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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台灣政經風雲年代：1988－2005 

─錢復回憶錄第三冊聞世 
 

高希均 

（一）留下紀錄接受檢驗 

歷史是民族綿延的一本大帳。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

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我們跨世紀在台灣的奮鬥與

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信心，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

個兩岸共創和平繁榮的時代。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

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每一位人物寫下他們的經歷、

觀察，甚至後見之明。他們的貢獻，是為歷史留下紀錄；他們

的挑戰，是為未來接受檢驗。  

（二）政經風雲年代中的重要首長 

盼望已久的錢復先生第三本回憶錄終於出版了。 

十五年前（二〇〇五）天下文化於出版了兩冊《錢復回憶

錄》（卷一、卷二），記錄這位被譽為「外交才子」的專業貢獻；

尤以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前後，以及一九八○年代面臨的外交

挑戰，作為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的「最後一張王牌」，當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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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都寄望錢復能在台美斷交、中美八一七上海公報之後，為台

灣扭轉劣勢，而錢復果然不負眾望，表現出色，為中華民國開

拓新局。 

《錢復回憶錄》前兩冊止於一九八八年初。第三冊《錢復

回憶錄：台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接續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

統辭世之後的發展。錢復陸續擔任四個重要的職位：經建會主

委（1988年7月到1990年6月）、外交部長（1990年6月到1996

年6月）、國民大會議長（1996年7月到1999年1月）、監察院

長（1999年2月到2005年2月）。 

蔣經國總統於任內最後兩年，加速推動民主進程，激起台

灣社會的政經活力。一九八八年甫從外交轉入經建領域，自稱

是經建「門外漢」，但觀察兩年任期內的作為：改善投資環境，

獎勵民間投資公共建設，公營事業民營化，以及全民健保的初

期規畫，在後威權時代的政治轉型過程，他以累積的外交歷練

及豐沛人脈，展現了國際視野的思維與高度，參與解決社會面

臨的問題。一九八九年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台，記錄了李

光耀對台灣民主與兩岸關係發展的對話概要，直言台灣錯失掉

很多順勢而起的機會。現在讀來，既有先見之明，更多是深刻

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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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邀請錢復重回外交領域，

出任外交部長。此時的「外交才子」已有駐美大使的豐富歷練。

他於一九九一年曾提出一個重要看法：「大陸政策決定台灣未

來走向，攸關台灣興亡，位階應高於外交政策。」此一看法受

到普遍認同，兩岸關係是外交政策的上位。如果領導階層，真

能做到，那麼兩岸情勢怎會近年來演變得如此令人憂心？ 

一九九六年六月，錢復結束外交部長六年任期，李總統安

排他進入國民大會，當選國大議長，主持修憲，親身見證民主

議事如何影響未來國政運作，對於凍省、總統直選採相對多數

制等憲政議題，有深入的剖析。 

二〇〇四年的總統大選投票前夕，發生陳總統遭槍擊案，

錢復時任監察院長，受陳水扁力邀出任特調會主席，參與了這

段歷史疑案的調查。 

在每一個重要職位，錢復以廣受稱道的博聞強記，記之述

之，帶我們重回歷史現場。 

二〇〇五年二月公職退休，卸下監察院長，淡出政壇，接

任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投入公益與國民外交。並於二〇一

九年接任蔣經國基金會董事長，推動國際漢學與中華文化的研

究，以此緬懷經國先生對華人社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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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始於二〇〇五年整理資料與撰稿，最後定稿於二〇一

九年十月，寫作十四年餘，完稿約三十二萬餘字，涵蓋三任總

統，歷經台灣三次民主轉型：解嚴（蔣經國時代）、直接民選

總統（李登輝時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時代），是錢復

從政以來最成熟的深入觀察與代表作。 

二〇二〇年開春，台灣面臨更多國內外的重大挑戰，如台

美中三邊關係的微妙轉變，地域政治因川普政策出現不確定性，

以及中國大陸在國際舞台上角色的擴張，處處增加了我們的挑

戰。 

《錢復回憶錄（1988－2005）：台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

穿越了台灣民主轉型及社會發展的關鍵時代。此一時刻出版，

對國人提供了重要的回顧與省思，不可不讀。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