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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瑞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本書研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起源、組織演變、

人員，以及該機構在情報、黨政、軍事、外交、宣傳等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此機構是蔣介石個人的核心幕僚機構，介入國家權力運作甚深，

其權威與影響力極大，但也一直籠罩著一層神秘面紗。過去社會大眾

對其所知有限，學界亦少有深入的研究。張瑞德教授以多年的時間，

廣泛搜羅相關史料，特別利用近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與相關檔案，對

此重要機構進行深入而細緻的重建與分析，讓侍從室得以從過去充滿

道聽途說、黨派鬥爭的言詞，進入嚴重的學術研究領域。此書的出版

對於近代中國領導者的決策研究、蔣介石研究、抗戰史研究、政治史

研究等，均有重要的學術貢獻。

張瑞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長、中華軍史學會

副理事長，史丹佛大學、哈佛大學、倫敦大學訪問學者，東京大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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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客員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著作包括《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

》 、《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

》（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抗日戰爭與戰

時體制》（第一作者， ）、《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

力》（ ）、《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 ）。  

，

，

， ，

，

，

蔣介石為中國現代史上極具爭議性的人物，本書試圖跳脫道德的

裁判，探討他如何透過侍從室（全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

從室）此一過去鮮為人知的機構，治理中國。本書根據近年公開的檔

案史料，對此一神秘機構的起源、發展、與實際運作、進行全面的探

討。作者發現，侍從室在組織章程上所擁有的權力雖然十分有限，但

是權威和影響力卻十分驚人，其重要功能包括：（ ）侍從室以極為精

簡的人力，處理各方呈送的情報資料，使其成為有價值的情報，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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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蔣介石及相關機構參考運用；（ ）協助蔣介石作出各項決策，並執

行一些具有機密性質的任務；（ ）強化對黨政軍及社會的聯繫，有助

於党國機器的順利運轉。不過侍從室在運作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

負面的功能，如破壞正常體制運作，並造成下屬的疏離感。侍從室于

抗戰勝利後解散，不過其組織與運作方式，均對於戰後臺灣產生一定

的影響；蔣介石一生的是非成敗，也每多和此一機構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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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要角》這本書，寫了 年，終於能在退休前出版，並

且還能得獎，真是三生有幸。

這本書和我過去出版的幾本書，不同之處除了篇幅較大（近

萬字），寫作時間拖得比較久之外，另外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在

敘述方式上比過去幾本書多用了一點心思。 年我的一本論文集

《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在大陸出版（其中百分之

四十的篇幅是 年臺灣出版的《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其餘則收

錄六篇相關的論文），承蒙出版社的厚愛，為我在北京安排了幾場演

講，介紹我的新書。我到現場才發現，聽眾居然極少是學界人士，更

令我意外的是，銷售的成績還不算太差，初版八千冊居然在一年不到

的時間內即已銷售近百分之九十，讓我深受鼓舞。

長久以來，我始終相信，好的歷史著作不應該只能幫助我們瞭解

過去，而是應該也能幫助我們瞭解現在；不應該只能幫助我們瞭解古

人，同時也應該能幫助我們瞭解自己。我過去的作品一直以此作為目

標要求自己。大陸的幾場新書發表會，則讓我反省到自己過去在寫作

時，居然從未考慮過學界以外的讀者的需求。在慚愧之餘，我在寫這

本書的最後階段，作了一次這輩子從未有過的嘗試，在維持「無一字

無來處」的原則下，試圖打破實證史學的冰冷框架，儘量把這本書寫

成一部傳記，而不是一本博士論文。雖然自己的才氣有限，無法擺脫

所受「專業訓練」的束縛，讓這本書難免會招來「小腳放大」之譏，

不過至少在我再次面對那些非學界的讀者大眾時，可以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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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總相信勤能補拙，上了年紀之後才瞭解到勤奮其實並不能

彌補魯鈍笨拙的不足。多年來不但學問沒做好，而且對親朋疏遠，對

家庭也未善盡責任。在此，必須感謝他們的包容，雖然他們始終不能

理解，為什麼我好像永遠都在趕文章。

雖然已是退休之身，我的下一本書已簽好合約，明年年底以前必

須交稿，因此也只能再輕鬆幾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