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据《快乐老人报》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不
仅造成蒋家的慌乱，也给国民党造成了极大的
震撼。在接班问题上，在蒋经国突逝后3个多小
时内就爆发了权力争夺战。当时，国民党上层
有人提议，只推“副总统”李登辉为“代理总统”，
用以维持局面，从长计议。李登辉闻知后立即
表示不满：“‘总统’继承一节，‘宪法’有明文规
定……如果中常会只推我做代理‘总统’，我不
能接受，也不参加，因为这是事关‘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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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血气多滞，拜则肢体屈伸，气血流畅，
可终身无手足之疾。——《古今图书集成》”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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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宋美龄“悲伤不能言语”
由于蒋孝武得知蒋经国病逝消息已是 1 月

13日晚上8点，新加坡至台湾的班机已经停飞，
故蒋孝武于次日才赶回台湾奔丧。丧事期间，蒋
孝武与蒋孝勇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快。蒋孝武问
蒋孝勇：父亲生前有没有对自己家人的交代？蒋
孝勇回答没有，蒋孝武说：“没有？凭什么要我相
信你一句话？”他认为自己身在海外，父亲过世前
竟然对他没有只字片语，他难以接受。蒋孝勇事
后回忆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这倒不是我兄弟
之间感情不好，但生长在政治家庭，许多事变得
很现实。”

蒋家的太上家长宋美龄在得知蒋经国病逝
后，立即赶去探视，“悲伤不能言语”。据台报报
道：91岁高龄的宋美龄连续4天无心饮食，并指
令子孙精心料理蒋经国丧事，谨守蒋经国遗
训。蒋家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蒋纬国，在蒋经国
病逝后，以“国安会秘书长”的身份，在“安全局”
主持安全会议，召集重要的情治系统，分派任
务，加强安全警戒。

蒋经国离世3小时权力争夺战爆发

接任后，李登辉显现出他娴熟的政治手腕。
首先，他在继任“总统”后立即向国民党元老执弟子

礼。上任第二天，他先拜访了宋美龄；第三天，李登辉前
往“荣总”探望严家淦，就当前“国事”恳切交谈。16～17
日，他又分别登门请教张群、陈立夫等 6 位国民党元老，
与此同时，李登辉一有时间就往蒋经国灵堂致敬。据李
登辉自己讲：“我每天上班前，都会到他灵前祭拜。……
这是要表示我不会改变他的路线，会遵守他的教导，不会

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维持人事、政策以及他‘总统’任内
尚未执行完毕的计划，这是让大家放心、安定。”

其次，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暂不推举党
主席。但形势瞬息万变。1月18日，少壮派39名国民党
籍“立法委员”联名签署了拥戴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代主
席的声明。随后，“国大代表”、不同党派“监委”分别联
署签名推举李登辉任代主席。从少壮派等人的主张看，
李登辉很难脱掉策动拥戴的干系。

李登辉策动少壮派写拥戴书D

蒋经国病逝当晚 7 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
议。“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荣总”副院
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
上宣读了蒋经国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1.“全体
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2.由李登辉继任“总统”；3.
立刻展开治丧事宜。

会后7时30分，俞国华发布蒋经国病逝的消息。随
后，台湾最高当局宣布哀悼期为 30 天，此间不得举行聚

餐、集会、游行及请愿活动。台湾军方也宣布，从1月13
日晚8时始，台湾军队一律停止休假，加强戒备。

蒋介石和蒋经国逝世后，遵二人生前遗嘱，棺木分别
暂厝于台湾桃园慈湖及大溪“陵寝”，以待机回葬大陆。
蒋经国灵柩暂厝的大溪“陵寝”，原为头寮宾馆，是一座中
国传统的四合院。坐落在大溪前往慈湖的路上，距蒋介
石慈湖“陵寝”约有 2 公里。1988 年 1 月 30 日随着奉厝
大典举行，蒋经国长眠大溪，结束了一个时代。

蒋经国长眠大溪“陵寝”B

李登辉继任“总统”后，立即向民众发表谈话，宣称将
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攻复国”决
策，早日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

1984年在选择竞选“总统”搭档时，蒋经国选择了李
登辉。主要原因有四点：第一，是蒋经国为了化解省籍矛
盾，推行“本土化”政策的结果。第二，李登辉最大长处是
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经博士，是研究台湾农业的专家，是蒋
经国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故而官运亨通。第三，李登辉上
台前貌似性格内向，表现出无政治野心。事实上则不尽
然。李登辉不像前“副总统”谢东闵等人那样拉帮结派，

他是一个独立的技术官僚政客。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
他在政坛上没有太明显的敌人。第四，蒋经国认为岛内
上层官员老化现象十分严重，进取精神太差。为了同国
民党元老派作斗争，他提出了吸收“省籍菁英”的口号，并
在“组阁”时大胆启用新人。

对此，研究者们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李登辉原
来是一个小人物，只因被没有眼光的蒋经国看上，因缘际
会，做了蒋王朝的接班人。”的确，蒋经国选择李登辉，是
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然，蒋经国也不是圣人，在
李登辉野心没有暴露的情形下，他不可能做到明察秋毫。

蒋经国选李登辉是最大败笔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