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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from Asia)國際講座 

第七期「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9) 

講題：蔣介石與日本―「以德報怨」演講的歷史考證― 

 

家近亮子教授 

(2024.11.14) 

 

摘要 

 

本次授課首先探討蔣介石的生平及其在中國、台灣、日本的評論，另從蔣介

石「以德報怨」的演講再做評論。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成為亞洲各國的學習對象，因比去歐美留學費用便宜

也不需簽證，明治政府開始在 1901 年接納留學生，特別是 1904 年日俄戰爭之後

，中國人留學日本的人數遽增，大家最想學習的就是軍事、經濟、科學、醫學。

蔣介石從小即想出國學習軍事，1906 年 4-12 月到日本清華學校，1908 年至 1910

年到日本振武學校留學，前後約有 5 年時間在日本留學，並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

中國同盟會，參與反清革命活動。蔣介石與他的母親和第一任妻子都是虔誠的佛

教信徒，1930 年因與宋美齡結婚，影響他改變成為基督教信徒。 

在辛亥革命後，孫文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隨後擔任中國國民黨軍事

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指揮北伐軍隊統一中國，並在 1948 年成為中

華民國總統，並於 1949 年播遷來台。 

中國對蔣介石的評價：因蔣介石是反共主義者，遷台後也主張反攻大陸。中

國共產黨主張抗日是由共產黨主導，並且批評蔣介石在 1931 年滿州事變默許日

本的侵略，故認定他為全民公敵。 

台灣對蔣介石的評價：1949 年蔣介石遷台，因主張反攻大陸，強化國民黨統

治台灣，實施黨禁、報禁、戒嚴令等政策。1990 年代，台灣在民主化後，開始批

判蔣介石的獨裁，實施去蔣化政策。 

日本對蔣介石的評價：蔣公遺德顯彰會，在 1978 年修建「中正神社」，感謝

蔣介石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演說，以「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為對日政策宗旨

，對戰後日本施行寬大處置。1945 年 8 月 15 日上午，在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

前一小時，蔣中正透過重慶的廣播電台，通告全國並向世界廣播《抗戰勝利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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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提及日本國民與中國人民同樣是受害者，而中日戰爭

是中國單方面的防衛戰，並定義中日戰爭為八年抗戰（盧溝橋事變）而非十五年

（滿州事變）。並強調基督教的教義「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以及中國民族

的德性「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並向人民說明：「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

，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無辜人民加以污辱」。蔣介

石主張戰後的中國與世界的各國一起構築和平，並在平等、自由的民主、博愛互

助精神的基礎上，完成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改革。 

「以德報怨」是日本媒體在聽蔣介石的演講後所下的標題，中華民國對戰後

日本實行四大政策 1.日本的天皇制度由日本人自己決定;2.阻止列強瓜分日本;3.

二百多萬軍民平安返回日本;4.放棄賠償請求權。 

家近亮子重新評論蔣介石將中國這個曾被列強瓜分、被迫簽訂許多不平等條

約的國家，透過自己的軍事外交手腕，使其國際地位提升到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

國。 

最後提示同學，歷史就像多邊形稜鏡，根據不同光的折射，所出現的色彩也

會不一樣，而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也有著各式各樣複雜的層面，根據不同的時代

背景，對其評論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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