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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與蔣中正之關係—以辭任行政院
長為中心（1962-1965）

蘇聖雄 *  

一、前言

1963年 11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託總統府秘書長張群

轉遞行政院長辭呈予總統蔣中正，蔣閱後極其不滿，自記：

上午接辭修（陳誠字）辭職密函，以其最近心理病態如

狂自大，會前各種刁難特予容忍，而在大會期中對余提

商名單竟置之不理的態度，至此再難忍受，只有准其辭

去行政院長，否則必將使之公私兩敗。1

又記：

大會期間辭修心病至本周而益烈，各種刁難如癡如狂，

究不知其為何故，誠令人忍之又忍已至極度。如其說間

接脅制要我辭讓，則實非此意，但其對余各種不滿不誠

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1963年
11月 22日。

1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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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行與癡態表露無遺⋯⋯是其對余不僅不為領袖，而

其反贊成反對領袖出賣元首，與國家之叛逆共鳴矣，此

再可忍乎？ 2

蔣所說的大會，係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

蔣、陳相互不滿，陳對蔣消極抵制，蔣對陳的容忍已到極限。

其實，蔣、陳間的衝突於 1960年代時常發生。較嚴重者

如 1961年 7月 2日，兩人在草山嚴重爭論，蔣責陳破壞統帥威

信、阻撓反攻大陸決策，並對數十年來之培植表示失望，還說若

自己不行，就請陳誠來幹。陳嚴正答覆，強調蔣若懷疑自己人

格，陳非但不能再任行政院長，即人也不能再做，陳將選擇做人

而不願再做官。蔣夫人宋美齡聞聲吵鬧出面勸止，蔣心情終於較

為平和，惟仍強調必須積極準備反攻。陳返家後，蔣夫人登門安

慰。陳誠去世後，陳夫人譚祥於 1969年將陳誠關於此一事件的

筆記撕下，交諸兒閱讀保存，並寫下：「二人（蔣、陳）皆性

燥，為國爭論。數十年，爹爹（陳誠）直言，也有爭時，不過總

統對爹爹後來總是聽之，也諒之。自知唯爹爹說直話。」3

陳誠是蔣中正的重要部屬，在大陸戰局逆轉之時，受蔣任命

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其後又出任行政院長。1954年，陳獲選中

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3日「上星期反省錄」。

3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
頁 272-273。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
（臺北：國史館，2015），第 3冊，頁 1389，1961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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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第二任副總統，1957年，出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名符

其實成為蔣中正的首席副手。1958年，陳復任行政院長。蔣、

陳關係，牽動著臺灣政局，考察兩人的關係，應有助吾人了解是

時政局之運行。因此，本文以蔣、陳關係為題，對相關課題作進

一步探究。為限縮篇幅，以 1963年陳請辭行政院長為中心，並

向前後延伸，藉明相關背景及結果。

與本文相關之論著，有劉維開〈遷臺初期的蔣、陳關係

（1950-1954）〉一文，4該文從憲政體制下總統與行政院長的

關係，以及行政院長與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關係為切入點，探討

1950年至 1954年間蔣、陳關係的變化與發展。本文可視為該文

之延續。另有阮大仁撰著之〈黃少谷先生的風範難以再得—兼

談雷震案使得少老與總統大位擦身而過的經過〉、〈周至柔之徒

勞無功與嚴家淦之漁翁得利—兼談閻錫山之軼事四則〉、〈分

析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長陳下嚴上之原因—陳誠下臺是為必然，

嚴家淦上臺則是偶然〉等文，5指出陳有問鼎總統之心，當蔣修

改法律使自身三連任之時，陳大失所望，造成雙方心結。蔣利用

蔣經國、周至柔打擊陳誠，陳因此被氣出重病，中了激將之計，

後來遂辭去行政院長一職。阮之為文，夢筆生花，惟猜測之處較

多，且未悉陳誠日記。

4　 收入黃克武主編，《重起爐灶：蔣中正與 195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頁 11-45。

5　 收入阮大仁著，《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14），頁 6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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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文直接相關的研究，係中國大陸學者陳紅民所撰之〈合

作中的波折──1960年前後蔣介石與陳誠關係之研究〉、6〈臺

灣時期蔣介石與陳誠關係探微（1949-1965）〉、7〈從《陳誠日

記》看臺灣時期陳誠與蔣介石的關係〉。8數篇論文主軸相近，

突出蔣、陳的矛盾甚至衝突之處，結論指出：合作是蔣、陳關係

的基礎，蔣對陳提攜與關心，陳也對蔣十分忠誠，不過蔣最關心

的是個人權威，他對陳心結的核心是權力。陳也知道蔣對他的猜

忌，因此主動退卻，明哲保身，避免「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

淒涼結局。陳因病去世後，蔣對陳心結釋放，再無顧忌，從容實

施其權力「傳子計畫」。9陳紅民的研究，資料使用紮實，見解

分析深刻，惟其所重在兩人關係的「波折」，並且以威權體制來

概括蔣、陳關係，探討層面及角度，或可再做拓展。

本文使用之史料，主要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庋藏

之〈蔣中正日記〉（未刊本），以及國史館出版的《陳誠先生日

記》。藉由蔣、陳二人最直接的史料，並將之置於時代脈絡，本

6　 陳紅民，〈合作中的波折──1960年前後蔣介石與陳誠關係之研究〉，收入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

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下冊，頁 987-1012。

7　 陳紅民，〈臺灣時期蔣介石與陳誠關係探微（1949-1965）〉，（北京）《近
代史研究》，2013年第 2期（2013年 3月），頁 4-29。

8　 陳紅民，〈從《陳誠日記》看臺灣時期陳誠與蔣介石的關係〉，（杭州）《浙
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5卷第 4期（2015年 7月），頁 63-
74。

9　 陳紅民，〈臺灣時期蔣介石與陳誠關係探微（1949-1965）〉，頁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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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嘗試釐清過去因為史料不足所造成的諸多揣測。

二、接班問題再現

1957年陳誠出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前後，蔣中正曾思索以

陳誠接任總統職務，10爾後蔣、陳之間雖非合作無間，衝突時

起，大抵共同度過國家風風雨雨。至 1962年 4月底，蔣因攝護

腺肥大症須手術開刀，為免萬一，他再次思索接班人問題，於日

記誌下以代遺囑，並視之為「我本身之強弱生死，與黨國以及反

攻大業成敗存亡最大關鍵也」，11自記：

下周即將診治尿道症，或須用手術麻醉，故對國家與政

府大事準備處理之要旨，特別對於經兒與辭修之關係精

誠合作之重要有所囑托，此後只要辭修能以誠待經國，

再無疑忌且不能細言，則近年來經兒已能領受嚴教，對

修忠誠當無問題也。12

復自記：

近日行將施用手術以前，甚思今後黨國與政府如何完成

革命之任務問題，有一個切實指示，就是經國與辭修精

誠團結，以支持此一難局，來收復大陸全部失土，拯救

1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57年 7月 4日、8月 25日「雜錄」。

1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本年總反省錄」。

1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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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同胞，達成我畢生之志願。甚望辭修能寬容大度，

一以誠心待人，不尚虛偽，則經國自能以事我者事彼，

共同一致完成革命也，惟有如此方能貫徹我期望也。但

此事必須有夫人從中指導，依照我的意志解決問題，更

能發生效果，望辭修與經國皆能善體此意則幸矣。13

蔣關於接班人之考量，係以反共復國為核心，以陳誠接班，蔣經

國輔佐之，並由宋美齡從中協調二者，照蔣的遺願推動國策。

如此重視反共復國，尚可見於他事，如手術前一日，蔣手批

蔣經國日記二則，「即為經國與辭修皆能誠信相孚，團結奮鬥，

達成我畢生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之使命的問題加以指示」。144

月 27日，蔣接受手術，術後「沉眠如醉夢中，但並未熟睡」，

他在病中回憶往事甚多，而以蘇俄對其個人生涯之影響最為深

刻。15凡此可見其心心念念於反共事業。

蔣攝護腺手術之後，始終未能痊癒，7月 6日，施行第二

次手術。12日，又進行管通尿道手術。17日，施行尿道擴大手

術。術後未久，20日晚間發起高燒。1621日，蔣感此次病症之

重，預先將遺產交予蔣經國，自記：「自大陸淪陷後，蘆墓與地

產全失，今日只有以余歷年日記交經國遺產。」1722日，又自覺

1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4月 25日。

14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4月 26日。

1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4月 27-28日。

16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7月 4、6-7、12、17、20日。

17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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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莫卜，感到對國家、人民職責未盡，因之於日記誌下其遺

囑：

對政府之處理甚望辭修與經國能如我之容忍，彼此互諒

互助，澈底合作，亦能如我與他二人者，則余之反攻復

國事業仍可繼續完成也，並無疑慮。其他除已記於日

記者，亦無所掛念，惟中央銀行所存留特支費約尚有

一百九十萬美金元，此款應作為黨務革命用，可由余妻

蔣夫人、陳辭修、蔣經國三人共同保管與支用，而由夫

人為主席，張岳軍（羣）為監護可也。18

蔣此時對接班人的想法，與 4月手術時相同，仍殷切惦念反共復

國，並思考病死後的外交與內政問題。他知道陳誠與蔣經國不

合，19因此希望二者互助互諒。其並且以為，我國外交政策應始

終與美國一致，美國為獲西太平洋之安全，必先消滅中共政權，

故我國必須忍耐待時，屆時「美必不能不同意我反攻大陸也」，

中共「倒行逆施，未有不予我以反攻復國之良機，但此時必忍耐

一時耳」。20至於內政，他以為：

18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7月 22日。

19　 陳誠也曾親口對立法委員趙自齊說，他和蔣經國不合，但只要擁護領導中
心，反共抗俄，他願一視同仁，共同合作。趙自齊口述，遲景德、吳淑鳳訪

問紀錄整理，《趙自齊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國史館，2000），頁 230-
231。

2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7月 23-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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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問題在「人和」為第一，如辭修繼任總統以後，惟

一重要問題即行政院長人選與省主席，余認為目前只有

（周）至柔、（袁）守謙與（蔣）經國三人中選擇之，

此外以余所知皆不適也，此乃可做為決策之參考耳。以

至柔為有主動能力，但其心術與作為在重要關頭頗有偏

差，望能共同糾正之，而經國則有理想，與守謙皆能負

責者也。21

由這段遺囑，復可見蔣以陳為接班人，並為陳推薦行政院長與省

主席人選。惟此遺囑，因蔣此時未死，並未付諸實施。22

蔣中正退燒後，身體仍甚虛弱，體力略感疲乏。28日，

又進行第三次管尿道手術。其後身體漸漸康復，然始終未能痊

癒。23

要之，蔣在病中，對陳誠期望甚殷。雖然蔣與陳自 1960年

三連任以來，發生幾次重大衝突，但蔣無疑仍看重陳誠，視之為

當然接班人。或謂蔣 1960年的三連任，已表示其不希望陳誠接

2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7月 24日。

22　 是後，周至柔被發現私行不檢，其子嫖賭貪劣，又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
主任委員上官業佑有貪污情事。蔣經與陳商訂，乃解除周省主席職務，改

任參軍長。蔣之培養周至柔，可說失敗。周從此未擔任政府要職。王世杰

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下冊，頁 977，1962年 12月 19日。〈蔣中正日記〉（未刊本），
1962年 8月 18日，9月 26日，11月 14日。

2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7月 25-26、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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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又或謂蔣希望培植蔣經國接班故壓抑陳誠。從 1962年蔣病

中的日記來看，上述說法仍有討論空間。

三、陳誠再辭行政院長

（一）辭職想法復起

蔣中正以陳為接班人，對其有所期待，陳卻並不領情，多

次欲辭行政院長一職。或謂此中緣故，在陳有問鼎之心，但蔣

1960年的三連任，斷絕陳的希望，遂心有不平，乃與蔣屢有衝

突。其實，從陳的日記來看，他很早就贊成蔣的連任，並直接參

與修法解套的討論，最後甚至同意「賄選」國民大會代表，使動

員戡亂臨時條款得順利修改。24因此，陳屢辭行政院長，非與蔣

在連任之事有所心結，係另有原因。

其實，陳誠本就無強烈意願出任行政院長。1957年行政院

長俞鴻鈞遭到彈劾，1958年初，蔣中正考慮以陳誠接替院長，

陳屢示拒絕，表示「非余兼不兼問題，是有無辦法問題，以現在

情形言，無論對黨政軍民均無辦法」。25經蔣三催四請，陳才勉

予出任。1960年蔣連任之後，照例內閣總辭，由總統再次選擇

新任行政院長，組織新的內閣。蔣擬以陳續任，陳復表示沒有意

2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2冊，
頁 1175，1960年 3月 10日。

2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2冊，
頁 830、886、897，1958年 2月 13日、6月 5日、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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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26蔣仍堅持之。陳上任之後，因不滿立法院的提案，又興擺

脫行政院工作之想，27甚至與蔣直接衝突。28最後是藉陳之病，

這波衝突才緩和下來。29

1962年底，陳誠又起辭去行政院長的念頭，時興抱怨，與

蔣衝突復起。10月，陳與行政院政務委員余井塘談當前處境，

陳表示想請辭而不可能，只能積極去做，惟阻礙無法克服；余井

塘以為只能逐漸設法改進。30

未久，陳因司法人員待遇調升案，對蔣大表不滿。12月 11

日，蔣中正主持財經會談，聽取財經各部門報告一般狀況。最後

談及待遇問題，陳誠主張重點檢討解決，蔣卻主張增加警察、稅

務、司法人員待遇。陳認為警察人員已有福利辦法，司法人員已

比一般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稅務人員與其說因待遇低造成舞

弊，不如說是稅制問題必須修改，即能免者免，能減者減，惟此

一法案在立法院經年未決。蔣、陳兩人意見不合，張群建議由行

2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2冊，
頁 1179，1960年 3月 18日。「簽呈請辭行政院院長兼職」（1960年 5月
21日），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臺
北：國史館，2007），下冊，頁 791-795。

2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2冊，
頁 1234-1235，1960年 6月 28日、「上月反省錄」。

28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0年7月9日「上星期反省錄」、7月23日「上
星期反省錄」、7月 24日、7月 30日。

29　 《聯合報》，1960年 8月 12日，版 2。

30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617，1962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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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妥為研討，爭議遂暫為平息。

陳於此次會談，以為蔣多言干涉，因此又生退意，會後與

總統府參軍長周至柔討論該如何設法辭去行政院長。周認為目前

不可能。陳深恐耽誤國家大事，「且前後兩任，已達八年七個多

月，以時間言，實在太久；以事業言，貢獻實在太少」。31蔣其

實也對陳有所不滿，自記：「辭修對我所說增加警察與稅收人員

待遇問題，彼以我為多言，使其行政院為難，且大發牢騷，余忍

之不予計較，未知其能否感覺否？」32

爾後，蔣仍持己見，指示張群轉告陳誠，司法人員待遇以訴

訟費增加項下支出，並要其「告辭修不可以小失大，喪失政府已

經准許之原案也」。33張群即與陳談，陳仍告以司法行政部增加

待遇絕對不行，因其待遇已比一般軍公教人員高，如再提升，各

院部會均成問題，尤其以該部規費收入由司法院支配，打破中央

財政統籌統支之制度，更為不可。3412月 16日起，陳感冒在家

休息，仍對蔣干預待遇一事傷腦筋，自記：

31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648，1962年 12月 11日。

3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12月 11日。

3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2年 12月 13日。

3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650，1962年 12月 14日。「函呈論為將之道」（1960年 8月 25日），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

805-806，1962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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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司法行政部部長鄭彥棻欲將所收之規費，要求增加司

法人員之待遇，並私自報告總統面准，愈傷腦筋。任何

國家之財政必須統籌統支，決不能某機關有收入，即作

為某機關之開支，如照司部如此處理，該部人員固皆大

歡喜，但行政院對其他各單位如何取理？知法破法，余

絕對不贊成，非為私也，深恐影響全體軍公教人員之不

平。須知不平則鳴，其後果豈堪設想！ 35

陳因此又興辭職之念，他想到的方法是讓蔣對他不滿，蔣自然會

將其撤換，惟如此做又有所顧慮：

仍在家休息。考慮如何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去年因病請

辭，而未能獲准，現在辭職自不易獲准。但前後兩任，

至本月底止，已屆八年八個月，在行政院期內不知得罪

了多少人。俗云：「當家三年，狗都恨。」以余個人

言，應知難而退，再四考慮不出辦法來，忍耐下去乎！

實不能再忍。唯一辦法只有使總統對余不愉快之事增

加，或有排脫之希望，但此在傷感情尚在其次，而對國

家只有害，此非余個人有才幹及對國家有貢獻，但一般

人必以為總統與余如此，自不免影響國內外之觀感。奈

何！奈何！ 36

3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652-1653，1962年 12月 16日。

3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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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銷假上班後，仍在行政院反對增加司法人員待遇之議，並

對同仁抱怨現在經濟危機及財政困難，司法行政部卻打破統籌統

支之原則，蔣總統僅聽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一面之巧言」，陳

因此「實無法再做下去」，復表示「余任行政院長兩任，共八年

八個月，既無成就，亦應讓賢」。37此後陳一直存有辭職念頭。

1963年初，陳以去年準備反攻大陸，將本年上半年軍費提前用

盡，不能不設法度過難關，又感「自愧不勝任重責，然每辭不得

獲准，奈何！奈何！」38陳在日記中每言他請辭是因己身能力不

足，從他抱怨反攻及司法人員調薪等事看來，其實他對蔣中正本

人的決策與干涉院務亦頗不滿，為其屢興辭任念頭原因之一。

由於知蔣不允辭職，陳並未正式提出辭呈，惟雙方嫌隙日

增。1963年 4月 16日，陳向蔣報告司法行政部應隸屬行政院或

司法院一案，此案原係故司法院長王寵惠提出，此時重行審議。

王當時主張司法行政部仍隸屬行政院為上策，改隸司法院為中

策，分割隸屬為下策。陳誠主張為行政院打算，司法行政部最好

整個改隸司法院，以免行政院許多麻煩，但須注意現正積極備

戰，如於此時重新劃分，可能對備戰有所妨礙，尤須考慮監察、

調查等機構之分割對於臺灣安全之影響。也就是說，陳因現掌行

頁 1653，1962年 12月 19日。

3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657，1962年 12月 27日。

38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664-1665，1963年 1月「上月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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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為自私來說」，願司法行政部改隸司法院；但若考量國

家安全，他以為可以考慮研究劃分該部隸屬兩院。39

對於陳誠如此態度，蔣中正或許因陳先前為調整司法人員待

遇案，與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有過節，因而感覺陳「胸襟太狹，

成見太深，說話重複，言行不一」，對此「頗足憂慮」。40

4月 20日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中常

會），討論推行農地改革工作檢討情形及今後工作重點，張其昀

以總理實業計畫應由臺灣先行實施，以樹立模範省，提出利用三

分之二山地，及大量發展漁業。鄭彥棻提出，當局對蔣中正所撰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推行不夠。陳聽聞兩人意見，情緒激

動，以為「張好大喜功，鄭愛拍馬（屁），余實忍無可忍，不能

不予以指責」，於是發言請與會者注意當前重點在反攻準備與生

產建設，現時「不廢待舉」，如「百廢俱舉」，可斷言將一事無

成，不能不量力為之，最後陳表示若認為政府不行，可以改組，

使有理想者及能幹者充任。41蔣在場主持聞言，感到「辭修對曉

峯（張其昀）主觀與偏見太深，時作無意義之爭辯，其胸襟狹

小，令人憂悶不置」，42即揮手打斷其語。會後蔣與陳等談話，

39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27-1728、1730，1963年 4月 13、16日。

4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4月 16日。

41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五十）〉，《傳記文學》，第 95卷第 4期（2009
年 10月），頁 136-138。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
誠先生日記》，第 3冊，頁 1732，1963年 4月 20日。

4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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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告以日來情緒不好，蔣慰以少看文件多休息。43

5月 14日，蔣與陳談對日借款問題，陳以旱災嚴重為慮，

蔣觀陳之情緒與言行「又不安寧」，乃勸其移地休養。44當晚透

過宋美齡打電話給陳夫人譚祥，請陳與夫人到角板山休息一段

時間，該處皆已預備完好，請明日即去。陳誠感謝「總統夫婦之

情」，但仍決心再提辭呈辭行政院長之職，以為「自四十七年五

月二十五日，又兼行政院院長職至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又整整的

五年矣」。

陳在休養期間，連日為找辭行政院長理由而傷腦筋。最後決

定泰國國王訪華後，即相機提出辭呈，「無論准否，決不再幹下

去，除非反攻大陸，縱令我第一波上陸，亦決不辭！」45

陳返回工作崗位之後，到處跟人說他要辭職，國防部長俞

大維以為陳「註定是苦命」，「辭職絕不可能」，勸陳只能少說

話，並堅信中共必定失敗。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政務委員余井

塘等則以為總統絕不准辭，頂多局部改組內閣。眾人的勸說沒有

效果，陳還是找人擬訂呈總統之辭職稿。

6月 8日，泰國國王訪華行程結束，陳的辭職將要付諸實

行，蔣中正注意到陳情緒不穩，親自致電陳建議赴金門休息。陳

4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32，1963年 4月 20日。

44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5月 14日。

4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47、1750-1751，1963年 5月 14、2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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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許多事情需要商決，擬稍緩再定，自記：「總統祇知我情緒

不好，要我休息，並不知現在之環境種種困難，絕非休息可能解

決。」46

陳擬於 6月 13日的院會公開辭職意圖，12日，副院長王雲

五、秘書長陳雪屏來勸，希望勿提，最快須待 18日軍事會議之

後，最好先與總統一談，以免誤會，並表示陳之進退關係太大。

陳告以若與總統談，絕不准我辭，但我考慮已近兩年，非辭不

可，絕非意氣用事，或不知國家之困難而逃避責任，係「度德量

力」，「以德言，既不能服立、監兩院之敗類；以力言，迄今尚

不能獨自反攻」，認為做下去只有誤事，至於個人之辛勞以及生

死之榮辱，早已置之度外。13日院會，陳正式公布他要辭職，

擬於軍事會議結束後送出辭呈。47

（二）辭職原因之分析

在繼續敘述陳誠辭任過程之前，本文擬進一步分析陳這段時

間的辭任原因，這部分前文已略有所及，此處自三點切入探討。

1、陳對民意機關不滿

是時之民意機關，除了非常設的國民大會，有立法院與監

察院。陳誠對二者挾其權力而求私利，十分不滿。他批判立法

4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53-1755、1761-1762，1963年 5月 26-30日，6月 8、10日。

4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63-1764，1963年 6月 12、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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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說：

立法院每年審查總預算時，均要敲竹槓一次，今年

（1963年）立委又要求增發房子補助每人一千五百

元，行政院未允，現以增加全體軍公教人員之待遇為

詞，提案相要挾。此種自私無恥之行，恐只有 CC做得

出也，可惡可嘆！ 48

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上，陳發言對立法院表示不滿：立法院

決議會期延長 85天，行政院因此須增加該院委員出席費甚鉅。

立法院開會永無已時，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亦經常赴該院列席大

小會議，無法辦公，教育部長黃季陸身體素健，已覺不勝；財政

部長嚴家淦向不發牢騷，某日亦謂一天開八個會怎能辦事？會

上，蔣中正聞陳誠如此抱怨，為之失笑，以手撫面。49

又一次中常會上，包括 8位黨籍立法委員（立委）在內數

人出席，陳公開批判立法院每次審議中央政府預算，必向行政院

敲一次竹槓，1960年夏季敲得最厲害，當時陳到立法院答覆質

詢，曾謂這是最後一次到立法院，現倏忽三年。最近立委提案，

要普遍提高公教人員待遇，又向行政院要求每人發給房租津貼每

月 1千 5百元。這是向行政院敲竹槓不得，故意拿出待遇問題轟

48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62，1963年 6月 10日。

49　 會議時間係 1963年 6月 1日。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五十九）〉，《傳
記文學》，第 97卷第 1期（2010年 7月），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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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社會，使行政院為難。陳以為，立委若認為其不應做行政院

長，他辭職可也，立委不必再多出題目，動搖民心軍心，「如果

立委同志一定要向我攤牌，那就攤牌，我也不躲避」，「不過這

樣鬧下去，不但不能反攻大陸，連繼續留在臺灣都要成問題」。

陳因此願自動請辭，講話當下面紅特甚，舉座屏息肅靜以聽，氣

氛凝重。50

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的衝突，自遷臺初期以來皆未能解決，

尤其是 C.C.系之反對政府，1960年蔣與陳的衝突便是導因於立

法院，此時立委又以通過預算案交換己利，令陳十分痛憤，不願

受辱。51

2、陳自認無法改變國家諸般問題

陳誠以為，當前國家目標在反攻大陸，但外交、內政、軍事

各方面問題重重，無法改變，他說：

對美年來，無外交可言。每思吾人在臺除反攻大陸外，

決無他路可走，欲反攻必須：第一，爭取美國同情，此

非稍存依賴之心，而是問題現主持外交者油腔滑調，完

全做表面迎送工作，徒浪費人力、物力，尤其精神受不

了；第二，經因一般走行苟安之途，高級者與低級生活

50　 會議時間係 1963年 6月 15日。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傳
記文學》，第 97卷第 3期（2010年 9月），頁 139。

51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81，1963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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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懸殊，重應酬娛樂，使主持經濟雖盡其努力而為

之，反成民意機關攻擊之目標；第三，軍事更不願言，

亦不忍言，吾不信完全欺騙或應付上級，而能對敵作戰

也。其他則不必論矣。此亦余應度德量力，應該辭職，

以讓賢路也。52

他又曾於閱《自立晚報》社論後，記下感想說：

「行憲乎？看守乎？戰鬥乎？反攻乎？」以上是《自立

晚報》本日社論。余以為當然是反攻，此一問題不過時

間問題，惟一般似有苟安與偏安之心理與觀念，誠自愧

無能，所以要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但自余辭職後，因

總統之慰留與給假，社會上反應咸以此時此地非余不

可，此余一再認為果真如此，此即當前之悲劇也。53

又曾函駐日大使張厲生說：

「行憲？看守？戰鬥？反攻？」非但局外懷疑，而一般

崇尚油腔滑調、專事敷衍與表面工作，以詩云：「陟彼

南山，維石巖巖。」能無愧乎？俗曰：「流水不腐。」

現政府如一池死水，焉得不臭？人人固有「死而後已」

52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65，1963年 6月 14日。

5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72，1963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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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但未見有「鞠躬盡瘁」者。誠兩次任行政院長職

務，共計九年兩個多月之久，自應引退，讓年富力強者

來幹，才能使國家社會有朝氣、有進步，此次辭職絕非

逃避責任也。54

此外，陳對事常不假辭色，日久各方對其不滿日漸積累，以及蔣

中正個人不時插手干預行政，使陳感到困擾。綜而言之，陳請辭

原因，即其自謂「以德言，不足以服眾；以力言，迄今尚未能反

攻大陸」。55

3、陳誠身心欠佳

陳誠身心狀況，影響其處世，這在過去的研究，較為忽

略。時蔣中正對陳誠的精神狀況，已察覺問題，十分擔心，多次

於日記誌下關注文字，如「辭修多言無序，余催其速作郊外休

養。」「辭修心神不佳。」「辭修情緒之褊急、憤怒、不安近狀

為慮。」561963年 6月 13日，蔣聞陳誠將辭，甚為感嘆，謂：

「聞辭修在其政務會議指示各部準備六月底辭職交代之議案，頗

感慨歎，如此褊急狹小，毫無容忍之心情，何以能領導黨政軍民

5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74，1963年 7月 2日。

5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65，1963年 6月 14日。

56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5月 18日「上星期反省錄」、5月 31
日「上月反省錄」、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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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國治國耶？」蔣即與張群談陳誠辭職事，以「辭修病態無以慰

藉為歎」。57

陳誠規劃於 1963年 6月 18日召開的軍事會議結束後，正式

提出辭呈。25日，陳正式向蔣提出辭呈。58此後兩人的往還，多

聚焦於陳的健康狀況。

先是，24日，蔣已聞陳之動向：「聞辭修心神又不正常，

表示決心辭職云」，為此「不勝憂慮」。陳正式提辭呈後，蔣即

於次日寫信慰留，以其「身心皆病，尤其心神不定，急燥不耐之

情緒甚足害事，故准假一月休息」，59信函云：

昨日簽呈詳閱之下，不勝感慨！當此國族艱危，復國未

成，共匪待殲，正是患□相仗，作共同奮鬥，完成革命

大業之時，何能言辭？貴體為國積勞，自感疲乏，乃為

中時刻懷念不已之事，現在祇可做短期休養，稍資調

攝，准給病假一月，院務暫由王副院長雲五代理可也。

餘待貴恙熱度消退後再行面商，一切常適心靜養，以期

早日康復，順頌痊安。60

57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6月 13-14日。

58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70，1963年 6月 25日。

5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6月 24、26日、29日「上星期反省錄」。

60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70-1771，1963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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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對於陳請辭的處置，與過去相同，即要陳休養一陣子。但

陳這次已鐵了心，決定一個月後仍辭，「實無法再拖延下去，誤

己事小，誤國事大也」。61

陳確實有病，感冒發燒，影響心情。蔣中正與蔣夫人宋美齡

對陳的健康十分關心，噓寒問暖，親自探病，並派遣總統侍從醫

師陳耀翰診治。62一次宋美齡蒞陳宅慰問病況，陳告以日來病已

稍癒，僅感疲乏而已，希蔣夫人轉告總統，仍准辭去行政院長兼

職。宋反問陳，何人能擔此重責？如不得其人，將來如何收拾？

並云陳是負責任的人，如他人來做不好，陳心必更感不安。又

云蔣總統天天以陳身體為念，希望善自保重。63爾後，陳病況較

佳，蔣及其夫人曾一連六天約陳及陳夫人享用晚餐並觀賞電影，

陳感「違之不敬，從之不安」。64

陳誠休假一月將屆，希望再度辭職，惟恐難獲得准許，乃

擬報總統此次辭職並非逃避責任或怕困難，完全由於身體關係仍

須休養，又脂肪瘤須要割治，恐誤大局，「違之於心不安，從之

於事無補」，故仍請由副院長王雲五代理行政院長職務。7月 28

61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70-1771，1963年 6月 26日。

62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70-1773、1784、1786，1963年 6月 25、27、29日，7月 1、23、29日。

63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1963年 7月 1日，頁 1773。

6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1963年 7月 13日「上星期反省錄」，頁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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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陳請續假函發出，內述「遵命則心餘力絀，違命又耿耿難

安」。65

蔣收信後，即於 29日偕夫人親訪陳，准續假兩個月，囑離

臺北赴金門休養。兩人談到三國禁試條約，陳將指示下屬者呈

報蔣，蔣表示陳太肯研究，故不能休養，不如渠之粗枝大葉。陳

笑說：「鈞座修養工夫過人則有之，而粗枝大葉余未之信也。」

蔣夫人則謂：「你們都患一樣毛病，一切放不開。」此次會見，

兩家感情深厚，辭職事又石沉大海，陳只能徒呼奈何。6630日，

蔣發出代電正式准許陳誠請假兩個月，院務由副院長王雲五代

理。67

兩個月休假期間，蔣夫婦與陳夫婦往來頻繁，蔣、陳相互商

討國政、慰問病況。陳誠與陳夫人身體狀況皆不甚佳，譚祥且因

心臟病入榮民總醫院治療，蔣夫人親臨探視，準備醫護，並延請

美國醫師診治。68

9月 9日，颱風葛樂禮侵臺，造成嚴重水災。陳誠病未痊

癒，仍決定提前銷假視事。17日上任，即積極處理救災工作，

6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1963年 7月 26、28日，頁 1785、1786。

6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1963年 7月 29日，頁 1786。〈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7月 29日。

6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1963年 7月 30日，頁 1787。

68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1963年 8月 3、8、13日，9月 1、9、17、21、25-30日，頁 1789、1791、
1793、1798-1799、1802-1803、1805-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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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蔣中正對颱風善後問題放心。69蔣、陳齊心協力，然未及兩

月，衝突又起。此時係因副總裁選舉所致，終使陳誠辭任行政院

長。其中，陳的健康亦為重要因素，事詳後文。

四、副總裁選舉衝突及卸任院長

（一）副總裁選舉衝突

1963年底，中國國民黨將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

代會），重新選舉總裁、副總裁。11月 2日，在國民黨中常會

上，黨秘書長唐縱考慮若先選中央委員（中委）再由其中提名副

總裁，將占掉一個名額，因此建議副總裁提名者，可不必再選為

中委，以免重複。蔣中正表示反對，以為如此做法，固可多一人

當選中委，但總裁提名某人為副總裁沒有根據或範圍，70因而裁

示「副總裁之人選，由總裁在中央委員中提名經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已有成規可循，本次大會仍依成規辦理為宜」，71復自忖

69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799-1803，1963年 9月 9-21日。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四）〉，
《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1期（2011年 1月），頁 128。

70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四）〉，《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1期（2011
年 1月），頁 131。

71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八二次會議紀錄」（1963
年 11月 2日），〈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十八）〉，《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1002-0004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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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提名方有根據也，乃以此定為不成文的慣例矣」。72

陳誠在中常會上沒有異議，會後卻對唐縱大發牢騷，表示

副總裁產生經選舉中委後再提名大會通過，若陳的中委得票並非

多數，將失體面，故表示不幹。733日上午，蔣邀見陳談九全代

會事，陳表示請勿再提他任副總裁，願任評議委員。74蔣此時尚

不知陳為何如此，及至當日下午，始於唐縱處得知陳的想法，

嘆謂「其神經之不正常如此，令人又不禁為黨國前途與人才憂

也」。75唐勸蔣照陳意修改規則，蔣以為在中委裡提名副總裁，

係表示其在黨內有基礎，否則提名者將成為蔣的私人。至於當選

中委票數多寡並無關係，且票數不對外公布，76「此乃本黨制度

與革命原則問題，決不能以其個人意旨而修改常會決議也。聽之

而已。」77不過，蔣雖態度堅定，仍為陳固執己見，強欲必從其

意而甚感苦悶。78

11月 10日，蔣直接約陳來角板山談副總裁選舉事。陳建議

全代會推選副總裁方式，不必經由中委選舉完成後，再由其中提

7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日。

7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4日。此係 4日日記誌 3日事。

74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24，1963年 11月 3日。

7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4日。此係 4日日記誌 3日事。

76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四）〉，《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1期（2011
年 1月），頁 132。

77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5日。此係 5日日記誌 4日事。

78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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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由總裁先行提名推定，或由大會直接選舉。79蔣除簡單說

明他決定的理由，並動之以情，一再提及陳不應推辭副總裁，並

云陳將來要繼承總裁。陳不勝惶恐，回復希望「總裁領導大家回

大陸，他非所計，且以總裁健康過人及修養工夫，決非一般同志

所能及」。除了表面上這樣講，陳於心中也是認為死於總裁之前

是幸福，不然自然只有扶助蔣經國負起國家重任，陳最大限度只

能作為過渡而已；若非如此，國家前途恐不堪設想。談公事後，

兩人閒話家常，蔣提到陳之女兒履碚很像其外公譚延闓，並囑陳

夫人病癒後，可在此（角板山）休養。共進午餐後，兩人散步至

新建房屋，蔣指此屋說「此即為汝準備，隨時均可來住」。此次

會見，可見蔣對陳之私人情誼及期望之殷，明示陳為接班人。陳

也深感蔣對己身及夫人之關切無微不至，「余夫婦感激之形，亦

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於萬一」。80

蔣對陳用心如此，陳卻無法達到蔣的期望，其一大原因，

如前所述，在身心健康出了問題，影響其「生活失常，心情極

壞」，無法控制情緒，並易於動怒。陳早於 1948年即診斷出肝

硬化，81在 1951年底第一次行政院長任內，即曾以肝病請辭，未

7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10日。

80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27-1828。

81　 「陳副總統會診報告書」（1964年 11月 29日），〈陳誠診病經過紀錄〉，
《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8-0002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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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同意。821963年中，陳判斷自己心情不寧，確是肝病徵象。83

其心情與肝病相互影響，白天需賴香菸、咖啡甚或興奮劑提神，

晚上需賴安眠藥以資寧靜，始克入寐，每晚只能睡著 4小時，且

多亂夢，常夢見家鄉風物，一如兒時之在故里。84醫師建議陳休

息，以免危及健康。85蔣也觀察到陳的健康出問題，為其「心神

病態難痊為慮」，又感「辭修心理病態時起時落，喜怒無常，誠

不知如何是好，精神倍受打擊」。86陳因身心出狀況，又對副總

裁選舉事不滿，因而再度考慮向蔣請辭行政院長兼職，加上不願

續任副總裁，他甚至有意不再從政。87

82　 「簽呈蔣中正以肝病加重請准辭職」（1951年 10月 17日），〈石叟手
稿影存（第八冊）〉，《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
010108-00013-036。

83　 「陳誠致唐縱函」（1963年 6月 25日），〈往來函電（六十八）〉，《陳
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2-00084-004。

84　 除了肝病，此時陳的其他身體狀況倒是無礙，主要因工作繁鉅造成心理疲
乏。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1963年 11月 18、27日，頁 1832、1837。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
（六十七）〉，《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4期（2011年 4月），頁 135。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八）〉，《傳記文學》，第 99卷第 1期（2011
年 7月），頁 139。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九）〉，《傳記文學》，
第99卷第2期（2011年8月），頁142。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六）〉，
《傳記文學》，第 106卷第 4期（2015年 4月），頁 133。

85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頁 1017，1963年 11
月 29日。

86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11月13、15日，16日「上星期反省錄」。

87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32，1963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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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要求唐縱運作陳誠全票當選中委，唐無把握。88最後，蔣

對副總裁選舉方式終於妥協，自記：

本晨朝課靜默時，或悟副總裁與中央委員選舉關係，免

使辭修對參加中委選舉票數有不及他人之多者為煩悶，

故決以副總裁並為當然中央委員辦法，即不經選舉中委

手續，仍以中委之中由總裁提名一人為副總裁也，此一

辦法之構想是乃靈心之獨所□出之。89

依國民黨慣例，中委的產生並非必要經由選舉，可以因職務需要

由總裁逕予指定為「指定中委」，人數不僅一人。蔣此時靈機一

動，想依此慣例指定陳為中委，便可繞過選舉，避免陳關於票數

的疑慮。蔣並思考將副總裁與其他指定中委並列，不夠禮遇，乃

將副總裁單獨列為「當然中委」，以示尊榮。90

這段時間，蔣除了為陳誠苦思副總裁選舉辦法，全代會中委

選舉，亦令其焦頭爛額，他希望陳多參與中委選舉名單的決定。

陳或許因為蔣太晚與他討論名單，且行政院體系多人未在蔣預擬

88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八）〉，《傳記文學》，第 99卷第 1期（2011
年 7月），頁 140。

8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19日。

90　 1963年11月19日，蔣的思考赴諸實現，是日國民黨全代會通過黨章修正案，
以副總裁為當然中委。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七）〉，《傳記文學》，

第 98卷第 4期（2011年 4月），頁 129。阮大仁，〈分析一九六三年行政
院長陳下嚴上之原因—陳誠下臺是為必然，嚴家淦上臺則是偶然〉，收入

氏著，《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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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之內，陳感未受支持，因而態度消極，僅建議一些原則及提

名少數人選。91

由於選舉過程紛雜，陳誠所推薦的中委人選未獲蔣列入名

單，選舉結果各方也多表不滿。9211月 22日凌晨，選舉結果出

爐，蔣為當選名單與預定出入較大而一夜未眠，整晚思考如何調

整。93名單修訂之後，上午 8時蔣即請唐縱將之送陳誠一閱。唐

縱赴會場休息室見陳，陳對選舉結果大表不滿，滿臉怒容，對蔣

修正後之名單不接不閱，僅提供少許建議，即步出休息室登車離

去，未參加上午大會，復表示下午閉幕式不會出席，請蔣勿再提

他連任副總裁。94

是日上午全代會，宣布當選的中委名單及選舉副總裁，陳未

出席，蔣仍提陳為副總裁，獲得通過。下午，張群、唐縱等請陳

參加全代會閉幕典禮，陳起初不願，經張群、陳雪屏等力勸，陳

為顧全大局而勉往參加，也因此使閉幕式延後甚久。蔣見陳在閉

幕式上「神態不安，言無倫次」，感到心神不樂，於閉幕致辭提

91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七）〉，《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4期（2011
年 4月），頁 133。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
生日記》，第 3冊，頁 1832、1833，1963年 11月 19、20日。

92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八）〉，《傳記文學》，第 99卷第 1期（2011
年 7月），頁 139。

9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2日。

94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七）〉，《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4期（2011
年 4月），頁 133。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八）〉，《傳記文學》，
第 99卷第 1期（2011年 7月），頁 139。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
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頁 1834，1963年 11月 22日。



202

及領導全國人才，須恢宏氣度，似有規勸陳誠之意。95

（二）卸任院長及辭世

11月 20日，陳誠已託張群將行政院長辭呈轉送給蔣，96張

或許是為避免擾動蔣在全代會的決策，至會議結束才上呈。蔣閱

後極其不悅，認為陳誠「心理病態如狂自大」，全代會期間予各

種刁難。97蔣原對陳期望甚殷，為其改變選舉副總裁辦法，並希

冀陳多分擔全代會中委選舉壓力。陳卻態度冷淡，甚至提名蔣極

其不滿的葉公超，蔣終於忍無可忍。98他後來與蔣經國談此事，

經國以為陳係「本性優厚之同志，應加容忍」，並以此時亦無相

當人選可以繼任行政院長者為言。由於蔣中正本有改組行政院的

打算，經過此次衝突，以為此時應准陳誠辭職，「否則公私必將

俱敗矣」。99

9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2日。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
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頁 1834，1963年 11月 22日。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七）〉，《傳記文學》，第 98卷第 4期（2011
年 4月），頁 133。

9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33，1963年 11月 20日。

97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2日。

98　 蔣中正對葉公超極其不滿，陳對葉則頗為欣賞。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
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頁 1822、1824-1825，1963
年 10月 31日、11月 4日。〈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3日「上
星期反省錄」。

9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0月 24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11月 2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11月 24日。



203

陳誠與蔣中正之關係—以辭任行政院長為中心（1962-1965）

至少在日記中，可見陳誠辭意甚堅，100但不知為何，張群

向蔣表示陳實無辭意，蔣知曉後以為陳「自私」、「神經完全失

常」，極其憂慮，101乃更堅定讓陳辭職，「否則公私俱敗，對其

個人前途將不堪設想」。蔣雖對陳不滿，仍能為陳著想，以為目

前一般文武幹部對陳信心已經動搖，如陳再戀棧不捨，將誤公誤

己，勢必讓幹部對陳信心完全喪失，則其以往事功固將付諸流

水，而今後出路亦根本斷絕，故決讓陳辭職。102蔣復於日記長篇

誌下這段時間的感想：

本黨第九屆全國大會前後重習總理遺教，在大會期間修

正政治報告，親擬各重要交議案計六種與修正宣言，幾

乎無暇晷，特別對選舉中委提名事項與副總裁為當然中

委之提議用心良苦，但是辭修在會中會外與大會前後之

態度與情緒，皆表示其極度不滿，其屢以不幹不幹相

逼，跡近脅制，大有任何事非其不可之行態，無異將其

真情內心之自私與褊狹之短處自暴無餘。故會中如此忙

100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37，1963年 11月 27日。

101　 或謂張群有問鼎行政院長之意，乃火上加油，使蔣對陳產生惡感，其後張
群還告訴蔣中正說陳誠勸嚴家淦勿出任行政院長，當亦是同一原因。阮大

仁，〈分析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長陳下嚴上之原因—陳誠下臺是為必然，

嚴家淦上臺則是偶然〉，收入阮大仁著，《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

頁 152。

10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 29、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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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不堪之際，而尚欲增加我之憂悶與苦痛，察其表示皆

失常態，除非其神經有病，再無其他名詞可以形容矣。

乃在會期內始終使我受到莫大之打擊，因之此次會期全

程中不能專心策劃政治黨務之重要事項，甚至每次講詞

皆不能盡其詞也。閉會之後彼即提辭行政院長兼職，至

此可說其對黨對政，特別是行政各部長對其無一人能與

之合作同事，是其自失威信，一般黨政幹部對其信仰喪

失殆盡，故乃不能不准其辭職，立予批准，但他反表示

猶疑，不願辭去之意，可知其過去所謂不幹不幹者，乃

全出不誠與自私也。如此者幾乎一周以上，余為公私

計，皆不能加以再留，間接勸其不必再作戀棧之念。以

長此以往，恐其病態更深，在他人視之將威脅以為對余

也。此乃黨國之一大事，至此乃得解決。甚恐其不能擔

當重任，無法繼承黨國托付為憂耳，奈何？ 103

蔣於日記長篇發洩情緒，復提及陳之精神病態。其實，不只蔣認

為陳身心出問題，已難擔負行政院長工作。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

杰亦以為陳之身體狀況不佳，如能暫時擺脫行政院長職務一、二

年，其健康可望恢復，此後當能擔任重大工作；如不獲一、二年

休息，其健康或不能恢復，將被迫永久放棄政治工作。104

10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1月「上月反省錄」。

104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頁 1006-1007、
1017，1963年 9月 22日，10月 6日，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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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准陳辭職之後，擬以嚴家淦繼任行政院長，蔣卻從張群

處聞陳勸嚴勿允出任。蔣乃直接告陳已令嚴繼任，勸其輔助。105

陳表示嚴很適宜，並對蔣表示感謝。後來陳向住院中的夫人告知

總統准辭，夫人大樂，因感陳實在太過辛勞，辭行政院長兼職有

助健康。10612月 4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陳誠請辭行政院長兼

職，並一致通過嚴家淦繼任院長。1078日，陳邀宴國民黨全體中

委及中央各會組主管，提到最近有欠健康，尤其無法控制情緒，

夫人又患病住院，近日自己身體檢查，醫師謂係疲勞過度，非好

好休息不易恢復，若不休息不知何時發生問題，屆時恐無法醫

治。言至於此，陳兩眼濕潤，內心感觸似多。10日，立法院投

票同意嚴家淦出任院長，16日舉行交接典禮。108兩年來不斷辭

職的陳誠，終於擺脫行政院長職務。

蔣中正這段時間雖十分不滿陳的態度與作為，仍對其有所期

待，希望能將陳導向正途，自記：

辭修對於大臣謀國及其自處之道，古之名將賢相成功立

10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2月 1日。

106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39-1840，1963年 12月 1日。

107　 黃杰，《中興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上冊，頁
1003-1004。

108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六十九）〉，《傳記文學》，第 99卷第 2期（2011
年 8月），頁 142。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
先生日記》，第 3冊，1963年 12月 21日，1963年 12月 4、10、16日，
頁 1841、1845、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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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歷史與學庸為學修身之道，皆不切己研究，此次辭

去兼職以後，其仍不能反省革新，則於公於私皆有所

損，應如何使之學習修養而能有補益也？ 109

爾後又記：「此次辭修言行與辭職結果，在對余來說，乃為培養

與領導無效，是平生最大打擊之一，亦為黨國之不幸也。」110

陳辭行政院長職後，尚有副總統、副總裁、光復大陸設計

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副主任委員等四項職務，

位居要津，但已離行政院長權重之職。蔣對陳仍十分重視，注

意其心態及動向。1964年 5月，聞賀衷寒進行分裂運動影響陳

誠，蔣以為「將來恐陷辭修於其包圍之中」，且「辭修最近病態

與心理，亦有此可能之表現」，嘆陳「既無知人之明，而又不能

自反與克己」，又思考：「辭修好聽細言，加之其年來心理病態

激增，此皆受此等小人細言之刺激所致。不知其最後利害關頭，

是否將陷入其包圍、受其圈套乎？當不至昏庸如此耳。」十分憂

慮，決定加強防制。111陳或許因為賀的事情，消極不出席各會，

蔣因此心神抑鬱，至夜間皆不能熟睡。1126月 17日黃埔建校 40

週年紀念，蔣、陳同機同車出席，蔣關心陳的心情，「使之心神

10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

11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12月 25日。

11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 5月 25日、30日「上星期反省錄」、
「上月反省錄」。

11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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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無誤也」。這段時間，蔣對陳之所為「時用懸念」，若陳神

態有所進步，蔣即深以為慰。113

1964年 10月 15日，蔣從宋美齡處得知陳誠肝、胃發現

毒瘤，且其發展甚速，無法割治，至多只能延長二至六個月壽

命。114蔣聞之極其憂慮，記云：

余認其三年以來之心神病態之表現，早覺其恐有癌症，

尤其至去年十一月本黨九全代會前後所表現之行動的失

常，更令人不可想像，如非神經分裂，必為其內部有癌

症也；今竟發現癌症，是命也，亦其器量狹窄所致。不

幸之至。115

11月 1日，蔣聞陳誠癌症加深，憂慮復起，即與宋美齡回士林

與陳之家人討論醫治方法，如有可能，則令其赴美治療。其後，

蔣不時訪陳探病。116

1965 年 3 月 1 日，蔣原擬赴日月潭，以陳誠「病勢莫

測」，十分擔憂，乃改赴離臺北較近的角板山。4日返臺北，

11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 6月 3日，9月 5日「上星期反省錄」、
28日。

114　 陳誠係於 10月 14日發現肝癌，其診治經過，參閱〈陳誠診病經過紀錄〉，
《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8-00028-001~005-
010208-00028-010。

11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 10月 15日。

116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 11月 1、18日，1965年 1月 13日、
2月 2日、3月 1日。



208

探視陳之病狀，陳之語音已低不可聞。1175日下午，陳誠病勢惡

化，已入彌留狀態，雙頰陷落，神志昏迷，口中不斷喘氣。醫師

為其施用氧氣。蔣以陳病篤為憂，午睡不能成寐。政府要員及外

交團團長羅慕斯、多明尼加大使魏雅諾、阿根庭大使館代辦馬迪

尼、代表外交史節，及關心陳病況之民眾數百人，均至官邸探

望。118晚 19時 5分，陳誠逝世，119遺言謂：

一、 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

革命大業。

二、 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

國軍民共此患難。

三、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120

這段遺言，係 3日陳誠口述，重複細語三句，每句為一段，

並命每段寫一張紙，共為 3頁，原無「在總裁領導之下」之句。

在場的周至柔謂應加秉承總裁指示、貫徹黨的決策二句，以示一

切成就，並非純為其個人功績。秦孝儀謂有若干字句重複，應加

117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5年 3月 1、4日。

118　 黃杰，《中興日記》，上冊，頁 1934-1935。

119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六）〉，《傳記文學》，第 106卷第 4期
（2015年 4月），頁 133。〈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5年 3月 5日。
《王世杰日記》，下冊，1965年 3月 5日，頁 1070。

120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3冊，
頁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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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飾。爾後秦孝儀依各人意見，在原稿上改正，宣讀一遍，眾

無異議通過。121據說，陳誠臨終遺言尚有：「天下不是父子二人

的。」若為真，可視為陳晚年與蔣衝突不愉快的表現。122

6日，全國軍政機關、部隊、學校、團體等，一律下半旗 10

日，並停止娛樂及宴會。123同日，蔣中正完成其輓聯：

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弔此國殤，果有數

耶。

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

乎？ 124

又頒輓額「黨國精華」四字，蔣以為「此皆出自內心，並無製造

過甚，其詞亦可慰我辭修在天之靈乎！」爾後復嘆：「辭修五日

逝世為悲，更增我一負擔矣。」1256日正午，視察殯儀館陳誠安

靈之處，以已移入冷藏室，故未能見其遺體。126

10日係陳誠大殮典禮，8時 30分，於一陣陣低沉的哀樂和

震耳的喪砲聲中，陳誠遺體被安放在千年香杉木雕成的靈柩中。

121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一○六）〉，《傳記文學》，第106卷第4期（2015
年 4月），頁 133。

122　 阮大仁，〈周至柔之徒勞無功與嚴家淦之漁翁得利—兼談閻錫山之軼事

四則〉〉，收入阮大仁著，《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頁 128。

123　 黃杰，《中興日記》，上冊，頁 1937。

124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5年 3月 6日。

12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5年 3月 6日、「上星期反省錄」。

126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5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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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評議委員何應欽、顧祝同、中常委周至柔、谷正綱覆蓋黨

旗，行政院長嚴家淦、立法院長黃國書、司法院長謝冠生、考試

院長莫德惠覆蓋國旗，蓋棺儀式即告禮成。參與致祭人員於哀樂

行禮中，不禁潸然淚下。127

蔣一早晨起禱告，願陳在天之靈得到安慰，並望其英靈能

輔佑光復大陸，完成其未盡之志。蔣與夫人往祭陳誠途中，言及

此次為與陳最後一次之相見。抵達靈堂後親臨棺前，未料已經蓋

棺，因而未能一瞻陳最後遺容，蔣深以為一大遺憾，「當二日探

病臨別在門旁，回頭見其兩目注視我面目之深情，竟為最後永別

之舉，乃為畢生難忘之一刻也」。只得慰問陳夫人後回寓，並且

「心神恍惚，未能工作者久之」。128

結語

考察 1962年以來陳誠辭任行政院長之史實，可知蔣、陳之

間的關係，不僅僅為長官部屬或威權領袖與手下的關係，蔣對權

力有其執著，雙方雖不免猜忌，卻仍有著深厚的感情。雖一般認

為政治人物之間的感情是屬虛假，至少從兩人的日記來看，他

們的確有著革命情感。蔣自大陸時期便不斷培養陳，肯定陳的

127　 黃杰，《中興日記》，上冊，頁 1948-1949。

128　 1966年初，蔣中正帶其孫子蔣孝武視察陳之墓地，以工程尚未進行為異，
且感墓園範圍太大，與陳平生節儉精神相反，恐其靈魂不安。〈蔣中正日

記〉（未刊本），1965年 3月 10日，1966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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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幹，並且重視他的想法；129陳則感念蔣的培植，信仰領袖的領

導。蔣、陳兩家時有往來，蔣為陳證婚人，陳夫人譚祥係蔣夫人

宋美齡的乾女兒。蔣、陳兩人個性皆燥，不時爭吵，宋常以第三

者立場曲予調解；陳生病時，宋則多次代蔣慰問。或以為蔣中正

早在培植蔣經國為接班人，此說當屬確實，惟蔣亦同時培養陳

誠，肯定陳為反共復國大業中的重要角色。

1960年以後，陳誠因工作繁鉅又遭民意機關之障礙，對政

事抱怨增多且愈趨消極，乃不斷請辭，與蔣衝突不斷。此一情

態，非因陳無法當上總統而不滿，係陳遭遇軍政困措之所致。此

外，身心狀態亦是蔣、陳衝突的重要原因，這在過去的論述較為

忽略。陳長期患有肝病，至 1963年中已甚嚴重，至 1964年底診

斷出肝癌末期，他脾氣躁急或幾次與蔣的衝突，當與肝病或其他

精神疾病有關；工作壓力，亦影響其心理健康，使其早上賴興奮

劑提神，晚上倚安眠藥入眠。

蔣面對陳的請辭，讓陳請假休息。陳收假後，壓力獲得抒

發，兩人關係確可暫獲緩解。惟至 1963年底，雙方關係已難調

合。蔣對陳既不滿又失望，出於公私考量，終於讓陳辭去行政院

長職務，陳接班人的地位也開始動搖，蔣並擔心陳遭「反動分

子」包圍。1965年 3月，陳誠逝世，蔣感慨萬千，其後自記：

129　 蔣有時會審閱陳誠的文字，如曾審閱陳關於甲午中日戰爭之講詞，感到「甚
佳有益」。〈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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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修五日逝世，乃為黨國不幸之事，而其近年來為反動

派所包圍挑撥，以致有肝癌之症，此其量少識短、中心

無主，故兩年以來其心理病態更深，時時表現其暴戾躁

急之狂態，余乃始終忍之，以待其自悟，事事予以恕

諒，以其病狀日深，無法轉移，此為平生之遺憾。惟其

對黨國之忠貞，始終不貳，以保其晚節，乃為不幸中之

幸也，亦足自慰。130

又記：「辭修五日逝世，實減弱我革命力量也。」131可謂對

蔣、陳關係，做了最後註腳。

13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本身工作：本年日記總反省錄」。

13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4年 3月「上月反省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