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作为接班人，无疑是其最
大失误。他在相当长的考察与试用阶段，没能
真正看清李登辉的伪装面目。据称，病逝之
前，蒋经国对身边家人哀叹：“我看错了人！”

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政策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因之前受日本殖民

影响，台湾人民大多不识中文，只会说日语与
闽南语。国民党政府所用各级干部与人才，
多为从大陆来台的人员（即所谓的外省人）。
而后随着教育普及与蒋介石大力推动中国文
化运动，占有几乎 90%人口的台湾本省人，开
始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学识、能力都有
显著提升。

蒋经国从1960年代起，已经开始注意到台
湾“政治本土化”的问题。他特别交代心腹干部
李焕，在台湾发掘未来足以担当重任的本省精
英与人才，推荐给他。据李焕回忆：1972年蒋经
国担任“行政院长”，在筹组“内阁”时，为了要找一
位具有农业背景的本省籍专家学者，出任“政务委员
……我最先认识李登辉是在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时，发现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有一位曾经留学日
本与美国、得到农业博士的本省籍专家，就特别约见他，
见他面貌老实，待人诚恳，加上当时政府急需农业方面的
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党部讲演，谈台湾的农业问题，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经国先生在“组阁”时，需要一
位本省籍的农业专家做“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我很
自然地想到李登辉。

李登辉是蒋经国“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得
以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台湾的农业事务。等到1978
年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又受到蒋经国的提
拔，晋升为台北市长。这时，蒋经国开始认真看待这名
台籍“精英干部”，常在下班后到李登辉台北市长的官
邸，与他闲话家常，灌输他“大中国思想”，要他打从心
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原来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李
登辉不但接受了殖民教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
字，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对于李登辉过去
这段数典忘祖的荒谬历史，蒋经国应是心知肚明。不
过蒋经国觉得可以透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加上对他的
重视、重用，可以产生影响，改变李登辉的思想与心
态。只是事后证明，这全是枉然。

李登辉对蒋经国毕恭毕敬
那时，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毕恭毕敬，大气都不敢

喘一口，椅子只敢坐三分之一，以松懈蒋经国对他的防
备之心。李登辉对农业提出的许多建议在实践中获得

的短期效益，则让蒋经国对他的才能与忠诚笃信不
疑。就在这样苦心经营之下，李登辉日渐得到蒋经国
的信任。在担任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再受蒋经国拔
擢升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而蒋经国始终无法看清的，
则是被李登辉的笑脸和恭维深深掩盖着的政治野心及
善于周旋于官场的巧妙为官之道。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
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选。台湾地区领
导人候选人亭无疑问，由主席蒋经国继续连任，副手人
选会是哪位，就成为台北政坛共同瞩目的焦点。在蒋
经国第一任期担任副手的谢东闵，因年事已高，健康状
况也不尽如人意，促成蒋经国决定要提名一位新人来
担任副手。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副手需要提名一位
本省籍、经历完整、资望足以服众的政要出任。曾经担
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
来走在李登辉之前、资历较深的“内政部长’林洋港与
李登辉两人，符合这样的条件。

林洋港与李登辉“二选”
蒋经国经过仔细思考，最后决定选择李登辉。直

到2003年，李焕才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李登辉与林洋港
从政的经历相仿，都曾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主席，
蒋经国没有选择林洋港，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林洋港在担任台湾省主席时，接受了省议员的建
议，在没有事先与“行政院长”商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
将原来是县辖市的新竹市与嘉义市升格为省辖市，严

重影响到新竹县与嘉义县的发展与财政收入
的来源。为此，“行政院长”孙运璿颇有微词，
希望林洋港收回这个没有授权的宣布。但
是，林洋港竟以辞职要挟，从此在蒋经国的
心里埋下林洋港不好驾驭的印象。

林洋港调任“行政院内政部长”之后，在
“立法院"答复质询时，对于台湾许多住宅大
楼住户为了防盗的需要，均加装铁门铁窗，
往往造成火灾发生时，无法从高楼窗户救
人，而被活活烧死的惨剧，林洋港竟然在民
意代表面前承诺要在3个月内，使铁窗完全
消失。这个支票自然跳票，对林洋港的声望
也造成了相当的伤害。

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员庞大复
杂。林洋港自己曾当选民选的南投县长，他
的弟弟林源朗也在他之后当选南投县长。
如果林洋港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将来
有机会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难免整个林氏

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而这是蒋经国
极不愿见的局面。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

他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已因病
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战期间战死太平洋战
场。

最终，蒋经国选择了貌似忠厚的李登辉，林洋港出
局。

李登辉顺利接班
1984年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

领导人，蒋经国顺利连任。3月22日，国民大会投票选
举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李登辉当选，蒋经国还亲自前
往李登辉家道贺。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猝然病
逝。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的监誓下，宣誓就任
台湾地区领导人。

蒋经国死前，并没有在权力的传承上有任何交
代。他的健康情形虽然日益恶化，可是他对自己的生
命，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应该可以做完任期。他对自已
健康的过度乐观，导致他的身后台湾政局并不安定。
没有政治强人的压阵，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因而蠢蠢欲
动。在他过世不过两个星期，国民党已经为了推举代
理主席的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表面平静的台北政
局，事实上已经暗潮汹涌，风雨满楼了。

等到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举行“临时全体中央
委员会”，推举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时，终于
爆发了“主流”与“非主流”公开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的
实质分裂，已不可避免。

（摘自《世纪》《那些“党国大佬“们》）

19871987年年，，蒋经国蒋经国（（右一右一））与李登辉与李登辉（（右三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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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吴思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讲到
了两个相似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徐均的人，
洪武年间被任命为广东阳春县主簿。
阳春县这个地方，黑恶势力特别强大，
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
害、苦不堪言。徐均是一个颇有正义感
的官员，就想除掉这些黑恶势力。徐
均刚一到任，一个小吏就提醒他，说您
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应该主动拜会
一下莫老大。徐均就问莫老大是什么
人，小吏说，这个莫老大就是咱们这儿
的黑社会老大，背景很深，咱们得罪不
得。徐均一听，就来了倔脾气，气愤地
说：“难道这个莫老大不是皇帝治下的
臣民？还要我亲自去拜会他？他应该
来拜见我才对！”很快就有人把这事通
报给了莫老大，莫老大不清楚徐均的
来头，所以不敢轻易得罪，就放下架
子，主动登门来拜见徐均，徐均也没太
理莫老大，而是暗中派人调查莫老大，
在掌握了他的违法事实之后，果断下
令将莫老大抓了起来。莫老大以为这
是徐均想敲诈他，便安排家人给徐均
送了黄金珠宝，可徐均却不吃这套，连
看都没看就给挡了回去，然后将莫老
大押送到了府里。可是，府里的官员
早就被莫老大买通了，他们很快找了
个理由，把莫老大放回了家。莫老大
知道徐均不太好惹，就又给徐均送了
一份厚礼，徐均依然没有收。非但如
此，徐均还跟莫老大较上劲了，偏要将
莫老大绳之以法，于是继续调查莫老
大的罪状，并在不久之后再次把莫老
大抓了起来。府里的官员一看，感觉
这个徐均真的太让人头疼。于是，府里
的官员经过番运作，在不久后拿到了调
令，将徐均调离阳春县，调到阳江县任
职去了。徐均一走，莫老大们也就安全
了，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了。

第二个故事：洪武年间，有一个叫
道同的人，被任命为广东番禺县知县，
番禺县当地有几十名地头蛇，经常在市

场上干一些强取豪夺之事，欺行霸市、
为害一方，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人之
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
靠山，此人就是皇亲国戚、永嘉王朱亮
祖。朱亮祖是个特别贪婪的人，地皮阿
三们便投其所好，争相贿赂他，他收了
人家钱财，便替那些地皮阿三们撑腰，
只要出了什么问题，朱亮祖一出面，没
有摆不平的事。道同到任不久，就开始
打击黑恶势力，抓了很多地皮混混，朱
亮祖知道了，便请道同吃饭，并在席间
为那些被抓的混混说情，哪知道同不但
不给面子，反而质问朱亮祖：“公是大
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朱亮祖恼
羞成怒，干脆直接命人将那些被抓的人
全放了。从那以后，两个人就较上劲
了，道同这边抓，朱亮祖那边放；道同再
抓，朱亮祖再放……道同一看，这不是
办法，就上书朝廷，希望皇帝能替自己
主持公道。哪知，道同晚了一步，朱亮
祖恶人先告状，早已经把弹劾道同的状
子递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看后，也
没有认真了解，就派使臣前往番禺，要
将道同就地正法。使臣前脚才走，道同
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看，知道是冤
枉了道同，便连忙又派使臣带着赦令去
番禺，可是，等赦令到达的时候，道同已
经人头落地了。

以上两则史料，都是讲古代官员打
黑的，这两个官员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打掉地方上的黑恶势力、为民除害，但
他们的打黑行动都失败了：徐均被调
离，道同竟然连命都搭上了。不妨回过
头来思考一下，这两次打黑行动为什么
失败了呢？是两位官员没有决心吗？
不是；是他们的权力不大吗？也不是；
是法律不健全吗？也不是；是最高领袖
不支持吗？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
因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些黑恶势
力的背后，有一个支持他们的保护伞，
这个保护伞还非常强大，最底层的地方
官员根本无法撼动。

（摘自《人民法院报》）

选李登辉接班，蒋经国哀叹“看错人了”古代“打黑”
为什么难

整整一夜她都没睡好，她总觉得他们也许会把
她当做骗子呢。第二天一大早，她便翻过高高 的
大堤，到堤那边的镇上去还上了那欠下的五角钱。

见到芳草，郑全福微笑着站起身，热情地同她
打着招呼，并邀她柜台里来坐，一杯冒着热气 的
开水同时递了过来。不知所措的芳草把那五角钱
放到柜台上，下意识地冲板着脸坐在柜台另一头
的那个小段点了下头，对他，却不知道该表示感谢
或歉意或别的什么。“砰”的一声，那胖姑娘不见
了，更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芳草慌乱地对他点了
下头，说：“你忙吧，走啦。”“ 走啊。”她突然觉得那
声音懒懒的，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那份热情。她听
见他并没有走出柜台来送她，甚至，连动都没动一
下。从门上的那张大玻璃上，芳草见他已把脸转
向了别处。

之后，朦朦胧胧，她总渴盼着同他见面，可真的
见到了，又总是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忙不迭地从他
面前“逃”走。每时每刻，她都生活在矛盾中。一会

儿，是他那张热情洋溢的白净面孔，一会儿，又是那
懒懒的漫不经心的礼节性回答“走啊”。芳草真的搞
不清自己是谁了，眼前，总抹不去他的影子。她有
时觉得心里像有一团乱麻无头无绪，有时又会觉得
空得发痛，想随便抓把什么来填充上；她有时恨不得
冲什么东西狠踹两脚，有时又关起门来暗自抹一阵
子眼泪 。中午下工后，她时常约春柳或燕子到镇上
的商店里去，有时是买一轴线，一只顶针，村里的代
销处都有的东西。有时又是一分钱的东西都买不回
来。虽然仅仅是看一眼，可每次她都为这一眼痛苦、

幸福，回味好久好久。脑海中记下了他的量布、打算
盘，甚至找零钱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芳草，又是要到镇上去吗？”
第一个狡黠地眨巴着眼睛这样问她的是春柳。

那天从田里回来，芳草照样洗净手上脸上的泥 土，换
上那件黄花褂子，正要往门外走，却被进来的春柳堵
在了门口。

芳草的脸腾地红了。
“我想去买两根沿条，给俺哥做鞋等着使呢。”
“是去买沿条吗？咱这代销处可是有啊。你去

买个沿条红啥脸，又不是去相女婿！”
芳草跳过去，春柳却“咯咯”笑着跑开了。

“看你再胡说八道。这回，我非把你给抓住不
可。”芳草在后边紧撵。

“哎哟，这是干啥呢，狗撵兔子似的。”燕子喊叫
着走过来。

春柳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芳草趁机一把把她抓
住了：“你说，你说！” （九）

在今年“6·9 国际档案日”到来之
际，为进一步提高区档案馆的公共服
务水平，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区档案馆决定组织开展以“新中国的
记忆”为主题的第九届“档案馆开放日
和档案查询服务周”活动。现公告如
下：

确定6月10日为“档案馆开放日”，6
月10日（星期一）——14日（星期五）为

“档案查询服务周”。时间：上午9:00至
11:00，下午14:00至16:00。地点：济阳区
档案馆一楼文档查阅中心。活动内容：
现场开展咨询服务；参观文档查档中心、

库房等场所，参观区档案馆部分珍贵照
片实物档案；接收社会公众捐赠档案和
书籍资料。

活动期间将邀请20名市民代表参
加“档案馆开放日”活动，有意者自即日
起电话报名：84241467、84227065，联系
人：张翠英、冯玉静，报名截止时间：6月
6日下午5：00，额满为止。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档案工作的
关心支持，热烈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
加。

济阳区档案馆
2019年6月3日

关于开展第九届“档案馆开放日和
档案查询服务周”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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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