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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位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
其价值在于：作者亲身经历了若干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重大历史事件，亲眼目睹了中国乃至世界政治
舞台上巨人们的真实表演，并将其以白描的笔法记录下来。
　　黄仁霖（1901—1983年）在国民党军政界的职务不高（退休前的最高军衔是中将），但是其独特
的身份和经历，却使他的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填补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中的某些空白。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他陪同国联秘使装扮成教会人员潜入沈阳城秘密调查日军侵略实况，国联就是在
他们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派出“李顿调查团”来华的；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他即受宋美龄之托与蒋氏
顾问端纳飞赴西安，在见到蒋介石之后也被张学良扣留，12天后与蒋介石、宋美龄飞离西安，到南京
后又负责软禁少帅；1943年他作为蒋介石、宋美龄的随从飞赴开罗参加三巨头会谈，全程照料蒋氏夫
妇的生活起居，并奉蒋介石之命直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商谈会务安排；抗战胜利前
后，他与盟军高级将领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蒙巴顿等都有直接接触，是接待来华“调处”国共
矛盾的马歇尔特使的负责人；因接待美军来华作战人员的工作较有成效，他曾面见美国总统杜鲁门并
获其褒奖。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抗中，他又出任“联勤总司令”，执掌国民党军后勤补给大
权。
他之所以在许多特殊历史时刻承担重要角色，皆缘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黄仁霖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教会学校，回国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
1929年经孔祥熙介绍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总干事，成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在军
队中推行“励志社运动”和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抗战爆发后，出任战地服务团团长，负责接待外国援华抗战的军事人员，如来自美国的陈纳德飞虎队
、苏联援华空军等；抗战结束后奉派赴美国考察军事后勤供给，继而出任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司令
，负责接收“美援”物资。
退出军界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台湾当局派驻巴拿马的“大使”。
另外，黄仁霖任总干事的励志社自成立起即开始为蒋氏夫妇提供各种特勤服务，蒋氏的每一次出行、
每一个住所都由其负责安排照料，因此励志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处理蒋氏家务的外围机构，黄仁霖也
由此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分子”而深受其信任和依赖。
1975年蒋介石病逝后黄仁霖彻底退休，于80年代初用英文写成这部回忆录。
1984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
　　这部回忆录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需要在此加以说明并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一，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原书（指台北《传记文学
》出版的繁体字版）章节的前后顺序有所调整，略去原第十七章《出使巴拿马十年》，对一些带有攻
击性的词语略有删节，以“⋯⋯”表示；二，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以及一些历史名词，因无法与英
文原稿核对（英文原稿现存于作者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胡佛文化教育委员会档案）而仍然
采用繁体字版的译法，只对极少数加以标注。
由此带来阅读习惯上的不便，请读者见谅；三，对于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反共立场以及美化蒋介
石的言论，相信读者自会明察，故除少数以“编者注”的方式略加说明之外，基本上不另加批注。
　　为便于读者对这部回忆录中所讲述的史实，有更清晰的了解，特将侯鸣皋所著《蒋介石的内廷供
奉机构励志社内幕》附于文后。
侯鸣皋在励志社17年，从干事到代理副总干事．同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开了励志社的神秘面纱。
将这部《内幕》与黄仁霖的回忆两相对照着阅读，将会更有趣味亦更有收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特勤总管回忆录>>

内容概要

亲身经历西安事变、开罗会议、马歇尔调停、国民党军队败撤台湾、八二三炮战等重大历史事件    亲
眼目睹中国以及世界政坛巨人们的独特风采    黄仁霖担任励志社总干事届满25周年时，蒋介石为他亲
笔题赠“忠实精勤”四字匾额，作为奖勉，称他领导的励志社成员为“无名英雄“⋯⋯    美国总统杜
鲁门为黄仁霖颁发褒奖状：“中国部队黄仁霖少将于1941年至l945年11月间，在任职战地服务团主任期
间曾有杰出之表现，著有功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所长韦慕庭教授称誉此书：    “应可
与外交界耆宿顾维钧、王正廷、蒋廷黻等所著之传略等量齐观”，并将该回忆录列入该校珍贵图书室
，同时美国胡佛文化教育委员会亦将此著作列入该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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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仁霖，国民党中将，历任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战地服务团负责
人，“联勤总司令”等职。
因深受蒋介石、宋美龄信任而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回忆录的英文原著被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列入珍贵图书室陈列。
对于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中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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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项愿望的完成——代序前言第一章 西安事变及其余波第二章 家庭背景及早年教育第三章 在美国
接受高等教育第四章 担任上海青年会干事第五章 参加“励志社运动”40年第六章 推行“新生活运动
”第七章 首席迎宾专使与招待专家第八章 伴同国际联盟顾问秘密前往沈阳调查第九章 记战地服务团
第十章 开罗会议外记第十一章 马歇尔将军与我第十二章 赴美考察三军后勤业务第十三章 战地服务团
并入“联勤总部”第十四章 接受美援物资与主持“联勤总部”第十五章 筹划东吴大学复校并出任董
事长第十六章 招商局与国际港埠协会第十七章 急流勇退，安享余年附录黄仁霖致美国杜鲁门总统函
美国杜鲁门总统复黄仁霖函美国杜鲁门总统颁发黄仁霖褒奖状有关战地服务团重要资料有关《黄仁霖
回忆录》的一些赘言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新版补充）第十八章 出使巴拿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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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家庭背景及早年教育　　凡是写回忆录的人，大多数都喜欢提供一长串有关系的显赫一
时的祖先名单，来表示他们是源出于伟大的政治家，勇敢的战士。
以及闻名于世的学者的门第，如果你确有这些光耀辉煌的祖先，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不幸，我的家庭并没有这些可歌可颂的事迹和祖先。
但是。
我们家庭却有一个最杰出的姓氏。
姓黄——这是我们所引以为荣的。
　　黄字的意义是代表一种颜色。
中国人属于黄种，因为黄色是一种优越杰出的颜色，所以常常被许多朝代用来作为代表皇室御用的颜
色。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就是“黄帝”，时在纪元前2697年（即距今4676
年以前）。
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皇，曾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指南针及战车，这是他用以征服许多好战的部落，而
统一了中国。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曾称他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有一句成语。
就说：　“中国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裔”，这是绝无争论的一项事实。
因此，我们姓黄的人，自认是黄帝后裔，这是黄姓家庭的无上光荣。
　　要溯本追源去查考我们家庭的背景时。
中国人通常都是要追溯到所谓三代履历。
我们都以三代作为一个家庭的单位。
在民国以前，中国人都以他们的大家庭观念，引以为荣。
能够有三代的人，同居一处的“三代同堂”，甚至四代、五代的人，同居一处，在古时候是不足为奇
的。
并且大家都以此为可以羡慕的事。
而加以称颂，这亦是一种美德。
因此，我所叙述的，亦只是祖父，父亲和我自己。
我亦将叙述我的母亲以及外祖母。
她们二位对我的人生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申报一个人的出生地时，依照一般习惯和通例：亦以祖父的出生地为准，例如：我实际
是在上海出生的，但是，在我的个人身份证上却登记为来自江西省的安义。
安义是我祖父的出生地。
我的儿子则要登记我父亲的出生地，江苏省苏州，作为他的出生地。
其余依此类推。
　　我的祖父黄雅堂原籍江西省。
他是一位正直而工作勤奋的人，我对我的祖母，所知不多，因为她很早就去世了。
我从来没有拜见过她老人家。
我只知道她姓张。
　　当祖父尚是十几岁时，他的原籍安义城被所谓“发匪”或“长毛”所侵袭。
这是一些武装土匪，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满清政府，光复大明朝，同时，他们的特征是头上留着长长的
头发，所以一般民间都称之为“长毛”。
　（编者注：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由洪秀全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太平军为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律令，恢复汉民族蓄发不剃的习俗，故被称为“长毛”。
文中称其为“武装土匪”。
显然是对太平军的贬损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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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者的这种观点、立场，提请读者明鉴之。
）　　在“长毛”入侵安义城之后。
四处抢劫，庐舍尽空。
全省都是如此，到处杀人放火。
因为祖父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是看来身体很强壮，幸免被杀。
他被“长毛”掳去做苦工，随后又叫他做传令兵。
他很聪明，在“长毛”向邻近的江苏省进军的时候，他设法逃亡，顺利的脱离了其掌握。
但是，从此以后，他就和家庭失去了联络。
为了生存起见，他必须接受任何他所能找到的工作。
最后。
他终于走到了上海。
　　当清朝在1840到1842年间鸦片之战被英国击败之后，上海便成为对国际贸易开放的五个商埠之一
，即所谓“五口通商”的通商口岸。
在祖父到达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带有很多外国势力影响的气味。
　　祖父原是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乡下孩子，突然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都市，无亲可靠，无熟人可找，
真所谓人地生疏，历尽煎熬痛苦的经验。
但由于他的聪明、智慧，终于在那位像神话似的、爵位很高的盛宣怀住宅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盛宣怀在清朝是一位大官，他曾负责主持中国许多改革事项，诸如设立电报局，建筑铁路等等。
　　祖父在盛家开始做佣工，打扫庭院，跑腿打杂，后来他升为门房。
在一个大官家里当门房，可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他必须很有机智，做事勤快，知道这一家庭往来的
亲戚朋友。
因为他的忠实可靠和勤劳工作，所以他能赢得盛家的信任如此之深，甚至不把他看待为只是一个普通
的看门者。
他生了两个男孩，去世时是75岁。
　　我的父亲黄干臣，生于苏州，身高6尺。
从小便送到上海去受西方式的教育。
并且进了由美以美教会所办的中西书院读书，在那里他学到了英文。
后来，他考进了中国电报传习学校，学习收发电报通讯的方法，他认为这是一项良好的工作，从此便
以此为业。
　　在他学业完成之后，便奉派到家乡江苏省担任报务员。
因为他的工作技巧和工作性质关系，不久，他被派赴一个遥远的地区，并且享有更优越的待遇。
后来，他进入铁路局担任报务工作。
并在京奉铁路上，担任过许多地方的站长，他的最高职位是京奉铁路电务总管，这是中国最长的一条
铁路线。
　　因为父亲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北方，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我的姊弟们亦几乎完全是由在上海的谭氏家庭所抚养长大的。
事实上，我们谭黄二姓——我父亲的和母亲的两个家庭，一向是彼此密切相连。
其关系之密切。
几乎到了使我们彼此都无法分别的程度。
　　如果我要到北方去探望父亲的话，我必须从上海乘坐轮船到天津再由天津搭乘火车前往他的驻留
地。
虽然我们彼此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但是，我仍然对他非常尊敬，因为他对孩子们要去接受良好的
教育，总是竭尽所能。
供应无缺。
我时常内心感到，对我父亲没有恪尽人子之孝道（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来报答他对我所做的一切
。
　　父亲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他总是尽其所能，来供应我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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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起他，如果一旦我能够到外国去留学的话，他会否允准？
他虽然并未立刻表示任何意见，但确已先做准备。
在那时候，美元的价值比中国银元还要便宜些，他把他的人寿保险的保单，拿去做抵押贷款，然后用
来购买美金，以便我能如期成行。
他这种慷慨的态度，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要去受洗做基督徒时，他也并没有拦阻，这也使我对他深为感激的一件事。
毕竟，他是在一个佛教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是比较虚心，没有偏见，可能是因为他在中西书院受教育时，所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当我告诉他，我想加入基督教会的时候，他答道：“我知道宗教是帮助人去做一个更优良的国民的，
如果，你认为基督教在这方面能使你更有好处，我并不反对。
”当那对基督教在中国尚有许多人反对和怀疑的时代，而有这种见解，实在并不是一桩轻易的决断。
　　我的外祖母姓谭，大家都称之谓“谭四太太”。
她身材矮小，不到五尺，拥有七个孩子，五男二女，我的母亲是她最小的女儿。
虽然，她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活力充沛，常识丰富，喜欢帮助人家。
　　开始时，她在本乡苏州以小船摆渡为生，在西方人眼中，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
她使用的船非常狭小，只能乘坐四五个人。
搭载客人时，她又要摇橹，又要烧菜煮饭，就像一只漂浮在水面上兼供膳食的舢舨。
　　她对于苏州的那种生活，并不满意，因此就前往上海。
她做苦工，勤奋而机智，终于获得了令人钦佩的地位，成为沪西区域社会上的一位领袖。
　　她的生活规律而守时，很少受气候和其他环境所影响。
每天早晨她坐自用人力车到她喜欢的城内的茶馆去，就在那里和她的朋友们会面，交谈并洽商贸易，
同时搜集新闻，以及民间各种闲谈。
对她而言，这是她的办公场所。
大约中午时候，她便回家来和两个女儿和我们这些住在一起的孙儿们一起午膳。
然后她习惯要睡一个午觉，并和我们一起在家吃晚饭。
晚饭后，她喜欢去说书场，听那些职业说书者讲说中国历史上的通俗故事，这是她惟一的消遣。
　　因为我是长孙，所以她非常疼爱。
因此，我时常跟随她到早晨的茶馆和晚上的说书场去。
我非常喜欢到这些场合去，因为在那里都有各种零食出售，而我也很贪嘴，喜欢找零食吃。
　　当我和她在一起时。
有许多次，碰到很多人在一起吵嘴，争论，差不多快要到打架的时候，他们都会走到我外祖母的桌子
旁边来，并请“谭四老太”来评评理，解决他们的纠纷。
因为外祖母的年龄大，而且机智，她就先使争吵的双方冷静下来，静听双方叙述争论的理由，然后表
示她的意见及办法。
大多数的这类事情，我外祖母都能够予以合理解决，使得他们不致因此去打官司。
　　虽然，我对于她的评断，加以尊重，但是也常想，她何以能独得争论双方的尊敬，而听从她的评
断的呢？
后来，我遂发现在这些事件里，至少有以下的几个理由：中国人的基本观念是敬老的，他们厌恶上衙
门打官司；而我外祖母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知识经验也十分丰富，且能善加利用，同时她的评断又很公
正；尤其是，她常常愿意担任和事佬，为他们调解纠纷。
同时经常愿意买些可口的茶点食品，把吵架双方的情绪，先安静下来。
很自然的，我对于这些技巧，学到了很多，而且在我未来的生活中，亦曾善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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