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南方 

誰提昇蔣介石的影響力 

南方壺 

麥克哈特所著的“影響世界歷史 100 位名人”是一本有意

思的書。書中 100 位震古爍金的人物中，排在首位的是穆罕

默德，也就是伊斯蘭教的創始者，第二位是偉大的科學家牛

頓。再來依序是耶穌基督，釋迦牟尼，孔子，保羅等。各大

宗教的創始者，對世界歷史之影響力當然是很大的，列名其

中理所當然。影響大，對人類當然不見得都是好的。像是希

特勒，史達林及列寧等，皆曾為世人帶來不少苦楚，也列名

百大，排名分別是 39，66 及 84。正如俗語說的，禍害遺千

年。百大中，中國人共有孔子（5），蔡倫（7），秦始皇（17），
老子（73），隋文帝（85），毛澤東（89），及孟子（92）
等 7 位（括號中為排名）， 不算少。因作者（一位喜愛歷

史的美國物理學家）認為中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因此若

對中國影響很大，就算對世界有影響。 排名第 29 的成吉思

汗，沒列入中國人，因蒙古目前為一獨立國家。 

秦始皇排名為何那麼前面？要知他不但統一中國，又統

一全國文字，車寬，度量衡及貨幣等。所謂書同文，車同軌。

中國幅員廣大，雖有各地的方言，但文字是統一的，這對文

化的交流，方便不少。秦始皇可說是既雄才大略，且很有遠

見。就算不清楚歷史，不了解秦始皇這些偉大貢獻的人，只

要看到遺留至今的長城，及近代才出土的兵馬俑，就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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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他。2007 年 7 月，經世人票選出之新世界七大奇觀，長

城也列名其中。這些年來，大陸靠著長城及兵馬俑，賺了不

少觀光客的錢。死後兩千多年，還能為後世帶來這麼大的財

富，影響力是值得肯定的。 

有毛澤東卻無蔣介石，合理嗎？蔣介石沒什麼好抱怨，

畢竟毛澤東統治的，是一個人口比台灣多很多的國家。其實

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不在其中。不過美國國父喬治

華盛頓倒是名列第 26。 

民國 38 年底，蔣介石率著數百萬軍民，自大陸撤退到

台灣。守著這個小島，故園西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

至 64 年 4 月去世，蔣介石在台灣待了 25 年餘。去世至今已

32 年餘。整個民國 96 年，沒有蔣介石的年代，巳超過三分

之一。自民國 34 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至今 62 年來，蔣

介石不存在的日子，也已超過一半。生長在台灣的，只要現

齡 32 歲以下，他們出生時，蔣介石便巳去世了。年輕的一

代，恐怕對周杰倫的了解，遠超過對蔣介石。很可能還認為

周杰倫的影響力勝過蔣介石。這並不是“不能說的秘密”。對

此，蔣介石也沒什麼好抱怨。因不論當年再威權，不論如何

被吹捧“領袖精神萬古常新”，江山代有能人出，蔣介石總是

逐漸凋謝了。 

二十世紀的美國名將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雖戰功彪炳，但與總統杜魯門意見不合。人遠

在韓國漢城，卻無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於 1951 年 4 月，

被杜魯門解職。當他回到華盛頓，美國人卻給他英雄式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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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美國國會才不看杜魯門臉色，邀請麥克阿瑟到國會發表

演說，報告韓國的情況，並陳述其看法。麥克阿瑟演講的結

尾，引述一首軍歌中的歌詞以自況，那就是傳頌至今的“老兵

不死，只是逐漸凋謝”。 

萬古常新的蔣介石，那個古，不知單位為何。原本古應

不太長，因萬古似已快過，他也凋謝殆盡了。當年他遍布各

地的行館皆巳開放，成為風景名勝。中正紀念堂，是大陸來

台旅遊必去的地方。我們該如大陸藉著秦始皇般，好好藉著

蔣介石帶來一些財富，猜想蔣介石是樂意我們如此做的。去

那“紀念”蔣介石的廟堂者，大約已少有人想到蔣介石“曾經

是”個偉人，對他有太多緬懷。但因被一些念念不忘他的人，

不斷地追殺，使得逐漸凋謝的蔣介石，居然像是復甦了。原

來對台灣有些人而言，蔣介石的影響力竟然是這麼地大。曾

視蔣介石為民族救星的人，大部分心中早已放下他了。但那

些曾憎恨蔣介石的人，卻死抱著蔣介石的幽靈不放。 

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台灣總統，不論在位多久，大部分

都將是很快地與草木同朽。他們中不會有太多位，死後 32
年，仍會如蔣介石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先預祝台灣未來可長

長久久至少五千年。由於目前那些將來很可能不會列入影響

台灣歷史 100 位名人的政治人物，不斷地提昇蔣介石的影響

力，說不定真使蔣介石以後名列台灣百大。雖然如此，不敢

在蔣介石生前吭氣的人，現在再怎麼自以為神氣地挑釁，對

蔣介石的幽靈，又會有什麼影響？ (9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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