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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官邸内蒋介石两遇生死劫

●

相关

蒋介石

在重庆的最后一天

1949 年 11 月 29 日晚是蒋介石在重

庆的最后一夜，这一夜，伴着阴晦的细雨，

他是如何度过的？

向文职官员发手枪

文史资料显示，当晚，位于重庆西郊歌乐

山的林园官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院内侍卫

官站了一大排， 应召前来的勤杂人员忙着搬

迁。 军需官打开了武器库，开始向文职官员分

发手枪。 一号楼那边，每隔几分钟就听得见电

话铃响，气氛十分紧张。

在蒋介石居住的小平房附近，则一

片肃静， 门厅里只有几位高级将领，正

襟危坐，连咳嗽也尽量憋着。 侍从人员

端茶倒水蹑手蹑脚，生怕打扰了总裁。

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正在虔诚地做着

基督教的晨祷，他的嘴唇悄然翕动，谁也听不

清他在说什么。

无奈放弃陪都重庆

大势已去， 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生中又

一痛苦的决定： 放弃连八年抗战都未丢失过

的陪都重庆。

文史专家在大量史料佐证中摸清了重庆

解放头一天， 蒋介石的生活细节———29 日晨

祷刚过，蒋介石味同嚼蜡地用过早餐，捧起平

日喜读的《荒漠甘泉》，但他翻来翻去一个字

也读不进去。

幕僚曹圣芬向老头子请示：“总裁， 何时

给您安排座机？ ”蒋介石愣了一下，随即沉下

脸说：“去问那些不争气的将领，别来缠我！ ”

中午时分， 蒋介石在林园官邸召集三军

首脑开会，讨论善后事宜。 因连日的失眠和焦

虑，蒋介石显得异常憔悴，看上去像是骤然老

了几岁。 他呼吸艰难地说：“为了保存国

军有生力量，我已决定放弃陪都，请各

部队长官按紧急应变计划，将所有官兵

撤至成都待命。 ”

凌晨三时飞离重庆

11 月 29 日下午的时光，蒋介石是在与蒋

经国的闲聊中度过的，他实在没什么可做了。

夜色降临了，一股股阴郁的寒气，渗入蒋

介石下榻的小平房。 他在那里呆坐着，桌上的

晚餐几乎未动。

蓦然间， 林园官邸被一阵阵沉闷的爆炸

声震撼，玻璃窗簌簌作响，片刻之间，灯火通

明的城区立刻变得漆黑一片。 保密局开

始对这座城市实施破坏了。

蒋介石神色冷峻地站起来，乘车离

开林园官邸，前往机场。

白市驿机场混乱尤甚，跑道旁堆放

着一箱箱黄金白银，准备直接运往台湾。 在机

场候机室里，挤满了等候航班的军政人

员，心急火燎地涌进机场，又被全副武

装的宪兵无情地驱逐出去，吵嚷声不绝

于耳。

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在侍卫官的簇

拥下登上专机，高级幕僚和随行人员上

了另一架飞机。

1949 年 11 月 30 日凌晨 3 时许， 统治中

国 22 年的蒋介石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 此

时，距山城解放只差几个小时。

（据《半岛晨报》）

蒋介石最核心的住所，仍是曾家

岩官邸。

三峡博物馆城市发展研究部主

任张荣祥介绍，此处官邸，门牌号是

德安里 101 号（又名“尧庐”），当年为

了保密，就连邮递员也不知德安里究

竟在什么地方。

其实， 这座官邸就在中山四路

上，离《双十协定》签字地桂园不远。

当时，它的公开名称是“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可别小看

这个侍从室，它的地位非常高，相当

于蒋介石的中央办公厅”。 大院内有

中西式建筑多幢，各有特色。 院内还

建有防空洞，昼夜戒备森严，要持特

别限期通行证才可入内。“如果要给

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排个位，曾家岩

官邸当仁不让应该排第一。 ”重庆市

社科院邓平研究员说，许多重大的政

治、军事、外交决策，都在这里酝酿和

拍板。“现在仍能找到抗战时期蒋家

在曾家岩官邸前拍摄的多张历史照

片，包括毛泽东和蒋介石最著名的那

张合影”。

沙坪坝的林园官邸，则见证了蒋

介石和毛泽东的一次激烈交锋。“重

庆谈判时， 毛泽东也在林园住过一

晚”，张荣祥介绍，1945 年 8 月 28 日，

毛泽东飞抵重庆。 当晚，蒋介石在林

园设宴款待。 第二天清晨，一向昼夜

颠倒的毛泽东早早起床来到园中散

步，竟正好碰上蒋介石，两人坐在石

桌旁晤谈国事，留下了国共谈判中的

一段奇谈。

当天，蒋、毛对坐，毛泽东诚

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

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

平能够实现……”蒋介石断然否

认：“毛先生，中国没有内战！ ”话

音未落，全场愕然。 毛泽东当即大义

凛然地反驳：“要说没有内战，这是彻

头彻尾的欺骗，连 3 岁的娃娃也不会

相信！ ”

但少有人知道的是，见证这场舌

战的林园，当年差点儿没修成。

1938 年，张治中为保证最高领导

人的安全， 提出在西郊修一幢别墅，

作为曾家岩官邸万一被炸的“陪邸”。

不料，一时议论纷纷，认为不该大兴

土木。 蒋介石派人给张治中送去一张

纸条：“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 张治

中犹豫再三，硬是将别墅盖了起来。

1938 年 11 月官邸落成， 当时的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来参观后赞不

绝口，蒋介石为表敬老尊贤，就把它

送给了林森，“林园”由此得名。 直到

1943 年 5 月，林森出车祸去世，蒋介

石才将林园收回。

蒋介石在重庆最惊险的遭遇，发

生在南岸黄山。“他有两次差点儿被

日本人丢的炸弹击中”， 张荣祥说，

1941 年 8 月 8 日起，日军对重庆施实

7 昼夜的“疲劳轰炸”。 其间，一群日

机扑向黄山，一枚炸弹恰好落在蒋介

石官邸脚下的专用防空洞洞口 ，

着实引发了一场虚惊。

8 月 30 日， 蒋介石正在黄

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 偷袭日机

突然而至， 扔下一批炸弹， 击中

“云岫楼”一角，炸死卫士 2 人， 4 人

受伤。 蒋介石与参会人员慌忙踏着

斑斑血迹躲入防空洞， 这才幸免于

难。

为什么这次轰炸目标如此准确？

专家介绍，据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

行集团团长远藤三郎回忆，他从离任

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口中知道了黄山

官邸具体位置； 随后又收到 8 月 30

日蒋要召开会议的密电，这才制订了

直指黄山官邸的空袭计划。

据介绍，这是蒋介石在重庆的四

大官邸中，唯一对公众开放的。“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的五年间，特别是初春

到深秋的漫长光景，蒋介石为避开空

袭和酷暑， 长期以黄山作为经常驻

地。 ”

巴南南泉镇往西 1.5 公里，花溪

河畔百米外， 坐落着另一处住所，它

有个特殊的名字：小泉校长官邸。

为什么叫“校长官邸”？

邓平介绍，蒋介石以黄埔军

校校长起家，他热衷于担任

军校校长一职，全国主要军

政院校的校长均由他担任。

1938 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

学校从南京迁到南温泉，蒋介石常去

训话和主持典礼。 教育长陈果夫特意

在此建成这幢西式平房，供他临

时休息或住宿。

“那边还有蒋介石躲轰炸的防空

洞”， 负责官邸一带花草养护的钟崇

华兴奋地说。“以前旁边还有个‘三八

园’， 日本人丢的炸弹在这里炸了个

大坑，就挖成水池，种上了荷花！ ”当

时中央政治学校的礼堂“中正堂”，是

当时重庆最大礼堂之一。它占地 1900

平方米，可容 3000 余人。 原来，位于

佛图关的国民政府大礼堂被日机炸

毁后，就在这里照原图纸建了一个新

礼堂。

当时林森、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

等都在南泉一带建了别墅。这里风景秀

丽，花溪河上可泛舟，温泉池中可戏水，

建文峰上可观云雾，因此，蒋介石有时

会在此休闲并举行宴饮交际活动。

蒋介石辗转来往于这四处官邸

之间，走过了在重庆的 8 年。 1946 年

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

上说：“最短期内即将离开重庆，又不

免依依。 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

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上是我

的第二故乡。 ” （据《重庆晚报》）

曾家岩官邸 重大决策在此拍板

林园官邸 毛泽东舌战蒋介石

黄山官邸 蒋介石两遇生死劫

小泉校长官邸 曾建重庆最大礼堂

小泉校长官邸

黄山官邸

核

心

提

示

不久前，重庆有网友爆出蒋介石“重庆行营”旧址被拆除的消息。

蒋介石“重庆行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14 号。“重庆行营”修建的年代大约为 1935 年底，当时国

民政府颁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行营辖区包括川、康、黔、藏在内的整个大西

南。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最初的办公地点就

设在“重庆行营”内，之后才搬到了位于南岸的黄山云岫别墅。

蒋介石曾说过，“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蒋介石在

重庆的 8 年，到底住过哪些地方，又发生过什么关系重大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

曾家岩官邸

林园官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