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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民國33年10月，以知識份子、知識青年為主軸的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應運而起，這是國民政府在面對抗戰以來罕見的軍事大潰敗時，所發起的另類救亡圖存運動。在當時國軍部隊素質低下、兵役制度不堪之際，在全國人心憂憤、抗戰信心大受影響之時，而發起的一場大規模從軍運動。此次運動是兵役史上罕見。知識份子揚棄傳統以來重文輕武的觀念，「起而行」，走向戰場的行動來表達對國家的關愛與責任。半年之間，青年遠征軍9個師，遂組建完成。


本文主要將探討青年遠征軍成立時的時空背景、環境因素、徵集情況、各級徵集機構人事結構、組成份子之結構、建制與人事分析。希望藉此能釐清青年遠征軍這支「模範軍隊」，成立之原由、建制與人事結構下所代表之各項意議，進而探索青年遠征軍的編制與人事與整體國軍的異同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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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復員計畫案》，民國34年5月至36年3月，檔號：1640/2824。


03.《政治部組織職掌編制》，民國29年3月至33年8月，檔號：1932.2/1814.2。


原檔號


01.《陸軍第202師工作報告(36年)》，民國36年，檔號：109.32/202。


02.《陸軍第205師工作報告(35年)》，民國35年，檔號：109.32/205。


03.《陸軍二零二師師沿革史》，檔號：153.43/7421.2。


04.《陸軍二零五師沿革史》，檔號：153.43/7421.2。


05.《學生自願服役辦法》，民國33年6月，檔號：358/7740。


06.《抗戰八年來之役政工作》，民國35年2月，檔號：370/5001。


07.《青年軍復員計劃案》，民國35年1月至37年4月，檔號：381.1/5022。


08.《中華民國駐印軍編制案》，檔號：583/5000。


（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庫藏史料


檔案資料


01.何應欽：〈征兵政策之檢討〉（民國31年8月3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講），檔號：538/76。


02.張治中：〈青年從軍問題〉（民國33年10月16日於「中央、國府聯合紀念週」報告記錄），檔號：526/7。


03.陳誠：〈最近軍政中心工作〉，（民國34年2月26日於「中央聯合紀念週」報告記錄），檔號：501/145。


04.賀耀祖：《重慶市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徵集委員會工作總報告》，民國34年4月，檔號：526/3。


05.《軍訓部步兵監抗戰8年來軍事教育實施概況》（毛筆原件），民國35年，檔號：501/235。


一般資料


01.王雲、沈醒園合編：《從軍潮》，重慶市，北斗書店，民國34年5月，初版。檔號：526/4。


02.白萬祥編著：《青年軍第208師畫集》，北平市，青年軍第208師新聞處，民國37年1月1日。檔號：526/2。


03.兵役部役政月刊社編：《抗戰八年來兵役行政工作總報告》，重慶市，兵役部役政月刊社，民國34年11月。檔號：538/55。


04.軍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社編：《軍政部兵役署成立三週年紀念特刊》，重慶市：軍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社，民國31年2月1日。檔號：538/72。


05.軍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社編：《軍政部兵役署成立四週年紀念特刊》，重慶市：軍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社，民國32年2月1日。檔號：501/2.1。


06.唐崇慈：《抗戰中的征兵問題》，重慶市，南京總理陵園中山文化教育館，民國27年4月，渝版。檔號：538/37。


（四）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全宗號：1，國民政府


01.《關於知識青年從軍問題》，案卷號：1/3519。


全宗號：762，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01.《侍從室業務會報通報及會議記錄》，案卷號：762/022。


全宗號：781，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指導委員會


01.《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祕書處為發動知識青年從軍召集委員會議通知文電》，案卷號：781/002。


02.《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成立請派各單位參加辦公及中央各機關徵委會成立組織辦公、委員名單等》，案卷號：781/003。


03.《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組織辦法、編練計畫等各種法規》，案卷號：781/005。


04.《各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從軍青年數額分配表及運輸集訓計畫明細表等》，案卷號：781/006。


05.《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關於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宣傳計畫綱要》，案卷號：781/007。


06.《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招致華北淪陷區知識青年南來從軍計畫及從軍應用表格之各種規定和來往文件》，案卷號：781/008。


07.《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為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一至三次會議記錄》，案卷號：781/009


08.《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第一至三次會議記錄》，案卷號：781/010。


09.《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至十三次會議記錄及第八、十、十一次會議議程》，案卷號：781/012。


10.《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談話記錄及聯合辦公記錄和主要事件檔案》，案卷號：781/015。


11.《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祕書處工作報告》，案卷號：781/016。


12.《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第一期訓練工作概述及學員工作分配名冊》，案卷號：781/017。


13.《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從軍編練總監部接收編練各地從軍青年辦理情形等文電》，案卷號：781/018。


14.《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全國知識青年從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有關政工幹部、遠征軍政(工)幹部甄選、訓練辦法》，案卷號：781/019。


15.《軍事委員會有關從軍各種訓令及青年從軍優待辦法和海關關警組織大綱等來往文件》，案卷號：781/020。


16.《女青年服務總隊計畫、訓練、官佐人選名冊等有關婦女從軍文電》，案卷號：781/021。


17.《三青團中央幹校及直屬第三分團參加訓練從軍人員名冊等材料》，案卷號：781/023。


18.《軍事委員會辦公聽頒發各省市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組織辦法等來往文件》，案卷號：781/025。


19.《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所屬各級委員會青年從軍用報表和人數籍貫等各種統計表》，案卷號：781/050。


20.《軍委員會全國知青從軍總監部對知青從軍不合標準青年甄別辦法、各師對知青淘汰名冊及教育部對退伍後出路等問題》，案卷號：781/059。


21.《青年遠征軍第201至206各師逃兵名冊》，案卷號：781/060。


22.《中央組織部轉各機關請示從軍後機關缺額、補救配額等問題》，案卷號：781/065。


23.《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密告各級徵委會防止共黨打入青年軍及戰時新聞檢察處抄送的檢扣資料等情報》，案卷號：781/066。


24.《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及省縣市徵委會組織、徵集、編練計畫、管理、接待等辦法》，案卷號：781/067。


25.《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有關從軍問題來往文件及其他零亂材料》，案卷號：781/069。


26.《重慶市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會議記錄及工作報告》，案卷號：781/073。


27.《四川省知識青年從軍徵委會成立發動從軍經過情形、從軍人數等文電和內江軍法監獄犯人志願請纓團名冊等》，案卷號：781/077。


28.《陝西省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會議記錄及所屬各徵集委員會啟用印儀、印模等文件》，案卷號：781/086。


29.《山西省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呈送知識青年從軍重要文獻、徵集從軍經過及入伍人數等來往文書》，案卷號：781/092。


30.《國立西北師範學院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成立、委員人選、從軍人數、會議紀錄，從軍名冊等文電》，案卷號：781/136。


31.《各公、私立中等學校知識青年從軍情形、從軍學生名冊等材料》，案卷號：781/145。


32.《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各接待處主管路線、負責人員表及接待辦法、計畫等材料》，案卷號：781/155。


全宗號：804，陸軍各部隊


01.《青年遠征軍第6軍第205師教官、軍官佐簡歷冊、工作計畫和報告》，案卷號：804/435。


02.《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青年遠征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三期同學通訊錄及東南分班學員手冊》，案卷號：804/438。


03.《青年遠征軍201師周年紀念特刊》，案卷號：804/439。


04.《青年軍各師政工人員通訊錄》，案卷號：804/445。


05.《青年軍31軍209師639團訓練紀要》，案卷號：804/478。


06.《青年軍工作檢討會議提案及青年遠征軍延安參觀團旅費、交通各冊》，案卷號：804/482。


二、 史料、史料彙編、日記


（一）史料


01.〈各級團部知識青年從軍實施辦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41。


02.傅川華摘抄，〈青年遠征軍陸軍第6軍第202師官長士兵錄摘錄〉，民國35年6月統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42~43。


（二）史料彙編


0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文獻》，第62輯，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62年6月。


02.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文獻》，第69輯，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65年6月。


0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  第二次國共合作與八年抗戰(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2冊「軍事」，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刷。


0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編，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 民國33年(二)》，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


0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編，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 民國34年(一)》，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


06.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臺北市，文星書局，民國51年。


07.侯坤宏編：《役政史料》，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國79年6月。


08.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初版。


09.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 中共活動之真相，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4年11月，初版。


10.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 戰後中國，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初版。


11.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10月，


12.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三）日記


01.何成濬著，沈雲龍校註：《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5年8月1日，初版。


02.唐縱著，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市，群眾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03.徐永昌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七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2月，初版。


04.秦孝儀等編，《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67年10月。


三、編練總監部、政治部部印專刊


01.朱筱莊：《作育英才的羅卓英將軍》，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民國34年。


02.青年軍人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政工概況》，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民國34年6月。


03.青年軍人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徵集概況》，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民國34年6月。


04.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青年軍的誕生》，重慶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民國33年（據民34年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排印本複）。美國維吉尼亞州奧克登市，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中文資料研究中心複印，1988年。


05.羅賢編，青年軍人叢書編輯委員會編：《青年遠征軍剪影》，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民國34年6月。


06.羅賢等編，青年軍人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東南分團工作概況》，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民國34年6月。


四、報紙


（一）報紙


01.《大公報》，重慶版，民國33年10月至民國33年12月。


02.《中央日報》，重慶版，民國33年10月至民國33年12月。


03.《新華日報》，重慶版，民國33年10月至民國33年12月。（根據上海市：上海書店於1987年之重印第一版）。


（二）剪報冊（中央通訊社編輯部編製；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收藏）


01.《兵役問題(三)：志願從軍、翻譯官復原辦法》，民國31年05月至34年10月，編號：381.2 167。


02.《兵役問題(四)：役政措施》，民國33年10月28日至34年02月04日，編號：381.2 167。


03.《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民國33年09月20日至34年04月25日，編號：372.586 222。


04.《青年軍概況及保障征屬生活等問題》，民國34年10月至37年6月，編號：383 207。


05.《學生從軍運動》，民國32年03月05日至33年02月05日，編號：372.586。


五、憶述文獻


（一）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憶述文集


01.丁鼎等訪問，王素珍等記錄、整理，劉鳳翰、陳存恭審查：《戡亂時期知識青年從軍訪問記錄》，    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90年10月1日。


02.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著：《黨在廣西學生軍》，南寧市，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0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印緬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04.王素珍、何澤浩、周煥彩、金承普、高鎮東、孫建中、陳存恭訪問；王素珍、孫建中、陳鴻獻、曾曉雯、應俊豪紀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官兵訪問紀錄》，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90年10月1日。


05.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臺北市，臺北市，龍文出版社，民82年，初版。


06.王爾晉：《萬里從軍記》，屏東縣屏東市，現代教育出版社，民國71年。


07.王鼎鈞：《王鼎鈞回憶錄（二）———怒目少年》，臺北市，吳氏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4年7月，初版。


08.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王文鈞、俞振基等合譯：《何廉回憶錄》，北京巿，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第一版。


09.朱浤源、張瑞德訪問，蔡說麗、潘光哲紀錄：《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8月。


10.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臺北市，三民書局，民國57年，初版。


11.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0年12月，初版。


12.沈敏：《台灣往何處去？》，臺北縣新店市，獨家出版社，1988年1月，初版。


13.沈雲龍、林泉訪問，林忠勝紀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7月，初版。


14.李宗仁口述、唐德剛記錄：《李宗仁回憶錄》，臺北市，曉園出版社，1989年。


15.李益群：《老兵憶往》，臺北市，華欣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2年。


16.李德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李德廉先生紀念集》，臺北市，李德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民國58年。


17.林泉紀錄、訪問，李雲漢校閱：《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巿，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2年，初版。


18.青年軍201師601團在臺袍澤編輯委員會：《王雄飛先生七秩華誕祝壽專集》，臺北市，青年軍201師601團在臺袍澤編輯委員會，民國70年。


19.青年軍史編輯小組：《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市，青年軍聯誼會總會，民國76年6月3日，再版。


20.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臺北市，新朝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4月，初版。


21.馬超俊口述，郭廷以、王聿均訪問，劉鳳翰紀錄：《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81年4月，初版。


22.康澤等著：《康澤自述及其下場》，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年5月，初版。


23.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學會編：《復興關懷念集》，臺北市，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學會，民國70年9 月，初版。


24.張令澳：《侍從室回夢錄》，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25.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6月，初版。


26.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盛文先生訪問記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8年6月，初版。


27.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8年7月，初版。


28.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郭廷以、張朋園校閱：《王微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5年6月。


29.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市，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30.張寶明：《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兩難》，上海市，學林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31.張贛萍：《彈雨餘生述》，臺北市，龍文出版社，民國82年，初版。


32.陳本昌博士伉儷七秩雙壽籌備會：《陳本昌博士伉儷七秩雙慶紀念集》，紐約，美國共和黨亞裔總黨部，1984年。


33.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83年6月，臺初版。


34.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5年2月。


35.陳敦正：《動亂的回憶》，臺北市，元霞書舍，臺北市，民國68年。


36.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37.陳鵬仁主編，宋正儀等編輯：《百年憶述———先進先賢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合輯》，第5輯，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8年6月25日，初版。


38.陶百川：《困勉強狷八十年》，臺北巿，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4年，再版。


39.陶希聖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潮流與點滴》，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8年6月，再版。


40.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80年11月15日，初版。


41.黃珍吾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黃珍吾先生紀念集》，臺北市，編者自刊，民國59年。


42.黃嘉謨、朱浤源訪問，丁素湘、鄭麗榕紀綠：《潘宗武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10月。


43.程思遠：《政海秘辛》，臺北市，李敖出版社，1995年，初版。


44.詹純鑑先生的生平編輯委員會編：《詹純鑑先生的生平》，臺北市，詹純鑑先生的生平編輯委員會，民國68年。


45.褚問鵑：《往事漫談》，臺北市，美源出版社，民國59年6月，初版。


46.賈亦斌著，賈毅、賈維記錄整理：《半生風雨錄———賈亦斌自述》，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一版。


47.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等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5月，初版。


48.劉先雲口述，遲景德、陳進金訪問，陳進金紀錄整理：《劉先雲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國84年6月，初版。


49.劉健群：《銀河憶往》，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7年。


50.潘公展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潘公展先生紀念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民國66年。


51.蔣廷黻英文口述稿，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3年，再版。


52.鄧文儀：《冒險犯難記》，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62年，初版。


53.鄧文儀：《從軍報國記》，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68年4月，臺初版。


54.鄭彥棻：《往事憶述》，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61年，初版。


55.謝仁釗先生治喪委員會、郭驥等編：《謝委員仁釗紀念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民國69年。


56.關照祺主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廣東》，臺北市，作者自印，民國77年，初版。


57.羅卓英將軍治喪委員會編：《羅卓英將軍紀念集》，臺北巿，羅卓英將軍治喪委員會，民國60年。


（二）其他憶述專文（含人物簡傳）


01.〈民國人物小傳：沈發藻〉，《傳記文學》，第35卷第5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68年11月），頁81~83。


02.〈民國人物小傳：李良榮〉，《傳記文學》，第35卷第6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68年12月），頁100~102。


03.〈民國人物小傳：霍揆彰〉，《傳記文學》，第37卷第3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69年9月），頁137。


04.〈民國人物小傳：戴之奇〉，《傳記文學》，第43卷第5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72年11月），頁140。


05.〈民國人物小傳：藍嘯聲〉，《傳記文學》，第46卷第2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74年2月），頁134。


06.〈民國人物小傳：喻英奇〉，《傳記文學》，第57卷第2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79年8月），頁145。。


07.〈民國人物小傳：王永樹〉，《傳記文學》，第58卷第2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0年2月），頁139~140。


08.〈民國人物小傳：方  天〉，《傳記文學》，第59卷第6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0年12月），頁139。


09.〈民國人物小傳：吳嘯亞〉，《傳記文學》，第63卷第6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2年12月），頁150、151。


10.〈民國人物小傳：羅澤闓〉，《傳記文學》，第66卷第2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4年2月），頁135~136。


11.〈民國人物小傳：劉安祺〉，《傳記文學》，第67卷第4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4年10月），頁129~130。


12.〈民國人物小傳：鐘義均〉，《傳記文學》，第73卷第1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7年7月），頁137、138，


13.〈民國人物小傳：韓文煥〉，《傳記文學》，第77卷第1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9年11月），頁143、144。


14.(日)小林清，〈我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軍人的道路〉，《縱橫》，1984年第2期（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4年），頁19、20。


15.王培堯，〈李德廉〉，《中外雜誌》，第63卷第1期（臺北市：中外雜誌社，民國87年1月），頁81~82。


16.王愛華，〈陸軍一級上將劉安祺將軍事蹟二三〉，《山東文獻》，第21卷第3期（臺北市：山東文獻雜誌社，民國84年12月），頁23。


17.李以劻，〈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記實（中）〉，《傳記文學》，第67卷第4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4年10月），頁61~68。


18.李以劻，〈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記實（下）〉，《傳記文學》，第67卷第5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84年11月），頁91~96。


19.阮雋釗，〈青年軍史話———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中外雜誌》，第34卷第2期（臺北市：中外雜誌社，民國72年8月），頁16~22。


20.周谷，〈蔣經國與青年軍〉，《中外雜誌》，第59卷第2期（臺北市：中外雜誌社，民國85年2月），頁23~31。


21.符仲駒，〈「華僑將軍」黃珍吾〉，《中外雜誌》，第31卷第1期（臺北市：中外雜誌社，民國71年1月），頁73~76。


22.陳三井訪問，〈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第8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5年12月，初版），頁59-116。


23.熊璧中，〈也談青年軍〉，《中外雜誌》，第34卷第2期（臺北市：中外雜誌社，民國72年8月），頁48。


24.葉明勳：〈敬悼公弼先生〉，自立晚報，民國51年1月9日。


25. 謝然之，〈從馬家寺到復興關－回憶經國先生創辦中央幹校的往事用以紀念他逝世一週年〉，《傳記文學》，第54卷第1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民國78年1月），頁15~24。


26.羅水長、孫明：〈百年滄桑———記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百歲老人徐先兆〉，《時代潮》，第19期（北京市：人民日報社，2002年10月），頁163~165。


（三）大陸各級政協文史資料


天津


01.許功銳，〈蔣經國從政的三大支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頁118~145。


河南


01.張振三，〈回憶送青年軍的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野文史資料》，第2輯（河南省新野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6月），頁45、46。


02.楊友成，〈我參加“青年遠征軍”受訓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野文史資料》，第2輯（河南省新野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6月），頁47、48。


陝西


01.王中岳，〈投筆請纓記———十萬知識青年從軍親歷記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甯強縣委員會文史組編，《寧強縣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陝西省寧強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寧強縣委員會文史組，1986年），頁135~151。


02.王福生，〈青年從軍記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澄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澄城文史資料》，第3輯（陝西省澄城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澄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0年4月），頁30~36。


03.石敬箴，〈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藍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藍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藍田文史資料》，第7集（陝西省藍田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藍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頁75~77。


04.孫恆智，〈我參加青年從軍情況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編，《隴縣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陝西省隴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6月），頁18~20。


05.張毅生，〈韓城青年從軍概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韓城縣委員會編，《韓城文史資料彙編》，第2輯（陝西省韓城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韓城縣委員會，1983年3月），頁82~84。


06.黃家祺，〈知識青年從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鳳縣文史資料》，第8輯（陝西省鳳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11月，第一版），頁128~130。


07.劉開漢，〈青年軍207師曲靖訓練片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鳳縣文史資料》，第4輯（陝西省鳳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12月，第一版），110~114。


08.蕭建中，〈回憶我參加青年軍的幾個片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鳳翔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鳳翔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陝西省鳳翔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鳳翔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12月），頁120~124。


09.譚先正，〈白河知識青年從軍的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白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白河文史資料》，第1輯（陝西省白河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白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3月，第一版），頁109~114。


甘肅


01.于文耀口述，閻之翰整理，〈知識青年從軍在崇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崇信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崇信文史》，第1輯（甘肅省崇信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崇信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0年12月），頁58~60。


02.李正德，〈青年軍瑣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甘肅省蘭州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蘭州市委員會，1984年2月，第一版），頁67~74。


03.周景武，〈參加青年軍記實（一）〉，政協清水縣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清水文史資料》，1989年第1期（總第11期）（甘肅省清水縣：政協清水縣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6月），頁25~29。


04.周景武，〈參加青年軍記實（二）〉，政協清水縣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清水文史資料》，1989年第3期（總第13期）（甘肅省清水縣：政協清水縣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12月），頁18~28。


05.張開遠，〈所謂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甘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修訂重印）（甘肅省蘭州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3月，第一版），頁141~148。


06.鐔繼文，〈武都知識青年從軍記〉，人民政協武都縣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武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集（甘肅省武都縣：人民政協武都縣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年），頁46~48。


四川


01.余逎驤、毛雲相，〈西康省知識青年從軍的一段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雅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雅安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四川省雅安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雅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7月，第一版），頁101~108。


02.李輝，〈徵送知識青年抗日從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德陽市市中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德陽市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四川省德陽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德陽市市中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12月），頁274~279。


03.李運煥，〈從青年軍一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遂甯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遂甯文史資料》，第2輯（四川省遂甯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遂甯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頁72~79。


04.柴克天、劉志翔，〈青年軍203師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瀘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瀘州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四川省瀘州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瀘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1985年3月），頁169~179。


05.許麗樗，〈抗日戰爭時期駐璧山縣的知識青年遠征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璧山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璧山縣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0年10月），頁55~58。


06.楊大輝，〈在青年軍202師605團受訓瑣記〉，政協四川省綦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綦江文史資料》，第6輯（四川省綦江縣：政協四川省綦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8月，第一版），頁66~70。


07.董吉甫供稿，龍錦春整理，〈青年軍在隆昌的情況〉，政協隆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組編，《隆昌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四川省隆昌縣：政協隆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組，1984年），頁85~88。


青海


01.牛浩，〈我在青年軍中所見所聞〉，化隆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化隆文史資料》，第10期（青海省化隆縣：化隆縣政協文史委員會，1989年11月），頁13~17。


02.王劍萍，〈投筆有志、從戎無功———回憶參加青年軍的前前後後〉，西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寧文史資料》，第3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青海省西寧市：西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12月），頁79~89。


03.胡天雲，〈知識青年遠征軍片斷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湟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組編，《湟中文史資料選》，第1輯（出版地不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湟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組，1989年9月），頁68~70。


04.張博、李文華，〈抗日戰爭時期的青海概況〉，西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寧文史資料》，第3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青海省西寧市：西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12月），頁1~46。


雲南


01.王子聰，〈“青年軍”親歷記〉，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8月），頁52~62。


02.馮雄飛，〈回憶鎮南縣知識青年從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楚雄市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12月，第一版），頁129~131。


貴州


01.吳宏康，〈投筆從戎，請纓殺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18~23。


02.張五德，〈我參加青年志願軍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盤縣特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盤縣特區文史資料》，第11輯（貴州省盤縣特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盤縣特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年），頁40~41。


03.陳裏仁，〈我參加知識青年抗日遠征軍的經過〉，政協思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思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7年9月），頁91~97。


04.陳裏仁，〈我參加青年遠征軍的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26~29。


05.陳常珍口述，楊勝初整理，〈“青年遠征軍”拾零〉，政協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江文史資料》，第2輯（貴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政協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9月），頁151~152。


06.楊光裕、楊昌發，〈回憶青年遠征軍205師的軍訓生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30~32。


07.楊宜昌，〈抗日期間我棄教從軍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24~25。


08.鄭勝德，〈我投筆從軍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編，《銅仁地區文史資料》，第1輯（貴州省銅仁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銅仁地區工作委員會，1991年1月，第一版），頁36~38。


湖北


01.胡振龍，〈知識青年從軍瑣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興山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興山文史資料》，第10輯：興山抗戰紀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湖北省興山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興山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5年8月），頁64~69。


02.陳鶴軒，〈投筆從戎赤子情〉，中國人民政協會議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長陽抗戰回憶錄———紀念“七七”事變5十周年專輯》（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中國人民政協會議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12月），頁99~100。


03.彭恢琛，〈義憤填膺百名知識青年從軍抗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秭歸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秭歸文史資料》，第6輯（湖北省秭歸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秭歸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12月），頁118~121。


湖南


01.王揚輝，〈我在青年軍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湘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湘潭文史》：在潭黃埔校友話，第7輯（湖南省湘潭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湘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9年9月），頁78~80。


02.翟顯幹口述，劉本平整理，〈我參加青年軍的經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瀘溪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瀘溪文史資料》，第5輯（湖南省瀘溪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瀘溪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0年8月），頁98~101。


浙江


01.楊承範，〈我的父親楊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諸暨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諸暨文史資料》第3輯（浙江省諸暨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諸暨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1988年9月，第一版），頁80~82。


安徽


01.吳坤禮，〈青年從軍二、三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肥東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肥東文史資料》，第3輯（安徽省肥東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肥東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0年12月），頁127~133。


02.陳必睨，〈回憶謝仁釗〉，祁門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祁門文史》第2輯（安徽省祁門縣：祁門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12月，第一版），頁34~35。


江西


01.葉曉鐘，〈第三戰區幹部訓練團瑣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紀實》上冊，上饒市文史資料第6輯（江西省上饒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12月），頁21~34。


02.張翼鴻，〈第三戰區挺進一縱隊政治部情況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紀實》上冊，上饒市文史資料第6輯（江西省上饒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12月），頁161~167。


03.滕州、滕醒民、滕振梁、滕春源、徐明等口述，朱火金整理，〈東南幹訓團和東南分監部簡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紀實》上冊，上饒市文史資料第6輯（江西省上饒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12月），頁168~173。


04.張丕聲，〈我在第三戰區政治部的見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紀實》中冊，上饒市文史資料第7輯（江西省上饒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11月），頁61~75。


05.張丕聲，〈我所知道的鄧文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紀實》中冊，上饒市文史資料第7輯（江西省上饒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11月），頁221~228。


06.張翼鴻，〈第三戰區政治部政工大隊早期情況簡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紀實》下冊，上饒市文史資料第8輯（江西省上饒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上饒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06月），頁91~98。


07.章家雄，〈抗戰時期一次青年從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餘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餘文史資料》，第3輯（江西省新餘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餘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10月），頁27~29。


08.滕州、滕振梁、滕春源、滕乃林等，〈東南分部和東南分團簡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橫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橫峰文史資料》，第2輯（江西省橫峰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橫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7月），頁11~16。


09.滕醒民等，〈青年軍政工幹部訓練班東南分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橫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橫峰文史資料》，第4輯（江西省橫峰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橫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11月），頁109~111。


10.蔣策平、陳子鳴等，〈教導第五團的成立與遷址蓮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橫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橫峰文史資料》，第4輯（江西省橫峰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橫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11月），頁112~116。


福建


01.蘇宗謝，〈我參加青年軍的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漳州市薌城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漳州文史資料》，第8輯（總第13輯）（福建省漳州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漳州市薌城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年12月），頁58~64。


廣東


01.羅文進、張奕麟，〈原國民黨將領鍾彬簡介〉，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興寧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廣東省興寧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興寧縣文史資料委員會，1987年4月，第一版），頁131~132。


廣西


01.馬純愈，〈抗日戰爭中的廣西學生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橫縣委員會編：《橫縣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廣西壯族自治區橫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橫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10月，第一版），頁233~243。


中華文史資料文庫


01.徐世江，〈國民黨政府軍事整編改制的內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6冊（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北京第一版），頁164~173。


02.楊正華，〈長沙保衛戰始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5冊（北 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北京第一版），頁570~573。


文史資料選輯


01.呂振寰，〈我任青年軍政工督導員的經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6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84~99。


02.李中舒，〈三青團和青年軍政工的合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6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100~111。


03.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197~207。


04.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4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40~72。


05.覃異之，〈蔣經國與青年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138~148。


06.覃異之，〈我所認識的蔣經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3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162~178。


07.黃維，〈關於青年軍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6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65~83。


08.廖耀湘、杜建時，〈我所知到的關於美蔣勾結的內幕情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1~66。


09.趙秀昆，〈抗戰期間武漢失守後的十八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1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72。


10.蕭作霖，〈復興社述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一刷），頁21~71。


其它


01.張谷初，〈我參加青年軍前後〉，《縱橫》，第27期（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3年），頁79、80。


02.趙秀昆，〈青年軍的組建和消亡〉，《軍事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海市：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1994年），頁69~82。


六、專著


01.《總體戰之內容及其具體實施方法》，出版地不詳，實踐學社，民國42年。


02.Taylor, Jay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0月，初版，頁128。


0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徐州會戰編審組編，《徐州會戰》，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04.王金鋙：《抗戰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北京市，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05.王金鋙、李子文、傅長祿：《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軌跡》，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06.包遵彭：《中國近代青年運動史》，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43年11月，臺初版。


07.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九冊 第二次中日戰爭，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64年，台五版。


08.曲士培：《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高等教育出版項》，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


09.何志浩：《國防與兵役論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未註出版地點，民國33年6月。


10.何志浩：《抗戰期間兵源補充實錄》，臺北市，聯勤出版社，民國47年。


11.吳相湘編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臺北市，綜合月刊社，民國63年2月，初版。


12.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8月。


13.李敖編著：《論定蔣經國》，臺北市，李敖出版社，1989年10月1日，再版。


14.李敖編著：《蔣經國研究》，臺北市，李敖出版社，1991年2月10日，第五版。


15.李煥：《蔣總統與青年》，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5年12月，再版。


16.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三編，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3年11月24日，初版。


17.李嘉穀：《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中蘇關系》，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18.李榮秋：《珍珠港事變到雅爾達協定期間的美國對華關係》，臺北市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67年。


19.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市，谷風出版杜，1987年。


20.沈元加：《康澤傳略》，出版地、出版社不詳，1990年5月。


21.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一版。


22.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臺北市，龍田出版社，民國73年，再版。


23.周開慶：《四川與對日抗戰》，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0年1月，初版。


24.易勞逸（Eastman, Lloyd. E.）著，王建朗、王賢知譯：《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25.杭立武：《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1927-1950》，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2年，初版。


26.林三郎：《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吉林省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27.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一版。


28.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臺北市，勁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初版。


29.青年軍史編輯小組：《青年軍史》，臺北市，青年軍聯誼會總會，民國75年11月，初版。


30.青年軍史編輯小組：《青年軍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青年軍聯誼會總會，民國75年11月，初版。


31.服部卓四郎著，軍事譯粹社編輯室譯：《大東亞戰爭全史》，臺北市，軍事譯粹社，民國67年3月，初版。


32.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第三卷，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4刷。


33.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軍事社會學》，臺北市，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34.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史校稿》，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國78年5月20日。


35.唐潤明主編：《抗戰時期重慶的軍事》，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36.徐思平：《中國兵役行政概論》，臺北市，大眾時代出版社，民國49年10月。


37.徐思平：《徐思平先生文存》，臺北市，大眾時代出版社，民國49年10月。


38.秦野風、白玉武、馮連舉：《國共合作的過去與未來》，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39.馬振犢：《血染輝煌———抗戰正面戰場寫實》，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二版。


40.啟耀編：《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41.張弓、牟之先主編：《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重慶市，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42.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灣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4年，初版。


43.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市，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9年10月，九版二刷。


44.張同新：《陪都風雨———重慶時期的國民政府》，哈
	指導教授	
      	  吳振漢、齊茂吉
(CHENG-HAN WU、Mao-Chi Chi)
      	 	審核日期	2003-7-21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