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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蔣中正先生在中華民國學術上的貢獻‐‐‐‐ 

請審慎思考政治大學蔣公銅像之存廢 
 

 
一、蔣中正先生創立政治大學的前身「中央黨校」，並一路支持政治大學，直至

政治大學於 1954年在台復校，教育英才無數‐‐‐‐‐‐1927 年 5月，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提議成立「中央黨務學校」，乃於 1927 年 5 月

20 日正式成立。至 1929 年 6 月 27 日，經中國國民黨第 3 屆中央執行委員

會第 19次常務會議議決，更名為「中央政治學校」。這段期間，蔣先生均兼

任校長、頒發「親愛精誠」校訓，且關心校務發展。1947 年改組成為「國

立政治大學」後，至此改隸教育部。國共戰爭時期時局混亂，教學中輟，乃

於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在蔣先生關心和協助下，1954 年 11 月 24 日始在台

北市木柵區復校。政治大學為了培養建設國家之人才，由最初之6個研究所，

逐步擴展至今天的 47 個系所，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少見的教育奇蹟。 

 
二、蔣中正先生撰寫《中國之命運》與《蘇俄在中國》，翔實記載當時中國發展

實情和抗戰過程，為歷史做出了見證‐‐‐‐‐‐《中國之命運》於 1943 年發表，

全書共八章，共 10 萬餘字。其中心思想為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本質是國

民革命、而國民革命則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核心目標。1956 年 12 月 1 日，

蔣中正手著《蘇俄在中國》宣告完成，其內容主要在控訴蘇聯對於中國的侵

略，以及向世界警示蘇俄在二次大戰後於東歐擴張及最終赤化世界的野心，

許多蔣先生的見解和預言，乃不幸成為事實。1957 年 6 月《蘇俄在中國》

再版，英文版由美國的 Farrar, Staus and Cudahy 公司出版，後再由行政院新

聞局洽得美國原公司同意後，交由中國出版公司再版英文版及其他 13 種外

文版發行。 

 
三、撰寫蔣中正日記‐‐‐‐‐‐蔣先生自 1915 年至 1972 年 7 月 21 日因手部肌肉萎縮

症不能執筆前，撰寫私人日記長達 57 年，是中國歷史上現存最完整、資料

量最多的領導人日記，放眼望去，古今中外世界領袖罕見其匹。蔣先生過世

後，原日記曾交由蔣經國先生保管，先後又由蔣孝勇、蔣方智怡等保管，2004

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與馬若孟教授取得蔣方智怡授

權，將蔣先生日記帶至胡佛研究所存放。蔣先生日記目前開放供研究者參閱，

是現存研究中國近代和現代史的重要史料，也是蔣先生對於歷史學界的重大

貢獻。 

 
四、蔣中正先生全力推動「九年國民教育」、提升台灣的教育水準，促成後日的

台灣經濟奇蹟‐‐‐‐‐蔣中正總統有鑒於「中興以人才為本」，在 1967 年 6月 27

日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發表言論主指出，「要繼續耕者有其田政策推動成



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現階段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來

解決九年義務教育問題，定可樂觀其成」。1967年蔣總統召集教育部長閻振

興、台灣省主席黃杰、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潘振球和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劉

先雲等，指示籌劃延長國民教育為九年事宜。1967年 8 月 17日，以「台統

（一）義字第 5040 號」令」，通令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因此自 1968 年

開始，全台進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期，以當年我國政府預算並非充裕，蔣

先生仍能排除萬難堅決推動，實非易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使後來幾個世

代諸多莘莘學子蒙受恩惠，全民教育水準因此提升，改善國民素質及總體勞

動力品質，對於促進日後台灣經濟建設，有著既深遠又正面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