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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小傳

陸軍一級上將胡宗南（1896-1962），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

業，親歷東征、北伐、安內、抗戰、剿共、保臺諸役，是國軍建軍史上

的關鍵人物，1930至 1940年代間，胡宗南親率國軍精銳駐守中國西北

地區，是政府相當倚重的軍事力量，時人稱之為「西北王」。抗日戰爭

結束，戡亂戰事繼起，胡宗南率軍攻克共產黨延安根據地，一度大振國

軍士氣。然而，隨後國軍戰局逆轉，胡部亦難支持，在 1950年春損耗

於川、康一帶，堅守大陸據點至最後一刻。政府遷臺之初，江浙沿海仍

有多股反共武力活動，美國頗欲加以運用，牽制中共政權。1951年 9

月至 1953年 7月，胡宗南化名「秦東昌」，遠赴大陳列島，出任江浙反

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期間整訓反共武力、屢次突擊共軍

據點。其後轉任澎湖防衛司令官，支援八二三戰役，1962年 2月病逝

臺北。同年 3月 13日蔣中正總統令，除追晉陸軍一級上將，並予明令

褒揚，以彰勳績。

自漢代司馬遷《史記》採行紀傳體的體例後，即確立以人物為歷史

書寫的主旋律，重視人物典範的傳統，也反映在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

沿續歷代褒揚制度，依據現行「褒揚條例」第 6條：「受明令褒揚人其

生平事蹟得宣付國史館」。國史館並有義務徵集及典藏被褒揚人物的史

料，目前已建置超過 1萬人受褒揚人物的史料專檔，提供社會各界參

研，也是研究近代歷史人物的一大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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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移轉及整理

2015年適逢抗戰勝利 70週年，胡為真資政公開捐贈珍藏超過半世

紀，包括胡宗南將軍的日記、文稿、函電、證書、文物等史料予國史

館，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係記錄超過二十年的胡宗南日記，透過這批珍貴

的檔案史料，不僅能看到胡宗南在歷史長河中的身影，更是一頁歷經戰

火摧折，卻又百折不撓的民國史詩

篇章。國史館審編處同仁經過半年

的史料整編及數位掃描，於同年底

完成全部史料的數位化作業，並將

全宗名定名為《胡宗南史料》，全

宗號為 149，其下分為 1個系列、

5個副系列，隨即於同年底正式對

外公開上線。以往人物史料均典藏

於新店館區的檔案庫房，使用者必

須舟車勞頓，遠赴新店館區調閱原

檔，隨著史料數位化的新趨勢，透

過數位化的傳輸流通，不但能提供

利用者更佳的查詢、閱覽及多元應

用，更能達到永久典藏之目標。

參、內容

《胡宗南史料》在整理編目時，即依據案卷主題與內容特色，將其

區分為 5個副系列，各具有不同的史料價值。01類為日記，關於胡宗

南日記的史料價值，該日記的時間起自 1941年，迄於 1961年，橫跨其

一生中最重要的軍旅生涯，凡有關軍事部署、人事布局、親友談話、重

要函電等，均有詳細摘錄，不僅留下第一手的歷史珍貴紀錄，亦可見其

民國 41年胡宗南將軍在大陳前哨 
訓勉反共救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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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軍之嚴謹及治事之勤。02類則為

文稿、講詞、訓詞、剪報、會議發

言稿及會議紀錄等，基本上為胡宗

南生平各類文件之手寫原稿，甚具

史料價值，可與國史館藏的其他檔

案如「蔣中正總統文物」，相互參

照比對，不難從中發掘出許多重要

的研究課題。03類為胡宗南的個人

專著，包括歷年來在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第七分校的講詞及訓話詞等。

04類為其個人與蔣中正等黨政軍要

人的往來函電及信件。05為文獻文

物類，包括勳獎章、獎狀、證書及

褒揚令等。
蔣中正令頒發胡宗南青天白日勳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