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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史料

壹、小傳

閻錫山，字伯川，山西五臺人，生於西元 1883年。幼入私塾，

1901年考入太原武備學堂。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入東京振武學堂。

1905年 7月加入同盟會，為鐵血丈夫團成員。1907年入日本陸軍士官

學校。1909年畢業返國，任山西陸軍第二標教練官，翌年升任標統，

於辛亥革命時，被舉為山西都督。1912至 1916年，袁世凱時期，閻錫

山督理山西軍務，民政則在袁世凱心腹金永手中，故對袁世凱多方妥協

與恭順。及 1917年，閻錫山任山西都督兼省長，確實掌握山西實權，

至 1927年，閻錫山持「保境安民，不問外事」政策，周旋於北洋皖、

直、奉各派軍閥之間。1927年 6月，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出任國民

革命軍北方總司令。1928年 1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6月收復北平、天津，促成全國統一。北伐完成後，1929年出任太原

政治分會主席、平津衛戍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內政部長等職，惟

於 1930年，疑懼國民政府將削弱其兵權，聯合馮玉祥、李宗仁、汪兆

銘等人，反抗國民政府，被推舉為中華民國陸海軍總司令，於 5月掀起

中原大戰，造成損傷慘重的內戰。11月戰敗逃亡大連。1931年 8月潛

返山西，高唱「自強救國」；次月，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 2月，國

民政府以日軍侵華，任命為太原綏靖主任，總管山西、綏遠兩省軍政，

提出「守土抗戰」口號。1935年 12月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是時中

共由江西逃抵陝北，閻錫山認必禍及山西，全力實施防共教育，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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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並於 1936年 3至 5月，在中央協助下，擊退來犯共軍。是年日

本侵華日亟，內蒙首當其衝，閻錫山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號召青

年，參加抗日工作。1936年 11月，日軍煽動內蒙德王偽軍侵犯綏東，

閻錫山依中央指示，由傅作義率軍，一舉攻克百靈廟，擊潰偽軍，振奮

抗日民心。惟「犧牲救國同盟會」其後為共黨份子所滲透，於 1939年

釀成「犧盟之變」。

1937年 7月，中日戰爭爆發，閻錫山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兼山

西省政府主席，舉晉綏兵力，牽制日軍南下，與日軍交戰於山西省平型

關、忻口、太原等地，時中共紅軍受編為第八路軍（旋改為第十八集

團軍），歸閻錫山指揮。惟共軍入晉後，執行其獨立自主作戰，拒奉命

令，最後竟襲擊國軍，就地坐大，閻錫山處此日、共兩面夾擊之中，於

1940年退守晉西南山地。

1945年 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戰區撤銷，閻錫山擔任太

原綏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繼續掌握山西軍政大權。1946年

6月，國共內戰爆發，閻錫山部先後遭到共軍賀龍、聶榮臻、陳賡、

王震、徐向前等部打擊，最後只掌控太原及大同兩座孤城。1949年 4

月，太原在慘烈攻防戰中失陷。6月 13日，閻錫山於廣州就任行政院

長兼國防部長，將中華民國政府由廣州播遷重慶、成都。年底，大陸撤

守，再將政府遷徙臺灣。1950年 3月，蔣中正復任總統職，閻錫山轉

任總統府資政，卜居陽明山，埋首著述，於 1960年 5月 23日病逝，享

年 78歲。

貳、移轉及整理

閻錫山檔案係閻錫山來臺後，將其掌理山西軍政之相關電文及文

獻資料，交由秘書朱點、方聞及原馥庭等人加以整理。閻氏逝世後，國

家安全局商得保管人原馥庭同意，悉數移由該局保管。嗣因保管時間過

久，原件蟲蝕風化情形嚴重，且為使該項資料能有效保管運用，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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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呈請總統府准移送國史館為修史參考運用。1971年 9月 6日，國

家安全局函請國史館派員接洽點收該批檔案。時國史館館長黃季陸特別

重視，批示：「限一周內完成。」並派員積極點收，計有要電 3箱、原

電 5箱、外電 11箱、謄本 4箱、雜件 4箱，共計 27箱。國史館已完

成初步整理，計有 1,733卷，建置 105,958筆目錄資料，並縮攝成微捲

104捲。

參、內容

《閻錫山史料》就其內容而言，主要可分為要電錄存、各方往來電

文、日記及其他等 4類，主要內容如下：

一、要電錄存

全名為「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時間自 1912至 1939年。要電錄

存為閻錫山與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屬人員的往來電文，由其秘書依時間先

後順序及歷史事件發展脈絡，編輯成冊，從電文中可瞭解閻錫山一生的

發展及其所經歷的時代。其中包括：

（一）1912至 1916年袁世凱執政時期，含二次革命前維護黨國暨

外蒙邊釁，袁世凱稱帝等案。

（二）1917至 1926年北洋軍閥時期，含參加歐戰，討伐張勳復

辟，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護法戰役，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直奉戰

爭，黎元洪復職與曹錕賄選，討伐曹錕賄選，反奉戰役，張吳聯軍與國

民軍戰役等案。

（三）1926至 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含北伐軍奠定贛鄂進

克浙閩寧滬，北伐清黨始末與國府遷寧，吳佩孚部解體與奉軍入豫，奉

張組安國軍政府，會師北伐西北軍東進，北方黨政軍之運用與連絡，軍

事部署，晉北鏖戰，津浦線出擊，五三事件，攻取京保，接收京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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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善後，東北易幟，膠東靖亂等案。

（四）1929至 1937年 6月，全國統一後內政、外交的艱困時期，

含北伐後中央政局，編遣實錄，三全會議及蒙藏事務，晉冀察綏黨政，

兩湖事變，粵桂事變，中東路事件，處理馮玉祥西北軍軍事─馮氏興

戎、斡旋和平、馮部再變，解決唐生智叛變，討論黨國大事─序幕、黨

是國是、軍事、總司令就職、軍務、軍情、軍需軍實軍醫、黨務、政

治、外交、財政、終結，寧粵分合，棉麥借款及閩省事變，兩廣事變，

中日交涉，冀察事件，華北偽自治政府，察省事變，解決孫殿英部，內

蒙自治，綏遠抗戰，整理晉綏軍政，晉軍抗日，晉軍剿共，西安事變等

案。

（五）1937年 7月至 1939年 9月，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含全面抗

戰事變開始至平津陷落，南口會戰暨張垣失陷，察北暨綏遠戰役，晉北

戰役，平型關暨忻口會戰，娘子關暨太原戰役，策應津浦作戰分路出擊

太原，日軍犯晉南戰役，展開游擊戰

重創日軍，策應魯南會戰進行反攻，

日軍反攻晉南各戰役，反掃蕩戰役等

案。

二、各方往來電文

主要收錄閻錫山與當時各派系或

各政治人物、軍人間的往來電文，以

及閻錫山所截錄各派系、軍人、政治

人物間往來電文，可區分為：

（一）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

存：包括 1917年，1919至 1926年，

1929至 1937年電文原件，以及由原

件翻譯抄錄的電文錄存。此批檔案，
要電錄存─討論黨國大事案─劉

驥致閻錫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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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文發、受文者觀之，大致而言，1931年以前收錄的大多為閻錫山

與各方往來電文；1931年以後，大多為各派系及軍人、政治人物間往

來電文。

（二）馮方及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收錄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於

1929年 3月至 1930年 11月與其部屬及各方往來電文，及宋哲元領導

西北軍（第二十九軍）於 1930年 10月至 1931年 10月與部屬及各方往

來電文錄存。

（三）蔣方往來電文錄存：收

錄蔣中正及其部屬於 1929年 3月至

1931年 12月與各方往來電文錄存。

（四）四川各部往來電文錄存：

收錄四川各派系之間及與各方於 1931

年 1月至 12月往來電文錄存。

（五）石友三部往來電文錄存：

收錄石友三部於 1929年 12月至 1931

年 7月與各方往來電文錄存。

（六）雜派往來電文錄存：收

錄包括奉系、雲南、貴州、四川、

陝西、甘肅及各通訊社，以及當時的

各小派系、政治人物、軍人之間，於

1929年 3月至 1931年 12月間往來電

文錄存。

三、日記

全名為「閻伯川先生日記」，抄錄自閻錫山於 1931年 2月 17日至

1944年 12月 27日的日記。主要記載其個人道德修養、感想及治理山

西相關政策，和一般日記記載每日事物有別。2011年，北京社會科學

各方往來電文錄存─蔣方往來電

文─何成濬致蔣中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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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出版社曾出版由山西省地方志辦公室與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之《閻錫山日記》。據該書〈出版說明〉謂：日記係由其秘書謄抄兩

份，一份隨閻錫山帶至臺灣，一份留在太原。留在太原之日記，即已出

版之《閻錫山日記》。經比對，兩者截止時間有些許出入，《閻錫山日

記》止於 1944年 12月 27日，國史館典藏之「閻伯川先生日記」則止

於 1950 年 3月 23日。再者，兩者內容於 1939年 3月 16日以前可謂完

全相同， 1940年以後則略有差異，「閻伯川先生日記」於 1941年 7月

20日結束後，至 1946年 2月 17日始恢復記載；《閻錫山日記》則保存

有 1942至 1944年之記載。

四、其他

包括各方 1937年往來電文登錄簿，閻伯川先生訓話集，閻錫山先

生遺存文件，閻錫山密呈總裁稿件，雜牌軍隊人名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