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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討特定人物的思想主張，固然從他撰寫的文字中進行分析是最

重要的途徑，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檢視他的具體作為也是分析他

思想主張的另一個重要側面，甚至透過他的具體作為更可以呈現思想

主張尋求實踐落實的內涵。

因此，本文以《雷震日記》記載的胡適與反對黨的關係作為研究

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也正可以呈現，胡適在 1950年代臺灣反對黨

運動主張中的角色及歷史的定位。早在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臺灣之

前，胡適就是國民黨黨內抱持民主反共人士，或是在尋求在國民黨外

另建政治組織的政治人物心目中的理想領導人選，在臺灣的歷史脈絡

中，無論是臺灣本土菁英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菁英，在尋求成

立反對黨或是政治團體，乃至於要在國民黨外建立一個支持蔣介石採

取民主反共路線的團體，胡適的角色始終舉足輕重。但是，胡適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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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戰之後與蔣介石的關係也相當密切，支持蔣介石，特別是在與中

國共產黨的對抗中支持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當局，是胡適重要的

價值取向。

胡適對兩黨政治或是對反對黨運動的主張，對於戰後臺灣反對黨

運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動力，而他始終不願意參加在臺灣組織的反對

黨，更遑論擔任反對黨的領袖，這也影響了臺灣反對黨運動的發展，

失去了胡適的保護傘，反對黨運動繼續發展的結果不免遭到國民黨當

局的打壓，而胡適終究只能扮演雷震案爆發後採取聲援或某種程度援

助的歷史角色。

關鍵字：胡適、雷震、反對黨、數位人文、《雷震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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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humanities scholars considered textual analysis as a 

major approach to study the concept of a policy and its opinions in regard 

to historical figures. With the increasing usag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to ideology analysis has become more 

critical. 

In this paper, I will use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 to discuss “Hu 

Shih,” the term with the highest word frequency in Lei Chen’s Diary.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Lei Chen assumed that Hu Shih’s great 

fame could be used as a kind of protective shield for the infant Opposition 

party, which was called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However, Hu Shih 

supported the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but had no 

interest in its practical management. After Lei Chen was arrested in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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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ang Kai-shek’s order, despite Hu Shih’s endeavor to save Lei, it 

was to no avail.

Keywords: Hu Shih, Lei Chen, opposition party, digital humanities,  

Lei Chen’s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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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雷震日記》中的「反對黨」與

胡適

─一個數位人文的分析
*

薛　化　元

一、前言

根據既有的研究成果，無論就臺灣本土菁英或是外省籍自由派

菁英而言，1950年代在臺灣主張成立的反對黨都與胡適（1891-1962）

有密切的關係。相對地，從胡適本人的記載來看，對於反對黨運動固

然某種程度持支持的態度，但是，對於自由派政治菁英希望他擔任反

對黨的領導人，則相當保留，不願接受。如此，不免使人好奇，究竟

是何種的氛圍使得不願擔任反對運動領導人的胡適，成為 1950年代

臺灣推動反對黨的行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胡適

長期以來主張民主憲政上應該有反對黨（在野黨）的存在，但是他的

* 
本篇論文感謝余佩真博士費心整理相關文獻，程意雯小姐核算相關程式篩

選的統計數字。至於根據人工處理的計量分析，並非本文的主題，將再另

文處理。本文曾在 2018年 11月 1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
代東亞的人權概念與實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會中潘光哲研究員和與會學

者提出修正建議，投稿後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正意見，使本文更具可讀

性，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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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和具體實踐的關係又是如何？就此而言，檢視他的具體作為也是

分析他思想主張的另一個重要側面，甚至透過他的具體作為更可以呈

現思想主張尋求實踐落實的內涵。

本論文是以 1950年代臺灣反對黨運動要角雷震（1897-1979）的

日記作為主要的文本，並採用數位人文的取徑，討論在《雷震日記》

中胡適與「反對黨」的關係。不過，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菁英而

言，在 1950年代討論胡適與類似政黨的組織關係時，一開始並不是

為了反對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而是為了結合國民黨

外主張民主反共的人士，「擁蔣反共」。之後，則是基於民主政治需要

兩個政黨制衡，而討論組織新的反對黨（在野黨），一直到晚期才有

與臺籍菁英組織與民意、選舉結合的反對黨主張。因此，實際討論

的「反對黨」概念，還包括了「自由中國運動」、「自由中國同盟」、中

國自由黨、
1
在野黨、組黨、新黨、組織黨、中國民主黨、兩黨政治等

詞彙。

從 1950年 1月直到 1960年 9月 4日被捕為止，《雷震日記》幾 

無間斷記載雷震與友人的互動，以及對於時事發展的議論。其中，

「反對黨」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在研究取徑上，基本上是先以

電腦程式篩選《雷震日記》相關的內容，再進行討論。究竟哪些人士

在《雷震日記》中是與反對黨同日出現呢？哪些人出現的次數又比較

多呢？就計量而言，本論文採用權威詞概念的詞頻分析，並藉由資訊

1 
自由中國運動或是自由（中國）同盟的意涵在 1948、1949年間是相當複
雜的，包括在中國大陸、美國還有在臺灣推動的。詳見金恆煒：〈胡適的

「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臺北：允晨文化，2017年），頁 397-401。本文所指的，是原本在中國大
陸上海，後來在臺灣，王世杰、雷震等人參與，希望胡適領導的這個脈

絡，而《自由中國》雜誌則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成果。而中國自由黨則是

蔣廷黻在美國積極推動的，也尋求胡適的支持，希望胡適答應出面領導。

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頁 402。本文有關胡適與
蔣廷黻在美國組黨互動的認識，是得自金恆煒研究的啟發，特致謝忱。也

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在新書發表後有機會和金先生一起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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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詞頻採計篩選出日記記載有關人名詞彙。就此而言，研究團隊

根據既有的研究，以及透過對《雷震日記》閱讀的基礎，先建置相關

人物及反對黨的權威詞。如雷震的好友王世杰（1891-1981），在日記

中可能是以雪艇、雪公、王秘書長等等的各種稱呼出現，因此必須分

別納入計算加總，才不致脫漏。

如此，就「反對黨」議題而言，胡適在《雷震日記》所占的份量

到底如何？進而探討《雷震日記》記載中胡適與「反對黨」的關係。

為了避免特定日子、特定人物出現過多，若要進行分析時，無法討論

特定人物在多少天被記錄。因此，本計畫團隊自建的《雷震日記》資

料庫，特別以天作為單位，採取一天一篇的方式建置。

二、《雷震日記》中的自由派人物與「反對黨」

基於前述的研究構想，本論文先對《雷震日記》進行數位探勘，

再刪除雷震家屬的部分，人名關鍵詞的出現以 80次以上且非雷震家

屬身分者作為篩選判準，結果如表一：

表一：1950-1960年《雷震日記》人名（非家屬） 辭頻超過 80次以上

的統計

字詞 詞頻

胡適 1,324

王世杰 843

蔣勻田 622

張群 571

蔣介石 455

夏濤聲 423

陳誠 411

陳啓天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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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詞頻

王世憲 305

成舍我 270

許孝炎 249

齊世英 235

黃少谷 231

何應欽 227

徐復觀 212

端木愷 207

李萬居 202

程滄波 201

蔣經國 187

殷海光 183

洪蘭友 177

湯恩伯 176

吳三連 173

夏道平 163

左舜生 158

胡秋原 147

張其昀 146

張君勱 143

王雲五 142

王新衡 136

陶希聖 127

戴杜衡 116

吳國楨 105

楊浚明 104

毛子水 104

高玉樹 103

王師曾 101

陶百川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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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詞頻

黃中 93

谷正綱 93

孫立人 87

郭雨新 85

張厲生 84

阮毅成 83

根據前述計量分析，可以發現在 1950年到 1960年的《雷震日

記》中，非家屬部分提及次數最多的人士就是胡適，詞頻超過 1,300

次。
2
由此可見，胡適在雷震記錄日記時的重要性。

再就本論文研究的「反對黨」議題進行分析，計算 1950年到 1960

年《雷震日記》中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的人名篇數（天數）。研

究的程序是先羅列所有與反對黨相關的詞彙，包含反對黨、在野黨、

組黨⋯⋯等等，將雷震日記中有出現以上任一反對黨相關辭彙的日記

搜尋出來，並將已知六篇記敘為「組織」、實為「組黨」的日記加入，

作為雷震日記反對黨議題資料庫。在上述雷震日記反對黨資料庫中搜

尋人名（包含權威辭，例如胡適之、適之、胡先生等都是指胡適），

再依年份製作出統計表格。結果如表二：

表二：1950-1960《雷震日記》中與「反對黨」相關，胡適等人的 

篇數統計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總計

胡適 13 3 6 3 7 3 3 22 29 16 29 134

夏濤聲 0 0 0 5 6 4 5 7 16 9 50 102

蔣勻田 7 2 3 6 3 3 8 12 5 6 23 78

成舍我 1 1 0 0 1 2 5 10 19 10 19 68

2 
家屬部分提及最多的是宋英的 141次，但次數遠少於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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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總計

王世憲 0 0 0 0 0 0 3 10 20 9 18 60

王世杰 15 2 0 6 5 2 3 5 7 5 4 54

李萬居 0 0 0 0 1 0 3 2 4 9 33 52

齊世英 0 1 2 0 1 2 1 3 9 3 25 47

高玉樹 0 0 0 0 1 0 0 3 1 2 39 46

吳三連 0 0 3 0 0 0 0 2 6 6 23 40

郭雨新 0 0 0 0 0 0 1 1 6 3 27 38

端木愷 1 2 4 0 1 0 1 5 8 6 9 37

夏道平 2 2 0 1 1 0 1 4 6 5 13 35

陳啟天 2 0 1 6 3 4 1 4 1 7 3 32

謝漢儒 0 0 0 0 0 0 0 0 0 1 24 25

戴杜衡 1 1 1 0 2 0 1 2 5 4 8 25

程滄波 1 1 3 0 2 1 0 3 11 2 1 25

胡秋原 0 0 0 2 1 1 0 3 10 5 1 23

傅正 0 0 0 0 0 0 0 0 2 0 19 21

楊毓滋 0 0 0 0 1 0 0 0 0 1 17 19

劉博崑 0 0 0 0 0 0 1 2 5 3 5 16

楊金虎 0 0 0 0 0 0 0 2 0 0 13 15

根據表二的數位探勘結果，胡適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在

《雷震日記》的天數（篇數）有 134天，依然是次數最多的。其次則

是夏濤聲（青年黨籍）102次、蔣勻田 78次（民社黨籍）等人。

由於 1957年是臺籍菁英開始積極試圖結社，希望以團體的力量

在地方選舉中與國民黨抗衡。當年地方選舉過後，為檢討選舉所開的

檢討會上便決定組織關於自治法規的研究委員會，
3
並定名為「中國地

方自治研究會」，但延至次年夏季才開始正式向政府申請登記，此一

申請卻被延不批覆，「復加嚇阻與破壞」。
4
而在這個研究會申請立案

3 
雷震：1957年 5月 1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雷震日記
（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臺北：桂冠，1989年），頁 95。

4 
朱文伯：〈理論與事實─漫談人權保障問題〉，《自由中國》第 19卷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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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雷震便已認為這是「反對黨之先聲」，卻認為此組織「地方色彩太

重」，擔憂「將來可能流血」。
5

相對於臺灣本土菁英，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人士從 1957年

起，對於「反對黨」議題也有與之前性質不同的主張。其中，《自由

中國》在此議題的轉折，也發生在 1957年。當年 2月牟力非所寫的

〈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中，對於「祝壽專號」中出現的要求國民

黨來扶植反對黨的看法提出根本的質疑。牟力非指出，在上述的討論

中，彷彿反對黨問題的中心是繫於一人或某一黨的權力而定，似乎反

對黨本身是「俯仰隨人」，身不由己，換言之，「亦即是反對黨本身並

無力量，也不產生力量」。
6
他認為如果真像這樣來認識反對黨問題，

那麼反對黨的前途實在令人不敢樂觀，因為這立場使人感覺成立反對

黨的要求，乃求助於執政黨底「施捨」。
7
他更畫龍點睛的指出：「在

野黨之欲求作為健全的反對黨，首須摒棄『求助』觀念，從健全自身

以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為始」。
8

就《自由中國》相關文章的內容來看，這篇文章標示了一個重要

的轉折點，自此以後，《自由中國》對強大反對黨組成已不再期待國

民黨，而這篇文章中也非常清楚的標示出強大的反對黨並不依靠某人

期，1958年 12月 1日，頁 18-19。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年》（臺
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年），頁 72。

5 
雷震：1958年 8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46。

6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自由中國》第 16卷第 3期（1957
年 2月 1日），頁 11。原文為：「反對黨問題的中心，彷彿是：第一、反
對黨的存亡，繫於某一人或某一黨的權力而定。第二、似乎祇要政府當

局或國民黨總裁下個條子，宣布允許反對黨成立，或不加干涉反對黨的活

動，則反對黨便可應運而生了。⋯⋯第三、好像是：具有操持反對黨存亡

的權力者，只要一陣心血來潮，於是反對黨便加強了，力量便增大了。第

四、似乎反對黨本身是『俯仰隨人』，身不由己；換言之，亦即是反對黨

本身並無力量，也不產生力量。」
7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頁 11。原文為：「如果真像這樣來認
識反對黨問題，那麼實在令人不敢樂觀；起碼使人感覺呼籲成立反對黨的

要求，含有很多的『求助』成分─求助於執政黨底『施捨』。」
8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癓結〉，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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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黨，而是在於是否有廣大民眾的支持，這也成為日後反對黨推動

的主要著力點。同年 5月《自由中國》第一次將反對黨主張與地方選

舉關聯起來，並將臺灣本土政治人物納入反對黨的思考。當檢討該年

舉辦的地方選舉時，傅正即已指出，基於選舉，希望能由在野黨及無

黨無派人士（以臺籍政治人士為主）組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
9

因此，再針對 1957年到 1960年的《雷震日記》文本進行數位探

勘。結果如表三。胡適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在《雷震日記》的天數

（篇數）有 96天，依然是次數最多的。

根據前述的三份統計資料，可以發現 1950年到 1960年《雷震日

記》提到次數最多的人是胡適 1,324次，一般認為與雷震關係最密切

的王世杰排名第二 843次（參見表一），是胡適的 63.67%。再就《雷

震日記》記載與反對黨相關的內容來考察，提到胡適的天數有 134天

（參見表二），也是數量最多的。由於雷震是 1950年代臺灣組黨運動

的重要鼓吹者，特別是 1960年中國民主黨籌組工作，雷震更有舉足

輕重的份量。
10
因此，根據《雷震日記》記載進行 1950年代反對黨

課題的分析，選擇胡適作為主題，確有其重要性。而在 1950年代組

織反對黨的主張在 1957年到 1960年是實際落實的主要時間，胡適

在《雷震日記》相關篇數中也是最多的。不過，在投入中國民主黨

組黨的 1960年，提到胡適天數有 29天已經落在與雷震共同擔任發言

人李萬居（1901-1966）33天、高玉樹（1913-2005）39天之後（參見

表三），就數量而言，顯示在雷震參與組黨行動上，與胡適的互動次

數，較李萬居、高玉樹少。

9 
傅正：〈對本屆地方選舉的檢討〉，《自由中國》第 16卷第 9期（1957年 5
月 1日），頁 13。

10 
有關雷震參與、鼓吹反對黨行動內涵的改變及其意義，參見薛化元：〈臺

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思
與言》第 34卷第 3期（1996年 9月），頁 24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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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57-1960《雷震日記》中與「反對黨」相關，胡適等人的 

篇數統計

1957 1958 1959 1960 總計

胡適 22 29 16 29 96

夏濤聲 7 16 9 50 82

成舍我 10 19 10 19 58

王世憲 10 20 9 18 57

李萬居 2 4 9 33 48

蔣勻田 12 5 6 23 46

高玉樹 3 1 2 39 45

齊世英 3 9 3 25 40

吳三連 2 6 6 23 37

郭雨新 1 6 3 27 37

端木愷 5 8 6 9 28

夏道平 4 6 5 13 28

謝漢儒 0 0 1 24 25

王世杰 5 7 5 4 21

傅正 0 2 0 19 21

戴杜衡 2 5 4 8 19

胡秋原 3 10 5 1 19

楊毓滋 0 0 1 17 18

程滄波 3 11 2 1 17

陳啟天 4 1 7 3 15

劉博崑 2 5 3 5 15

楊金虎 2 0 0 13 15



58 東亞觀念史集刊

備註：

由於電腦程式無法做完整的內容識別，為了呈現完整「反對黨」的

數位探勘結果，在此盡量不作人工調整，說明如下：

1.無黨：應該 1957年後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年開始就 

計入

2.政綱：應該 1958年後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年開始就 

計入

3.座談會：應該從 1960年 3月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年開

始就計入

4.檢討會：應該從 1960年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年開始就

計入

5.自由黨：19530810、19530916、19531009、19540820、19570910

這幾篇中的「自由黨」是指日本的自由黨，但此次計算沒有刪

除，依然計入

6. 組 織：19590214、19590425、19590427、19600521、19600601、

19600627這幾篇中的「組織」是指組黨，此次計算有計入

三、《雷震日記》記載的胡適與「反對黨」
11

目前已知胡適最早動念想要組黨是在 1926年，他在日記自承：

「我應該出來作政治運動，以改革內政為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為『自

由黨』。」和他自由主義的政治傾向不同，此時，他認為自由黨應該充

分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
12
但此一想法只是曇花一現，當 1947年 5

月北平的自由派菁英討論組織新黨的可能時，胡適則表明不參加標榜

11 
本文有關中國自由黨的論述，包括對胡適早年對組黨想法，除了過去的研

究基礎之外，部分的觀點也得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一書的啟發，特

致謝忱。感謝胡忠信在此書出版後，邀請我對談這本書。湯晏：《蔣廷黻

與蔣介石》（臺北：大塊文化，2017年）。
12 
胡適：1926年 8月 3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4》（臺
北：聯經，2004年），頁 336-337。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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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政黨。
13
直到 1949年為止，胡適並沒有組黨的想法。

14
不

過，在友人的印象中，胡適反對一黨獨大，對兩黨制相當心儀。
15
這

種態度影響了胡適之後鼓吹反對黨，或對友人抱持支持或樂觀其成的

態度。

二戰大戰結束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期間胡適即被探詢是否會

組黨？在記者招待會上，胡適表示：憲草已顧及全國人民意見，他絕

不組黨。
16
而在 1949年中國局勢丕變的狀況下，國民黨內部分裂，1

月蔣介石下野，不再擔任國家元首，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仍擁有相

當決策權。國民黨內以王世杰、雷震等人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積極

希望運作由胡適出面領導，採取「自由中國運動」的方式，結合具自

由、民主傾向的菁英，擁護蔣介石，採取民主反共路線，和中共政權

對抗。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臺灣外省籍自由派菁英試圖在國民黨外，

以胡適為領導人結社的開始。

另一方面，胡適應蔣介石之請，於 1949年 4月 21日抵達美

國。
17

6月 16日胡適被李宗仁（1891-1969）代總統、行政院長閻錫山

（1883-1960）任命為外交部長不久後，曾與顧維鈞（1888-1985）談他

的想法，《顧維鈞回憶錄》提到：「他雖不願意接受這一任命，但他打

算回國領導一個開明內閣」。
18
胡適還對顧維鈞說：「他準備在 9月份

13 
蔣廷黻：1947年 5月 30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
頁 345。

14 
胡適：1926年 8月 3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4》，
頁 336-337。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 347。

15 
如顧維鈞便認為：「胡適像許多無黨派的政治思想家一樣，是一個兩

黨制的堅定信仰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 
錄 7》（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480。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 
頁 347。

16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記（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79年），頁 585。

17 
胡適：1960年 11月 18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9
（1953-1962）》，頁 665-669。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
由」〉，頁 388。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7》，頁 481。胡適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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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可能要組織一個自由黨，他覺得沒有這樣一個黨，想要通過

改革扭轉乾坤，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19
此事固然不成，但是蔣廷黻

（1895-1965）積極籌組中國自由黨，並邀請胡適參加，也影響了臺灣

王世杰、雷震等人的想法。

（一）自由中國同盟

胡適對於「自由中國」的路線大抵上並不排斥，但是對於擔任運

動的領袖，特別是政治運動的領袖，則相對消極，曾經向雷震等人推

薦顧孟餘（1888-1972）和傅斯年（1896-1950）負責領導。欠缺胡適

的投入，運動進展有限，雷震還為此寫信給胡適，表示：「自由中國

運動」如果胡適不願出來領導，絕對沒有希望，請胡適同意領導這個

運動。
20
但是，胡適仍不為所動，除了原本撰寫《自由中國》的宗旨

外，只是鼓勵友人繼續推動自由中國運動。
21

不過，中國自由黨在美國的籌組工作，在蔣廷黻主導下積極展

開。1949年 8月 24日蔣廷黻開始草擬自由黨綱，下午和胡適碰面時，

胡適認為黨綱的構想很好，但不願意擔任領導人。
22

1949年 8月 29

日，蔣廷黻與胡適討論國內外可以做為中國自由黨核心人物的名單。

後，6月 28日「得閻百川先生一電，仍不放胡適辭職。」見胡適：1949 
年 6月 28日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冊號「1949年日
記」檔號：HS-DY01-1949-0628。胡適收到閻錫山的電報後，在 6月 30日
發三個電報：一給閻錫山，一給杭立武，皆堅辭外交部長事。一給蔣介

石，告知宋子文梗電所說：「從未贊成，亦決不贊成。」胡適：1949年 6
月 30日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冊號「1949年日記」
檔號：HS-DY01-1949-0630。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7》，頁 481。

20 
〈雷震致胡適（暫繫年於 1949年）〔殘〕〉，收入萬麗鵑編註，潘光哲校
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 8。
21 
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新北：稻鄉出版社，1996
年），特別是第二章、第六章相關的討論。

22 
蔣廷黻：1949年 8月 24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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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草擬完成中國自由黨黨綱之後，還根據胡適等人的意見，進

行修改。
23

1949年 9月 8日，蔣廷黻邀請胡適來晚餐，蔣廷黻給他一

份自由黨綱，胡適則同意為自由黨贊助人之一。
24

1949年 10月 14日

蔣廷黻有備忘錄給胡適，請他出來領導自由黨。次日，胡適與蔣廷黻

會面時，終於表示願意擔任自由黨主席。事後，胡適向蔣廷黻表示，

他表示願意擔任黨主席，不想讓蔣太失望，他個人對中國自由黨欠缺

信心。
25
在《自由中國》雜誌於 1949年 11月出刊後不久，王世杰的兒

子王紀五（1927-1991）最晚在 1949年 11月 27日去看了胡適。
26
胡適

告訴他，和蔣廷黻組黨的狀況。王紀五迅速將相關資訊通知臺北的王

世杰。12月 3日王世杰通知雷震，收到王紀五的信。王紀五信中提

到：蔣廷黻等人在美國籌組中國自由黨，也擬好了章程草案，胡適

也表示答應要出任黨魁。
27
另外，王紀五也將中國自由黨黨章寄回臺

北，雷震在王世杰家看到後，登載在《自由中國》。
28

蔣廷黻在政治光譜上與胡適接近，基本上也採取擁蔣反共的路

線。有關中國自由黨的籌組工作，他也託張佛泉帶信回臺北，尋求蔣

介石的支持。雷震日記的時間是 1949年 12月 3日，張佛泉（1908-1994） 

將信交給雷震，希望透過雷震─王世杰的路徑向蔣介石轉達組黨事

宜，以及胡適答應擔任政黨的領導人，以便取得蔣介石的支持後，在

臺北正式展開活動。雷震晚上就將信函和張佛泉的意見轉給王世杰，

並表達他的意見，認為胡適與蔣廷黻等人先組成中國自由黨，然後網

23 
蔣廷黻：1949年 8月 29日、9月 1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
石》，頁 348。

24 
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 349。

25 
蔣廷黻：1949年 10月 15日、10月 27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
蔣介石》，頁 350。

26 
胡適：1949年 11月 27日日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8（1940-1952）》，
頁 445。

27 
雷震：1949年 12月 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1》，頁 376。
書信傳遞如此迅速，可能是託友人帶回。

28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12：雷案回憶（二）胡適與反對黨》（臺北：桂
冠，1989年），頁 349。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 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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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各黨各派民主人士，在胡適領導下成立自由中國同盟，而在蔣介石

宣布復職後，支持蔣介石。王世杰不反對雷震的意見，但更主張回到

他們當初由胡適領導跨黨派人士組成自由中國同盟的構想。而且對於

中國自由黨能否順利找到適合的發起人，也抱持保留的態度。
29

1950年 1月 3日，《自由中國》雜誌舉行編委會，雷震記錄他和

許孝炎都主張先組中國自由黨，然後再組自由中國同盟的意見。當晚

去向王世杰報告時，王除了說明已經將之前蔣廷黻、胡適組黨的事情

向蔣介石報告了，蔣介石固然贊成，但是也認為蔣廷黻組黨應該先向

他報告。杭立武（1903-1991）稍後才抵達，聽完雷震的意見後，認為

必須有部分國民黨員脫黨加入中國自由黨，不然還是繼續推動自由中

國運動，以後再組黨。
30
雷震他們在臺北沒收到的訊息是，雖然 1949

年 12月 22日蔣廷黻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中國自由黨的基本態度與

宗旨，表示新黨組成後胡適會出來領導，
31
不過，會後蔣廷黻去看胡

適，胡適的態度已經轉為退縮，表示「從未想到政治上的權利」，蔣

廷黻也只能期待中國自由黨能帶胡適「上路」。
32

1月 7日晚上雷震和杭立武再到王世杰處，商議如何推動自由中

國運動，共同認為必須胡適可以到臺灣才有可能進行。為了避免計畫

淪為「空談」最後決定由雷震起草信函，請胡適「返國救國」，為了促

成此事，除了王世杰同意共同簽署這封信外，也邀請傅斯年共同具

名。
33
兩天後，1月 9日雷震拜訪傅斯年，傅表示同意「請胡適之返

國主持自由中國運動」，也願意寫信給胡適。
34
而在美國的胡適，也

29 
雷震：1949年 12月 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1》，頁 394。

30 
雷震：1950年 1月 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5。

31 
〈王紀五致雷震函（1949年 12月 4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
雷震書信集─雷震秘藏書信選》，頁 58。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
海光的「自由」〉，頁 402。

32 
蔣廷黻：1949年 12月 22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
頁 353。

33 
雷震：1950年 1月 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9-10。

34 
雷震：1950年 1月 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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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寫信給王世杰、傅斯年和雷震，並託人帶回臺灣轉交。
35

胡適在寫給雷震的信中，一方面表達由於局勢已經改變，中華

民國政府失去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因此 1949年 4月寫的《自由中國》

的〈宗旨〉「沒有提到國家的獨立」，內容已經不夠應付變局，因此

請在臺北的友人，組成「一個『自由中國』的組織，細細討論一套切

合今日需要的宗旨」。
36
此時《自由中國》雜誌已經出刊，胡適提的

組織應該是自由中國運動的意思，不過並沒有提到他是否到臺灣參

與，而且在信中還表示不贊成用他的名字作《自由中國》雜誌的發 

行人。
37

另一方面，胡適是否要擔任中國自由黨領袖的事情，也引發外界

的注意，1月 12日傅斯年拜訪雷震提到《香港時報》的報導，並探詢

雷震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38

1月 15日雷震到王世杰家中，看到胡適

寫給王世杰的信，信中胡適不僅沒提要擔任中國自由黨的領導人，還

表示他未參加中國自由黨。而雷震則告知王世杰，胡適給他的信提及

要臺北的友人組成「一個『自由中國』組織」，是贊成之前雷震推動自

由中國運動的建議。王世杰則對胡適是否會回臺灣領導這個運動轉趨

保留，認為只要胡適「答應領導就可以了」。
39
由於胡適提到未參加中

35 
胡適：1950年 1月 9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8
（1940-1952）》，頁 467。

36 
〈胡適致雷震（1950年 1月 9日）〉，收入萬麗鵑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
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頁 10。

37 
雷震：1950年 1月 1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16。

38 
雷震：1950年 1月 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14。

39 
雷震：1950年 1月 1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16。關
於蔣廷黻邀請胡適組黨的過程，蔣返臺時曾將經過向雷震說明：「綱領草

成後，經適之先生多次修改，最後發表者，適之雖有一、二點不滿意，其

餘是同意的。對領導一事，適之先前答應任名譽職，經渠一再邀請，並建

議設一副的負實際之責，適之亦允可予考慮。」除了之前透過王世杰向蔣

介石說明外，他也透過蔣宋美齡向蔣介石提出組織中國自由黨的構想，之

後蔣介石「沒有回信，大概是不贊成此事」，而他自己「因為控蘇案而工

作繁忙，亦無暇及此也。」雷震：1951年 4月 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 33：雷震日記（1951）第一個十年（三）》，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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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由黨的原因是「其個人不適合於此項工作」，這也影響了王世杰

等人後續推動自由中國同盟的走向。

雖然如此，雷震仍主張自由中國同盟應該是政治團體，因此他

在 1950年 1月 18日再寫信給胡適，「極力請其允諾領導自由中國運

動。目前在自由中國區域，需有新政團之組織方可號召內外，如採用

政黨方式，已有黨籍之人員則不便來參加，則不如組織一個超黨派之

政團，方可網羅全國人才。此組織又必須由適之先生來領導，始可成

功。」
40
否則即使是蔣介石「出來亦不能有所作用。」

41
但是，雷震的

友人和他的想法並不一樣。1月 21日雷震約了王世杰、傅斯年、杭立

武、毛子水（1893-1988）、許孝炎（1900-1980）、陳雪屏（1901-1999）、 

張佛泉討論胡適來信提到的組成「一個『自由中國』的組織」，大家

認為胡適的建議必須要進行的，多數認為「非組黨，乃是一個運動，

目前不必參加政治」。
42
參與者也決定各自撰寫「綱領」後，再到傅斯

年處討論。至於名稱，則用「自由中國運動同志會」。
43
雷震則仍未

放棄原本的想法，認為組織「必為政治團體，不可僅以文化團體為已

足」，
44

 2月 2日再去找王世杰說明他的主張。
45
次日，雷震和友人再

到杭立武處討論，大部分的人由於擔心，如果是政治性胡適「不肯出

來」，因此決定由「社會運動著手」，簡章則由王世杰起草。
46

1950年 2月 12日，雷震去拜訪王世杰，王告訴他：「已將致適之

先生函寫好，組織及簡章已寫好」，
47
除表明組織不涉及「政治」外，

也邀請「適之任領導人，現在只有候其回信。」而為了避免必須邀

請朱家驊（1893-1963）、陳立夫（1900-2001）擔任發起人，王世杰也

40 
雷震：1950年 1月 1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19。

41 
雷震：1950年 1月 1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19。

42 
雷震：1950年 1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22-23。

43 
雷震：1950年 1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22-23。

44 
雷震：1950年 2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31。

45 
雷震：1950年 2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31-32。

46 
雷震：1950年 2月 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33。

47 
雷震：1950年 2月 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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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他「不可任發起人」。雷震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減少糾紛」，

有利於推動。
48

3月 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臺灣政局進入新的階

段。
49

3月 31日王世杰寄信給胡適，強調他告訴友人，胡適是「不可

替代的人」。不過，重要的是，王世杰在信中傳達了「自由中國運動」

暫緩的訊息。
50
此後，從《雷震日記》沒看到胡適正面的回應，自由

中國同盟的事遂告一段落。

雖然如此，胡適仍然主張在臺灣有必要組織新的政黨。1951年 5

月，他寫信給蔣介石，提到：「數年來，我公曾屢次表示盼望我出來

組織一個新政黨」，而胡適自己「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

不過他「屢次向國民黨朋友大談『國民黨自由分化，成為幾個獨立的

政黨』之說」。胡適也試圖說服蔣介石，這樣組成新政黨的方式，「對

內對外，都不容再緩了。」
51

（二）外省籍菁英的組黨主張

1954年胡適返臺參加國民大會，3月 11日餐宴之間，外省籍

菁英向胡適提出組織反對黨的問題。當天參加餐會的人有「谷正綱

（1902-1993）、谷正鼎（1903-1974）、程天放（1899-1967）、余井塘

（1896-1985）、齊世英（1899-1987）、張清源（1894-1978，張希文之

夫）、邵華、雷震。」
52
胡適席間提到當時臺灣國民黨的改進和訓練工

作是兩大失敗，同席的人則認為組織反對黨的必要性，並請胡適「向

總統進言，請總統允許」，要胡適「出來領導」。
53

3月 13日雷震與青

48 
雷震：1950年 2月 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2》，頁 33。

49 
《中央日報》第 1版，1950年 3月 1日。

50 
〈王世杰致胡適函（1950年 3月 31日）〉，冊名「與王世杰的來往書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館，館藏號 HS-US01-062-022。

51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10）》（臺北：中正文教基金
會，2003年），頁 295。

52 
胡適：1954年 3月 13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9
（1953-1962）》，頁 87。

53 
雷震：1954年 3月 1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5：雷震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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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黨的成員見面，勸他們在左舜生來臺期間，調和內部的分裂。部分

青年黨人的回應，則是想請胡適「組織黨」。
54
之後，胡適返美，《雷

震日記》有關他與反對黨的記載，也告一段落。

而蔣介石對於民社黨、青年黨部分幹部試圖組織反對黨，也掌握

相當資訊。不過卻不以為然。在 1954年 10月的日記中，記下：「國

人如蔣勻田（1903-1994）等之無知不道，如何能建立反對黨，以步

入民主憲政之常軌」。
55

1957年，由於臺灣朝向民主憲政的常軌發展仍有相當困難，雷

震和部分友人又在主張組織反對黨時，提到對胡適的期待。3月 1日

的聚會中，陳啟天（1893-1984）主張推動由胡適領導的「超黨派運

動」。雷震則回應，有人支持由胡適出來組織反對黨，「可吸收國民

黨一部分及其他黨派合作組成一大黨」。此時雷震對此比較悲觀，認

為：「胡先生是不適宜此種工作，這也不過是少數人之幻想罷了。」
56

不過，這並不代表雷震放棄了由胡適領導新的反對黨的期待。

1957年 4月 21日，雷震寫信給在美國的王紀五，表示：「如無

有力的反對黨，不僅民主政治沒有希望，根本上無改進之可能。我們

希望張君勱與胡先生合作，合組成反對黨，則中國政治或有光明之

前途」。
57
只是評估外在的情勢，雷震也意識到「反對黨的希望亦不

甚大」。
58

而在 1957年 7月，之前胡適與蔣廷黻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傳聞，

又在臺北的政治圈傳開。7月 19日成舍我（1898-1991）告訴雷震，

王新衡（1908-1987）提到胡適與蔣廷黻在組黨，不過美國不贊成。

（1953-1954）第一個十年（五）》，頁 242。
54 
雷震：1954年 3月 1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5》，頁 244。

55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13）》（臺北：中正文教基金
會，2008年），頁 197-198。

56 
雷震：1957年 3月 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9。

57 
雷震：1957年 4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74。

58 
雷震：1957年 4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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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衡認為：「美國政府是支持國民黨，其情報機關如支持其他方

面，政府也不介意。」
59

8月 2日雷震與王世憲（1908-1993）、胡秋原

（1910-2004）、張佛泉等人在臺中談及組黨事宜，認為：「中國政治如

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為今之計，

最好在國民黨以外，聯合在野人士（無黨派人士、民青兩黨人士）及

國民黨一部分開明分子組成，目前絕對不能執政，只要有監督力量，

批評政治，使其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法治。」胡秋原與胡適的互動

雖沒有收到答應的回信，卻認為胡適可能願意領導。
60
相對地，王

世杰與雷震見面談話時，以西班牙為例，認為：「一黨專政國家，無

法繼續下去，蘇俄中共均是一樣。」
61
不過，王世杰不僅不贊成「以

現有政治力量如民青兩黨加入為反對黨」，也表示胡適「不會和政府 

鬧翻」。
62

由於傳聞不斷，《聯合報》找了毛樹清（1917-1997）在美國訪問

胡適有關反對黨的事，胡適受訪後，寫了長信告訴雷震他回覆毛樹清

對反對黨的態度：「這一年來，香港、臺北的朋友曾有信來，說起反

對黨的需要。但我始終沒有回過一個字，沒有覆過一封信，因為我從

來沒有夢想到自己組織任何政黨。」而且在 1956年，胡適就對「國

民黨的朋友」表示，已經放棄「國民黨自由分化」反對黨的希望。而

「希望國民黨的領袖走『毀黨建國』的新路」，至於胡適「自己當然沒

有組黨的心思。」
63
他還「勸告」雷震，有關他和蔣廷黻在美國組織自

由黨的傳聞，「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做根據」。而丁月波和雷震來

信提到「反對黨必須」胡適「出來領導」，他「從沒有回信」，因為「從

59 
雷震：1957年 7月 1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33。

60 
雷震：1957年 8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41。

61 
雷震：1957年 8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41。

62 
雷震：1957年 8月 1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47。

63 
〈胡適致雷震（1957年 8月 29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
頁 359-360。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 4》（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頁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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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曾作此想。」還告訴雷震：「老兄千萬不可妄信外間一切像煞有

介事的傳說，千萬不可輕易假定胡適之可以（或能夠）出來領導一個

反對黨。」
64

不過，胡適本來就贊成組織反對黨，因此他也表示想組織反對

黨：「應該自己把這個反對黨建立起來，應該用現有的可靠的材料與

人才做現實的本錢，在那個現實的基層上，自己把這個新政黨組織起

來。胡適之、張君勱、顧孟餘⋯⋯一班人都太老了，這些老招牌都不

中用了。」
65

胡適在 1957年 8月 30日日記中，則記載：「寫長信給雷儆寰，

勸他們切不可輕信流言，說胡適之可以出來領導一個反對黨。」
66
由

於前述信中胡適記下是 29日夜寫的，因此才記載在 30日的日記。

雷震在 9月 12日收到胡適的信，「說他不能領導反對黨」。
67
也了

解胡適「沒有自信他可以領導一個反對黨，勸我們根據此地現有之材

料從速組織起來，不要靠他，以免失望」。
68
不過，雷震仍鍥而不捨

寫信回覆胡適，除了表示：「希望他對新黨，一如他對《自由中國》

之關係，只負名義上之領導，實際工作由我們來做」之外，還列舉了

請胡適擔任反對黨領袖的八大理由：

一、他贊成中國要有反對黨。

二、他為四十年來民主自由思想的領導人。

三、民青兩黨之合不攏來，因領導人問題。

64 
〈胡適致雷震（1957年 8月 29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
頁 360-361。

65 
雷震：1957年 8月 2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頁 361-362。

66 
胡適：1957年 8月 30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9
（1953-1962）》，頁 306。〈胡適致雷震（1957年 8月 29日）〉，收入傅正主
編：《雷震全集 30》，頁 359。

67 
雷震：1957年 9月 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61。

68 
雷震：1957年 9月 1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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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黨自由分子與無黨派之自由份子需他出來領導。

五、新反對黨要以臺灣為重心，臺灣人認他為鄉親。

六、對外關係上，尤其對美關係上。

七、影響大陸人心。

八、 當權者怕出來。上面這些理由都是當權者所畏懼的 

理由。
69

至於雷震的友人看了胡適給雷震的信，
70
或是收到胡適的信，

71
對

於胡適不想組反對黨的態度都有所認識。但是雷震仍一本初衷，和朋

友的聚會中，仍「主張新黨要有領導人，以胡適之為最適宜，今日除

胡先生出來外，不會有團結國民黨以外之力量，甚至國民黨亦有一部

分來參加的。」
72

雷震的想法，實際上也反應一些人主觀的期待。夏濤聲（1899-1968）

就表示：「另有一說法，即國民黨分為二個，一由陳誠（1897-1965）

領導，一由蔣經國（1910-1988）領導，蔣先生自己退出，此外合民

青兩黨及無黨無派組成一黨，最好由胡先生出來領導」。
73

當然這只是在臺灣期待組織反對黨的部分菁英期待胡適領導的想

法，胡適並不同意。

（三）與臺籍菁英組黨過程中的胡適

前述反對黨的組成構想，提出了「無黨派」的部分，也隱涵了包

括參與選舉的無黨籍臺灣本土菁英的傾向。這在 1958年以後，逐漸

69 
雷震：1957年 9月 1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64-165。

70 
雷震：1957年 10月 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72。

71 
雷震：1957年 10月 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76。

72 
雷震：1957年 10月 2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82。

73 
雷震：1958年 2月 2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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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面提出。

1958年 4月 8日年，胡適抵達臺北。
74
雷震也持續試圖說服胡

適，在與胡適兩人長談後，除了胡適原本就不反對組織反對黨之外，

胡適也曾表示「可以加入」。
75

4月 20日胡適與雷震等友人餐敘，除了

表示：「自已對政治無興趣，不配做領袖。」對於反對黨，則說：「你

們搞好了，他一定參加。」在某種意義上，胡適是贊成組織反對黨，

不過縱使要參加，也要反對黨「搞好了」。
76

 

5月 24日，「約齊世英吃飯，另約成舍我、胡秋原、陶百川

（1901-2002）、程滄波（1903-1990）、王世憲、王師曾（1903-1983）、

夏濤聲、端木愷（1903-1987）作陪」，飯後並對反對黨交換意見。

齊世英表示：「臺灣人正苦悶，如果反對黨能把臺灣匡入，可減少流

血之慘。大家認為胡先生不肯跳火坑，是一件可惜的事，因非他來

領導，是搞不起來的」。
77
兩天後，雷震把他和外省人自由派菁英友

人的意見向胡適表達：「大家認為胡先生如出來組黨，可以把臺灣匡

入，省得流血。因為臺灣人對國民黨及現政府之惡感太深也」。胡適

則回應：他不是組黨之人，又說自己年紀大了。
78
之後，夏濤聲、成

舍我等人也持續向胡適勸說，成舍我還向胡適表示，「並不是他們才

能不行，是聲望不及」。
79
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人馬丁也向雷

震表示，胡適出面組黨，除了可以促成原本的反對派跟進外，而且國

民黨當局如果因此逮捕胡適，「全世界震驚」。如果只是雷震組黨被

捕，「大使館可能問一問」而已。
80

74 
胡適：1958年 4月 8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9
（1953-1962）》，頁 325。

75 
雷震：1958年 4月 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263。

76 
雷震：1958年 4月 20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271-272。

77 
雷震：1958年 5月 2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294。

78 
雷震：1958年 5月 2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295。

79 
雷震：1958年 5月 29日日記、1958年 6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 39》，頁 298、300-301。

80 
雷震：1958年 5月 3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299。
有人認為馬丁可能是韋慕庭，待考。〈C. Martin Wilbur（韋慕庭）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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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6月 2日，胡適打電話找雷震去談話，雷震除了轉告馬

丁的意見外，也轉告成舍我建議的兩個辦法：「第一是大家組織成

功，請他任主席」，胡適可以不表示就任，但也不要推辭。「第二個是

設一個九人或多少人的委員會，請他為委員之一，如他在《自由中

國》社編輯委員之地位，不必自己時常出席。」雷震想的是第一個方

式。胡適還是回覆：「他認為他不能做」，不過態度似乎沒有過去的

堅決。離開後，雷震去看王世杰，王也表示「贊成成立反對黨」。
81

夏道平跟雷震說：胡適的「朋友搞政黨的很少，如能請雪艇參加」，

胡適可能會來，希望雷震去勸王世杰。雷震記載打算次日拜訪王世

杰，
82
雷震第二天早上去看「王先生」，王表示沒有意願。

83

6月 6日雷震與夏濤聲、陶百川、成舍我、程滄波、王世憲、胡

秋原、劉博崑（1906-1976）、端木愷會談關於邀請胡適組黨的事，認

為：「還是希望胡先生來領導，則比較輕而易舉。如胡先生不出來，

我們還是要搞的」。而在具體方法上，可以以「《自由中國》和《民主

潮》為中心，開座談會，要使青年參加」，「又須和臺灣人、美國人聯

絡」。
84
胡適態度消極，反對派人士則持續趁機說服。民社黨的王世

憲和青年黨的陳啟天勸胡適出面領導新黨，胡適則回應：「一點基礎

沒有，如何能擔任」。雷震對此樂觀的解讀：「聽胡先生的話，胡先生

對新黨不一定堅持不來領導也」。
85

另一方面，在外省籍自由派菁英之外，臺灣本土菁英也積極結

社。1958年 8月 2日，宋霖康約餐敘，雷震聽到「自治研究會」的

片〉，冊名「名片、訪客簽名簿及登記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

檔案館，館藏號 HS-NK05-340-053。
81 
雷震：1958年 6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01。

82 
雷震：1958年 6月 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04。

83 
雷震：1958年 6月 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04。這
裡的王先生應該就是王世杰，《雷震日記》另一位常提到的是王世憲，雷

震是當天晚上和他見面的。
84 
雷震：1958年 6月 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04。

85 
雷震：1958年 7月 1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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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發起人已有七十七名，委員二十九名，常委七人為吳三連

（1899-1988）、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王地、許世賢、李元載

（應為李源棧，1910-1969）。二十九委員中省議員有十二人，縣市議

員有十二人。」雷震認為：這是「反對黨之先聲。惟此組織地方色彩

太重，將來可能流血。」他也記下，過去找胡適「出來領導」，「就

這一方面說，可以消滅臺灣和內地人之隔閡，但可減少流血」。
86

 8

月 15日，雷震再將這件事寫信告訴胡適：「自治研究會章程附閱，謂

胡先生如出來組反對黨，不僅可消滅臺灣人內地人之隔閡，但可防止 

流血。」
87

之後，雷震在日記中記下他和友人勸胡適出面擔任領導人的記

錄。1958年 11月，胡秋原去勸胡適，胡適回說：「他不是愛惜羽毛

的，在此時愛惜羽毛是下流，惟他對政治太外行，故須考慮。」另一

方面，胡適也注意他和國民黨的關係，表示：「對此事他還要和蔣先

生談一談」。
88
胡適也告訴雷震：「有人勸他不要和臺灣人多來往」。

89

1959年 2月 6日，雷震拜訪陳啟天，請他去見胡適。
90

1959年 2

月 15日，陳啟天與胡適見面，胡適日記記錄：「陳啟天先生中午

飯，飯後長談」。
91

2月 17日，陳啟天告訴雷震胡適的回應：「政府對

他行動甚為注意。」
92
胡適態度消極，雷震和主張組黨的友人十分憂

慮。夏濤聲在 1959年 4月勸雷震，「如胡先生不來，不妨自己任領

袖」。
93

5月 20日，胡適和雷震、夏濤聲會面，表示：「臺灣人感到受

86 
雷震：1958年 8月 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46。

87 
雷震：1958年 8月 1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52。

88 
雷震：1958年 11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406。

89 
雷震：1958年 11月 2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414。

90 
雷震：1959年 2月 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雷震日記
（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頁 22。

91 
胡適：1959年 2月 15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9
（1953-1962）》，頁 394。

92 
雷震：1959年 2月 1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28。

93 
雷震：1959年 4月 2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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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多數受治於少數，對臺灣人權益應提高。他認為反對黨有必

要，但他無意組黨。」
94

胡適的態度沒有改變，外省籍自由派菁英的組黨也沒有進 

展。1960年蔣介石三連任，原本期待蔣介石卸任後，局勢改變的期

待落空，憲政秩序也遭到嚴重破壞。雷震和胡適一起吃飯後問胡適：

「今後怎麼辦？」胡適回說：「只有民青兩黨和國民黨民主派和臺灣人

合組反對黨，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留幾

個無黨無派份子比較好，如果他參加，我們推他做主席，那便無法推

卸了」。
95
雷震對於胡適主張必須和臺灣人合組反對黨的建議，有深

刻的印象，並在之後向傅正（1927-1991）說明他的看法。
96
而臺灣本

土菁英也積極試著遊說胡適，雷震在 1960年 3月 21日去看吳三連，

吳三連告知，「日前齊世英也來說過」，而「蔡培火過去也請胡先生出

來過，他可以脫離國民黨而加入這個團體，但是胡先生未答應」。
97

吳三連認為：「除非胡先生出來，這個反對黨是組織不成功的」。
98

會商之後決定由吳三連和「楊肇嘉和蔡培火談過後，再約胡先生一

談」。
99

4月 13日，雷震和夏濤聲再去拜訪胡適，雷震建議胡適應該

從中央研究院退休，「來發起反對黨之事；做一年即辭去，任顧問，

94 
雷震：1959年 5月 20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92。

95 
雷震：1960年 3月 1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270-271。

96 
傅正：1960年 4月 20日日記，收入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
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頁 298。傅正記
載：「據雷公今天跟我說起：前些時有一次單獨探望胡適先生時，胡先生

曾向他感嘆的表示，中國這局面沒有希望，除非有一個反對黨出來。但

是，當雷公希望胡適先生出面領導時，正式發表聲明，要求全世界支持這

個組織。據說，胡先生還特別提醒雷公，要組反對黨，必須聯絡臺灣的地

方人士。雷公由於胡適先生態度的轉變，感到興奮，甚至很樂觀地認為，

一年內一定組成。我雖然也因為胡先生由於住在臺灣的時間較久，對臺灣

現實政治的認識比較清楚而感到安慰，但因為我深知胡先生的性格，不是

一個可以斷然決然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所以並不如雷公那樣樂觀。」
97 
雷震：1960年 3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274。

98 
雷震：1960年 3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 》，頁 274-275。

99 
雷震：1960年 3月 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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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副的代理」。胡適仍然不肯。
100
夏濤聲請胡適做發起人，胡適「只

說你們做好了，他可立刻聲明支持」。
101

而臺籍菁英也積極運作，1960年 5月 4日「吳三連約胡適之先

生吃晚飯，其餘有楊肇嘉（1982-1976）、郭雨新、李萬居、蔣勻田

（1903-1994）、夏濤聲、王世憲、齊世英」和雷震共十人，飯畢交換

意見。郭雨新「請胡先生出來組反對黨」，胡適「勸他們幹，因有臺灣

人的民眾也」。夏濤聲也勸胡適出來。
102
不過，胡適仍不肯答應。

之後，以臺籍菁英為主的選舉座談會積極運作，往組黨的方向前

進。以雷震為首的外省籍自由派菁英，也積極參與。至於胡適則對新

黨籌組，十分高興。
103
選舉檢討會後，5月 25日雷震和夏濤聲向胡

適「報告那一天檢討會之事」，胡適則表示「不和臺灣人在一起，在新

黨不會有力量」。
104
當天選舉座談會聚餐，胡適也到場，「語多勗勉，

並向新黨道賀」。
105
雷震的國民黨有人告知，「胡適之先生對新黨很願

意支持」，並願和蔣介石討論此事。
106
不過，胡頌平（1904-1988）的

記錄則和此相反。1960年 6月 3日的記錄：「雷震、夏聲濤來訪，先

生勸他們不必組織反對黨，而且預料得到一定沒有結果的。他們不很

接受先生的勸告，只好由他們去了」。
107

1960年 6月 30日則記載：

上午，雷震、夏聲濤來看先生，請求先生支持他們的反對黨，

大概 9月間要組織成立了。先生說：「我不贊成你們拿我來作

武器，我也不牽涉裡面和人家鬪爭。如果你們將來組織成一個

像樣的反對黨，我可以正式公開的贊成，但我決不參加你們的

100 
雷震： 1960年4月1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40 》，頁289-290。

101 
雷震：1960年 4月 1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290。

102 
雷震：1960年 5月 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301。

103 
雷震：1960年 5月 2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314。

104 
雷震：1960年 5月 2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315。

105 
雷震： 1960年5月2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40》，頁315-316。

106 
雷震：1960年 6月 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325。

107 
胡適：1960年 6月 8日日記，收入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
稿‧增補版（九）1960》（臺北：聯經，2015年），頁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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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更不給你們作領導。」
108

7月 2日的記載，則態度較為正面：「晚上，雷震、夏聲濤同他

們的『選舉改進委員會』召集人等為先生餞行。」胡適表示：「他個

人贊成組織在野黨，並且希望在野黨強大，能夠發展制衡的作用，以

和平方式，爭取選民的支持，使政治發生新陳代謝。」
109

而胡頌平聽到別人的傳言，都是較為負面的。例如有「人說：

先生曾對他們說，現在只有臺灣一塊地方，我們要靠這塊土地回大陸

的，不能把現在的政府力量分散，一再的勸他們不要組織反對黨」。
110

當天的餐會，胡適也希望新黨要注意「容忍」，「希望新黨要有容

忍精神」，覺得「第一次聲明書在罵人」。席間楊金虎（1898-1990）等

人仍積極表示希望胡適可以領導，胡適仍然不願意。
111
胡適的態度，

大眾媒體也有報導。胡頌平在 1960年 8月 1日就記下了：「今天出版

的 China News報上有一篇社論說：我們已經知道胡先生的態度了。

他不會出來領導反對黨，也不會做反對黨的顧問。China Post也有一

篇談反對黨的社論，也說先生不會出來做領袖。」
112

而雷震等人希望在胡適返臺時宣布組織新黨，胡適不同意，對

於新黨的態度也更消極。1960年 8月初，胡適寫信給雷震，表示：

雷震 7月認識的國民黨對新黨的組織太樂觀了，而「你們的黨還沒有

組成，先就痛罵人，先就說要打倒國民黨，先就『對國民黨深惡痛

絕』。國民黨當然不會『承認』你們的黨了。」盼望你們千萬不要「盼

俟先生到臺後再宣布」（組黨宣言）。這一點同我 6月中勸你們不要在

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1-1969）總統到臺北之前幾天

108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
頁 3305-3306。

109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頁 3309。

110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
頁 3309-3310。

111 
雷震：1960年 7月 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頁 340。

112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頁 3332。



76 東亞觀念史集刊

發表你們的宣言，是一樣的意思。你們當時不聽我的勸告，現在我很

鄭重的勸你們千萬不要等候我『到臺後再宣布』。」因為胡適對他自

己可能的回應十分保留：「你們的想法、看法、做法，我往往不能了

解。我的想法、看法、做法，你（單指老兄）也往往不能了解（別人

更不用說了）」。也無法預知「組黨宣言發布時我能取什麼態度。所以

我勸你們千萬不要等候我」。
113

就這樣，在新黨組織前夕，胡適的態度更為保守，甚至連面對日

後組黨宣言的發布後，也不能預先表態。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也在

沒有胡適支持的狀況，更積極展開。直到 9月 4日雷震被捕，中國民

主黨的組黨工作遭到重挫。

四、結論

在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臺灣前後，支持蔣介石具自由、

民主傾向的外省籍菁英，以王世杰、雷震為首，期待由胡適出面，結

合國民黨外共同政治主張或是政治取向的菁英，推動民主反共的事

業。而這樣的工作，胡適基本上抱持一定程度的肯定，包括《自由中

國》雜誌或者是自由中國同盟，但是胡適對於自己擔任領導人則相對

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中華民國政府在 1949年 12月敗退到臺灣之後，也傳來蔣廷黻在

美國找胡適共同組黨的消息。從後續的資訊來看，胡適確實參與了蔣

廷黻中國自由黨黨綱內容的草擬修訂工作，或許也曾經一時動搖，答

應要和蔣一起組黨，但是，最後他還是選擇了不參加中國自由黨。這

樣的選擇對胡適之而言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他認為自己不適合參

加政治行動。在臺灣的王世杰、雷震等人，一開始並不了解胡適對中

國自由黨的最後選擇，因此一邊思考如何因應此一新的發展，同時仍

113 
雷震：1960年 8月 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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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將胡適的選擇與原本自由中國同盟的構想結合，直到胡適寫信給

王世杰，告知自己不適合政治工作，因此選擇不加入中國自由黨。至

此，雷震仍然希望可以說服胡適出面領導原本構想的政治社團，也就

是自由中國同盟。可是王世杰及其他朋友則認為，涉及政治胡適可能

不加入，因此決定將自由中國同盟的方向往社會文化的方向發展，並

去信要求胡適出面領導。由於無法了解胡適是否可以回臺灣領導此一

組織，王世杰甚至認為只要胡適表示贊成即可，可是胡適終究沒有對

此表達意見，而在 1950年 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之後形勢已然不同，

自由中國同盟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

這並不代表胡適不支持在臺灣成立新的反對黨，因此在 1951年

胡適寫給蔣介石的信中，希望能夠有新的反對黨出現。或許為了避免

蔣介石反對組織反對黨，胡適還提醒蔣介石，他曾經贊成胡適出面組

織反對黨，只是胡適認為自己的能力勇氣不足以擔任。但是他認為由

國民黨自己分裂成幾個在野黨是相當重要的發展方向，並認為在對

內對外都有其需要，建議蔣介石趕快採行。蔣介石對此並沒有正面回

應，而持保留的態度。不過，這樣的胡適，自然又成為 1954年在臺

灣外省籍自由派政治菁英籌組新的反對黨的重要領袖人選。無論是青

年黨，或者是結合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人士與民青兩黨成立新的反對黨

推動兩黨政治，胡適都是雷震跟他的友人持續討論的重要對象。不

過，胡適對此始終不願鬆口。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固然支持成立反對

黨，但是，如何取得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他關心的問題。

而這種以外省籍菁英為主體，透過原有政治結構內部權力的分

流、重組過程，建立反對黨的構想，在 1957年之後發生了改變。這

是因為臺籍菁英也開始積極籌組政治團體，希望在地方選舉中與國民

黨分庭抗禮，或是進行反對組織性的地方選舉競爭，而外省籍菁英也

逐漸思考在原本的新黨組織架構中應該納入無黨無派的臺籍菁英，也

就是將臺籍菁英納入在原本外省籍菁英籌組反對黨的思考架構中。而

在此過程中，胡適仍然是雷震跟他的朋友們討論的重要領導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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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於擔任政黨的領導人並沒有答應，甚至連是否參加新的反

對黨也常常持保留的態度，但是胡適對於反對黨應該與臺籍菁英結

合，則扮演積極推動鼓勵的角色。1960年，蔣介石三連任、韓國發

生政變，國內外局勢丕變之際，雷震轉以臺籍菁英為主體的中國民主

黨籌組工作，並結合他的外省籍自由派菁英的人脈，與臺灣本土政治

菁英結合，使 1960年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朝向一個在地方與國

民黨競爭、在中央扮演制衡角色的反對黨的性質。在中國民主黨的籌

組過程中，胡適則是外省籍菁英與臺籍菁英共同期待的領袖人選，只

是胡適在這樣的組黨運動中仍然選擇缺席，僅扮演著一定程度支持反

對黨、支持外省籍菁英與臺籍菁英結合的角色。而在組黨運動發表第

一次宣言後，由於認為宣言內容過於激烈，特別是對國民黨的激烈批

評，不容忍國民黨當局的作為，胡適對新黨的態度更趨保守，不僅不

願擔任領導人，不願加入，而且連是否支持之後準備發表的「組黨宣

言」，也持保留的態度。

至於胡適對組黨消極的態度，也與他和國民黨，特別尊重蔣介石

的想法有關。胡適在 1949年之後的行止，對蔣介石是十分尊重的，

甚至連應邀到英國牛津大學任教，雖然在再三邀請下，回信表示接受

聘約，但是在請示蔣介石的意見後，仍決定不到牛津大學。
114
在這

樣的脈絡下，胡適對反對黨組織的態度，也受到國民黨當局態度的影

響。胡適回應勸說他加入籌組反對黨行列時，提到他要與蔣介石談一

下反對黨的組織問題或是政府十分注意他的行動。而在蔣介石領導的

國民黨當局時，對《自由中國》的言論越趨不再容忍的狀況下，胡適

是以自由派人士應該容忍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的態度來回應，以保

守的態度希企得到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中國》的容忍。
115
而

在新黨組黨工作積極展開之後，胡適也期待新黨可以以「容忍（國民

114 
金恆煒：〈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面對獨裁─胡

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 152-153。
115 
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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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態度進行，避免遭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當局打壓。中國民

主黨籌組過程中批判國民黨當局的力道越強，胡適離反對黨的距離也

更遠。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胡適放棄對臺灣出現反對黨的期待。

最後，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在沒有胡適加入的狀況下，積極展

開。1960年 9月，組黨工作即將完成之前，雷震被捕。至於胡適則

只能扮演有限的支援及救援雷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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