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正綱小傳(1901.04.30-1993.12.11) 

    先生姓谷氏，諱正綱，字叔常，貴州安順人也。谷氏為安順望族，忠孝傳家，

詩書繼世。曾祖洪彪公從儒，祖毓荃公業商。父用遷公字蘭皋，為前清武舉人，

急公好義，熱心地方公益。母胡太夫人，溫良恭儉，賢淑著於閭里。生四子：長

正倫，次正楷，三正綱，四正鼎。先生以中華民國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

丑，公元一九○一年）農曆四月三十日生於安順祖宅，幼而穎慧，聰秀挺拔，有

超凡之質。六歲就鄉塾讀，博聞強記異常童。九歲，入高等小學，時為民國前一

年。十月，辛亥起義，全國響應，翌年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又五年，先生

考入貴州貴陽南明中學就讀。是時袁世凱迫於時勢，取消帝制，軍閥割據，戰亂

頻仍。先生目睹時艱，義憤填膺，遂立志獻身革命，為救國救民而努力。 

民國十年，先生十九歲，偕弟正鼎於秋八月赴德國，考入柏林工業大學，攻

讀機械工程。翌年二月，轉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專攻政治、經濟。是年，  國父

孫中山先生任命先生長兄正倫為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在韶關誓師北伐。六月，

陳炯明於廣州叛變，  國父脫險登艦討逆，  蔣中正先生赴難奔粵。民國十三年

一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  國父講述三民主義。  先

生時在柏林大學，研究革命思想及世界潮流，聞  國父讜論，認三民主義為全人

類需要之政治主張，乃於中國國民黨駐德總支部，由李毓九、谷正鼎二先生之介

紹入黨，為實現三民主義建設新中國而奮鬥。時值中國國民黨容共時期，駐德總

支部共有黨員二十餘人，半數為中共黨徒，朱德、章伯鈞及托派高語罕等均在其

間。十四年，先生畢業於柏林大學；十五年一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

表大會於廣州。先生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之命，赴蘇俄莫斯科入孫逸仙大

學，研究革命理論，同行者有谷正鼎、王啟江、李毓九、蕭贊育等。先生在俄，

識破蘇俄及中共赤化中國之陰謀，乃團結在校同志，創黨部於孫逸仙大學，王仲

裕與先生分任組織部正副部長。進行反共鬥爭，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使克里姆

林宮為之震動。蘇俄及中共誘惑我青年同志之陰謀，遂未得逞。 

十五年十二月，先生奉中央電召返國。時北伐軍已推進至武漢，  蔣總司令

駐節南昌，先生於晉謁  蔣氏後，即奉派擔任中央青年部秘書。民國十六年，奉



命重整粵漢鐵路黨部，粉碎共黨勢力，完成任務，甚獲中央之嘉許。十六年四月，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先生與羅家倫等奉派為中央黨務學校（政治大學前身）籌備

委員，擬定計劃，創校於南京。  蔣中正先生任校長，先生任訓育處副主任，講

授「蘇俄政黨組織」及「蘇俄憲法」。並負責學生政治思想訓練與考核。其時中

共黨徒執行暴力路線，在南昌、平江、武漢、廣東各地先後展開暴動，中國國民

黨實施清黨反共，先生在校首先響應。同年秋，寧漢分裂，  蔣總司令下野，北

伐軍事停頓。鄒魯、謝持等西山會議派人士，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

代行政權。先生與段錫朋等策動同志，發起打倒中央特別委員會運動，集會於南

京血花公園，任大會主席與遊行總指揮，要求  蔣總司令復職，繼續領導北伐，

引起在場軍警開槍，造成流血事件，世稱「一一二二慘案」。先生之義烈行為，

頗為改組派汪精衛等所重視，有意延攬其參與活動。 

十八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於南京。先生與長兄正倫分別

以地區代表出席。先生於競選代表時，即主張民主式之選舉，反對由中央圈定指

派，為保守派人士毆傷，並被免去中央黨校訓育處副主任職務。先生遂應中國國

民黨改組同志會之邀，參與組織活動，主張恢復民國十五年國民黨改組精神。二

十年，出席國民會議，參與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十一月，中國國民黨第

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南京舉行，先生當選中央委員。二十一年，「九一八」事變，

國人咸以統一始能禦侮，團結乃可圖存。中國國民黨改組委員會於是年宣告解

散。先生出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並為中央政治會議法制組委員。二十二年，奉

派任訓政時期立法院立法委員，時方三十一歲也。 

先生在立法委員任內，曾參與起草國民參政會各項法規，草擬五五憲草，對

地方自治、勞動法制及中央民意代表兼採職業團體代表制之立法，貢獻良多。民

國二十三年，任行政院實業部常務次長，辭去立法委員職務。同年，與王美修女

士結婚，王女士出身閩侯世家，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與先生結縭後，鴻案相莊，

先生無內顧憂，益致力於黨政諸務。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南京，先生與

兄正倫弟正鼎同時當選中央委員，時有「一門三中委」之美譽。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生改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主管社會工作，尤重

戰時社會救助。二十七年一月，任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第三戰區政

治部主任，推動戰地黨務，並協助顧長官墨三策動三戰區軍中政治工作。與許世

英、梁寒操、馬超俊等創立中國戰時兒童救濟協會及兒童教養院等機構，為社會

人士一致讚佩。 

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昌舉行，制定抗戰建

國綱領，並推選先生出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十二月，汪兆銘由渝潛赴河內，發

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對日和談。正鼎奉  蔣委員長命，赴河內代贈汪氏出國

機票，未被接受；先生乃本國家民族大義，毅然聲明與汪斷絕關係，從事聲討行

動。二十八年十二月，先生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兼任國民精神總動員

會副秘書長。二十九年十一月，中央社會部改隸行政院，  先生任行政院社會部

部長，時年三十八歲。除全力推行勞軍運動外，更釐定社會部三大任務為：  一、

推行社會政策，二、建立社會行政體系，三、發展社會事業。尤注重全國合作事

業之促進，開今日合作事業之先河。 

同年六月五日，重慶市受日機空襲，發生防空隧道窒息慘案。重慶衛戍總司

令兼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峙請辭兼職。經  蔣委員長改派賑濟委員會

代委員長許世英為救護委員會委員長，先生以社會部部長身分兼副委員長，接任

後，除處理隧道事件善後外，並親自指揮歷次空襲時之救護工作。有條不紊，嗣

復兼任全國慰勞總會代會長，聲望益隆。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日軍以強弩之末，發動桂柳作戰，南寧失守，日軍

沿黔桂路北侵，南丹、獨山相繼為敵佔領。何應欽上將奉令飛貴陽指揮湘桂黔邊

區總司令湯恩伯部反攻，中央特派先生前往黔、桂一帶，督導救濟戰區難胞。  先

生於十一月上旬抵貴陽，與吳主席鼎昌及有關機關首長，積極展開救濟工作。並

率同仁冒險前往都勻、獨山戰區，躬親搶救老弱婦孺。夜赴河池前線，訪慰戰地

最高指揮官張發奎將軍，極獲由湘桂入黔文化人士之愛戴。先生此行，歷時七十

餘日，至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中旬，始返貴陽。共計行程七百三十公里，撥發各地

救濟費達法幣一千三百餘萬元。先生冒險犯難，與難胞同甘苦，救濟在桂、黔兩



省境內之難胞數十萬人，於事畢後返渝復命，獲中央慰勉有加。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舉行。先生於大

會中提出「四大社會政策綱領」，其中包括：民族保育（即人口）政策綱領、勞

工綱領、農民政策綱領、戰後社會安全初步設施綱領。經大會通過實施。是時，

先生昆季，聲華益懋，代表同志咸敬重之。遂於該次代表大會中，再度選舉先生

及兄正倫、弟正鼎為第六屆中央委員。一中全會，先生昆季三人，復同時膺選中

央執行委員。花萼齊輝，一門挺秀，再度傳為議壇佳話。 

同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中、美、英之波茨坦宣言，向盟國

無條件投降。我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中正，

派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兼任黨政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前往南京接受日

本之投降，並展開全國各戰區之接收事宜。先生奉派以社會部部長身分，兼任接

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九月九日，何應欽上將代表蔣委員長，於南京中央陸軍軍

官學校接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投降，由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大將呈遞降書，先生在京，參與受降典禮，並決定全盤接收計畫，分派屬員積極

執行後，即返渝處理社會部部務，手訂社會復員初步措施，次第實施。先生以全

力協助辦理全國性之善後救濟及社會重建工作，因之，臺灣光復之重建及各地區

之善後救濟分署，均以先生之資助，得以順利遂行其任務，因此，光復地區人民，

均對先生咸感莫名；尤以協助上海工廠復工，使五萬二千餘工人，迅速獲得工作

機會，加入生產行列，有助於勞工及經濟者至鉅。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以蘇、魯各省難民眾多，嗷嗷待哺，

乃令先生率團巡察蘇、魯二省及青島市，主持難民宣慰及救濟事宜。先生於視察

魯、蘇二省後，深知難民為全國性問題，遂擴大計畫，擬定「收復區各省市救濟

難民辦法」，分別實施；並訂定「各省市各會救濟辦法實施要點」，徹底解決難民

之迫切問題。先生慈悲心懷及務實作風，普獲全國人士之讚佩。 

十一月一日，先生奉國民政府遴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十五日，制憲國民

大會集會於南京，先生膺選為主席團主席。大會進行期間，先生任審議憲法草案

「基本國策」章之第七審查組委員，主張在該章中增列「社會安全」一節，包括



公共衛生及民族保育政策，並親自起草該節條文，經審查會及大會通過，納入憲

法。又中央民意機構採職業代表制本為先生一貫主張，制憲大會中，先生暨職業

團體代表三百八十餘人曾招待新聞界，說明將此制納入憲法之理由，最後，大會

接納此案，行之四十餘年，績效卓著。 

中華民國憲法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施行。前此一年間，為憲政

實施準備時期，制定有關法律，選舉中央民意代表。先生於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膺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貴州省安順縣區域代表。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

京開幕，五月一日閉幕。選舉  蔣中正先生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李宗仁為副

總統，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六月一日，行政院改組，翁文灝出任院長，先生

仍任政務委員兼社會部部長。當時，中共為期破壞我憲政實施，攘奪政權，乃由

西北、中原、華北、華東及東北等五個所謂「解放區」，發動全面叛亂；美國馬

歇爾將軍來華，組成三人停戰小組，進行和談；和談失敗，共軍大舉進犯，國軍

漸趨失利，及至徐蚌會戰，國軍失敗，一時主張和平運動者，如火燎原，力主  蔣

總統下野。十二月，孫科出組和平內閣，提名先生連任社會部部長。先生堅決反

對向中共求和主張，發表談話，指出：「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成敗，不僅關係

國家政權的轉移，而是國家存亡的關鍵。」並強調：「如  蔣總統下野，將使反

共軍民鬥志解體。」然而和談運動，並未因而中止，先生乃毅然宣布退出孫科內

閣，辭去社會部長，並高呼「寧為史可法，不做洪承疇。」成為一代名言。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蔣總統宣告引退，先生偕同志等力挽未果，

乃於二月中旬偕張道藩赴溪口謁  蔣先生，然後返回上海，以京滬杭警備總司令

部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身分，協助湯恩伯將軍進行上海保衛戰。五月，上海國軍

轉進舟山，先生自舟山飛抵高雄。 

七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成立，先生奉派為第一組組長，奉命籌設

革命實踐研究院，培養黨的革命幹部；並與陶希聖、張其昀、張道藩、  蔣經國

等起草黨的改造方案，先生為召集人。是項改造方案於七月十八日，由中央常會

通過，革命實踐研究院則於十月六日成立，同時展開訓練與改造工作。 

當時亞洲情勢，因中國大陸赤化而告緊張。  蔣總統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及



韓國大統領李承晚之邀，於七月八月先後赴菲、韓訪問，各發表聯合聲明，主張

成立亞洲反共聯盟，以遏制共產主義之囂張。此數事主要責任均落先生仔肩，先

生遂竭盡忠忱，悉力以赴。 

民國三十九年，先生四十八歲。一月，行政院局部改組，先生轉任內政部部

長。院長為閻錫山。三月一日，蔣總統復行視事。閻內閣總辭。陳誠奉命組閣，

先生辭去內政部部長，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此時中共竊國，厲行暴力統治，大陸同胞，陷身水火，不堪其苦，紛紛俟機

流亡香港及海外各地，顛沛流離，生計艱難。先生乃發起設立救濟機構，以人民

團體立場，接受政府委託，承辦救濟大陸流亡難胞業務。所需經費一部分向國內

外勸募，一部分由政府撥助，另一部分接受國際援助。三十九年四月四日，中國

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成立，先生被推選為駐會常務理事，嗣為理事長。決定負責工

作為： 一、救濟大陸逃抵香港難胞， 二、接運大陸流亡海外各地難胞來臺安置， 

三、救助大陸流亡海外難胞，四、獎助大陸流亡青年求學，設置各項獎助學金，

五、救濟金門、馬祖戰地災民。是為先生致力社會事業進入巔峰時期之開始。 

    同年八月，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先生奉派為十六位改造委員之一，並兼第

二組組長，主管黨政，企畫周詳，唯敬唯勤，實踐力行，造成聲勢，於是中央與

地方黨部，奮發自強，朝氣蓬勃，全黨同志，莫不為之鼓舞。先生於農、工、青

年、鐵路、公路及各產業黨部，均定有強化領導之原則，為： 一、確定領導方

針， 二、扶植民眾力量， 三、統一領導步驟， 四、保護民眾利益， 五、培養

優良幹部。一時改造運動，根基丕固。 

    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臺北市舉行。是

時改造工作完成，執政黨之重生，予全國人民印象殊深。先生於本屆大會，先後

當選中央委員暨中央常務委員。其時黨的訓練工作，革命實踐研究院前期已告一

段落，建黨問題研究會及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先後由中央決定設置，先生均奉

派為指導委員並兼任講座，公餘之暇，致力講授工作，不憚其勞。 

其時韓戰已至末期，被美軍俘虜之中國大陸戰士，於拘留期間，一致決定爭



取自由，反對重返中共統治，於是醞釀反共行動。民國四十二年九月，先生以中

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約集全國各界四百四十八個

人民團體，舉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大會」於臺北，出席者三千餘人，公推先生

為總主席，積極推動此項歷史性任務。四十三年一月，韓國板門店戰俘營中，中、

韓兩國反共義士二萬二千餘人，唾棄共黨暴政，冒死宣告投奔自由。其中一萬四

千二百零九名被俘中共官兵，歃血明志，宣誓脫離共黨，堅持前來臺灣，回歸自

由祖國。 

    先生奉中央命，由策動到接運乃至於安置與救助反共義士，全力承擔。義士

返臺之日為一月二十三日，先生率全國各界人士十餘萬眾，在臺北市中山堂廣場

舉行「慶祝反共義士回自由祖國歡迎大會」，先生致詞高呼：「我們要在爭取二萬

二千餘名反共義士的自由之後，進而爭取所有被中共和俄帝奴役人民的自由。」

至是，先生反共運動之卓越表現，遂風傳於全世界，而「一二三自由日」亦為國

際人士共同肯定，逐漸發展為「世界自由日」，每年均有國際性集會以資紀念。  先

生號召力之宏偉，於此可以見之。 

同年二月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舉行於臺北，先生出席大會，

膺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罷免違法失職之副總統李宗仁。選舉  蔣中正先生為中

華民國第二任總統、陳誠為第二任副總統。先生數年來積鬱為之盡掃，工作精神

益趨振奮。遂以全力推展亞洲人民反共運動及大陸災胞救濟運動。 

    四月，韓國總統李承晚派特使來華，與先生等會商組織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事

宜，先生協調菲、泰、越各國人士，積極籌備。同年六月十五日，中、韓、越、

菲、泰五國及琉球、香港、澳門三地區之代表，於韓國鎮海，舉行亞洲人民反共

聯盟成立大會。先生任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兼首席代表，團員為陶希聖、杭立武、

黃國書、胡健中、魏景蒙等，皆一時之選。此一民間反共組織，迄今即將屆滿四

十年，而由此推廣成立世界反共聯盟（即今之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亦已歷二十

六載，在全世界造成風起雲湧之反共運動，為摧毀馬列共產統治、維護民主自由，

提供卓越貢獻，皆先生之力也。 

    此一時期，先生除以全力推動亞盟及救總兩大民間運動外，更致力推廣 「一



二三世界自由日」，以及為響應美國國會通過之「支援被奴役國家週運動」，每年

七月中旬在臺北市亦舉行大規模之國際性集會，三十餘年如一日。除此之外，亞

洲人民反共聯盟每年在會員國選定適當地址，舉行年會，盛況遞增，先生於各次

大會中，率團出席，均發表演說，依據當時情勢，闡發反共義理，各國人士，莫

不讚為「世界反共鐵人」，並尊為終身榮譽主席。 

    大陸災胞救濟工作，於總會成立後，即以全力推動在香港、九龍設置救濟據

點，調景嶺難胞居留營即係在先生規劃下建立，迄今已近四十年，成為大陸流亡

同胞在港、九安身立命之所，休養生息，工作、子女教育均賴以解決。先生義行，

廣為大陸同胞所傳頌。 

    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一日，先生與張羣、何應欽、張道藩及日本石井光次郎、

大野伴睦等兩國人士，組織「中日合作策進會」，以促進兩國之友好合作。十月

十日，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經決定於民國四十九年二月舉行。籌備工作進

行期間，秘書長洪蘭友逝世；總統  蔣公派先生代理國民大會秘書長，於四十八

年十二月十五日到職視事，至是，先生又負起繁重之政治責任。 

民國四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在臺北市舉行。先生綜理會

議事務，於會期中除選舉  蔣中正、陳誠二先生為第三任總統、副總統外，更修

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決定於第三次會議閉會後，設置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

員會，研究國民大會創制、複決兩權行使之辦法及有關修憲各案。大會閉會後，

憲政研討委員會依法成立，先生兼任該會秘書長。對於此一重大事項，於委員會

正式行使職權後，遂商定會議規程，徵詢多方意見，蒐集世界民主國家行使創制、

複決兩權資料，經兩年餘之時間，反覆研討，擬定「國民大會創制、複決兩權行

使辦法草案」及有關修憲各案關係文件，咨送  總統。後經 總統於民國五

十五年二月一日召開國民大會第一次臨時會，審查決議，通過兩權行使辦法，並

作成暫不修憲之決議。先生於此二年間，責重任繁，不稍寧息，而國民大會第四

次會議於臨時會閉會後接連舉行。修改臨時條款，選舉第四任  總統、副總統，

一時國內政治局勢，為之大定，先生乃辭卸國民大會秘書長職務，就任第二階段



憲政研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第二階段之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其職責為研究憲政有關問題，為期自

民國五十五年起至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依法退職時止，長達二十餘年。先生於副

主任委員任內，代理歷任  總統兼主任委員主理會務，協調諮商，就有關憲政問

題，分類綢繆，多所成就。研討之結論經由政府採納執行者，於國家建設裨益甚

大。嗣接美國國會圖書館來函，蒐集該會全部資料，譽為民主國家戰時國會之新

典範，贏得國際政治家一致讚譽。先生在職時，歷經協助四位元首，  蔣中正、

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四位總統，均能對憲政問題斟酌損益，作妥適之建議，

深獲歷任  總統兼主任委員之尊重與信賴。 

在此二十餘年中，先生除任歷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至第十三次全國

代表大會，始因高年改任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職務外，以全力擴展亞洲人

民反共聯盟、世界反共聯盟、亞洲各國國會議員聯合會。使中華民國國際聲譽及

於五大洲地區而發揚踔厲，用是頗收調整與我無邦交國家關係之效。先生每於世

盟、亞盟、亞議聯年會，或於每年「一二三世界自由日」、「支援被奴役國家週」

大會開會時，均邀請各洲區反共人士蒞會參加，先生振臂演說，對國際反共理論

作精闢之陳辭，極獲國際人士之接納與敬佩。先生之奮鬥精神感人也如是。 

綜先生一生，廉介自持，勤奮奉公，不謀私利，不治私產。曾主持政府部門

及各大民眾團體，公物不私用，職工不得入其家，內外分明，皎然如日月。尤不

支兼職酬勞，不作無理應對，不參與個人娛樂活動，不以私願處理人事，更獲部

屬之敬重。 

先生以忠孝傳家為志，而手足之情益篤。自長兄正倫之逝，先生即接奉長嫂

陳夫人居家奉養，凡三十餘載。正鼎夫婦相繼去世，先生悲甚，親撰祭弟文於家

祭時宣讀，聲嘶淚竭，幾近昏厥，聞者為之動容，益敬先生之為人。 

先生體素健，每日工作十餘小時，而海外奔波，數十年如一日，人每見其激

昂慷慨之義烈，而未見其有絲毫倦意，故每譽之為「反共鐵人」，先生輒一笑置

之。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以膝關節不良於行及老人症，住入臺大醫院養息，年餘，



病情穩定，本年十一月十八日，突以肺部發炎，移加護病房救治，至十二月十一

日晨九時，病情惡化，羣醫束手，一代反共鬥士，遽歸道山，享壽九十有三歲，

痛哉！ 

先生與夫人王美修女士，鴻案相莊者六十餘年，生子五：長家泰、次家華、

三家嵩、四秀衡、五家恒。女二：長多儀、次多齡。家泰，國立成功大學畢業，

美國匹茨堡大學電機博士，現任臺灣吉悌電信公司總經理。家華，國立政治大學

畢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商學碩士，現任中興電工機械公司總經理。家嵩，國立

臺灣大學畢業，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化工博士，現任中油公司煉製研究所副所長。

秀衡，國立臺灣大學畢業，美國卡內基麥龍大學化學博士，現任臺灣氰胺公司總

經理。家恒，國立臺灣大學畢業，美國聖母大學機械博士，現任國立高雄技術學

院籌備處主任。多儀，銘傳商專畢業，現任聯合國郵政局會計主管。多齡，國立

政治大學畢業，美國紐約州馬力士大學電腦碩士，現任美國加州 IBM 程式設計

師，適程振賢博士。一門蘭桂，莘莘有成，服務社會，造福人羣，先生濟世救人

之德及教子義方之效於此見之。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講詞中昭告國人：「中

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諸君這樣安樂享福，想到國民同胞的痛苦，應該有一

種惻隱憐愛之心。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應有的良知。諸君應該

立志，想一種什麼方法來救貧救弱。使將來的中國轉弱為強，化貧為富。」先生

畢生之嘉言苦行，均以此種理念為依歸，故其行誼，將可永垂青史而不朽。 

先生事功，載在國民大會歷次會議實錄、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實錄、救

總四十年、為人類自由而奮鬥諸書。本文謹恭述其梗概，藉表哀思，疏漏之處，

維希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