國共內戰時期一度轉任

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在上海推動管制經濟措施；繼而受命擔任中國國

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1949年初赴臺，籌劃對抗共黨武裝全面叛

亂的黨政布建工作。

1949年 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隔年 3月總統蔣中正復行視事

後，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

統籌協調黨政情報工作，並創設政治工作幹部學校，在軍隊裡建立政戰

系統；再進入中國國民黨黨務決策核心，擔任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主

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以組訓方式來推動社會各界支持政府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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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自 1954年後的 20年間，蔣經國成為中央政府的重要閣員，歷任國

防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行

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部長、國家安全會議總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行

政院副院長兼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主任委員、行政院院長等職，盡力

建設臺灣，組織榮民從事建設，主導東西橫貫公路開通。任國防部長期

間屢次出訪世界民主陣營，建立軍事合作關係；接任行政院長後，面臨

退出聯合國之後中華民國遭受國際孤立的處境，與國際石油危機對臺灣

的經濟衝擊，更積極地推動各項公共建設，擘劃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

與十二項建設等重大工程，締造臺灣經濟與國民所得的高度成長，成為

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

1975年 4月，蔣中正逝世，嚴家淦繼任總統，而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則推舉蔣經國為主席。在總統嚴家淦卸任之後，1978年及 1984

年，經由國民大會選舉，蔣經國兩度當選出任中華民國總統，與統治大

陸地區的共產專制政權繼續對峙。在執政時期的後期階段，因應社會結

構與政治風氣的轉變，蔣經國開始推動一連串的自由化改革措施，如廢

除戒嚴令，解除黨禁、報禁，開放大陸探親等，為今日臺灣地區的政治

民主奠定基礎。

貳、移轉及整理

國史館所藏《蔣經國總統文物》，其中文件、圖書、照片、視聽材

料，分別來自於 1990年及 1995年，是由陳立夫先生和總統府所移轉。

陳立夫送交國史館的文物，是經國先生在 1951年至 1968年間寫給陳

立夫的親筆信函，計 27件。總統府所移轉的文物共有兩批，第一批隨

蔣中正總統文物移轉，原來是附屬於蔣中正總統文物的一部分，包括文

電、照片、家書及簽名章；第二批乃總統府正式辦理移轉的蔣經國文

物，包括檔案文卷、談話記錄、言行剪輯、大事紀、講稿、題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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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手稿、證狀、勳獎章、相冊、繪畫、書法、圖表、衣物、書籍、錄

音帶、錄影帶、幻燈片等等。至於器物，來源較為複雜，說明詳後所

列。

蔣經國總統文物，為蔣經國為國事奉獻一生的相關文卷史料。經由

國史館進行分類，分為文件、圖書、照片、視聽及器物等 5個系列。其

中的文件、照片與器物全宗系列，至 2017年 3月，已完成細部整編、

編目建檔及數位化作業者，合計 20,541件。文件部份共計 2,039卷，建

置 16,569 筆目錄資料，掃描 199,436頁圖檔。照片部分編成 77卷，建

置 3,857筆目錄資料，已完成數位化作業者有 3,857件，掃描 15,746張

數位圖檔。至於器物共計 201件，已整理拍攝者有 170件，嗣後將陸續

完成。

參、內容 

一、文件

檔案涵蓋年代為 1924年至 1990年，分為忠勤檔案、黨政軍文卷、

接待賓客、行誼剪輯與大事紀、專著手札與講詞等 5個副系列。

（一）忠勤檔案

計 1,285件，包括：蔣經國、池孟彬、陳質平等出國訪問相關資

料，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蔣中正函電錄底、手令錄底與手札錄底，

蔣中正、戴笠傳略，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國光、新生、快刀、巨

光、藍獅、野龍、桃園、神龍、U2偵照等專案計畫，陸軍訪問團訪越

報告，駐外代表函件，敵後工作相關資料，蔣經國來往函電及留俄回憶

錄，中共軍事、外交等情報資料，有關敵我及各國軍事資料分析與報

告，海外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名冊，財政收支統計資料及中央銀行業務

報告，國防會議簡史，呈報聯合國問題相關資料，政府各級機關與中國



國史館現藏重要檔案文物史料概述326

國民黨黨部組織調整等。

（二）黨政軍文卷

計 6,804件，分為：政治建設、軍事建設、財經建設、大陸情勢與

反攻、國際情勢與外交、國家安全與秩序、人才養成與訓練、其他等 8

個副副系列。

1. 政治建設，包括：徐柏園等重要人事異動案，國安會秘書長黃少

谷對中央民意代表增選建議案，訪美代表王叔銘與美方人員會晤報告，

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彈劾案，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呈蔣中正文電簡報表，蔣

經國升任行政院長民意調查報告等。

2. 軍事建設，包括：國安局副局長陳大慶赴美考察報告，美國對

臺軍事援助計畫，國軍軍事會議專題報告及重要案執行成果，總統府軍

事會談紀錄，金門防衛司令部工作報告，騰海三號實兵演習檢討報告，

空照泉、漳、廈門等地區綜合研判報告，總統蔣中正與美方將領談話紀

錄，馬祖防衛司令部戰備檢討報告，中美聯合戰略目標計畫等。

3. 財經建設，包括：十年來我國科學發展總檢討，美援計畫，中央

銀行業務概況及臺灣省金融動態，中國石油公司臺灣大洋探採公司石油

探採合約，臺灣蔬菜產銷改進工作之檢討，臺灣高速公路計劃圖及透視

圖等。

4. 大陸情勢與反攻，包括：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訪美文件，中

共在美和平統戰活動之對策，鄧小平對當前形勢與任務之報告，新疆、

東北中俄邊界地區情勢報告，從中共飛機在俄蒙邊境墜燬事件研析當前

大陸情況，中共 SA-2地對空飛彈數量之研究，中共沿海港口機場暨軍

事設施機艦動態空照判讀，大陸沿海港口軍事部署空照圖等。

5. 國際情勢與外交，包括：蔣中正與美國總統甘迺迪往來函件，蔣

中正與美方人士來往函電稿，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友好條約，有關聯合

國代表權及釣魚臺問題案，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談話，中美共同防

禦條約，關於聯合國代表權等外交部收電，國防部長蔣經國訪問韓、泰



蔣經國總統文物 327

講稿及資料，關於局部禁止核試條約之說帖等。

6. 國家安全與秩序，包括：1956至 1963年各項會報指示，有關國

家安全會議議程及簽呈文件，國軍安全狀況報告，中央密碼管制小組工

作報告，國內政軍情資及對中共情蒐策反工作，國家安全局工作計畫，

中越情報合作備忘錄等。

7. 人才養成與訓練，包括：國防研究院教育成果與檢討報告，三軍

大學戰爭學院戰略補訓班學員教育成果報告表，實踐學社戰術教育研究

班第一期研究員教育成果考核表等。

8. 其他，包括：侍從武官手冊，行政院答覆張學良被軟禁釋放問

題，副總統陳誠診病經過紀錄，慶賀及悼唁蔣中正壽辰與逝世相關文

卷，總統府侍衛室機要公文檔案圖書移交清冊等。

（三）接待賓客

計 1,314件，分為：會談紀要、談話備忘錄、談話紀錄、談話資

料、會客名簿、延見賓客、簽名簿等 7個副副系列。重要內容包括：國

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與克萊恩、納爾遜、傅德、彭第、柯爾貝等會談

紀要，總統蔣中正與克萊恩、麥康、卡德、費爾特、寇克、納爾遜等會

談紀要，美國在臺協會主席丁大衛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左紀國

談話要點，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汪希苓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等談話要

點，外交部長朱撫松與美國眾議員伍爾夫談話紀錄，美國駐華大使賴特

轉交法國擬承認中共問題之備忘錄及中譯本，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總統

蔣中正晚宴後會談記錄備忘錄及中譯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致國防部

長蔣經國有關中華民國國軍現代化及改編備忘錄中譯文，國防會議副秘

書長蔣經國與美國總統甘迺迪會談備忘錄，泰華各界歡迎國防部長蔣經

國蒞泰訪問公宴大會簽名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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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10月 7日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聲明預備解除戒嚴

（四）行誼剪輯與大事紀

計 980件，分為：蔣經國言行剪輯、蔣經國行事紀、其他等 3個

副副系列。重要內容包括：1950至 1965年言行剪輯，1980至 1986年

行誼新聞報導，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光華雜誌、遠東

雜誌、Trends、時代雜誌（Time）言行剪輯；日本報刊發行追思特集，

1972至 1987年大事日記略稿；日程表，蔣中正逝世報導專輯，蔣經國

體格及健康檢查報告，第七任總統當選證書，聘書與受領各種勳章證

書，蔣經國政績照片集，日本大學頒授蔣中正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證書及

頌詞等。

（五）專著手札與講詞

計 6,112件，分為：專著類、手札類、講詞類、其他等 4個副副系

列。重要內容包括：我的父親，蘇俄在中國，宋美齡與蔣經國來往電報

錄底影印，蔣經國與杜魯門、尼克森、陳立夫、董顯光等中外人士往來

函件，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任內講詞集，蔣經國於元旦、國慶、行憲、

總統就職講詞，蔣中正嘉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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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片

主要是由「蔣經國照片資料輯集」、「蔣方良照片資料輯集」、「蔣

經國行誼選輯」、「就任第六任總統暨其他精選相片」及「蔣經國哀榮實

錄」等部分構成。拍攝時間從 1944到 1988年，照片內容涵蓋延見及會

晤國內外人士、主持典禮集會、參加慶典會議、款宴賓客、訪問考察、

巡視校閱、參觀慰問、同僚合影、居家生活、喪禮慰問及其他等，除了

蔣經國總統在官場的威嚴臉孔外，也可一窺其家庭生活中慈祥溫馨的一

面。

依時期區分，可分為童年與留俄時期、中國大陸時期、初到臺灣時

期、退輔會時期、國防部時期、行政院時期、第六任總統時期、第七任

總統時期、其他等 9個副副系列分類。其中「童年與留俄時期」為預留

分類尚無檔案，其他各分類之重要檔案內容條列如下。

（一）中國大陸時期

計 156件，包括：與母親毛福梅之合影，在蔣中正六秩華誕時於南

京款宴各民族代表的留影，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任內主持幹校會

議的留影，幹校開學典禮戴季陶蒞臨觀禮時留影，教育長任內檢閱二○

一師時留影，蔣方良為襁褓時期的蔣孝武沐浴留影，隨侍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遊廬山、巡視南昌市容、參觀贛州農作及當地學校時留影，國防

部預備幹部訓練局局長任內飛往臺灣巡視行前於南京機場留影，偕蔣中

正、宋美齡等家人還鄉掃墓時留影等。

（二）初到臺灣時期

計 432件，包括：陪侍蔣中正遊阿里山與隨行人員合影，遊日月潭

與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合影，慶祝與蔣方良結婚紀念留影，陪侍宋美齡

飛抵前線勞軍時留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任內在青年晚會上演講、出

席聯勤官兵代表大會致詞時留影，乘太湖艦前往綠島蘭嶼各處巡視並與

艦上官兵及隨員合影，主持政幹班第一分班第五期開學典禮時留影，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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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陸海空勤警總聯合運動大會時留影，接待高棉華僑團體、菲律賓籃球

隊、港臺影劇界人士等留影，慰問醫院傷患及火災受災軍眷的留影；與

蔣中正、宋美齡等家人在士林官邸歡度聖誕的留影等。

（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時期

計 351件，包括：宴請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殷格索、美援公署署長

卜蘭德夫婦、美軍顧問團團長鮑文等留影，陪侍蔣中正巡視橫貫公路工

程，接見越南總統事務部長阮廷淳留影，參加中央警官學校、陸軍官

校、空軍參謀大學畢業典禮時留影，出席國民大會開幕典禮、國光會議

時留影，陪侍蔣中正校閱陸海空三軍留影，慶祝自己及家人生日的家居

生活留影，會晤美國總統甘迺迪、海軍軍令部長麥克唐納、駐華大使賴

特留影等。

（四）國防部時期

計 247件，包括：陪侍蔣中正參觀特種部隊前鋒五號及空降演習的

留影，接見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反共義士

李顯斌等留影，會晤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時留影，陪

侍蔣中正巡視東部守備區司令部時留影，宴請美國副總統韓福瑞、韓國

總統朴正熙、總理丁一權等留影，接待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越南總理阮

高祺時留影等。

（五）行政院時期

計 1,543件，包括：赴美越等國訪問考察的留影，陪侍蔣中正巡視

核電一廠工程、中國鋼鐵公司、中正國際機場工程、中國造船公司、南

北高速公路圓山大橋工程等地留影，歡迎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中非共和

國總統卜卡薩、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訪華時留影，參加第五任總統就

職大典留影，巡視臺北市政府留影，拜會美國副總統洛克斐勒、瓜地馬

拉總統阿拉納、尼加拉瓜總統蘇慕薩、西薩摩亞總理戴馬賽賽、甘比亞

總統賈瓦拉、越南總統阮文紹、約旦王儲哈山時留影，接見新加坡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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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史瓦濟蘭副總理辜瑪洛、韓國副總理太完善、旅日圍棋國手林

海峰、中華青少棒代表隊等留影，主持行政院員工慶生會、將官晉升布

達典禮、三軍官校及政戰學校聯合畢業典禮、全國經濟會議開幕典禮留

影，參加歡迎甘比亞總統賈瓦拉國宴時留影等。

（六）第六任總統時期

計 731件，包括：接見哥斯大黎加總統卡拉索、東加國王杜包四

世、馬紹爾總統卡布亞、南非總理波塔，主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開幕典

禮，參加哥斯大黎加總統卡拉索答謝酒會、澎湖監獄受刑人降旗典禮、

三軍大學畢業學官早餐會的留影；與少年、青少年及青年棒球隊職隊

員、十大傑出青年等合影；巡視中國造船廠、臺灣機械公司、臺北縣平

溪鄉地方基層建設、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清泉崗空軍基地、海軍惠陽

軍艦、屏東海水倒灌災區、基隆港區貨櫃碼頭、金門東引砲兵陣地、興

達火力發電廠施工情形、臺北火車站等留影；贈勳南非總理波塔、史瓦

濟蘭總理馬班達，款待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學人，美國歷任駐華大使及

協防司令與顧問團長、出席國民大會會議全體代表，慰勉馬祖前線陸軍

守備官兵等。

（七）第七任總統時期

計 313件，內容包括：接見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阿肯色州

州長克林頓、堪薩斯州州長卡林、友臺參眾兩院議員高華德等、前運輸

部長劉易士、前駐華大使莊萊德、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東加國王

杜包四世、史瓦濟蘭總理貝金畢、索羅門總理凱尼格雷亞、韓國大使金

鐘坤、南非財政部長霍伍德、巴拿馬大使席艾洛、哥斯大黎加外長古提

瑞斯、巴拉圭外長薩迪華、國際獅子會世界總會長梅生、參加洛杉磯奧

運會代表團、旅美太空科學家王贛駿、中央研究院院士丁肇中、行政院

各部部長、秘書長與中央銀行總裁等留影，歡迎哥斯大黎加總統孟赫訪

華的留影，慰問關懷金門當地百姓及農漁民生活的留影，主持國家安全

會議、中樞國慶慶典、大法官宣誓就職典禮、行憲紀念大會等留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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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韓國、薩爾瓦多、聖克里斯多福、南非、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多

明尼加、巴拿馬、巴拉圭、瓜地馬拉等新任駐華大使呈遞到任國書時留

影，與夫人蔣方良金婚餐聚、偕家人慈湖謁陵的留影，逝世後各界人士

致祭及奉厝大典、移靈、安靈典禮時的留影等。

（八）其他

計 84件，包括：任三青團中央幹校教育長時期與竺培風合影、總

政治部主任時期陪同駐美大使顧維鈞乘太湖艦巡視大陳島、救國團主任

時期參觀陶甫斯號油輪、退輔會主委時期與家人歡送蔣孝文入軍校、歡

宴軍政首長慶祝總統華誕、參加公務員運動會人員及巡視橫貫公路、

政務委員時期歡宴泰國華僑青年回國軍中服務團、陪侍總統巡視馬祖金

門、陪同嚴家淦副總統巡視中橫公路慰問榮民、行政院長時期全家在福

壽山農場度假合影、陪侍總統在士林官邸花園散步、偕同美國陸軍參謀

長魏摩蘭上將巡遊日月潭、巡視空軍航空工業發展研究等。

三、器物

第一批器物為總統府移轉蔣經國個人物品，而在 1996年編目入

藏，包含簽名章、青天白日勳章證書、各類隨身物件與文具；第二批

係來自總統府第三局，以及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等機構，於

2005至 2009年與 2016年間根據「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移轉本

館典藏之各類紀念性質的蔣經國總統文物，以海內外覲見總統所致贈之

禮品為大宗。

（一）簽名章

包含職位公章、聯名公章與個人私章，共 28件。

（二）紙質文物

包括蔣中正所賜「義」字，青天白日勳章證書、建國大綱墨寶、篆

書百體千字文、「壽」字、「天下為公」、「還我河山」與「大同世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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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百壽字圖、中堂對聯、朱子治家格言、慈湖繪像、人物畫像、動物

畫、「梅花」國畫、「月同松鶴明靜貞壽」國畫捲軸、麒麟潭油畫、松鶴

延年圖、萬馬牧京圖、各式山水畫、「大地春回」、「春融仁宇」、「松鶴

嵩壽」、「崇岡高鳴」、「嵩壽萬年」、「甲子開新運」畫與民俗圖樣畫、抽

象墨荷花大通景，及各式橫幅與立軸等，共 41件。

（三）衣物類

包括便帽、圓帽、夾克、襯衫上衣、長褲、便鞋、皮鞋、男襪、領

帶、皮帶、手帕、西裝組，共 18件。

（四）隨身物件

包括放大鏡、眼鏡、梳子等 3件。

 （五）文具

包括銅墨盒、筆墨與硯、原子筆、水盂、鎮尺、筆筒、漿糊、名片

盒、照片盒、公事包等共 11件。

（六）勳章與紀念章

包括抗戰勝利勳章、四等雲麾勳章、一等卿雲勳章與中英文紀念

章，共 5件。

（七）各式紀念品

包括王太夫人彩色照相銀盤、蔣中正戎裝彩色照相銀盤與銅盤、

蔣公紀念玉雕牌與銅牌、「颱風甫過」紀念壓克力牌、香港調景嶺彩圖

小座屏、國徽石紀念座、蔣公銅像、華盛頓雕像，以及人偶、人像、御

兜、織布與拼布、竹編、籐簍與籐籃、樹榴奇木、木盆、木雕刀、銅

釘、木質王將棋子、木雕板、木版畫、婦女像石畫、農家生活情景掛

飾、心型繡品、餐巾組、阿拉伯聖袍、咖啡壺與香爐、陶瓷瓶、彩繪漆

盒、傳統服飾像與服飾組、種子造型木雕、鳥首木杖、木牌樓模型、木

雕龍舟模型、牛車模型、泰國皇船模型、人物與動物銅像、石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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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玉戈、玉鉞、白玉龍屏、象牙雕刻、礦物標本、礦石製如意算盤、

道光通寶、金屬製文王聖卦、奧運金牌、青花瓷碗、紀念碗、杯墊、玻

璃圓盤與瓷盤、市鑰、石鎮、國內外贈送之紀念座與紀念牌等各式禮

品，共 94件。

（八）其他

輪椅 1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