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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想自杀 白崇禧暴毙身亡 孙立人被软禁

国民党赴台高官的凄惨晚年

“1 9 4 9 年，国民党政府带领 2 0 0 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 ”著名的

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记载道。那些曾叱咤风云的战将，在败退

台湾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年手握重兵的他们，不但成了

败军之将，失去了叱咤风云的舞台，甚至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人身

威胁。不过，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应不同，有

的从容处之，有的却局促不安。

胡宗南曾想过要自杀

“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

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此

时，面对浩瀚的大海，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

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

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 而这些人大都

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根据王曲军校学生徐枕的说法， 胡宗

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 当时蒋介石让

他飞往台湾， 但是他不肯走， 而是对部下

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 ”最

终，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飞机的。

然而到了台湾，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刚刚飞到台湾时， 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

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 不仅如

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

政府的失败负责。

再也得不到蒋介石重用

1950 年 5 月，台北“监察院”内，45 名

“监察委员” 气势汹汹地联名弹劾胡宗南。

这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

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 又历数了他

在西北、 四川的一连串败绩， 认为国民党

政府之所以会失败， 胡宗南“应负重大之

罪责”。这一场弹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湾掀

起轩然大波。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

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

会审”。

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

“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画上了句号。 败退

到台湾后的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

“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

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

全拥护蒋介石、 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

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为陈诚的“土

木系”。

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

“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 胡宗南再也得不

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

江反共救国军” 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

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

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晚年清贫，沙发“太旧太烂”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 部属是再也

没有机会真正回到大陆了。 在担任澎湖防

卫司令时，每次领到薪水，他只留 1/3 给自

己和家人，其余的几乎都给了部属，

以维持他们的生计。 后来其部属王

应文的儿子回忆说，那时有人

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发都要

小心，因为“那个沙发太旧太

烂，一不小心就会摇晃”。

1962年，胡宗南 66岁，这

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

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夫人的梳妆台都带到了台湾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 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

开始“未雨绸缪”了。 1949 年 6 月，刚刚卸任“行政

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运到台

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

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 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

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

们。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

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思索着自己该做一些什

么。

被挤出权力中心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

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此两人结

下了“梁子”。 现在来到台湾，属于寄人篱下，何应

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 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

脸色行事。

1952年 2 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

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 国民党在台湾

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

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

“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

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

问委员会主任”一个空头衔，到了 1972 年，“战略

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

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积极投身于“冷战”

何应钦不像阎锡山那样能“闲得住”，还是要

找事情来做，就这样，他参与了“国际冷战”。 当时

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

重整委员会”，1955 年 5 月 20 日与何应钦联系，希

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 何应钦立刻向蒋介

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

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

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

1987 年 10 月 20 日，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

第二天上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 99岁。

白崇禧、汤恩伯

死得“不明不白”

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归大陆，

日子更加难过。 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

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

恨。 早在 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

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1966 年冬天，也就是李宗

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 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

身亡。 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

为是蒋介石指使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

脚。 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

相到底如何， 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

道。

在一定程度上，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是死

得有点“不明不白”。 从大陆去台湾后，汤恩伯只落

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

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1954 年 5 月，汤恩伯

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

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 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

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薛岳、孙立人

高寿而终，并不轻松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是在台

湾落寞终老。 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

他以表面上的礼遇， 但是薛岳接到的是一连串的

闲差，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 闲

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 他在

1998年 5月去世，享年 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 却在

台湾走过了很长一段波折之路。 1955 年 5 月 25

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之

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 一直到 1988 年 3 月，孙立

人才恢复自由。 1990 年 11 月，孙立人去世，享年

91岁。 （据《看历史》）

阎锡山隐居山上，写书种地

带着部属隐居山野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

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

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 日子就更难过

了。

1949 年 12 月 8 日，阎锡山刚刚来到

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

过，即使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

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 现在到了台

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在

1950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

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

府资政”。

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

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 半年后，

他又带着 40名部属， 搬家到阳明山旁的

菁山。

写了 20多本书

来到山上， 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

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 一开始，他

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

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

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

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

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

来水。 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

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

电话， 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

后， 阎锡山就爱上了读

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

中国》 等 20 多本书；蒋

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

更希望他是真的心

境淡泊，超然世外。

建农场、开印刷厂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

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

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

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并且加

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

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 那时

阎锡山每月可以领 5 万元台币，但是这些

钱要一群人来用， 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

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也想着另外

的生财之法———开了一家印刷厂。

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

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都

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

吃饭。 ”于是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散伙

了”，有的部属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

离了菁山。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 山上又没有

什么活动， 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 劝他

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

不寂寞。 ”

1960 年 5 月 20 日，蒋介石庆祝他就

职“总统”12 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

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

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

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 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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