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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两蒋”行馆可分四类
环境清幽 隐蔽性强

02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两蒋”行馆广义而言大致可
分为四类，不过有时虽归类为行
馆，但蒋介石或蒋经国可能只会
用到其中几间厅舍，或是路过暂
时休息的地方，所以未必会因此
把整栋建筑彻底封闭。

第一类是蒋介石父子长期定
居的官邸，如士林官邸、草山行
馆、中兴宾馆、慈湖宾馆、七海官
邸等。这些住所虽是官邸，但由
于“两蒋”都习惯在官邸接见访
客，商议大事，因此这类寓所不但
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周
围戒备也异常森严。

第二类是专为蒋介石巡行、
避暑而兴建和改建的处所，像日
月潭涵碧楼、澄清湖澄清楼、角板
山贵宾馆、福寿山达观亭、澎湖第
一宾馆等。它们所在之地风光明
媚，这类行馆大多数是日据时代
权贵所遗留的皇族住所。由于当
时两岸形势紧张，蒋介石也特地
选择几处行馆加强避难设施的建
设，甚至设有临时指挥所，以应付
轰炸等紧急状况。

第三类是蒋介石巡行时，地
方政府或相关单位提供的临时休
息处，这也是“两蒋”行馆中数量
最多的一类。像八卦山行馆、嘉
义农场行馆、栖兰行馆等，有些行
馆蒋介石可能只到过一两次，有

些可能从未涉足，但地方官员都
打着“总统行馆”的招牌，希望增
加该地的影响力。

第四类是蒋介石平日重要的
办公处所周边的暂时休息地点，
这些行馆因涉及蒋介石的行程规
划以及出于戒备的需要，较为隐
秘而不为人知，相比之下他却常
常在这些地方逗留。

例如阳明山中山楼作为“国
民政府”重要的接待外宾地点，又
是“国民大会”会场，外围就有不
少住所供蒋介石开会前暂时休
息，甚至泡个温泉舒缓身心。木
栅“革命实践研究院”（中兴山庄）
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场所，
据说山庄内也有一处供蒋介石暂
时歇息的行馆，名为“木栅别馆”
或“草庐”，它的东边有个漂亮的

“萃湖”，据说蒋介石与宋美龄还
曾在此泛舟。

又如在“总统府”旁边，目前
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所在
地的“博爱宾馆”，据悉当年是蒋
介石和宋美龄午间休息的场所，同
时由于当时圆山饭店并未改建，因
此包括顾维钧、蒋廷黻、孔祥熙、宋
子文等人抵台，都曾在此短暂居
住，这里也是蒋介石定期主持召开

“宣外小组”会议的地方。
环境清幽、隐蔽性强，足以应

变突发情况，是蒋介石选择行馆
的共同特点。但蒋介石行馆虽
多，最具代表性的几处，还是日据
时期为迎接日本皇太子裕仁11
天的“行启”行程而兴建的建筑。

当时日据台湾总督田健治郎
积极鼓吹天皇赴台“行幸”，提前
数年准备，花大量人力与物力准
备迎接工作，并在景区兴建多座
行馆，不料天皇因病无法成行，由
摄政皇太子裕仁代行，裕仁于
1923年4月16日在基隆登陆。

田健治郎为方便裕仁休憩而
修建的皇家建筑，不但精致豪华、
用料讲究，且造型多依当时日本
流行的日洋混和风格设计。例如
草山御宾馆、草山行馆；日月潭边
涵碧楼扩建了八间贵宾馆作为太
子行馆；阿里山祝山林道旁也修建
了贵宾馆。直到台湾光复，这些宾
馆改由国民政府驻台各单位使用，
也成为蒋介石行馆与台湾各类景
区高级招待所的主体。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
台湾 26 年政治地理》 师永刚
方旭 著）

沥川被围住了14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寝室里坐满了人，大家抢着给他
让出最好的座位。

“一直不知道小秋有朋友，难怪夜
夜回来那么晚。”萧蕊给他倒茶。

“我们只是认识。”我和沥川异口
同声地说。

“小王是哪个系的？”修岳问。
“我不是学生，我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萧蕊看着他的脸，

摇头说，“不像，不像，像是研究生！”
“王先生做哪一行？”修岳又问。
“建筑。”
“是土木工程，还是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啊，你是建筑设计师吗？”萧蕊

问道。
“算是吧。”
“我哥哥也是。他是同济大学的，你

是哪个学校的？说不定你们是同学呢。”
“我不是同济的。”他说，“我是改

行的。”
“改行？那你以前学的是什么？”
“在大学学的是经济。”
冯静儿眼睛一亮：“经济？路捷也

是经济系呢。路捷，快过来，有同行在
这里。”

路捷一直在旁边默默喝着咖啡。
他向来是女孩子们的中心，典型的大
众情人，今天看到这种情景，便是一副
没精打采的样子：“是吗？我们大学的
经济系一般般了。我爸爸以前在复旦
大学，现在在人民大学。王先生，你是
哪个大学的？”

“芝加哥大学。”
路捷深吸一口气：“芝加哥大

学？据我所知，芝大经济系是全世界
最好的。”

“不算最好吧。”沥川说，“麻省和哈
佛都不错。耶鲁和普林斯顿也可以。
英国不是还有个伦敦经济学院吗？”

“以前我爸去芝大访问，见过
Becker教授。他是哪一年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来着？”

“这个……不大记得。”沥川想了
想说，“1993年？不对，Fogel是1993
年，Becker是1992年。”

“ 芝大的研究能力肯定是最
好的。”

沥川笑而不答。
冯静儿趁机问：“那王先生你是怎

么申请进去的？也是考GRE吗？”
“GRE当然很重要。”
“芝大经济系，这么好的前途，王

先生为什么又转行？”
“嗯……私人原因。”
“王先生有方便联系的电子邮箱

吗？将来路捷申请大学有问题，能请
教你吗？”冯静儿锲而不舍地递过一支
笔。“当然。”他拿过笔，写下一个email
地址。“王哥哥没有名片吗？”萧蕊从上
铺探出脑袋问。

“没有，我不用名片。”
“王先生在芝大一定还有不少熟

人吧？”冯静儿示意他吃盐水花生米，
见他摇头，又给他剥橘子。“谈不上有
熟人……我只是个学生而已。”

“听说申请大学导师最关键，是这
样吗？”

“是挺关键的，但也看成绩和推荐
信。”他知道保护自己，所有的回答都
很短。冯静儿“夫妇”紧锣密鼓地和他
咨询了一个多小时，我竟没机会插嘴。

修岳趁机和我搭腔，有一搭没一
搭地问我家乡的情况。

“云南常常下雨吗？”
“是啊。”
“你们是不是天天吃蘑菇？”
“不是。”
“那你们最常吃的是什么？”
“米线。”
“对了，说到过桥米线，昨天我还

上过网。北京有好几家云南馆子，离
我们最近的那家在……”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宁安安忽然
插了一句：“对了，说说看，小秋，你和
王哥哥是怎么认识的？”

“他常去咖啡馆。”我说。“就这
样？一点也不浪漫嘛！再加点料吧！”

“我们只是……一般的认识。”我
满脸通红。怎么说呢，的确，一般来
说，不是男朋友是不会轻易被允许走
进女生宿舍的。

沥川知趣地站起来：“谢谢各位的
热情招待。我还有点事，先告辞了。
你们尽兴。”宁安安怪叫一声：“王哥
哥，常来哦！我们这里每周都有舞
会！”说完话，想起他走路不方便，怕是
不能跳舞，急忙做个鬼脸：“对不起，我
不是故意的哦。”

我送沥川下楼。到了楼下我问
他：“你真有事吗？去餐厅吃了晚饭再
走好不好？我一定要请客的。”

“没什么事，只是不想被人查户
口。餐厅远吗？需要我开车吗？”

“就在前面。一楼是学生餐厅，二
楼可以点菜，人们都说小炒好吃。我
还从没上过二楼呢。”

“那就去二楼。”
我们到二楼找了靠窗的座位坐下

来，服务员过来递上了菜单：“两位想
要点什么？”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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