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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有许多学者以一年为题出版专书。
有些用无关紧要的一年为题，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些则是讨论关键的一年，只是对关键年
代的看法不同，如战后关键的年代有认为是一九四七年，有认为是一九四八年，有些认为是一九四九
年。
然而战后任何一年都可能是关键的年代，如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在接收上出现许多弊
端.复员工作不力，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民怨，一九四五年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年代。
因此战后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转折或关键的年代。
　　在这些年代中，一九四九年是最被关注的一年。
有些学者如傅国涌以知识分子为题，有学者如张仁善写当时的中国社会；而且对于一九四九年的意义.
两岸学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大陆学者田居俭谈到：“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基的
一年。
”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此期间一九四九年的变局⋯⋯造成斯后半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实是历
史上的一大转折。
”当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提到：“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
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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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赴台之原因与时机揭秘，国民党赴台前的种种部署与撤退计划制定内幕，蒋介石强弩之末的外
交布局，政府机关、重要人士与文物迁台经历详情，漠漠千里急急行——人员迁台的场景与悲剧
，1949大规模移民潮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林桶法教授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
的考证，解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再现河山变色的大时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49大撤退>>

作者简介

　　林桶法，台湾屏东人，1955年生。
辅仁大学历史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兼
任讲师、兼任副教授，辅仁大学专任副教授，现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
著有《民国八年的南北议和》、《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检讨》、《战后中国的变
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等专书，并发表《蒋中正与辽沈战役》等专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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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战后国共内战  一、战后国民党攻防的策略  二、国民党军三大战役连续失败第二章  蒋介
石迁台前的部署与撤退计划  一、迁台前的战略部署  二、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撤退第三章  蒋介石第三
次下野一从南京到溪口  一、下野的原因  二、各方的态度  三、与前两次下野的比较第四章  蒋介石迁
台——从溪口到台北  一、溪口岁月  二、选择迁台的原因  三、何时决定来台第五章  蒋介石迁台初期
的反攻努力与复行视事  一、迁台之初的反攻努力  二、联络反共国家  三、国民党部迁台与蒋介石复行
视事第六章  行政院迁台经过  一、行宪后行政院的演变  二、机关疏运计划  三、从南京至广州  四、从
广州、重庆到台湾第七章  政府机关迁台及其问题  一、外交部及使节团  二、资源委员会与招商局  三
、中央研究院  四、机关迁移的问题第八章  重要文物迁台经过  一、运台前的准备  二、分批运台的经
过  三、文物运台初期的保管与运台过程的检讨第九章  人员迁台的途径与交通  一、途径与交通  二、
迁台的票价第十章  陌陌千里急急行——迁台的场景与悲剧  一、上海码头  二、渡台悲歌——太平轮事
件第十一章  学生迁台的个案——山东流亡学生  一、流亡学生的困顿  二、山东流亡中学生  三、从广
州到澎湖第十二章  人员迂台数量  一、人员迁台数量  二、军队迁台数量第十三章  人员迁台经过及抵
台初期的观感  一、人员迁台的经过  二、谁知他乡变故乡——抵台之初的台湾印象第十四章  台湾省因
应逃难湖——入境管制措施  一、实施入境管制的背景及目的  二、实施的情形  三、入境管制的意见  
四、施行后的问题及其影响第十五章  人员迁台的性质与影响  一、移垦与逃难——与明清时期汉人赴
台的比较  二、人员迁台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三、人员迁台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与影响结论附录  附录一  
台湾省出入境旅客登记暂行办法  附录二  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  附录三入台军公人
员及旅客注意  附录四  一九四九年大事纪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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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去有许多学者以一年为题出版专书。
有些用无关紧要的一年为题，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些则是讨论关键的一年，只是对关键年
代的看法不同，如战后关键的年代有认为是一九四七年，有认为是一九四八年，有些认为是一九四九
年。
。
然而战后任何一年都可能是关键的年代，如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在接收上出现许多弊
端，复员工作不力，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民怨，一九四五年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年代。
因此战后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转折或关键的年代。
　　在这些年代中，一九四九年是最被关注的一年。
有些学者如傅国涌以知识分子为题，有学者如张仁善写当时的中国社会。
而且对于一九四九年的意义，两岸学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大陆学者田居俭谈到：“这一年，是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基的一年。
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此期间一九四九年的变局⋯⋯造成斯后半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实是历史上
的一大转折。
当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提到：”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
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
”梁漱溟本来希望不要有“成王败寇”的观念，但当时确有许多人基于现实来评述国共的战局，将战
争的责任推给国民党的腐败。
一九四九年本来就是一个变动的年代，一个角落正在逃难，一个角落正在庆祝，更多的地区可能一如
往常，很难以一个画面涵盖所有的事实，本书希望以大迁徙作为探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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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迁徙与逃难，烙印T1949-T的时代记忆，战争的火光见证无数人的颠沛流离，改变了多少张苍白
脸孔的命运。
　　记住，我们将永远记得，1949的历史现场不断提醒我们：命运共同体的断裂与永生。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林桶法教授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考证，解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再现河山变色的
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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