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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蒋介石听到这位黄埔系首

席将领离他而去的消息，备感沉痛。他对

胡宗南之死颁赐了“功著旂常”挽额，又与

“行政院长”陈诚一道颁发第1458号旌忠

状以“永垂式范”，并将胡的军衔由陆军二

级上将追赠为一级上将。在开吊仪式的

第一天，即2月17日中午12时，蒋介石偕

夫人宋美龄亲临祭奠，抚慰胡宗南的妻子

儿女。

蒋经国说：“痛失知见”；蒋纬国说：

“追思往昔，涕泪凄怆”；胡宗南的夫人叶

霞翟则称颂她的丈夫是：“梦里的王子，风

流儒雅的将军。”

周恩来与胡宗南接触颇多，对其颇

为了解。1965年7月16日，即胡宗南病逝

3年多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从政治方

面谈及胡宗南：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

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

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

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

“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

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

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

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

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据《百年潮》

胡宗南(1896—1962) 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

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

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胡宗南蛰居台湾的后半生
与中共在战场上兵刃相交多年、叱咤风云的“西北王”胡宗南，最后

丢城失地，全军覆没，仓皇南逃。逃到台湾后他的境况如何？在其油尽

灯枯病逝台湾之后，各方对其成与败、功与罪作何评价……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后，胡宗南军

事集团几乎全军覆没。1950年3月开始，解

放军从南北两路向西昌、康定地区发动围

攻，胡部迅速瓦解。3月26日深夜，胡宗南

与贺国光、赵龙文一行乘飞机逃离西昌前往

海口。在海口仅留一周，于4月4日飞回台

南，次日飞抵台北。从此，这位横行大陆数

十年的“西北王”，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

早在胡宗南从西昌逃到海口的那

天，台北“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南军政

长官公署”，调任胡宗南为“总统府战略顾

问”。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

官公署办事处”亦被令办理结束，电台通

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收，其他

官兵或被他调或被遣散。胡宗南成了一

个“光杆顾问”。

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人不愿放过胡

宗南。他们认为胡宗南是丢失西北、西南

的罪魁祸首，要追究责任。1950年5月上

旬，台北政府“监察院”李梦彪领衔，联合了

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向“监察院”提出了

对胡宗南的弹劾。

“监察院”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进

行审查，宣告此案成立。旋即由“监察院”

将此案转送“行政院”，再发交“国防部”审

办。同时，“监察院”并将此案移付“司法

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审办。当时陈诚任

“行政院”院长并主持“国防部”。胡宗南

过去为派系与权力之争，长期与陈诚分庭

抗礼。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以待审之

身，不能不忐忑不安。但胡拒绝了亲友向

他提出的招待记者、制造反击舆论或上书

蒋介石的建议。胡宗南的一些好友与僚

属，却积极地为其分头奔走。在劝促李梦

彪等提案人撤销原案不成后，他们又以“民

意代表”，说动一些“立法委员”，由颇有声

誉、且是律师出身的江一平等108人署名，

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为胡宗南“辩诬”。

胡宗南本人也在1950年8月16日向

“国防部”提出详细的自辩书。调查侦讯

历时6个月才告结束。但最后决定胡宗南

命运的，是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权衡利

弊，最终还是决定放胡宗南过这一难关。

但是，蒋介石往日对胡宗南的特殊宠爱与

破格重用，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1年3月17日，胡突然接到蒋介石

的命令，要他去浙江省东南海中的大陈岛

地区，整理指挥沿海游击部队，组建“江浙

反共救国军”。

为了保密，胡宗南以“国防部视察

组”成员为掩护，化名为“秦东昌”，不久他

逐步控制了各部队的指挥权并报请“国防

部”核定，正式建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

挥部”。胡宗南整编完部队，就想一试战

力。美国驻台特务机构“西方公司”派遣

在大陈的蓝浦森亦支持

胡宗南出战。于是，胡宗

南对浙江省沿海一些岛

屿发起了多次攻击。有次竟然袭占得

手。因此，胡宗南不久又加官晋爵，在

1952年年底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但他的“省政府”只辖几个渔岛而已。

1953年7月初，台湾“国防部”正式撤

销“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改设“大

陈防卫司令部”。胡宗南被调回台，仍任

“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衔顾问”。

1953年7月胡回到台北，8月就奉命

到设在台北的“国防大学”学习，历时约半

年。“国防大学”毕业后，他仍没有实际军

政职务，只是以“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名义

在台北寓所闲居。

1955年8月，胡宗南忽然被蒋介石数

次传见，蒋派他到澎湖任防守司令官。胡

宗南于 1959 年 10 月从澎湖离职回到台

北，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他去见蒋介

石，蒋让他先休息一个月。到1959年 12

月，蒋命胡到“国防研究院”充任第一期研

究员。

胡宗南以64岁之龄入“国防研究院”

学习与研究，历时约 8 个月。 1960 年 6

月，胡宗南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学习研

究期满毕业。他以所研究人才问题作为

自己的毕业论文，题为《论人才与建国建

军之关系》。胡的这篇毕业论文在“国防

研究院”第一期毕业学员中，被列为第一。

胡宗南从“国防研究院”毕业后，曾

向蒋介石要求担任一个实质性的工作，

“求得一个死所”，但未能如愿。蒋介石只

是指令他担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

会长；同时，仍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都是挂名闲

职。在这以后的时间里，胡多是在家闲

居，读书交游。

1962年2月7日，胡宗南病重住院。

2月8日，蒋介石长子、时任“国防会议副

秘书长”与“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蒋经国

到医院慰视。胡对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

的台湾政府未来接班人与浙江同乡笑语

说：“我们浙东谚语称人死为翘辫子，我

此次恐怕将翘辫子哉。”随后，已76岁的

蒋介石也到医院看望，“嘱善调摄，抚慰

备至”。这使病危的胡宗南十分激动，躺

在病榻上连连低语：“国家需要我们，领

袖需要我们……”

2月14日凌晨3时许，胡宗南突然惊

叫数声，一手高举，昏迷过去。胡夫人叶

霞翟闻讯急忙率子女从家中赶来医院

时，胡已进入弥留状态，终无一言。至3

时50分，胡死于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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